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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狗、封城、轉⿈碼，中國地⽅官員為何頻頻過
度防疫？
「（中央）本意可能是想要地⽅相互競爭，找出更有效、成本更低的防護措施。但結果就是，⼤家都選擇了封城。
」
端傳媒記者 來福 實習記者 王炫迪 發⾃新加坡 2021-11-17

新⼀輪冠狀病毒疫情在中國爆發。彙總中國國家衞健委公布的數據，從10⽉17⽇陝西省發現6例本⼟確診病例⾄11⽉
15⽇，本輪疫情已有1319名本⼟感染者，波及21個省份。

隨着疫情擴散，各地政府嚴苛的管控⼿段成為輿論關注的重點。引起最⼤⺠意反彈的是撲殺寵物事件。11⽉12⽇，
江西省上饒市兩名防疫⼯作⼈員，在位於中⾵險地區的市⺠傅⼥⼠被帶去酒店集中隔離後，進⼊其家中撲殺了寵物
狗。根據傅⼥⼠的⾃述，兩名⼯作⼈員是「撬⾨⽽⼊」。11⽉13⽇，上饒市信州區政府發布通告，稱兩名⼯作⼈員
對寵物狗進⾏了「無害化處置」，並稱已對相關⼈員進⾏批評教育。



撲殺寵物並⾮孤例。2020年2⽉，江蘇省無錫市⼀位市⺠在隔離期間，其寵物貓被社區活埋。2021年9⽉27⽇，⿊⿓
江省哈爾濱市⼀名確診患者所養的3只貓，也被社區執⾏了安樂死。

⼤⾯積的封城、停擺、全員核酸檢測成為出現疫情城市的共同選擇。11⽉10⽇，鄭州市通報，本輪疫情發現本⼟病
例50例，集中隔離1.18萬⼈，居家隔離12.6萬⼈；內蒙古⾃治區額濟納旗所有⼈居家抗疫，近萬名旅客被困當地數
週，其中4476⼈為60歲以上的⽼⼈；⼀輛進京的⾼鐵列⾞在河北省滄州市中斷⾏程，隔離⾞廂內134⼈；許多省份
暫停了省際交通。

「精準防控」幾乎不可⾒，取⽽代之是無差別的管制。10⽉30⽇，⿊⿓江省⿊河市戶籍⼈員的健康碼統⼀變為⿈
碼，包括不在當地⽣活的⼈。同⼀天，江西省鉛⼭縣宣布，由於疫情防控需要，將紅綠燈全部調整為紅燈。11⽉4
⽇，遼寧省莊河市也將全市紅綠燈轉為紅燈，並⽤公交⾞封路。

11⽉3⽇，成都市公安局公布有8.2萬⼈存在「時空伴隨⾵險」，需要報備並做核酸檢測，其中部分⼈健康碼轉為⿈
碼。「時空伴隨者」指的是⼿機信號曾經與感染者短時間接觸（包括信號的漂移）的⼈，空間範圍⽐「密接者」更
⼤。⾹港⼤學病毒學專家⾦冬雁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明確表⽰，時空伴隨者的管理⽅法不合理。

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58055225414410.html


和嚴厲的疫情管控措施相呼應的，是對各地官員的嚴厲問責。據《新京報》報導，本輪疫情中，北京昌平區有10⼈
被問責，內蒙古額濟納旗旗委書記被免職，河北深澤縣副縣⻑被停職，內蒙古、⽢肅、⻘海、河北等地多位衞⽣系
統負責⼈被免職。

11⽉13⽇，中國國家衞健委新聞發⾔⼈⽶鋒在新聞發布會上表⽰，堅持「動態清零」的防疫⽬標。

清零，是執政者的「勝利敘事」，在海外陷⼊⼀波⼜⼀波疫情之際，延續着中國⺠眾對執政者的信⼼。兩年來，對
「動態清零」的堅持，如何影響了官員的考核標準和地⽅政府的執政思路，⼜如何催⽣出不斷加碼的防疫政策？它
以限制無數普通⼈的⽣活和經濟發展為代價，並進⼀步擠壓反思、調整防疫政策的空間。如今，還有喊停的可能性
麼？

https://m.bjnews.com.cn/detail/163625528014641.html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www.news.cn/politics/2021-11/13/c_1128061038.htm&sa=D&source=docs&ust=1637069795592000&usg=AOvVaw2B7-teruPdHziwXPT5ibrF


