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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习近平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空间治理观

许 伟

摘 要 习近平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空间治理观，包括以人民为中心的空间治理

立场、以时空辩证法为基础的空间治理理念、空间分区与统筹协同的空间治理方针、空间流

动性阻断与重构的空间治理着力点以及现实与虚拟双层推进的空间治理路径等方面的内容。

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空间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彰显了通过空间

治理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

果，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空间观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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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人口密度大、流动性强的城市及地区有效地防控重大呼吸系统传播性疾病，是世界各国在城

市化进程中必然会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轨道的中国实现城市治理水平提升

和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解决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

业的总指挥，习近平在指挥 2020 年初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的阻击战中，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空间治理立场、理念、方针、着力点和路径等问题，做出了一系列重

要指示和深刻论述，形成了习近平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空间治理观。习近平的这一空间治理观，创

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空间观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彰显出了通过空间治理打赢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深入探讨和全面把握

习近平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空间治理观，对于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切实保障

我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空间治理立场

空间是具有政治性的。空间的政治性最集中地体现在依托空间所有权而形成的对空间的占有、使

用、转移、获利等的合法性上。这主要是因为，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在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驱使下，空间

被纳入资本增值的逻辑中，使得空间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容器、一个生产资本的场所，它还成为资本生产

的对象（如居住空间的生产与买卖），甚至成为资本本身，体现着某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映着拥有空

间所有权的人利用空间实现自身利益的正当性和丧失空间所有权的人被排除于空间之外的合法性。从

本质上看，资本主义社会维护的是资本对空间的所有权，而社会主义社会维护的则是人民对空间的所有

权。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奠基于唯物史观之上的，而唯物史观本质上是一种群众

史观，它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作为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高领袖，习近平在领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阻击战中牢牢坚守以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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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果断提出“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进而为防控疫情确

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空间治理立场，它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切实保障人民享有平等的治疗空间。在习近平看来，切实保障人民享有平等的治疗空间是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开展的前提条件。对于新冠肺炎患者来说，医院的病床、病房、隔离病区就是

他们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获得保障的最重要的空间。为了确保每个新冠肺炎患者享有平等的治疗空

间，习近平明确强调，“对确诊患者应收尽收，对疑似患者应检尽检，对密切接触者应隔尽隔”[1]，要参照

“小汤山”模式修建方舱医院，及时收治患者；同时，要健全应急医疗救助机制，“确保医疗机构先救治、后

收费”[2]，不能因费用问题使患者被排除在治疗空间之外。习近平不仅特别强调要保障新冠肺炎患者的

治疗空间，也非常重视其他疾病患者的治疗空间问题。他明确指出，“要统筹做好其他疾病患者医疗救治

工作，做到急重症患者救治有保障、慢性病患者用药有供应、一般患者就医有渠道”[1]。

第二，高度重视为人民创造正常的生活空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为了遏制疫情扩散蔓延，政府

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性的封城、封路、居家隔离和人员流动管控等防控措施，有效地阻滞了疫情的蔓延，但

也因此导致了因生活空间被限制而出现的一定程度上的人民物质生活失序和精神生活失衡的问题。例

如，生活用品的采购不便、防疫物资的供应不足、对疫情蔓延的惶恐以及长期生活在狭小的空间造成的

心理情感问题等等。对此，习近平特别指示，要“多措并举保障重点地区医用物资和生活物资供应”，要

“抓好农副产品生产、流通、供应组织工作，做好煤电油气等供应”[1]，保障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稳

定，“要加强心理干预和疏导，有针对性做好人文关怀”[3]。

第三，注重维护全人类共享安全的生存空间。习近平曾经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安全相互

关联、彼此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

收获稳定。”[4]（P523）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传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由于新冠肺炎病毒主要通过飞
沫传播，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染性强、潜伏时长不等和可无症状感染等特点，防控稍有不慎便会出现病毒

的区域性大爆发甚至全球性大爆发，严重威胁全人类的生存空间的安全。所以，习近平特别强调要维护

全人类共享安全的生存空间。在疫情出现伊始，他就明确指出，要向国际社会公开疫情信息，“疫情是魔

鬼，我们不能让魔鬼藏匿”[5]；在指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整个过程中，他又多次指出，“病毒没有

国界，疫情不分种族”[6]，疫情之下，各国只有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才能守护好全人类的生存空间。

二、以时空辩证法为基础的空间治理理念

唯物辩证法认为，时间和空间是辩证统一的，它们都是物质运动的固有属性，整个物质世界是在一

定的时空中有规律地运动着的，其中的任何事物都必然同时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展开。与此同时，

