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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防疫
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报记者 樊洁

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既需要科
学防控，也需要依法防疫。对《传染病防治法》
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你了解多少？瞒报疫情需要
承担哪些法律责任？执行防疫工作的人员，法
律有什么保护规定？本期，中国法学会行政法
学研究会副会长、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谭宗泽就
这些问题进行科普。他认为，法治成为我们对
抗疫情蔓延传播的最为重要的武器，守法就是
自救，依法防控疫情才有可能取得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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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请你介绍一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法律制
度和依法防疫的重要意义？

谭宗泽：总结抗非典的经验，我国2004年修订了
《传染病防治法》，2007年制定了《突发事件应对法》，
该两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公共场所卫
生管理条例》构成了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管
理的法律体系。2005年，国务院通过了《国家突发公
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该预案于2006年 1月发布。
此后，国务院、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各自
制定了符合国家总体应急预案的应急响应预案。由
此奠定了我国突发事件应对响应的法律框架和行动
方案。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预防控制就是在上述法律
规范和行动方案下进行的。

自1月23日以来，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陆续
进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状态，全力以赴展开
疫情防控工作，非常时期，法律成为调控社会关系、形
成合力应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可或缺的
制度保障。

中央强调科学防疫、依法防疫是非常正确的。
法治成为我们对抗疫情蔓延传播的最为重要的武
器，守法就是自救，依法防控疫情才有可能取得好
的效果。

需要指出的是，当疫情发生时，《突发事件应对
法》和《传染病防治法》明确授予了疫区地方政府和相
关部门依法采取紧急措施防控疫情的裁量权，授权县
以上人民政府和相关工作部门制定发布疫情防控的
规范性文件和采取紧急措施的权力，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有服从、配合的义务。比如疫区政府发布的交
通管制、小区管制、防疫储备物资管制、人员进入公共
场所佩戴口罩的强制规定等，都属于有法律依据的紧
急措施，违反者将承担法律责任。

记者：公共场所不戴口罩不听劝阻，算不算违法？
谭宗泽：疫区人民政府和相关工作部门为防控

疫情依法发布规范性文件和采取的强制措施，是有
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效力的。单纯不带口罩的
行为并不违法，但是，要求在公共场所戴口罩，应当
是紧急防疫措施，是为了预防、阻断疫病传播途径
的紧急措施，有《传染病防治法》的依据，不戴口罩
进入公共场所，构成对公共利益的潜在威胁，即使
客观上该人是健康的，但是，由于病毒的特殊性，这
种对公共利益有威胁可能性的行为仍然应当被禁
止，如果不听劝阻，拒绝执行政府的规定，构成对公
共秩序的违反。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第66条，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的规定，上述行为将依
法受到制裁。

记者：如果隐瞒疫区旅行史、四类人员接触史，会
有什么法律后果？

谭宗泽：之前媒体报道上海发生的一个案例，某
新冠肺炎病人出院后，因为隐瞒疫区旅行史被公安机
关以涉嫌妨碍传染病防治罪立案。上海公安机关对
该公民立案查处的决定符合《刑法》第330条和《最高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
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49条的规定。

新冠肺炎是乙类传染疾病，依法采取甲类传染
疾病的防控措施。为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政府发
布规范性文件，要求公民主动、如实披露相关信息，
以便于疫情防控部门排查包括确诊患者、疑似患
者、无法明确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密切接触
者等四类人员，尽最大可能阻断疫病的传播途径。
因此，如实提供疫区旅行史、四类人员接触史等有
关情况是公民在传染病防治工作中依法应当履行
的义务。如果故意隐瞒或者拒绝执行预防性的疫
病控制措施，将会构成妨碍传染病防治的违法犯
罪。需要注意的是，该类违法行为并不以已经造成
疫病传播后果为构成要件，有传播严重危险的，也
构成此罪。

防疫期间如实披露疫区旅行史，与重点人群接触
史等情况，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应当严格遵守。

记者：执行防疫工作的人员，法律有什么保护规定？
谭宗泽：可以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执行防疫

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行为人拒不执行防疫指令、
抗拒管理、辱骂工作人员的可能会涉嫌妨碍执行
职务、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另外一类是对小区进
行防疫管理的物管、保安人员的保护，防疫期间，
行为人不服小区封闭管理的规定，冲击小区管理
人员，为保护小区管理人员，可以将执行政府防疫
措施的小区管理人员视为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
给予法律保护。

记者：请针对防疫期间的法治工作对市民说一下
建议和注意事项？

谭宗泽：第一，有效性。防疫期间政府和工作部
门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和采取的强制措施是有法律约
束力的，有强制执行的效力，请大家遵守。第二，临

