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国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

应对新冠疫情的得失与启示

董向荣　安　波

　　摘　要：韩国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在２０１５年中东呼吸综合征（ＭＥＲＳ）之后进行

了改进，形成以疾病管理本部为防疫工作控制塔、各部门协同应对的基本架构。新冠肺

炎疫情来袭，韩国没有把疫情政治化、污名化，而是当作一场新发外来传染病，按照既定

传染病防治方案积极应对，实现了早预警、早检测、早隔离、早治疗。因受异端宗教等因

素的掣肘，韩国疫情一度恶化，暴露出在社会治理方面的缺陷。总体而言，与西方主要发

达国家相比，韩国在疫情防控方面做得较好，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经受住了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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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Ｇ２０国 家 中，韩 国 继 中 国 之 后 较 好 地 控 制 了 新 冠 肺 炎 疫 情。自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日第一例输入型新冠肺炎病例确诊、２月２９日单日新增

确诊病例达到９０９例的峰值，到３月中旬单日新增１００例左右、４月下旬

单日新增病例降到１０例左右，再到后来出现小幅反弹，韩国此次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可谓“惊心动魄”。目前来看，韩国总体上较为有效地控制了

疫情蔓延态势，看到了“抗疫”斗争胜利的曙光。笔者尝试分析韩国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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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危机管理体系的主要架构及其运作机制，审视其应对疫情时的治理

效果，客观评价韩 国 的 成 功 经 验 与 存 在 的 不 足，以 期 对 未 来 公 共 卫 生 危

机管理有所启示。

　　一、韩国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的预警和应对机制

　　公共卫生危机 管 理 预 警 和 应 对 体 系 对 于 一 国 传 染 病 防 治 工 作 至 关

重要。该体系若完备，则可以实现及早预警、及时传递疫情信息，并在相

关部门产生联动，成 功 控 制 疫 情 蔓 延。在 韩 国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防 控 中，有

一个部门至为关键，即韩国疾病管理本部（英文缩写ＫＣＤＣ）。该机构在

韩国整个传染病防治过程中发挥核心控制塔作用，隶属于保健福祉部。

２０２０年１月，韩国保健福祉部依据《传染病预防和管理相关法律》将

传染病从原来１～５组分组管理改为１～４级分级管理。其中，最严重的

一级传染病指生 物 恐 怖 传 染 病 或 致 命 率 高、引 发 群 体 感 染 可 能 性 大、需

要负压隔离的传染病，包括埃博拉、ＳＡＲＳ、ＭＥＲＳ、ＨＩＮＩ等１７种严重的

传染病。从１月２８日起，疾病管理本部以一级传染病来应对新冠肺炎。

根据疾病管理本部２０２０年１月发布的《一级传染病 ＭＥＲＳ应对指

针》，目前韩国传染病 灾 难 危 机 管 理 级 别 共 分４级：“关 注”级 别（蓝 色 预

警）、“注意”级别（黄色预警）、“警戒”级别（橙色预警）和“严 重”级 别（红

色预警）。发布危机警报的 程 序 为：保 健 福 祉 部 部 长 根 据 危 机 评 价 会 议

的结果发布危机 警 报，同 时 向 青 瓦 台 国 家 安 保 室 危 机 管 理 中 心、行 政 安

全部报告，并迅速 向 有 关 机 构 传 达。在 四 类 危 机 预 警 级 别 下，各 部 门 需

要采取相应的举措予以应对。

第一，“关注”级别（蓝色预警）是在国外出现新型传染病并流行或国

内出现不明原因传染病，以及某些传染病再度出现的情况下启动。此时

疾病管理本部要建立传染病对策小组，启动２４小时紧急状况小组，提供

每周检查情况及每周动向报告；收集和分析海外疾病发生情况及最新研

究动向等相关信 息；为 防 止 传 染 病 传 入 国 内，强 化 检 疫 活 动 并 对 海 外 入

境游客进行监控，启 动 旨 在 早 期 发 现 国 内 患 者 的 监 控 体 系；为 早 期 诊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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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患者，启动实验室检查体系，检查国家防疫基础设施启动准备情况，

