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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                           治愈                          

弱国家与强社会：吉尔吉斯斯坦新冠疫情的严峻挑战
                                                                                           王涛

与中国相比，中亚地区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确诊病例较晚。在世界卫生组织于 3 月 11 日将 COVID-19

列为全球性大流行病（Pandemic）后，中亚地区逐渐出现确诊病例，依次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有患

者感染新冠病毒。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出现确诊病例较晚。本文主要从弱国家与强社会的视角分析吉尔吉斯斯坦国

内新冠疫情动态趋势、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及疫情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

一、吉尔吉斯国内新冠疫情动态趋势及特征

截至 5 月 26 日，吉尔吉斯国内共出现确诊病例 1468 例，其中治愈 1015 例，死亡 16 例，医护人员确诊 287 例。

3 月 18 日，吉尔吉斯出现首批 3 例确诊病例。此 3 人皆曾前往沙特参加“小朝觐”活动，1 他们于 3 月 12 日回国后一周内

被确诊患新冠肺炎。在此前，沙特于 3 月 3 日通报出现确诊病例的次日即宣布停止国内的小朝觐活动，2 因此，有大量吉尔吉

斯公民需返回母国。3 由于这些公民几乎都参加了群体性较强的朝觐活动，吉尔吉斯国内新冠病毒扩散的几率大幅上升。事实

也证明，在最初确诊的一部分人中，主要是参加过小朝觐的人及其亲属。

在面临新冠疫情扩散的压力下，吉尔吉斯外交部宣布自 3 月 19 日 0 时起禁止所有外国公民入境。此外，在 3 月 21 日召

开的安全委员会非例行会议上做出了实施紧急状态的决定。最终在 3 月 24 日，吉尔吉斯国家议会在紧急会议上通过了总统

当日签署的关于实施紧急状态的命令。为了防止新冠肺炎在吉尔吉斯国内的扩散，决定自 2020 年 3 月 25 日 8:00 至 4 月 15 日 8:00

在比什凯克市、奥什市、奥什州诺卡特区和卡拉苏区、贾拉拉巴德州贾拉拉巴德市和苏扎克区实施紧急状态。同时在首都比

什凯克市实施宵禁（晚 8:00- 早 7:00）。

在新冠肺炎确诊人数破百后，吉尔吉斯总统热恩别科夫于 4 月 1 日以抗击疫情不力为由签署了免去副总理奥穆尔别克娃

和卫生部长乔尔蓬巴耶夫的法令。这体现了吉尔吉斯政府对本国疫情形势的担忧。从图 1 可以看出，尽管采取了诸多措施，

时至今日，吉尔吉斯国内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始终保持稳定的增长势头。

图 1：吉尔吉斯斯坦新冠肺炎动态（03.18-05.2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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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观察吉尔吉斯国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人群及数量变化的话，不难得出吉国疫情发展以下三个特征：（一）本国公民

输入型。尽管与中国为邻国，但由于种种原因，吉尔吉斯与中国的人员往来远没有其与俄罗斯及其周边穆斯林国家频繁。而且，

这种人员往来基本呈一边倒的状态，即人员主要向外流动。当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后，各国均采取了限制外国人入境的措施，

而在疫情严重国家的一部分吉尔吉斯公民在此时返回国内。这些人成为潜在的病毒携带者。由于未做好最初的隔离防范措施，

新冠病毒肺炎得以在吉尔吉斯境内扩散。与多数国家新冠病毒由外国公民携带入境不同，吉尔吉斯国内的新冠病毒主要由本

国公民带入。

（二）感染人数的时间地理变化：由南向北。从 3 月 18 日吉尔吉斯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一个月内，南部两个人口

大州（奥什州和贾拉拉巴德州）的感染人数明显多于其他城市和州（见图 2）。这有多重原因：首先，这两州位于费尔干纳

盆地边缘，历史上宗教信仰浓厚、人口众多，直至今日亦如此。因此，前往沙特参加小朝觐的人数更多，携带病毒返回国内

的概率更高。吉国最初的确诊病例就出现在贾拉拉巴德州。其次，南部地区经济落后，医疗卫生条件差。南部地区历史上主

要以棉花种植为主要产业，自苏联解体以来，经济发展缓慢，这也导致医疗卫生条件未得到大幅改善。再加上普遍性的应对

新冠疫情的各种“盲区”，因此未能有效遏制病毒扩散。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位于北方的首都比什凯克市和纳伦州的确诊

人数明显增多，增速高于国内其他地区。截至 5 月 26 日，两地的确诊人数也多于其他地区。吉尔吉斯国内的南北差异性再

次凸显。

图 2：吉尔吉斯各州及主要城市确诊人数（03.18-05.26）5

（三）医护人员感染人数较多。截至 5 月 26 日，在确诊的 1468 人中，共 287 人为医护人员。这一比例远高于多数国家。

在奥什市甚至出现了医护人员集体感染事件。6 根据笔者在吉尔吉斯斯坦的观察，奥什市的公立医院基础设施普遍较差，医务

人员的工资水平也不高。而私立医院的医疗环境和水平明显优于公立医院，但就诊费用高，对南方大部分民众来说，这些医

疗服务过于昂贵。再加上部分医务人员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身兼数职，如同时在公立医院和私人诊所开诊，这对于公立医院

本身的发展形成不良影响。而作为抗击疫情的核心阵地，在初期公立医院的医疗设施和水平难堪大任，这才导致吉尔吉斯国

内医护人员感染人数时有增加。

二、政府的应对措施及评估

在国内出现新冠肺炎病例后，吉国政府采取了积极应对措施，如实施紧急状态、禁止外国公民入境、呼吁国际组织进行

援助等。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疫情的扩散，但从当前吉国确诊人数稳中有增的局势看，这些措施并未十分有效。



