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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泊松回归模型和注意力配置理论的

新冠疫情防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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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两种方法量化我国新冠疫情防控措施的有效性ꎬ实现交叉验证. 首先ꎬ综合考虑温度、湿度、风速、
压强等环境因素ꎬ提出一个泊松回归模型ꎬ并拟合实际数据校准模型. 得出环境因素对新冠疫情有显著的负影

响ꎬ而防控措施影响最大ꎬ验证了我国防控措施成效显著. 同时ꎬ基于中央层面有关新冠疫情防控的 １７３ 份政策

文本ꎬ运用文本分析ꎬ量化疫情防控中的注意力配置ꎬ得出其注意力配置包括疫情阻断、民生保障、经济发展以及

政府监管 ４ 个向度ꎬ各向度政策在疫情不同阶段占比和对疫情防控的有效性有不同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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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１９ 年年底以来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已经传播到世界 ２０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ꎬ对全球公共

卫生造成了重大威胁. 截止到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５ 日ꎬ世界范围内ꎬ已经报道 ３５ １０９ ３１７ 例确诊病例ꎬ１ ０３５ ３４１ 人

因新冠而失去生命[１] . 为应对新冠肺炎的大流行ꎬ我国政府自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３ 日起ꎬ采取了包括封城、密切跟

踪隔离、收治并隔离所有确诊病例等一系列防控措施ꎬ基于此ꎬ我国新冠疫情增长速度明显放缓ꎬ２ 月 ４ 日左

右达到最高峰ꎬ特别地ꎬ湖北省于 ３ 月 １９ 日第一次实现本地病例零增长. 这表明我国采取的防控措施对遏制

新冠疫情成效显著.
本文首先搜集了相应的数据(从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搜集了新冠疫情新增病例数ꎬ从 Ｗｅａ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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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搜集了气象数据ꎬ从其他新闻网站搜集了控制措施、每日增加的床位数、每日增加的医护人员

数ꎬ如图 １ 所示). 已有研究表明ꎬ温度、湿度、风速、压强等因素对新冠疫情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数学和统计

模型作为重要的研究工具ꎬ能帮助深入理解和定量分析防控措施和环境因素对新冠疫情的影响[２－４] . 因此ꎬ综
合环境因素ꎬ本文提出一个泊松回归模型ꎬ定量分析防疫政策对控制新冠疫情的有效性. 最后ꎬ基于注意力配

置理论并结合 Ｎｖｉｖｏ 软件[５]ꎬ对我国的防疫政策进行文本研究ꎬ总结我国的防疫政策经验.

图 １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６ 日到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武汉市的数据

Ｆｉｇ １　 Ｄａｔｅ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ｃ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６ ｔｏ Ｍａｒｃｈ １６ꎬ２０２０

１　 基于泊松回归模型的防疫政策有效性分析

１.１　 数据的统计描述
表 １　 变量的统计描述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个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新增病例数 ６０ ４ ３ ９１０ ６４８.１７ ７８２.９０６
温度 ６０ －１.８２２ ９ ２.５５１ 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０ ３
湿度 ６０ －２.１４４ ３ １.６４５ 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０ ０
风速 ６０ －１.３６７ ５ ２.７１５ 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０ ２

大气压强 ６０ －２.７２０ ６ １.８６９ 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９９９ ９９９ ９
控制措施 ６０ ０ １ ０.８８ ０.３２４

累计增加的床位数 ６０ ０ ４６ ５９０ ２５ １２９.９５ １９ １７６.６４５
累计增加的医护人员 ６０ ０ ２７ ２７５ １６ ５６５.４８ １０ ５５６.７４４

　 　 注:气候变量均进行了标准化.