包括隔离医院、个 人 防 护 装 备 等；检 查 传 染 病 患 者 移 送 及 诊 疗 体 系 准 备

情况；加强保健相关人员的培训，对国民进行预防感染宣传教育。

第二，“注意”级别（黄色预警）是在发现国外新型传染病传入国内情

况下采取的预警 级 别。具 体 措 施 包 括：组 织 和 运 行 中 央 防 疫 对 策 本 部；

运营２４小时紧急状况室，发布每周检查情况及每周动向报告；收集和分

析海外疾病发生 情 况 及 最 新 研 究 动 向 等 相 关 信 息；加 强 检 疫 活 动，入 境

者需要在机场进 行 体 温 测 量、填 写 健 康 情 况 说 明 书 等；强 化 医 疗 机 构 监

督体系、治疗应对 体 系 及 实 验 室 诊 断 体 系；准 备 启 用 国 家 指 定 的 住 院 治

疗病床和个人防 护 装 备，发 放 诊 断 试 剂；继 续 对 国 民 进 行 宣 传 并 举 行 新

闻发布会；启动专家咨询会议及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对策专门委员会等。

第三，“警戒”级别（橙色 预 警），在 传 入 国 内 的 新 型 传 染 病 出 现 局 部

传播情况下启动。主要措施包括：保健福祉部设立和运营中央事故处理

本部；疾病管 理 本 部 加 强 运 营 中 央 防 疫 对 策 本 部 及 构 建 泛 政 府 协 助 体

系，必要时动员其它相关部门来支援；加强国家防疫体系活动，全国防疫

人员实行２４小时应急防疫机制；补充强化国家防疫和检疫人员；加强实

验室诊断体系，强 化 监 视 病 原 体 是 否 发 生 变 异；积 极 启 动 国 家 储 备 物 资

（个人防护装备等）供求体系；持续对国民进行宣传并举行新闻发布会。

第四，“严重”级别（红色预警）是在输入型传染病在国内某区域或全

国范围传播情况下启动。相应措施包括：保健福祉部强化运营中央事故

处理本部，必要时 动 员 相 关 机 构 协 助 支 援；疾 病 管 理 本 部 强 化 运 营 中 央

防疫对策本部，必要时由行政安全部部长或国务总理运营中央灾难安全

对策本部；构建泛政府应对体系，并持续强化运营；掌握所有可用资源，准

备动员方案；持续对国民进行宣传并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表国民谈话等。

以上关于韩国传染病预警与应对体系的介绍，侧重保健福祉部下设

的副部级机构疾 病 管 理 本 部。事 实 上，在 各 级 预 警 下，相 关 政 府 部 门 都

要采取相应的措 施 进 行 应 对。例 如：红 色 预 警 启 动 后，行 政 安 全 部 要 建

立和运营中央灾 难 安 全 对 策 本 部，派 遣 现 场 状 况 管 理 官 员 到 各 地 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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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部要提供军医、护 士 等 防 疫 所 需 的 人 力 及 相 关 设 施 支 援，对 军 人 加 强

传染病的预防管理；国土交通部在必要时调整航班，制定航空、铁 路、公

交等大众交通从业人员及乘客的相关防疫制度等。①

在不同危机警戒级别下，韩国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指挥部也不一

样。危机级别越高，需 要 协 调 部 门 越 多，指 挥 部 级 别 就 越 高。经 过 多 次

修订，韩国已建立较为完善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综合体系。（参见下图）

韩国传染病灾难危机管理综合体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韩国保健福祉部：《“传染病 灾 难”危 机 管 理 标 准 手 册》（２０１９年２月

版）第１０页的资料翻译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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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韩国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对新冠疫情的应对过程

　　自２０２０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韩国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对

