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疫情的啟示(下) 

 

言歸正傳，我們可以從新冠疫情得到什麼啟示呢？以下是個人的心得提供

參考： 

 

⚫ 適者才能生存 

 

    疫情一旦爆發，不管是哪個國家，防疫物資、醫療資源遲早都會

不足。所以，那些自身免疫力不足的、無力爭取醫療資源的、被醫療

系統犧牲的……就會被選擇性的淘汰，這雖然殘酷但確是事實，同時

驗證了達爾文的演化論------適者生存！ 

 

「你還要活多久」、「群體免疫」、「超過**歲的醫院不收治」、「沒

有保險的回家自我隔離」、「驗屍結果證實死亡案例大多是患有基礎疾

病的」…… ，以上各種說法或做法都在各地活生生的呈現。我們可以

當然確定的是，疫情過後，就「人類」這個種群來說，平均免疫水準

和生存能力一定比疫情前大有提升。 

 

    順帶的好處就是被淘汰的一定是年紀大的以及弱勢者居多，由於

這些人對社會來說是消費者而非生產者，說難聽一點就是「負擔」，所

以這個現實可以減輕整個社會(包括退休年金和醫療支出……等)和當

事家庭的負擔，未嘗沒有好處。 

 

⚫ 驗證各國生產及科技研發等實力 

 

    由於新冠病毒人類還沒真正了解如何對付，也沒有現成的治療手

段，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消極的篩檢隔離、支持療法和儘快研發出疫

苗，這就要考驗各國醫療防護器材生產和生物技術方面的科研能力

了。平時說的再好聽是沒有用的，誰能夠提供大量的醫療防護器材、

誰能夠搶先研發出有效的疫苗才是硬實力，因為有就是有，沒有就是

沒有，客觀清楚，無法吹牛說大話！在生產能力不足供不應求的狀況

下，誰能夠在市場上搶到貨也是要靠實力的！ 

 

至 2021 年年中為止，在疫苗研製方面已經有具體成果的只有：美

國、中國、英國、德國、俄羅斯五個國家而已(以世界衛生組織的認可

為準)這是第一梯隊，第二梯隊是雖沒能力研發但有能力代工生產疫苗

的國家，第三梯隊是雖沒能力研發也沒能力代工但是卻有能力搶先買



到足夠疫苗的國家，其他的根本不入流免談！自己是不是屬於前三個

梯隊是吹不了牛、造不了假的，任何的文宣、抹黑、打壓都不必相

信，因為明擺的事實就在那裡！ 

 

⚫ 驗證領導人的治理能力 

 

    這次疫情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組織領導人的重要性，是他決定了抗

擊疫情的治理績效！過去，我們誤以為只要制度好，什麼人來領導都

沒差，現在知道這只是胡說！我們又以為只要資源雄厚，有什麼事情

不能做好？現在知道這也是胡說，因為一個笨蛋領導人只會把國家帶

入困境！美國不就是大家公認的擁有最好制度、擁有最多資源、擁有

最多專家的國家嗎，結果呢？新冠疫情最嚴重，全世界確診率最高、

死亡人數最多的，一直到現在還搞不定的為什麼會是美國？ 

 

治理國家不是耍嘴皮子，要有才幹、要能辦實事、要有解決社會

問題的能力！尤其疫情治理的失敗是要全民付出慘痛經濟和生命代價

的。我們終於了解，所謂的票選式民主制度完全不能保證領導人的水

準，要確保和達成選賢任能的才是好制度，可見好制度的設計是多麼

重要！為什麼事實已經證明了的那些無能領導者，當初是怎麼上台坐

上大位的？這種制度有設計制衡或補救的方法嗎？如果有，為什麼沒

有發揮功能？ 

 

⚫ 驗證不同政治制度的治理績效 

 

    事實證明了沒有一種政治制度是沒有缺點的。尤其是對於緊急狀

態的應變能力、社會問題的解決能力，不同政治制度實際的績效果然

相差很多，就算是相同或類似的政治制度治理績效也不相同。我們很

清楚的看到，不同政治制度的社會動員力量是不一樣的、資源分配的

重點是不一樣的、政府角色是不一樣的……，而事實證明防疫的績效

並不是用意識型態來界定的，它也不是什麼民主與集權之間的比較，

領導人稱職與否才是關鍵！我們看到有些制度下的決策是傾向保障

「人」的利益為重、有些則是傾向保障「資本」的利益為重。 

 