由于物质运动总是在一定的速度的限制下展开的，因而一定时间内的物质的运动就只能在一定的空间

中展开，进而形成了物质运动在一定时间中的空间边界，某一空间边界内的物质运动又与其他的物质运

动处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之中。新冠肺炎疫情是一种存在于一定时间和空间中的客观事

件，它的发生、变化、扩散和防控也必须立足于时间和空间的辩证关系去加以考察。正是基于这一点，习

近平在指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形成和阐述了一种以时空辩证法为基础的空间治理理念，它主要

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注重从时空双重维度研判疫情。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性质、特征和可能的演变态势做出准确判

断是正确决策疫情防控阻击战战略、战术、方向、重心等的重要前提。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习近平从

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上对疫情做出了准确判断。他明确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

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同时进一步

指出，“这次疫情，短期内会给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阵痛，但不会影响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

面”[7]，“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疫情的冲击是短期的、总体上是可控的”[1]。一方面，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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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发展的短期和长期、湖北局部和全国总体的时空辩证关系的准确判断，为我国打赢疫情防控的阻击

战树立了坚定的信心；另一方面，他对疫情传播在时间上的“最快”和空间上的“最广”等特征的准确把

握，又为我们明确了疫情防控任务的特殊严峻性，有利于防止人们对疫情防控的轻视懈怠和盲目自信。

第二，注重以时间换空间。习近平认为，时间就是空间，时间消耗越少，战胜疫情的回旋空间就越大。

也正因如此，他特别强调，疫情防控要“同时间赛跑，同病魔斗争”，要“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

疗”[3]，要“及时有效捕获信息，及时采取应对举措”[8]。在他看来，不仅要同时间赛跑，还要争取跑到时间

之前，“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9]。同时，他还认为，时间就是空间，中国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中投入的时间和由此积累的经验，能为世界其他国家有效防控疫情争取更多的准备时间并将大大减少

其走弯路的试错时间。关于这一点，他明确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和

有关国家及地区通报疫情信息、分享疫情防治经验，“中国人民的艰苦努力为世界各国防控疫情争取了

宝贵时间，作出了重要贡献”[10]。

第三，注重以空间换时间。在习近平看来，湖北和武汉是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只有对湖北

和武汉进行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疫情防控，并尽可能地缩小重点疫情区域的空间半径，才能为新冠

病毒的医学研究和新冠肺炎患者的医疗救治争取更多的时间。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习近平指出，“正是因

为有了武汉人民的牺牲和奉献，有了武汉人民的坚持和努力，才有了今天疫情防控的积极向好态势”[7]。

与此同时，习近平认为，中国进行新冠肺炎的临床救治、药物研发、疫苗研制、检测技术创新、病毒溯源探

究、心理康复治疗等方面的先期研究，必将有助于大大缩短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这些问题研究上投入

的时间。正如习近平在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通电话时所说：“中国为抗击疫情付出了巨大牺牲，为国际社

会赢得了宝贵时间。”[11]

三、空间分区与统筹协同的空间治理方针

空间是具有差异性的。空间具有三维性，它总是用长、宽、高来度量的。当我们实际地确定了某种

长、宽、高时，空间就被限定在某个具体的范围内。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地下空间、地表空间、地上空间、

海洋空间、陆地空间、大气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居住空间、交通空间、消费空间等等的空间区分。

这些不同的空间以及同一空间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它们使得同一事物会呈现出非常不

同的运动变化态势。新冠肺炎疫情这类重大突发呼吸系统传播性疾病在空间上的传播就具有这种显著

的空间差异性，即这类疫情一般会在某个区域最先出现，然后向四周扩散，并在更大的空间上出现多点

分布的态势；而伴随着疫情的扩散，各区域也会表现出严重程度不同、重点问题各异等的差别。因此，在

疫情防控过程中，如果采取“一刀切”的治理方法，必将导致优势防控资源的浪费和瞄不准防控重点的问

题。有鉴于此，习近平提出了空间分区与统筹协同的空间治理方针，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空间分区、差异化施策。作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总指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反复

强调必须分区、分类、分阶段差异化施策来防控疫情。而他自己在指挥这场疫情防控的阻击战中也始终

坚持这一分区施策的空间治理方针，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分五类地区进行差异化施策，即疫情

重点地区（湖北）、与湖北临近的疫情蔓延重点地区、医疗力量薄弱地区、首都国家核心区以及其他所有

地区；二是在全国各地进行风险等级评估，依据高风险、中风险和低风险在各地进行差异化防控；三是积

极探索“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传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机制”[9]；四是复产复工也要“适时启动分区

