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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020年1月上中旬制造业PMI位于临界点——

当前疫情不会影响中长期运行态势
本报记者 林火灿

全国铁路系统：

2204个车站开展进站测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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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有效控制并最终战胜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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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

确保“菜篮子”“米袋子”持续稳定供应

当地时间1月30日晚，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这一发布，乍一听有点吓人，但其实情况并非那么
糟糕。“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只是一个警报机
制，用以预警其他国家加强防控，没必要夸大其影响。世
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同时强调，世卫组织不赞成甚至反
对对中国实施旅行或贸易限制。

首先，这一决定不只针对中国，而是从全球防疫角度
考虑。“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标准是疾病通过
国际传播对其他国家构成公共卫生风险，因而需要采取
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当前，全球范围内除中国外，
共有16个国家和地区确诊病例77例，并出现人传人现
象。发布这一决定，并非因为中国疫情恶化，而是因为疫
情已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出现。同时，这一决定绝不是对
中国没有信心；恰恰相反，中国为疫情防控作出的努力，
尤其是防控措施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这一决定与制裁无关。“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和所谓“疫区国”毫无关系，更不会限制各国与
中国的贸易和人员往来。自 2005 年新版《国际卫生条
例》生效以来，世卫组织一共宣布了5次“国际公共卫生
紧急事件”，均建议各国不要采取诸如停发签证、进口禁
令、关闭边境、取消航班等边境措施。

世卫组织明确表示，不赞成甚至反对对中国采取旅
行或贸易禁令。通过发布临时建议，世卫组织可协调各
国行动，避免一些国家采取不必要的过激措施。当前疫
情还在发展，需要做更多研究，这一决定也有助于推动各
国采取科学合理适度的防范措施，加强信息分享，共同抗
击疫情。

再次，这一决定可根据疫情变化调整。“国际关注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预警机制属于临时建议，有效期
为3个月，并可根据疫情发展随时撤销或修改。只要疫
情得到有效控制，感染人数和风险明显回落，世卫组织就可讨论取消这一预警。

最后，这一决定不会成为中国经济“拐点”。被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只会对中国经济产生短期影响。无论消费、投资，还是进出口贸易，面临的压
力都是暂时的。一旦疫情“警报”解除，被压制的国内消费、投资和进出口贸易很快
就会恢复。“中国经济将因此倒退20年”的说法完全是危言耸听。

目前，我们最需要的是全力支持和配合国家打赢抗击疫情这场战役。中国已
经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的防控举措，反应速度和措施标准远超《国际卫生条例》水
平，赢得了国际组织和多国人士的赞誉。中国完全有信心和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防
控阻击战。因此，对于“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预警要理性看待。

新华社日内瓦1月30日电 （记者陈俊侠 刘
曲） 当地时间1月30日晚，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
德塞在日内瓦举行新闻发布会，说明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谭德塞强调，世卫组织不赞成甚至反对对中国采取旅
行或贸易禁令。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当传染病疫情满足相应
条件时，总干事有权认定疫情构成突发事件。自《国
际卫生条例》2007年生效以来，世卫组织曾多次发
布有关疫情为突发事件。认定某种疫情构成“国际关
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旨在动员更多国际资源应

对疫情。
谭德塞在发布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疫情防控。中方始终坚持公开透明原则，及
时发布信息，快速识别病毒并分享基因序列，采取果
断有力措施控制疫情传播，体现的不仅是对本国人民
生命健康的高度负责，更是对全球疾病防控的大力支
持。他相信中方将有效控制并最终战胜疫情。中国为
抗击疫情所作的努力值得尊重和赞赏，值得学习致
敬。事实上，中国采取的很多防控措施远远超出应对
突发事件的相关要求，为各国防疫工作设立了新
标杆。

谭德塞说，目前疫情还在发展，需要做更多研
究，特别是卫生系统脆弱的国家要加强疫情应对，这
是发布疫情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主要原因。这也是
从全球卫生安全出发，实现以证据为基础的科学理性
冷静应对的必要举措，有助于其他国家采取科学合理
适度的防疫措施。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
发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世卫组织的
常规做法。中国现在的防控措施是最严格的，是非
常有效的，我们有信心能够有效控制疫情，最终战
胜疫情。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31日电 （记者陈芳 屈
婷 王秉阳） 北京时间1月31日凌晨，世界卫生组
织总干事谭德塞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构
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建议对中国
采取旅行和贸易限制。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31日表示，中国政府高度
重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已经采取最
严格的防控措施。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有效控制并最
终战胜疫情。

此前，总干事召集了《国际卫生条例》突发事件
委员会会议（由独立专家参会）。我国专家在会上介
绍了最新的疫情形势和已采取的各项防控措施，并积
极参与了会议讨论。该委员会向总干事提出了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建议和临时建议。

