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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
弱
的
平
衡—

—

德
國

的
抗
疫
策
略

黃
鳳
祝

德
國
是
全
球
第
四
個
新
冠
病
毒
感
染
病
例

突
破
十
萬
的
國
家
。
截
至
四
月
十
三
日
，
累
計

感
染
十
二
萬
七
千
八
百
五
十
四
例
，
病
死
率
為

百
分
之
二
點
三
六
。
相
對
於
意
大
利
、
西
班

牙
、
法
國
和
英
國
等
歐
洲
人
口
大
國
，
德
國
在

應
對
本
輪
疫
情
過
程
中
表
現
得
比
較
從
容
，
各

項
經
濟
、
社
會
措
施
有
序
推
進
，
醫
療
系
統
運

轉
正
常
，
民
眾
滿
意
度
高
，
病
死
率
得
以
維
持

在
一
個
較
低
的
水
平
。

可
控
的
群
體
免
疫

德
國
的
抗
疫
主
旨
在
於
追
求
可
控
的
群
體

免
疫
。
二
月
底
，
德
國
疫
情
進
入
社
區
傳
播
階

段
，
政
府
和
病
毒
學
家
即
就
群
體
免
疫
的
防
疫

策
略
達
成
共
識
。
鑑
於
疫
情
已
在
全
球
蔓
延
，

接
受
病
毒
與
人
類
長
期
共
存
的
事
實
。
在
缺
乏

有
效
藥
物
和
疫
苗
的
情
況
下
，
德
國
預
期
在
兩

年
內
，
將
有
百
分
之
六
十
至
七
十
的
人
口
感
染

病
毒
；
以
病
死
率
百
分
之
零
點
五
計
算
，
將
有

二
十
八
萬
人
死
於
新
冠
病
毒
。

與
英
國
和
瑞
典
相
對
放
任
的
群
體
免
疫
政

策
不
同
，
德
國
強
調
「
可
控
」
：
一
方
面
控
制

疫
情
，
維
繫
醫
療
系
統
的
良
性
運
作
；
一
方
面

盡
可
能
保
持
經
濟
和
社
會
的
開
放
程
度
，
避

免
疫
情
對
民
生
造
成
嚴
重
衝
擊
，
引
發
次
生
危

機
。

相
對
於
意
大
利
、
法
國
和
西
班
牙
，
德
國

的
防
疫
措
施
比
較
寬
鬆
。
三
月
，
歐
洲
各
國
疫

情
爆
發
，
德
國
的
感
染
人
數
連
續
多
日
呈
現
出

危
險
的
指
數
級
增
長
。
政
府
雖
然
關
閉
了
學

校
、
幼
兒
園
、
商
店
、
餐
館
以
及
其
他
非
重
要

行
業
，
但
是
沒
有
採
取
封
城
或
禁
足
令
等
嚴
厲

措
施
。
政
府
倡
導
人
們
居
家
辦
公
，
通
過
減
少

民
眾
聚
集
，
保
持
社
交
距
離
，
延
緩
病
毒
的
傳

播
。
此
外
，
採
取
措
施
加
強
對
高
危
人
群
的
保

護
，
養
老
院
和
護
理
院
禁
止
家
屬
探
視
，
以
免

發
生
聚
集
性
感
染
。

這
一
做
法
為
後
續
的
措
施
調
整
預
留
了
進

退
空
間
。
如
果
疫
情
失
控
，
可
以
進
一
步
提
高

禁
令
級
別
。
如
果
疫
情
緩
解
，
可
以
逐
步
放
鬆

管
制
，
疏
解
經
濟
壓
力
。
為
了
減
輕
疫
情
對
民

生
的
衝
擊
，
德
國
政
府
在
三
月
公
布
了
一
項
規

模
高
達
七
千
五
百
億
歐
元
的
巨
額
經
濟
資
助
計

劃
，
面
向
企
業
和
普
通
民
眾
，
覆
蓋
經
濟
生
活

的
各
個
領
域
，
有
效
避
免
了
大
規
模
失
業
。

動
盪
時
期
需
要
強
有
力
的
領
導
者
。
德
國

總
理
默
克
爾
在
三
月
十
八
日
發
表
電
視
講
話
，

警
示
德
國
正
在
面
臨
二
戰
以
來
最
嚴
重
的
危

機
，
號
召
民
眾
嚴
肅
對
待
，
團
結
抗
疫
。
疫
情

期
間
，
默
克
爾
的
表
現
冷
靜
務
實
，
民
意
支
持

率
達
到
第
四
任
總
理
任
期
的
最
高
峰
。
百
分
之

九
十
五
的
德
國
民
眾
對
政
府
的
舉
措
表
示
認

與歐洲鄰國不同，德國

的感染人數雖然增長迅

速，但是病死率低。《紐

約時報》把這一現象稱

為「德國例外」。德國

疫情尚處於初始階段，

病死率相對較低主要得

益於充分的醫療資源儲

備和大規模的核酸檢測

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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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與
歐
洲
鄰
國
不
同
，
德
國
的
感
染
人
數
雖

