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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意漸濃，廣州鳳凰山腳下卻熱鬧非凡。
12 月 5 日至 6 日，2021 從都國際論壇在
從都國際會議中心舉辦，近 30 位前國家元
首、政府首腦、國際組織負責人，近 20 位
外國駐華使節、國際組織駐華代表、駐穗總
領事和中外政、商、學界共 150 多位嘉賓以
線上或線下方式“雲”聚一堂，以“多邊主
義 2.0 版——後疫情時代的全球合作”為主
題，把脈世界走向，共探治理良方。

疫情可以說是本屆論壇的最熱辭彙，但
歸根到底，能對抗全球挑戰、為全人類謀福
祉的多邊主義才是嘉賓最強烈的呼籲、最期
待達成的共識。正如在論壇發布的 2021《從
都宣言》所言，“世界各國對世界的和平穩
定與發展繁榮負有共同責任，應展現應有的
責任和擔當，凝聚共識，採取有效行動，堅
定維護全人類的普遍安全與共同利益，共創
人類美好未來”。

 撰文：方晴 徐雯雯 申卉

“全球抗疫要落實真正有效的多邊主義”

“新冠肺炎疫情給健康帶來威脅，也

暴露全球健康治理合作的弱點——對疫情

反應的不及時，讓人類付出巨大代價。”

世界衛生組織前總幹事陳馮富珍以視頻形

式連線“公共衛生健康與全球合作，打造

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主題分論壇。

不少嘉賓都提到，世界衛生大會幾天

前宣布啟動起草和談判的全球“大流行病

條約”。陳馮富珍認為，各國應以此為契機，

建立起快速回應的合作機制、能發揮更好

協調作用的國際組織，並落實真正有效的

多邊主義。後疫情時代，更需要擁有全局

性思維和基於科學的政策，並促進跨部門、

跨行業合作。

陳馮富珍指出，疫情發生以來，很多

陰謀論和不實信息被傳播，真實的信息被

忽視，部分人無視公共衛生措施，“這讓

我們感到非常非常悲傷”。她強調，要夯

實具備信息透明度和問責制的防疫機制，

希望政治領袖們兌現對國民的承諾和責任，

避免疫情演變成災難。

“到目前為止，全世界較好完成疫

苗接種的國家不到 1/4，大多數國家的免

疫屏障並沒有建立。”中國國家傳染病

中心主任、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

科主任張文宏表示，曾經很多人以為世

界重新開放的時間已經到了，但隨著病

毒不斷變異，特別是最近奧密克戎變異

株的出現，很多國家因此關閉了邊境。

一些已建立較好免疫屏障的國家，也感

到未來出現不確定性。

“越是在這個時候，越需要凝聚全球

智慧，才能戰勝這一全球公共衛生挑戰。”

張文宏強調，其中通過協作建立全球疫苗

屏障至關重要，中國在這方面做出了重要

的努力。他呼籲，未來各國的抗疫政策應

該基於科學、基於團結，通過凝練全球力

量一起來戰勝疫情。

如何應對？中國方案或是答案。“中

國是抗疫做得最好的國家，尤其在控制病例

新增數量方面，給我們做了非常好的榜樣。”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秘書長特別代表傑

弗裏·薩克斯說。

中國方案有什麼特點？廣東經驗提供

實例。廣東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首席科學

家柯昌文向全球嘉賓介紹了廣東自 2021 年

5 月份以來，在一個潛伏期內有效控制 3

次本土疫情流行的成功經驗。“一是堅持

關口前移和快速撲滅本土疫情的動態‘清

零’的策略，二是普及新冠病毒疫苗接種

策略。”

柯昌文介紹，廣東對 3 歲及以上的人

群均開展免費自願接種新冠病毒疫苗計劃。

該計劃自 2021 年 3 月開始實施，至 2021 年

12 月 2 日，全省已累計接種 2.41 億劑次，

有1.11億的公民完成全程免疫，從中受益，

覆蓋了廣東 87.69% 的人口。

“疫情給世界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我

們應承擔起責任，打造更公平的未來。世

界各國需要打造新型合作關係，才能更好

地實現全球健康的可持續發展。”陳馮富

珍說。

“要防止經濟復蘇拉大貧富差距”

截至 12 月 6 日，全球已有至少 44 個

國家和地區出現新冠病毒變異毒株奧密克

戎感染病例，引發全球對經濟復蘇前景的

擔憂。人們仍記得，去年經濟因疫情受到

多大的重創：世界經濟收縮 3.3%，其中新

興市場收縮 2.6%，發達市場收縮 4.9%，全

球有 1 億人返貧。

世界經濟復蘇面臨哪些威脅？如何增

強未來經濟的“韌性”？如何確保復蘇的

均衡，確保“沒有一個人掉隊”？多位經

濟學家參與了分論壇討論。

疫情肯定是最大的威脅。“後疫情時

代尚未到來”，比利時前首相伊夫·萊特

姆判斷，人類可能將與新冠病毒長期共存，

除了增強疫苗生產和供應的能力，各國還

應思考如何實現常態化的疫情防控，“這

一點可以參考中國的做法。”