１.２　 泊松回归模型的建立

首先ꎬ因为 ＣＯＶＩＤ￣１９ 新增病例数的记录过程是一个计数过程ꎬ所以假设新增病例数服从泊松过

程. 其次ꎬ考虑到 ＣＯＶＩＤ￣１９ 疫情可能会受长期趋势和季节变化的影响ꎬ我们用函数 ｔｓｉｎ (２π / ＴＴ) 和

ｔｃｏｓ(２π / ＴＴ)表示. 考虑到控制措施的强度会随时间变化ꎬ假设控制措施强度为时间 ｔ的线性函数 ａ＋ｂｔ. 再
次ꎬ我们假设政府对新冠疫情的执行力为累计增加的床位数和医护人员人数的线性函数. 最后ꎬ考虑气候

因素包括温度、湿度、风速、压强ꎬ得到如下泊松回归模型[６－７]:
ｌｏｇ Ｅ(Ｙｔ)＝ α＋Ｃ１ ｔｓｉｎ(２π / ＴＴ) ｔ＋Ｃ２ ｔｃｏｓ(２π / ＴＴ) ｔ＋η１Ｔｔ＋η２Ｈｔ＋η３ＷＳｔ＋η４Ｐ ｔ＋(ａ＋ｂｔ)ＣＭｔ＋ｐ１Ｘ１ｔ＋ｐ２Ｘ２ｔ .(１)

式中ꎬＹｔ 表示第 ｔ天的新增病例数ꎻＴｔ、Ｈｔ、ＷＳｔ、Ｐ ｔ 分别表示第 ｔ天的温度、湿度、风速、压强ꎻＣＭｔ 刻画是否

采取控制措施ꎬ若采取ꎬ则取值为 １ꎬ否则取值为 ０ꎻＸ１ｔ、Ｘ２ｔ分别表示第 ｔ天累计增加的床位数和医护人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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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ꎻ我们用 ｐ１Ｘ１ｔ＋ｐ２Ｘ２ｔ刻画政府执行力ꎻ根据数据的特点ꎬ我们假设新冠疫情的周期为 ＴＴ＝ ６０ ｄ.
１.３　 基于泊松回归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法及似然比检验法

假设从总体(ＹꎬＸ)中抽取一个容量为 ｎ的随机样本(ｙ１ꎬＸ１)ꎬ(ｙ２ꎬＸ２)ꎬꎬ(ｙｎꎬＸｎ)ꎬ其中 Ｘｋ ＝[１ꎬｘｋ１ꎬ
ｘｋ２ꎬꎬｘｋｑ] Ｔꎬｋ＝ １ꎬ２ꎬꎬｎꎬ则有似然函数为

Ｌ(β)＝ ∏
ｎ

ｋ ＝ １
Ｐ{Ｙ＝ ｙｋ ｜Ｘｋ} ＝ ∏

ｎ

ｋ ＝ １

ｅｘｐｙｋ(ＸＴ
ｋβ)

ｙｋ!
ｅｘｐ(－ｅｘｐ(ＸＴ

ｋβ))ꎬ (２)

两边取对数ꎬ整理可得

ｌｎ Ｌ(β)＝ ∑
ｎ

ｋ ＝ １
[ｙｋＸＴ

ｋβ－ｅｘｐ(ＸＴ
ｋβ)－ｌｎ ｙｋ!] . (３)

为研究方便ꎬ以下不妨记 ｘｋ０ ＝ １. 为求式(２)的最大值点ꎬ即最大似然估计ꎬ可求对数似然函数 ｌｎ Ｌ(β)
关于 β 的似然方程组为

∂ｌｎ Ｌ(β)
∂βｉ

＝ ∑
ｎ

ｋ ＝ １
[ｙｋｘｋｉ－ｘｋｉｅｘｐ(ＸＴ

ｋβ)]ꎬｉ＝ ０ꎬ１ꎬꎬｑ. (４)

具体形式为

∂ｌｎ Ｌ(β)
∂β ０

＝∑
ｎ

ｋ ＝ １
[ｙｋ － ｅｘｐ(ＸＴ

ｋβ)] ＝ ０ꎬ

∂ｌｎ Ｌ(β)
∂β １

＝∑
ｎ

ｋ ＝ １
[ｙｋｘｋ１ － ｘｋ１ｅｘｐ(ＸＴ

ｋβ)] ＝ ０ꎬ

　 　 　 　 ⋮
∂ｌｎ Ｌ(β)

∂β ｋ
＝∑

ｎ

ｋ ＝ １
[ｙｋｘｋｑ － ｘｋｑｅｘｐ(ＸＴ

ｋβ)] ＝ ０.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５)

