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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零政治化：為何防疫⼿段越⾼超，中國的防疫
管理卻越粗暴
運動式治理已經不是應對⼀些異常的⼿段，⽽是⼀種⽇常化的管理⽅式。
⼋貓 2021-11-18

江西上饒，這座⼩城⼀夜之間成了中國輿論的中⼼。上饒市政府所在的信州區的防疫員⼯們以封控消殺的理由破⾨
進⼊私⼈住宅，使⽤鐵棍擊殺了⼀隻寵物柯基⽝。這並⾮孤例，最近⼀輪疫情期間，上饒市存在普遍擊殺寵物的現
象。⽽就在數天前，哈爾濱也發⽣過擊殺寵物貓的事件。這些似乎對疫情防控沒有多少顯著效果的極端防疫⼿段不
僅發⽣在寵物⾝上，也發⽣在⼈流控制上，包括江西鉛⼭縣，遼寧莊河市在內的不少地⽅都出現了「⼀⼈確診，全
縣紅綠燈變紅燈」。
既無效⼜反⼈情的極端防疫政策招致了廣泛的批評。許多⼈將上饒和⼤陸其他⼀些更加温情對待寵物的地⽅相⽐
較。北京⼤興區允許有寵物家庭可留⼀⼈居家隔離，上海的防疫⼈員在清查時還會為寵物們補充⻝⽔。成都市更是
發官微展⽰防疫⼈員帶着貓糧和罐頭上⾨對寵物貓採集核酸的細節。然⽽成都在温情對待寵物貓的同時，也是⾸批
被曝出使⽤了時空伴隨判定（⽐傳統的密切接觸判定範圍更⼤）進⾏⼈員流動管制的城市。即使是以⼈性化的精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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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著稱的上海，防疫的強度也依然令⼈⽣畏。在發現⼀名迪斯尼訪客確診新冠肺炎後，園區⽴即遭到封鎖，超過
三萬名職員和遊客在接受檢測後才可以離開。
如果防疫強度僅僅是由公共⾏政能⼒的強弱所決定，那麼那些公共財政和⾏政能⼒更強⼤的地⽅，然⽽防疫最極端
的案例往往都發⽣在資源相對匱乏的城市，尤其是縣城。

全中國範圍內新鮮的⾼強度防疫政策層出不窮。網購快遞，同⼀批快遞物件或是快遞倉庫出現陽性指標，也可能導
致收件⼈被居家隔離。有⼀名⼭東濟南的網⺠被限制居家隔離7天，僅僅由於網購商品的廠家出現⼀例新冠陽性，即
便公司⾞間環境，原料，庫存品以及外包裝都核酸檢測呈陰性。
距離最初的武漢Covid疫情已經接近兩年了，針對病毒的疫苗和特效藥科技不斷進步，然⽽中國⾼強度的⽇常化防疫
不但沒有冷卻的跡象，反⽽越來越嚴厲，過度防疫 「⼀⼑切 」越來越頻繁。公共資源並不必然導致採取嚴厲的防疫
⼿段。如果防疫強度僅僅是由公共⾏政能⼒的強弱所決定，那麼那些公共財政和⾏政能⼒更強⼤的地⽅，⽐如上
海，廣州有更多的財⼒和物⼒，防疫的⼒度就應該⽐資源短缺的縣市更⼤。然⽽防疫最極端的案例往往都發⽣在資
源相對匱乏的城市，尤其是縣城。

為何中國要持續維持如此嚴厲的防疫政策？為何⼀些地⽅政府還要百尺竿頭更進⼀步，嚴上加嚴呢？

2021年11⽉5⽇，中國⾸都北京，⼀輛巴⼠駛過天安⾨廣場。攝：Gilles Sabrie/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堅持清零
想要理解中國整體防疫的狀況、和不同地區的防疫差異背後的原因，得從防疫整體思路說起。防疫政策根本⽬的是



