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要 

新冠疫情已持续了一年有余。当前，全世界新增病例数量比疫情先前任何一个阶段都更严重。各

方需要采取紧急措施，遏制疫情带来的日益严重的人员损失和经济压力——疫情正使本已出现的

复苏分化更趋恶化。我们是可以结束这场疫情的，但这需要全球各方进一步协调行动。 

许多组织和倡议都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包括“COVID-19 工具获取加速计划”（ACT
计划）、流行病预防创新联盟、盖茨基金会、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全球基金、世界银行、世界卫

生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本文提出的建议旨在巩固和补充这些重要工作。  

众所周知，如果不结束这场健康危机，就无法持久地结束当前的经济危机。因此，抗疫政策就是

经济政策。结束这场健康危机对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至关重要，其也对 IMF 及其他经济机构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因此，本文分析了抗疫工作的多个方面，包括预测各种情景下的全球及各国的疫苗接种率。预测

显示，到 2022 年，各国的健康前景仍将极不平等，这将给世界带来重大风险。  正如公共卫生官

员多次指出，“只有所有地区的疫情结束，这场疫情才算真正结束。” 

我们建议，应在国内和多边层面采取务实行动，迅速解决这场全球性的健康危机。我们的提议包

括以下目标：（1）到 2021 年底，将所有国家的接种率提高到至少总人口的 40%；到 2022 年上半

年，将接种率提高到至少 60%；（2）同时，密切跟踪下行风险并采取应对措施；（3）确保广泛

开展病毒检测和追踪，维持充裕的治疗物资储备，在疫苗接种率较低的地区实施公共卫生措施。   

根据 ACT 计划的预算编制情况，我们估计这一提议的成本约为 500 亿美元。与更快结束新冠疫情

的潜在好处（估计约为 9 万亿美元）相比，这一成本很小。此外，发达经济体将获得约 1 万亿美

元的额外税收收入，这意味着为本提议提供的资金可能是有史以来回报率最高的公共投资。  

考虑到及时结束新冠疫情是一个全球公共品，在本提议的 500 亿美元总成本中，有充分理由从公

共、私人和多边捐助方那里获得至少 350 亿美元赠款，并由各国政府提供剩余资金——它们可能

会得到多边机构优惠贷款的支持。  

ACT 计划确定的赠款资金缺口约为 220 亿美元——G20 和其他国家政府认为解决这一缺口非常重

要。此外，多边开发银行设立的新冠疫情融资机制至少可提供 150 亿美元。这估计可提供 130 亿

美元的额外赠款，以实现我们的建议所需的 500 亿美元。这笔额外资金将主要用于将“新冠肺炎

疫苗实施计划”（COVAX）的覆盖率提高至 30%、采购更多的新冠病毒测试试剂、扩大生产能力

来防范下行风险等。  

重要的是，本建议需要的不是承诺资金，而是需要先行提供资金、先行开展疫苗捐赠以及为全世

界开展风险投资。应立即提供一切必要的资金，这一点极其重要。本建议的关键措施（见下表）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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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疫苗接种目标  

1. 先行向 COVAX 计划提供至少 40 亿美元的额外赠款，将 91个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国家（LMICs）
的疫苗覆盖率目标从 20%提高至 30%：这将帮助其完成订单，并启用尚未使用的疫苗生产能

力。 
 
2. 确保疫苗原材料及成品的跨境自由流动：目前，这方面的限制措施正造成发展中国家数十亿

人难以获得疫苗。 
 
3. 捐赠多余的疫苗：我们预计，即便是各国优先考虑为本国人口接种疫苗，2021 年也至少可捐

赠 5 亿个疗程的疫苗（相当于约 10 亿剂疫苗）。应通过 COVAX 计划开展捐款（包括运输费

用），以确保在公平的基础上按照公共卫生原则来分享疫苗。  
 
防范下行风险 

4. 开展风险投资，实现疫苗生产多样化，并在 2022年初将疫苗生产能力提高 10 亿剂，以应对下

行风险，包括应对新变种病毒的加强针。[80亿美元] 
 

5. 加强病毒基因组监测和供应链的系统性监控，制定具体的应急计划来应对病毒变异或供应链

遭受冲击的情景。在筹备过程中，多边机构、疫苗开发商和制造商、主要国家政府都应参与

其中。[30亿美元] 

管理疫苗供应有限的过渡期 

6. 确保广泛开展病毒检测、保证充裕的治疗物资、采取足够的公共卫生措施、为疫苗部署做好
准备。[300亿美元] 
 

