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病毒觀察---隨想(26) 

 

    爆發於 2019 年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已經世衛組織正式命名為 CCOVID-19，

先是從武漢開始，波及全中國、義大利、韓國、西班牙、伊朗、土耳其等，然

後再延燒至德、法、英、美及許多歐洲富國和日本，現在又有向印度、南美、

非洲一路擴展的態勢，可謂愈燒愈烈，全世界各國幾乎無一倖免，誰也不敢說

什麼時候會告一段落。以目前(4 月中旬)來看，美國的疫情尤其嚴重，累積確診

人數和死亡人數都後來居上，穩坐世界第一，其中紐約更成了新的重災區，什

麼時候才能緩解，還是個未知數！ 

 

    自從新冠病毒爆發以來，各種疫情相關報導無疑是各類媒體的重心，個人

也在這段期間寫了二十多篇相關觀察的心得和評論，本篇為最後一篇，總結一

下整體的感想和拾遺： 

 

⚫ SARS 的影響 

     

我們可以發現，有過對抗 SARS 經驗的國家在這次應對新冠疫情

時，的確比無此經驗的國家更有警覺心，在預防應對上的做法也比較

更快速和更有效。歐洲許多國家初期對新冠病毒的威力太過輕忽，甚

至一度還以為這只是亞洲人的病，嘲諷和抵制戴口罩的人，等燒到自

己時才感到恐慌，想要採取行動卻發現早已錯過了黃金時段！此即印

證了中國古人所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透過災難和磨鍊，優勝劣

汰，只要打不死，必然更加強大，這就是天演論的基本道理！ 

 

⚫ 檢驗組織的應變能力、抗擊力 

     

新冠疫情突如其來，事前無法預測，不論是對國家治理、企業經

營、個人生活都帶來了危機，這正是在檢驗組織或個人的應變能力和

抗擊力，例如：反應是否及時、應對措施是否得當、組織體制能否及

時適應變局……等等。還有：現有的醫療體制和水準、醫療保險系

統、國家衛生防疫體制、資訊化水準、商業交易模式、領導人思維、

社會的價值觀……等等也受到檢驗，在抵抗疫情時就會顯現出不足和

缺陷，且結果會原形畢露，非常殘酷的立見分曉和付出慘痛的代價！

可是從另一方面來說，經過這次考驗，也正是調整和完善制度的最好

機會！ 

 

⚫ 發現人才 



 

    在承平時期，只需要依循往例謹慎小心即可平安渡過，這是守成

型的領導人。但是在遭遇內在或者是外在環境遽變的情況下，守成是

不能渡過難關的。唯有具有看得遠、動作快且具有新思維的人來領

導，才能帶領組織脫胎換骨開創新機。在承平時期，這些人老是提一

些歪點子、怪想法，可能不受重視，可是在組織面臨危機時，正是他

們脫穎而出的時候！「亂世出英雄」，不是嗎？ 

 

⚫ 檢驗不同防疫措施的效果 

 

    任何的防疫措施都會有好處，也會帶來壞處。例如：該不該封

城？什麼時機該規定戴口罩？何種情況該採何種隔離措施？該不該限

制出行？該不該限制團體活動？該不該建臨時醫院？誰該做核酸檢

測？該不該停運、停市、停工？該不該由政府徵用物資？該不該發消

費券？該不該由政府發放防口罩？該不該關閉國門？該發佈什麼旅遊

警示？該不該讓遊輪靠港？該不該停班停課？什麼狀況才算治癒允許

出院？什麼條件可以解封？該何時復市、復工、復學？……等等，防

疫措施過猶不及，做得太早、太遲、太廣、太窄都要付出代價；這正

是領導者在作決策時的難點。因為各種做法都會牽涉到人命，所以也

沒辦法做實驗來比較。由於各國的防疫做法不同，剛好等於採取不同

做法的實驗，雖然不像正式研究中使用的實驗法那麼嚴謹，但是總比

沒有好。不要放棄難得的機會，我們一定要在事後廣泛收集資料觀察

結果，這種實戰經驗，勢必可以對爾後人類有效的抗疫提供重要參

考。 

 

⚫ 國家治理模式 

 

