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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岸田政府的防疫新政 

岸田文雄在自民党总裁竞选时，就声称他将把应对新冠疫情作为

其工作的重中之重，并提出了被称为“岸田四支柱”的政策构想。其

中，主要包括“设立健康危机管理厅、实现零医疗难民、活用电子疫

苗接种证明（疫苗护照）、数十万亿日元的经济预算”。在之后的施政

演说中，岸田重申了具有前瞻性的日常危机。新内阁成立后，分别于

11 月 12日和 11 月 19 日相继颁布了《新冠疫情对策的整体计划》和

《克服疫情·开拓新时代的经济政策》两项重要的文件。本文重点梳

理日本新政府的防疫新举措。 

 

一、强化医疗接受体制 

在第五波疫情期间，日本出现了不少患者病情恶化但无法住院最

终死亡的案例。基于这一教训，岸田政府制定防疫政策时格外重视防

止重症化和病床紧张的情况。 

（一）整顿入院治疗的接受体制 



 

 

日本计划在 11 月末之前构筑能接纳约 3 万 7 千人入院治疗的接

受体制，同时，还将建设可容纳约 3400 人的临时医疗设施。日本还

计划构建一个统一承担医疗人员配置和调整的体制，以便实现不同地

域间医疗人员的相互派遣以及公立医院向地方临时医疗设施的人员

派遣。在确保医疗人员方面，都道府县需订立“保健·医疗提供体制

确保计划”，明确各自域内的能够协助医疗人员派遣的医疗机构数目

及派遣者人数，使都道府县内的医疗资源透明化和具象化。 

另外，鉴于上一波疫情爆发时，日本曾出现过大量专用病床并未

得到有效利用的情况，岸田政府的防疫政策要求医疗要提高病床的使

用率。感染病例数达到峰值时的病床使用率需提高到 8成以上，且每

个医疗机构每月都要以“可视化”的方式公布病床的使用情况。为此，

日本将活用互联网技术，构建医疗机构信息支持系统，集中掌握和支

持全国医院的运行状况，将病床使用、诊疗实绩、治疗药物的投放数

等医院的运转情况彻底数字化。 

（二）面向居家疗养者以及住宿疗养者的应对措施 

作为日本防疫政策之一，重症化风险低的人一般采取居家疗养，

对于存在家庭内传染隐忧或者难以居家疗养的情况，则在宾馆等住宿

设施中住宿疗养。为应对居家疗养者可能激增的情况，岸田政府决定

将住宿疗养设施增加至 6.1万间，还为居家疗养者准备了 69 万台“脉

搏血氧仪”。但如果居家疗养者和住宿疗养者增多，就有可能在病情

急剧变化时无法迅速应对，所以日本亟需完善健康观察机制，确保这



 

 

类人员就医的便利性。为此，岸田政府制定了健康观察和诊断体制，

确保相关机构能在民众确诊的当天或第二天便能与患者取得联络。 

日本将改变以往仅依赖保健所的做法，采取网上诊疗、上门护理

等多元方式，联合日本国内约 3.2万家医疗机构，建立健康观察和诊

疗体系。在治疗药物方面，日本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药物投放体

制，管理中和抗体药物和新冠口服药物，以便在各种紧急情况下都能

够迅速向需要者提供药物。例如，日本将通过与家庭医生、当地药店

的合作，创建患者无需去药房就可以得到口服药的医疗环境。 

 

二、促进疫苗接种和确保治疗药物 

为了降低日常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中的感染风险，促进疫苗接种

和感染后的有效治疗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岸田政府决定继续推进疫

苗接种工作的同时，确保新冠治疗药物供应充足。 

（一）促进疫苗接种 

截止 11月 19 日，日本全国完成第一次疫苗接种的比例达到 78.

5%，完成第二次疫苗接种的比例为 75.8%。剩下的 20%多的未接种者

中，除了极少一部分是成年人之外，大部分是未满 12岁的中小学生。

日本接下来将采取措施为没有完成第一次或第二次的接种的人提供

接种机会。针对低龄特殊人群，日本政府从美国辉瑞公司进口了专供

低年龄孩童接种的疫苗，目前正在进行审批。若审批顺利完成，日本

计划从明年 2 月开始，在自愿的基础上对小学生实施接种。 



 

 

关于第三剂的接种，日本政府已经决定，从 12 月开始对于第二

针接种时间已经超过 8 个月的国民，实施第三针的接种。同时，计划

从 2022 年 1 月开始，为希望接种的高龄者进行第三次疫苗接种。针

对因健康原因而无法接种疫苗的人群，截止明年 3 月末，都道府县将

向这部分提供无需预约且免费的 PCR·抗原定性检测。 

（二）确保新冠治疗药物供应充足 

岸田政府计划在疫苗和药物开发方面大胆投入，推动建立能够在

日本国内研发、生产和稳定供应的药物链体系。例如，岸田政府加大

其对国内新冠治疗药物研发的资金支援，向每种治疗药物提供上限为

20 亿日元的经费支持，并力争在年内推出能治疗新冠肺炎的口服药

物。 

为确保新冠感染者能够切实接受治疗，日本政府将与各制药企业

交涉，确保治疗药物种类的多样和药物数量的富足。其中，到 2022

年年初为止，日本政府将确保 50 万剂左右的中和抗体药物。而新冠

口服药物方面，在获得日本药事监管部门批准的前提下，日本政府已

与美国默克制药公司就提供总计 160万人份的药物达成了协议。 

 

