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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真相   传递美好未来

法学专家批常态化核酸
要求审查疾控中心

看中国

北京时间 6 月 5 日晚，澎湃新闻发表中国政
法大学法学教授赵宏题为《法治的细节─关
于常态化核酸检测的法律问题》的文章，6
月 6 日迅速冲到热搜榜首。

赵宏直指常态化核酸检测带来法律风险不
少。首先是政府为此耗费的巨额经济和人力
成本。全员核酸消耗的经济成本肉眼可见，
但各级政府如何支付这笔开支却少有说明，
是否符合预算也处于黑箱之中，这给公众监
督带来困难。

赵宏强调，任何公共政策的确定，背后都关
涉个人权利和社会成本，这也要求政府在决
策时应谨守“科学、理性和审慎”的态度，
由此才不至于使某些“僵化过度的政策选
择”，最终造成“不可控的负面效果”。

地方政府严苛防疫乱释法

赵宏认为，有些地方政府采取强制方式，如
吉林四平的居民因错过第 25 轮核酸，而被要
求补缴前 24 轮费用的事例。赵宏批评，将所
有违反当地疫情防控指令的行为都视作“拒
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
的决定、命令”，是对《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 50 条的扩张解释和过度适用。

他指出，传染病的爆发流行，仅属于中国相
关法律中所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
时各地进入的也只是“应急状态”而非“紧
急状态”，这两个概念要严格区分。

除扩张解释《治安管理处罚法》外，四平市
防控指挥部在通告中擅自决定对不测核酸的
市民予以行政拘留和罚款等处罚，同样违反
了《行政处罚法》设定中的法定原则。

文章指，如果说拘留罚款是限制当事人人身
自由、剥夺其财产权利，而纳入失信惩戒名
单甚至是在传媒上公开曝光就已经属于对个
人声誉的严重毁损。如此严苛的惩戒既在个
人未履行配合检验义务的行为上，不当联结
了根本没有法律依据的处置，也贬损了个人
的人格尊严。

呼吁审查疾控中心

6 月 5 日，微博实名认证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杨帆建议全国人大对 “疾控中心”进行违宪
审查，派工作组进驻，对违法行为审查，严
惩滥用职权、贪污腐败、以抗疫为名义的各
种违法违规行为，以平民愤。他表示，“要有
是非曲直，要允许人民群众讨论和公开批评。”

杨帆呼吁审查疾控中心，是因为一些民众和
自媒体认为，不论核酸检测的管理还是安排
隔离人员的，是有关地区的疾控中心下令所
为。比如上海发生过阴性人员被拉至方舱的
事件，居委会解释：“疾控（中心）说什么就
是什么。”

对此，时事评论员王赫表示，法学专家建议
审查疾控中心，不是说他不清楚现在的问题
出在根子上，就是中共的动态清零上。那么
他说这段话是绕弯批中共制度，他这是故意
拿疾控中心说事。王赫分析说，“在中国当
前这个政治环境下，他不可能拿当局的‘动
态清零’方针来说事，那个政治风险很大。”

中共文革式清零防疫，地方官员为保乌纱帽，
宁左勿右层层加码，随意限制民众自由，勾
连核酸公司，谋取暴利。有民众坦言，中共
上层为争权、中层为保官、基层为捞钱，而
百姓则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乱  象

由于中共要求各大城市建立“15分钟核酸采样
圈”，使检测员成为抢手行业，同时催生暴利
产业及乱象。

一名在北京兼职的检测员赵建（化名）在媒体
上透露，他工作20天收入逾3万元，在一起检
测的同事甚至有滴滴车司机和地产经纪人。

赵建毕业于重点医科大学检验专业，他表示，
检测工作门槛很高，需专业知识，绝不是随便
一个人能做的。

他每班次最少处理1.5万～ 2万管样本，平均
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

赵建说工作强度大还可以承受，最难受的是这
个行业现在变得特别乱。

第一天做兼职，赵建问一起干活的同事：“你学
什么专业？”结果同事从没学过检验，之前是
跑滴滴的。除了司机，也有房产经纪人兼职做
检测。

他还透露，有招聘许可权的人也会把熟人、亲
戚招来。而这些没有经验的人会时常犯错，导
致假阳性出现。

近期频频爆出核酸公司违规操作，但很多核酸
公司本身就是中共权贵们的白手套。防控乱象
的根子在于中共体制的溃烂。

北京核酸检测内幕
20天3万 司机也干

新唐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建议全国人大审查疾控中心。（微博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