    隨著疫情的蔓延，我們發現各國政府採取的應對方式相差甚大，

這讓我們認識到了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文化、法律、政治體制、醫

療水準、所得水準、居住條件、生活方式、民眾價值觀……都不相

同，所以不可能有標準應對和處理方式是全世界都可通用的。就以

「限制出行」來說，我們看到媒體的報導：有的國家派警察上街，看

到不遵守規定的民眾就用警棍猛打(印度)；有的呼籲大家自肅(日本)；

有的是各級地方政府設檢查站(大陸)；有的是市長在媒體鏡頭前大聲

疾呼大罵不遵守的市民(義大利)；有的是執法人員當街壓制逮捕違規

民眾、有的是罰錢(台灣對居家隔離還趴趴走的重罰)……等等。以印

度警察當街打人、罰做伏地挺身……等為例，當然不符合所謂的西方

平等、自由、人權等標準，可是在他們那裡這才是最有效的辦法！因



此，我們要了解，歐美西方國家一直在鼓吹、推廣、強制其他國家採

用自以為是的投票式民主制度，認為這才是西方(代表全世界)唯一可

接受的政治制度。可是面對抗疫，在所謂的投票式民主制度下卻出現

了：是該集中權力還是分權？是顧選票還是顧鈔票？是顧個人還是顧

社會大眾？是顧人命還是顧經濟？個人自由該不該受到限制？公權力

該介入到什麼程度？到底誰該負責？……等等問題，正好可以透過各

國不同的治理模式和應對方式了解其結果以供學習。 

 

⚫ 員工是組織的資產 

 

    員工和公司的關係到底是什麼？雇用關係？對立關係？零和關

係？……，都不是！員工應該是組織的資產而不是負債，透過新冠疫

情帶來的危機，很容易看出來，他們倆者其實是生命共同體的關係。

老闆被政府強制關店或徵用、民眾因疫情在家不出門、政府延長假

期、員工出行限制無法復工、公共運輸停擺、原料或成品無法出

貨……，都對資方同時也對勞方造成影響。若政府法令偏向保護勞方

或者資方無法週轉生存，結果是資方倒了勞方一樣失業。因此，勞資

雙方一定要認識清楚，員工是公司的資產，雙方其實是命運共同體的

關係。公司經營碰到危機，資方一定要開誠佈公的邀請勞方參與，共

同研商應對策略。而且勞資雙方應相互體諒、相互協力，共同想辦法

或轉型尋求生存以突破難關。資方切忌私下保密作業以犧牲員工權益

來換取生存或積欠工資掏空公司後中途落跑！ 

 

⚫ 共創價值的新理念 

 

傳統的價值創造觀點認為，價值是由企業創造通過交換傳遞給大

眾消費者，消費者不是價值的創造者，而是價值的使用者或消費者。

隨著環境的變化，消費者的角色發生了很大轉變，消費者不再是消極

的購買者，而己經轉變為積極的參與者。消費者積极參与企業的研

發、設計和生產，以及在消費領域貢獻自己的知識技能創造更好的消

費體驗，這些都說明價值不僅僅來源於生產者，而是建立在消費者參

與的基礎上，即來源於消費者與企業或其他相關利益者的共同創造，

且價值最終是由消費者來決定的。 

 

因此，與本公司相關的員工、房東、同業、產業鏈上下游、中間

客戶之間並不是零和的競爭和對抗關係，而是要大家聯合起來互助合

作，為消費者共創新價值。 

 

https://wiki.mbalib.com/zh-tw/%E7%A0%94%E5%8F%91
https://wiki.mbalib.com/zh-tw/%E7%A0%94%E5%8F%91
https://wiki.mbalib.com/zh-tw/%E7%94%9F%E4%BA%A7
https://wiki.mbalib.com/zh-tw/%E6%B6%88%E8%B4%B9
https://wiki.mbalib.com/zh-tw/%E6%8A%80%E8%83%BD
https://wiki.mbalib.com/zh-tw/%E6%B6%88%E8%B4%B9%E4%BD%93%E9%AA%8C
https://wiki.mbalib.com/zh-tw/%E6%B6%88%E8%B4%B9%E4%BD%93%E9%AA%8C
https://wiki.mbalib.com/zh-tw/%E6%B6%88%E8%B4%B9%E8%80%85
https://wiki.mbalib.com/zh-tw/%E7%9B%B8%E5%85%B3


⚫ 損害長期利益的短期作為 

 

    從疫情初發之時到擴及全球，我們看到了及時馳援、鼓勵打氣、

同舟共濟、感同身受的溫暖，這是良善的一面。同時，我們也看到了

不少為了短期利益反而傷害了自身長期利益的作為，例如： 

 

