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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 3 年来，自 2020 年 1 月 20 日开始实施的“乙类甲管”

政策曾经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病毒的不断变化，防控措

施也应随之调整优化。 

调整优化方案并非随意设定，何时调整优化也非揣测可以得出。

从科学的角度讲，传染病管理模式的主要依据来自于传染病的传染

性和致病力。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第一财经通过分析奥密克戎变异

毒株的传染性和致病力，用专家之口给出结论：当前流行毒株的致

病力比较弱，在全国已经完成基础免疫的条件下，按乙类管理已经

不成为问题。同时也提出，回归到乙级管理可以将大量的医疗资源

从方舱医院中释放出来，回归到正常的诊疗中。另外，在抢救新冠

患者中，也可以将精力重点放在脆弱人群上。 

报道特别强调，回归“乙类乙管”既有现实必要性和合理性，

也可以为未来的调整防控措施提供法律依据，做到有法可依，依法

防控。   

该篇文字稿件点击量 320 万，当天微博热搜第 2；基于文字稿件

制作的短视频点击量 1101 万，当天 B 站热搜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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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科学分析病毒特点，以及长期形成的新闻专业能力，第一

财经率先研判提出，新冠病毒防控回归乙类管理条件渐趋成熟这一

观点，并迅速在境内外广泛传播，超过 1000 家外媒转载，并引发热

议。 

稿件发布 22 天后（2022 年 12 月 26 日），中国宣布自 2023 年 1

月 8 日起，对新冠疫情实施 “乙类乙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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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基于长期的专业研判和持续跟踪，在主流媒体中首家

探讨“乙类乙管”政策调整，加速推动了社会共识的达成，也为后

续“乙类乙管”的平稳过渡、疫情防控的平稳转段提供了有力的舆

论支持。 
 

 

 

 



新冠病毒防控回归乙类管理条件渐趋成

熟 

第一财经•2022-12-04 18:38 

作者：马晓华 ▪ 林志吟    责编：胥会云 

新冠病毒在全球流行近 3 年后，其致病力逐渐减弱。与之相对应，中国的防控措施也随之调整，各地防控措施正层层减码。 

连日来，中国多地对于新冠肺炎的防控措施进行了密集调整，包括取消严格的核酸码检验，减少核酸频次，缩小高风险划定范围，符合

条件的密接和特殊情况的确诊病例居家等措施。自 2020 年初开始实施的严格的传染病甲类防控措施，正在松绑。对照传染病防治的要

求，当前的防控措施，也正体现出乙类管理的特征。 

那么，当前新冠病毒所呈现的流行病特征是否符合脱离甲类管理的条件？是否适合回归乙类传染病管理？ 

乙类甲管已近 3 年 

2020 年 1 月 20 日，国家卫健委发布 1 号公告称，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基于当时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病原、流

行病学、临床特征等特点的认识，报国务院批准同意，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法定传染病乙类管理，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

控制措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法定传染病管理，各级人民政府、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其他政府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可以依法

采取病人隔离治疗、密切接触者隔离医学观察等系列防控措施，共同预防控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传播。 

 



“传染病管理模式的主要依据来自于传染病的传染性和致病力。”一位传染病专家对第一财经表示，对于致病力强、病死率高且传染性

强的传染病，一般归为甲类或者乙类甲级管理，管控措施一般是采取强制性隔离、疫区封锁等；对于发病率较高，引起高病死率，但传

播能力有限，对社会造成一定危害，会归为乙类；对于传染强、致病力弱、病死率低的传染病，一般归为丙类。 

但随着新冠病毒的不断变异，当前在全球流行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其临床特点也逐步被认知，众多科学研究以及真实世界的数据显示，

