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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祭出最严“封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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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2月14日下午，日本汉字能力

检定协会在日本京都的清水寺宣布，“密”当

选日本2020年度汉字。

当天下午，清水寺森清范住持手提一支

巨大的毛笔，在纸上挥毫写下了今年的年度

汉字———“密”。

这一汉字从全国208025张选票中脱颖

而出，以28401票当选。

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解释，选择

“密”的最常见理由是，新冠肺炎疫情蔓

延之下，大家与自己所爱之人的关系变

得密切；另外，政界和演艺界的秘密变

多了。

此前，日本“新词流行语大奖”12月初

揭晓了该国2020年度最流行词，“3密”一词

当选。

“3密”是“密闭空间”“密集场所”“密接

场面”三个词的简称，是新冠疫情下容易增

加感染风险的三种情况。

此外，2020年，日本政界和娱乐圈曝出

了很多“秘密”，也是选取“密”的理由之一。

日本1995年开始推出年度汉字，2019

年为“令”，2018年为“灾”，2017年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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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20年12月14日，日本京都，清水寺住持Seihan�Mori佩戴口罩用毛笔在纸上书写下汉字“密”。CFP/图

16日起执行

德国越来越认识到了形势的严峻性，防

疫措施也愈发严苛。当地时间13日，德国

联邦与各州政府商定，鉴于该国新增新冠

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居高不下，将从

16日起进一步收紧疫情防控措施，直至明

年1月10日。

这一“硬性封锁令”的力度几乎约等于

“全境封锁”了。根据这一措施，除销售食品和

必需日用品外的零售商店将关闭，学校、幼儿

园将停止面授课程但将提供远程教育，企业

雇主应为员工提供假期或居家办公方案。保

留餐厅外卖服务，理发等服务业将关闭。

另外，聚会也会严格限制。假期期间虽然

可适当放宽，允许进行聚会，但不含儿童在内

的人数上限为5人，且应为“关系非常近的亲

友，如配偶或直系亲属”，具体细节可由各联

邦州自行决定；跨年夜禁止售卖烟花爆竹，且

不允许进行聚会；宗教活动可在保证人际安

全距离的情况下进行。

据了解，这一决定是在当天紧急召开的

新冠峰会上决定的，重点讨论是在圣诞假期

之前还是之后实施更加严格的限制措施。

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德国总理默克

尔强调，从11月初开始实施的“轻度封锁令”

力度显然不够，近日德国疫情又出现了“指数

型增长”的势头，迫使政府不得不再次采取行

动，以防公共卫生系统超负荷运转。

今年10月28日，默克尔与各州州长会谈

后宣布，将从11月2日起至11月底在德国全境

实施包括关闭大部分公共设施、餐饮娱乐场

所以及限制个人出游等在内的多项措施。这

被外界看作是“轻度版封锁令”；11月25日，相

关措施被延长至12月20日，并收紧了私人聚

会人数限制、戴口罩等相关规定。12月2日，收

紧后的措施再度被延长至明年1月10日。

就在不久前，默克尔发表了“最牵动人心

的一次讲话”，在2月9日联邦议院的一般性辩

论的演讲中，默克尔双手合十，眼含热泪，她

言辞恳切地希望民众能够遵守科学防疫规

定。“我很抱歉，我发自内心地感到抱歉。如果

我们（为圣诞假日）付出的代价是每天有590

人死亡，那么这是绝不可接受的。”