為了儘快恢復正常的社會經濟活動，儘可能降低對社會經濟秩序的影響，主要有兩種思路，⼀種是與病毒共存為導
向，⼀種是徹底清除為導向。
與病毒共存為導向的防疫是通過疫苗，控制聚集等⼿段儘可能降低病毒傳播能⼒，把感染⼈員數控制在醫療資源能
夠負擔的程度下，通過疫苗和特效藥等技術降低疫情的危害，逐步恢復社會經濟活動，最終在共存的情況下完全恢
復正常秩序。清零的思路則追求儘快發現並掐斷傳播鏈，通過對患者和⾼⾵險感染者進⾏隔離⽽徹底消滅病毒，恢
復社會經濟運⾏。
⾃從去年4⽉疫情在全球爆發之後，⼀部分國家從⼀開始就選擇了與病毒共存為導向，⽐如英國和瑞典，也有不少國
家從⼀開始就選擇了清零，⽐如越南，新加坡，澳⼤利亞，新西蘭等，⼤部分國家處於兩者之間搖擺。隨着病毒的
演化，尤其是delta毒株的出現，新冠病毒的傳播⼒成倍上升，潛伏期變得更⻑。除⾮閉關鎖國，否則在無症狀傳播
和⻑潛伏期的境外輸⼊⾵險下要維持清零就幾乎不可能。
⽬前世界上⼤部分科學家都認為已經不可能完全消滅新冠病毒，⼈類很可能要⻑期與新冠病毒共存。另⼀⽅⾯，在
疫苗的保護下，新冠病毒的致病性和危害性都越來越接近流感和普通感冒。權衡利弊制下，⼀眾選擇清零道路的國
家，除了中國，都先後放棄了清零的⽬標，放鬆封鎖，選擇和病毒共存。

2020年5⽉3⽇，中國⾸都北京，⼀名商場職員為⼀位到訪的⼥⼈⽣成健康碼進⼊商場。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防疫清零的政治化
毫不意外，⾯對中國國內⼀些呼籲重新評估當前防疫政策的⾔論，中國官⽅進⾏了嚴厲否定，強調堅持新冠清零的
政策。今年8⽉初，中國衞⽣經濟學會總顧問、原衞⽣部部⻑⾼強在⼈⺠⽇報健康客戶端發表了⽂章《「與病毒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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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可⾏嗎？》，強調病毒變異難防控是「甩鍋」，「與病毒共存絕不可⾏，必須堅持嚴格防控！」
幾天之後中國疾控中⼼流⾏病學⾸席科學家曾光接受了鳳凰衞視的訪談，也強調中國現階段還是會堅持清零的政
策，儘管坦承⻑遠看清零雖然已經不可能。承認清零不可能，但依然要清零，這是因為在運動化的執⾏過程中，政
治化了的清零已經不再是防疫的⼿段，⽽成了防疫的⽬的。
於2020年⼀⽉底確認了武漢疫情已經擴散之後，中共⽴即成⽴了應對疫情⼯作領導⼩組，正式開啟清零為⽬標的運
動式防疫。中央的疫情⼯作領導⼩組由總理李克強擔任組⻑，⼩組除衞健委外還囊括了來⾃政法委、⼯信部、發改
委和公安部的領導，確保了跨部⾨的橫向協調能⼒。緊接着，省，地級市，以及縣政府都迅速都複製了相類似的領
導⼩組，省⼀級領導⼩組由中央⼩組領導，市領導⼩組由省⼀級的領導⼩組領導，以此類推，確保了⼀個完整的⾃
上⽽下的運動式組織架構。
為了進⼀步克服⾼強度的防疫規定難以在基層社區實施的問題，在2020年2⽉初，習近平提出了防控⼒量下沉的要
求，⼀個⽉內就派遣了44500名基層幹部進⼊社區⼯作，進⼀步把運動式防疫擴展到基層（Mei 2020）。依附於黨⽽
形成的運動式組織傳遞的信息是政治任務，是同時兼具忠誠考驗和治理⽬標的任務，與官僚系統的⽇常任務相⽐壓
⼒要⼤得多。
依附於黨⽽形成的運動式組織傳遞的信息是政治任務，是同時兼具忠誠考驗和治理⽬標的任務，與官僚系統的⽇常
任務相⽐壓⼒要⼤得多。

