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创建于 2013 年 1 月 19 日，

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重阳投资教育基金持续运作的主要

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

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

大重阳下设 7 个部门、运营管理 4 个中心 ( 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

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 )。近年来，

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

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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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与大国兴衰 1

——基于历史实例的研究

●传染病影响大国兴衰的实例研究长期被学术界忽视。本报告回顾

与梳理国际关系学界对传染病变量的认知演进进程，总结历史上传染病影

响大国兴衰的三大规律，梳理三种影响大国兴衰的传染病类型，挖掘传染

病作为大国兴衰新变量的传导逻辑与历史规律。

● 14 世纪黑死病造成 1/3 当时欧洲人口的死亡、1918 年西班牙大流

感造成超过 5000 万 -1 亿人口的死亡，被视为“极端年代”（霍布斯鲍

姆语）的 20 世纪，传染病致死的人数是战争死亡人数的 14 倍。大流行病

（Pandemic）对国家发展与民众生活的冲击力，常常超过一场战争、一

次金融危机。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战争的威胁感下降，传染病的冲击力凸

显。1990 年全球 4997 万人死亡，其中传染病死亡人数达 1669 万（占

34.4%），战争死亡 32.2 万（占 0.64%）。 这样的鲜明反差引起了一些

国际关系学者的注意，开始探讨传染病严重威胁国家主权、国际安全的理

论逻辑。

1 该报告原文《传染病与大国兴衰：基于历史实例的研究》刊发于《政治学研究》2021 年第 2 期，作者
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该
课题受到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的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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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进程，传染病毒是不可忽视的变量。通过“微寄生”失衡，

影响到人类与“巨寄生”之间的平衡关系，产生领袖伤亡、族群迁移、政

体建崩、产业转型、科技进步、民族盛衰、战争胜败、社会荣枯、文化兴

灭与文明演进等历史变局。这正是传染病与大国兴衰的基本逻辑链条。

●传染病与大国兴衰有三层历史规律假设。规律一：传染病在热带

易爆发的自然特征，抑制了大国在传染病易发区域的成长。规律二：大流

行病一旦失控，会极大削减人口，导致社会内乱、国力衰落甚至大国崩溃

的结局。相反，大流行病应对得当，则将顺利促进本国的可持续崛起。规

律三：大流行病极可能危及大国领导人的性命，增加大国兴衰的变数。

●传染病对大国兴衰的影响可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快速毁灭型，

即传染病的蔓延在短期内令大国盛极而衰甚至崩溃，如雅典帝国、阿兹特

克帝国；二是长期干扰型，即传染病导致国家发展长期处在困境、停滞直

到全面衰败，如罗马帝国；三是推动变革型，即传染病的冲击倒逼全民深

刻反思，进而促成巨大的国家转型与社会变革，如 20 世纪初的美国。

●艾滋病、鼠疫、霍乱、结核病等传染病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增长速

度仍相当快速。1945 年至 1993 年，仅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就夺走了 1.5

亿人的生命，是同期战争死亡人数（2300 万人）的近 5 倍。所有过早死

亡人群的 50% 以上，都与艾滋病、肺炎、结核病、腹泻病、疟疾和麻疹

等六类传染病相关。 1998 年 3 亿人感染疟疾，110 万人死亡。2000 年肺

结核夺走 170 万人生命。更糟糕的是，1973 年以来，人类新发现了 30 多

种传染病毒，且病毒变异并产生抗药性的周期远远超出人类研制抗生素的

速度。 这些传染病严重影响了二战结束后新独立的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国

力提升，对传统强国、现存霸权国的国家安全也造成巨大威胁。

●低收入国家前七位死因有五类都是传染病，占死亡总数的 63%。

传染病高发国家的政府治理能力被极大地削弱，还会引发频繁的社会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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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政治动荡、经济政策失效、军事派系冲突甚至种族灭绝事件。所谓

“国家崛起”在传染病高发国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新冠疫情的防疫失效暴露了美国公共卫生防疫能力的漏洞与国家

能力的不足，削弱了美国领导世界的软实力，加速美国霸权的衰落。 这

再次印证了全球化时代传染病仍有可能导致大国衰落的历史规律。

●新冠疫情再次提醒现存霸权国美国与最大崛起国中国，病毒是两

国共同的敌人。未来传染病对中美两国的长期威胁，远大于战争。对于霸

权国家而言，国家实力的维护不只是保证经济、军事、软实力不被崛起国

家的超越，更重要的是，维护本国人口与国家安全能抵御大流行病的冲击。

中美两国的竞争不在于谁打压了谁，而是比拼“谁更能解决本国的问题”，

传染病的防疫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未来 30 年，全球将有 3 亿人死于耐药性病毒，耐药性病毒将成为

人类“第一杀手”。 这逼迫国际社会尤其是各个大国，应该主动采取有

效措施，综合运用法律、财政、行政、税收、科技、外交等手段解决未来

巨大威胁，完善全球公共卫生体系。

●健康投资在一代人时间里可获得超过成本 9-20 倍的收益。 健康

的国民群体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必要基础，也是实现国家崛起与民族

复兴的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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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兴衰是一个“对所有地球上的居民都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1

经济学、国际关系学都有经典著作如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的《国家的

兴衰》、戴维•兰德斯的《国富国穷》，国际政治学家保罗•肯尼迪

的《大国的兴衰》、艾米•蔡的《大国兴亡录》，从政治、军事、经济

与社会等宏大视角探究大国崛起与衰落的原因、进程与演变逻辑，但鲜

有从传染病毒的微观视角出发的研究巨著。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

全球，对国家发展与世界形势造成始料未及的冲击，包括亨利•基辛格

在内的许多著名国际政治学家都认为新冠疫情具有划时代的全球意义，2

更是引发大国霸权更替的猜想。3这促使人们从理论层面思考传染病影响

大国兴衰的历史规律与逻辑探究，重新审视长期被忽视的微小变量“病毒”

的巨大冲击力。

本文梳理了百年来医学界、历史学界、国际关系学界对传染病研究

的思想谱系，从大国博弈事例出发，挖掘传染病易发地域大国崛起的低

概率性、大流行病直接导致大国衰亡的高概率性以及领导人感染后的大

国变数等三条历史规律，将传染病对国家兴衰的作用分为快速毁灭型、

长期干扰型、推动变革型等三个类别。笔者认为，发掘传染病对大国兴

衰的历史传导规律，对更系统地认识与探索国家发展的动力具有重要意

义，也有助于寻找中美关系“修昔底德陷阱”的化解之道，更对拓展国

际关系的分析框架与研究变量、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重新建构大国

博弈的未来叙事具有现实意义。

1 [ 美 ] 贾雷德·戴蒙德：《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 年第 10 页。

2 关于全球国际关系学者就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变局影响的主要评述，可参：Henry A. Kissinge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ill Forever Alter the World Order”,Wall Street Journal, Apr. 3, 2020. Thomas Friedman, 
“Our New Historical Divide: B.C. and A.C.—the World Before Corona and the World After”, The New York 
Times, Mar. 17, 2020. John Allen, Nicholas Burns, Laurie Garrett, Richard N. Haass, G. John Ikenberry, Kishore 
Mahbubani, Shivshankar Menon, Robin Niblett, Joseph S. Nye Jr., Shannon K. O’neil, Kori Schake, Stephen M. 
Walt, “How the World Will Look Afte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Foreign Policy, March 20, 2020. Stephen M. 
Walt, “The Depth of American Competence”, Foreign Policy, March 23, 2020. 

