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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公共卫生防疫之基：“共同体”视角的思考—
基于新冠病毒疫情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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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冠病毒疫情促使我们全方位、深层次思考如何做好公共卫生防疫，减少大规模突发性公共卫

生事件发生，并能够在疫情出现之后及时有效应对。为此，需要以“共同体”理论为指导构筑公共卫生防疫

中的医患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地球生命共同体，以筑牢公共卫生防疫之基。多重共同体的构建

需要人类的自觉、智慧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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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the Base of Public Health Epidemic Prevention：Thin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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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pidemic situation of new coronavirus urges us to think about how to prevent and control epi⁃
demic in public health，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large-scale public health events，and respond effectively after the
emergence of epidemic situation. Therefore，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Public Health Epidemic Pre⁃
vention，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the community of doctor-patient fate，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nd the
community of life on earth，under the guidance of“community”theory.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ple communities
requires th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wisdom and action of all human be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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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疫情促使我们全方位、深层次思考如

何做好公共卫生防疫。回顾公共卫生作为学科一

百多年的发展历史，结合这次抗“疫”实践并借鉴我

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历史与经验，我们认为，人

民是公共卫生防疫的主体，只有把人民的公共卫生

防疫意识、防疫能力与防疫实践有机整合起来，组

成坚强的共同体，才能筑牢公共卫生防疫之基石，

从根本上预防与减少疫情发生，并能够在疫情发生

后及时有效应对。为此，需要以“共同体”理论为指

导，构建起公共卫生防疫领域的多重“共同体”。

1 “共同体”的理论资源

“共同体”一词源于希腊语Koinonia，意指古希

腊城邦设立的市民共同体，通过这种社会建制使人

民实现共同的“善”与“利益”［1］。后来共同体成为社

会学与政治学的研究范式。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也

使用共同体概念，他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幻

共同体”［2］，并预言了未来社会“真正的共同体”，指

出“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

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3］。对共同体进行

较为系统理论研究的是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

斯，他在 1887年出版的《共同体与社会》中阐释了

“共同体”与“社会”之间的差异，指出共同体是一种

具有共生共存关系的人的群体，是生机勃勃的有机

体，而社会是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是人们

经过谈判与妥协的产物。当代西方学界对共同体

进行了多视角研究，如法国社会学家爱米尔∙涂尔

干从“社会结构”角度研究共同体，英国社会学家齐

格蒙特∙鲍曼研究了传统共同体的“式微”、由此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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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个体的“脱域”以及现代社会共同体的重建等。

近年来，共同体理论逐渐进入我国国家治理与

社会治理领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

同体”，并从社会治理理论、治理机制、治理体系等

方面提出了建设对策。“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任务

的提出与建设对策的制定把我国“共同体”的理论

与实践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共同体理论对于治理包括公共卫生防疫在内

的社会公共事务有着独特优势，它启示我们，只有

构建好公共卫生领域各层级共同体才能筑牢公共

卫生防疫之基石。首先，公共卫生的产生与发展是

社会公共的与共同的事业，它关注社会集体行为，

以确保公众健康，其核心伦理原则是“个体权利与

整体利益的统一”和“团结互助”［4］，也就是需要处理

好生命个体与社会共同体的关系。其次，突发性公

共卫生事件发生后会造成各种社会危害，必须整合

社会力量与资源以有效应对。这时也最需要大家

“守望相助”［5］，携手共同抗击疫情。不仅需要构建

“医患命运共同体“，而且还需要构建其他方面的共

同体，以满足疫情期间人民生活与生产的各种需

要。这些共同体不只局限在一个地区或者一国内

部，很多情况下都需要国际之间相互合作，组成“人

类命运共同体”。第三，公共卫生防疫无法回避的

一个问题是，一方面人们要努力防御来自自然界的

细菌、病毒与其他寄生物的危害，另一方面人不能

完全脱离自然界，人与自然界中其他生命发生着各

种各样的联系与交往，并且现实中有人以非法手段

猎杀与捕食野生动物，这可能直接导致病毒传播。

就地球生态系统而言，人类居于生物链最高端，在

非对等情况下，人类更需要与其他生命之间构建起

不可分割的“地球生命共同体”［6］，维护与其他生命

之间的“共在”关系并保持必要“张力”，这是公共卫

生防疫的一个课题。

2 医患命运共同体：疫情医疗与救治中的共同体

疫情医疗与救治中的医患命运共同体居于疫

情应对的核心位置，其构建的速度与质量不仅直接

关系到患者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而且也决定着整

个疫情应对的总体进程。与普通时期医患命运共

同体不同，疫情期间医患命运共同体表现出两个突

出特点：

一是使命崇高。新型冠状病毒传播速度快，感

染率高。尽管如此，这次疫情发生后国家组织 29个
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队等调派 330多支