個人的心得是：什麼才是好的政治制度？應該是能夠選任出真正

有能力的人才來治國、決策時能以人為本、績效不行就立即下台的才

是好制度！ 

 

⚫ 驗證各種防疫相關措施的實際效果 



 

    防疫措施的手段很多且寬嚴不一。例如：中央防疫組織、自我防

護(如戴口罩、洗手、消毒、自肅等)、通報及揭露系統、預約系統、

實聯系統、各種等級篩檢、各種等級隔離解隔離措施、社會活動等級

管制、經濟活動等級管制、封城、建造臨時(方艙)醫院、指定專業醫

院、醫事人力調度、醫療及防護器材供應調度、不同醫療或支持手

段、研發新藥、研發疫苗、採購疫苗、施打疫苗、疫苗副作用調查通

報、生活供應系統、各種經濟補助方案、遺體解剖、喪葬處理、城市

解封期程……等等。各個國家面臨的狀況不同，政府採取手段的嚴格

程度和時程也都不相同，當然結果也五花八門，新冠疫情正是好好收

集這些實際數據比較研究的最好機會，因為在正常狀況下我們是無法

做這類研究的。 

 

例如，我們不能因為研究戴口罩的防疫效果，而設計一部份受試

者不戴口罩的隨機實驗，因為那是不符合研究倫理的。然而政治力量

或者民粹力量就能創造出這樣的比較環境，讓我自得以驗證戴口罩的

防疫效果。同理，我們可以比較驗證的其他項目可是太多了，例如封

城解封、各種隔離措施、足跡調查、活動限制、資源調度、經濟紓

困、臨時醫院、防護方式和器材、疫苗覆蓋率、疫苗副作用、疫苗混

打……等等太多太多了，由於受限於研究倫理、道德規範、研究成

本、研究範圍……等等因素原本根本不可能進行的研究，正好可以觀

察各國政府在不同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意識型態、利益團體等壓力

下，相互比較採取不同作為對結果造成的影響！這些數據帶來的證據

雖然沒有隨機化實驗設計可靠，但是何嘗不是難得的參考資料！ 

 

⚫ 多元化的重要性 

 

    不能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又有一些不同

的論調在困惑我們。例如追求規模經濟，可是規模愈大就表示籃子內

的雞蛋愈多；產業升級，愈進步的國家，第三產業占比愈大，可是新

冠疫情第三產業是受創最重的，如果一個國家的產業大量依賴交通旅

遊、藝術文化等所謂無煙囱等行業該怎麼應對？美國企業為追求利潤

把製造業大量外移，一遇疫情抗疫物資無從自給。因疫情晶片生產吃

緊，導致汽車產業也被迫停工……等等都是活生生的例子。今後國

家、大型企業的產業政策都必需重新思考佈局。 

 

⚫ 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可怕 

 



    大家也都聽過這種說法，可是並沒有什麼親身體會，還以為這不

過是一句過頭的形容詞。透過疫情，我們可以看到各國政府的不同作

為，體會所謂「邪惡政府」帶給人民和國家的慘痛代價，付出多少不

必要的生命和財產損失！ 

 

或許你會說：這是「馬後砲」，在採取決策的當下沒有明確的參考

基準，又不是明知是錯還要故意去選擇。比如我們決定要在股票市場

進出前也不能確定選擇項目和時機是否正確，事後才發現大虧怎麼能

怪操盤手？請問這個理由股東能接受嗎？當然不行！沒有能力做較多

正確決策或造成重大失誤的人就及早滾蛋，不要再害人了，虧的又不

是他的錢！ 

 

疫情下有什麼重要的決策呢？不同的決策當然會承受不同的生命

和財產代價。我們順手拈來就可列舉如下： 

 

資源配置政策：人力、物資 

醫療收治政策 

中央與地方權力劃分政策 

邊境把關政策 

國內篩檢政策 

隔離政策：個人、團體及工商業活動 

疫情統計及通報發布政策 

紓困及補貼政策：個人、商家、企業 

違規取締處罰政策：範圍、額度 

疫苗政策：研發、補貼、核准、採購、施打順位 

解封政策 

 