疫情的预警和应对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疫情初期的准备与应对

第一阶段为２０２０年１月３日至２月１８日，韩国政府在该阶段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是严防输入型病例，开展防疫准备工作。

一 是 不 断 升 级 预 警。１月３日，韩 国 疾 病 管 理 本 部 在 获 知 武 汉 出

现 群 发 性 不 明 原 因 肺 炎 后，第 一 时 间 组 成２４小 时 运 行 的 对 策 小 组，

相 当 于 启 动 关 于 新 发 疾 病 的 蓝 色 预 警。１月２０日，韩 国 确 认 了 第 一

例 输 入 型 病 例，保 健 福 祉 部 随 即 宣 布 启 动“注 意”级 别 黄 色 预 警，成 立

中 央 防 疫 对 策 本 部。中 央 防 疫 对 策 本 部 与 疾 病 管 理 本 部 类 似“一 个

机 构、两 块 牌 子”，但 其 影 响 力 已 延 伸 到 保 健 福 祉 部 之 外。１月２７日

确 诊 第 四 例 新 冠 肺 炎 病 例 后，保 健 福 祉 部 通 过 危 机 评 估 会 议，将 危 机

警 报 提 升 至“警 戒”级 别 橙 色 预 警，并 立 即 成 立 中 央 事 故 处 理 本 部。

中 央 防 疫 对 策 本 部（疾 病 管 理 本 部）履 行 现 场 防 疫 的 控 制 塔 作 用，集

中 精 力 做 好 防 疫 工 作。中 央 事 故 处 理 本 部（保 健 福 祉 部）进 行 必 要 的

协 助，保 障 防 疫 工 作 顺 利 进 行。

二是加强机场 检 疫 和 对 来 自 中 国 游 客 的 入 境 限 制。韩 国 疾 病 管 理

本部要求曾经到过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人员，只要出现发热和呼吸道症

状，必须向疾病管理本部呼叫中心报告。韩国立即启动与中国卫生机构

和世界卫生 组 织 的 紧 密 合 作，继 续 收 集 疫 情 信 息 并 进 行 风 险 评 估。此

时，武汉和韩国之间每周有８个直航班次。韩国针对武汉始发航班的入

境者加强发热监测和检疫。２月２日，韩国暂时禁止由中国湖北来韩的

外国人入境。韩 国 国 民 自 武 汉 入 境，确 认 居 住 地 和 联 系 方 式 后 隔 离１４

天。此外，韩国不断强化从中国入境的程序，全面掌握入境者信息，尽量

减少入境。２月４日零时起，韩国开始禁止所有来自湖北省的外国人入

境，对所有从中国 来 的 人 员 实 行 特 别 入 境 手 续。整 个 疫 情 期 间，韩 国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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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维持了对中国人入境措施的一贯性。