因為是政治任務，抗疫不⼒者⾯臨的是 「⼀票否決」 。時任海南省委書記的劉賜貴在1⽉底的全省防疫⼯作會議上
的發⾔就極具代表性， 「切實把落實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作作為⼀項極其嚴肅的政治任務，……堅
決打贏打好這⼀場疫情防控的⼈⺠戰爭」 。
強化了橫向和縱向協調的運動式防疫能夠迅速集中資源。中央⼀⽅⾯向湖北等疫情嚴重地區派出中央指導組，同時
⼜抽調數萬名醫務⼈員資源進⼊武漢。緊接着⼜建⽴省際對⼝⽀援湖北省除武漢市以外地市新冠肺炎醫療救治⼯作
機制，統籌安排19個省份對⼝⽀援湖北省武漢市以外16個市州及縣級市。
另⼀⽅⾯，運動式防疫向各個地⽅政府都提出了清零的要求，在壓⼒下各地市都採取了嚴格⾃保的策略，對沒有病
例的城市對外來⾞輛和⼈員進⾏勸返。各地還開發了⾃⼰城市的健康碼，健康碼成了跨省市出⾏的天塹，沒有本地
健康碼的⼈員⼨步難⾏。直到疫情爆發⼀年後的2021年3⽉，還有許多地⽅沒有實⾏健康碼的互認和⼀碼通⾏ 。清
零成了許多地⽅⾸要的政績。不少地⽅政府都把清零所花費的天數，連續沒有新發本⼟病例作為政績的要點寫在
2020年的政府⼯作報告的開頭 。
在監控技術的幫助下，運動式防疫獲得了極佳的效果，包括湖北武漢在內的⼤部分地區的⽣產和社會秩序都恢復了
正常。除了經濟紅利，運動式防疫還收穫了巨⼤的政治紅利。國內輿論從批評聲⾳⾼漲完全倒向了唱好之聲。微博
和知乎的數據顯⽰，中國⺠眾對西⽅⺠主的聲⾳減弱，⽽對中國特⾊⺠主的⽀持度則⼤幅增加。6⽉，國務院迅速發
布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動》⽩⽪書，作為對中國防疫模式的⼀個總結。然⽽平定了內亂後在疫情的外部
威脅下運動式防疫並沒有就此結束，⽽是轉⼊了運動式防控常態化的新階段。
運動式防疫能夠成功的⼀個重要因素是設定相應的KPI，除了清零則很難設定⼀個可測量的⽬標。

地區間的過度防疫差異在常態化防控下更加明顯。既有拒絕「⼀⼑切」的上海，也有堅決執⾏「⼀⼈確診，交通紅
燈」的縣市。⿊河發起了⿎勵舉報與病毒傳播有關的信息的「⼈⺠戰爭」，諸如確診病例曾接觸的⼈、物、地等，



獎勵⼗萬元，相當於當地⼈兩年的平均收⼊。新疆伊犁和內蒙古都發⽣了旅客被⻑期關在旅館中隔離的情況。很多
城市都採⽤了⼿機信號的時空伴隨，即使是信號漂移導致的誤判也無從申訴。即使是途⼈進⼊⼀家酒店問路後，如
果酒店不久有客⼈確診，這個⼈也要被納⼊接受兩星期的隔離。部分地區航班還出現了熔斷機制。
隨着防疫⽇常化逐步深⼊，清零已經脱離了防疫的根本⽬的——為了保障居⺠的正常⽣活，清零不再是防疫的⼀個⼿
段，⽽是清零本⾝成了⼀個⽬標，為了清零⽽清零。
瑞麗就是⼀個防疫被異化的典型例⼦。由於臨近處於動亂中緬甸，不斷有合法和⾮法地避難⼈群到來，瑞麗完全沒
有辦法保證清零，然⽽依然堅持不斷地⼤規模核酸。「⼀位網約⾞司機告訴官⽅媒體，他在過去七個⽉裏做了90次
核酸檢測。還有⼀位家⻑說，他⼀歲⼤的兒⼦已經做了74次檢測。 在鐵腕防疫下，不少難以⽣活的瑞麗的居⺠選擇
了逃難。瑞麗全⺠核酸的樣本量從4⽉份的38.2份下降到7⽉的26.5萬份，減少量接近1/3。然⽽瑞麗市委書記⽑曉仍
然告訴官⽅媒體「暫不需要援助」。他反⽽警告，「不法分⼦」會利⽤「⺠情輿論、虛假信息擾亂社會秩序」。

