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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南 亚 是 海 外 华 侨 华 人
最集中的区域，也是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尤其海上丝绸
之路建设的关键地区。2020年3
月以来新冠肺炎在东南亚地区
迅速蔓延。截至4月22日，新加
坡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经突
破一万人，成为确诊人数最多
的东南亚国家。疫情在马来西
亚同样造成巨大影响，在经历
了疫情之下的政治变局之后，
马来西亚首相穆希丁于3月18日
宣布实行“行动管制令”，并
至今为止三次延长，直到5月12
日。印尼、菲律宾也同样 面临
疫情的挑战，当地华人华侨的
情况令人关注。

4 月 2 4 日 上 午 ， 由 清 华
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和中国华侨
华人研究所主办的“海外华商
谈抗疫”系列连线活动之东南
亚专场成功举行。新加坡南洋
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
院是本场会议的承办方。新加
坡新移民社团天府会会长杜志
强、马来西亚沙巴马中联谊协
会会长胡逸山博士以及南洋理
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
访问学者、中国电子科技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裕受邀担
任演讲嘉宾，分享他们对新加
坡、马来西亚以及本区域应对
疫情的看法，解读华侨华人受
到的经济影响和应对策略。中
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所长、中国
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张春旺先
生为本场活动致辞，南洋理工
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
长、陈六使讲席教授刘宏、清
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任、教
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龙
登高进行点评和总结。会议还
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互动，线上
的专家学者和演讲嘉宾就新加
坡留学生情况、疫情对新马在
国际社会中地位、东盟一体化
进程、疫情后的国际局势和中
美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
论。

张 春 旺 所 长 在 致 辞 中 提
出有三个问题值得大家思考，
一是华侨华人在居住国参与抗
疫，其感染率往往低于当地其
他族裔民众。究其原因，中华
民族的文化、侨团和当地使领
馆的作用以及国内的支持是怎
样为他们的抗疫提供了帮助。
二是中国在自身疫情好转后，
对国际社会提供了很多帮助，
如捐献抗疫物资、派出医疗队
协助抗疫等，也得到了国外民
众的赞誉，但是一些西方国家

却提出追责和赔偿的要求。在
全世界协同抗疫中，中国“团
结一致，应对困难”的思维方
式与西方国家有何不同。三是
需要认真思考疫情长期存在的
可能性，以及这种情况下如何
恢复正常生活和国际秩序，在
恢 复 经 济 的 过 程 中 ， “ 全 球
化”还是“去全球化”两股力
量 的 交 锋 又 会 为 世 界 带 来 什
么，华侨华人如何发挥作用。
张所长认为，东南亚地区是“
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区域，
如何在区域内推动“共商共建
共 享 ” 的 理 念 ， 尤 其 值 得 思
考。

演 讲 嘉 宾 杜 志 强 会 长 对
新加坡疫情做了简单的回顾，
他提到新冠疫情对整个新加坡
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面对疫
情，华社反应积极，华人企业
积 极 采 购 抗 疫 物 资 帮 助 当 地
社 会 及 华 人 ， 中 国 驻 新 加 坡
大使馆商务处、领事处也迅速
行动，帮助受影响的中国务工
人员。北京、四川、重庆、福
建等地方政府向新加坡捐赠了
物资，寄来防疫包让人感动。
而新加坡政府也出台了相关措
施 ， 三 次 追 加 预 算 ， 动 用 6 0 0
亿新币，减轻新加坡国人的经
济 压 力 。 由 于 目 前 新 加 坡 的
疫情主要在外国务工工人宿舍
中爆发，政府动用各种力量进
行救助，包括建立方舱医院、
租用游轮和征用空置组屋，作
为隔离工人的宿舍，对待外国
工人，新加坡政府竭尽全力保
障他们能够得到帮助和必要的
医疗照顾。杜会长所在天府会
是新加坡当地活跃的新移民社
团，由来自中国四川的新移民
发起，正式成立于2000年，是新
中两国建交后的首个新移民社
团，面向全国各地的新移民。
社团成立后积极参与本地社会
的各项活动，通过设立奖助学

金，不仅资助会员子女，也让
当地优秀的马来族和印度族学
生受益。天府会曾为中国汶川
地震、雅安地震、雪灾等的重
大自然灾害的灾后重建捐款，
在四川贫困地区捐资助学，是
充满爱心和正能量的新移民社
团。

刘裕教授2019年下半年开
始在南洋公共管理学院访学，
亲 身 经 历 了 新 加 坡 抗 疫 的 过
程，从一位中国学者视角，刘
教授详细梳理了新加坡疫情发
展的三个阶段及政府在每个阶
段出台的应对措施。她将新加
坡疫情发展总结为三个阶段，1
月底突然发作，2月和3月初步
控 制 以 及 4 月 爆 发 增 长 。 她 认
为新加坡政府抗疫措施经历了
佛系抗疫到强力干预的过程，
在信息通报上高度透明，在与
公众沟通上采用传统媒体与新
媒体相结合的方式，向不同人
群传播正确的信息，同时通过
立法（反假新闻法），重拳出
击不实信息，保持信息渠道通
畅，信息内容的准确。在目前
确诊病例爆发性增长阶段，新
加坡政府果断采取阻断措施，
严 明 律 法 ， 通 过 组 建 执 法 队
伍，无人机执勤、通过手机短
信和视频确定居家隔离人员是
否按规定隔离等手段，保证阻
断措施实施的成效。刘裕教授
在演讲最后提出对新加坡抗疫
的几点看法，她说，加大检测
能力，提高收治能力和重点防
控外国工人宿舍是新加坡下一
阶段抗疫的重点。