3 K. M. Campbell and R. Doshi, “The Coronavirus could Reshape Global Order: China is Maneuvering for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as the United States Falters”, Foreign Affairs, March 1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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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染病：20 世纪末逐渐兴起
的国际关系研究变量

从生命存在形式看，人类其实

寄居在一个病毒的星球。1 病毒一直

对文明进程与国家兴衰发挥着意想

不到的作用。数千年的大国兴衰史，

军事武器、经济金融、政治人物、

社会组织的作用当然是巨大的，但

许多时候它们的影响力远不及那些

肉眼看不到的传染病毒。哈佛大学

医学院已故教授汉斯·辛瑟尔曾说，

“刀剑、弓箭、机关枪甚至是烈性

炸药，对一个民族的命运所造成的

影响，都远远不及传播伤寒的虱子、

传播鼠疫的跳蚤和传播黄热病的蚊

子。”2 如表一所述，14 世纪黑死

病造成 1/3 当时欧洲人口的死亡、

1918 年西班牙大流感造成超过 5000

万 -1 亿人口的死亡，被视为“极端

年代”（霍布斯鲍姆语）的 20 世纪，

传染病致死的人数是战争死亡人数

的 14 倍。大流行病（Pandemic）对

国家发展与民众生活的冲击力，常

常超过一场战争、一次金融危机。

表一 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战争与传染病死亡对比

传染病事件 传染病亡人数 战争 战亡人数

大流感 5000 万 -1 亿 二战 5000-6000 万

黑死病 400-2000 万 一战 1000 万

20 世纪 14 亿 20 世纪 1.1 亿

数据来源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orld Health Report 2000.

1  [ 美 ] 卡尔·齐默：《病毒星球》（刘旸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

2 [ 美 ] 汉斯·辛瑟尔：《老鼠、虱子和历史：一部全新的人类命运史》（谢桥、康睿超译），重庆：重
庆出版社，2019 年，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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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大庆：《历史上重大传染病的始与终》，载《中国医学人文》，2020 年第 2 期，第 70 页。

2 杰拉尔德·格罗布：《导读》，载《老鼠、虱子和历史：一部全新的人类命运史》（汉斯·辛瑟尔著，
谢桥、康睿超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9 年，第 16 页。

3 [ 美 ] 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 年，第 5 页。

4 William H.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New York: Doubleday New, 1976. 

5  Jared Diamond, Guns, Germ,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5. Laurie Garrett, The Coming Plague: Newly Emerging Diseases in a World out of Balanc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4. John M. Barry, The Great Influenza: The Story of the Deadliest Pandemic in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04. 

数千年来，人们习惯把传染病

与自然的神秘力量联系起来，误认

为病毒是恶魔、上苍、星象或某些

恐怖的未知事物化身。19 世纪下半

叶，病原生物学者们提出“病因 -

环境 - 宿主”模式，破除了早期“病

毒未知说”，为传染病防治奠定了

现代科学基础，深化了人类应对传

染病的能力。11935 年，细菌学和免

疫学教授汉斯·辛瑟尔《老鼠、虱

子和历史：一部全新的人类命运史》

一书，首次将病理学和历史学结合，

以寄生病菌、虱子、斑疹伤寒为主角，

尝试从传染病的侧面重新阐释人类

的起源、发展以及未来畅想。该书

出版后，广受好评。2 著名历史学家

威廉·麦克尼尔评论该书“搜集一

些表现疾病历史重要性的史料”、

“极具可读性”，但“这类著作未

能试图将疾病史纳入更宏大的人类

历史的背景下考察……仍将疫病的

偶然暴发视为对历史常态突然而不

可预测的扭曲。”3 威廉·麦克尼尔

1976 年出版其重要代表作《瘟疫与

人》，首次系统地叙述传染病对人

类历史演进的规律性影响。4 该书对

后来医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

社会学家研究病毒与人类、国家的

关系启发巨大，如《枪炮、病菌与

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等聚焦传

染病与人类命运研究的宏大著作，

以及如《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

《逼近的瘟疫》等聚焦在某个病毒

种类或事件影响世界变迁的微观层

面著述先后问世，极大提升了人类

对传染病历史作用的认识。5 

然而，长期以来，只有医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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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界将传染病视为干扰人类发

展的变量，以研究国家利益为核心

内容的国际关系学者，似乎并没有

在这场“敌对的、物种之间的民族

主义无情战争”1 中找准防御对象。

“1990 年以前，无论是哪一种类型

的传染病防控，国际关系学领域都

没有给予重视。”2 虽然早在修昔底

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就有

数页论述瘟疫逆转了雅典与斯巴达

争霸固有轨迹，3 但自 1919 年学科

正式建立以来，国际关系学者长期

以“乐观主义的情绪”，认为“强

大的医学武器，包括抗生素、抗疟

药和疫苗，发动了一场战争，消灭

了病毒、细菌和寄生虫敌人……并

预测在千禧年到来之前实现人类即

便最贫穷国家都能实现健康转型的

目标”，4 进而低估了传染病对国

际形势与大国兴衰的影响力。另一

方面，国际关系学界深受肯尼思·沃

尔兹影响，需要在理论研究中选择

并突出那些有规律、可预测、可界定、

且可控的变量。若传染病在国家兴

衰中的重要性过于强调，那么无疑

会削弱国际关系理论对国家互动规

律的解释力。5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战争的威

胁感下降，传染病的冲击力凸显。

1990 年 全 球 4997 万 人 死 亡， 其

中传染病死亡人数达 1669 万（占

34.4%）， 战 争 死 亡 32.2 万（ 占

0.64%）。6 这样的鲜明反差引起了

一些国际关系学者的注意，开始探

讨传染病严重威胁国家主权、国际

1 [ 美 ] 汉斯 • 辛瑟尔：《老鼠、虱子和历史：一部全新的人类命运史》，第 33 页。

2 David P. Fidler, “Germs, Governance, and Global Public health in the Wake of SARS”,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Vol. 113, No. 6, 2004, p. 800.