2021年8⽉24⽇，北京后海的⼀個購物區，⼀名男⼦在路⼈的注視下出售⼩貓。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從武漢疫情問責開始
沒有防住疫情輸⼊、造成疫情爆發和外溢的城市，必有⼀批官員會被問責，已經成為武漢疫情以來的既定事實。
2020年2⽉13⽇，時任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被免職，是中國迄今因2019冠狀病毒疫情被問責的最⾼級別官員，也是
2012年中共⼗⼋⼤之後，除了因反腐⽽落⾺的原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原⽢肅省委書王三運之外，⾸位被問責的省
委書記。新華社報導湖北省主官的替換，⽤了「職務調整」⼀詞，⼀年後，蔣超良到全國⼈⼤任職，平安落地。
蔣超良被免職同⽇，武漢市委書記⾺國強也被免職。和兩位黨委書記搭檔的武漢市市⻑周先旺、湖北省省⻑王曉
東，則在2021年1⽉和5⽉分別辭去職務。由於瞞報疫情和調配物資不⾜等問題，以及在媒體⾯前應對失措，四⼈公
信⼒盡失，當時被中國網⺠諷刺為「湖北F4」。
湖北省層⾯還有湖北衞健系統六名官員被問責，當中四⼈被免職。其中⿈岡市衞健委主任唐志紅，1⽉30⽇在中央電
視台鏡頭前，對中央督查組的詢問「⼀問三不知」，新聞播出當天晚上就被提名免職，問責時間甚⾄早於湖北省委
衞健委官員。
除此之外，從湖北省紅⼗字會黨組書記到⾏政村黨⽀部書記，均有幹部被問責。根據《中國紀檢監察雜誌》披露的
數據，截⾄2020年4⽉中旬，湖北省處分疫情防控中失職失責黨員、幹部3000多⼈，其中廳局級10多⼈，縣處級100
多⼈。



根據2019年⽣效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對共產黨的領導幹部的問責，主要分為：通報，誡勉，組織調整或組
織處理，紀律處分。免職是組織處理中的⼀種，若不伴隨其他處分，⼀般會保留原先職級。⽐如蔣超良雖然被免去
湖北省委書記⼀職，但仍是中共中央委員，今年重新出任全國⼈⼤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依舊是省部級幹
部。
通常所說的問責，指的是組織處理，紀律處分（黨紀處分，針對黨員），政務處分（針對公職⼈員）。三種問責既
可單獨使⽤，也可合併使⽤。⽐如2020年2⽉1⽇，在許多醫院從紅⼗字會領不到⼝罩的情況下，⼀名男⼦去領了⼀
箱3M⼝罩並稱是「給領導配的」。3天後，武漢市統計局副局⻑夏國華被處以免職、黨內嚴重警告、政務記⼤過三種
問責，理由是「違規領取⼝罩」。
對⽐中共⼗九⼤之後的重⼤社會事件，武漢疫情是⾸次問責省委⼀把⼿。2018年⻑春⻑⽣問題疫苗事件，分管⻝品
藥品監管⼯作的吉林省副省⻑被免職。2019年的江蘇響⽔爆炸事故被國務院定性為「特別重⼤事故」（安全⽣產事



故的最⾼級別），最終對負領導責任的兩位江蘇省副省⻑分別給予黨內警告處分和政務記過處分，並未免職。
武漢疫情的問責強度⽐肩2003年的北京⾮典疫情（SARS）。當年4⽉8⽇，因不滿北京當局瞞報疫情，醫⽣蔣彥永接
受《時代》雜誌採訪講出實情，引起國際關注。4⽉20⽇，時任衞⽣部⻑張⽂康、北京市⻑孟學農被免職。2004年
《南⽅週末》的回顧報導引⽤匿名⼈⼠的話，「免了兩個⼈，⽐發任何⽂件效果都好，起到震懾作⽤。都愣了，本
來忙着抓GDP、招商引資，⽴刻都以防治⾮典作為頭等⼤事、重中之重。」

http://news.sina.com.cn/c/2004-07-08/09453643620.shtml


2020年2⽉21⽇，在武漢封城的情況下，武漢⼥⼦監獄⼀名刑滿釋放⼈員，由監獄幹警送到⾼速收費站⼝，交給家⼈
接回北京。⽽就在1⽉20⽇，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提出「內防擴散，外防輸出」的說法（「輸出」指武漢疫情向其他
城市輸出）。此事引發了對湖北省司法廳、湖北省監獄局、武漢⼥⼦監獄、武漢市東西湖區公安分局的全⽅位處
理。