胡 逸 山 博 士 分 享 马 来 西
亚疫情和华商抗疫的情况。他
提到马来西亚最初公布了2500
亿马币的经济配套，对中小企
业的职工提供每人1000马币的
补助，但是他认为这样的补助
力度对华人中小企业是远远不
够，现在政府已经将补助力度

提高到每位的员工2000马币。
在中马联合抗疫方面，中国专
家组已经来到马来西亚，也会
来到沙巴。在政府的三个周期
的“行动管制力”之后，马来
西亚的新冠肺炎新增病例有下
降趋势。他还以本人的经历说
明了当地华人是如何参与到马
来西亚的抗疫行动以及推动马
中友好的工作中。胡博士是马
来西亚国际关系学者，曾在前
首相纳吉执政时担任首相署新
闻秘书。

南 洋 公 共 管 理 研 究 生 院
院长刘宏教授在点评时谈了四
点看法。第一，新加坡对抗新
冠疫情是一个总体工程，抗疫
跨 部 门 工 作 小 组 就 包 括 卫 生
部 、 国 家 发 展 部 、 人 力 部 、
教育部、贸工部、环境及水源
部、通讯及新闻部、社会及家
庭部等部的所有部长。政府抗
疫措施都会有相关配套。采取
多管齐下的方式，在应对疫情
的同时通过经济补贴，对受影
响的行业、相关企业和员工、
以 及 全 体 公 民 提 供 不 同 形 式
的帮助。第二，一个国家采取
何种抗疫措施及其成效取决于
各自国情和政府的执行力。例
如新加坡是一个小型而开放的
经济体，国土面积小，人口密
度大，没有腹地，对国际贸易
的依存度很高。新加坡近三分
之一人口为外国人，包括30多
万名外籍劳工。政府感谢他们
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并承偌照
顾和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新加
坡在制定抗疫措施时，首要考
量是保障国民健康和安全（包
括欢迎在海外的新加坡公民回
国），其次也考虑了经济结构
的韧性和疫情结束后的长远发
展 。第三，华人华侨在的中
国疫情蔓延期间对中国捐款捐
物让人感动，有助于推动中国
和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但

也要注意，东南亚华人是当地
公民，其政治忠诚和效忠对象
是当地国家。华侨（包括留学
生）对祖国热爱和支持的同时
也要遵守居住国法律和相关规
定，与当地社会共同抗疫。第
四，新冠疫情对东盟区域一体
化是个重大挑战和试金石。东
盟应该更加密切协调，强化区
域性联盟的作用，共同面对包
括公共卫生问题在内的挑战。

龙 登 高 教 授 作 了 总 结 发
言。他从比较的视野指出，新
加坡抗疫体现了东方与西方的
融合，欧美一些国家因文化偏
见或政客傲慢，延误战机。新
加坡却是最早开始预警和防控
的国家之一，并取得成功。疫
情期间东南亚没有排华或歧视
的现象。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数
量有三四千万之多，新马是东
南 亚 华 人 人 口 比 例 最 高 的 国
家，以土生华裔为主。新移民
虽 然 比 重 不 高 ， 人 数 有 限 ，
但是他们与中国联系密切，他
们 驰 援 中 国 的 行 动 及 抗 疫 信
息也影响到当地社会。东南亚
华人历史上对中国革命和建设
的贡献载入史册，也是改革开
放的先行者和推动者，如今在
疫情爆发后东南亚华侨华人仍
一如既往地捐赠与支持，令人
感动。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起来
了，并倡导 “一带一路”建
设，中国政府和人民也将回馈
华侨华人，实现互动与双赢。

本场会议吸引了近200位
学者专家、企业家、和学生的
积极参与，世界海外华人研究
学会主席李明欢教授、中国华
侨华人研究所副所长张秀明、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张
振江教授、陈奕平副院长，中
南财经大学王咏年教授，武汉
大学刁莉教授，澳大利亚昆士
兰大学黎志刚教授等一大批知
名学者，欧洲的华商、以及暨
南 大 学 、 厦 门 大 学 、 武 汉 大
学、南洋理工大学等国内外高
校的师生齐聚网络会议室，共
同探讨新冠疫情下海外华人及
其所在国家、区域和全球所面
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 海 外 华 商 谈 抗 议 ” 在
线系列观察已经陆续举办七场
专场讨论，涵盖国家或地区包
括西班牙、美国、德国、加拿
大、意大利、非洲和东南亚。
近 期 内 还 将 陆 续 举 办 法 国 专
场 、 日 本 专 场 和 俄 罗 斯 专 场
等。诚邀世界各地著名华人华
商及侨领关注，共同分享疫情
之下的感人故事和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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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东南亚专场】 
                  “佛系抗疫”背后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