3 [ 古希腊 ]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年，第 137-144 页。

4 Laurie Garret, “The Return of Infectious Disease”, Foreign Affairs, 1996, no. 1, p. 66.

5 [ 美 ] 詹姆斯 • 多尔蒂、小罗伯特 • 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第 51-53 页。

6 Andrew T. Price-Smith,The Health of Nations:Infectious Disease,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Their Effects on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Cambridge: MIT Press, 2002,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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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的 理 论 逻 辑。11995 年， 美 国

内华达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斯·皮

瑞杰就公共卫生、治理与人类福祉

的 关 系 进 行 探 讨， 从“ 微 生 物”

中 衍 生 了 一 个 新 概 念“ 微 安 全”

（microsecurity），推动安全定义的

微观化，首次将传染病纳入到政治

学的研究范畴。21996 年，美国《外

交》杂志刊发《传染病的回归》一文，

国际关系学一流期刊首次刊登传染

病与国际安全关系的论文明确警示，

传染病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的预估

“高兴得太早了”。3 美国科罗拉多

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安德鲁·普里

斯 - 史密斯教授 2002 年《国家的健

康：传染病、环境变化与对国家安

全和发展的影响》一书，是首部剖

析传染病与国际关系的理论专著。

他谈道“这本书提出这样的观点：

新出现与再现的传染病是对国家能

力的压力源（stressor），产生对国

家繁荣与安全的巨大破坏。国际关

系理论存在的最初理由，是建立有

助于避免因战争而造成过早丧失生

命与生产力的模式。……但传统的

安全概念却忽略了人类痛苦和死亡

的最大根源：围绕人类物种周边的

微生物”。4 在其 2009 年专著《传

染病与混乱：全球化时代的疾病、

生态与国家安全》，史密斯提出传

染病与国家安全的五大理论假设：

一是传染病可能会成为一种压力源

的变量，损害主权国家的繁荣、合

法性凝聚力；二是传染病的大流行

将加剧国家间经济与政治的不协调；

三是只有一些被重点记录的传染病

才会威胁国家安全，有些病毒则不

会产生安全威胁；四是战争将产生

“战争瘟疫”，助长了军队内部的

传染病扩散，导致国内疾病负担的

1 Andrew T. Price-Smith, Contagion and Chaos: Disease, Ecolo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2009, p.1.

2 Dennis Pirages, “Microsecurity: Disease Organisms and Human Well-Being”, Washington Quarterly, No. 4, 
1995, pp. 5-42. 

3 Laurie Garret, “The Return of Infectious Disease”, Foreign Affairs, 1996, no. 1, pp. 66–79.

4 Andrew T. Price-Smith,The Health of Nations:Infectious Disease,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Their Effects on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Cambridge: MIT Press, 2002, pp. 1-2. 这本书中探讨的主要传染病包括艾
滋病、疟疾、肺结核、肝炎、霍乱、登革热、腹泻轮状病毒、鼠疫、牛海绵状脑病朊病毒和混合呼吸道病毒。
由于气候、国力和地理的不同，不同的国家将面临着来自不同病毒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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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五是“健康安全”范式以哲

学式的方式融合了现实主义与自由

主义的理论内涵。1 

21 世纪初，艾滋病、SARS、埃

博拉病毒等传染病不断冲击国家安

全，从公共卫生、非传统安全角度

研究世界形势的国际关系学者逐渐

增多。传染病的认知出现重大转折，

不再只是被视为公共卫生问题，而

是被认定为安全问题。2 大国兴衰的

史实开始被重新解构。2017 年美国

俄克拉何马大学教授凯尔·哈珀在

其被广泛赞誉的《罗马的命运：气

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一书中，

针对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

本代表作《罗马帝国衰亡史》就“罗

马衰落是其无节制的扩张”的理论

纰漏，富有佐证力地把帝国兴衰与

生物因素（细菌与病毒造成的灾难

性瘟疫）、气候变迁连结起来，“从

罗马人自己难以理解也无法想象的

尺度上来看，帝国衰落是大自然战

胜人类野心的胜利。……细菌和病

毒起着重要的作用”。3 

国际关系研究思维范式在传染

病领域的拓展，为公共卫生安全成

1 Andrew T. Price-Smith, Contagion and Chaos: Disease, Ecolo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2009, pp.3-4. 

2 21 世纪初，关于传染病影响国际安全的研究代表性著述，可参：Laurie Garrett, Betrayal of Trust: 
The Collapse of Global Public Health. New York: Hyperion, 2000. Jonathan B. Tucker, “Contagious Fears: 
Infectious Disease and National Security”,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June 22, 2001. S. Elbe, “HIV/AIDS 
and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war in Afric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no. 2, 2002, pp. 159-177. Y. Huang, 
“The Politics of China’s SARS Crisis”, Harvard Asia Quarterly 7, No. 4, 2003, pp. 9-16. R. Ostergard, “Politics 
in the Hot Zone: AIDS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Africa”, Third World Quarterly 23,no. 2, pp. 333-350. Susan 
Peterson, “Epidemic disease and National Security”, Security Studies 12, no. 2, Winter 2002/3, pp. 43-80. P. 
W. Singer, “AID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rvival 44, No. 1, 2002, pp. 145-158. J. Youde, “Enter the 
Fourth Horseman: Health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hitehead Journal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rch, 2005, pp. 193-208. Harley Feldbaum, P. Patel, E. Sondorp and K. Lee, “Global 
health and NationalSecurity: The Need for Critical Engagement”, Medicine, Conflict and Survival, Vol. 22, 
Issue 3, 2006. Christian Enemark, Disease and Security: National Plagues and Biological Weapons in 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07. David P. Fidler, “Architecture Amidst Anarchy: Global Health Quest for Governance”,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Vol. 1, No. 1, January 2007. Sara E. Davies, “Securitizing Infectious Diseas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4, No. 2, Mar. 2008, pp. 295-313. Stefan Elbe, Virus Alert: Security, Governmentality 
and the AID Pandem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Stefan Elbe, Security and Global Health: 
Toward the Medicalization of Insecurity, Cambridge: Polity, 2010. Sara E. Davies, Global Politics of Health, 
Cambridge: Polity, 2010. 

3 Kyle Harper, The Fate of Rome: Climate, Disease, and the End of an Empi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中文版参见 [ 美 ] 凯尔 • 哈珀：《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李一帆译），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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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2030 年提供

了理论依据。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肆虐，进一步推动学术界对国

家脆弱性的反思。强大的军事力量

在传染病面前无计可施，各国应学

会与大流行病共存等观点，已成为

越来越多学者的共识。1 有学者甚至

提出，新冠疫情是否会对世界产生

像黑死病对欧洲那样的持续且深远

的影响？ 2 

可见，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形

势仍相当严峻。2020 年新冠肺炎疫

情全球蔓延只是传染病冲击人类社

会的又一次严重表征。作为最早控

制住疫情蔓延的大国，中国的学术

界理应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公共卫

生治理、传染病频繁爆发的背景下

如何加强国际合作、重构大国兴衰

研究，提供更多理论创新与历史探

索。3 

不过，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研究长期忽视影响国际关系的传染

病变量。2003 年“非典”在中国爆发，

中国学者才开始从非传统安全的角

度思考国家发展，论述传染病威胁

全球公共安全与全球化进程的状况。 
4 总体而言，中国学界对传染病的国

际政治影响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全

球公共卫生治理、国家宏观政策等

领域做了初步的现实概括与分析，

1 N. Lepan, “Visualizing the History of Pandemics”, Healthcare, March 14, 2020. C. Murphy, “The U.S. 
Government Must Prepare Now for the Next Pandemic”, Foreign Policy, March 30, 2020; M. C. Donfried, 
“Pandemic Preparedness a National Security Issue”, Arab News, March 26, 2020. 