与会专家和谭德塞高度赞赏中方疫情防控努力，
强调这一宣布将进一步动员国际资源，有助于世卫组
织为卫生体系薄弱、公共卫生能力不足的国家提供必

要的国际援助。同时，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发布临时建
议，可协调各国行动，避免有的国家采取不必要的过
激措施。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
工作，已经采取最严格的防控措施。我们有信心、有
能力有效控制并最终战胜疫情。希望国际社会理解和
支持中国的疫情防控工作，并与中方一道，按照《国
际卫生条例》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共同做好疫情防
控，维护地区和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1月31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
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中国采购经理指数（PMI）。截
至1月20日，1月份中国制造业PMI为50.0%，比上月
回落0.2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
数为54.1%，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综合PMI产出
指数为53.0%，比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我国企业生
产经营活动总体扩张有所放缓。

专家表示，调查期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影响尚未在调查中充分显现，后期走势需进一步观
察。目前来看，疫情对短期经济运行带来冲击，但不会
影响中长期运行态势，宏观政策需随着疫情发展提早
调整。

尚未充分反映疫情影响

1月份，制造业PMI为50.0%，较上月小幅回落
0.2个百分点，处于荣枯线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
究员张立群认为，这表明经济继续显现趋稳态势。从
历年1月份PMI指数变化看，多数年份均为下降，主要
是受到季节性因素影响。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分
析说，1月份，制造业需求扩张加快，生产增速放缓。
反映市场需求变化的新订单指数为51.4%，比上月上
升0.2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生产指数
为51.3%，比上月回落1.9个百分点。

可喜的是，新旧动能接续转换，高技术行业引领发
展。从重点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和消费
品行业PMI为52.9%、50.7%和50.5%，分别高于制造
业总体水平2.9个、0.7个和0.5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
制造业自2019年9月份以来扩张步伐持续加快；高耗
能行业PMI为49.0%，继续位于收缩区间。

记者了解到，受近期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因
素影响，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升至 53.8%，为
2018年11月份以来的高点，其中石油加工、钢铁等行
业位于60.0%以上的高位区间，相关企业采购成本加
大。出厂价格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
点，继续位于收缩区间。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表示，
年初春节假期往往是制造业生产淡季，由于本次调查
时点在1月20日之前，因此本月PMI数据并未充分反
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

张立群表示，1月份，制造业新订单、采购量、生产
经营活动预期等指数均为上升，表明内需继续趋稳，企
业预期继续回稳，生产经营活动保持恢复态势。

非制造业开局良好

1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4.1%，比上月
上升0.6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总体延续2019年末上升
走势。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认为，1月份，
非制造业延续2019年四季度平稳较快增长趋势。综
合指数变化，非制造业延续2019年四季度以来的平稳
较快增长趋势，开局良好，为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奠定
基础。

赵庆河分析，1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3.1%，比上月微升0.1个百分点，增势平稳。从基本
面看，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7个行业的商务活动
指数位于扩张区间，服务业多数行业运行比较稳定，其
中邮政快递、电信、银行等行业位于60.0%以上高位景
气区间。从价格情况看，投入品价格指数与销售价格
指数为52.8%和50.2%，分别比上月上升0.5个和0.3
个百分点。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专家表示，从服务业看，经
济运行仍存在积极因素。一是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带动
作用仍较稳定，金融业商务活动指数虽有回调，但仍保
持在较高水平。二是企业对后市预期良好，备货较为
积极，大宗商品批发业商务活动指数和新订单指数较
上月均有明显上升。三是节日相关消费需求提前释放
带动相关行业增长。节日消费对居民网络消费的拉动
作用明显，邮政快递业活动保持活跃，商务活动指数较
上月明显上升。同时，节日消费带动电信服务业行业
活动明显上升。

1月份，建筑业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建筑业
商务活动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9.7%和53.8%，
表明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补短板强弱项等措施推动
下，建筑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稳步增长。同时，业务活动
预期指数为64.4%，环比上升5.2个百分点，表明建筑
业企业对市场前景乐观，行业有望延续较快增长。专
家表示，基建投资有望继续发力稳增长，对经济的拉动
作用将进一步显现。

宏观政策需作适度调整

1月份，综合PMI产出指数为53.0%，比上月回落
0.4个百分点，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扩张有所放
缓。构成综合PMI产出指数的制造业生产指数和非
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51.3%和54.1%，环比一
落一升。

张立群表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仍较明显，特别是
正处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关键期，其
影响在1月份PMI指数中尚未显现，但对近期经济走
势的影响不容低估。要继续抓好抓实稳增长各项工
作，着力扩大内需，确保中国经济在空前严峻复杂形势
下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专家文韬认为，综合来看，经济
运行整体稳定。不过，疫情短期内将对制造业产生影
响：一方面，春节后企业开工复工推迟，生产增速放缓；
另一方面，市场需求增速或将趋降。疫情解除后，前期
由于开工复工迟滞所积累的市场需求将集中释放，生
产、投资与消费加快增长，带动经济较快回升。

