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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发布  证券研究报告 
 

引言 

6月 28日，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突破了 1000万例，累计死亡接近 50万例。5月下旬以来，

全球疫情扩散再次出现加速趋势，每日新增确诊屡创新高。南亚、中东、非洲、拉美逐渐成为新的疫情

震中，而美国的经济重启和游行示威活动导致其国内疫情出现了明显的反弹，每日新增确诊从前期 2万

左右的平台反弹至 4万以上，累计确诊已超过 260万例。对比之下，中国目前累计确诊 8.5万例，北京

近期出现疫情的小规模反弹，令全国每日新增确诊从个位数反弹至两位数，但仍处于缓慢增长的可控水

平。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疫情率先在中国爆发的客观现实，中国可以称为是全球疫情防控最成功的

国家。但一些西方国家却一直抹黑中国在抗疫过程中的努力，导致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出现了一定程度

的复杂化。 

在全球新冠确诊突破 1000万例之际，我们有必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出我国与西方国家在疫情应对

方面呈现明显不同的原因所在，通过分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和我国的制度优势，

强化我们的制度自信，并在此基础上，展望疫情后，我国将面临怎样的挑战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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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球同此凉热”与“风景这边独好”——谁在疫情中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权 

岁末年初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波及面超过了当年的“非典”，就在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看

到了抗击疫情彻底胜利的曙光时，疫情却开始在全球飞速蔓延。面对海外，尤其是西方国家疫情的爆

发，我们一方面对这些国家的人民抱以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也越来越困惑：为何“先进”的西方国家

在抗击疫情中的表现显得没那么“先进”。 

长期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很大一部分人民的眼中，西方国家代表了“文明”、“先

进”和“强大”，中国需要全方位“向西看”。然而让人吃惊的是，这样“高大上”的西方国家在抗击

疫情方面不仅没有成为中国的“榜样”，反而呈现出诸多在中国人看来十分“魔幻”的场景。从意大利

民众拒绝佩戴口罩，到英国首相亲自垂范“群体免疫”，再到美国总统竟然顶着美国不断蔓延的疫情强

行催促国民“尽快复工复产”，一幕幕着实让中国人“开了眼界”。中国人惊奇地发现，原来在应对疫

情时秉持科学精神、尊重专业人士的意见并不是各国民众的普遍观点，原来“人命大如天”竟然不是全

人类的基本共识，在有些政府的价值体系中，经济发展竟然比人民的生命安全更重要。 

很显然，长期存在于我们社会观念中的那个“西方发达国家”实际上远远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那样

“完美”，甚至可能连“美”都称不上。时至今日，在西方第一强国美国以不到中国四分之一的总人口

数实现三十倍于中国的累计确诊人数，在欧洲主要大国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接连“后发先至”，

以相当于中国一个省的人口数纷纷实现几倍于中国的累计确诊人数时，我们至少可以客观地得出一个结

论，那就是在疫情防控上，中国的表现远远优于西方国家。更进一步，如果我们都承认一个事实：即在

构成“人权”这个复杂概念的诸多内涵中，“生命权”排在最重要的位置，那么我们也可以得到另一个

结论：是中国，而不是“先进”的西方国家，在疫情中更好地保护了本国公民的人权。 

在疫情上，全世界人民确实经历了“环球同此凉热”，但是在抗疫方面，就大型国家来说，中国目

前确实是“风景这边独好”。中国有资格，有能力，在抗击疫情方面给众多好为人师的西方“发达”国

家上一堂真正的“人权”课。 

 

2、远超西方国家的行政效率——中国抗击疫情成功的深层次原因 

当我们承认，从客观上来说，中国抗击疫情是相对成功的，尤其是强于美国为首的西方诸国时，一

个合理的问题就出现了，中国抗疫成功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从医学发达程度来看，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仍有差距。根据 QS排名，2019年世界医学专业排名

前 50的学校中，美国有 18所，英国有 9所，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各有 4所，而中国大陆无一所在榜。从

人均医疗资源的角度看，根据 CIA World Factbook 2019年 1月份更新的数据，中国每千人拥有 1.79个

医生，在全球 19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 90，而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每千人医生数分