然
增
長
迅
速
，
但
是
病
死
率
低
。
《
紐
約
時
報
》

把
這
一
現
象
稱
為
「
德
國
例
外
」
。
德
國
疫
情

尚
處
於
初
始
階
段
，
病
死
率
相
對
較
低
主
要
得

益
於
充
分
的
醫
療
資
源
儲
備
和
大
規
模
的
核
酸

檢
測
力
度
。

全
球
領
先
的
醫
療
資
源
配
置

德
國
擁
有
全
球
領
先
的
醫
療
資
源
配
置
。

按
照
世
衛
組
織
公
布
的
數
據
，
二○

一
七
年
德

國
每
千
人
口
擁
有
四
點
三
三
名
醫
生
，
英
國
為

二
點
八
九
，
美
國
為
二
點
五
九
；
二○

一
二
年

德
國
每
十
萬
人
擁
有
重
症
監
護
床
位
二
十
九
點

二
張
，
意
大
利
為
十
二
點
五
張
，
法
國
為
十
一

點
六
張
，
西
班
牙
為
九
點
七
張
，
英
國
僅
為
六

點
六
張
。
疫
情
爆
發
之
前
，
德
國
擁
有
二
萬

八
千
張
重
症
監
護
床
位
和
二
萬
台
呼
吸
機
，
疫

情
爆
發
之
後
分
別
擴
容
到
四
萬
張
和
三
萬
台
，

收
治
能
力
得
到
進
一
步
提
升
。

此
外
，
通
過
大
規
模
核
酸
檢
測
，
儘
早
發

現
感
染
者
，
追
蹤
阻
斷
傳
播
鏈
，
也
為
病
死
率

的
計
算
提
供
了
一
個
比
較
清
晰
的
基
礎
。
早
在

武
漢
疫
情
期
間
，
德
國
就
建
立
了
自
己
的
病

毒
檢
測
體
系
；
疫
情
爆
發
之
後
，
檢
測
能
力
迅

速
提
升
，
每
周
檢
測
水
平
維
持
在
三
十
五
萬
到

四
十
萬
人
次
，
並
且
擁
有
一
定
的
擴
容
空
間
，

全
部
費
用
由
醫
療
保
險
體
系
承
擔
。
截
止
到
四

月
十
二
日
，
德
國
每
百
萬
人
口
已
有
一
萬
一
千

人
進
行
了
檢
測
，
法
國
的
數
字
是
每
百
萬
人
口

三
千
四
百
人
。

雖
然
疫
情
發
展
迅
速
，
但
是
德
國
迄
今
為

止
沒
有
發
生
醫
療
資
源
擠
兌
的
情
況
，
輕
症
居

家
隔
離
，
重
症
入
院
治
療
，
也
因
此
有
餘
力
幫

助
歐
洲
鄰
國
抗
擊
疫
情
。
四
月
初
，
德
國
政
府

派
遣
運
力
從
意
大
利
、
法
國
和
荷
蘭
接
收
了
數

以
百
計
的
重
症
病
人
，
同
時
為
西
班
牙
預
留
了

一
定
數
量
的
重
症
監
護
床
位
。
此
外
，
德
國
先

後
向
意
大
利
和
西
班
牙
派
遣
了
醫
療
隊
。

進
入
四
月
中
旬
，
為
期
四
周
的
限
制
措
施

效
果
初
現
，
德
國
國
內
的
感
染
人
數
從
指
數
級

增
長
減
緩
為
線
性
增
長
。
復
活
節
之
後
，
德
國

政
府
將
推
出
放
鬆
防
疫
管
