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科院院士、古人类学家吴新智逝世
曾获人类学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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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网站发布
《美国民主情况》报告

外交部网站5日发布《美国民主情
况》报告，通过列举事实、数字和各国相
关机构、人士及专家观点，梳理美国民
主制度的弊端，分析美国国内民主实践
的乱象和对外输出民主的危害，以期美
国完善自身民主制度和实践，对外改弦
易辙。

报告全文约1.5万字，除序言和结束
语外，还包括“何为民主”“美国民主的
异化及三重弊害”两部分。

报告说，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
值，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哪个国
家的专利。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
能千篇一律。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
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
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
不民主的。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应由
这个国家的人民自主决定。

报告说，历史上，美国民主的发展
有其进步性，政党制、代议制、一人一
票、三权分立等是对欧洲封建专制的否
定和革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
国的民主制度逐渐异化和蜕变，已经越
来越背离民主制度的内核和制度设计
的初衷。报告从“制度痼疾积重难返”

“民主实践乱象丛生”“输出所谓民主产
生恶果”三个方面详述了美国民主的异
化及其弊害。

报告说，当下的美国，对内应切实
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完善自身民主制
度，对外应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提供
更多的公共产品，而不是对内只讲程序
民主、形式民主而忽视实质民主和结果
民主，对外将美式民主强加于人，以价
值观为手段划分阵营，打着民主的旗号
行干涉、颠覆、侵略之实。

报告说，当前，国际社会正在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经济增长放缓、气候变化危
机等全球性紧迫挑战。各国应该超越不
同制度分歧，摒弃零和博弈思维，践行真
正的多边主义，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
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相互
尊重、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共同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 据新华社

内蒙古满洲里新增5例
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记者从5日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满
洲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5日0时至14时，满洲里市新增
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例。截至目
前，满洲里市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332例、无症状感染者3
例。

新增的确诊病例中，4例为居家封
控隔离期间核酸检测中结果呈阳性、1
例为大规模核酸检测中结果呈阳性，经
专家组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目前流调工作正在进行，截至5日
14时，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9229人、次
密切接触者3405人。

满洲里市第七轮大规模核酸检测
共采集样本183831人份，截至5日14时，
已检出阳性病例47例，已确诊9例，其他
待临床复核确诊。5日8时，满洲里市开
展第八轮大规模核酸检测，截至14时已
采集样本165395人份，目前采样工作正
在有序开展。

为摸清全市人员底数、核酸检测情
况、社会面密接人员情况，满洲里市于5
日8时起，开展“清底数、清核酸、清密
接”行动，对全市所有街道社区、机关单
位、机场、园区、各大企业、宾馆旅店、施
工现场等区域人员进行拉网式排查。

据新华社

聚焦疫情防控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12月5日发布讣
告：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古人类学家，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研究员、原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大学荣誉
讲席教授吴新智因病医治无效，于12月4
日晚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吴新智长期从事古人类学研究，他领
导的野外科考队曾发现郧西和淅川的直
立人化石和丁村的智人化石。1984年，吴
新智与外国同行提出多地区进化说，是关
于现代人起源争论的两大学说之一。
1998年，吴新智提出东亚地区古人类演化
模式的新假说“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引领
中国古人类学研究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吴新智院士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二等奖、人类学终身成就奖“金琮奖”等，
以表彰他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人类学研究
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

而他人生中的几件小事，也让人读
来颇有启迪。

从小树立目标：
以读书救国为己任

时代在吴新智这一代人身上留下了
共同的烙印。1927年，吴新智出生在安徽
合肥。抗日战争时期，吴新智全家搬到了
四川乐山脚下。1939年，日本飞机轰炸乐
山，把他的家炸塌了，所幸家人无恙。

12岁的吴新智开始了在乡野村间的
生活。他还记得，上学的时候经过小路
必须穿草鞋或胶鞋，穿布鞋则很容易磨
破。自幼家贫的吴新智买不起胶鞋，布
鞋也没几双。在寒冬腊月里，他也必须
穿草鞋走路，只有快到学校才能换上布
鞋。

后来每每回忆起那段岁月，他总是
感慨：国家落后，百姓就会受别人欺负，
作为中国人，必须发愤图强，以读书救国
为己任。

1946年，吴新智考上了上海医学院，
1956年又成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研究
方向是古人类学。

71岁的他
从头学习人类进化知识

吴新智是我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
他的办公室看上去有些恐怖：桌上放着一
个上世纪20年代协和医院留下的头盖骨，
拉开后面的白布帘，里面居然整整齐齐摆
了20多个骷髅。这些东西，在他看来，却
如情人眼里的西施。吴新智所在研究室，
主要任务就是寻找200万年前的人类化
石和他们的遗物，以验证人类的起源。

关于中国人的人种起源，此前基本
被全世界认同的说法是，中国人的老祖
宗是陕西蓝田猿人和北京猿人。但1987
年，美国科学家从不同人种的148种胎盘
中提取DNA研究，从而提出了“ 夏娃学
说”：所有的现代人都有一个共同祖先
——20万年前的一位非洲妇女，她的后
代在13万年前走出非洲，扩散到各大洲
取代了当地居民。如果按照这种学说，
那么中国大约6万年前的古人类全部灭
绝，而今天的中国人则全部是那位非洲
妇女的后代。

