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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截至5月

18日，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461万

例，疫情已影响到 200多个国家和地

区。面对疫情，中国政府始终秉持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继续全面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以实际行动促进抗疫全球

合作，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维护全球公

共卫生安全。多国政要、国际组织代表、

专家学者充分肯定全球抗疫过程中的中

国贡献，认为中国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

担当。

俄罗斯总统普京：感谢中方提供人

道主义援助和医疗防护用品，俄方愿借

鉴中方防控经验，开展疫苗研发合作。

俄方反对个别势力借疫情指责中国，将

同中方坚定站在一起。

韩国总统文在寅：韩中两国抗击疫

情的思路和举措相似，抗疫合作卓有成

效，特别是率先开通“快捷通道”，传递了

两国团结合作的有力信号，也为世界树

立了典范。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巴中研究中心负

责人埃万德罗·卡瓦略：一方面，中国将抗

疫宝贵经验和信息及时主动分享给其他

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中国积极支持企

业复工复产，为世界各国抗击疫情提供支

持。中国的贡献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世界卫生组织驻柬埔寨代表李爱

兰：世界卫生组织赞赏中国在抗疫国际

合作中展现的团结精神和国际人道主义

精神，赞赏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这一理念对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

理有着重要作用。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库雷希：我们期待

在中方的大力支持下早日战胜疫情。巴

方高度重视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

走廊建设，双方合作不会因疫情受影响。

菲律宾卫生部长杜凯：在抗疫最关

键的时刻，中国及时派出经验丰富的专

家，体现了中国对菲律宾的真挚情谊，这

是菲中友好合作的具体成果，必将进一

步丰富两国关系内涵。

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奥努奈

居：中国积极助力非洲国家增强公共卫

生防控体系和能力建设，真诚援助支持

非洲各国保障民众生命安全，用实际行

动诠释了非中友谊。

法国尼斯欧洲研究所研究员乔治·

佐戈普洛斯：面对疫情，中国与世界卫生

组织和世界各国保持密切合作，中国提

出的“健康丝绸之路”秉承多边主义原

则，维护全球公共利益。中国在当前全

球抗疫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持续为急

需帮助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医疗援助。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中

国捐赠的物资将帮助机构各成员进一步

推进应对疫情的技术合作……这对于有

需要的国家抗击疫情具有重要现实意

义。机构愿与中方继续深化合作，共同

为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尽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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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国携手全球抗疫—

共同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5月3日，在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解放军赴巴抗疫专家组成员指导巴方人员使用日常消杀器械。

新华社记者 刘 天摄

记者：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

中国应如何应对挑战，更好地维护国家

安全？

马刚：应对复杂局面，认清大势、壮
大自身是首要任务。习主席强调，“认
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
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中
国要发展，必须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当
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
这样的历史演进中，要树立正确的历史
观、大局观，找准定位，把握未来，在顺
应历史潮流中谋求发展与进步，以争取
战略全局上的主动。巩固国内发展稳
定是我们迎接挑战、化解风险的根本保
证。应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恢复和
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通过制度创新，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刘万侠：的确，应对挑战、维护安
全，不仅要有大视野、大胸怀，更要有大
战略、大担当。面对正在发生的国际变
化，我们应以更加积极有为的姿态，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跳出“零和博
弈”“安全困境”等西方传统思维模式和
理论框架，扩大“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影
响力。

其次，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应
将扩大各国利益交汇点作为出发点，实

现合作共赢的目标。对于一些国家逆
全球化的举动，我们可依托“小多边”推
动“大多边”，依托区域化推动全球化。
此外，弘扬中华“和”“合”文化，把传播
中华文化和理念放在世界文明发展演
进的大背景下，寻找不同文明相通、共
鸣之处，寻求最大公约数。

马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营造
良好国际环境和安全态势，还需我们以
更加理性包容、更具建设性的姿态参与

国际事务。为此，需要通过自身行动以
及与各国多层次多渠道的合作，获得世
界多数国家的认同和理解。

一是积极承担必要的大国责任，为
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在一些
反映人类共同价值和增进共同福祉的
国际事务中增加投入，持续赢得更多尊
重和认同。

二是加强与各国在全球议题上的
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和地
区政治、经济、安全合作，在国际事务中
发挥更加主动的作用，在推动解决全球
性问题的过程中有力塑造负责任大国
形象。

三是面对当前复杂的安全形势，我
们应有更强的信心和定力，通过和平、
合作、磋商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营造良好国际安全态势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不仅严重威胁各国民众生命健康、影响经济发