3⽉2⽇，湖北省司法廳黨委書記、廳⻑譚先振被⽴案審查調查（後被免職），湖北省監獄管理局黨委書記兼局⻑、
副局⻑、政治部主任、刑罰執⾏處處⻑等⼈均被免職及⽴案審查調查。除此之外，武漢⼥⼦監獄原黨委書記兼監獄
⻑、副監獄⻑、刑罰執⾏科科⻑、武漢市東西湖區公安分局副局⻑也均被免職並⽴案審查調查。
此案也導致北京市疾控中⼼辦公室主任和副主任被處分，因為疾控中⼼接線⼈員在2⽉19⽇時答覆諮詢稱武漢⼈員可
以進京。
這種問責速度及強度，在後續其他城市疫情爆發時也得到延續。

2021年8⽉19⽇，2019冠狀病毒流⾏期間，海⼝市雲⿓產業園解除了為期14天的封鎖，⼯作⼈員拆除了護欄。 攝：Luo Yunfei/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為何堅持「清零」？
2020年3⽉18⽇，武漢封城第56天，⾸次沒有本⼟新增確診病例。3⽉23⽇，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將中國的防控策略調
整為「外防輸⼊、內防反彈」。從「外防輸出」到「外防輸⼊」，中國的疫情防控進⼊新階段。
與此同時，官⽅媒體和⺠間輿論都開始積極擁抱政府主導的勝利敘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9⽉8⽇的表彰⼤會上定
調：「抗疫⾾爭偉⼤實踐再次證明，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堅強的領導⼒，是⾵⾬來襲時中國⼈⺠最可靠的主⼼
⻣」。抗疫的成功⼀掃武漢疫情引發的⺠怨，更進⼀步強化了中共的執政合法性。
2020年5⽉22⽇，中國境內⾸次實現病例零新增、零死亡，⽽同⼀時間的全球疫情⼤爆發，中國政府⼀邊鞏固「勝利
敘事」、⼀邊對美國為代表的西⽅抗疫進⾏猛烈批評。6⽉7⽇，國務院新聞辦發布《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
動》⽩⽪書，為武漢疫情撰寫「正史」，敘事中不再存在瞞報，⽽是積極作為：第⼀時間報告疫情，迅速採取⾏

https://www.mfa.gov.cn/ce/cgak/chn/xwdt/t1786730.htm


動，主動向世界通報疫情。在中國官媒的報導中，美國疫情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期位列全球之⾸，是「抗疫失敗
國」，對疫情的擴散負有責任，甚⾄外交部發⾔⼈趙⽴堅⼀度提出「疫情起源於美國」的說法。
此後，疫情在中國不同城市相繼爆發。根據中國國家衞健委的統計，武漢疫情之後，中國共有30多起本⼟聚集性疫
情。全⾯核酸檢測、集中隔離、封城等嚴厲管控措施也逐漸⽇常化，以實現「動態清零」。對官員的問責也進⼊
「零容忍」階段。
2021年5⽉，廣州發⽣「早茶傳播鏈」疫情，先後170⼈感染「德爾塔」變異毒株。儘管疫情很快受到控制，並未擴
散，依然有20名官員被問責。兩位廣州市副市⻑分別被誡勉處理和黨內警告、政務記過，廣州市衞健委主任黨組書
記則受到黨內嚴重警告、政務記⼤過處分，免職處理。湖北省官媒《楚天都市報》甚⾄提出疑問，「廣州當時應對
疫情表現不錯，此次問責是否過猛？」
問責的速度也延續了武漢疫情時的「⾛⾺換將」，儘管後來的疫情規模和造成的損失都遠⼩於武漢疫情。7⽉30⽇，
河南省鄭州市發現⼀例本⼟確診病例，第⼆天鄭州市委就免去鄭州市衞健委黨組書記、主任付桂榮職務，之後⼜有9
⼈被問責和調查。鄭州疫情只造成90例確診， 沒有⼈死亡，並且當時鄭州正在經歷特⼤暴⾬引發的⽔災，但這些並
沒有成為豁免「零容忍」的理由。作為對⽐，河南⽔災造成了302⼈死亡，迄今4個⽉未有調查結果公布，也未有問
責。
在防疫上對官員進⾏嚴厲問責，得到了輿論普遍的認可。2020年8⽉，新疆烏魯⽊⿑等城市在疫情管控中的⼤量「⼀
⼑切」措施引發當地⼈的不滿，許多⼈在微博發聲批評政府，稱「逼瘋我們的不是疫情，是新疆政府的管理」。但
這種強⼒的控制⼿段有堅實的⺠意基礎，不少⼈在網絡上為政府的防控政策辯護：「不封起來亂⾛更控制不住」，
「⽀持新疆嚴格落實封閉管理措施，眼看新疆越來越好了，某些⼈坐不住了，不安好⼼帶節奏」。