分级、分类分时、有条件的复工复产”[7]的差异化策略。关于空间分区后应采取何种差异化的具体措施来

防控疫情的问题，习近平指出，疫情重点地区（湖北）要“内防扩散、外防输出”，与湖北临近的周边省份

和人口流动大省要“强化社区防控网格化管理”[3]防止疫情蔓延，医疗力量薄弱地区要加强防疫指导与

医疗支持，首都国家核心区要抓好“外防输入、内防扩散”[1]，其他所有省份要加强对流动人员的疫情监

测和防控。与此同时，习近平还指出，分区施策决不能忽视疫情的阶段性变化，要适时调整防控对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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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武汉疫情初期，习近平强调，武汉要“内防扩散、外防输出”；在武汉疫情防控形势总体性好转而境

外疫情呈加速扩散的态势下，习近平又果断提出，武汉要坚决做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在习近

平看来，空间分区防控疫情需要特别重视对疫情重点地区的防控工作。他说：“只有集中力量把重点地区

的疫情控制住了，才能从根本上尽快扭转全国疫情蔓延局面。”[3]

另一方面，区域统筹、联防联控。在指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阻击战中，习近平不仅反复强调空间

分区、差异化施策，还高度重视区域统筹、联防联控。在习近平看来，区域统筹、联防联控应该包括两个

方面的内容：一是就我国而言，“要坚持全国一盘棋”。习近平指出，党中央要做好“对疫情防控工作的统

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1]，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

度，做到令行禁止”[3]；各地区各部门在采取防控举措时，“既要考虑本地区本领域防控需要，也要考虑对

重点地区、对全国防控的影响”[3]，要“构建联防联控、群防群控防控体系”，“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1]。二是就全球来说，要实行全球联防联控。早在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党中
央就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此后的多个场合，习近平不断向世界发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倡议。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习近平又多次反复强调，“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病

毒没有国界”，“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敌人”，疫情之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各国只有加强

合作才能共克时艰。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习近平在 2020 年 3 月 26 日召开的 G20 特别峰会上明确发
出了“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的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加强信息沟通、政策协调、行动配

合”[12]，携手拉起最严密的联防联控网络，通过全球统筹、联防联控，攻克疫情。

四、空间流动性阻断与重构的空间治理着力点

空间流动性不是指空间本身在流动，而是指空间中的事物的流动，即空间中的人、物、事件的流动、

移动、变动。在马克思看来，空间的这种流动性正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才逐渐显现出来的。这

主要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资

本增值，就必须不断地缩短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即必须压缩商品的个别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而伴随

着商品的个别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的不断压缩，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被整体性地缩短了。同时，在资本

主义社会，空间中的事物的流通时间也被极大地缩短了，空间的流动性由此得到了不断增强，空间的边

界不断被时间消灭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

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13]（P470）。习近平敏锐地洞察到了现代空间的
这种流动性。在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伊始，他就果断提出，要坚决防止疫情扩散蔓延；在指挥疫情防控阻

击战的整个过程中，他也反复强调要坚决把疫情扩散蔓延势头遏制住，并提出“把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

途径作为关键着力点”[1]推进疫情防控的空间治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严格管控道路交通，阻断新冠肺炎病毒传播的流动空间。陆海空四通八达的现代道路交通以

及车船飞机等高科技运输工具是现代空间流动性得到实现并不断增强的最重要的基础和依托。对道路

交通及其运输工具的严格管控将会有力地阻断新冠肺炎病毒传播的流动空间。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习

近平明确提出，“要加强道路交通管控，积极协助做好出入管控地区的人员、车辆、物品检查检测工作”[3]，

武汉要“实行严格的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1]，“对车站、机场、码头等重点场所，以及汽车、火车、飞机

等密闭交通工具，采取通风、消毒、体温监测等必要措施，一旦发现疑似病例就地留观”[14]。习近平所强

调的这些道路交通管控措施，其目的都在于阻断疫情的流动空间。

第二，集中收治、居家隔离，缩短新冠肺炎疫情的空间流动距离。习近平不仅高度重视对道路交通

及其运输工具的严格管控，还特别关注对空间中流动着的新冠肺炎病毒携带者以及密切接触者的管控。

如果说对道路交通及其运输工具的管控是从客观条件方面对疫情进行全面防控，那么，对新冠肺炎病毒

携带者以及密切接触者的管控就是从活动主体方面对疫情进行精准防控。在习近平看来，新冠肺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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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者和传染源的空间流动距离越长，疫情扩散蔓延的空间范围就越广，而疫情防控的难度也就越大、

效果也就越弱。因此，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加强疫情监测，集中救治患者，对所有密切接触人员采取居