时性。这些措施都是在防疫期间采取的紧急措施，
在疫情缓解或者消除以后，会及时解除，请大家有一
点耐性。第三，公益性。这些规范性文件和采取的
紧急措施，都是为了管控疫情，事关每一个市民的安
危。由于病毒的特殊性，其传播方式途径仍然在研
究之中，任何人都不能证明自己不是患者或者病毒
携带者，不是二代、三代病原体，所以，要尊重自己也
要尊重他人的健康和感受，不串门、不聚集、公共场
所戴口罩、减少人员流动等管制措施，既是行政指
导，也是紧急防疫措施，具有明确的公益性，需要大
家共同维护。第四，即使没有法律的规定，从道德
上，每一个公民都应当自律，在重大疫情面前，自律
既是小爱，也是大爱。每一个人都响应政府采取的
紧急防控措施，最终受益的是全体公民，也包括自律
的你。最后要说的是，一盘散沙的社会是没有能力
对抗风险的，在风险面前，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特
立独行，在法治框架下，在政府组织下，全社会一心，
才会最后取得疫情防控的成效，那时的你我，才是真
正安全和自由的。

记者：随着疫情防控的深入，恢复生产也在有序
进行。在恢复生产的过程中如何依法处理好防疫与
生产的关系？

谭宗泽：各级政府对坚持防疫和恢复生产进行了
周密安排。对达到复工条件的企业，一方面要坚持做
好防疫工作；另一方面必须为员工提供劳动保护。其
实，这是不矛盾的，在防疫期间为员工提供必要的、符
合要求的防疫设备，比如提供口罩，进行生产场所消
毒，按照防疫规范进行生产现场管理，尽最大努力降
低复工带来的传染病传播风险，既是用工单位应当履
行的劳动保护义务也是防疫义务。《劳动合同法》明确

“劳动者拒绝用人单位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
作业的，不视为违反劳动合同”。复工期间，用工单位
必须认真执行疫病防控措施，否则将承担妨碍传染病
防治的法律后果，劳动者也有权拒绝违反疫病防控规
定的冒险作业。

由于疫情暴发带来的市场影响，出现了一些原劳
动合同中没有出现的新情况。比如在疫情防控停产
停业期间如何支付员工薪酬的问题，因为防疫措施员
工无法按时回到工作岗位面临失去工作岗位的问题
等。我们认为，本次疫情暴发属于劳动合同订立、履
行中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如果致使劳动合
同无法全面履行，比如因为疫情暴发致使劳动合同对
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约定不明确的，《劳动合
同法》允许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重新协商。实践中
出现的用人单位与员工达成的防疫期间自愿降薪、暂
时调整工作岗位、正式复工前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支付
等案例，就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互谅、协商的结
果。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疫情防控期间用人单位的
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
行，需要调整劳动报酬、劳动条件的约定甚至裁员，也
必须严格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进行，切实保障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

消毒是疫情防控的重要环节，对于阻断疾病传播
是非常重要的。但消毒一定要适度、合理，不要过度消
毒。重庆市疾控中心专家、流行病学博士宿昆表示，消
毒应该保证不对身体带来危害，也不对环境带来长期
的污染风险。所以，对家庭消毒做以下几点提示：

第一，正确认识消毒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普通老
百姓家里最常用也是性价比最高的方法，就是通风换
气。这样，即使是有病原存在，通风可降低室内空气
中病原的浓度，被吹散到室外的病原也很快死亡，从
而实现消毒的目的。当家庭中出现了有症状的病人，
家庭环境可能被污染了，才需要对室内环境采取其他
消毒措施。

第二，优先选用物理方法消毒。对物品的消毒，

能用物理方法就不要用化学消毒剂。比如，可以采用
高温消毒方式，这不仅可以杀灭病毒，也可以杀灭其
他抵抗力较强的微生物。对餐具等耐高温的器具推
荐用开水煮沸10分钟进行消毒。

第三，正确选用化学消毒剂和消毒方式。如果家
庭环境或物品被污染，确实需要使用化学消毒剂消毒
的，可以推荐84消毒液等含氯消毒剂进行擦试消毒，
在消毒过程中要注意使用方法，特别是家里使用酒精

擦试的时候，一定
要注意避免引起火
灾、爆炸等情况，或者使用其他消毒剂时要注意腐蚀
的可能性。

第四，做好手部消毒。要加强手卫生，手消毒可
以用手部专门的消毒剂，每天多次使用都是安全的。
特别是在外出回家后应及时洗手消毒，使用专门的手
消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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