獨善其身 --- 禁止防疫物資出口、管制醫護人員出境…… 

隔岸觀火 --- 東亞病夫、黃種人的病、衛生條件差、人口素質

低…… 

幸災樂禍 --- 生吃活野味(活該)、醫療落後、工廠撤出中國…… 

冷嘲熱諷 --- 限制自由、不尊重隱私、不民主、政府監控人

民…… 

封鎖切斷 --- 專機撤僑、入關隔離、禁止入境、斷航、禁止靠

岸…… 

落井下石 --- 移花接木、跨大疫情、媒體扭曲、體制攻擊、造謠

生事… 

趁火打刼 --- 中途刼貨、高價刼購、限制出口、經濟制裁、停止

繳費…… 

甩鍋嫁禍 --- 自行命名、隱瞞疫情、統計不實、統一口徑、打壓

吹哨…… 

…… 

 

以上作為，短期來看，當然有利於自己，但風水輪流轉，輪到自

己受難時，等於自我封掉了外援、搞壞了關係，長期來說是因小失

大！因為病毒是無國界的，整個人類其實是命運共同體，唯有各國大

家通力合作抗疫，才有利於疫情的早日結束！ 

 

⚫ 重新洗牌 

 

如果不是 17 年前的 SARS 就沒有今天的淘寶、京東，當時因為大

家都不敢出門購物，實體商店的業績一落千丈，廠商為了生存，只好

被迫開發或加入網購平台，消費者也不得不被迫習慣上網購物，再配

合支付方式、物流的需要，新業態、新商機於焉誔生且快速成長。商

業模式重新洗牌，中國大陸一躍成為全世界網購最發達的地區，消費

者坐在家中只要按按手機就全部搞定，引領世界新潮流！這次新冠疫

情同樣來勢汹汹，影響範圍更大、時間更為長久，尤其對傳統的勞力

密集型或顧客密集型的服務業打擊最大，因此必定再度面臨重新洗

牌，帶來新的變革是一定的，機會是留給有遠見者、有能力創新者



的！ 

 

⚫ 原本不敢做的變革成為共識 

 

    有些公司面臨網絡時代、5G 的發展，明知公司需要配合變革，但

總是顧慮東顧慮西或內部無法達成共識，下不了決心，這下碰到疫

情，改革變成求生存的唯一選擇。置之死地而後生，為了因應變局，

還必需想出新的出路或必要的轉型，否則只有被淘汰！ 

 

⚫ 不是只看表面，魔鬼藏在細節裡 

 

    在整個抗疫的對策中，我們不要只有看到表面，因為在施作的過

程中，許許多多的細節都是經驗的累積，關鍵點沒有掌握到位就不會

產生應有的效果，不是外行人想像的那麼簡單，這個就是所謂的「魔

鬼藏在細節裡」。例如在專業收治醫院中工作的第一線醫護人員如何保

護自己、如何正確使用防護器材、如何正確處理搶救工作、如何分

工、進入崗位接班前要做好什麼準備、不可以做什麼……等等，牽涉

到許多的細節，因為防護服自己是穿不上的也脫不下來，從外表來看

就分不出誰是誰了，還有個人生活上必要的處理，不可能事先都考慮

周到，只有身歷其境有了實際經驗後才能愈做愈好。這樣的經驗是非

常寶貴的，我們不要小看，不管我們會不會碰到類似情況，為了避免

不必要的學習成本，尋找各種機會虛心的向專家請教才是正道！ 

 

⚫ 未雨綢繆 

 

    就以一個普通人(學生)的立場來看，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初(武漢封

城)，自己看出什麼端倪沒有？有做過什麼預測或準備嗎？例如：你家

中有多少口罩庫存？清潔消毒劑有準備嗎？若有出國規劃怎麼處理？

對近期的聚會或聚餐活動怎麼處理？隨著疫情的持續蔓延，自己的日

常生活上應該做哪些改變？我們思考過嗎？還是看到新聞報導大家在

搶購***時才跟著出動，為什麼老是慢半拍搶不到？就連基本需求的口

罩也都排隊還買不到？ 

 

    說到未雨綢繆，我們不得不佩服華為的創辦人任正非，像他這樣

有遠見的企業家還真是少見，在公司業務順利成長時，他就為未來可

能會碰到的危機預作準備。果然，連美國這樣的世界霸權傾全國之力

也打不倒(不過是一家民營企業)，切斷芯片供應就拿出海思，不准使

用安卓就拿出鴻蒙，所謂的「備胎一夜轉正」，川普直到現在還拿華為



沒辦法，還在不斷的想新招呢！ 

 

    好在我們台灣有過 SARS 的經驗加上政府防疫措施的得當，在這次

新冠疫情中受災輕微，到目前為止還維持在可承受的範圍，經過這次

經驗，我們學到了什麼？以後會敏感些嗎？ 

 

    同學們，你還有什麼補充意見嗎？請提出分享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