7. 紧急评估并（在获得批准后）实施延迟接种第二针疫苗的策略，以扩大有效供给。[20亿美元] 

其他所需措施需要 30 亿美元。根据我们的预测，如不出现下行风险，则第 1-3 项措施可能足以在

2021 年底前实现 40%的疫苗接种率目标、到 2022 年上半年实现 60%的目标。同时，需要采取第

4-7 项措施来防范下行风险，在过渡时期降低疫情的健康影响。第 4、5、7 项中的几乎所有资金，

以及第 6 项的大部分资金，都应以 ACT 计划各部分的赠款形式予以实现。  

本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上述组织开展的工作，同时也得益于与若干领域专家的交流。本建议

重点关注了控制当前疫情所需的工作。本建议是对 G20 高级独立小组和 G7 大流行病预防伙伴关

系工作组相关研究以及《大流行病预防和应对独立小组报告》等内容的补充——这些研究主要侧

重于应对未来的大流行病。我们也注意到，鉴于疫苗和病毒形势的变化，任何此类分析都存在巨

大的不确定性。尽管如此，我们希望本建议能为目前全球应对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健康与经济

危机提供帮助。  

若不采取紧急行动，许多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可能必须等到 2022 年底或更晚时候才能控制住疫情。

不论是对这些国家还是对整个世界而言，这都为时过晚了。我们都共同置身于这场危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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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提议的核心要素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一季度二季度三季度四季度 总计（A+B）
其中 赠款                                   

(A)

其中 优惠融资           

(B)

实施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鼓励迅速推广检

测、治疗和个人防护用品
4 2 2

采购足够多的检测试剂、治疗物资和个人防护用品；扩大医院接收

新冠病人的能力
20 15 5

做好准备扩大疫苗分发和接种（包括疫苗储存和运输问题、为优先

接种安排好各项系统，打击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以及为紧急使

用授权设立快速通道）
6 2 4

投资于Sars-COV-2病毒变种的基因监测，并持续开展监测 3 2 1

促进跨境自愿许可和技术转让，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地区生产

能力
1 ➖ 1

对供给链风险进行系统性监督，确保能够获得关键的原材料和供给

品（与多边机构、其他国家和疫苗生产商合作） 

制定并定期更新应急计划，在出现下行风险时，调整各候选疫苗的

生产能力

开展试验，评估疫苗对新病毒株的疗效，可能由捐助方的赠款提供

资金支持

（必要时）开发加强针或多价疫苗，防止可能出现的新变种病毒

紧急评估并（在获得批准后）实施延迟接种第二针疫苗的策略，这

项工作可能由捐助方的赠款提供资金支持

扩大利用现有的疫情贷款便利；将赠款承诺转换为先行现金出资

对疫苗生产的供给链风险开展全球系统性监测；根据情景规划制定

应急计划

确保高收入国家的新需求（如疫苗加强针、青少年疫苗接种等）不

会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产生挤出效应 

向COVAX先行提供40亿美元的现金赠款；并在需要时提供更多赠

款和优惠融资，用于疫苗采购
6 5 1

开展风险投资，以扩大疫苗生产能力，应对下行风险和/或低收入和

中等收入国家的长期需求。
8 8 ➖

2021年至少捐赠5亿个疗程的多余疫苗（约相当于10亿剂疫苗）* ➖ ➖ ➖

承诺维持疫苗相关物资和最终产品的自由出口 ➖ ➖ ➖

≈ 50 ≈ 35 ≈ 15

22 15

13 ➖

注释: 格子颜色越深，表示有关措施在相应季度的重要性越大。 我们的预算分析将多余疫苗实物捐赠的额外成本定为零，因为采购大部分属于沉没成本，但非常有必要将对COVAX-
AMC的捐赠视作官方发展援助。贷款机制下未利用的融资是基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疫情贷款机制。“COVID-19工具获取加速计划”确定的赠款资金缺口约为220亿美元。 
二十国集团认为解决这一缺口非常重要。详见附件六。 

疫苗开发机构/

监管当局
2 1 1

未使用的贷款便利和正在考虑中的捐助承诺 *

额外需求

多边机构 < 1 < 1 ➖

二十国集团/捐

助国

总需求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及全球公共产品的  

融资缺口（十亿美元）

具备生产     

能力的政府

< 1 ➖ < 1

国家当局

行为方 措施

202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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