http://m.cnhubei.com/content/2021-08/13/content_14014160.html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903-mainland-xinjiang-second-lockdown/


2021年7⽉30⽇，⻑沙南站的乘客使⽤智能⼿機掃描⼆維碼，進⾏健康登記。攝：Yang Huafeng/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動態清零」⽬標下，官員執政思路的變化
在嚴厲的問責機制下，防控疫情關乎官員仕途，幾乎成為地⽅政府唯⼀的⽬標。杜克⼤學政治科學系博⼠候選⼈朱
洪申採集了2020年1⽉1⽇⾄4⽉28⽇之間329個中國城市的數據，研究了地⽅官員如何在恢復經濟（包括完成脱貧⽬
標）和防控疫情之間做平衡。
他告訴端傳媒，懲罰湖北和武漢的主官是因為他們的失誤導致了全國疫情，全國花了數⽉時間才被控制住，這種懲
罰是以結果論的。「中央或者上級政府主要是看結果。你的結果不好，他再去找你的⾏為裏⾯有什麼做得不夠嚴格
的地⽅，再去給你歸錯。」
深圳⼤學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廉政研究院副院⻑⾕志軍在⼀篇論⽂中也提到，中國問責實踐的內容主要集中於
⾏政結果環節，其次是在⾏政執⾏環節。相⽐較⽽⾔，針對⾏政決策環節的問責則⾮常稀少。

https://m.aisixiang.com/data/91234.html


2020年1⽉30⽇，武漢封城⼀週後，國務院扶貧辦要求各省份暫停對脱貧⼯作的考察，把防疫作為「當前最重⼤的政
治任務」。2⽉6⽇，李克強召開中央會議，要求各地恢復正常⽣產，脱貧⽬標也同時恢復。2⽉13⽇，《⼈⺠⽇報》
發⽂，提出疫情防控和經濟發展「雙勝利」的⽬標。
但朱洪申發現，⼤多數官員並沒有響應「雙勝利」的提法，他說：「疫情和經濟兩個⽬標是爭鋒相對的，我的研究
是想看看（地⽅政府）是怎麼平衡的，最後發現其實沒有平衡。⼤家都選擇了⼀個簡單粗暴但是⾏之有效、⾵險很
低的⽅式，就是封城。並沒有⽤更柔性的⽅法達成經濟發展和疫情控制的兩個⽬標。」
數據分析顯⽰只有肩負脫貧任務的官員短暫地放開了城市的封鎖，⽽⼀旦脫貧完成，他們就⽴即施加更嚴格的封鎖
以應對疫情。朱洪申告訴端傳媒，脫貧攻堅也是硬指標，根據中央的規定，在脫貧之前貧困縣的黨政正職不調整、
不調離。「只要地⽅官員完成了消除貧困的任務，他們就會從晉升的凍結中解脫出來，重新回到正常的職業發展軌
道上。」朱洪申在論⽂中寫道，第⼀個和第⼆個帶領本縣脫貧的縣級領導都得到了豐厚的獎勵。