2 Jerome Roos, How Plagues Change the World, New Statesman, May15-21, 2020. 

3 王文：《“ 全球化休克 ” 与 “ 后疫情时代 ” 的中国策略》，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 年第 3 期。

4 中国学者就传染病与国际关系的研究著述主要有：王逸舟：《“ 非典 ” 与非传统安全》，载《中国社会
科学院学报》，2003 第 4 期。王昆义、蔡裕明：《全球化、人类安全与后 SARS 时代》，载《世界经济
与政治》，2004 年第 7 期。李少军：《当代全球问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年。陈昊阳：《我
国重大传染病态势及对国家人口安全影响的研究》，第三军医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年。晋继勇：《全
球公共卫生问题安全化：以世界卫生组织规范变迁为例》，载《国际论坛》，2008 年第 2 期。段青、陈
玉洁：《传染病对传统安全范式的挑战》，载《中国图书评论》，2009 年第 8 期。罗艳华：《全球公共
安全的缘起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载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2010》，北京：世界知识出
版社，2010 年。程春华、杨久华：《未来中长期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发展趋势及其国际政治影响》，《社
会科学》2012 年第 11 期。徐彤武：《埃博拉战争：危机、挑战与启示》，载《国际政治研究》，2015
年第 2 期。徐彤武：《全球卫生：国家实力、现实挑战与中国发展战略》，载《国际政治研究》，2016
年第 3 期。徐彤武：《全球卫生安全：威胁、挑战与应对》，载《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2019 年（下）》，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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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局限于应急性研究，缺乏历史规

律的深度总结，也缺少长期性、系

统性、战略性的研究成果。1 

由此可见，传染病是 20 世纪末

以来逐渐兴起的国际关系研究变量。

回顾近 30 年来全球国际关系学界对

传染病的研究脉络，会发现三处较

为明显的进展与不足：

第一，国际关系学者逐渐认识

到传染病对国家安全的重要影响，

但对传染病的全球冲击力与历史规

律性研究不足，既没有从大国兴衰

历史进程的角度进行归纳总结，也

没有充分认识到传染病可能颠覆或

逆转国家发展轨迹、国际政治运转、

文明发展进程的重大作用。

第二，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

已增加了传染病的内容，但研究主

体是国家、研究重心是军事与经济

安全、基本逻辑是国力竞争与国际

博弈的国际关系思维范式并没有被

改变。传染病蔓延期的国际合作，

往往是各国被迫而为之的战略权宜，

而非思维惯性与现实定律。

第三，个人安全仍是传染病防

治的主要目标，传染病冲击国家实

力的预防性战略并未受到足够重视，

国家尤其是全球大国尚未从共同体

主义的逻辑去承担全球卫生安全的

重大责任。比如，特朗普执政以来，

美国撤销白宫传染病应对办公室，

关闭多个美国公共卫生领域的全球

办事处，削减公共卫生预算，直接

导致 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后美国抗

疫全面失败与国际抗疫的合作不足。

可见，传染病与大国兴衰的规

律需要重新梳理，传染病对国家实

力的影响因素需要重新评估，大流

行病尤其是 2020 年以来新冠肺炎疫

情造成的全球伤害，应该促使人们

重新思考人、生态环境、全球治理

与大国合作。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理念应该得到更多国际社会

尤其是发达国家世界的重视。

 1 涂晓艳：《传染病与安全研究的现状与思考》，载《国际政治研究》，2013 年第 4 期，第 140-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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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归纳传染病影响大国兴衰的历
史规律

在漫长的生物进化过程中，人

只不过是后来者。据统计，微生物

的种类约有 1 万亿种，在地球上生

活了 35 亿年以上。地球是微生物的

世界，数百万年前，人类通过改造

陆地、海洋物种的演进规则而使地

球进入“人类世”（Anthropocene）。
1 按马尔萨斯定律，大自然创造了人

类赖以生存的资源，以自身的节奏

改变人类社会谋生的条件。人口会

随着大自然反复无常的变化（如天

灾、病毒等）而收缩或繁衍，建立

在人口基础上的国家与社会随之兴

衰。2 由此看，人类文明史“也是一

部同灾难和疾病的斗争史”。3 在这

个进程中，微生物尤其是病毒对人

类社会与大国兴衰发挥着不可估量

的决定性作用。传染病蔓延侵蚀着

人的安全，通过杀死生命进而造成

农业停播、粮食减产、经济低迷、

兵源匮乏、军力减弱来改变大国命

运。由于传染病第一伤及对象是人，

而非国家，学术界通常会忽视国家

与传染病之间的直接传导逻辑。

事实上，人类所生存的生态系

统依靠动态平衡中。在威廉·麦克

尼尔梳理的病理学与历史变局逻辑

中，人类一直介于“病菌的微寄生”

（包括病毒）和“大型天敌的巨寄

1 J. McNeill, “Energy,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since 1750: Entering the Anthropocene,” in J. R. 
McNeill and K. Pomeranz, eds,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Vol. 7: Production, Destruction, and Connection, 
1750-Present, Part 1: Structures, Spaces and Boundary Mak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2 （英）马尔萨斯：《人口论》（郭大力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

3 习近平：《团结合作战胜疫情，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在第 73 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
式上的致辞》，载《人民日报》，2020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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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包括统治者、自然界）之间

的平衡中。人体是微生物的重要宿

主之一，而人类又寄宿在大自然界。

人类与其他生命关系中的互动，如

狩猎捕食、自相残杀、农业生产、

人口增长、区域流动等，都有可能

会产生“微寄生”、“巨寄生”的

关系失衡。“微寄生”的关系失衡，

导致寄生物寻找人体宿主的转移。

有时寄生物的转移是正常现象，例

如人体的新陈代谢；有时寄生物的

迁移会造成人体规律性活动的紊乱，

源于病毒的传染病蔓延是典型例子。

“巨寄生”的关系失衡，则容易导

致战争、大火、暴雨、洪灾以及其

他突发灾难等。人体免疫力下降、

自然的有机调节会汇聚成某种历史

演进的合力，形成社会、国家、文

明的重组。1 

换句话说，人类历史进程，传

染病毒是不可忽视的变量。通过“微

寄生”失衡，影响到人类与“巨寄

生”之间的平衡关系，产生领袖伤

亡、族群迁移、政体建崩、产业转型、

科技进步、民族盛衰、战争胜败、

社会荣枯、文化兴灭与文明演进等

历史变局。这正是传染病与大国兴

衰的基本逻辑链条。

如表二所示，从史实看，广为

人知的传染病与大国兴衰的事例在

历史上常常发生。公元前 430 年，

瘟疫改变了古希腊世界雅典帝国与

斯巴达争霸的固有轨迹；公元 2 世

纪，三轮大规模的瘟疫动摇罗马帝

国根基；西班牙与法国长达数个世

纪的争斗，受到坏血病、痢疾和班

疹伤寒等传染病暴发的干扰；14 世

纪下半叶，黑死病席卷欧洲，导致

欧洲 1/3 人口死亡；16-17 世纪西班

牙殖民者将天花带入中美洲，导致

阿兹特克帝国、印加帝国的覆灭；

19 世纪英法争霸，长期受到传染病

的影响；1917 年俄国 3000 万人患上

斑疹伤寒，约 300 万人死亡，加速

沙俄政权覆灭，等等。

1 关于麦克尼尔就 “ 微寄生 ” 与 “ 巨寄生 ” 之间的逻辑关系，可参见：[ 美 ] 威廉 • 麦克尼尔：《瘟疫与人》
（余新忠、毕会成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 年，第 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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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案例为大国兴衰的研究提