三是从中国撤侨。１月２３日武汉“封城”后，韩国紧急从武汉撤侨，分

别于１月３１日、２月１日和２月１２日，通过３架包机撤回武汉及周边的

韩国人及其家属，累计８３８人。所有撤回的侨民，如有症状即入院隔离治

疗。没有症状的侨民被安排到政府所属的警察人才开发院等地隔离观

察。从武汉撤回的韩国侨民中有２例确诊病例。

四是研发检测试剂。韩国有关部门对相关生物技术企业发放“紧

急使用许可”，将病毒检测下沉到数十个私人医疗机构，为应对疫情

大规模蔓延做好准备。应韩国疾病管理本部的提请，食品医药品安

全部于２月４日和１２日颁发了两份新冠病毒诊断试剂“紧急使用许

可”，并将检测机构扩大到所有获得优秀检测室认证的医疗机构（５０

余个），２月７日起可在这些私人医疗机构进行检测。检查对象是疑

似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或医生认为有必要进行检测的病人。“紧急

使用许可”制度是指在担心传染病大流行、急需诊断试剂而国内没有

许可产品的情况下，由疾病管理本部提请审核，食品医药品安全部批

准，可以限时制造、销售和使用相关产品的制度。如果没有“紧急使

用许可”，相关审批流程可能至少耗时８个月。“紧急使用许可”制度

的实施，使韩国在大规模疫情出现之前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病毒检测

能力。疫情爆发后，韩国进一步扩大试剂盒生产能力，检测技术也不

断提升，更加便捷和准确。疾病管理本部２月５日表示，已从感染新

冠病毒的确诊病例中成功分离出毒株，将与科学界共同努力，尽快开

发出疫苗和治疗药物。

五是对中国进行大力支援。２月３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主持首席

秘书和辅佐官会议时强调，“中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要“齐心协

力、全力支援，协助韩国的最大人员往来国和近邻中国克服疫情”。据不

完全统计，截至２月１０日，韩国各界及在韩中资机构累计捐款捐物约合

人民币１．９５亿元，包括８２４６．５４万元捐款以及７３５．１７万只口罩、３５．７６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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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防护服、３３．５万个护目镜等防护物资。① 韩国政府和民间积极对华援

助，赢得中国各界广泛赞誉。同样，当韩国疫情爆发之际，中国中央政府

和地方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和个人也积极向韩国捐助医疗物资，支持韩

国抗击疫情，谱写了一曲“投桃报李”的动人篇章。

（二）控制疫情在国内社区传播阶段

第二个阶段为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８日至３月９日，韩国政府在该阶段主

要目的是控制疫情在国内社区传播，并为此采取相关举措。

一是将预警级别升级为“严重”红色预警。２月１８日，韩国大邱确诊

第３１号病例，该患者引发大规模感染。２月２３日，韩国累计确诊病例达

５５６例。同日，文在寅总统主持召开了泛政府对策会议，决定把危机警报

升级为“严重”级 别，以 应 对 新 冠 肺 炎 在 全 国 扩 散 的 可 能。会 议 认 为，虽

然当前疫情是以特定地区（大邱、庆尚北道）和特定团体（新天地教会）为

中心，处于区域性 社 区 传 播 的 初 期 阶 段，但 考 虑 到 传 播 速 度 快 且 存 在 向

全国扩散的可能性，需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此时预警升级是预期

疫情发展势头凶猛而采取的提前应对举措。在红色预警下，韩国政府成

立中央灾难安全 对 策 本 部，国 务 总 理 任 本 部 长，保 健 福 祉 部 部 长 任 第 一

次长兼任中央事故处理本部长，行政安全部部长任第二次长兼泛政府对

策本部长，以进一步加强跨部门及中央和地方的协同支援体系。

３月３日，文在寅总统主持召开国务会议，强调“整个国家都进入了

与传染病的战争状态”，要求将政府所有组织机构转换为２４小时紧急状

况室体制，全力应对新冠疫情。该警戒级别不在公共卫生危机预警级别

之内，是在极严峻形势下，韩国政府为动员所有资源而采取的应对举措。

二是加强对大邱等重点疫区的管控。２月２１日，韩国政府将疫情严

重的大邱市、庆尚北道清道郡指定为“特别管理地区”。２月２３日，保健

福祉部部长朴淩厚宣布对两地实行严格管控政策，要求该地区居民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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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国各界为我抗击疫情无偿捐赠累计接近２亿元》，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韩民国大使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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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周内自行克制外出，并要求有症状者通过筛选诊所迅速接受检查。另