三、构建“与疫情共存”的新社会 

虽然当前日本疫情形势似乎正持续向好发展，但尚无法预测何时

能够平息。为重整因疫情而失速运转的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岸田政

府开始探索构建“与疫情共存”的新社会 

（一）支援因疫情而陷入困境的企业及个人 



 

 

根据岸田内阁提出的经济振兴与救济对策可知，日本政府将提供

高达 55.7 万亿日元的资金支援用以恢复日本经济，再加上民间融资

在内，事业规模将达到 78.9 万亿日元。这一措施将给日本中小企业

和国民带来巨大的影响。 

对于受疫情影响较大、收入减少的中坚企业、中小企业及个体经

营者，日本政府将不限地域和行业类型，向其支付最大 250 万日元的

补助。除了发放补助金以外，为支援因疫情受到打击的餐饮店，日本

政府将在 2021 年度补充预算案中列入约 600 亿日元的经费，用于延

长“Go To Eat”活动和饮食店防止感染对策的补助。同时，日本政

府正在计划于明年 1 月，重启鼓励国民国内旅游的“Go To Travel”

活动。对于参加国内旅游的个人，每人每晚住宿最多可补助 10000 日

元。 

为帮助生活苦难的家庭走出困境，日本政府将向年收入在 960 万

日元以下的家庭的 18 岁以下青少年，每人提供相当于 10 万日元的生

活补助金，同时向居民税非课税家庭（低收入家庭）支付 10 万日元

的现金。此外，日本政府还将面向长期受疫情影响而生活贫困的家庭，

再支付最多 30 万日元的自立支援金。还向因受疫情影响不得不休业

或失业的家庭提供特例无息贷款，最大可支持 200 万日元。针对生活

陷入困境的大学生和专门学校生（中专生），日本政府将向其提供每

人 10 万日元的补助。除了资金支援，日本政府将为因疫情持续化而

陷入孤独和抑郁的人提供心理方面的支援。 

（二）疫苗接种的数字化 



 

 

当前，日本还没有统一的数字化疫苗接种证明，民众若需证明已

完成疫苗接种，只能出示纸制版的证明与身份证件。为尽快恢复正常

社会经济生活秩序，便利民众出行，日本计划在年内推出接种证明 A

PP，实现疫苗接种证明的数字化。 

民众可以使用个人身份证件编号在智能手机上的应用程序中申

请和获取显示二维码的电子疫苗接种证书。疫苗接种证明的数字化可

广泛用于就餐、购物、活动等日常场合，可为日本社会经济活动恢复

正常提供支持。同时，日本政府计划使用此 APP 作为出国时的电子版

接种证明（疫苗护照），在出入境时可及时有效地确认疫苗接种记录

以便建立顺畅的出入境制度。 

（三）推进国际交往与合作 

除日本国内的疫情应对措施之外，岸田政府称将为全世界疫情平

息提供支援。为此，日本将与国际组织加强合作，推动发展中国家的

疫苗普及以及医疗系统和公共卫生体系的改善等。在亚太地区，日本

将通过支援该地区重启疫情下的社会经济活动，用以支援活跃在该地

区的日本企业。利用对发展中国家的这种支援，日本谋求进一步普及

和实践基础设施的投资项目，从而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

构想。 

关于入境方面的举措，2021 年 11 月 8日，日本政府结束了自今

年一月份以来的限制入境政策，采取缓和入境措施，以每天 3000 人

次的规模，允许海外的商务人士、留学生等入境。在 11月 18日的记

者会上，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表示从 26 日开始将进一步扩大外国



 

 

人入境的规模，将每天入境人数增至 5000 人。今后，日本将基于各

国感染状况的变化、疫苗接种证明书及疫苗接种者的发病率等数据，

灵活实施入境政策，致力于与海外交往的正常化。以赴日观光为目的

的入境虽然目前仍处在暂停状态，但岸田政府已将年内恢复旅游团入

境作为之后的努力方向。 

在疫情仍处在不确定期的情况下，实现“与疫情共存”并非易事，

安倍政权和菅政权均因棘手的疫情问题相继铩羽折戟。现在，新的病

毒奥密克戎来袭，政府不得不采取停运部分航班的紧急措施，后续如

何应对还待观察。 

（撰写：李国辉，博士、东大学东北亚学院讲师、国际问题研究院兼

职研究员。本报告文系疫情专题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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