供了丰富的非传统素材，更为国际

关系研究范畴的拓展奠定了充足的

历史实例基础。基于这层实例，笔

者试着简要地归纳出三层历史规律

假设。

规律一：传染病在热带易爆发

的自然特征，抑制了大国在传染病

易发区域的成长。

根据麦克尼尔的解释，人传人

的传染病史至少有 5000 年。2 考古

学家对骨骸遗存的研究发现了与早

期国家兴衰相关的传染病现象。公

元前 2000 年，埃及瘟疫影响法老的

长期统治。公元前 1200 年，埃及木

乃伊中发现了钙化的血吸虫卵。古

巴比伦《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提到

疫灾。中国最早的文字殷墟甲骨文

已经有了“虫”“蛊”“疟疾”等

多达 50 种不同的疾病卜辞和解释。

《圣经·撒母耳记》中记载着以色

列人因瘟疫被腓力斯人打败的故事。

按疾病史的记载，血吸虫病与疟疾

是迄今被发现的最古老传染病，是

随着人类与其驯养动物共同生活模

1 Sheldon Watts, Epidemics and History: Disease, Power, and Imperial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 [ 美 ] 威廉 • 麦克尼尔：《瘟疫与人》，第 52 页。

表二影响大国兴衰的主要传染病事件 1

时 间 大国兴衰事件 传染病影响

公元前 430 年 雅典衰落 瘟疫

2-7 世纪 罗马帝国崩溃 三轮大规模瘟疫

13-17 世纪 西班牙与法国争霸 坏血病、痢疾和班疹伤寒等

14 世纪下半叶 欧洲宗教改革 黑死病

16-17 世纪 阿兹特克帝国、印加帝国覆灭 天花、麻疹、鼠型班疹伤寒

1618-1648 年 三十年战争 班疹伤寒、鼠疫等

1812 年 拿破仑帝国崩塌 斑疹伤寒和痢疾

1853 年 克里米亚战争 霍乱、痢疾和班疹伤寒等

1917 年 沙俄覆灭 斑疹伤寒

作者自制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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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兴起而逐渐出现的。1 

按麦克尼尔的推测，非洲的热

带雨林孕育了人类远祖，其充足的

水分加快了寄生物在宿体之间的转

移频率。传染病泛滥的地方，更容

易使人类出现无力、疲怠的症状，

而无法胜任劳作的体力任务，也更

无法胜任大型天敌的进犯（如组织

起来的其他掠食者的武力进攻）。

这就能解释为何人类通过长途迁徙、

生存方式的重组后，在温带出现早

期国家与文明的概率更高，而热带

地区的领衔同时代的国家、社会与

文明的概率更低。2 由此看，历史上

的大国兴盛通常在温带，与人类较

有效地规避传染病频发的区域，有

着长期被忽视的关系链条。

规律二：大流行病一旦失控，

会极大削减人口，导致社会内乱、

国力衰落甚至大国崩溃的结局。相

反，大流行病应对得当，则将顺利

促进本国的可持续崛起。

英国历史学家卡特赖特曾论述：

“人类有三个规模不断扩张的大敌：

瘟疫、饥荒和战争。瘟疫源于人体

的失调；饥荒源于作物和牲畜的失

调；战争一般被认为是大众精神的

失调。”3 相比于饥荒、战争，瘟疫

对国家兴衰的冲击更容易被忽视。

史实证明，大流行病（Pandemic）

疫情导致人口的大量减少，引发社

会混乱，冲击经济运行，削弱国家

实力。冲击烈度越大，国家衰亡的

速度就越快。公元前 3000 年，在古

代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苏美尔人迅

速被闪米特人取代，与传染病密切

相关。4 公元前 430 年，一场灾难性

的病变杀死了 1/4 雅典军队，直接

1 关 于 早 期 传 染 病 历 史， 可 参 见：Mary Dobson, Disease: The Extraordinary Stories Behind History’s 
Deadlist Killers, Labuan: Big Apple Agency, Inc., 2007. 中文版可参：玛丽 • 道布森：《疾病图文史：影响
世界历史的 7000 年》（苏静静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6 年。

2 [ 美 ] 威廉 • 麦克尼尔：《瘟疫与人》，第 37-52 页。

3 [ 英 ] 弗雷德里克 • 卡特赖特、迈克尔 • 比迪斯：《疾病改变历史》（陈仲丹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8 年，导论。

4 [ 美 ] 威廉 • 麦克尼尔：《瘟疫与人》，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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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盛极一时的雅典在伯罗奔尼撒

战争中战败。疟疾使罗马人长期身

体虚弱，曾具有强大战斗力的罗马

军力组成更多来自于外族部落，加

速罗马帝国东西分裂。1 在古代中国，

人口从公元 2 年的约 1230 万户急剧

下降到 742 年的 890 万户。期间东

汉王朝结束，中国陷入长达 300 多

年的南北割据局面中。214 世纪，鼠

疫对蒙古帝国的冲击巨大。中国人

口从 1200 年（蒙古入侵之前）的 1.23

亿减少到 1393 年的 6500 万，加速

蒙古帝国崩塌进程。31518 年西班牙

远征军将大陆之外的天花带入美洲

大陆，位于墨西哥一带的阿兹特克

帝国人口从 2500-3000 万衰减到 50

年后的 300 万，帝国随之灭亡。印

加帝国也因天花而崩塌。传染病对

于印第安人而言，近似灭顶之灾。 
41812 年，拿破仑军队进攻莫斯科，

遭遇斑疹伤寒和痢疾，导致兵败大

撤退。拿破仑帝国随之瓦解。

实例证明，传染病比军事战争

对国力削弱具有更大的创伤力。传

染病可以通过改变生存环境、削减

人口数量、阻断经济活动、引发社

会失序、诱发国内动乱等诸多方式，

削弱国家能力，而国家能力的减弱

又反过来影响传染病防控的有效性。

两者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

直接决定了大国的全球地位。

如表三所示，1853 年克里米亚

战争是英国、法国、俄国在欧亚大

陆腹地争夺势力范围非常重要的一

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患病人数、

因病致死人数远远高于军事受伤及

致死的人数。而俄国患病伤亡惨烈，

也是造成其最终求和结局的重要因

素。可见，在大国兴衰史上，即使

一个实力强盛的帝国能在战争中屡

获胜绩，但一旦不能抵御传染病的

侵蚀，军事战果或许也无法保全。

1 [ 英 ] 弗雷德里克 • 卡特赖特、迈克尔 • 比迪斯：《疾病改变历史》，第 6-17 页。

2 [ 美 ] 威廉 • 麦克尼尔：《瘟疫与人》，第 111 页。

3 [ 美 ] 威廉 • 麦克尼尔：《瘟疫与人》，第 132 页。

4 [ 美 ] 威廉 • 麦克尼尔：《瘟疫与人》，第 1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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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一个崛起的大国若能未

雨绸缪，成功应对大流行病的冲击，

则将促进本国崛起之势。1817 年印

度发生严重霍乱，1831 年霍乱转至

英国，导致英国 13 万人丧生。印度

更是在 1/4 世纪中超过 2500 万死

于霍乱。1 当时英国人通过整治城市、

清理工业区、完善街道排污体系等

方式，成功地“关闭霍乱阀门”，

引领工业革命后第一轮全球城市化，

助推了“日不落帝国”的形成。2 

规律三：大流行病极可能危及

大国领导人的性命，增加大国兴衰

的变数。

一国领导人的健康状态对该国

对外政策的影响极大，领袖突然病

故更有可能颠覆国家走向。3 公元前

429 年，雅典领导人伯里克利死于

瘟疫，加之大量城民受感染死亡，

雅典士气消沉，在与斯巴达的希望

霸权斗争中最终战败。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帝因感染上西尼罗河

病毒而亡，年仅 32 岁，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横亘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

