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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传染病对策的国际协作机制 

日本外交在新冠肺炎后世界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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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COVID-19）被称为是二战后对人类最大的考验，有人指

出在其对应过程中缺乏国际间协作。在2020年 5月 18日的世界卫生组

织（WHO）大会上，中国宣布为应对新冠肺炎向WHO提供 20亿美元的巨

额资金，而美国则严厉批评世卫组织“偏袒中国”，这让 WHO 变成了美

中冲突的“前线”。截至撰写本稿时（2020年 6月 1日），传染病对策的

国际协作进程仍然未得到确定。在本文中，我们将考虑日本外交如何为

建立传染病对策的国际协作做出贡献。 

缺少口罩、防护服和呼吸器等医疗物资，凸显了在挽救生命上的国

际间协作未能及时发挥作用。世界贸易组织（WTO）和 WHO 在 4 月份发

表了联合声明，呼吁各国政府确保国民能公平获得卫生技术服务并建立

公开透明的采购框架。但对于各国之间争夺医疗资源的现状并未采取任何对策。正如北海道大学的

铃木一人教授所指出的，为了解决各国之间抢夺医疗物资这一市场的失灵，必须通过政治建立起国

际协作机制来协调医疗物资分配。 

在非典和埃博拉出血热的处理中，由WHO出面协调的专家职能合作系统发挥了作用。但是，为

什么到了新冠肺炎的时候，世卫组织就会缺乏向心力来改变各国争夺医疗物资的行为呢？美中之

间的对立已经蔓延到WHO，甚至各成员国也没有统一步调表明支持WHO。更为糟糕的是，美中两国

在新冠肺炎上的对立使围绕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争议更为激烈。美国指责中国的政治制度导致了在

流行病早期阶段的隐瞒行为，从而带来了全球大流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积极利用医疗物资

作为本国的外交资源，同时强调威权主义体制的优势，也就是它能强制社会对疫情传播采取强有力

的对策，这引起了民主国家的戒备。换句话说，世界直接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无法期待美国和中

国的任何一方具备强大领导能力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新冠肺炎对策的国际协作。 

在“G 0时代”，与美国和中国均保持密切关系的日本将起到巨大的作用。日本与特朗普政府

领导下的美国保持着良好关系，美日两国人民坚定地支持美日同盟。而中日关系的改善也持续体现

在新冠肺炎的应对中。并且，日本还与WHO一道，向国际社会呼吁重视对医疗卫生的投资有望为经

济社会的繁荣做出贡献的全民健康覆盖（UHC）的重要性。安倍首相和世卫组织总干事特德罗斯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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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12 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联合撰稿的文章，表明在团结 WHO 和美国的关系中日

本所起到的作用。日本的立场是与美国和中国进行沟通，支持 WHO 并为构建传染病对策的国际合

作体系做出贡献。 

对国际合作不甚重视的特朗普政府之前已经退出了《巴黎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而现在，美国退出 WHO 的可能性突然变得越来越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在美国退出

TPP 之后，日本通过与美国签订美日贸易协定，确保了美国仍然保留在自由贸易区内的位置那样，

这次日本将发挥作用以确保美国继续为国际医疗卫生提供合作。为此，日本在G7的框架促进协作，

同时也将会与欧洲和澳大利亚合作，引领WHO改革。同时，考虑到如果忽视提供巨额资金援助的中

国的作用，那么WHO的改革将不会成立，因此日本也需要就世界卫生组织的改革，进一步与中国进

行深入、坦率的讨论。 

日本对中国起到的作用，从侧面疏导中国超越政治体制的差异，加入针对传染病的国际协作行

列。中国强调西方国家的失败使疫情持续蔓延，并向自己国家的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遏制了

传染，体现了执政的优势。中国的这种宣传恰恰证明，中国共产党敏锐地觉察到了在新冠肺炎的初

期应问题对上，存在对中国社会的批评。但是，如果中国把面向本国内部的理论推广到国际间的公

共外交上，只会使民主国家对中国的医疗物资支援以及为 WHO 提供的巨额资金产生疑问。中国政

府意识到海外日益高涨的对中批判，在 2020 年 5 月 22 日召开的全国人大上，强调国际协调的重

要性，一党统治体制比民主主义更优越的主张放缓了。日本欢迎中国的这种变化，需要支援中国从

意识形态对立中光体面撤退。 

日本在 G7的框架促进协作的同时，也和中国应该实现超越政治体制差异、在传染病领域进行

国际协作。中国共产党在不引起民主国家怀疑的情况下赢得国内外人民信任的经验，将有助于中国

加深认识在国内拉起意识形态对抗的代价。毋庸置疑，中国对国际协作抗击传染病的支持，将不仅

使中国受益。具备新冠肺炎应对的医学见解和知识的中国如能积极参与合作，对国际社会也是有益

之事。日本在推进与民主主义各国的合作的同时，也有必要支援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承担责任。 

为此，在东盟+3 框架或日中韩三边合作的框架内，对传染病防控的区域合作将成为一个很好

的平台。围绕新冠肺炎召开的 ASEAN + 3，确认了在成员国之间储备和确保重要医疗物资的重要需

求。全球口罩的一半以上在中国生产，而马来西亚则在医用手套的生产上占有巨大份额。正如这

样，东亚区域合作框架的部分成员国本身便是医疗物资的生产基地，因此，这一框架具备建立医疗

物资流通的国际协作的潜力。日本在应对传染病的 ASEAN+3 和中日韩三国合作中的作用是创造自

由开放的国际协调机制。 

在日中韩国的三边关系中，人们往往倾向于更多地关注政治冲突，事实上日中韩之间已经积累

了十多年的传染病防控合作经验。经历了SARS在全球的流行之后，日本的国立传染病研究所、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韩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自2007年以来每年都举办“中日韩传染病合作研究

研讨会”。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之际，日中韩三个国家仍计划举行卫生部门的部长级会议。届时他

们将围绕新冠肺炎分享各自的经验，如中国在医学上的见解，韩国出色的检查体系及通过隔离进行

感染控制，日本在钻石公主号上进行的防疫工作等。并且，作为日中韩共同的课题，有必要讨论传

染病对策的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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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强调它已通过强有力的社会控制战胜了传染病，但武汉的封锁对中国社会稳定造成的影

响不可忽视。在这一点上，韩国和日本在不封锁城市的前提下控制了感染人数，这种经验对中国今

后的传染病对策来说也十分重要。而在日本未来的传染病对策中，有必要坦率地评估韩国的成功案

例，韩国发挥了在SARS和 MERS中取得的经验，建立了大规模的检查体系。在将于2020年由韩国

主办的日中韩首脑会议中，我们期待能看到由三个国家各个领域的专家围绕新冠肺炎对策展开活

跃的多边讨论。 

新冠肺炎后的世界并不仅仅取决于美中关系。相反，日本的外交将有机会通过与 WHO 以及区域合

作框架，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架起桥梁，为建立传染病的国际协作做出贡献。 

 

 

［为日本外交政策论坛特别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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