2021年11⽉6⽇，中國⽢肅省⼭丹縣，穿個⼈保護⾐的醫護⼈員為當地⼀個社區的居⺠安排進⾏2019冠狀病毒檢測。攝：Feature
China/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難以掉頭
清零的運動式防疫會被政治化，反⽽定義了防疫的⽬的主要有兩⽅⾯原因。⼀⽅⾯是清零帶來了⼤量的政治紅利。
在中國國內，低病例數成為了⺠族⾃豪感的重要來源，也為執政黨帶來極⾼的⺠眾⽀持度。在對外宣傳上，中國⼒
爭通過低病例數來證明中國的運動式防疫制度，乃⾄於整個中國治理模式⽐西⽅優越。《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
⾏動》⽩⽪書正是向世界彰顯中國防疫模式，中國制度優勢的⼀個努⼒。這部分努⼒也確實收到了⼀定的效果。在
同法國觀點週刊(Le Point)的對談中，福⼭雖然拒絕認同中國制度整體上的優越性，也不得不承認，在強⼤國家能⼒



加持下中國模式是⽬前⾮西⽅模式中最成功的⼀個，尤其是在應對緊急情況的時候。
清零的運動式防疫會被政治化，反⽽定義了防疫的⽬的主要有兩⽅⾯原因。⼀⽅⾯是清零帶來了⼤量的政治紅利
……另⼀⽅⾯則是運動式治理的路徑依賴。

另⼀⽅⾯則是運動式治理的路徑依賴。低病例讓中國的防疫敘事完全籠罩在勝利主義的情緒下，疫情初期各地封城
的經驗強化了官員和⺠眾對通過⼈⼝流動控制和隔離實現清零的信⼼，結果阻礙了對國外成熟的先進科技（⽐如復
必泰mRNA疫苗）的引進，⽽信息審查也阻礙了關於當前流⾏的新冠毒株對個體的威脅已經在下降的信息的傳播。在
治理⼿段上，運動式防疫不但沒有解決官僚體系的僵化問題，反⽽在⼀定程度上加劇了。
運動式防疫能夠成功的⼀個重要因素是設定相應的KPI，除了清零則很難設定⼀個可測量的⽬標。運動式的防疫還形
成了治理的依賴性，削弱社會和社群⾃⾝的調節能⼒，主要依靠國家制定的社會⼯程（social engineering）和⺠眾
的服從來達成治理⽬標。 運動式的防疫的結果是政治化了防疫，剝奪了⺠眾的話語權，把清零這個防疫的⼿段和防
疫本來⽬的脱鈎，卻將清零與官員的職業緊密掛鈎，與國家的政治聲譽緊密掛鈎，與轟轟烈烈的運動的合法性緊密
掛鈎，最後讓清零這個防疫的⼿段去定義防疫的⽬的：共存成了失敗，只有清零才是成功。

2021年10⽉31⽇，⼀名到訪上海迪⼠尼樂園的遊客被驗出對2019冠狀病毒病呈陽性反應後，當局即時封鎖園區，讓醫護⼈員為園內的約三萬
名遊客進⾏檢測。攝：Feature China/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過度防疫的地區差異
運動式防疫也對⼀些地區間的過度防疫和「⼀⼑切」難辭其咎。
在縱向上看，處於⾏政區劃(省/市/縣級)中層級越低的城市，越可能過度防疫。在運動式防疫中由上級給下級設定需