式(５)为非线性方程组ꎬ一般情况下没有解析解ꎬ可以用 Ｎｅｗｔｏｎ￣Ｒａｐｈｓｏｎ 迭代方法求其数值解. 根据

Ｎｅｗｔｏｎ￣Ｒａｐｈｓｏｎ 方法的原理ꎬ可得参数 β 迭代公式为

β(ｍ＋１)＝ β(ｍ) －[Ｊ(β(ｍ))] －１Ｆ(β(ｍ))ꎬｍ＝ ０ꎬ１ꎬ２ꎬ
从而可以得到模型(１)中未知参数的估计值.
对于泊松回归模型中参数的检验ꎬ记概率分布律 ｐ(ｘꎬβ)＝ Ｐ{Ｙ ＝ ｙｋ ｜Ｘｋ}ꎬ则原假设 Ｈ０:β ＝βＨ０对备择

假设 Ｈ１:β ＝βＨ１(βＨ１≠βＨ０)的检验问题的似然比为

λ(ｘ)＝
ｐ(ｘꎻβＨ１)
ｐ(ｘꎻβＨ０)

ꎬ

从而似然比为

ＬＲ＝ －２ｌｎ λ(ｘ)＝
ｓｕｐθ∈θ１ｐ(ｘꎻθ)
ｓｕｐθ∈θ０ｐ(ｘꎻθ)

＝
ｐ(ｘꎻβ^１)

ｐ(ｘꎻβ^０)
~ χ２(ｑ) .

式中ꎬβ^０ 和 β^１ 分别是 Ｈ０ 和 Ｈ１ 成立时 β 的最大似然估计ꎻｑ 是卡方分布的自由度ꎻｐ(ｘꎻβ^０)是原假设 Ｈ０

成立时ꎬ观察到样本点 ｘ的可能性ꎬ而 ｐ(ｘꎻβ^１)是备择假设 Ｈ１ 成立时ꎬ观察到样本点 ｘ的可能性. 在 ＬＲ比

较小时ꎬ备择假设成立ꎬ观察到样本点 ｘ的可能性比较大ꎬ因此ꎬ在 ＬＲ 比较小时拒绝原假设. 从而ꎬ检验的

拒绝域可取为{ＬＲ≥χ２１－α(ｑ)} . 基于似然比检验法ꎬ对模型(１)中未知参数的估计值进行检验.
１.４　 参数估计和模型检验

应用 ＳＰＳＳ 软件ꎬ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ꎬ同时ꎬ通过似然比检验法对模型进行检

验ꎬ得到如下结果.
１.４.１　 似然比检验结果

表 ２　 Ｏｍｎｉｂｕｓ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２　 Ｏｍｎｉｂｕｓ ｔｅｓｔｉｎｇ

似然比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４３ ０７４.６８５ １０ ０.０００

　 　 从表 ２ 可知:模型检验结果显著ꎬ因此通过了检验.
１.４.２　 参数估计及检验结果

由表 ３ 可知:所有参数显著ꎬ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我们

可以得到:(１)长期趋势和季节变化对新冠疫情有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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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ꎻ(２)温度、湿度、风速、压强对新冠疫情有显著的负影响ꎬ比如ꎬ温度升高ꎬ新增病例数减少ꎻ(３)控制

措施的影响最大ꎬ其强度为 １.６９７－０.０３２ｔꎻ(４)累计增加的床位数和医护人员人数对新冠疫情有显著的影

响ꎬ即政府对新冠疫情的执行力对疫情的控制有显著影响.
表 ３　 参数估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参数 估计值(Ｂ) 标准差

９５％置信区间

下界 上界

假设检验

Ｗａｌｄ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检验值

自由度 显著性
Ｅｘｐ(Ｂ)

