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研究参考  

  

第 13 号（总 243 号）                         2020 年 5 月 14 日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专家 

谈新冠疫情的全球影响与应对 

 

内容摘要：2020 年 5 月 6 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

络（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简称 SDSN）举办

了线上研讨会，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米娜·默罕默德、哥伦比

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清华大学教授薛澜、中国发展研究

基金会副理事长卢迈等来自不同地区国家的 160 位专家学者及国

际机构领导人参加了会议。 

鉴于许多国家应对新冠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全球化进程与多

边合作受到了严重挑战。此次与会嘉宾重点讨论了新冠疫情将会

给全球带来怎样的影响，国际社会应采取哪些应对措施，以及各

国及国际组织需要进一步在哪些方面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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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专家 

谈新冠疫情的全球影响与应对 
 

一．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此次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就业、金融、粮食安全等方面对

世界各国经济社会的影响具有持久破坏力，影响着全球数百亿人民的

生活。 

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米娜·默罕默德指出，当前全球经济由于

疫情影响陷入衰退，全球失业率达到历史新高，约 6000-7000 万人失

去了工作。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球首次出现贫困数字增加的情

况，欧洲等地区贫富差距也有所增加。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教授提到，当前全球金融风险

较高，疫情的发展极有可能导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产生。部分新兴经

济体面临巨大债务压力，国际社会应紧密合作，避免触发债务危机。

另外，此次疫情也给部分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带来了严重影响。 

尼日利亚奥逊州前州长拉波德·波波拉谈到，疫情以来全球油价

的暴跌，使得该国外汇储备流失，经济活动停止，失业人口增加，并

且尼日利亚农作物产量将会受到冲击，进而引起粮食短缺问题。 

世界企业可持续发展联合会（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简称 WBCSD）主席彼得·贝克认为，此次

疫情暴露了全球经济发展的脆弱性。全球经济活动过于依赖增长，却

忽略了高程度的发展不均衡、国际机构薄弱、公共卫生投资不足等问

题。下一阶段的全球经济发展应着眼于人和健康两方面。 

二．针对国际社会增强全球化合作的具体建议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面对新冠疫情，增强全球化合作并将这种合

作延伸到未来以应对更加严峻的挑战是十分必要的。 

阿米娜·默罕默德谈到，全球多边体系的韧性和效率在此次新冠

疫情防控中得到了检验，但在许多方面依然需要各国政府一起努力完

善，包括让更多的资源得到充分使用，加强对多边合作的信心，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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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更多资金来解决社会经济危机。因此联合国提出了以下多边合作

框架倡议，包括公共卫生系统的正常运转，社会基本保障机制的正常

运行，经济复苏项目的开展，加强社会融合及凝聚力。 

国际环境发展研究院专家维吉利奥·维亚纳认为，《联合国 2030

发展倡议》中，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也是解决此次疫情对社会经

济造成影响的重要手段。当前 G20 一些国家已经在呼吁建立全球社

会保障基金，这需要来自国际社会的更多支持。另外，国际社会还需

要基于国际标准和原则推行大量的国际税制改革和财政改革，以确保

社保系统的稳定性和稳健性，来应对疫情之下可能长期持续的危机状

态。 

威瑞森电信总裁汉斯·维斯特伯格认为，虽然此次疫情以来，科

技技术让防控疫情的信息可以有效传递，但国际社会还需要一个更全

面的技术解决方案，包括医疗科技以及有效的疫苗，来进一步促进政

府和私人部门的合作。 

三．针对民间力量参与国际合作的具体建议 

在国际社会加强合作的过程中，民间力量的参与，包括非政府组

织、企业等，也是至关重要的。 

彼得·贝克认为，企业应在以下三方面做出努力：第一，确保重

要的供应链不会崩溃，如粮食生产等；第二，帮助社会回归新常态；

第三，在气候变化以及资源分配不均方面做出努力。 

清华大学教授薛澜认为，非政府组织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全

球合作以更加有效地控制疫情发展：第一，建立全球信息交流网络，

可以让亚太地区国家更有效地分享他们的防疫经验；第二，增强资源

共享，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一道建立供需协调机制，来保障有限的资

源可以被投放到最急需的地方去；第三，思考建立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后全球协同放开限制的新机制。 

英国的流行病学专家安德鲁·海恩斯提出，非政府组织与国际机

构应该加强对全球医疗专业人士的动员，鼓励他们更多参与疫情后期

复苏计划的制定，帮助社会走出困境。同时，也需要加强收集和分析

疫情防控案例，地方政府在防疫方面的宝贵经验，以及疫情给当地百

姓生活带来的有益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改变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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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于质疑中国疫情数字的回应 

此次会议中，来自德国的发言嘉宾对中国政府在疫情数字方面的

更改提出了质疑。萨克斯教授对此进行了补充说明，指出美国及欧洲

部分国家的确诊病例及死亡率远超中国，虽然后期数字略有调整，但

这并不能否定中国在抗击疫情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西方社会需要理

性看待中国的数字，并从东亚国家的成功案例中汲取经验，避免让危

险的地缘政治策略影响政府间有效的合作，及大国之间的沟通与信

任，给迫在眉睫的全球合作制造障碍。萨克斯教授做出回应后，无其

他嘉宾就此问题再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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