制
的
具
體
辦
法
。

在
疫
情
爆
發
的
第
一
階
段
，
防
控
措
施
的

目
的
在
於
挽
救
人
的
生
命
，
但
是
管
制
措
施
越

嚴
厲
，
持
續
時
間
越
長
，
造
成
的
經
濟
後
果
就

越
嚴
重
。
在
與
病
毒
長
期
共
存
的
第
二
階
段
，

政
治
家
和
學
者
需
要
就
成
本
與
效
益
的
平
衡
達

成
共
識
。
經
濟
生
活
逐
步
恢
復
後
，
感
染
人
數

勢
必
出
現
反
彈
，
問
題
的
關
鍵
在
於
醫
療
體
系

能
否
承
載
重
症
病
人
的
快
速
增
長
。

除
了
推
進
疫
苗
研
發
和
藥
物
實
驗
，
德
國

還
啟
動
了
血
清
檢
測
研
究
，
檢
測
人
群
中
已
經

具
備
新
冠
抗
體
的
比
例
，
推
斷
德
國
社
會
的
實

際
感
染
情
況
和
病
死
率
，
據
此
對
抗
疫
措
施
進

行
調
整
。

放
鬆
管
制
之
後
，
一
個
重
要
問
題
是
如
何

加
強
對
高
危
人
群
的
防
護
。
德
國
老
年
人
的
生

活
狀
況
與
意
大
利
有
所
不
同
。
在
意
大
利
，
祖

孫
三
代
常
常
生
活
在
一
個
屋
檐
下
；
德
國
許
多

老
人
住
在
養
老
院
或
護
理
院
。
前
者
易
被
年
輕

人
感
染
，
後
者
容
易
發
生
院
內
聚
集
感
染
。
因

為
醫
療
防
護
措
施
不
足
，
德
國
境
內
已
有
許
多

養
老
和
護
理
機
構
出
現
院
內
感
染
。
隨

高
危

人
群
感
染
比
例
的
增
加
，
德
國
的
病
死
率
也
有

所
提
高
。

疫
情
爆
發
之
初
，
盎
格
魯—

撒
克
遜
系
的

國
家
追
求
功
利
主
義
，
主
張
隔
離
高
危
人
群
，

以
此
維
繫
大
多
數
人
的
自
由
。
德
國
遵
循
康
德

以
來
的
傳
統
，
並
不
認
同
這
一
做
法
，
強
調
利

益
平
衡
不
能
違
背
道
德
直
覺
。
但
是
，
隨

疫

情
的
常
態
化
，
來
自
經
濟
界
的
壓
力
日
益
凸

顯
。
從
四
月
下
旬
開
始
，
德
國
逐
步
放
鬆
管

制
，
具
體
分
為
若
干
細
小
的
步
驟
。
在
全
球
疫

情
蔓
延
的
大
背
景
下
，
德
國
在
未
來
很
長
一
段

時
間
只
能
在
疫
情
和
經
濟
生
活
之
間
尋
求
一
種

脆
弱
的
平
衡
。
除
了
醫
療
資
源
、
經
濟
政
策
和

大
數
據
的
支

，
還
需
要
民
眾
的
團
結
、
耐
心

與
自
律
。

（
作
者
為
德
國
慕
尼
黑
大
學
哲
學
博

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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