展，也给国家安全带来诸多严峻挑战。

数百年来，国际战略格局变化大多与重大安全事件有关，这次疫情将给世界

秩序带来怎样的影响？对我国国家安全带来哪些挑战？如何筑牢国家安全的屏

障？本期国防会客厅我们邀请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国际战略教研室主任刘万

侠、教授马刚就相关问题分享他们的看法。

国防会客厅

记者：从国际形势和国家安全的

角度看，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带来哪

些影响？

马刚：这次疫情在某种程度上改
变了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对国际
形势影响深远。疫情冲击之下，国际
秩序正在发生变化。

疫情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现有
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中
的种种问题，鲜明折射出不同发展

模式的差异。最明显的一点就是，
疫情将一些西方国家嫁祸他人、罔
顾国际道义的行径暴露无遗，西方
价值观的消极影响凸显。

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
脱离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没有建
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
应对疫情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充分认

识到，在全球性危机面前，任何国家
都无法独善其身，那些抱着“零和思
维”的国家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
脚。各国唯有携起手来，加强合作，
才能真正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实现共
同繁荣发展。同时，人们也看到反全
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给世界发
展带来的伤害，更多国家正朝着建立

更公平合理国际秩序的方向汇聚。这
种趋势一旦形成，国际力量对比将发
生深刻变化，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
序将深度调整，国际格局也将在艰难
中加速演变。

刘万侠：此次疫情对世界造成的
影响已远远超出疫情本身，对当今国
际格局、国际秩序和大国关系的冲
击，不可谓不巨大。国际形势正变得
更加复杂，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个
别国家政客将疫情作为恶意中伤别国
的工具，将疫情政治化，将病毒标签
化，破坏国际抗疫合作，破坏国际公
共卫生事业，目的是为了转移视线，
转嫁责任。

国家外部安全面临挑战

记者：国际形势的变化给我国带来

哪些影响？在国家安全方面，需要重点

关注哪些问题？

刘万侠：影响是多方面的。未来一
个时期，我国既面临重要机遇，更面临
严峻挑战。机遇主要表现在：疫情在世
界范围蔓延，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进
一步上升；疫情让世界各国切实认识到
团结合作的重要性，有利于营造全世界
安全发展的国际环境。

较之于机遇，挑战更值得我们关注
和重视：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民族主
义甚至种族主义不断抬头，我国安全发
展的外部环境受到冲击，冷战结束后逐
步形成的包容、合作观念一定程度上被
削弱。受疫情影响，经济领域的国际生
产与消费供应链条暂时断裂，经济全球
化进程面临严峻考验，世界经济“内循
环”和“区域循环”的趋势明显加强，对

我国外向型经济造成较大冲击。
马刚：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我们面临

的另一现实挑战。美国妄图构建一个
将中国排斥在外的新体系，美国一些政
客借机主张在多个领域与中国脱钩。
经济方面，美国着力减少对中国防疫物
资的依赖；科技方面，要求英国等国家
拒绝使用华为 5G技术；意识形态方面，
企图将疫情蔓延的责任“甩锅”给中
国。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关系将面临新
的困难。

记者：面对疫情，人们普遍产生危

机感，这种危机感与传统战争威胁、军

事威胁带来的危机感明显不同，两位专

家如何看待？

刘万侠：新冠肺炎疫情是一种典型
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它与战争冲突等传
统安全威胁造成的直接冲击不同，是一
种持续的压迫性改变和危害，容易给社
会和民众带来巨大的心理恐慌、焦虑情
绪。疫情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也让我们
进一步认清当前国家安全的复杂性。

马刚：是的，非传统安全的挑战一
点不亚于传统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

之一的公共卫生安全，自古以来就一直
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威胁着人类的
安全。2008年，从美国爆发继而在全世
界广泛蔓延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非传
统安全领域的金融安全问题，给世界造
成的影响至今尚未消尽。新冠肺炎疫
情给当今世界和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
同样不可低估，至今全球已有 460多万
人确诊感染，30多万人死亡。

历史和现实证明，当今时代，安全
是多维的、立体的，必须用多维立体的
视角来看待国家安全。习主席提出的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我们筹划国家安全
问题的根本遵循。需要指出的是，非
传统安全威胁不是孤立的，相互之间
甚或与传统安全威胁之间具有紧密的
叠加性和关联性，必须立足国家总体
安全战略，强化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
的战略筹划。

强化非传统安全威胁应对

马 刚刘万侠

抗疫视角下的国家安全考量
■本报记者 张军胜 潘 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