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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昱

价格不菲的“延期”

“在发表（紧急状态）宣言的4月上
旬，很多人都预测一个月后（日本）会
像欧美那样发生暴发性感染，但实际
上（疫情）正在朝着收尾的方向发展，
这证明大家的行动确实改变了日本的
未来。”5月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罕
见地搞了一次“网络直播”，向日本民
众解释政府为何要将紧急状态令再延
长一个月。

当地时间4月7日，日本宣布东京等
七个都府道县进入紧急状态，并将在不
久后把紧急状态扩大至全国。自那以
来，日本已经在紧急状态中度过了整整
一个月。这一个月，日本全面进入“宅
家”模式，代价则是经济严重受创。日本
NHK电视台5月5日报道说，相关数据分
析结果显示，部分消费项目在紧急状态
令发布后出现了明显变化：比如，人们
外出聚餐的“交际费”今年1月到2月同
比持平，到3月同比减少了35%，4月则减
少了50%；在旅行、交通、娱乐等开支方
面，同比也减少了三成到六成不等。据
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
师熊野英生预测，如果全日本紧急状态
按当初规划于5月6日就结束的话，给日
本经济带来的损失约为21 .9万亿日元；
但如果紧急状态再持续一个月，损失将
增至45万亿日元，增加了不止一倍。

在如此经济重压下，要求政府伴随
此轮全球“解封”风潮结束紧急状态的
呼声不在少数，日本政府自4月中旬起
也开始讨论要不要延长紧急状态的时
间。但在反复权衡后，日本政府最终还
是选择了延长紧急状态令，咽下了蒙受
巨大经济损失的苦果。

延长紧急状态令很容易让人感觉
日本的抗疫是失败的，但事实上，正如
安倍所说，日本眼下的防疫趋势其实还
算不错：进入五月份以来，日本每日新
报感染人口始终维持在200人左右，全
国的感染人数为15000余人，死亡人数
也未超过600人。相比于疫情出现大规
模暴发的美欧，日本的整体防疫趋势趋
向平缓。在除中国外的全球防疫战场
上，日本依然算得上是“优等生”。

既然如此，日本为何会在解禁问
题上如此谨小慎微呢？这与日本到目
前为止一波三折的抗疫局面和毁誉参
半的抗疫思路有关。

“焖烧”的疫情

如果将新冠肺炎疫情看作一次全
球各国综合治理能力的大考，那么，自
今年2月初震惊世界的“钻石公主”号
邮轮出现大规模新冠肺炎感染事件以
来，日本在过去近百日的抗疫中可谓
一波三折，发挥极不稳定。

在“钻石公主”号事件爆发之初，随
着船上连日爆出新增数十甚至上百感
染者的新闻，日本因该邮轮糟糕的疫情
防控措施备受指责。然而，自2月下旬该
事件告一段落之后，日本快速进入了一
个疫情稳定期，从2月下旬至3月下旬的
一个月内，日本单日新增确诊人数始终
没有超过百人。当时的日本政府听取专

家的意见，拟定了疫情急速增长和得到
控制的A、B两种模式，参考这两种模型，
安倍政府曾在3月下旬认为日本已经进
入疫情得到控制的B模式中，但事实很

“打脸”，自3月下旬起，日本疫情再度加
重，安倍政府不得不在4月7日宣布了国
家紧急状态。

随后的日本疫情进入了一段极不
稳定的时期，4月15日至18日，日本单
日确诊人数一度升至500人左右，4月
19日至21日又减少到300人左右，22日
至24日再次增加到400人左右，4月25
日至今稳定在了200人左右的量级。

是什么让日本的疫情如此忽上忽
下呢？根据日媒的分析，政府早前不算
坚决的防疫方针恐怕是主要原因。

以日本最早暴发疫情的北海道为
例。北海道曾被认为是控制疫情的“成
功模式”，2月下旬疫情袭击日本时，北
海道在全日本率先宣布进入紧急状
态、关闭学校、禁止集会并鼓励人们待
在家里。这些政策随后显现效果，病例
在当地缓慢增长。3月19日，当地政府
决定结束紧急状态。4月7日，当日本全
国宣布紧急状态令时，曾经疫情最为
严重的北海道甚至不在“封城”措施之
列。然而，到了4月15日，北海道当局不
得不再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因为他
们发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新增
确诊病例又增加了80%。

“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遗憾。我们不
应该过早解除紧急状态。”北海道医学
会会长长濑清志博士承认。伦敦国王学
院的医学教授涩谷健司表示：“从北海
道吸取的主要教训是，即使一开始就成
功控制住了病毒，也很难长期隔离和保
持控制。这次就像火灾，一旦有了燃料，
就会不可控制地爆发，当燃料用完时，
它们仍在你不知道的地方无声燃烧。”

有观点认为，在疫情暴发之初，日
本本来有机会避免这种“焖烧”的局面，
只是日本政府没有下决心像中韩等邻
国一样在疫情暴发第一时间对暴发地
的人群进行全面检测，错过了将疫情扑
灭在萌芽阶段的可能性。