Ｅｘｐ(Ｂ)的 ９５％置信区间

下界 上界

α 　 ３.８０９ ０.０５２ ７ 　 ３.７０６ 　 ３.９１２ ５ ２１７.１２６ １ ０.０００ ４５.１０６ ４０.６７７ ５０.０１８
ｃ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０１ ５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４ １ １２５.０３２ １ ０.０００ １.０５３ １.０５０ １.０５６
ｃ２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１ 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５ １ １３０.２４９ １ ０.０００ ０.９６４ ０.９６２ ０.９６６
η１ －０.３６３ ０.０１３ ６ －０.３８９ －０.３３６ ７１５.９０５ １ ０.０００ ０.６９６ ０.６７７ ０.７１４
η２ －０.１１６ ０.００７ ９ －０.１３２ －０.１０１ ２１５.３５５ １ ０.０００ ０.８９０ ０.８７７ ０.９０４
η３ －０.０７２ ０.００６ ４ －０.０８４ －０.０５９ １２５.４６８ １ ０.０００ ０.９３１ ０.９１９ ０.９４３
η４ －０.３７２ ０.０１１ ９ －０.３９６ －０.３４９ ９８１.１２７ １ ０.０００ ０.６８９ ０.６７３ ０.７０５
ａ １.６９７ ０.０８９ ８ １.５２１ １.８７３ ３５７.０５０ １ ０.０００ ５.４５８ ４.５７７ ６.５０８
ｂ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８ １ －０.０４８ －０.０１６ １５.８３９ １ ０.０００ ０.９６８ ０.９５３ ０.９８４
ｐ１ ３.９８３Ｅ－５ ６.０５１５Ｅ－６ ２.７９７Ｅ－５ ５.１６９Ｅ－５ 　 ４３.３１１ １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ｐ２ ５.２４７Ｅ－５ ５.５６７５Ｅ－６ ４.１５６Ｅ－５ ６.３３８Ｅ－５ 　 ８８.８２６ １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上述模型是对我国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所取得成效的总体测量. 接下来对我国具体采取了哪些疫情防

控措施ꎬ以及这些具体措施的分配比例和有效性进行研究. 中央政府的政策文件能够反映出国家对各项

公共事务注意力分配的状况[８]ꎬ对此ꎬ本文基于注意力相关理论ꎬ选取了 １７３ 份中央层面与疫情相关的政

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ꎬ测量分析中央政府在处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注意力配置状况.

２　 政策数据搜集与编码

关于政策数据的搜集ꎬ本文在中国政府网、国家卫建委、国家税务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中央各部

委网站搜集和新冠疫情相关的政策文本ꎬ最后搜集采用了 １７３ 份有效文本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 注意力概

念由西蒙首次引入管理学领域ꎬ认为是“管理者有选择地关注某些信息ꎬ而忽略其他部分的过程” [９] . 注意

力的结构性分布ꎬ主要包括向度、强度、广度 ３ 个维度[１０]ꎬ本文旨在从所搜集到的政策文本中提炼出关键

性的语句ꎬ然后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对所提炼的语句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性编码这 ３ 个步

骤的编码过程来对政策文本进行分析[１１]ꎬ最终得到我国政府新冠疫情防控政策注意力的四大向度ꎬ包括

疫情阻断、民生保障、经济发展、政府监管. 本研究由 ２ 位编码员在互不干扰的情况下对政策文本进行分

析ꎬ各自选取关键性的文本语句进行概念化、分类、最后范畴化的一个过程ꎬ接着由 ２ 位编码员对照双方的

编码结果ꎬ对相同的编码部分进行采用ꎬ不同的部分则进行讨论分析ꎬ最后达成一致的结果ꎬ保证了编码结

果的信度. 部分编码过程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部分编码示例表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ｅｎｃｏｄｉｎｇ

选择性编码 主轴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 编码内容 文本来源

疫情阻断 物资保障
相关企业要及时生
产质量合格的重点
应急防控物资

生产重点医疗应急防控物资的有关企业ꎬ要按照国务院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物资保障组要
求ꎬ抓紧组织原材料采购和产品生产ꎬ及时完成生产任务.

«关于进一步强化责任落
实 做好防治工作的通知»

民生保障 交通服务
保障交通顺畅运
行ꎬ严禁不合理的
管控

要全力保障公路路网顺畅运行.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按
照“科学有序、依法依规”原则ꎬ调整优化公路交通管控措
施ꎬ严禁擅自封闭高速公路出入口.

«关于做好公路交通保通
保畅工作 确保人员车辆
正常通行的通知»

经济发展 复工复产
指导企业复工复产
的防控工作

做好企业疫情防控工作ꎬ积极开展防控知识宣传培训ꎬ降低
复工复产后疫情传播风险ꎬ构筑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严密
防线.