 

⚫ 政商關係現形 

 

    由於疫情的管理需要，政府不得不採取某些限制或補貼政策，當

然會影響民眾和企業的正常活動和利益。於是我們可以看到財團及壓

力團體對政府政策的影響力，並明顯看到政府的政策偏向何方。細項

如政府成立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徵用防護器材統一分配、限制外銷出

口、防疫分級規定及實施和解除、違規取締處罰及額度、徵用民間設

施、疫苗採購、疫苗施打優先排序、發放紓困的對象和方式、限制入

境及相關流程、各種實聯制、政策上扶持特定產業……等等，可是這

些措施中間常常互有利弊，對某些方面有利的對另一方面不利。舉一



個最簡單的例子，是否及何種限度的限制「群聚」、限制「堂食」、限

制哪些行業營業……等等，這些規定立刻影響相關行業的生計，其中

的細節當然是可以爭取商議的，例如為什麼規定 5 個人？為什麼規定

梅花座？難道病毒是智慧型的還會數人頭嗎？會算距離嗎？當然說不

出所以然。可是中間的差別，立刻會有不同的影響，這時，就是行政

裁量權的威力所在！因此，我們可以從政府防疫措施的各種作為，看

出中間的政商關係和影響力！ 

 

⚫ 特權關係現形 

 

    當疫苗是稀缺品時，排定的順位可以顯現特權關係，可以分配到

多一些是特權，有辦法插隊當然更是特權，甚至於在稀缺時還能堅持

選擇廠牌的更有辦法。 

 

觀察台灣的疫苗施打現象，可得到以下的心得：全體國民已經很

明顯的可以分為以下五等，除第一等外，其餘均可根據健保卡查到記

錄，比對一下就可以知道自己是屬於第幾等。 

 

第一等：實際上已經打到疫苗，包括任何方式在國內或國外打

的，健保卡上並沒有記錄，是查不到的，但當事人心理有數。 

第二等：能夠列在公開優先順位的名單上，且為全世界所獨有。 

第三等：能夠經過擴充解釋後比照列入優先順位名單者。 

第四等：依世界各國慣例列在優先順位名單者。 

第五類：根本列不進去者。 

 

⚫ 防疫雙標 

 

    一樣的現象、一樣的作為可是確沒有客觀標準，不同的對對象相

同的作為卻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解釋，這就是「雙標」。總是讓人有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之感。例如： 

 

什麼是社區感染、什麼是群聚、什麼是假訊息、什麼是隱瞞疫

情、該不該戴口罩、該不該採檢、該不該居家檢疫、該不該停業、該

不該補助、什麼是黑箱、怎麼溯源、如何自主管理、自主管理多久、

防疫要求、可不可公布足跡、可不可公布防疫旅館、違規執法開罰、

邊境管制、入境普篩、揭露疫情、捐贈疫苗、施打疫苗標準……，實

在是太多太多了。 

 



 

⚫ 空頭口號現形 

 

不管如何甩鍋他人、抹黑他人、吹噓自己如何模範、疫情數字如

何調控(因為總有範圍)、科技如何了得……，可是數字是冷冰冰的，

實情是掩不住的，口號就是口號！有沒有「超前佈署」，有沒有「防疫

成功」在實情下立刻現形！ 

 

⚫ 醜陋的人性現形 

 

    自私的、損人的、利己的、損人利己的、損人不利己的、****優

先的、……，一一現出原形。 

 

不論在國際間或在國內，我們都可以看到為了搶物資，有在轉運

機場攔截的、有加價搶購的、有限制出口的、有限制進口的、有違約

的、有抬價獲暴利的、有發劣質貨的、有仿冒的、有偷賣偷買的、有

聯合控制的、有寧可過期丟掉的……，平時口口聲聲所謂的公平、公

正、公開、道德、正義、人道、人權、平等、自由、民主……在自私

自利下全部現出原形！ 

 

⚫ 反智民粹現形 

 

    我們原以為，人類的教育愈來愈普及，應該更講科學更理性，尤

其是一些所謂的先進國家。結果，在疫情下，不分所得高低、教育程

度高低、身份地位高低，竟然也有反智的、民粹的謬論大行其道！ 

 