要完成的防疫任務，也就是⾏政發包。當防疫的具體任務被處於上級分配給中間層級，以及中間的層級進⼀步分包
到更低的基層時，很容易出現為了獲取個⼈政績⽽層層加碼的現象。另⼀⽅⾯，越低層級的城市⾯對上級時能保留
的政策空間也越⼩。
今年的春節返鄉是⼀個典型例⼦，上海市政府要求疫情重點地區（⽐如湖北）來滬⼈員需要隔離⼗四天，然⽽不少
基層社區進⼀步要求所有外地返回的⼈員⼀律居家隔離14天，⼀些社區還出現了臨時通⾏證和宵禁的措施。層層加
碼的問題在⾏政鏈條更⻑的縣，鄉，村裏更嚴重。許多縣和村要求外地返鄉⼈員集中隔離14天，河北邢台某村甚⾄
不允許在外務⼯的村⺠回家過年，以⾄於國務院不得不在聯防聯控會議上要求對 「層層加碼」 的懶政⾏為進⾏整
改，迫使⼀些地⽅撤銷了禁⽌回鄉的規定。
官員施⾏⼀⼑切政策所遭遇的懲處⾵險遠遠⼩於防治不⼒的懲罰，並不能真正嚇阻下級政府的過度防疫。

然⽽，官員施⾏⼀⼑切政策所遭遇的懲處⾵險遠遠⼩於防治不⼒的懲罰，並不能真正嚇阻下級政府的過度防疫。根
據中紀委今年2⽉間的通報，⿊⿓江肇州縣在域內沒有疫情的情況下，對國內返回肇州⼈員採取嚴酷的 「21天集中隔
離+7天居家隔離，費⽤⾃費⽤⾃理」 的管控措施，縣領導僅僅被要求做書⾯檢查。同時期，同屬⿊⿓江的綏化市望
奎縣的兩名副縣⻑卻由於常態化轉化為應急防疫不及時導致出現疫情⽽被撤職。
在橫向上看，過度防疫和⾏政資源成反向關係。有研究發現，任務壓⼒和執⾏⼒呈倒U型關係。當來⾃上級的政策壓
⼒剛開始增加的時候，地⽅官員會更努⼒實施政策以獲得政治加分，但是當壓⼒太⼤，任務太重，難以達成⽬標
時，官員們反⽽會採取避責的邏輯，在政策執⾏上選擇破罐破摔的「懶政」，也就是⼀⼑切。
⼀⼑切的極端化政策只追求形式上的任務完成，能夠通過體現極⼤努⼒的信號以避免責任，然⽽在實際效果上卻忽
略了政策執⾏的⽬標。這種⾏為在環保上頻頻發⽣，諸如為了降低⼆氧化碳等排放⽽直接關停企業等。在運動式防
疫的⾼壓下，地⽅資源有限的地⽅官員就會傾向於採取過度防疫的⼿段以避責，諸如無視成本，聚集群眾進⾏⼤規
模核酸檢測反⽽增加了⾵險。在揚州就出現因為⼤規模核酸檢測導致交叉感染的情況。雲南瑞麗在⼈⼝流失的情況
下依然追求清零，堅持不懈地進⾏⼤規模核酸也是壓⼒體制下避責的⼀個典型例⼦。

https://www.chinanews.com/gn/2021/08-09/9539983.shtml


2021年8⽉31⽇，中國⾸都北京，⼀名保安確保所有到訪商場的顧客都在進⼊商場前掃健康碼。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普遍的運動，⽇常化的管理
近幾個⽉來不少地⽅的過度防疫政策引起了⺠眾的強烈反彈，引發了⼀些地⽅政府在⼯作細節上道歉，對個別員⼯
進⾏懲罰，《⼈⺠⽇報》也出來批評⼀⼑切的極端化防疫，要求⼈性化處理。其實就在年初，國務院在聯防聯控新
聞發布會上還強調要做到「六個不」，要糾正⼯作中過度防疫的問題。⾯對不可能清零的疑問，政府也只是不斷堅
持重申清零的⽬標，「不應該質疑中國的清零的努⼒」。
其實，對於今天的中國，運動式治理已經不是應對⼀些異常的⼿段，⽽是⼀種⽇常化的管理⽅式。過去兩年的經驗
顯⽰，運動式防疫就如同反腐，扶貧到環保和掃⿊等的運動式治理，能夠帶來⾼強度的政策執⾏，但也充滿了副作
⽤，可能極其僵化、甚⾄無法退出。
當我們理解全中國嚴厲防疫和過度防疫的來源是運動式防疫導致清零政治化，就會明⽩為何這些現象無法得到根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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