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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 SARS 恐惧症危机的政策建议  

 
贺力平  

 

 

SARS 现在是威胁中国国民安全和全社会稳定的最大敌人。

战胜这个敌人的斗争已经在两条战线上展开。一条战线是白衣

天使们在充满艰辛和风险的医疗防治领域内分秒必争地工作，

另一条战线是争取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恢复信心，消除恐惧，

确保社会机制正常运转。历史在又一次考验中华民族。中国在

取得战胜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快速传染病之后，必将进入一

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领导下的党中央国务院果断

地采取了正确措施，全社会乃至全世界的医疗开发资源已经开

始被调动起来，中国战胜 SARS 疫情指日不远了。 

    但是，从种种迹象看，战胜 SARS 恐惧的斗争远比战胜 SARS

疫情本身的斗争要艰难得多。由于复杂原因，公众信心已经受

到不同程度的伤害，SARS 恐惧尚未得到有效遏制。我们需要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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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承认，在这条战线上的斗争同样重要，而且更加严重地关系

到中国的长远安定和发展。 

    卫生部和北京市已经出台了多方面的措施，两条战线上的

都有。以下是我对第二条战线近期可考虑采取的补充性政策建

议。 

    建议一：政府部门关于 SARS 疫情的信息发布，除人数指标

外，再增加一个性别指标，即在临床诊断病例和疑似病例中区

分男女性别。这样做，有助于增加信息的透明度和公众对政府

信息发布的信任度。 

    过去形成的一个惯例是，政府部门发布统计数据，仅仅发

布一个总计数，没有分解数。在不少情况下，这使得人们对政

府发布的数据将信将疑。现在无疑是改变这个陈旧惯例的时机。

增加一个或两个分解指标，尤其是增加这类机械属性的分解指

标，丝毫不增加有关政府官员的工作负担，但却会大大增加统

计数的透明度和可信度。这次 SARS 事件的一个重大教训是，哪

怕是增加一点点统计数的透明度和可信度，也会对维护和增强

公众信心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增加统计数的透明度，从根本上说有助于建立和改善现代

政府体制的问责制，减少和消除政府机构行为中的随意搪塞现

象，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古语说，“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我们在动员各种资源抓

住 SARS 这只“羊”的同时，也必须高度重视捕捉 SARS 恐惧症

这只“羊”，尤其防止“SARS 恐惧症”蔓延到公共卫生领域之

外，而且，只有这样，才能最有效地达到“补牢”的目的。古

语还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目前的一个“足下”就是增

加总计统计数的一个或两个分解数。这是属于“补牢”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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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这一点，未来中国将广泛受益。 

    建议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应采取具体措施，维护并增强

中国国内新闻机构的独立性和客观性。立即可以采取的措施包

括发布文件，要求党内各级组织和政府部门不得随意干预新闻

报道，不得随意撤换新闻机构负责人和从业人员，国有新闻机

构应实行负责人任期制度，新闻机构负责人在任期内不得未经

预先设定的组织和法律程序被撤换。 

    从长远观点看，政府对新闻管理工作的重点应当从过去的

直接控制和干预转变到精神指导和确保新闻机构合法合理的独

立性和客观性的方向上。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构都必须清楚地

认识到，政府如何管理新闻界，将直接影响到社会和百姓如何

看待政府政策，影响到政府的可信度。古今中外所有正反两面

的经验教训都表明，不管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公众对政府

的信任是任何政府所能拥有的最大最重要的资源。任何人为地

通过压制新闻独立性和客观性而使公众减少对政府信任的行为

都是在摧毁政府自身的群众基础，在侵蚀和浪费政府领导能力

的资源基础。 

    增加新闻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受到不情愿制约的主要是少

数特权官员，受益的却是绝大多数人民、政府及其执政党。各

级党组织和政府机构都应当从宪法的高度来认识和确立对待新

闻机构和新闻事务的态度和政策。不当干预新闻的行为应当被

理解为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犯罪行为并被法律追究。 

    建议三：在 SARS 疫情得到控制后，应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负责领导组织“SARS 疫情掩盖事件专案调查”，通过调查确认

掩盖行为是否发生，发生时间、范围、程度，及相关人士的责

任。专案调查组必须具有权威性、社会代表性和独立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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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员应当包括上届中央政府官员和社会贤达人士。专案调查

报告应当向社会公布。为预防个别有关官员销毁证据，所有官

方往来函书和有关信息必须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存留，销毁者及

销毁行为本身将受处罚。 

    两千多年前，中国出现堪称世界上第一个中央集权政府体

制时，就开始有对地方行署和部门高官的责任追究实践。但数

千年来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中一直希望有而几乎从未曾有过的

是，重大责任事故发生后对事件的独立性调查和调查结果向社

会公众公布。对 SARS 事件的调查可以成为一个良性转机。 

    建议四：在 SARS 疫情稳定后，中国政府应组织对中国公共

卫生体制进行一次全面系统深入的大调研，其任务是为中国建

立和完善现代公共卫生体制提出广泛政策建议。这项工作，应

由国务院出面委托，各级各类卫生机构给予全面配合，集中和

吸收社会各相关领域专家参加，包括相关国际机构和专家。调

研工作的重点是针对现行公共卫生体制中的薄弱环节及应对未

来挑战的需要，形成可为政府采纳的中期和远期战略决策参考

意见。 

    建议五：深刻反思我们的干部政策和实践。 

    SARS 疫情最早出现于几乎半年以前，初现地点是距离北京

三千公里外的中等人口规模城市。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和空间距

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心脏却变成了 SARS 重灾区，上千万人受

困于 SARS 疫情，那里有我们许许多多的民族精英。这个大过程，

其间不能不说有不少官员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出现失职失守

现象。追究原因，可能有现行体制上的缺陷和极个别高级官员

的渎职。他们中或许只有极少数才对事件扩散本身负有个人法

律责任，这应通过公正合理的调查来加以确认，相对多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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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很可能存在难以推卸的道义上的责任。例如，一些官员很可

能未能及时向上级机构和相关机构传送信息，未能及时意识到

或预料到问题的严重性，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有力防

范措施，等等。这类问题的出现，一个可能的重要直接原因是

有关官员的个人素质问题，是任何一个职官个人的社会良知、

责任感和知识能力问题。 

    一段时间以来，干部政策和实践反复强调“政治觉悟”的

重要性，或多或少地忽略了职官个人的社会良知和素质要求。

我们高度重视干部问题，却未能相应高度地重视干部的良知和

素质基础问题。应对目前的 SARS 危机及其恐惧症危机以及未来

的任何可能的类似社会经济危机，中国都需要必要的和适应的

干部素质基础。缺少这个基础，任何体制改革的成就都不能充

分发挥出来。应当反思我们的干部政策和实践。 

 

贺力平（本文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金融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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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库快参》是综合开发研究院编印的一种内部参阅资料。

《脑库快参》的对象是社会精英和高品味的读者群：各级政

府决策部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及海内外各类企业和机构的

高层管理者。 

《脑库快参》以重大政策和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研究为

主要内容，同时选登国内外最新重要经济动态和信息，发表富有

价值和启发性的评论文章。 

《脑库快参》注重思想性、启发性和政策性，努力做到思想

敏锐、观点鲜明和理论超前，同时坚持文字上的生动活泼和流畅

可读。 

《脑库快参》将不定期编印，每期一个主题，每篇文章三、

五千字甚至更长一些不等。 

《脑库快参》以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人员所撰写和摘编的稿

件为主，同时也广泛欢迎社会各界及学者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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