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病毒觀 --- 企業危機管理續(25 ) 

 

自從上世紀末至本世紀初以來，「不確定性」已經成為管理者最核心的領

導力挑戰。我們在這短短的二十多年裡，經歷了 97 亞洲金融危機、蘇聯解體、

極端氣候、中國加入 WTO、美國 911 恐攻、伊斯蘭(ISIS)國、H1N1、SARS、日

本 311 地震、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的戰亂和難民潮、阿拉伯之春、次貸風

暴、中國加入一帶一路、中東呼吸綜合症、川普當選、美國退群、中美貿易

戰、英國脫歐、新冠疫情、兩岸衝突、石油大戰……等事件，一波接著一波，

整個世界都一直處在變動中，唯一確定的就是不確定！尤其是最近的新冠病毒

疫情，一直到現在還在燃燒中，還有愈演愈烈的趨勢，看不到盡頭，要如何把

疫情危機轉變為改革升級的契機，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除戰術性對策外，在長

期戰略方面提出以下幾點參考： 

 

一、 數位化變革 

 

    大家都知道自己的企業遲早要數位化，但很多都是停留在口號

階段，沒有真正動起來。在疫情期間，減少人與人接觸、避免交叉

感染是基本要求，在一個限制人員流動出行的環境中，人們要獲得

訊息、解決生活需要、與人溝通、甚至調節自我情緒，上網和在線

變成唯一手段。所以，網路覆蓋率、網速、5G、大數據、雲端業務

與人工智慧等等就能在其中發揮巨大的作用。反之，一個企業是否

具備足夠的數位化，是否能夠擁有網路平台，變成影響是否能夠渡

過難關的重要因素。例如，在限制出行期間，個人如有出現輕微的

類似症狀，一定會非常緊張，也不知該怎麼辦，如果有「在線問

診」的平台，就可以先諮詢醫生，快速判斷情況，有效的提升醫療

資源利用效率。 

 

    在疫情期間，人們雖然出不了家門，可是每天還是必需過生

活，擁有線上平台的企業正可以大展手腳。雖然自己沒有平台，但

具有數位化能力的企業可以快速的和平台對接，尋求新的商機，沒

有數位能力的企業就完全束手無策了！所以，數位化變革不能只停

留在口號的階段，趕快行動吧！ 

 

二、 成長模式變革 

 

    企業的傳統發展模式基本上是線性的、是連續性的，在意的是

規模的擴增、市占率的提高、競爭對手的動向……等等，這些基本



都牽動著投資的擴大。可是，今天的環境已經改變了，隨時都有可

能出現斷點、不確定和不可預測性，發展模式已不再是擴充規模、

同業競爭，隨時都可能會有新的行業、新的業態出現，顛覆現有的

經營環境。企業的成長不再是投資的驅動，而可能轉變成聯合共

生，與合作伙伴共創新的顧客價值。 

 

三、 管理模式變革 

 

    傳統的管理模式著重的是層級間的分權、生產流程和預算的管

控。而在面對快速變化的環境下，封閉和僵化反而會帶來負面影

響，甚至成為應對危機時的障礙。成功的經營者不再是依靠管理能

力而是領導能力，引領組織應對變化，激勵部屬一同面對不確定

性，並克服障礙，在逆境中生存成長！ 

 

四、 工作、學習模式變革 

 

    在疫情期間，某些類型的企業或工作團隊，大家不能像平時一

樣，趕到辦公室上班、進會議室開會、到外地出差……等的工作模

式，被迫不得不在線上溝通、線上討論、獨立工作或協同工作。剛

開始時可能不習慣到慢慢適應，發現這種新的工作方式，不但減少

了通勤時間、節省了工作空間、化解了空間距離，反而使成員間的

協作更及時、更便捷、更高效、更透明，使工作重心從原本的圍繞

著權力或流程改變成圍繞著任務，更可以讓企業動態的應對變化。 

 

    由於傳統的學校教育和企業訓練課程，基本是老師學生聚集在

小空間的活動，而且交流互動頻繁，非常容易造成病毒的傳播，在

新冠疫情下，教學單位停班停課，為了不停擺紛紛被迫嘗試遠距教

學，因而使這種學習方式更進步更普及化，未來它會帶來什麼影響

還有待觀察。至少，對一些開發中國家，這種網上教育方式，給他

們推廣普及全民教育帶來了希望，只要把網路通信建設好即可，不

必再花費大量資金和時間興建足夠的學校、培養足夠的師資，就可

以辦好下一代的教育，解決了偏遠鄉村學童上學難的問題！ 

 

    同學們，你還有什麼補充想法，請提出分享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