外，要求对访问该地区的外地人，也按同样标准克制外出，有症状时迅速

接受检 查。３月５日，韩 国 政 府 将 庆 尚 北 道 庆 山 市 指 定 为“特 别 管 理 地

区”。针对导致疫情蔓延的 新 天 地 教 会 网 络，韩 国 政 府 要 求 其 成 员 主 动

进行病毒检测。２月２２日，中央事故处理本部表示，通过大邱市及新天

地大邱教会的协助，掌握了大邱地区所有信徒（９０００余人）的名单。中央

事故处理本部要求参加 相 关 宗 教 活 动 的 人 如 实 告 知 地 方 政 府。鉴 于 有

数百名新天地教会成员不接受病毒检测，大邱市市长于３月９日发布行

政命令，要求所有新天地教会成员进行病毒检测，否则将处以３００万韩币

（约合人民币１．７万元）的罚款。

三是修改相关法 律，做 到 有 法 可 依，切 实 提 高 防 疫 措 施 的 威 慑 力 和

执行力。２月２６日，韩国国会紧急通过了《传染病预防及管理相关法律》

《检疫法》《医疗法》等法案的 修 正 案，统 称“新 冠 三 法”。《传 染 病 预 防 及

管理相关法律》新增内容包括：为尽快应对新型传染病，明确从传染病疑

似者阶段开始，可以采取必要措施，其中新设“传染病疑似者”定义，为对

传染病疑似者进 行 自 我 隔 离 提 供 了 依 据；违 反 住 院 或 隔 离 措 施 的 惩 罚，

从修订前的３００万韩元（约合人民币１．７万元）以下罚款，提升为１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１０００万韩元（约合人民币５．７万元）以下罚款；一级传染病

流行时，保健福祉 部 有 权 禁 止 医 药 相 关 产 品、医 疗 物 资 等 出 口 或 运 往 国

外。《检疫法》新增内容包括：每５年制定和实施检疫管理基本计划，细化

检疫检查对象（包括航空器、船舶、陆路交通工具等）；将检疫信息系统与

拥有出入境信息、护照信息等相关机构的系统相连接；为电脑、视频信息

处理仪器、电子感 应 器 等 设 备 应 用 于 检 验 检 疫 提 供 依 据；对 于 在 传 染 病

发生地区滞留、经 由 的 人 员 等，保 健 福 祉 部 部 长 可 向 法 务 部 部 长 明 确 要

求其禁止出国或入 境。《医 疗 法》新 增 内 容 包 括：新 设 医 疗 机 构 内“医 疗

相关感染”的定义，为医疗相关感染的监管提供依据等。

四是建立韩版方舱医院“生活治疗中心”，收治轻症患者。２月底，大

邱、庆北地区新增 确 诊 患 者 暴 增，出 现 了 确 诊 患 者 无 法 及 时 入 院 治 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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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２月２９日，韩国单日新增病例达到９０９例的峰值，主 要 病 例 集 中