但这种主张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
被列入日本官方的考虑范围内。日本政
府专家小组成员、日本感染症学会理事
长馆田一博日前在接受采访时承认：日
本的新冠疫情防疫重点始终是减少死
亡人数，而不是广泛检测。他强调：“我
们不应去比较检测人数，而应该比较最
终的死亡人数，如何减少死亡人数才是
最重要的，这是我们的目标。”但馆田一
博也承认，日本迄今以盯防“群体感
染”、降低死亡人数为主的对策遇到了
麻烦，始终无法彻底根除疫情。

没有强制的封城，不做大规模检
测，日本的疫情应对模式被很多人称为

“佛系抗疫”。到了目前的时间节点，我
们清晰地看到了这种“佛系抗疫”的利
与弊——— 它能遏制疫情的增长，却无法
彻底驱散这团笼罩在国家头上的阴云。

同病毒“和平相处”

不管之前的举措正确与否，眼下日
本的疫情的确已经进入了“焖烧”的局
面，与之相应地，政府开始呼吁民众做
好长期与疫情共存的准备。5月4日，日
本中央政府直属的防疫专家咨询委员

会还发布了“新生活模式”，呼吁大家今
后尽可能地按照这个模式来生活。

“新生活模式”包括四条大纲和22
条细则，详细规定了国民在疫情期间
应当如何避免感染、如何外出、如何购
物甚至如何吃饭，其中不乏一些具体
化建议，如“尽量确保与他人间隔2米，
至少1米”“归家后立刻用肥皂洗手，要
持续30秒，使用手指消毒液亦可”“外
出用餐不点大盘菜，选择每人一份的
食物”等等。

日本政府专家咨询委员会会长尾
身茂说：这一场疫情必将改变我们的生
活和生活方式。我们不可能彻底消灭新
冠病毒，疫苗完全开发并正式投入使用
也至少需要一年半时间。既然我们做不
到彻底消灭敌人，那么我们就要学会与
病毒、与敌人共存。这还是日本官方首
次提出“与疫共存”的说法。

耐人寻味的是，与“紧急状态”有
个期限不同，对于“新生活模式”要执
行多久，日本政府没有明说。日本TBS
电视台在新近的访谈节目中谈到了这
个问题，并引述专家的话称：“距新冠
疫苗完全开发到正式投入使用，最少
需要一年半，‘新生活模式’最少要延
续到那时为止……但为大家的健康考
虑，更建议大家以后一直这样做。”

《日本时报》分析称，尽管专家小组
的这些建议都是些“陈词滥调”，但安倍
发出保持“新生活方式”的呼吁表明了
日本政府倡导民众改变生活方式的决
心。不过，该媒体同时指出，目前日本政
府提出的所有要求和措施都是自愿的，
违反上述要求并不会处罚企业或个人。

即便仅仅是倡议，“新生活方式”
已经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日本普通人
的生活。日本《东京新闻》报道，东京的
一些家庭主妇眼下正在改变过去零星
采购日用品的方式，改为在网上或在
大型商超大规模采买。一名姓田中的
家庭主妇称：“过去每天出门采购的方
式不得不变一下了，毕竟现在要尽量
少出门。”

“生活方式不得不做出改变的当
然不只是家庭主妇，至少在疫苗出现
以前，人们将更少去餐馆、卡拉OK，职
员们下班聚餐联谊的习惯也将被改
变……这几乎是要把国民的习性进行
一次重设。”《东京新闻》指出，如果“新
生活模式”持续，日本的旅游、住宿和
航运等行业都将面临大规模裁员潮，
接下来，餐饮、娱乐等行业也将遭受难
以恢复的打击。

自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以
来，第三产业一直是日本经济漫长萧
条期中的亮点，也形成了一种难以撼
动的惯性，新生代的日本人习惯了逛
超市、看动漫并为这些产业花钱，这也
在客观上刺激了“制造业溢出”。而此
次疫情对日本打击最大的无疑也是第
三产业，有日媒因此预测，为了解决劳
动力就业问题，日本政府或将以更大
力度促进制造业的回流。如果这种预
测应验，那么此次疫情对日本未来发
展模式的转变将是划时代性的。

紧急状态令再延长也有截止日
期，“新生活模式”在疫情最终平息时
也会终止。但疫情对一个国家发展趋
势的扭转也许将是长期的，而被给予
这种影响的显然不止日本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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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进入5月
份，全球逐渐进入
了疫情“解封”时
刻，意大利、法国、
韩国等国逐步解
除紧急状态令，即
便在疫情“震中”
美 国 ，要 求 尽 快

“解封”的动议也
不时响起。然而，
在这当口，却有一
个 国 家“ 逆 势 而
行”——— 当地时间5
月5日，日本政府正
式宣布延长“紧急
状态”实施期限，
至5月31日结束。政
府的专家咨询委
员会也向国民提
出了一个“新生活
模式”，要求国民
做好“疫情长期持
续”的准备。日本
这种不同于其他
国 家 的“ 与 疫 共
存”策略，究竟是
杞人忧天，还是一
种具有前瞻性的
举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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