«关于切实加强疫情科学
防控　 有序做好企业复工
复产工作的通知»

政府管制
对执政部门

的监督

疫情期间对税收政
策的执行进行监督
评估

切实加强税收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评估. 通过绩效考评和
专项督查等方式ꎬ加强对支持疫情防控税收优惠政策执行
情况的督促

«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
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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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于中央层面的新冠疫情政策文本注意力测量

本研究在 Ｎｖｉｖｏ 编码过程中通过借助“参考点”这一指标来表示政府在新冠疫情防控政策中注意力的

配置情况. 对某一个词汇或者语句编码 １ 次则对应 １ 个参考点ꎬ某一方面的参考点越多ꎬ代表政府在该方

面的投入比例越大.
对疫情防控政策进行分析研究ꎬ需要考虑我国的整个疫情防控状况ꎬ疫情本身的发展是动态变化着

的ꎬ因此需要把握疫情的发展态势ꎬ对疫情的发展进行阶段划分ꎬ本文将我国的疫情状况分为如图 ２ 所示

的 ３ 个阶段[１２]:疫情发展初期(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０ 日—１ 月 １９ 日)ꎬ在这一时期ꎬ网上开始流传武汉出现疑似

肺炎的不明病例ꎬ但是由于消息来源并非官方消息ꎬ再加上病例数量不多和人们认识的局限性ꎬ新冠肺炎

并没有受到政府和公众的过多关注. 疫情高峰期(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２ 月 ４ 日)ꎬ在这个时期ꎬ疫情已经

扩散到全国各地ꎬ新增病例数不断增加ꎬ各地纷纷进入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状态. 疫情平稳期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５ 日至今)ꎬ这一时期ꎬ每日新增病例数开始出现下降趋势ꎬ直至两位数个位数的平稳状态ꎬ
社会紧张度开始缓和ꎬ恢复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稳定经济成为了重要议题. 针对疫情状态的不同阶段ꎬ本文

对 １７３ 份政策文本也进行了相应的划分ꎬ但由于在 １ 月 ２０ 日之前还没有中央层面的政策文件出现ꎬ所以

这 １７３ 份政策文本也就分为“高峰期文件”和“平稳期文件”.

图 ２　 我国新冠疫情发展情况

Ｆｉｇ 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图 ３　 疫情高峰期政府政策注意力配置情况

Ｆｉｇ 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ｙ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ａｋ ｐｅｒｉｏｄ

３.１　 疫情高峰期政府政策注意力配置分析

图 ３ 展示了疫情高峰期中央层面对防控疫情政策的注意力配置在疫情阻断、民生保障、经济发展以及

政府监管这 ４ 个向度的具体占比情况. 高峰期疫情防控的主要政策目标就是控制、阻断疫情的传播. 从

图 ３ 也可以看到ꎬ疫情阻断向度的政策配置在这时期占比最大为 ３９％. 为了最大程度的控制和阻断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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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播ꎬ政府主要从“物资保障”“封闭管理”“核酸检测”“医药研发”这 ４ 类政策出发去保障疫情的阻断

成效. 物资保障主要涉及保障重点医疗应急防控物资的及时生产、调拨、运输和配用等方面的政策规定ꎬ
以及对医疗技术力量的合理调配的组织规划. 封闭管理政策主要是限制人员流动、鼓励人们居家隔离. 提

高核酸检测能力的要求在核酸检测政策中处于重要位置. 民生保障向度在疫情高峰期处于占比第二

(２８％)的位置ꎬ包括对感染群众的医疗服务保障ꎻ有特殊出行需求群体的交通服务保障ꎻ对于在疫情中受

到较大影响的就业群体如大学应届毕业生、农民工等ꎬ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帮助其就业ꎻ在民生保障

方面ꎬ政府政策对一线医务人员的权利保障给予了最高程度的注意力配置. 经济发展向度政策占比 ２４％ꎬ
针对企业和低收入群体的生存压力ꎬ政府从税费减免、财政补贴等方面给予经济支持ꎬ同时优化了办税缴

费流程、调整了税收管理措施. 为了实现控制疫情传播的目标ꎬ在疫情高峰阶段ꎬ复工复产更多的只是面

向重点工程重点项目的企业ꎬ帮助其优先返工. 在政府监管方面的政策在这一时期的针对性相对比较单

一ꎬ占比也只有 ９％ꎬ主要是对政府执政部门和执政人员的监督.