家医学观察”[3]；要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15]的原则及时收治所有确诊患者，千

方百计缩短新冠肺炎疫情的空间流动距离。

第三，人员网格化属地管理，压缩新冠肺炎病毒可能的传播空间。集中收治、居家隔离大大提高了

疫情防控的精准度，但也难免会出现无法确保对所有新冠肺炎病毒患者一个不漏的收治，特别是那些无

症状感染者，更容易成为疫情防控工作的短板和遗漏点。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习近平提出，要“强化社区

防控网格化管理，实施地毯式排查”，“落实人员流入地和流出地的防控责任”，“减少行走的传染源，减少

人群流动和密切接触，坚决控制疫情发展”[3]。他指出，“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

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把社区这道防线守住，就能有效切断疫情扩散蔓延的渠道。全国都要充分发挥

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阻击作用，把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加强社区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实，使所有社区成

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15]。

第四，依托“绿色通道”，重构空间绿色流动性。通过上述对空间流动性的阻断、缩短和压缩，新冠肺

炎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这也一并阻断、缩短和压缩了人民正常生活和经济社会正常生产的活

动空间。为了在防控疫情的同时切实保障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习近平强调，要依托“绿色通道”重

构空间绿色流动性。他指出，“打疫情防控阻击战，实际上也是打后勤保障战”[1]，要“优先保障救护、防疫

车辆和运送医护人员、药品器械、民生物资等车辆通行”[3]，要“畅通运输通道和物流配送，着重解决好生

活必需品供应的‘最后一公里’问题”[1]，做到“人财物有序流动、产供销有机衔接、内外贸有效贯通，把疫

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16]。

五、现实与虚拟双层推进的空间治理路径

空间是具有生成性的。作为物质运动的形式，空间与各种运动着的物质即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各

种事物处于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之中。而随着客观世界及其事物的运动和发展，空间也会不断发生变

化，并在这一过程中生成新的形式。事实也是如此。伴随着人类生产生活内容的不断丰富和现代科学技

术的不断进步，空间在自然空间、社会空间的基础上又生成了一种新的形式，即虚拟空间。在虚拟空间

中，人的存在以及人际交往和互动是以数字化比特信息而存在的，这就使人的存在以及人际交往和互动

突破了现实空间中的距离、位置等的各种限制而具有了更多更广阔的空间和可能。但是，虚拟空间中的

人的存在以及人际交往和互动不过是现实空间中人的存在以及人际交往和互动的数字化，它必然依存

于现实空间中人的存在和人际关系。正是基于对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之间的关系的这一深刻把握，习

近平在指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阻击战中特别强调要从现实和虚拟两个层面推进对疫情防控的空间治

理。这突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强调坚守“一线”。习近平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现实空间分为“一线”空间和“后盾”空间。“一

线”空间主要有医院、社区和科研基地。习近平说，“抗击疫情有两个阵地，一个是医院救死扶伤阵地，一

个是社区防控阵地”[17]。同时他还说，“防控新冠肺炎斗争有两条战线，一条是疫情防控第一线，另一条

就是科研和物资生产，两条战线要相互配合、并肩作战”[7]。由此不难看出，在习近平看来，医院是治疫主

战场，社区是防疫主战场，而科研基地就是治疫、防疫的技术保障库，这三个“一线”在空间上并存并行、

相互配合。习近平特别重视“一线”建设，他反复强调，要“坚决把救治资源和防护资源集中到抗击疫情

第一线，优先满足一线医护人员和救治病人需要”[3]，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守土有

责、守土有方。要组织动员更多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深入社区，及时解决人民群众实际困难。要坚决反

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线”[7]，要“在斗争实践中考察和识

别干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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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重视筑牢“后盾”。在强调深入“一线”、坚守“一线”、优先保障“一线”的同时，习近平还特别强

调，党和国家作为“一线”、作为全国人民的“后盾”的保障作用。在这里，“后盾”实际上就是习近平所说

的“一线”空间的保障空间，它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党和国家作为“后盾”要发挥其保障空间的作用，这

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而保障空

间要想发挥好“后盾”的作用，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整合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智力，解除疫情防控阻

击战的后顾之忧，即为确保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做好保障。因此，习近

平反复强调，“有关部门要落实好防护物资、生活物资保障，落实好工资待遇、临时性工资补助、卫生防疫

津贴待遇，尽快出台关心关爱一线医务人员的政策措施，帮助大家解除后顾之忧，确保大家以饱满的精

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永远是你们的坚强后盾”[17]！

第三，注重利用网络空间。由互联网媒体和人们的网络互动而形成的网络空间，是一种以“身体不

在场”为基本特征的人际交往新空间。网络空间的这种“身体不在场”特征对有效防控以飞沫传播为主

要传播途径的新冠肺炎疫情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应该充分利用网络空间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为此，习近平明确提出，要利用网络空间进行疫情信息传递与共享、远程诊疗与会诊，解决人民心理问

