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美国“病”得不轻：新
冠疫情失控，政治极化严重，经济
陷入衰退， 社会撕裂惊人， 毁约
“退群”成瘾。

2021年1月20日，美国当选总
统拜登将正式入主白宫。 宣称要
“治愈”美国的拜登将如何应对今
日美国的“五大病”，仍是一个大
大的问号。

病症一：疫情蔓延
疫情猛于虎。 2021年，能否遏

止美国国内肆意蔓延的新冠疫
情，是拜登政府面临的一大考验。

过去一年， 美国累计确诊和
死亡病例数长期位居全球之首。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
所长福奇预测，2021年1月中旬可
能是美国疫情的“至暗时刻”。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和
医疗水平最先进的国家， 美国却
沦为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对
此， 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助理达巍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美国
抗疫的一大问题在于缺乏全国统
筹。 美国 《大西洋月刊》 网站刊
文说， 联邦政府的卫生指南不是
缺位， 就是漏洞百出。 《华盛顿
邮报 》 援引美前卫生官员的话
说， 由科学家组成的美国公共卫
生机构一直被政治化、 被操纵、
被忽视。

达巍建议， 拜登政府应进行

科学、有力的舆论引导，不将公共
卫生机构政治化， 提高联邦政府
执行力，制定合理的国家战略。

病症二：政治极化
“内耗” 已成美国政坛突出

“病症”。 2021年，能否扭转国家治
理失灵， 将考验美国新一届政府
的政治智慧。

调查数据显示，美国民主、共
和两党中相互“极度讨厌”的人数
比例从25年前的16.5%上升至当
前的80%多。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

院执行院长王文对记者说， 美国
恶性党争已白热化， 民主党和共
和党关系已到 “只要你赞同我就
反对”的地步。王文认为，新一届
美国政府需提高领导力， 尽快扭
转治理失灵现状， 重建美国政治
秩序。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
问题学者袁莎则表示， 拜登可能
成为“跛脚鸭”总统，施政掣肘因
素较多。

病症三：经济低迷
疫情冲击下， 美国经济举步

维艰。 2021年，如何既抗疫情又保

经济，将考验拜登执政团队的“平
衡术”。

2020年2月，美国结束持续逾
10年的经济扩张。 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当年10月预测 ，2020年美国
经济萎缩4.3%，2021年或有望实
现3.1%的增长。

美国 2020年底通过总额约
9000亿美元的经济纾困法案以应
对疫情。 安联集团首席经济顾问
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认为，纾
困计划不会显著改变美国经济短
期走势， 也难以对冲美国经济面
临的长期风险。

奥巴马政府首席经济顾问弗
曼指出，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政
府救助计划规模要足够大， 措施
要足够持久。

病症四：社会分裂
当今美国， 贫富差距与种族

矛盾日益扩大。 2021年，能否最大
限度弥合社会分裂， 将考验拜登
政府的“团结术”。

疫情袭击之下， 美国社会的
贫富差距充分暴露并进一步拉
大， 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大
萧条以来最高点。

此外， 美国种族对立日益加
剧。 2020年，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
遭警察暴力执法死亡等事件引发
全国性抗议示威浪潮； 美国疾控
中心数据显示， 新冠疫情中少数

族裔的感染率和致死率 “不成比
例”地高于白人。

分析人士认为， 拜登执政团
队要想根除系统性种族主义和社
会不公的“内在病灶”将面临极大
困难。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教授李海东表示 ，2021年拜登就
职后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缓和种
族关系， 但不可能根本解决种族
矛盾。

病症五：单边主义
近年来， 美国在国际社会毁

约“退群”成瘾。 2021年，拜登政府
能否带领美国真正回到多边主义
轨道，值得观察。

过去一年， 美国单边主义倾
向愈发严重， 特朗普政府宣布美
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严重破坏
全球抗疫努力。

批评人士指出， 作为超级大
国的美国，执意奉行本国第一、本
国优先，大搞单边行径，不断退群
毁约，不但放弃自身应当承担的
国际义务 ， 还把谋取一己私利
建立在损害别国正当利益之上，
正在成为当代国际秩序的最大破
坏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
家吕祥对记者说，美国一朝失信
于国际社会 ， 即使想要重新树
立国际威望，恐也将面临“不信任
危机”。 据新华社

新年假期结束后， 全球多国
新冠疫情依旧严峻。日本、英国、
德国等国宣布进一步收紧疫情防
控措施， 部分国家推进新冠疫苗
接种。

日本首相菅义伟7日晚宣布，
首都圈从1月8日到2月7日进入紧
急状态。 日本政府围绕新冠病毒
检测阳性率、 病床使用率和一周
内每百万人感染者数量等6个指

标设定了4个等级， 首都圈4个都
县的上述指标基本接近或超过了
最高等级。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
台统计，日本8日新增新冠确诊病
例数和新增死亡病例数均创下最
高纪录。