在大邱、庆北地区。３月２日，韩国政府将位于大邱的中央教育研修院改

建为“生活治疗中心”，隔离、收治轻症患者。此后，韩国陆续改建大公司

员工宿舍、培训中心等为“生活治疗中心”。“生活治疗中心”扮演了中国

“方舱医院”的角色，对遏制疫情向社区蔓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

着“生活治疗中心”收治能力的提升，疫情快速蔓延态势逐步被遏制。

（三）严防境外输入型病例与促进经济重建阶段

第三个阶段为２０２０年３月９日至今。韩国政府在该阶段采取诸多

措施，严防境外特别是来自日本、欧洲等地的输入型病例，同时防范金融

风险，促进经济重建。

一是加强对来自日本、欧洲等重点区域人员的机场检疫。韩 国 自３

月９日起将赴日本的旅行警告上调至二级。随着疫情蔓延，韩国陆续启

动对意大利、伊朗等国的特别入境管理措施。韩国外交部自３月１９日起

面向以往未发布旅行预警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发布一级旅行预警。自３月

２２日起，韩国对所有从欧洲入境的旅客在机场进行新冠病毒检测。检测

结果为阳性者直接入院治疗；为阴性者进行１４天隔离。随着美国疫情蔓

延，韩国也加强了对来自美国的入境者的检疫、检测和隔离措施。

二是启动对重点疫区的经济补偿和经济刺激。３月１５日，韩国单日

新增确诊病例降到１００例以下。当日，文在寅总统宣布大邱、庆北清道庆

山市、清道郡、奉化郡为“特别灾难地区”。国务总理丁世均表示，上述地

区集中了８３％的 确 诊 病 例、８７％的 死 亡 病 例。韩 国 政 府 为 尽 快 克 服 危

机，从国家层面支援这些地区。中央政府支援全部受灾重 建 费 的５０％，

包括防疫管理费用、居民生活安居费用、死亡和受伤者救助资金等。

三是防控金融风险。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韩国股市连遭重

创，多次触发 熔 断 机 制。首 尔 综 合 指 数（ＫＯＳＰＩ）在 一 个 月 内 下 跌 超 过

３０％。３月１９日，韩币大幅贬值，创１１年 来 新 低。是 日，文 在 寅 总 统 主

持召开首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紧急经济会议，宣布将推出规模达５０万亿

韩元（约合人民币２７７０亿元）的金融救济措施，稳定受疫情冲击的民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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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当日，韩国央行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签订为期６个月的货币互换

协议，规模达６００亿美元。这一规模大约是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时的两倍。

韩国央行表示，将继续与主要国家央行保持合作，全力稳定金融市场。

　　三、韩国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应对新冠疫情的成效

　　笔者认为，评价一国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对某一传染病防治的效

果，可从病例数、人口患病比例、患者死亡率以及疫情对经济影响等四个

方面，将相似境 遇 的 国 家 进 行 横 向 比 较。根 据 韩 国 疾 病 管 理 本 部 数 据，

截至８月２０日 零 时，韩 国 累 计 新 冠 肺 炎 确 诊 病 例１６３４６例，治 愈 出 院

１４０６３例，死亡３０７例，死亡率约为１．８８％。根据各国公布的相关数据，

韩国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抗击疫情的效果明显好于美国、英国、法国、

德国、意大利、加 拿 大、日 本 等 主 要 发 达 国 家。在 没 有 实 行 硬 性“封 城”

“封国”措施的情况下，韩国经济社会保持了相对稳定的运行。世界卫生

组织总干事谭德塞３月１６日表示，韩国具备很强的检测和抗击疫情 能

力，感染人数“急速下降”，“经验丰富”的韩国值得学习。截至目前，韩国

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表现可圈可点，主要体现在

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韩国没有将疫情政治化，而是充分利用了中国给世界抗疫争取

到的宝贵时间。２０２０年１月３日，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美 国 及 其 他 国

家通报了不明原因新型 肺 炎 的 情 况。韩 国 公 共 卫 生 危 机 管 理 体 系 在 获

悉信息后，第一时间启动相关预警，各部门迅速行动起来，从机 场 检 疫、

医疗物资、病毒检 测 试 剂 等 方 面 做 了 积 极 准 备。可 以 说，这 次 疫 情 中 韩

国打的是“有准备之仗”。有国家政客当初以为新冠病毒只传染亚洲人；

有国家将疫情政 治 化，以 此 来 攻 击 中 国；有 国 家 对 来 自 中 国 的 入 境 人 员

加强防范，却 对 来 自 其 他 国 家 的 人 员 疏 于 管 理。韩 国 在 新 冠 疫 情 应 对

中，没有像有些国 家 那 样 陷 入 种 族 主 义 的 傲 慢 和 意 识 形 态 的 偏 见，而 是

把它当作一种新发传染病科学应对。截至８月２０日零时，韩国所有确诊

病例中有２６８８例来 自 海 外，其 中 只 有１９例 来 自 中 国，占 总 输 入 病 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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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另，８３６例来自美洲，５４３例来自欧洲，１２２１例来自中国之外的亚