2021年9⽉8⽇，北京的⼀場暴⾬中，⼀個男孩坐在他⺟親的塑料⾬⾐裡，等待紅綠燈過⾺路。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越接近扶貧⽬標的城市⾯對疫情時會更少使⽤封城措施，離扶貧⽬標很遠的城市⾯對疫情時會更多使⽤封城措施
來迅速壓制疫情。說明官員在⾯對兩難⽬標的時候，不會multitask（多任務處理），⽽是先集中解決能快速解決
的，再跳到另⼀個，⽽不是中央要求的『兩⼿抓』。」朱洪申說。
朱洪申告訴端傳媒，有許多國家多采⽤了全國封城（national lockdown）的做法，中國雖然也有能⼒實現全國封
城，卻沒有這麼做，⽽是將政策⽬標設定為「減少感染」（清零），允許地⽅政府有不同的措施。「本意可能是想
要地⽅相互競爭，找出更有效的，適合當地的防護措施，並承擔屬地責任。但結果就是，⼤家都選擇了⼀個簡單粗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1/31/content_5473405.htm


暴但是⾏之有效、⾵險很低的⽅式，就是封城。」他的論⽂提到，「封城是達到⽬的的⼀種⼿段，由於它的成本很
⾼，所以它是⼀種強烈的努⼒信號。相反，如果封城是中央的指令，地⽅作為執⾏者不⽤為決策的結果負責，官員
們會指出他們無懈可擊地執⾏了封城，作為⾃⼰萬⼀防疫失敗的藉⼝，中央反⽽要為代價巨⼤的封城負責。 」
紀委監委的⼒量也在問責系統中越來越可⾒。⼀⽅⾯，造成疫情輸⼊或擴散的官員會被迅速問責，另⼀⽅⾯，紀委
監委派出的⼤量監察組「下沉抗疫⼀線」直接指導，⽐如2021年7⽉成都疫情發⽣時，駐市衞健委紀檢監察組在醫
院、菜市場、社區監督，全市⼀共有149個監督檢查組，合計640⼈。
現有的紀委監委體制形成於2018年3⽉的全國⼈⼤會議。會議上，中國國家監察委員會成⽴，地位從國務院的⼀個部
委（監察部）上升為最⾼國家監察機關。「⼀府兩院」（國務院、最⾼法院、最⾼檢察院）體制也由此轉變為「⼀
府⼀委兩院」。國家監察委員會和中共黨內的反腐機構「紀律檢查委員會」合署辦公，現任監察委員會主任楊曉渡
同時是紀委副書記，受紀委書記趙樂際領導。
新的監察系統不僅橫向覆蓋，國家監察委員會向中央⼀級的黨和國家機關派駐紀檢監察組，⽽且建⽴了垂直的彙報
體制——省、市、縣三級監察委員會，此外監察職能還在向鄉村⼀級延伸。地⽅監察委員會主要由中央和上級監察委
員會控制，⽽不是由同級黨委控制。監察委員會的權⼒幾乎擴張到全社會，國企的管理⼈員、⽼師、醫⽣、基層居
委會⼯作⼈員都在監察範圍內。
浙江省紀委監委黨⾵政⾵監督室主任葉強在發表於《求是》的⼀篇⽂章中，將紀委監委在疫情防控中的⻆⾊表述
為：精準追責問責，推動戰「疫」責任層層壓實。

失去彈性的清零政策
「動態清零」堅定執⾏⼀年後，⺠間的⽀持聲⾳也顯露疲態。2021年8⽉2⽇，在南京疫情快速向其他省市擴散的時
候，上海復旦⼤學附屬華⼭醫院感染科主任張⽂宏發表⽂章，稱中國需要「與病毒共存」的智慧。張⽂宏的發聲惹
來不少反對和攻擊，中國原衞⽣部部⻑⾼強發⽂反駁，稱只要堅持「外防輸⼊」，「⼀定能夠將病毒消滅在⼈⺠戰
爭的汪洋⼤海中」。之後，張⽂宏被⼀個網⺠舉報論⽂抄襲，⼤量⽀持張⽂宏的⼈則發起了「保護張⽂宏」的⾏
動，以肯定他對「零容忍」政策的不同聲⾳。
9⽉，雲南瑞麗因抗疫⽽⻑時間停擺的事實進⼊公眾視野，也引發了不少對清零代價的的質疑。11⽉7⽇，⾹港⼤學
「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管軼接受《鳳凰衞視》採訪，指出⻑遠來看清零的⽬標已不可能實現，他
在採訪中呼籲，「不要動不動就全員檢測核酸， 我覺得檢測抗體⽐較重要。」管軼的採訪視頻很快被全網刪除，但
引起不少爭論，⼀些網⺠接着發問接種疫苗後是否能檢測出抗體，另⼀些⼈則質疑管軼的動機，並指責他在武漢疫
情初期所說的感染規模最終可能會是SARS的「⼗倍起跳」造成了醫療資源擠兑。