也是当时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

家亚历山大帝国随之瓦解。4 公元

180 年，罗马皇帝马可·奥略留感

染瘟疫而亡，对罗马帝国冲击巨大。

1 Sheldon Watts, Epidemics and History: Disease, Power, and Imperialism. p. 167.

2 玛丽 • 道布森：《疾病图文史：影响世界历史的 7000 年》，第 66-85 页。

3 关于领袖与国家政策的关系代表作，可参见：[ 法 ] 皮埃尔 • 阿考斯、[ 瑞士 ] 皮埃尔 • 朗契尼克：《病
夫治国》（郭宏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 美 ] 詹姆斯 • 伯恩斯：《领袖论》，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96 年。

4 H.G. Zeller, I. Schuffenecker, West Nile Virus: An Overview of Its Spread in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Basin in Contrast to Its Spread in the Americas,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July, 2004.

表三克里米亚战争（1853 年）军事死亡与传染病死亡对照

军事受伤人数 患病人数 因伤致死人数 因病致死人数
法国 39869 196430 20356 49815
英国 18283 144390 4947 17225
俄国 92381 322097 37958 37454

数据来源 [ 美 ] 汉斯·辛瑟尔：《老鼠、虱子和历史：一部全新的人类命运史》，第 1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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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8 年天花传入美洲大陆，阿兹特

克帝国民众视其为神力与天神的惩

罚，用乱石将皇帝蒙特祖玛二世砸

死。帝国很快被西班牙殖民者征服。
11815 年，长期受梅毒、疥疮、急性

传染性肝炎等疾病影响的拿破仑长

期有嗜睡、慵懒等症状，导致在滑

铁卢战役屡屡错失战机，无法力挽

法兰西帝国之狂澜。2 二战史学界公

认，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甚至种族大屠杀，与其早年感染梅

毒相关。1917 年，遗传“甲型血友病”

的末代沙皇唯一直系继承人阿列克

赛无力继承皇位，俄国封建君主制

走向终结。3 

按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历史

演进是由参与历史事件的所有合力

决定。国家元首感染身亡或使一项

事业功败垂成，或令一个国家急转

直下；有时也会使国家发展出现新

的生机。无论如何，从历史实例看，

领导人受感染的确影响着大国兴衰

的轨迹。

综上所述，传染病对大国兴衰

的影响可大体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快速毁灭型，即传染病的

蔓延在短期内令大国盛极而衰甚至

崩溃。公元前 5 世纪中叶，雅典利

用其海上优势，控制了东地中海地

区战略交通要道，形成了古代历史

上第一个大规模的海上霸权雅典帝

国。4 公元前 430 年，一场不知病因

的瘟疫在雅典大规模爆发，“雅典

城里，死神肆虐；城外田地，惨遭

蹂躏”，“染上瘟疫的人，像羊群

一样地死去”。5 此后，雅典迅速走

向衰败。在 16 世纪欧洲人征服美洲

1 [ 英 ] 弗雷德里克 • 卡特赖特、迈克尔 • 比迪斯：《疾病改变历史》，第 76-84 页。

2 [ 英 ] 弗雷德里克 • 卡特赖特、迈克尔 • 比迪斯：《疾病改变历史》，第 84-127 页。

3 [ 美 ] 德博拉 • 海登：《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李振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228-272 页。

4 徐松岩：《论雅典帝国》，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1 期。

5 [ 古希腊 ]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
第 106-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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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程中，“具有相当免疫力的入

侵民族把疾病传染给没有免疫力的

民族。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

班疹伤寒、腺鼠疫以及其他一些在

欧洲流行的传染病，……起了一种

决定性的作用”，不到两年间，就

征服了军队数量 500 倍于己的中美

洲最强大帝国、代表着古墨西哥文

明最高水平的阿兹特克帝国。1 

二是长期干扰型，即传染病导

致国家发展长期处在困境、停滞直

到全面衰败。以罗马帝国为例，奥

古斯都（公元前 27- 公元 14 年）统

治时期开始的大规模早期城市化进

程以及帝国内部的贸易交通体系，

助长了瘟疫的传播速度。公元 165

年由天花引起的“安东尼瘟疫”，

夺走了约 700 万人的性命，占帝国

总人口的 10-20% 之间。而帝国最

血腥战役哥特人入侵罗马时，才仅

有 2 万罗马军人阵亡。这场瘟疫导

致帝国人口倒退一个半世纪。以扩

张征服为目标的中央集权式帝国逐

渐沦为地方行省权力巨大、中央权

威削弱的地域分权式帝国。2249 年

“西普里安瘟疫”出现，使罗马帝

国核心力量无法继续支撑，整个帝

国长期陷入无政府状态，此后东、

西罗马帝国分裂（476 年）。541 年

爆发的“查士丁尼鼠疫”冲击，直

接导致查士丁尼大帝重新统一东西

罗马帝国梦想破灭。此后鼠疫不断

间歇性大爆发，东罗马帝国长期低

迷，直至走向末日。3 

三是推动变革型，即传染病的

冲击倒逼全民深刻反思，进而促成

巨大的国家转型与社会变革。1347

年波及欧洲的黑死病导致 1/3 欧洲

人死亡，英格兰死亡人数更是达到

一半。但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却是一

1 [ 美 ] 贾雷德 • 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年，第 48-51 页。

2 [ 美 ] 凯尔 • 哈珀：《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李一帆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9 年，第 154-158 页。

3 [ 美 ] 凯尔 • 哈珀：《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第 197-203 页、第 280-3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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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转折点。“它割断了与过去的联

系，带来新时代的曙光。……劳动

人民开始理解自己的价值并维护自

己的利益，……丧失了对教规的信

心，不再相信传统，对信仰产生怀

疑……欧洲逐渐从崩溃的边缘恢复，

实现了经济振兴和宗教复兴”，促

成了后来的文艺复兴，直接推动了

16 世纪以后的西方崛起。11918 年

大流感，全球范围内大约有 5000 万

人丧生，甚至可能高达 1 亿。“这

是自然与现代科学的第一次大冲突，

有人拒绝屈从于自然的力量，拒绝

倚靠神助使自己免遭厄运……开始

倡导革新，计划将美国医学从世界

发达国家中最落后的变为世界上最

先进的”。2 现代医学的大发展，为

此后美国 20 世纪崛起奠定了强大的

基础。3 

不过，现代科技的发展容易让

人们尤其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巨大

错觉，以为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

1977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

天花病毒已根除。次年，联合国所

有成员国签署《健康全人类 2000 年》

协定，预言千禧年之前，人类健康

状况将发生质的提升，疾病防治的

重心转移到了非传染性的所谓“富

贵病”上，如心脏病、糖尿病和癌

症等。4 事实是，艾滋病、鼠疫、霍乱、

结核病等传染病在二战结束以后的

增 长 速 度 仍 相 当 快 速。1945 年至

1993 年，仅艾滋病、结核病、疟疾

就夺走了 1.5 亿人的生命，是同期

战争死亡人数（2300 万人）的近 5

倍。所有过早死亡人群的 50% 以上，

都与艾滋病、肺炎、结核病、腹泻

病、疟疾和麻疹等六类传染病相关。

1 [ 英 ] 弗朗西斯 • 艾丹 • 加斯凯：《黑死病：大灾难、大死亡与大萧条》（郑中求译），北京：华文出版社，
2019 年，第 3、349、352 页。

2 [ 美 ] 约翰 •M• 巴里：《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钟扬等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8 年，
第 6-7 页。