英国首相约翰逊4日晚宣布
在英格兰实施大范围 “禁足”措
施。德国联邦和各州政府5日达成
新协议， 限制疫情严重地区居民

的出行范围。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
克森5日宣布，6日起进一步收紧
疫情防控措施。瑞典政府8日晚宣
布， 从10日起实施更严格的抗疫
措施。为了防控疫情，一些国家推
动新冠疫苗接种。目前，英国已有
超过130万人接种了新冠疫苗，丹
麦已有超过5万人接种，以色列已
有近200万人接种。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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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治愈“五大病”

全球各国新年假期疫情防控得与失

新华社电 印度尼西亚警方
10日说， 印尼搜救人员已打捞起
印尼三佛齐航空公司失事客机部
分遇难者遗体， 并将其运往印尼
国家警察医院接受尸检化验。

雅加达警察局卫生部门负责
人奥马尔当日通过电视直播， 呼
吁 失 事 客 机 乘 客 家 属 尽 快 前
往 印 尼国家警察医院 ， 提交能
够协助辨认遇难者身份的信息和
物品。

印尼国家搜救局联合印尼交
通部、 印尼军方和印尼国家交通
安 全 委 员 会 正 在 事 发 海 域 展
开 救 援行动 。 印尼国家搜救局
官员说， 搜救人员在雅加达千岛
群岛区域的拉基岛附近海域打
捞起疑似遇难者的衣物和飞机
残骸。

印尼国民军总司令哈迪对当
地媒体表示， 印尼海军已捕捉到
疑似失事客机发出的信号， 目前
潜水员正下水确认。

另据印尼媒体报道， 事发海
域天气恶劣， 给搜救行动带来困
难。 印尼气象、 气候和地球物理
局预计千岛群岛区域10日有降雨
和大风天气。

当地时间9日14时36分， 印
尼三佛齐航空公司这架载有62人
的波音737-500客机从雅加达国
际机场起飞， 前往西加里曼丹省
首府坤甸， 14时40分左右与地面
失去联系， 之后被发现坠毁在雅
加 达 千 岛 群 岛 区 域 海 域 。 据
中 国 驻印尼大使馆消息 ， 印尼
方表示经初步核实机上没有非印
尼籍乘客。

三佛齐航空公司总部位于印
尼雅加达， 主要营运国内航线及
少量国际航线。 据了解， 这架失
事客机于1994年5月试飞， 加入
三佛齐航空机队8年。 图为1月10
日， 印尼搜救人员在雅加达北部
千岛群岛海域打捞起三佛齐航空
公司坠毁客机的部分残骸。

印尼搜救人员打捞起
失事客机部分遇难者遗体

———2021年美国形势展望

新年伊始， 新冠疫情依旧在全球蔓延， 多地发现变异新冠病毒也为疫情带
来更多不确定性， 防控形势严峻。 在刚刚过去的新年假期， 多国出台举措限制
或禁止新年庆祝活动， 严防节日聚集、 人员流动引起新冠病毒快速传播。 在疫
情面前， 各国防控措施有得有失。 新年过后， 由于一些国家确诊病例数激增，
多国政府采取了更严格的防疫措施， 并推进新冠疫苗接种。

图为1月9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透过隔离围栏拍摄的国会大厦。

为减少感染， 圣诞节和新年
假期期间， 巴拿马全国采取严格
的出行限制措施， “禁足” 时间
累计达10天。 自4日起， 居民须
按身份证尾号分时段出行， 周末
全体 “禁足”。 新年过后， 巴拿
马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有所回
落， 从几个月前高峰时期的单日

4000余例降至3日的1900余例。
在新年假期期间， 阿尔巴尼

亚采取了严格的防控措施， 每日
自20时30分至次日6时实施宵禁。
阿尔巴尼亚公共卫生研究所所长
菲佐6日说， 过去两周新增新冠
确诊病例数虽有所下降， 但仍不
能掉以轻心。

在从2020年12月24日起开始
实施的严格防疫管控措施下， 意
大利的疫情形势趋于稳定。 随着
国家法定节假日的结束， 意大利
新冠相关指标仍低于2020年11月
下旬和12月初的峰值， 单日新增
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都在逐渐
下降。

尽管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
心呼吁民众新年假期推迟出行计
划 ， 但仍有大量民众在假期出
行。 该中心数据显示， 截至8日，
美国近7日平均日增新冠确诊病
例超过24.8万例， 创疫情以来新
高。 尽管美国多项疫情数据刷新
纪录， 但受圣诞节和新年假期数
据统计滞后影响， 目前的数据可

能还未完全反映疫情真实状况。
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此前预测， 新
年假期之后， 美国新冠发病率、
病亡率等可能大幅上升。

印度尼西亚政府取消了2021
年新年庆祝活动， 并建议居民假
期不要出行。 但印尼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发言人维库·阿迪萨
斯米托7日说， 刚刚过去的新年

假期迎来民众的出行高峰， 一些
人未能严格遵守防疫措施， 致使
近期新冠确诊病例数大幅上升。

由于新年假期民众出行活动
增加等因素， 津巴布韦正面临第
二波新冠疫情， 新增确诊病例数
不断攀升。 津巴布韦5日开始全
面实施严格的出行限制和宵禁措
施， 以遏制疫情蔓延。

收紧初见成效

出行导致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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