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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根據中國國家衛健委的數據，4月3日

0—24時，中國全國新增本土1366陽性病例

和11771無症狀感染者。

新冠疫情進入第三年，西方社會逐步開

放，社會生活逐漸恢復正常。中國的決策者

在應對疫情時，開始盡量避免直接使用「封

城」這樣的字眼，以免因嚴厲防疫政策給社

會經濟生活帶來的的巨大代價而招致批評。

上海也不例外。三月底上海則以黃浦江為

界，將這座城市的新舊城區，浦東和浦西「

劃江而治」分別進行封控管理，期望實現社

會面清零。

醫療資源擠兌下的上海

上海目前將無症狀感染者和輕症患者統一

送至方艙醫院和隔離中心治療；萬名醫護增

援上海之前，全上海的醫護人員被抽調支援

核酸檢測，導致醫療資源擠兌和次生醫療危

害的發生。

4月伊始，感染新冠病毒的新生嬰幼兒家

長在中國的互聯網發聲稱，他們被迫與嬰幼

兒分離，孩子送被至集中隔離點，有交叉感

染，和因照顧不周感染其它疾病的風險。社

會各界則呼籲應允許家長陪護隔離治療的嬰

幼兒。

上海官方在4月4日的疫情新聞發佈會鬆口

稱，如果兒童家長同樣是陽性感染者，可以

同住在兒童區域陪護照顧，一起接受觀察治

療。對於兒童感染者，如果家人不符合陪同

條件，且患兒小於7歲，將在公衛中心接受

治療；其他大齡兒童和青少年，以及家長符

合陪同條件的低齡兒童感染者，將主要在集

中收治點隔離治療。

3月23日，上海東方醫院產科一名護士在

家中哮喘發作，自行用藥後仍無法緩解。家

屬駕車送其到工作的醫院就診，但因疫情防

控需要，沒有在這家醫院得到救治。家屬帶

其至其他醫院求診，但因病情耽誤，該名護

士不幸離世。3月25日，上海東方醫院表示

對該名護士的去世深感痛心，對其親屬表示

慰問。

3月30日，中國的互聯網上流傳一段120醫

生拒絶借出除顫儀的視頻。視頻中，拍攝者

問車上的120醫生「變通一下會死啊？」。

這是上海醫療資源被擠兌後，醫生面臨病人

生死抉擇最真實的寫照。

該視頻反映的是上海一位老人在家哮喘

病突然發作，情況嚴重，家人立即撥打120

電話求救。但停在樓下的救護車是等待送鄰

居入院。哮喘老人的家人想借救護車上的除

顫儀器對老人進行搶救，但遭到車上醫生的

拒絶。哮喘老人最

終因錯過最佳救治

時機離世。3月31

日，上海浦東新區

衛健委發佈調查結

果稱，當事醫生當

時雖然有緊急救治

任務在身，但處置

實屬不當，已作出

停職處理。

新冠疫情下，「動態清零」、「全民檢

測」與「封城」成為大多數中國人耳熟能

詳的新詞匯。過去兩年，嚴格的新冠防疫政

策，為中國經濟帶來巨大好處——在全世界

飽受疫情侵擾之時，中國在內部維持了大致

正常的生活，並激發出蓬勃的生產能力，促

使2021年出口大幅增長21.2%。

然而，當傳播力更強的奧密克戎來襲，全

球大部分地區選擇與病毒共存，放寬限制措

施，中國依然嚴把防疫關口。為了實現「清

零」，必須付出越來越大的代價——3月初

開始，中國的金融中心上海，以及科技和製

造業聚集的深圳疫情逐步升溫，並且先後進

入封城或部分封城的狀態。

中國之外，全球經濟並不樂觀——衰退的

信號閃現，美聯儲加息應對通脹，俄烏戰事

遲遲未決，能源價格屢屢飆升；中國要穩住

經濟大盤將面臨外部和內部的雙重壓力，越

來越多人開始討論，嚴格防疫的經濟代價究

竟有多大？

封城的經濟代價有多大？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教授宋錚最近與幾位

學者進行聯合研究，用按月更新的城際卡車

流量變化來推算各個城市的實際收入變化，

重點分析了武漢疫情結束後內地的16次封