别为 2.59、4.21、2.81和 3.23，均超过中国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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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中国相对落后于欧美的医疗水平、医疗资源与中国成功的抗疫成果放在一起，是一个颇为

“奇怪”的组合。实现这一结果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中国政府的行政效率。行政效率是一个相对

“中性”的概念，在涉及到具体问题时，能在多大程度上通过调动资源解决问题，几乎是衡量一个政府

行政效率的终极标准。从现实层面讲，这种资源调动效率通常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对各行政系统

及类行政系统本身掌握的资源的调动效率，还有一个是必要时政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依靠“信用”、

“道义”和“感召力”等，对社会资源进行征集。对我国来说，前者指的就是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

下，中央政府对直插基层的各级行政组织严密的掌控、以党控军的军队模式下党中央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以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国家对掌握资源的各级国有企业的调动权三者合一，而后者则指的是非常时

期，我国政府“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能力。正是因为我国政府在决定政府行政效率的这两个方面都优

于西方发达国家，我们才能在疫情爆发时，一方面迅速调动政府直接控制的资源，另一方面及时动员广

大人民群众，发动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从而取得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抗疫成果。从中央定性、武

汉封城、举国资源转向抗击疫情开始，我国政府和人民体现出的高效、务实和灵活，无疑是远远超过连

是否戴口罩、是否封城都需要各政治团体、各政府部门反复扯皮的西方国家的。 

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在医疗资源不足的客观条件下，依靠“体制优势”所赋予的高行

政效率，通过充分发动人民群众来处理公共卫生问题，提高国民公共卫生水平，是有着为数众多的成功

经验的。比如建国之前曾经长期肆虐于我国长江以南的湖南、江西等省份的，俗称“大肚子病”的血吸

虫病，在建国后逐渐被消灭的过程，就是这种“传统”的典型例子。统计局数据显示，在共和国建立之

初，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区区 35岁，孕产妇死亡率高达 1500/10万，而今天的中国，人均预期寿

命已经提高到 77岁，孕产妇死亡率已经降到 18.3/10万。这一成就的达成，主要得益于党带领人民在建

国后经过长期发展，建立了由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等组成的覆盖城乡的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而能够在医疗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建立这套体系并使其长期发挥作用，则离不开 49年以

后我国所建立的，无论横向对比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还是纵向对比中国历代政权，均在行政

效率上高出一截的行政体系。 

 

3、体制之辨——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抗击疫情如此不力 

西方国家的行政效率明显低于我国，以至于抗疫表现不佳的原因是什么？在明知我国的诸多方法确

实行之有效的前提下，为什么西方国家的政客普遍不愿意、抑或是无法学习我国的抗疫方法？对于这个

问题的探究触及了隐藏在行政效率背后的、关于各国政府组织的更本质的问题，即一国政府的合法性来

源以及由此衍生的政府责任范围问题。而政权合法性来源本身，则又与一国政府目前的基本架构建立时

的时代背景，以及推动因素密切相关。 

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的政府组织形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往往会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动而被

动调整。在欧洲，西罗马帝国崩溃到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其主流的国家组织形式一直是分封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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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制度之下，国王、领主和教会互相影响和制约，国家不存在对民众自上而下的直接管理和统治。直

到工业革命爆发，新兴的资产阶级在自身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极度不匹配的情况下，推动各国进行资本

主义改良或者干脆在一些国家进行暴力革命，欧洲持续了一千多年的分封制才逐步瓦解，新的近现代民

族国家才得以建立。而这些欧洲新兴的民族国家，其政府的组织理念就是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的立

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三权分立”。结合其产生背景，我们不难看出，欧洲、以及欧洲人到了美洲

后建立的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之所以“三权分立”为政府架构基础，原因就在于当时主导变革的

资产阶级需要这样一个政府架构来限制君王、领主们的封建权力和教会的宗教权，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

其自己的财产、便利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开展。可以说，某种程度上，西方世界“三权分立”的政府架

构，其合法性的原始来源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保护人权”等正义诉求，而是最大程度上承认并保护了新