痛心疾首的默克尔

第一轮疫情期间，德国曾被认为是“抗疫

模范生”，0.2%的确诊死亡率几乎是全球最

低，但当前的德国已经狼狈不堪了。就连向来

以理性的“铁娘子”画风示人的默克尔，也不

得不选择用感性的话语去苦劝民众，这几乎

是史无前例的，“减少接触，否则可能会失去

至爱”。

默克尔的痛心绝不是言过其实。如默克

尔在发布会上所言，虽然“轻度版封锁令”已

经实施了6周左右，但德国疫情并未出现好转

迹象，甚至近期每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数和死亡病例数双双创下新高。

“平均每两分半钟就有一个德国人死于

新冠肺炎”，德国媒体的这句话形容了12月10

日该国的疫情形势，当天，德国新增确诊

29875例，新增死亡598例，均刷新疫情暴发以

来的纪录。

而根据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

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2月13日0

时，德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320716例，

较前一日新增了20200例；累计死亡病例

21787例，较前一日新增321例；累计痊愈约

967900例，现存病例约331000例。

日增2万例的压力，让德国的医疗系统也

处于超负荷运转的状态中。据德国跨学科重

症和急诊医学协会的统计，德国的重症护理

人员缺口多达3500-4000人，不少医院护理

人员受到感染不得不停工，医院运转受到很

大影响。

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表示，德国

政府对疫情的管控已经升级，态度明显变得

紧张。冬季是疫情高发期，高涨的确诊人数给

德国的医疗体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德国重

症床位数已经用掉八成左右，如果疫情发展

越发严重，后果将不堪设想。

但让德国联邦政府心急如焚的不只是疫情

自身的发展，还有民众对防疫措施的不配合。

自政府宣布实施“封锁令”以来，德国各

地都会举行反防疫措施游行。上月18日，德国

首都柏林市中心的勃兰登堡门附近爆发了数

千人的游行抗议活动，民众不满于德国政府

的《感染保护法》修正案，认为政府正在威胁

公民的权利以及自由并且《感染保护法》的修

正有违德国的《基本法》。

上周末，多家法院已禁止在12日举行

反封锁措施示威活动。但在12日当天，“横

向思维”组织的支持者和抗议该运动的人

员仍然走上街头，并在市中心与警察发生

了冲突。

在抗疫和抗议之间，德国政府一直在小

心平衡，但显而易见的是，当下的局势已经不

容许有更长时间的拖延了。

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复旦大学

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分析称，一方面，

整体来看，现在是第二波疫情的高峰，新增病

例和死亡数都创新高，再加上圣诞节逼近，聚

会可能会增多，从而导致新一轮的高峰；另一

方面，如果趁着假期期间加大社交限制措施

的力度，收到的效果可能会比非假期期间有

效，不排除德国有这方面的考虑。

至于反对声音，丁纯表示，肯定会有，但

在德国不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整体来看，德

国还是比较守纪律的民族，大部分民众还是

比较配合的，政府的执行率也是比较到位的。

失速的火车头

疫情肆虐，经济急转直下，这是当前德国

的主要压力，对于“硬性封锁令”对经济将会

造成的冲击，德国似乎也做好了准备。

当天，默克尔做出承诺，将提供更多经济

扶持政策，帮助企业和个人渡过难关。德国财

长肖尔茨也表示，将为受影响的企业每月提

供至多50万欧元。

数据显示，当前德国IFO商业景气指数已

是十几年来的最低值，11月已由10月的92.5

跌至90.7。其中，贸易和服务业的指数下降最

为严重，分别下降了4和3.1。同时，失业率也在

上涨。根据最新公布的德国贫困报告，有

15.9%的德国人（约有1320万人）生活在贫困

线以下，即收入不到中位收入的2/3，达到了

两德统一以来的最高水平。

张孝荣坦言，短期之内德国的经济活动

将受到明显的影响。

但重重压力之下，德国似乎打算“背水一

战”了。为了让民众安心接受防疫措施，德国

议会今年暂停了德国的“债务刹车”计划，允

许政府净新增债务高达2180亿欧元，为救助

和刺激措施融资。

在此背景下，德国政府日前宣布，2021年

计划新增债务1798.2亿欧元，比此前肖尔茨

预计的960亿欧元增加了至少640亿欧元，几

乎是最初预想金额的2倍，是德国战后历史上

第二大年内净贷款金额。

根据最新的预算草案，在新增债务中，

395亿欧元将用于支持业务受到新冠疫情冲

击的企业。大约有27亿欧元可用来支付疫苗。

丁纯分析称，这次财政预算制定时应还没

有出台严格的“硬性封锁令”。其实今年德国经

济出现过较强的反弹，但在疫情的第二波冲击

下，德国经济复苏又遇阻碍，且短期德国和欧

洲的疫情不可能结束。加之，相对其他欧洲国

家，德国本身财政的情况比较好，愿不愿意转

向赤字财政只是一个观念改变的问题，而这个

转变除了源于对其国内疫情和经济的认知，也

包括审时度势，认清德国需求、经济与欧洲其

他国家经济的关系。毕竟除了德国自身经济需

要赤字财政纾困之外，德国是欧洲的火车头，

如果德国自身需求不振，也难带动欧洲国家经

济和需求。与其让其他财政状况不好的欧洲国

家持续搞扩大财政赤字，最后公共债务居高不

下，拖累德国，不如德国自己扩大财政赤字，带

动欧洲经济，反哺德国。

值得一提的是，不只是德国，整个欧洲已

经释放出了明确的信号，大肆“放水”助力欧

元区应对第二波疫情的考验。

在12月10日的欧洲央行理事会上，欧洲