题，增强人民抗疫信心。习近平说，要“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

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9]，要“探索巡回诊疗、远程会诊等有效做法，

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7]，要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营

造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环境氛围”，“要有针对性地开展精神文明教育，加强对健康理念和传染病防

控知识的宣传教育，教育引导广大群众提高文明素质和自我保护能力”，“加强舆情跟踪研判，主动发声、

正面引导，强化融合传播和交流互动，让正能量始终充盈网络空间”，还要“主动回应国际关切，讲好中国

抗击疫情故事，展现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的精神风貌”，“继续做好同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

地区的沟通协调，促进疫情信息共享和防控策略协调，争取国际社会理解和支持”[1]。

综观习近平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空间治理观，我们不难发现，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

主义空间观的立场和观点的创造性运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空

间治理立场，特别是他将疫情防控阻击战界定为“人民战争”、强调要依靠人民群众来战胜疫情，是对马

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的以时空辩证法为基础的空间治理理念是把马

克思主义时空观运用于指导实际工作的典范。习近平的空间流动性阻断与重构的空间治理着力点以及

现实与虚拟双层推进的空间治理路径，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空间观的创新性发展，是结合当代空间发展、

特别是中国大城市空间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新发展而对马克思主义空间观做出的最新发展，是马克思主

义空间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同时，习近平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空间治理观，紧密联系了中国的

文化传统、生活习惯以及人口密度大、流动性强等一系列国情实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初心，指

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大胜利，彰显了通过空间治理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

击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 新华网，2020-02-23.[2020-04-16]ht

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2/23/c_1125616016.htm.
[2]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强调 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

管理体系.新华网，2020-02-14.[2020-04-16]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2/14/c_1125575922.htm.
[3]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求是，2020，(4).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5] 习近平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人民网，2020-01-29.[2020-04-16]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0-

01/29/nw.D110000renmrb_20200129_1-01.htm.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2/23/c_1125616016.htm.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2/23/c_1125616016.htm.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2/14/c_1125575922.htm.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
0-01/29/nw.D110000renmrb_20200129_1-01.htm.
0-01/29/nw.D110000renmrb_20200129_1-01.htm.


许 伟：论习近平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空间治理观 · 11 ·

[6] 习近平.当前情况下，中美应该团结抗疫.新华国际头条，2020-03-27.[2020-05-09]https://mp.weixin.qq.com/s/bsSWRZd
Pr3wFYTmOTtRLCA.

[7] 习近平.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的讲话.求是，2020，(7).
[8] 习近平.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强大科技支撑.求是，2020，(6).
[9] 习近平.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求是，2020，(5).
[10] 习近平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人民网，2020-03-13.[2020-04-16]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0-

03/13/nw.D110000renmrb_20200313_1-01.htm.
[1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通电话. 人民网，2020-03-25.[2020-04-16]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0-03/

25/nw.D110000renmrb_20200325_1-01.htm.
[12] 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央视网,2020-03-27.[2020-04-16]http://news.c

ctv.com/2020/03/27/ARTInHprsYZfJWuZsqksFxaD200327.shtml.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研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

议.新华网，2020-01-25.[2020-04-16]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1/25/c_1125502052.htm.
[15] 习近平在北京市调研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以更坚定的信心更顽强的意志更果断的措施 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新华网，2020-02-10.[2020-04-16]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
/2020-02/10/c_1125555826.htm.

[16]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研究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社会运行重点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主持会议.人民网，2020-03-05.[2020-04-16]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0-03/05/nw.D110000renmr
b_20200305_2-01.htm.

[17] 习近平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新华网，2020-03-10.[2020-04-16]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
ders/2020-03/10/c_1125692140.htm.

On Xi Jinping’s Concept of Spatial Governance to Prevent
And Control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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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 Jinping’s concept of spatial governance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epidemic situation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infected pneumonia includes such aspects as people-centered spatial gover-
nance standpoints, spatial governance concept based on the dialectics of space and time, governance guidelines
in coordination with space partition and overall planning, key points of spatial governance for the blocking
and reconstruction of spatial mobility, and spatial governance path promoted by double layer of reality and
virtual. This concept is a creativ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m, especially Marxist spatial concept,
demonstrating China’s wisdom and experience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COVID-19 through spatial
governance. It is also the latest achievement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nherently containing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spac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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