医疗队、41600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武汉、湖北［7］，组

成最美“逆行者”。有不少医护人员被感染甚至付

出生命代价，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护佑患者的生命。

医患之间生死与共、性命相连，构成命运共同体。

这样的医患命运共同体增添了悲壮的色彩，更提升

了崇高的精神境界。

二是构建难度大。面对突发疫情，各种应对策

略、物资等一时难以完全到位，在没有认清病毒性

质与如何有效应对的情况下，医护人员的服务可能

有不周之处，需要得到患者的理解；同时，病毒传播

起病快、原因一时不明、具有很多不确定性，患者会

产生恐慌、焦虑以及其他负面心理，医护人员也需

要理解与支持并做好医疗与安抚工作。同时，疫情

的传播会使被感染者人数增多，医护人员的工作量

增大，这都增加了疫情期间医患命运共同体构建的

难度。惟其如此，更突显医患之间在理解与支持基

础上相互包容与合作、携手抗击疫情结成医患命运

共同体的重要性。

在此次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可

歌可泣的医患命运共同体典范，他们为疫情过后构

建更加和谐的医患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多方面的启

示与借鉴。

3 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抗击疫情中的共同体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

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

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的发生打

破了社会的正常秩序，使社会由常态过渡到非常

态，也使人们迅速构建起共同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

的生命共同体。就这一共同体中的个体层面而言，

需要处理好一系列事关个体权益与共同体整体秩

序之间的辩证关系［8］，如个体生命安全与他人利益、

个体生活要求与社会关系平衡、个体权利自由与服

从政府与社会统一安排等。个体在做好防护的同

时积极传播正能量，不听信谣言更不传播谣言，并

力所能及的为抗疫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就共同体的国家与社会层面而言，疫情发生

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

部署，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多次召开会议进行专题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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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制定了”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

策”的总要求。各地区、各党政军群机关和企事业

单位、各村镇社区都紧急行动起来，形成了全面动

员、全面部署与全面防控的疫情应对与治理体系［9］。

我们举全国之力打一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

优势与人民支持的力量，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充分展现。

这次疫情也是世界性的。截至 3月 5日，除中

国外已有韩国、意大利、伊朗、日本、美国等 85个国

家被新冠病毒感染。中国秉持命运共同体理念，从

疫情一开始就采取公开、透明、负责的态度，与世界

卫生组织及各国加强沟通、密切合作，及时通报信

息，尽全力阻止疫情在全球传播。160多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负责人向中国致电致函表示支持。在得

知日本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不足后，中国紧急向

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捐赠一批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试剂盒［10］。。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

斯∙艾尔沃德高度评价我国政府与人民的疫情防

控，为各国采取积极的防控措施争取了宝贵的时

间，他呼吁“各国加强对疫情信息的共享，团结一

致，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的挑战”。中国的抗疫展示

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并通过与各国人民共同抗疫

推进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4 地球生命共同体：有效防控疫情发生的共同体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发生了多期公共卫生事

件，2003年的SARS、2009年甲型H1N1流感疫情、埃

博拉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寨卡病毒以及此次新

冠病毒疫情等。人类一次次遭受疫情肆虐，一次次

付出沉重代价。事实上，在不少“天灾”的背后，都

有着某种“人祸”的因素。许多疫情的发生都是由

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携带的病毒传播到人，这与对

野生动物的非法贸易和滥食行为有直接关系，切断

这条病毒传播途径是根本之策。疫情发生后，公

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大查处力度，加强野生动物

的市场管控。2月 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安全的决定，为维护公共卫生安全提供有力的法

治保障。

从根本上做好公共卫生防疫需要摆正人在自

然界中的合理位置，需要构建人与自然界中其他生

命体之间的理性关系，需要运用好人类的智慧以使

自然界变得更加和谐与美好。“人靠自然界生活。

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

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自然

界不是人的对立面，人与自然界是一体的，人有责

任与义务保护好自然界。“动物只是按照他所属的

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

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

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

造”［11］。也就是说，人要首先按照自然界中任何一

个“种的尺度”进行生产，然后才能按照人的“固有

的尺度”进行生产，以处理好“种的尺度”与“固有的

尺度”的关系。因此，“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

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

确运用自然规律”［12］。人类能力的增强同时意味着

责任的加大。

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考察了传

染病在人类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

角色，指出，“聪明的病毒”并非要最终消灭人类，而

是要与人类最后达成一种共生与平衡。人类要给

予包括野生动物在内的动物及其他生命留有生存

与发展的空间，要善于向自然界中其他生命学习，

要学会重构人类社会“绿色的”与“可持续发展”的

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等。地球上不只有

人类一种生命，把控好与自然界中其他生命长期共

存的“相处之道”是人类极高明智慧与努力方向，构

建起与其他生命共在的“地球生命共同体”是公共

卫生防疫的根本。

适应公共卫生防疫不同阶段的性质与要求，需

要构建多重共同体：医疗与救治患者的医患命运共

同体、全面抗击疫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预防疫情

发生的地球生命共同体等。通过构建多重共同体

以筑牢公共卫生防疫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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