3 邵逸舒：《1918 年大流感对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的影响》，载《科技风》，2018 年 8 月。

4 Susan Peterson, “Epidemic disease and National Security”, Security Studies 12, no. 2, Winter 2002/3, p47.



人大重阳“全球治理”系列研究报告第 9 期       23

传染病与大国兴衰 ——基于历史实例的研究

11998 年 3 亿人感染疟疾，110 万人

死亡。2000 年肺结核夺走 170 万人

生命。更糟糕的是，1973 年以来，

人类新发现了 30 多种传染病毒，且

病毒变异并产生抗药性的周期远远

超出人类研制抗生素的速度。2 这些

传染病严重影响了二战结束后新独

立的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国力提升，

对传统强国、现存霸权国的国家安

全也造成巨大威胁。

1 WHO, Removing Obstacles to Healthy Development, Report on Infectious Diseases, Geneva: WHO, 1999, 
chap. 1-2.

2 段青、陈玉洁：《传染病对传统安全范式的挑战》，载《中国图书评论》，2009 年第 8 期，第 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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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染病影响大国兴衰的
现代启示

随着近代对外殖民、工业革命

以及城市化进程不断受到传染病的

侵蚀，欧美国家逐渐将传染病的防

治从国内推向国际合作。1851 年英、

法、俄等 12 个欧洲国家召开首次国

际卫生合作会议，商议烈性传染病

霍乱的防疫措施。1907 年，第一份《国

际卫生条约》在罗马签订，此后还

产生了世界上首个区域性的跨国公

共卫生组织：泛美卫生组织。对传

染病的重视与防疫合作，为欧美国

家早期崛起、领衔现代化的全球进

程奠定了良好的公共卫生基础。

1948 年 国 际 卫 生 组 织 问 世。

1978 年，世卫组织在阿拉木图召开

国际初级卫生保健大会，提出人人

享有健康的千禧年目标，宣告全球

卫生时代的开始。然而，“西方对

国境线之外的公共卫生危机不愿承

担足够的道德义务”,1 直到以艾滋

病为代表的传染病在发达国家感染

人数急剧上升，西方才逐渐开始重

视传染病对国家安全、国力发展的

威胁。1988 年，美国国防部发布报

告，论述 HIV 病毒引发艾滋病对美

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这是历史上第

一份关于传染病影响国家安全、国

家发展战略的官方研究报告。22000

年 1 月，联合国安理会首次召开以

人类健康为主题的会议，重点讨论

艾滋病对国际发展的影响。时任美

国副总统戈尔呼吁，安全需要有一

个“更创新、更丰富的定义”，需

1 Susan Peterson, “Epidemic disease and National Security”,p46. 

2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Trend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 U.S. Analysis”,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September 1989, pp. 587-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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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囊括像艾滋病在内的传染病爆发

与复发的内涵。12020 年全球肆虐的

新冠疫情，重新规划着国家安全与

大国兴衰的未来。2 这促使麦克尼尔、

戴蒙德等历史学家们对传染病冲击

人类社会的历史研究有了更多的现

实启迪，也有助于传染病影响大国

兴衰的规律总结给予各国决策者的

战略规划更多政策启发。

第一，揭示传染病高发地区的

国家发展容易受长期抑制的历史规

律，有助于推动 21 世纪全球公共卫

生治理体系的完善，尤其非洲、南亚、

大洋洲、拉美等位于热带的一些国

家的传染病防治应提上全球安全的

更重要议程。

冷战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加

速承载发达国家的工业转移，严重

打破人类需求和自然界供给之间的

平衡。传染病在地处热带的非洲、

南亚、大洋洲、拉丁美洲等国家的

冲击烈度、防治难度均加大。然而，

直至 2014 年，全球仍有 80% 国家

（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尚未如期做

到加强本国传染病侦测和报告能力。
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评估，

传染病对各国经济增长、家庭收入

和工业制造、企业运营都将造成毁

灭性的打击，比如，在艾滋病高发

国家，家庭收入 80% 被削减，食品

消费额下降 15-30%，义务教育学

生的注册率减少 20-40%，年均造

成 0.5-1% 的 GDP 额外损失。4 世界

卫生组织《2016 年世界健康评估报

告》透露，低收入国家前七位死因

有五类都是传染病，占死亡总数的

63%。5 传染病高发国家的政府治理

1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Vice President, “Remarks prepared for delivery by Vice President Al Gor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Opening Session”, 10 Jan. 2000. 

2 Segun Oschewolo & Agaptus Nwozor, “Covid-19: Project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Dimensions of Pandemics”, 
Strategic Analysis, Vol. 44, No. 3, 2020, pp. 269-275. 

3 Susan Rice, “Why Global Health Security Is an Emergency”, White House, December 4, 2014. 

4 Desmond Cohen, “The HIV Epidemic and Sustainable Human Development,” UNDP HIV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 Issues Paper no. 29, 1998. 

5 Global Health Estimates 2016: Deaths by Cause, Age, Sex, by Country and by Region, 2000-2016, Genev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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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被极大地削弱，还会引发频繁

的社会暴力事件、政治动荡、经济

政策失效、军事派系冲突甚至种族

灭绝事件。所谓“国家崛起”在传

染病高发国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可见，经济学界、政治学界

剖析发展中国家长期发展滞后时仅

选取产业、财政、贸易、金融、外

交政策等角度是不够的，还应该加

上公共卫生与传染病防治的政策研

究维度。历史实例已表明，大国兴

衰的背后或多或少都有传染病影响

的因素。这对新兴经济体、后发国

家的崛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二，发现传染病导致大国衰

落的高概率历史规律，有助于认清

后疫情时代美国加速衰落的真正原

因，更有助于寻找中美关系避免“修

昔底德陷阱”的破解之法。

2020 年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中

美两个全球大国的防疫合作严重滞

后于国际社会的呼吁与全球现实的

需求。相反，中美大国竞争在疫情

期呈现加剧的趋势。不少学者都认

为，新冠疫情的防疫失效暴露了美

国公共卫生防疫能力的漏洞与国家

能力的不足，削弱了美国领导世界

的软实力，加速美国霸权的衰落。

1 这再次印证了全球化时代传染病仍

有可能导致大国衰落的历史规律。

可惜的是，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决

策层并没有认清这条铁律，不承认

新冠肺炎传染病是损害美国国力、

加速美国衰落的最新原因，相反，

美国政府不断甩锅中国，把中国当

作抗疫失败“替罪羊”，对华发动

新冷战，试图凝聚早已分裂的美国

社会之团结。2 很明显，美国受传统

1 关于疫情加速美国霸权衰落的代表性论文，可参见：Alexander Cooley&Daniel Nexon,Exit from 
Hegemony, The Unraveling of the American Global Or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0.Carla Norrlöf, 
“Is COVID-19 the end of US hegemony? Public bads, leadership failures and monetary hegemony.”International 
Affairs,Vol. 96, No.5, 2020, pp1281–1303. Danny Haiphong. “The Great Unmasking: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the Age of COVID-19.”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Vol. 10, No. 2, 2020, pp 200-213. Editorial, Dying in 
a Leadership Vacuum,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Oct. 8, 2020. 