中國農業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向松祚

認為還有如下幾個威脅：一是各國央行刺

激政策效力在減弱，隨著多國央行資產和

名義 GDP 比例創下歷史新低，單靠央行貨

幣政策很難撬動經濟復蘇。二是幾乎所有

資產的金融風險都正在增加。三是全要素

生產率正在下降。他警告，“如果繼續下

降，世界經濟可能出現非常糟糕的情況，

比如滯漲。因為幾乎所有央行都在實施量

化寬鬆政策，美歐更是史無前例。”此外，

保護主義也會加劇經濟低迷。

向松祚為經濟復蘇開出三張“藥方”：

主要經濟體必須攜手合作共同抗疫，摒棄

貿易和投資的保護主義，同時保持國際供

應鏈的平穩運作。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

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呼籲，停止量化寬鬆

貨幣政策。

“要防止經濟復蘇拉大貧富差距。”

藍星戰略聯合創始人和首席執行官凱倫·特

拉蒙塔諾提醒，各國要從 2008 年經濟危機

中吸取教訓，注意復蘇中的“均衡性”。

“世界經濟不止追求復蘇和重啟，還

必須有創新創造，才能增強經濟的韌性。”

面對更長遠的未來，波黑部長會議前主席

茲拉特科·拉古姆季亞提出，教育、科技，

是讓經濟韌性增強的重要基石。

2021從都國際論壇發布2021《從都宣言》

科學與團結才是抗疫的正確姿態

→ 2021 從都國際論壇閉幕式現場。 徐昊 攝

閉幕式上，2021 從都國際論壇對於多

邊主義在後疫情時代全球合作中的重要作用

達成了廣泛共識，並一致審議發表 2021《從

都宣言》（以下簡稱《宣言》）。

《宣言》強調，人類是休戚與共的命運

共同體。新冠肺炎疫情正嚴重衝擊世界經濟

的艱難復蘇，各國應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

擴大開放，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

共同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的穩

定順暢；堅持發展優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

堅持普惠包容、堅持創新驅動、堅持人與自

然和諧共生、堅持行動導向，推動建設開放

型世界經濟，共同促進後疫情時代經濟復蘇，

實現強勁、綠色、健康的全球發展。

《宣言》認為，聯合國《2030 可持續

發展議程》和 2015 年《巴黎氣候協定》，

為實現包容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平衡的框

架。同時，氣候變化帶給人類的影響是現實

和深遠的，事關人類前途命運，各國應採取

切實行動攜手應對。

同時，全球性威脅需要世界各國共同應

對。《宣言》呼籲，各方團結起來應對這些挑戰，

採取行動，加強信任，尋求合作而非對抗，

以發展與和平對話解決國際紛爭，對接全球

發展新機遇，緊緊抓住共建“一帶一路”聯

通世界、對接全球合作發展的新機遇，做強

全球繁榮的共同利益基礎，徹底消除產生傳

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根源，讓全世界人民

都過上和平、安寧、富足、愉快的美好生活。

《宣言》重申，和平、發展仍是當今時

代主題，呼籲各方以實際行動加強多邊合作，

堅決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維護以

《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

係基本準則。挑戰越嚴峻，就越需要呼籲團結。

需要通過互相尊重、對話和協商，來實現造

福所有人的安全和繁榮。要堅守和平、發展、

公平、正義、民主和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

積極推進全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宣言》呼籲，人類正處於一個轉捩點，

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社會

需要來自各領域的領導者以智慧、責任和使

命感來面對現實。世界各國對世界的和平穩

定與發展繁榮負有共同責任，應展現應有的

責任和擔當，凝聚共識，採取有效行動，堅

定維護全人類的普遍安全與共同利益，共創

人類美好未來。

12 月 6 日，2021 從都國際論壇舉行 4

場分論壇，線上參加此次論壇的日本前首相

鳩山由紀夫通過視頻形式接受了媒體採訪。

鳩山由紀夫認為，中國在世界經濟復

蘇中起到牽引的作用。在維護以世貿組織

為核心的基礎上，鳩山由紀夫期待中國今

後更好維持貿易秩序，繼續在世界經濟成

長中樹立良好形象。

鳩山由紀夫表示，東京灣區之所以取得

成功，有一點在於當初是以打造海陸空樞紐

為目標來建設，從而集中了日本很多大企業，

這些企業以東京灣區作為發展支點，也形成

了很多企業的技術都集中在東京灣區的情況。

他相信，如果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能夠借鑒東

京灣區的發展經驗，將會取得更大的成功，

成為連接亞洲、連接世界的海陸空樞紐地區。

日本前首相

鳩山由紀夫

線上參加此

次論壇。

 徐昊 攝

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

粵港澳大灣區有望成為連接世界的海陸空樞紐地區

2021《從都宣言》發布

呼籲以實際行動加強多邊合作

■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