洲国家，６４例来自非洲，５例来自澳洲。这些海外输入病例中，韩国人约

占６５％。韩国的经验表明，在传染病面前，科学应对才能取得成功，种族

主义的傲慢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只会贻误战机。

韩国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预警机制表现出色，与２０１５年对ＭＥＲＳ

早期预警不力导致损失惨重后进行的体系改进有关。２０１２年９月 确 认

ＭＥＲＳ病毒后，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相关警告文件。而韩国疾病管理本

部并没有拿出 应 对 ＭＥＲＳ的 完 备 方 案，导 致 其 在 疫 情 早 期 应 对 不 力。①

２０１６年１月，为改善新型传染病的“切断传入与初期应对”，韩国在疾病

管理本部设立并运营２４小时应对新型传染病紧急状况室，组成官方、民

间协同反应的快 速 行 动 小 组，任 命 多 名 中 央 政 府 和 省 级 流 行 病 调 查 官，

构建起迅速应对新型传 染 病 的 运 行 体 系。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危 机 警 报 启 动

后，预警级别按照相应疫情状况逐步提升，各部门开展应急协同反应，体

现了传染病防治相关机构运行的制度化与规范化。

二是防疫指挥体系科学完备、运行良好。韩国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

系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基本上是围绕疾病管理本部展开的，自始至终该机

构都是防疫的控制塔，其它机构对疾病管理本部进行支援和协助。从发

布信息到组织防 疫，疾 病 管 理 本 部 都 表 现 出 充 分 的 专 业 性、权 威 性。即

便指挥权限上移，保 健 福 祉 部 部 长 执 掌 的 中 央 事 故 处 理 本 部、国 务 总 理

执掌的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也在有序推进泛政府协作，不仅没有动摇

疾病管理本部的防疫核心作用，反而使其地位有所加强。

疾病管理本部防疫控制塔地位的确定，与 ＭＥＲＳ之后韩国公共卫生

危机管理体系治理改革直接相关。２０１５年，疾病管理本部从原来的局级

升格为副部级，而且通过修订危机管理标准手册（２０１６年６月）和公共卫

生危机管理对策（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明确了不论公共卫生危机处于何种阶

段，疾病管理本部都负责具体指挥防疫工作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在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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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新冠疫情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提升了整个卫生体系的应对能力

和防疫效果。鉴于疾病管理本部的重要性，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０日 韩 国 总 统