2 王文，《中美会发生冷战吗？》，载《东北亚论坛》，2020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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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理论桎梏太深，将大国战

略视野狭窄地局限在国家与国家之

间的博弈中。历史表明，如果把大

国衰落简要地归结为“外敌入侵”

的话，那么，传染病才有可能是真

正的“战争发动者”和“战争结局

的决定者”。1 新冠疫情再次提醒现

存霸权国美国与最大崛起国中国，

病毒是两国共同的敌人。未来传染

病对中美两国的长期威胁，远大于

战争。对于霸权国家而言，国家实

力的维护不只是保证经济、军事、

软实力不被崛起国家的超越，更重

要的是，维护本国人口与国家安全

能抵御大流行病的冲击。中美两国

的竞争不在于谁打压了谁，而是比

拼“谁更能解决本国的问题”，传

染病的防疫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对此，从传染病的历史规律出发，

尽快转换转变国际政治研究范式，

更新霸权更替的思考框架，重新审

视大国博弈的“共生性”，追求“动

态共同进化平衡”，2 变得越来越重

要。若能破题，将推动国际关系本

体论、认识论的研究革命。传染病

影 响 大 国 兴 衰 的 研 究 将 改 变 国 际

关系理论的范式，也将高度考验国

际 关 系 学 者 的 高 超 智 慧 与 理 论 创

新水平。

第三，发现传染病感染一国领

导人而增加国家变数的历史规律，

有助于让各国政治精英进一步加

深对传染病防治国际合作的重视，

更助推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领导

人以共同体主义的高度去担当世

界的未来。

在新冠疫情期，英国首相约翰

逊、巴西总统博索纳罗、美国总统

特朗普等大国领导人先后受感染。

美国白宫、国会山、五角大楼内的

多位高官也被感染。虽然领导人、

政治精英们在国家优质治疗条件的

1 Susan Peterson, “Epidemic disease and National Security”,p54.

2 Dennis Pirages and Theresa DeGeest, “Globalization and Biosecurity”, Ecological Security, Boulder: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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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心呵护下，绝大多数都恢复健康，

但受感染的事例再次警示，病毒不

分国界、种族、贵贱、性别。传染

病的冲击力颠覆了人们对强大的大

国实力的固有认识，边境防御与安

保警卫在病毒面前变得形同虚设，

大国军力在传染病冲击下也显得无

助。可惜的是，人类历史不断重复

着传染病冲击大国兴衰、导致大规

模国民死亡、大国领导人同样受威

胁的故事。未来产生像新冠肺炎这

样的大流行病的可能性始终存在。

任何反智主义、反科学主义都要不

得，大国领导人采取任何侥幸心理、

摆着权力狂妄的姿态、推行被动防

御政策终都将被证明是失当的。每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应该从战略上

意识到传染病可能导致一国国力严

重衰退的历史规律。

不断有大国领导人受感染的史

实与现实还提醒人们，应该对病毒

保持敬畏与谦逊。世界卫生组织早

已提醒，病菌的耐药性与日俱增，“刀

枪不入”的“超级细菌”使人类有

可能回到无药可救的黑暗年代。未

来 30 年，全球将有 3 亿人死于耐药

性病毒，耐药性病毒将成为人类“第

一杀手”。1 这逼迫国际社会尤其是

各个大国，应该主动采取有效措施，

综合运用法律、财政、行政、税收、

科技、外交等手段解决未来巨大威

胁，完善全球公共卫生体系。

1 徐彤武：《全球卫生：国家实力、现实挑战与中国发展战略》，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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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论

传染病影响大国兴衰的历史规

律探索，并不是为了说明传染病是

大国巨变的首要原因，而是揭示影

响大国兴衰进程中长期被忽视的微

观变量。21 世纪，大国之间的战争

越来越变成模拟演算，大国之间激

烈竞争越来越不像是“你死我亡”

的零和博弈，更像是“讨价还价”

的长期买卖。相比之下，病毒引发

的大流行病对大国国民的人身健康

伤害、社会稳定干扰、经济增长停

滞是实实在在的。传染病爆发具有

偶然性，但对大国兴衰的持续影响

却具有必然性。过往国际关系忽视

传染病的变量研究，即使 21 世纪以

来传染病已被纳入到安全研究范畴

内，其定位仍划入到“低级政治”，

视为大国博弈的边缘化议题。1 这种

趋向需要扭转。由此看，如何从长

远防治传染病的大规模爆发，维持

大国崛起的可持续性，亟待国际关

系理论研究范式的变革。

大国崛起如同走长征路。2 国家

对传染病的防治，是这条漫长的长

征路上安全保障收益率最高的战略

性投资。按《柳叶刀》杂志发表的

《全球健康 2035》研究报告，健康

投资在一代人时间里可获得超过成

本 9-20 倍的收益。3 健康的国民群

体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必要基

础，也是实现国家崛起与民族复兴

的重要目标。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

要 , 这是中国在 2020 年抗击新冠疫

1 涂晓艳：《传染病与安全研究的现状与思考》，第 141 页。

2 王文：《强国长征路：调研百国归来看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 年。

3 Dean T Jamison & Lawrence H. Sumers, et al., “Global Health 2035: A World Converging Within A 
Generation”, The Lancet, Vol. 382, No. 9908, Dec. 7, 2013, pp. 1898-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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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最早取得阶段性胜利、保持民族

复兴之势的哲学文化源泉。没有良

好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与疾病防控

体系，国家公共安全就会频现危机，

国家可持续发展与全球大国地位就

没有保障。诚如比尔·盖茨所言：“最

有可能让超过 1000 万人丧生的唯有

自然发生或生物恐怖主义引发的传

染病”，1 这对中国国家发展所需要

捍卫核心利益、推动国家可持续崛

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正如习近平在第 73 届世界卫生

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中讲

道，“人类终将战胜疫情，但重大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对人类来说不会

是最后一次。”全球化时代，人类

已经是命运共同体，2020 年新冠疫

情再次暴露了人们对传染病的历史

剖析与规律总结的短板与不足。各

国团结合作是战胜诸多重大疫情的

最有力武器。这不仅是 20 世纪以来

世界各国抗击艾滋病、埃博拉、禽

流感、甲型 H1N1 流感等跨国传染

病的重要经验，也是探索传染病与

大国兴衰历史规律得出的人间正道。

由此看，改变国际政治观念和治理

方式，加强政府之间、学术界、社

会间的通力合作，完善全球公共卫

生安全治理体系，改变大国关系互

动的思考维度，才是推动全球抗疫

取得最终胜利、防范下一次大流行

病冲击的必经之路。

4 Bill Gates, “the Next Epidemic: Lessons from Ebola”,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April 9, 2015, 
Vol. 372, pp. 1381-1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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