图 ４　 疫情平稳期政府政策注意力配置情况

Ｆｉｇ ４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ｙ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ｌｅ ｐｅｒｉｏｄ

３.２　 疫情平稳期政府政策注意力配置分析

在疫情平稳期ꎬ我国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向好的态势变化ꎬ和疫情有关的各项政策也随之改变. 如图 ４
所示ꎬ总体来看ꎬ和人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民生保障向度的政策比例增加到了 ４０％ꎬ这和我国“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治国方针理论不谋而合ꎻ经济发展向度的政策比例在疫情平稳期增加到了第二ꎬ占比

３５％ꎬ国内的经济生产活动逐渐现出往日生机ꎻ疫情阻断向度的政策则由高峰期的 ３９％下降到 １４％ꎻ政府

监管向度政策总体占比相对稳定. 具体来看ꎬ在疫情阻断向度ꎬ封闭管理类政策比例下降明显ꎬ该阶段管

理主要是对从国外回来的人群以及国内少许中高风险地区和新冠肺炎出院患者做出了具体的管理规范要

求ꎻ同时增加了个人日常生活防护和公共场所防护要求方面的政策ꎻ疫情防控常态化“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的总体防控策略对核酸检测能力则提出了更高要求ꎬ核酸检测有关的政策在疫情阻断向度也成为了

重点ꎬ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 在经济发展向度ꎬ帮助企业复工复产类政策占比最高ꎬ和疫

情高峰期政策注意力配置比较ꎬ经济发展向度增加了信贷支持、刺激消费方面的政策配置. 总体占比最高

的民生保障向度ꎬ将就业保障类政策放在最核心的位置ꎬ特别是农民工、高校毕业生、贫困劳动力等重点群

体就业工作的保障ꎻ经济生产活动以及社交活动的正常化ꎬ催生了“健康码通行”、多“码”融合等保证人们

正常生活秩序的政策标准的出台ꎬ减轻和简化了人们的扫码负担和出行必要程序. 在新冠肺炎疫情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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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过程中ꎬ不同人群的心理状况和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ꎬ特别是新冠肺炎患者、患者家属以及老年

人等特殊人群ꎬ因此在民生保障向度ꎬ产生了对特殊人群进行救助爱护方面的政策. 政府监管向度则增加

了对企事业单位和新冠肺炎实验室等主体进行监管的政策规定.

４　 结论

本文旨在通过泊松回归模型和注意力配置理论两种方法定量地评估我国政府采取的新冠疫情系列防

控措施的有效性ꎬ实现不同方法的交叉验证.
首先ꎬ考虑新冠疫情的传播受到温度、湿度、风速、压强等环境因素的影响ꎬ我们提出了一个包含多种

环境因素的泊松回归模型. 基于极大似然法将该模型与实际数据拟合ꎬ从而估计出模型未知参数. 进一步

通过假设性检验ꎬ得到温度、湿度、风速、压强等环境因素均对新冠疫情具有显著的负影响. 同时得出系列

防控措施对遏制疫情的蔓延显著性最强ꎬ从而验证了我国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成效显著ꎬ这与已有的数学

模型研究结论一致[１３－１４] .
其次ꎬ通过对新冠疫情防控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ꎬ得出我国政府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的注意力配置包括

疫情阻断、民生保障、经济发展、政府监管这 ４ 大向度ꎬ结合它们的占比情况发现ꎬ４ 个向度的政策注意力

配置比例和其内部结构配置的侧重点在疫情不同阶段是有所区别的ꎬ主要表现在疫情阻断向度的政策在

疫情高峰期配置比例最高ꎬ而随着疫情防控在平稳期步入常态化ꎬ疫情阻断向度的政策比例有所减少ꎻ民
生保障向度的政策在高峰期和平稳期都有较高的配置占比ꎻ经济发展向度的政策配置比例在整个疫情阶

段也是处于上升的态势ꎻ政府监管向度的政策比例相对稳定但占比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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