https://opinion.caixin.com/m/2021-08-16/101755681.html


2021年6⽉9⽇，武漢居⺠於⼀個疫苗接種點接種疫苗後等待觀察。圖：Getty Images

11⽉8⽇，在成都公布「時空伴隨者」的消息之後，四川⼤學華西公共衞⽣學院和四川⼤學華西第四醫院三位教授發
出「緊急建議」，對⼤規模篩查的必要性提出疑問，並表⽰「應該關注由於⿈碼範圍擴⼤的社區篩查帶來的醫療資
源擠兑、衞⽣資源耗費、公眾恐慌情緒增⻑和⼈⺠正常⼯作⽣活被⼲擾帶來的負⾯影響，並應考慮該措施在今後新
冠疫情⻑期的常態化管理的可持續性。」多名論者對三位教授的不同聲⾳表⽰「肅然起敬」。
偶爾，地⽅「層層加碼」、「⼀⼑切」會因「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被問責。根據⿊⿓江省紀委監委的通
報，2021年1⽉12⽇，⿊⿓江省⼤慶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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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天集中隔離
+7天居家隔離，費⽤⾃理」的管控措施。肇州縣委書記王恩⿓因此被批評教育，肇州縣委向⼤慶市委作書⾯檢查。1
⽉16⽇，綏化市肇東縣在域內沒有疫情的情況下，限制⼈員乘⽕⾞和經陸路卡⼝進⼊肇東，同樣「引起媒體炒
作」，當地主政官員也被市紀委監委批評教育。
⿊⿓江省紀委監委通報時，重點提到兩地的應對「引發輿論炒作和批評」、「引起媒體炒作」，對官員的問責也是
程度最輕的批評教育和誡勉談話。
更多時候，「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指的是防疫不⼒⽽⾮防疫過度。
今年10⽉30⽇，⿊⿓江省⿊河市新增18例確診病例，⿊河市戶籍⼈員統⼀變更為⿈碼，包括⻑期在外地⽣活的⿊河
市戶籍⼈員。這種基於戶籍⽽⾮⾏程碼的管控措施，引起不少批評，《中國⻘年報》評論稱其為「過度防疫」，但
更具權威性的新華社和《⼈⺠⽇報》報導此事時，均採取了正⾯⼝徑，稱其是「為了嚴防⿊河市疫情外溢」。⿊河
市的官員並未因此受到紀委監委的問責。同⼀天，江西省鉛⼭縣宣布將紅綠燈全部調整為紅燈，以此做為疫情防控
措施，事後也沒有被問責。

https://user.observersnews.com/main/content?id=630594&s=fwtjgzw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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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爭議持續不斷，中國官⽅似乎並無放棄「清零」的打算。11⽉13⽇，中國國家衞健委新冠肺炎疫情應對處置⼯
作領導⼩組專家組組⻑梁萬年接受採訪時說，「現階段堅持動態清零策略是成本效益較⾼的選擇」。《中國紀檢監
察報》11⽉8⽇發布了⼀篇報導《新冠病毒「零容忍」政策彰顯⼈⺠⽴場制度優勢》為「零容忍」政策辯護，報導稱
選擇消極抗疫的國家是因為沒有能⼒清零。《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也在發表了同樣的看法，他批評西⽅媒體把
⽭頭集體對準中國的清零政策，「西⽅輿論就是很想把中國『拉下⽔』，讓我們放棄動態清零政策，變得跟他們
『⼀樣爛』。」
「現在⼤家是騎虎難下，地⽅政府仍舊握有防控的權⼒，他們直覺就是繼續嚴抓防控。如果中央想放鬆清零政策的
時候，他們可以減輕懲罰地⽅官員。不過這個可能暫時不會發⽣，就算是公眾也沒有做好清零的準備。」朱洪申
說。
實習記者卓琳、唐映忠對本⽂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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