兴资产阶级的利益。 

我们自己的历史与西欧明显不同。我国早在公元前 221 年秦朝建立支后就结束了封建制，自秦朝始

至清朝灭的 2000多年，无论朝代如何更迭，郡县制的基本政治架构都得到了延续。在这种政治架构下，

理论上，以皇帝为首的中央政府总揽全国事务，拥有对全国的统治权，而各地方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中央

授权，在政治实践上呈现出较强的对上负责倾向。到清朝末年时，因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这种体制

在自身的惯性下与外部势力被动合流，使我国人民陷入了极端困苦的生存环境中。在此种情况下，中国

人民历尽百年苦难、在尝试过各种改良主义均告失败后，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通过暴力革命，建

立了具有现代政治结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国政权合法性的原始来源，是中国最广大的人民在革命组

织的领导下组织起来，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封建王朝、驱逐帝国主义及其买办势力的“革命正义”，和西

方国家有着显著区别。 

政权合法性来源的不同，使得我国和西方国家在政府运作过程中的倾向性上出现了显著的差异：西

方国家政府虽然名义上对全民负责，但在实际的组织架构上和政治操作上极端偏向资产阶级。我国政府

则长期秉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迄今为止在大多数的制度设计和政府运作中都坚持“平等”的原

则。具体到此次疫情来说，我国政府在疫情中一直在强调和贯彻“人命优先”的理念，强调“应收尽

收”和政府对新冠肺炎治疗费用的兜底。同时，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众多非官方媒体上，都没有部分西

方媒体的那种以赤裸裸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为基础，把人命和经济放在天平上来衡量的情况。中国政府视

人民的生命健康重于经济发展，在个别企业提前复工时不断强调“不能放松警惕”、“防疫第一”，与

西方部分政客在因疫情封城仅仅几天后，即为了“经济”而催促民众迅速复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

样一些通过精心设计的所谓民主选举制度使民众产生掌握权力的幻觉，又通过法律、制度等多种手段，

全面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西方国家，又如何有意愿和有能力学习中国以人民生命健康为第一要务，不计

代价的全面抗击疫情的“中国模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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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构之困——疫情下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性问题更加凸显 

近期美国国内疫情的反弹，除了经济重启的原因外，全国范围内的抗议游行增加了人员密集，也是

导致病毒传播的重要因素，而全国抗议游行的背后折射的是美国和西方国家长期存在且日益加剧的社会

结构问题。 

2020年 5月 25日，四名美国警察暴力执法致黑人乔治·弗洛伊德死亡，随后美国全国以“黑人的命

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为口号，开启了此起彼伏的反对种族歧视的抗议浪潮，部分抗议甚至

升级为违法暴力活动，种族问题已经导致美国的社会稳定性受到严重挑战。随后这种抗议浪潮还向其他

西方国家蔓延，如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等国均出现了反对种族歧视的游行示威活动，虽然名

义上是声援美国，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种族问题是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的困境。 

我们认为“种族歧视”一部分确实是源于对某些人种、肤色的偏见，但还有很大一部分“种族歧

视”的本质其实是阶层歧视。如美国黑人面临种族歧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量黑人处于美国社会的底

层，而美国社会结构相对固化，甚至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下层向更高社会阶层跃迁的难度越来越大，这

导致社会结构性问题日益严重，而种族问题只是社会结构之困的一个表现方面。 

贫富分化是西方国家面临的最重要的结构性问题，也是导致长期内社会不稳定的最关键要素。据

wind数据，2018年美国的成人人均财富基尼系数为 85.2%，欧洲为 82.4%，均高于中国的 70.2%，反应美

欧贫富差距问题更加严重。据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和

美国税收公平协会（Americans for Tax Fairness）的分析，在今年 3月 18日至 6月 17日的之间，美

国 643位亿万富翁的总资产从 2.9万亿美元增至 3.5万亿美元，而与此同时，美国劳工部 6月 25日的最

新数据显示，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已连续 14周超过 100万人,累计申请人数约 4700 万人，大量民

众需要依靠政府的救济维持生计。这显示疫情或导致美国贫富分化更加严重，且目前尚看不到能够驱动

这一问题出现改善的因素。 

 

5、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中国的国际舆论困境与西方霸权的实质 

在这次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中，西方国家除了让中国人“开了眼界”，见到了诸如“群体免疫”等

