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2019年年末肇始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至今已经两年多时间，其波及范围之广、持续

时间之长、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之巨大，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原本以为有可能即将结束的

疫情，随着奥密克戎新变异毒株的出现，常态化存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尽管我们还难以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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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新冠疫情常态化的新形势、新问题，我国的社会治理要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

也要不断完善创新应对方式，确保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发展。

◆ 在考虑新冠疫情常态化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时，应该特别重视五个方面。第一，要坚持统

筹新冠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常态风险社会中经济社会生活正常进行、不能停摆

的机制；第二，坚持“动态清零”的中国式疫情防控总方针；第三，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

区治理；第四，要保证疫情常态化情况下的生活、生产供应链畅通；第五，要充分发挥互

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疫情防控和保障生活生产中的作用。

◆ “动态清零”是中国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原则基础上提出的，其实就是及早发现、

快速处置、精准管控，确保疫情不出现规模性扩散。“动态清零”是符合中国国情、保障经

济社会生活正常秩序的有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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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新冠病毒是否会与人类长期共存。

社会学研究的社会治理，通常是针对常规社会运行的传统社会问题，包括传统的社会安

全问题。2003年的“非典”疫情，似乎让我们对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所说的“现代风

险”第一次有了现实的感受。这种不同于传统安全问题的现代风险的特征，即突发性、不确

定性、不可预测性、迅速扩散性等，相比地震、海啸、矿难、火灾、交通事故等，也许死亡

率并不太高，但扩散性极强，极易引起普遍社会恐慌。“非典”疫情持续了半年多，那时人们

对现代风险的认识来得快、走得也快。换句话说，那时我们把“来得快、走得也快”，也作为

区别于传统灾难的“现代风险”的根本特征，所以对此类“现代风险”的治理，也定义为一

种应急治理。

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完全不同，它具有现代风险的各种特征，在全世界蔓延肆虐，而且已

经持续了两年多时间。从现在来看，短期内它仍不可能很快结束，而且，长期存在的可能性

在增加。我们坚信人类最终必将战胜疫情，而且随着疫苗接种人口比例的提高和有效治疗药

品的产生，世界各国新冠疫情的重症率和死亡率都已经大幅度降低，人们对新冠病毒的恐惧

感也在减弱，但我们必须做好疫情常态化的准备，在总结防控经验的基础上为新冠疫情常态

化下的社会治理作出制度安排。

2021年，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相比之前更加复杂、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国内多轮区域

暴发的疫情对经济社会生活也产生重要影响，需求收缩、投资和消费减弱对经济增长造成很

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2021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实际增长9.8%，预计全年增长率可达

8%左右，2020年和2021年两年平均增长率可达5%左右，实现了“十四五时期”的良好开

局，这个成果得来非常不易。与此同时，另一个得来不易的是社会形势的基本稳定。众所周

知，就业是影响社会形势的关键指标。2021年，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左右，为社

会形势的基本稳定奠立了基础。2021年在疫情影响下，各种实体消费，尤其是酒店、餐饮、

旅游、休闲、娱乐、零售等行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过去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广大中小

微企业，绝大多数都面临着各种经营困难，就业吸纳能力大大减弱。就业的稳定，得益于与

互联网相联系的“新零工经济”出现爆发式增长。新零工经济从业人员，如网约车司机、外

卖骑手、网络直播、网络代购、短视频制作、慕课，以及其他各种新媒体从业人员，已达约1

亿人，占我国全部就业人数约15%。这对我国在疫情和经济增长下行情况下，保持就业稳定

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形势基本稳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生产生活的供应链始终保持畅

通。在疫情中，一些区域实行封闭管理，交通运输也受到极大影响，但我国的生产生活供应

链保持了基本的安全畅通。有两个职业群体为此作出卓越贡献，就是“卡车司机”和“快递

小哥”，他们成为疫情之中最忙碌的人。

然而，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经济增长减速明显，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消费和投资都

有所收缩，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这一严峻挑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采取各种措施，保

持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

新冠疫情常态化下的社会治理，要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以此作为社会治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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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原则。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对新冠疫情常态化下的社会治理的总体要求，以及近两年对

新冠疫情防控的经验总结，在考虑新冠疫情常态化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时，我们应该特别重

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坚持统筹新冠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常态风险社会中经济社会生活正

常进行、不能停摆的机制。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让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些“生

活停摆”的办法来保证安全，现在来看也是有效的。但现代风险一旦常态化，我们就要建立

更加科学细致的分级应对办法，在大量经验数据支持下采取更加科学、精准的防控措施，减

少经济社会生活的代价。统筹新冠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要从两个方面着力，而且从当

前形势来看，要更加注意着力于经济社会发展。

第二，坚持“动态清零”的中国式疫情防控总方针。“动态清零”是中国在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原则基础上提出的，其实就是及早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感染者和密接

者，确保疫情不出现规模性扩散。这种中国式疫情防控措施虽然在国际上受到一些质疑和非

议，认为成本太高，过分影响经济社会生活。但从实际效果和社会总核算来看，“动态清零”

恰恰是符合中国国情、保障经济社会生活正常的有效办法。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人口密集

的发展中大国，疫情一旦大规模扩散开来，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更加致命的。

第三，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区治理。在这次疫情防控中，我国的基层社区治理发挥了强

大的作用。在政府主导下，社区工作人员、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和社区居民广泛参与，

形成了一张运转有序的基层治理大网，解决各种因疫情防控出现的应急问题和生活常规问

题，保证了社会稳定有序。我们要使中国式的基层治理进一步科学化、制度化、法制化、数

字化。

第四，要保证疫情常态化情况下的生活、生产供应链畅通。我国疫情防控两年来，社会

生活保证了基本稳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生活、生产供应链的畅通。因此，要加强要对“卡

车司机”“快递小哥”和其他网络平台雇佣人员的劳动保障和权益保障的法治建设，促进和规

范这些职业群体的健康成长。

第五，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疫情防控和保障生活生产中的作用。在

这次疫情防控中，健康码、出行码、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电子证明，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密接

者、次密接者、时空伴随者的溯源追踪，都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为科学防控和方便生活提供

了依据。网上工作、网上会议、网约服务、微信信息圈的爆发式发展，冲销了“社交距离”

要求带来的社会隔膜。对网络虚假信息和谣言的控制和打击，也稳定了人心，避免了社会恐

慌。

总之，在新冠疫情常态化的背景下，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我国的社会治理也要不断完

善创新应对方式，确保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发展。

（责任编辑：杨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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