3

总第 1期（2020 年 6 月）区域观察

在吉尔吉斯政府宣布自 3 月 25 日至 4 月 15 日在吉尔吉斯部分城市和地区实施紧急状态及在比什凯克市实施宵禁后，违

反相关规定的事件时常发生。部分民众从心理层面显然未对新冠疫情有明确认知，在街上经常能看到未佩戴任何防护设备的

行人。从这个方面来看，政府的诸多规定、声明、呼吁未得到一些民众的积极响应。

吉尔吉斯斯坦作为中亚地区开放度和包容度最高的国家，自苏联解体以来一直为西方国家所青睐。因此，西方国家投入

了大量的精力用于在该国推广民主政治模式。在俄罗斯自顾不暇的情况下，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随着两次革命的

发生，西方国家在吉尔吉斯的政治力量逐渐丧失，俄罗斯力量的重新介入和吉尔吉斯本民族传统的回归成为吉尔吉斯当前的

政治选择。

从新冠疫情的角度讲，随着吉尔吉斯本民族传统的回归，国家与民众间的离心倾向越来越明显，这对于政府实施强制性

措施造成严重阻碍。吉尔吉斯民族的部落传统在当代政治生活中常常得到体现。作为部落政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碎片化是

阻碍国家与民众向心而行的重要原因。吉尔吉斯国内时常发生某位议员或官员由于违法行为被拘捕，进而出现该议员所在部

落（一般为议员来源地）民众上街抗议示威的事件。议员作为该部落民众利益的代表，民众对其的“效忠”程度高于国家。从

这个角度讲，疫情期间部分民众对政府的相关规定视而不见、闻而不遵的行为就可以理解了。

从政府层面讲，政府对新冠疫情的认知也显不足。在最初的紧急状态结束之后，确诊人数仍在稳定增长。因此吉国总统

4 月 14 日签署新的法令，将紧急状态延长至 4 月 30 日。7 此后再将一些重点城市和地区的紧急状态延长至 5 月 10 日。8 在 5 月

10 日紧急状态结束后，继续实施紧急情况制度，在比什凯克市、奥什市及重点地区继续实施检疫隔离制度。参照疫情发展态

势，政府的举措前瞻性略显不足。

在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政府和民众反应的不同步体现了吉尔吉斯弱国家与强社会的特征。苏联解体以来历经两次革命，

吉尔吉斯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不断下降。民众常常通过非法甚至暴力的形式表达自身诉求，这些行为背后一般有一定的社会

力量做支撑。这从侧面反映出社会力量的强势。在自由度较高的吉尔吉斯斯坦，这种基于部落传统的社会力量拥有广泛的活

动空间，对国家权威不断侵蚀。这也正如上文所述，民众对于政府的相关规定遵守与否有很大的选择空间。而政府应对不及

时更为这一现象的发展提供了推力。

三、疫情的经济社会影响

吉尔吉斯斯坦本身经济基础薄弱，在疫情面前更为明显。之所以做出该论断，首先要理解对吉尔吉斯经济发展起重要作

用的外汇收入。由于吉国本身不能提供数量足够和薪资符合预期的工作岗位，大量吉国公民选择去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

工作赚取收入。这些收入在流入吉国后成为促进吉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9 年流入吉国的外汇收入

达 24 亿美元，而同年吉国 GDP 为 76 亿美元。9 这些收入几乎达到 GDP 的三分之一。而疫情当前，各国的经济生产活动均受

到影响，要么停产，要么大幅减产，这对于 64 万在俄吉国公民来说无疑是沉重打击，对吉国经济来说更是如此。

受疫情影响，吉国的经济活动降低了约 80%。失业率飙升，临时性失业人数达 70 万人。10 如果疫情再不得到有效控制，

对于政府力量弱小的吉尔吉斯来说，社会将面临严峻的安全风险。吉国政府已经开始部分恢复经济生产活动，并期望这一举

措能缓解当前的经济和社会风险。

从目前吉国疫情动态来看，确诊人数仍在持续走高，这对于政府的应对措施及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吉

国首都比什凯克市民佩戴防护设备人数呈下降趋势，且时至今日，部分民众仍未对疫情有明确认知，这对于控制疫情起到消

极作用。另外，生产活动的部分恢复也使疫情蔓延的风险进一步提高。

结合上文有关吉国疫情特征的论述，本国公民输入型的疫情扩散模式延缓了吉国疫情拐点的到来。近日吉国新增病例的

上述特征亦为明显，基本与俄罗斯相关，即从俄罗斯输入或输入病例的亲属被确诊感染。当前俄罗斯疫情未见缓解，吉尔吉

斯周边国家疫情也随着各国紧急状态的结束面临第二波高峰，由此可见吉国疫情仍将持续。医护人员感染人数亦未得到有效

控制：至 6 月 3 日，医护人员总确诊人数已达 365 人，这一事实同样不利于疫情缓解。在疫情持续发展、国家社会经济面临

危机的背景下，吉国政府被迫走上控制疫情与恢复经济生产并行的道路。基于这一点，从上文对吉尔吉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

论述不难看出，政府力量并不能对社会进行有效的控制，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疫情拐点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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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国家与强社会的关系模式反映了国家权威在社会力量面前的弱效能。在吉尔吉斯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国家层面抗疫

的统一部署有效防止了疫情的大规模快速扩散，但却未能遏制疫情的持续发展，稳中有增的趋势仍在继续。这对当前复工复

产的吉尔吉斯经济形成严峻挑战。较为自由的政治空间更使国家权威削弱，对疫情的控制起到消极作用。

王涛，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生。研究地区为中亚，主要研究兴趣包括民族国家建构、

民族与宗教关系、政权稳定性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