其传染性逐步增强，但其致病力及病死率降低。也因此，其管理级别又必须要重新考量。 

从目前新冠病毒的流行病特征来看，上述传染病专家表示，很多地方显示超 95%以上的感染者为无症状和轻症，病死率很低，在这样的

情况下，继续按照甲类管理显然不符合科学，所以，新冠回归乙类管理甚至降级为丙类，都将成为可能。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局长焦雅辉曾在 3 月 19 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轮疫情主要流行株是奥密克戎变异株，

截至 3 月 18 日 24 时，全国在院治疗的感染者总数 29127 例，从病情来看，以轻型和无症状为主，占比 95%以上。重症，包括重型和

危重型的占比不到 0.1%。 

而在当前一轮的疫情中，无症状感染者比例依然保持高位。12 月 2 日的广州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新闻

发言人张屹通报，本轮疫情广州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本土感染者 16.27 万例，无症状感染者占感染者总数约 9 成，重症、危重症仅 4 例，

无死亡病例。 

在 11 月 28 日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研究员常昭瑞表示，国际和国内监测数据证实，奥密克戎

变异株及其进化分支 BA.1、BA.2、BA.5 系列，包括 BF.7、BQ.1 和重组体 XBB 的致病力和毒力相比原始株和德尔塔等变异株明显减弱。 

国外研究表明，奥密克戎变异株引起重症和死亡的比例明显低于之前原始株和关切变异株。“这既是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特点，也可能与

人群接种疫苗免疫水平提高、及时干预治疗等因素有关，我国新冠重症及其关联死亡处于较低水平，这与我们积极的预防策略和统筹优

质救治力量有关。” 常昭瑞表示。 

 

11 月 29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新华社图 

“很显然，当前流行毒株的致病力比较弱，在全国已经完成基础免疫的条件下，按乙类管理已经不成为问题。回归乙类管理，也可以为

未来进一步优化防控措施提供一定的法律依据，做到有法可依。”上述传染病专家表示。 



走小步不停步，主动优化完善防控政策 

在过去的三年中，中国的防控措施一直处于优化状态，如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在 11 月 29 日的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新闻发布

会所述，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根据病毒变异的特点和临床治疗的实践认识，边防控、边研究、边总结、边调整。针对奥密克戎

变异株传播力和致病力的特性，以及重症率、死亡率等情况，包括密切关注国际上一些疫情形势的变化，对于防控的措施，我们一直在

研究，不断在调整，最大程度保护人民利益，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1 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座谈会，听取防控工作一线代表对优化完善防控措施的意见建议。她指出，坚持稳中求

进、走小步不停步，主动优化完善防控政策，是我国疫情防控的一条重要经验。经过近三年的抗疫，我国医疗卫生和疾控体系经受住了

考验，拥有有效的诊疗技术和药物特别是中药，全人群疫苗完全接种率超过 90%，群众的健康意识和素养明显提升，加上奥密克戎病毒

致病力在减弱，为进一步优化完善防控措施创造了条件。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感染内科及肝病中心副主任、疑难感染病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彭劼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2020 年将新冠列为甲类

管理，是考虑当时对疾病本身及病毒的认识尚不够，而且当时该病的病死率很高。如今的奥密克戎变异株，虽然传染性变强，但毒力变

弱，病死率已大大降低，98%以上的感染者属于无症状及轻症患者。从病毒及疾病特点看，当下再延续甲类管理的模式并不适宜。 

近期以来，全国多地已取消拉网式核酸，部分地区取消阳性集中隔离或者允许密接居家隔离等方式，是按照传染病乙类管理的思路来进

行的，但在新冠甲类管理规定下产生了很多冲突。比如，在治疗重症患者时，到底是先查新冠，还是先抢救疾病，目前产生了很大冲突。

根据现有病毒特点，回归到乙类管理的话，可以让阳性居家隔离的话，将大量的医疗资源从方舱医院中释放出来，回归到正常的诊疗中。

另外，在抢救新冠患者中，也可以将精力重点放在脆弱人群上。 

接下来，新冠病毒的防控管理方式是否从甲类管理回归乙类管理，将直接影响未来防控措施的优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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