城。由於研究開展時間較早，深圳和上海並

不在這份研究的樣本範圍之內。

該研究發現，如果封城兩周，造成的經濟

損失，為該城市當月GDP的32%左右，為該

城市全年GDP的2.7%左右。封城取消後經濟

一般能迅速恢復到原有水平，但並沒有反彈。

研究結論認為，如果封城一個月，經濟損

失大致為該城市全年GDP的4.5%。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人員指出，如果對

北京或上海這樣的一個特大城市實施封城兩

周，對當月全中國GDP的影響大致在2個百

分點左右（根據去年數據測算，約為1900億

元），其中約有7%是來自於當地封城對其

他城市造成的間接經濟損失。

宋錚還提到，局部封城的經濟損失只有封

城的四分之一，充分說明精準政策的優勢。

奧密克戎讓封城得不償失？

宋錚表示，雖然科學地回答這個問題需要

匯總各個方面的研究，但從直覺上講，對比

中國和西方國家在過去兩年的綜合表現，答

案是顯而易見的。

「況且，中國的抗疫政策一直在不斷完

善，也在隨著疫情的變化而不斷調整。」宋

上海從精準抗疫到疫情外溢上海從精準抗疫到疫情外溢

中央定調，堅持清零

輿論此前認為面對無症狀感染者居多的疫

情，上海有可能做出妥協，選擇有限度「與

毒共存」，並為全國其它省市探索出一條「

精抗疫」之路。

但確診病例和無症狀感染者病例快速上

升，網格化、分片區核酸篩查未能控制疫

情；加之上海出現醫療擠兌的情況下，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

自4月2日赴上海調研疫情防控工作後，為上

海防疫總方針定調，即堅持「動態清零」總

方針不猶豫不動搖。

4月3日，萬名外地醫護相繼抵達上海，

部分入駐收治無症狀和輕症感染者的方艙醫

院。4月4日清晨開始，按照官方要求，全上

海市民在一日內進行全民核酸檢測。

擁有約2500萬人口的上海，是中國最大

城市。按市場10元人民幣一人的核酸混檢費

用計算，政府財政一輪的核酸檢測支出約為

2.5億人民幣。而此前，上海已分片區進行

過多輪核酸檢測。

據上海市衛健委的數據：4月3日0—24

時，上海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確診病例425例

和無症狀感染者8581例，佔全國總數的近七

成。 一個月內，上海的無症狀感染者從個

位數上升至此，並且依舊有繼續上升的趨

勢。

中國官媒《人民日報》4月2日援引上海

集中隔離點醫療救治組組長，曾是上海第三

批援鄂醫療隊隊長的陳爾真認為：「跟當年

的武漢相比，上海在準備上、經驗上要好一

些。這次疫情的規模，比武漢還要大，但疾

病的嚴重性比武漢要低」。陳爾真也強調，

奧密克戎變異株的毒力下降、傳播力增強，

傳播速度很快，所以無症狀感染者越來越

多，增加管控難度，壓力很大。

從「精準防疫」到「精準外溢」

過去兩年，應對Delta病毒株，上海一直

奉行「陶瓷店裏抓老鼠」這樣審慎的防疫政

策——即：用最小的社會成本控制疫情，既

做到快速追蹤，又能保障城市生產生活的正

常運轉。因此在全中國各大省市奉行一刀切

「封城」政策時，上海的「精準抗疫」曾贏

得輿論和民眾的一致好評。

但本輪上海疫情外溢後，輿論對上海精準
抗疫的嘗試出現分歧，上海模式招致許多批

評。一位微博網友表示：「（上海的）陽性

明顯失控，證明上海政府精準防疫政策是失

敗的。這件事證明了，必須馬上調整上海領

導班子，然後全市領導幹部大會，反省出現

的問題，對全國人民道歉。」

即使上海目前記錄約7萬名確診案例和無

症狀感染者，上海全市未有高風險地區。

截至4月4日，中國約有十多個省市因上海疫

情外溢出現確診病例。受上海疫情外溢影

響的市民諷刺其「精準抗疫」為「精準外

中國堅持清零的經濟成本有多高?