各种“奇葩”操作外，还充分让中国人见识到了其媒体和政客在颠倒黑白和搬弄是非方面的“专业”。 

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媒体和政客在各自国内疫情严重爆发后，对于他们自己的“体制问题”

绝口不提或者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反而为转移国内舆论压力，纷纷甩锅中国，无端指责中国隐瞒疫

情、要求中国为全球疫情扩散负责、刻意将病毒称为“中国病毒”等，这些行为令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

更趋紧张。然而，比西方媒体和政客更值得警惕的是，在媒体和政客长期洗脑宣传下，大批的西方民

众、以及接受西方教育、长期依赖西方媒体获取信息的世界各国精英阶层对中国的看法因疫情的影响而

更加负面。西方的大部分媒体以及以美国好莱坞为首的大部分文化产业，表面上提供各种眼花缭乱的文

化产品和各式各样的观点，但细究起来不难发现，在“西方性等于现代性”、“越像西方等于越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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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隐含价值观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长期以来，西方媒体名义上永远“理性客观”，但实际上通过带有

倾向性的饱和信息轰炸让信息接受者一边享受“新闻自由”，一边被慢慢洗脑，如同赫胥黎在《美丽的

新世界》中描绘的一样。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这种看似分散实则统一的宣传模式令我国在

国际舆论场上备受压力。 

西方的国际舆论霸权，实际上是其全方位的国际霸权在国际舆论场上的投射。这种霸权，肇始于大

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自那时起，西方国家通过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残酷的殖民掠夺，逐渐建立起了自

身全面的经济和科技优势。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们，长期以来致力于淡化自己发家的血腥历

史，组织舆论宣扬他们取得今天的经济成果的必然性，极力地把西方世界物质的发达归因于他们独特的

“体制”。在西方国家营造的国际“话语体系”中，很少或不会提及众多全面实行了西方的政治制度，

但是经济经过多年发展依然落后、人民生活依然困苦的非西方国家，即使偶尔提到，也会极力地把他们

的落后与“学习西方不够到位”联系到一起。 

这种霸权体系，其实质就是对“正确的发展路径”和“正确的政治体制”的“认证权”的垄断。也

正因为这种霸权特点，在此次疫情中，西方国家才不约而同地开始抹黑中国，因为中国抗疫的成功可能

会促使众多西方的“追随者”对正确的发展路径和正确的政治体制产生“别的想法”，从而动摇西方霸

权的根基。 

 

6、疫情将改变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以制度自信应对中国复兴的挑战和机遇 

纵观人类自 1945年二战结束后的历史，大概只有 1991 年的苏联解体，在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上可以

和此次全球全面爆发的新冠疫情相比。如同苏联的解体从根本上重塑了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一样，此次

疫情之后，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又将如何变动，我国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和机遇？ 

在面临的挑战上，当前我们至少要考虑到两种疫情结束后可能出现的情况：（1）疫情对全球经济形

成了巨大冲击，疫情结束后，为了转移矛盾，中国可能会面临更严重的“国际舆论围剿”，极端情况

下，甚至可能出现个别国家化“叫嚷”为实际行动的情形。（2）中国政府在抗击疫情中展现了巨大的物

资和人员的动员能力，中国人民在疫情期间展现了强大的纪律性和耐受力，这很可能让部分西方国家决

策层感到恐惧。虽然这种恐惧不是担心中国军事层面有所动作，但仅仅是担心疫情之后，自己在国际产

业价值链上的生态位可能被中国取代，也很有可能让某些一直处在争论中的对中国的遏制计划加快出

台。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对已经饱受《瓦森纳协定》困扰，长期被西方国家技术封锁，目前在众多

领域仍然受制于人的我国来说，可能会是比较大的打击。 

同时，本次疫情对我国来说也可能会带来重大的历史机遇： 

（1）目前我国疫情已经得到较好的控制，在常态化防控的政策思路下，大概率不会导致疫情再次大

规模爆发，而欧美部分国家在疫情依然较严重的情况下急于重启经济，导致疫情已经出现了反弹。同

时，我国通过前两年的去产能、去杠杆等政策，已经大幅化解了经济中的结构性风险，并且也为我国应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2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