    我們看到報導：有人不相信疫情的真實性，認為是為某些見不得

人的目的而捏造的；有人認為是某些有錢人(如比爾蓋茲)的陰謀；有

人堅持個人自由不戴口罩；有人相信消毒水可以治病；有人相信自己

是上帝的選民百毒不侵；有人認為 5G 基地台會散播病毒；有人認為

病毒是有心人故意放出來的；有人相信病毒是實驗室泄露出來的；有

人相信病毒是有色人種的專屬病；有人相信喝牛尿可以免疫……林林

總總，令人嘆為觀止。 

 

以上的論調，你能認同幾個？是不是有些是很明顯的無知？沒想

到 21 世紀全世界不分地區、民族、地位，竟然還有這麼多人相信這些

反智民粹的論調，可是不要懷疑，他們可是真心相信的。其實這些人

不外二類：宗教極端主義者和極端意識型態者。我們必需警惕，人們



的思想一旦走向極端，它是可以蒙蔽一切理智判斷而且完全無法溝通

的！你身邊有這類人嗎？是不是很令人搖頭？我們自己要怎樣才能避

免掉進這樣的陷阱？ 

 

⚫ 西方話語權的崩盤 

 

    西方國家一向掌有世界的話語權，他們經常透過各種組織以自訂

的評估標準就許多事項在全世界排序。想當然的，結果永遠都是歐美

(西方)輪流的領先，然後大做文章，進一步創造話語權和影響力！久

而久之，落後的也信這一套，承認自己的確不如別人，在心理上就矮

了一截！例如大學排名、GNP 排名、軍力排名、宣居城市排名……等

等。以大學排名來說，有些學校就把資源投入的重點刻意的針對評估

項目，以排名的進步多少來自滿，認為這就是辦學績效的指標，因而

失去了真正辦學的重心------學生！可是，我們看到有些國家的大學雖

然排名相對不佳(如中國、俄羅斯、日本、韓國……等，但他們的國家

整體實力進步有目共睹，不見得不如排名在前的！ 

 

    新冠疫情又是一次機會，彭博資訊由 2020 年開始製作「全球防疫

韌性排名，每月底更新排名，評估的標準有四項：「疫苗接種率」、「封

鎖嚴重性」、「航班載客能力」與「已接種疫苗旅客自由度」。2021 年 6

月的結果，排名前十的依序為：美國、紐西蘭、瑞士、以色列、法

國、西班牙、澳洲、中國、英國、南韓。事實上，美國不是疫情最慘

的嗎？儘管接種率很高、疫苗也掌握得最多，可是仍然是目前確診人

數和死亡人數全世界排名第一的，而且保持第一很久了，而這種指標

美國竟然仍是防疫韌性排名第一的，同樣也維持很久了，請問這種指

標有什麼鳥用！ 

 

    個人的心得是：以後我們不需在意西方人的各種排名和其論調，

他們比較強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要建立自信，要有自己的看法，

不需人云亦云，才不會誤判情勢，把資源投到錯誤的地方！ 

 

⚫ 防疫如同作戰 

 

    這個說法是強調防疫的重要和優先嗎？或許是的，但是也帶來了

「認知作戰」的說法。我們要把它歸為「作戰」的原因是：因為只要

是作戰，那當然可以不擇手段、沒有底線，只求戰勝了，不是嗎？因

此造謠、打壓、抹黑、欺騙、栽贓、誘敵、甩鍋、間諜、埋伏、收

買、陷害、反串、角色扮演、……等等平時不光明、不體面、不入流



的手段全部都可以使用，一點也不會內疚。以致凡是自己內部認定非

我族類的，一律痛打猛擊，完全不允許提出不同意見和評論，因為這

是認知作戰，最後成為一言堂就是必然的！對外來說，由於自己滿腦

子是這樣的想法，自然把對方的一切行為也做類似的解釋，不相信會

有什麼合作、互助、共贏，如對方表現出善意，必然是包藏禍心。正

如蘇小妹評價蘇東坡的：「自己心中有大便，看什麼都是大便！」。從

長遠看來，對國家社會來說，不知道到底是利多還是弊大？ 

 

 

    同學們，關於新冠疫情的啟示你還有什麼補充或不同意見嗎？請提出分享

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