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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泰国首先发现两名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随后新加坡、越南

也相继发现。2月2日，菲律宾出现首

例死亡病例，由此揭开了东盟国家防

控新冠疫情的序幕。但是到3月中旬

以前，东盟国家主要以防控疫情输入

为主，本地区尚未形成疫情大流行。

疫情的阶段性特点

东盟国家无论是确诊人数还

是死亡病例。3月中下旬开始急速

增长。3月15日，确诊人数首次突

破1000人，4月1日突破一万人，

两周时间增长了十倍。但从全球范

围看，东盟十国确诊人数占世界比

重始终处于较低水平，3月8日突破

0.3%，3月22日上升至1.0%，此后

至4月10日，这一比重呈相对下降的

态势，疫情得以稳定。从4中旬至6

月初，东盟国家疫情大体有以下三

个特点。

第一，确诊人数增速趋于下

降，相对于全球呈可控态势。截至

4月底，东盟国家确诊病例达四万

人，一个月内增长了四倍，6月6日

这一数字突破了十万人。但是，相

对于欧美地区确诊人数激增，东盟

确诊人数占全球比重较低，且死亡

病例占比长期维持在0.6%的水平。

截至6月12日，东盟十国确诊人数为

11.3万人，死亡病例3191人，分别

占全球的1.5%和0.8%。尽管疫情仍

在东盟有所蔓延，但相对于全球的

疫情大暴发，总体上可控。

丁宣布落实行动管制令。3月26日，

新加坡总统哈莉玛原则上批准政府

动用国家储备金，以应对国家“前

所未有的危机”。同日，泰国实施

《紧急状态法》，并关闭所有边境

口岸。3月31日，老挝卫生部宣布将

疫情防控等级调整为三级，前后两

日出台政令关闭所有国家口岸及国

家机关。由于前期的主要任务是防

范境外输入，因而对国内居民的防

疫措施总体上比较宽松。后期则有

了很大改变，各国均采取了空前严

厉的防控措施。

防疫措施成效明显

东南亚多数国家采取了遏制策

略，主要通过边境封锁、加强隔离等

第二，分布不均衡。3月下旬至

4月上旬，东盟疫情进入僵持阶段，

各国确诊人数发生更替，马来西亚

从第一位下降至第四位，而新加

坡、印度尼西亚占据前两位。截至6

月12日，新加坡、印尼和菲律宾三

国确诊人数分别为4万人、3.6万人

和2.5万人，三国合计占东盟确诊总

人数的89.1%。

第三，防疫方向有所变化。东

盟早期主要以防范境外输入为主，

到3月中下旬后转向应对本国和本地

区的暴发，防控措施有明显的阶段

性。3月9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签署行政命令，宣布菲律宾进入卫

生紧急状态。3月10日，印尼因确诊

人数激增而采取了更加严厉的防控

政策。3月18日，马来西亚总理穆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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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国家经受住了新冠疫情的考验

2020年4月21日，中国政府向东盟秘书处提供防疫物资捐赠仪式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东盟秘书处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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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抗击疫情，同时积极采取财政预

算倾斜、经济补贴、降息等短期措施

应对对经济的冲击。从疫情防控效果

来看，这些举措取得了明显成效。

由于东盟各国对疫情的发展判

断不尽相同，国情有所差别，各国

防控措施也有较大差异。以新加坡

和印尼为例，早期阶段两国管控较

为松散，确诊人数以及死亡病例数

增长较快。新加坡由于外籍劳工问

题确诊病例呈现爆发式增长，印尼

有2亿多人口，地区分布广，客观上

增加了防疫难度，且政府对形势判

断不准确。

截至6月12日，东盟国家中越

南、缅甸、文莱、柬埔寨和老挝确

诊人数均在500人以下。越南作为

2020年东盟轮值主席国，在国际

交往中保持了较高的信息沟通能

力，政府及时出台防疫措施，确诊

人数较少。其他国家确诊人数较少

与较低的对外开放程度有关。多数

中南半岛国家农业占比相对较高，

城市化水平有限，人口密集程度

较低，降低了疫情集中暴发的可能

性。疫情期间，东南亚各国的中央

政府权力普遍集中，在全球公共卫

生危机中更加凸显了公共权威部门

的重要性。东盟作为东南亚国家之

间合作的重要平台，尽管体制较为

松散，约束力有限，但依然发挥了

积极作用。

目前，东盟国家疫情虽然总

体可控，但国别分化较为突出，新

加坡、印尼和菲律宾疫情仍相当严

重，而其他国家纷纷采取放松管控

措施，加快复工复产。越南宣布于4

月26日开始正式复工复产；泰国政

府宣布于7月1日取消所有商业活动

禁令，取消从3月开始实施的《紧急

状态法》；马来西亚从5月4日开始

“有条件的放松”，6月10日开始实

施“复苏式”行动管制；柬埔寨宣

布于5月20日解除对六国公民禁止

入境禁令，并于6月逐步恢复体育赛

事；老挝政府5月29日表示放松部

分防疫措施；新加坡则宣布自6月2

日起进入疫情解封的第一阶段。不

过，鉴于全球确诊人数已突破800

万，东盟国家又处于全球交往的活

跃地带，能否完全走出疫情仍需进

一步观察。

（钟飞腾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

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室主任、研究员)

中国与东盟毗邻而居，人员、

贸易、投资的密切联系决定了联防

联控疫情的必然性。4月14日，李

克强总理在东盟与中日韩抗击新冠

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上表示，从

防控疫情角度讲，我们命运与共；

从维护经济发展角度看，我们利益

攸关。

中国是东盟开展抗疫合作的第

一个对象国，双方的合作很快与中

日韩合作、东盟—中日韩（10+3）

合作形成“共振”，推动整个东亚

地区实现守望相助、务实合作的良

好态势，与混乱无序的全球抗疫局

面形成了鲜明对比。抗疫合作反映

出东盟仍然是中国外交中关系最稳

定、合作基础最深厚的伙伴，10+3

合作不仅为维护东亚和平、安全与

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会继续

成为后疫情时代支持全球化与多边

合作的中坚力量。

疫情冲击东盟议程

新冠疫情在东南亚的暴发与蔓

延对东盟议程产生巨大冲击，这种

影响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从2020年1月底到3月中旬，此时疫

情尚未在东南亚地区暴发，鉴于新

加坡、越南陆续发现确诊病例，大

多数东盟国家开始采取防控措施。2

月14日，作为东盟轮值国主席的越

南发表了《关于共同应对新冠疫情

的东盟主席声明》，此后疫情防控

逐渐被纳入东盟工作议程。但整体

来说，这一时期东盟各项活动仍按

原计划进行，并未做出太多调整。

3月20日前后，疫情对东盟议

程的影响进入第二阶段，出现了两

件标志性事件。一是越南在3月19日

宣布第36届东盟峰会将推迟到6月底

召开，二是东盟几乎所有会议都改

为视频会。根据东盟官网发布的年

度日历，2～5月原定举行100多场会

议，包括东盟内部各层级会议，东

新冠疫情推动中国与东盟合作提速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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