市民對封城的畫面並不陌生。

封控下的上海街頭。

中國新冠肺炎疫情近日反彈。

國家衛健委公布，國內5日新增20471宗本土感染，包括1383宗本地個案及19089宗無症狀

感染，創下本輪疫情爆發以來新高。本地無症狀感染中，上海市佔最多有16766宗，其次為吉

林省1798宗、河北103宗，其餘個案分布於安徽、浙江、江蘇等地。上海本輪由新冠變異病毒

Omicron引發的疫情，累計確診陽性病例和無症狀感染者的數量超過7萬例，這個數字高於新冠

病毒最初的爆發地湖北省的68391例。但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目前尚未報告任何新冠死亡病例或

者重症案例，讓中國的「動態清零」防疫政策備受質疑。

新冠疫情

錚研究發現，武漢之後的封城所造成的經濟

損失明顯低於此前，即使在疫情嚴重程度相

當的情況下，這個結論也成立。這說明中國

的確在「以更高的水平、更小的社會成本」

來控制住疫情。

但在奧密克戎變種出現後，「動態清零」

的難度可能成倍上升，長春、深圳和東莞，

乃至上海先後封城或封控。

上述研究認為，在極端情況下，如果中

國十分之一的城市被迫封城兩周，當月中國

GDP可能損失3.1%，以2021年GDP計算就是

接近三千億人民幣。

即使未出現極端情況，中國內部疫情遲遲

未見明確拐點，也令經濟前景蒙上陰影——

比如局部地區部分企業臨時停產減產，疊加

地緣政治不穩定因素導致一些企業出口訂單

減少或取消，產需兩端同步走低。

最新公布的PMI（採購經理人指數）數

據，已印證了經濟下滑的壓力。4月1日發佈

的2022年3月財新中國製造業PMI較上月回落

2.3個百分點至48.1，再度落入收縮區間，錄

得2020年3月以來最低值。

PMI被視為一個經濟體的「體檢表」，反

映製造業的整體增長或衰退。PMI的榮枯線

是50，高於50代表製造業在擴張發展，低於

則代表衰退。

「保5.5%」面臨挑戰？

實際上，2月以來，中國在不斷調整新冠

防疫政策，比如新版診療方案對病例實行分

類收治、下調Ct值，到出院後「14天隔離」

壓縮至7天居家監測等，一度引發外界討

論，是否防控政策會鬆動。

但最近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會上，習近平強

調「堅持科學精準、動態清零」，隨後衛健

委官員重申「動態清零」符合中國國情，兩

者都傳遞出信號——「動態清零」雖越來越

難，但中國尚不具備退出條件。

「從政治局會議內容中看不到將退出當前

『動態清零』的信號，亦沒有要向『與病毒

並存』策略轉變的信號，」野村證券中國首

席經濟學家陸挺認為，鑒於香港的沉痛教訓

以及中國自研更有效疫苗的必要性，2023年

3月之前結束「動態清零」的概率非常小。

今年秋季將迎來中共二十大召開，外界普

遍預計習近平將獲得第三個任期。在換屆之

年「穩」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在

此情況下，陸挺表示，隨著動態清零政策紅利

的減弱，相關成本將大幅上升，這將讓中國實

現今年5.5%左右的增長目標更為艱難。

新加坡大華銀行最新報告稱，能源及原材

料價格上漲將壓抑中國內需及外部需求，不

利經濟增長，加上新一波新冠疫情出現及隨

後的大規模封城，預測中國今年GDP增速將

放緩至4.9%，通脹可能升至2.9%。

更多刺激政策？

大華銀行的報告也預測，中國預計會出台

更多的貨幣寬鬆政策，以刺激經濟。

高盛經濟研究也指出，隨著地方新冠疫

情對經濟增長的阻力加大，以及決策者堅持

全年目標，需要更多政策支持的緊迫性增加

了；預計會有進一步的貨幣寬鬆政策，包括

降息和降準。

一位身處香港的經濟學家表示，除非出現

非常極端情況，中國經濟不大可能出現重大

危機。政府可以運用的政策空間可能比四萬

億（2008年的「四萬億」刺激）的時候少一

些，但在可能的力度和速度上，依然明顯超

過西方國家。需要注意的是政策可能造成的

長期影響。

這種說法有前車之鑒，2008年金融危機

後，中國宣佈「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

寬鬆的貨幣政策」，推出一個四萬億元級的

經濟刺激計劃，當時低迷的全球經濟都為之

一振，但很快，它被視為「飲鴆止渴」的計

劃，推高了債務風險，吹起了地產泡沫，中

國在之後多年不得不通過「去槓桿」消化惡

果，降低系統性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