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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去 的 幾 年， 由 Covid-19

引 發 的 全 球 傳 染 病 風 波 開

始 的 2020 年 顯 得 格 外 風 雲

詭 譎， 在 國 際 情 勢 上， 政

治、經濟、觀光無一不受到

疫 情 影 響， 而 受 到 重 大 衝

擊。藉由人文專題講座，學

校 特 別 邀 請 到 去 年 曾 擔 任

TEDxNanshan 講 者， 同 時 也

是《消失的國界》記者群之

一的校友傅家慶先生，來向

人文社會科學班的同學分享

他在新聞界中，所感受到的

全球化時代，產業的發展與

式微，與現今疫情影響下，

各個國家如何在經濟發展和

民生安全中做到平衡，並同

時考慮到未來的永續性。

本 次 演 講 的 主 題 就 叫 做

「看懂疫情世界，超前部署

未來」，內容主旨就是針對

「疫情如何對原始的全球化

思維帶來衝擊和影響」作深

入探討。並且透過美日兩國

的事例，使我們能更加體會

到事件的重要性，也得以反

思目前的全球化思維是否需

要做出修正。

透 過 演 講 可 以 得 知， 全

球化對許多開發中國家並沒

帶來正面的經濟效益，反而

使 部 分 國 家 陷 入 了 惡 性 循

  看懂疫情世界，超前部署未來看懂疫情世界，超前部署未來
環。舉例來說，孟加拉－－

一個處於全球化邊緣地帶的

國家，負責生產已開發國因

為成本及汙染問題而不生產

的產品，造成了當地的許多

河川被牛仔褲染料汙染等問

題，且當地多數居民並未因

此翻身，反而陷入了一種愈

來愈窮的狀態；諷刺的是，

多數的錢仍留在國外投資集

團手上。但是，已開發國家

也並沒有得到那麼多好處。

在疫情期間，許多全球化的

缺點大暴露，許多已開發的

國家也開始反思全球化的缺

陷。

就 從 美 日 兩 國 的 遭 遇 來

看，是「民族性」使這兩個

國家分別遭受了不同程度的

影響及傷害。他們分別擁有

兩種明顯不同於彼此的生活

態度，這或多或少影響他們

國內對口罩及防疫的態度。

對於美國來說，疫情會如此

嚴重的原因，主要是由於疫

情初期百姓對口罩的恐懼及

政治人物對防疫的不積極所

造成；相對地，對於日本來

說， 則 是 因 為 他 們 在 SARS

時防疫成功所造成的優越感

使政府官員對疫情的輕忽所

導致。且由於全球化的影響，

口罩在許多已開發國家多仰

賴進口，造成歐美各國遭遇

口罩缺乏等棘手問題。除了

各國政府需要重視當前全球

化所帶來的問題，我們也要

反思全球化對我們自身所帶

來的衝擊。

最後也不忘也提醒我們，

「沒有萬無一失的政策」，

時刻保留對事物的批判性、

蒐集資料，思考該做些什麼

去因應這樣的變化，不僅僅

著眼一時的發展，而能展望

未來，否則便會淪為「短視

近利的飲鴆止渴」，反而得

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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