文在寅表示 要 把 疾 病 管 理 本 部 升 级 为 疾 病 管 理 厅，增 强 专 业 性 和 独 立

性，增加相关专业人员并建立地方疾病管理机制。

三是政府与私营部门通力合作，共同抗击疫情。在传染病流行蔓延

的情况下，韩国政 府 充 分 利 用 一 切 可 动 用 的 保 健 医 疗 资 源，为 最 大 限 度

减少损失、缩短诊疗时间提供了保障。疾病管理本部、保健福祉部、食品

医药品安全部等机 构，较 早 对 相 关 私 营 企 业 发 放“紧 急 使 用 许 可”，并 将

病毒检测能力下沉到基层民营检测机构。私营生物科技企业、私营医院

等的技术能力得 到 充 分 释 放，在 疫 情 防 控 中 表 现 出 色。例 如，韩 国 在 此

次疫情中的病毒检测能力、效率令世界瞩目，这是韩国能够实施“应检尽

检”防疫战略的 技 术 支 撑。韩 国 总 体 疫 情 稳 定 后，试 剂 盒 生 产 企 业 相 继

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批订单，为各国防疫提供支持。

四是严格按照法律、规章、制度要求，依法依规开展防疫工作。２０１５

年 ＭＥＲＳ之后，韩国修订了《传染病预防及管理相关法律施行规则》，提

供相应的法律依据，以便能够及时向有关部门和全社会公开患者的移动

路线，包括其所使 用 的 交 通 工 具、到 访 的 医 疗 机 构 及 密 切 接 触 者 的 现 状

等。因此，韩国政府 在 应 对 此 次 疫 情 中 的 诸 多 信 息 公 开 措 施 有 法 可 依。

此外，当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在防疫过程中再度遇到难以逾越的法律

问题时，韩国国会紧急通过“新冠三法”修正案，使政府行动有法可依，提

高了防疫措施的执行力和威慑力。例如，首尔市于３月２３日以故意延迟

上报、虚报教会设施、教徒名单，导致疫情扩散、防疫费用增加为名，起诉

新天地教会以及教主李万熙，并要求赔偿损失。对于新冠病毒检测试剂

盒的生产，韩国也是援引“紧急使用许可”制度依法进行授权。

五是信 息 公 开 透 明，让 普 通 民 众 知 情，自 觉 配 合 防 疫。２０１５年

ＭＥＲＳ期间，韩国政府 因 未 能 及 时 向 大 众 公 布 收 治 传 染 病 患 者 的 医 院，

而引发社会 不 满。此 次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中，韩 国 各 级 政 府 通 过 短 信 和 网

络，实时更新相关情况及确诊患者行动轨迹。有关部门每天通过两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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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新闻发布会及时公布疫情信息。在口罩严重短缺时，科学技术信息通

讯部向民间企业开放国 家 配 给 的 口 罩 销 售 数 据。企 业 利 用 这 些 数 据 开

发相关软件，让民 众 了 解 口 罩 的 销 售 信 息。根 据 政 府 公 布 的 信 息，韩 国

企业还开发了多款手机软件，其 中 最 受 欢 迎 的 一 款 是“ＣＯＶＩＤ１００”。当

手机接近确诊患者访问场所１００米以内时，系统自动发送警告通知。这

些新技术的使用和政府的信息公开，助力韩国科学抗疫。

需要注意的是，韩 国 在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国 内 社 区 传 播 阶 段 防 控 不 力，

教训是惨痛的，主 要 原 因 在 于 新 天 地 教 会。该 教 会 规 模 庞 大，组 织 网 络

复杂，活动场 所 人 员 密 集。当 时 又 有 教 主 兄 弟 的 丧 事 以 及 多 项 教 会 活

动，因人员聚集引发了病毒的广泛传播。特别是新天地教会成员身份隐

蔽且不愿被曝光，导 致 在 疫 情 出 现 社 区 传 播 时 检 测、追 踪 及 隔 离 难 度 陡

增。加之疫情重灾区是现政府政治反对派的大本营，政治因素也明显制

约疫情的防治进程。２０２０年５月以来，韩国接连发生梨泰 院 夜 店、电 商

Ｃｏｕｐａｎｇ京畿道 富 川 物 流 中 心、仁 川 开 拓 教 会、保 健 品 促 销 企 业 Ｒｉｃｈ－

Ｗａｙ等聚集性感染事件。疫情出现反复，与夜店、特殊性取向群体、传销

等不规范经营皆 有 关 系。这 表 明，韩 国 在 社 会 治 理 方 面 存 在 不 少 漏 洞，

需要引起重视。这一问题虽不属于公共卫生危机管理领域，但在未来公

共卫生危机管理制度设计中有必要将这些潜在不利因素考虑在内。

韩国汲取 ＭＥＲＳ疫情教训，对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进行了调整和

改进。在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韩国充分利用中国抗疫为他国争取的宝

贵时间，积极妥善 应 对。公 共 卫 生 危 机 预 警 体 系 及 时 启 动，各 部 门 按 照

应急预案协同反应，防疫指挥体系完备、运行良好。得益于此，韩国能够

在面临宗教、政治 等 不 利 因 素 掣 肘 时，较 为 有 效 地 控 制 了 疫 情 蔓 延。当

然，疫情并没有平 息，韩 国 仍 面 临 很 大 的 国 内 聚 集 性 感 染 风 险 和 海 外 输

入风险。针对人群 聚 集、容 易 感 染 场 所 的 管 控，以 及 不 遵 守 相 关 规 定 的

个人或企业的问责机制亟需强化。从长期看，韩国在完善公共卫生危机

管理体系的同时，还需弥补社会治理方面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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