从非制造业看，非制造业开局良好，有利于经济保
持平稳增长。当前疫情短期内会对生产与消费产生一
定影响。但疫情解除后，积聚的需求能量将集中释放，
拉动经济保持较快增长。

总体来看，非制造业供需活动平稳趋升，开局良
好，为经济平稳运行奠定了基础。当前疫情短期内会
对非制造业产生影响，包括建筑业节后开工可能延迟、
一些和居民消费相关的重点服务行业活动将会受到影
响等。但当疫情解除后，前期积累的需求有望集中释
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损失。

“疫情对短期经济运行带来冲击，但不会影响中长
期运行态势。”唐建伟表示，目前来看，今年一季度经济
增长可能受疫情影响，二季度之后中国经济运行就有
望回归正常水平。

唐建伟表示，当前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在一季度将
体现出来，需要对宏观政策作适度调整，以提早应对疫
情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财政政策应针对疫情影响加
大定向支持力度，提供减税优惠和财政补贴，重点支持
受疫情冲击的消费、服务及生产型行业，尽快促进消费
扩张和生产恢复。货币政策应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引导市场利率下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本报讯 记者顾阳报道：为落细落
实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的决策部署，国家发展
改革委、商务部日前就做好生活物资运
输等综合保障工作进一步作出部署。

两部门指出，一是迅速抓好医用物
资、药品、粮油及食品加工、能源等生产
企业的复工复产工作。二是针对企业
复工复产面临的资金、用工、能源、产业
链配套等难题，积极帮助协调，切实保
障到位。三是建立健全重要物资供应
绿色通道，及时对接各地应急运输需
求，保障重要生活物资的运输需要。四
是加强对本地蔬菜、食品等日常消费需
求的市场监测，督促超市增加补货、补
架频次，及时投放储备蔬菜。五是严厉
打击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囤
积居奇、串通涨价等各种违法行为。六
是加大对生活必需品供应的政策支持

力度，进一步落实和完善重要生活物资
的政府临时储备制度，制定应急启用预
案。七是要主动发声、及时发声、准确
发声，如实介绍资源情况，回应群众关
切，坚决遏制不实传言和恶意炒作。八
是严格落实确保“菜篮子”产品和农业
生产资料正常流通秩序的通知要求，确
保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畅通无阻，能
够产得出、运得走、供得上。

两部门强调，要进一步落实好“米
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
制，全力保障本地区生活必需品市场供
应不脱销、不断档。完善生活必需品市
场“联保联供”机制，形成重点突出、涵
盖全国、运转高效的供给保障网。既要
增加粮油、肉类等生活必需品供应；也
要重点增加蔬菜供应，特别注意土豆、
白菜等耐储蔬菜的市场供应。实事求
是地宣传保供稳价进展，稳定预期。

海关总署：

对进口捐赠物资实施快速验放

本报北京1月31日讯 记者齐慧
报道：连日来，铁路部门科学调配运力，
全力保障防控和生产生活物资运输。
1月30日，全国铁路装车16.6万车，发
送货物1052万吨。截至30日18时，
全国铁路累计装运疫情防控保障物资
1373批、66848件、9370吨。

同时，铁路部门进一步加强防控措
施。目前，全国铁路已有2204个车站
开展进站测温、2298个车站开展出站

测温工作。
据了解，由于受疫情影响，目前春

运客流持续保持低位运行。1月30日
全国铁路、道路、水路、民航共发送旅客
1513.2万人次，比去年春运同日下降
84.1%。其中铁路发送旅客283.4万人
次，下降77.6%；道路发送旅客1156万
人次，下降85.4%；水路发送旅客12.75
万人次，下降 91.5%；民航发送旅客
61.0万人次，下降70.2%。

本报北京1月31日讯 记者顾阳
从海关总署获悉：1月24日至30日，我
国累计进口疫情防控物资16139批次，
5917.8万件，价值2.9亿元。其中，防
护用品占55.2%，共5885.3万件，价值
1.6亿元，主要包括口罩5622.8万个、
护目镜6.9万副、防护服73.8万件；药
品共10.7万盒，价值1343.6万元；消毒
物品共3.6万件，价值65.6万元；医疗
器械共9.5万件，价值2128.1万元。

据悉，1月24日晚，海关总署向武
汉海关下发通知，要求设立专门受理窗
口和绿色通道，第一时间为相关物资办

理通关手续，对进口捐赠物资实施快速
验放，并通知各关参照执行。1月26
日凌晨发布公告，境外捐赠的疫情防控
物资，海关可凭医药主管部门的证明先
登记放行，后补办相关手续。

1月27日，按照特事特办原则，海
关总署进一步印发通知明确进口疫情
防控物资快速通关措施，对专门用于疫
情防控治疗的进口药品、医疗器械等，
包括通过各类运输方式进口、旅客携带
和通过邮寄快递方式进境的疫情防控
物资，做到即到即提，确保通关“零延
时”，以最短的时间投入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