当时“夏娃学说”在欧美国家十分盛
行，但吴新智却不这么看。他认为人类

的进化在世界各地区是多样性的，他在
1998年提出进化的新模式——连续进化
并附带杂交。中国古人类的发展犹如河
网一样纵横交错前进，而不是呈直线形
孤军奋战。也就是说，至少在100多万年
甚至170万年中代代相传一直活跃在这
片热土上，从未被外来的移民打断一脉
相承的传统。

“我跟外国同行提出，中国现代人的
祖先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中国猿人的后
代，另一部分是才从非洲过来的，现在这
种假设还在争论之中。”为了证明自己的
说法，1999年，71岁的吴新智开始从头学
习生物学知识，尤其是DNA有关人类进
化的知识。许多人对此不解，吴新智却
说：“我是为搞清我们中国人是从哪来而
学的。”最终，吴新智借由对DNA的研究，
通过实验和科学的推理论证，找到了能
佐证自己学说的证据，轰动了世界。

“祸兮福所伏，福兮祸所倚！”这是吴
新智一辈子的人生感悟，“为人在世，有
所得，又必定会有所失；有所失，必有所
得，要善于抉择，看淡得失。”

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微信公众号、《中国科学报》等

这是一份给亿万人民的年末健康红
利——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在历经6
个月调整后于12月3日敲下“定音锤”：74
种新药进医保，其中谈判成功的67种独
家药品平均降价61.71%，降价幅度再创
历史新高。

“再努力一下”“每一个小群体都不
该被放弃”“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几日
来，国家医保局谈判代表、福建省医疗保
障局药械采购监管处处长张劲妮的“灵
魂砍价”持续登上热搜并刷屏朋友圈。
有网友评论，张劲妮“温柔又不失底气”
的谈判风格，正如她的名字“劲妮”。12
月4日，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韦樟
清教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视频中出
现的“灵魂砍价”是医保谈判现场的常
态。纳入医保目录中的药品大多要经过
这样的谈判，“医保谈判很不容易”。

那么，医保谈判代表是怎么选出来
的？

公开资料显示，2019年6月，张劲妮被
任命为福建省医疗保障局药械采购监管处
副处长，试用期一年；2020年10月，张劲妮
被任命为福建省医疗保障局药械采购监管
处处长，试用期一年。央视播出的谈判视
频显示，谈判发生在今年11月11日。也就

是说，张劲妮刚刚结束福建省医疗保障局
药械采购监管处处长一年试用期不久，就
参与了国家医保目录药品谈判。

据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发布的信息，
张劲妮长期参与医保工作，曾参与审定
福建省联合限价阳光采购第一批目录，
解读第二批省级药品、医用耗材带量采
购相关政策规定，解读福建省药械采购
供应相关政策，在线公开解答福建省药
品集中采购工作情况，开展医疗保障工
作相关调研课题等。

而张劲妮所在的福建省医疗保障局
药械采购监管处的职责之一就是“组织
药品、医用耗材价格谈判”。韦樟清教授
介绍说：“福建省的医保谈判，尤其是昂
贵药品的谈判机制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以张劲妮为代表的福建专家为何会
砍价？原来，相比于其他省份，福建的昂
贵药品医保谈判模式一直走在全国前
列，经验也相对更丰富。

曾在去年参加医保谈判的药企代表
就透露，不同省份的谈判代表各有特点，
而来自福建的代表普遍能砍价。

12年前，国家层面出台的《改革药品
和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意见》中就
明确要求积极探索建立医药费用供需双

方谈判机制。
在国家层面出台政策之前，福建省就

率先探索了昂贵药品谈判机制。2005年，
福建省在全国率先探索了昂贵药品谈判机
制。例如，当时有一款恶性肿瘤治疗药“格
列卫”疗效很好，但价格贵，尚未纳入医保支
付范畴。福建省相关部门就与药企进行了
谈判协商，签订协议，对恶性肿瘤参保患者
给予一定政策倾斜，每年费用采取医保和患
者承担费用半年，药企以慈善形式无偿赠药
半年，相当于让这款昂贵药降价一半。

在谈判成功签订协议的基础上，该
药进入2005年版福建省医保药品目录，
在全国率先建立对部分昂贵的创新药品
的医保谈判机制，取得了最早的成果。

“天价药”降为“平民价”，此次医保
药品目录谈判首次纳入高值药品，降价
幅度可谓空前。“本次谈判预计2022年可
累计为患者减负超300亿元。”国家医保
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华波介绍，经国
家医保局初步测算，新增的74种药品预计
2022年增加的基金支出，与目录内药品降
价等腾出的基金空间基本相当。从总体
上看，近期不会明显增加基金支出。

综合新华社、《长江日报》、人民日报
健康客户端

“再努力一下”“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灵魂砍价”背后，医保谈判代表是怎么选出来的？

吴新智院士资料图。图据中国社会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