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宣布扩大并延

长紧急措施，以支持欧元区经济。其中，欧洲

央行最有力的措施是将扩大主要的抗击病毒

工具———大流行病紧急采购计划（PEPP），将

购债规模增加5000亿欧元，使总额达到1.85

万亿欧元，该计划的期限也从2021年6月延长

至2022年3月。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果然，秋冬才是防疫的大考，不幸的

是，日韩在这一点上均没能通过考验———

同一天，两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均创下新

高，更让人头疼的是，高致病性的禽流感病

例也再度出现，引发民众对于禽流感疫情

持续扩散的担忧。对于经济刚有起色的日

本和韩国而言，这绝不是一个可以掉以轻

心的信号。

新冠疫情卷土重来，禽流感又来“添乱”。

当地时间13日，日本滋贺县政府证实，东近

江市一家养鸡场检测出H5亚型高致病性禽

流感病毒。滋贺县由此成为日本47个都道府

县中第10个出现禽流感的地方。根据新华社

的报道，日本今冬第一起禽流感病例11月初

出现在香川县，随后福冈、兵库、宫崎、奈良、

广岛、和歌山、大分也出现疫情。这些县主要

集中在日本西部。

同一天，韩国南部全罗南道灵岩郡的两

家养鸭场也检测出两例H5N8型禽流感病

例，事发地位于首都首尔以南384公里处。据

了解，这是韩国今冬出现的第11例和第12例

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韩国总理丁世均11日

说，目前正是遏制禽流感疫情向全国扩散的

“关键节点”。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发布的数

据显示，截至11日，韩国已扑杀染疫养殖场

440多万只家禽。

所有的坏事似乎都赶在了这一天。据日

本媒体13日报道，最近的统计数据显示，日

本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达到3041例，为当地疫

情暴发以来新高。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13

日也通报说，截至当天0时，韩国单日新增确

诊病例1030例，是当地疫情暴发后首次过

千。为此，韩国将加大筛查力度，从14日开始

在首都圈地区分阶段新设150多个新冠临时

筛查所，扩大筛查范围。

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仍是外界关注的焦

点。根据共同社的报道，当地时间13日下

午，针对是否将暂停东京都和名古屋旅游

补贴项目“GoToTravel”这一问题，日本

首相菅义伟在官邸与经济再生担当相西村

康稔、厚生劳动相田村宪久、官房长官加藤

胜信进行了磋商。在这之后，西村在官邸对

媒体表示，将继续就此事与地方政府展开

协调。

曾经的“GoToTravel”承载着的是对

当地经济的提振，但随着疫情的反弹，这一

项目很明显已经无法进行。目前，日本疫情

热点地区北海道和大阪已经被排除在“Go

ToTravel”之外。由于新冠疫情仍在这两个

城市蔓延，日本中央政府正在考虑扩大限制

措施。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家成表

示，日本疫情防控措施无法落实到位，日本国

民也并没有因为疫情的严重而减少外出。如

果疫情一直这样下去的话，很可能会影响到

明年的东京奥运会。对日本来说，一方面是内

循环起不来，另一方面外国游客也进不去，想

通过奥运会提振经济的期待也会化为泡影，

既有近忧，又有远虑。

菅义伟的支持率已经率先有了反应。

日本媒体14日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菅义伟政府最新支持率为40%，比11月7日

的民调结果下跌17个百分点；不支持率则

从36%上升至49%。《每日新闻》报道，这是

日本新政府9月组建以来不支持率首次超

过支持率。

同样的情况也在韩国上演。自11月以

来，韩国多次上调防疫响应级别，目前首都圈

和其他地区处于2.5级和2级。韩国总统文在

寅称，韩国正遭遇自疫情出现以来“最大危

机”，若不能控制蔓延，只能将防疫响应级别

调至最高级3级。防疫响应级别上调至3级意

味着经济将再度停摆———禁止10人以上聚

集，电影院、体育场等关闭，学校停止线下授

课，大部分机构采取居家办公，公共交通减少

运力等。

韩国智库开发研究院此前发布报告称，

疫情第三波大流行，将让经济再陷低迷，以服

务业为主的内需将疲软。韩国统计厅提到，

49.7%的受访者称疫情导致失业或严重影响

收入水平。

不过，李家成也提到，比较幸运的一点在

于韩国民众对疫情的防控配合度相对较高，

如果几周之内防疫措施到位的话可能会有反

转。另外虽然韩国有购买疫苗的计划，但特朗

普已经明确表示了美国的疫苗优先，韩国疫

苗能不能到位还难说。此外疫苗的运输及接

种也都是问题，整体而言疫苗只能是利好，但

还是要以防控为主。此前有评级机构调高了

韩国今年整体的经济增长率，但眼下韩国疫

情已经十分严重，对经济的抑制也可能非常

明显。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铁娘子”默克尔失控哽咽5天后，德国祭出了最严的“封锁令”，从中小学到零售商，都在被严格限制的范围之列。这背后，是德国当下难以遏制的疫情形势，是负担

日益沉重的医疗系统，也是默克尔的痛心疾首。相较于第一轮疫情时的态度，当第二波疫情愈发肆虐时，显然，所有国家都拿出了十二万分的警惕性，没有谁能再一次

承受大规模的死亡和暴跌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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