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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以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持續重創全球

經濟，大封鎖與保持社交距離政策使總

體需求與供給均呈現大幅下滑，疫苗的開發

雖漸露曙光但要能大量接種也需要一段長的

時間，經濟相對的恢復更需要一段時間（2~5

年）的調整期。環繞這一切的不確定因素，疫

情已經顯著的改變了你我的生活方式，我們

發現很多事情都回不去了！可以確定的是，

這次疫情將對未來的社會與經濟造成持久性

的影響，後疫情時代將會是一個新常態。 

新冠疫情肆虐何時了而美中貿易戰方興未艾 

  疫情加速美中貿易戰下的技術脫鉤與全球

產業供給鏈的解構與重組，生產在地化與區

域化的強化，以確保上游原物料或關鍵零組

件的供給避免斷鏈危機；商品全球化的國際

生產分工雖然受挫，但卻加快了數位全球化

（digital globalization）的腳步，高科技的廣泛

應用，如利用 AI、大數據、雲計算等有效提

高生產力，線上（on-line）活動比例大幅上升

如數位消費市場電子商務（e-commerce）、虛

擬（virtual）取代實體的會議或教學、社群媒

體的氾濫、滲透、與網路安全等。無論生產面

或消費面都全面地受到影響與解構，不確定

性也隨之增加。在這樣的環境下，政府、企業

和個人都必須要提前部署做好準備，才能在

後疫情時代具有競爭力，持續進步與發展。 

面臨世界變局下政府的角色益顯重要 

  面對疫情的肆虐，政府的角色益發顯得重

要，有好的公共治理的國家因應這次疫情的

防疫工作也特別成功並快速建立社會互信。

面對疫情下政府政策尤應該未雨綢繆，紓困

除了要精準到位，發給因疫情受創而真正需

要幫助的企業和個人外，財政政策更要針對

未來後疫情時代的社會需求與供給結構的轉

變而做好準備，並積極引導產業轉型，包括如

數位科技相關的基礎建設的投資、綠能環保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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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的要求、循環經濟的有效運用等。 

後疫情時代之政策導向：以振興促進產業轉

型 

  台灣過去經歷幾次成功之產業轉型。如

1960 年代推動以勞力密集工業為主之出口導

向政策，並以此為基礎於 1970 推動重化工業，

自行生產化纖、塑膠等原料以確保下游加工

業之原料供應，使台灣擁有完整生產鏈。1980

年代開始為保有出口之優勢，政策以轉型成

技術密集、知識密集型產業為主軸，如機械、

電子、資訊，如今資通訊(ICT)產業已是台灣

的主力產業。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我們可

以看見以往產業轉型成功之縮影：如口罩的

自給自足乃至「口罩外交」幫助其他受難的國

家，便是紡織業由過去勞力密集產品，歷經現

代技術進步與開發新產品之成果；而於股市

跌盪中因技術優勢仍屹立不搖的台積電，則

是台灣成功轉型至技術密集產業的模範。如

今全球化、區域經濟整合及美中持續貿易戰，

再加上疫情大流行帶來的逆全球化，外在環

境劇變下，產業進一步轉型和調整勢在必行，

台灣的產業發展何去何從？政府在擬定產業

轉型政策時必須定位清楚。 

  高科技產品幾乎零關稅，技術優勢就是競

爭力，而傳統產業關稅與非關稅障礙將將形

成貿易壁壘顯著影響廠商的競爭力，尤其是

中小企業。況且高科技產業屬資本密集型，勞

動就業較傳統勞力密集產業少，傳統產業和

中小企業往往才是就業的主力。台灣為島型

經濟必須靠外貿擴展國際市場，雄厚的製造

業是產業發展與勞動就業的基礎，目前台灣

的出口越來越集中在資通訊產品，長年被排

除在區域經濟整合外，造成傳統產業和中小

企業不斷面臨出口競爭不力的環境，無法深

耕台灣。若政府政策上偏向高科技資通訊產

業，而忽略傳統產業與中小企業，不但不利於

整體產業的發展與就業的提供，更會加劇台

灣未來貧富不均的問題，不可不察。故政府研

擬產業政策時必須要有全方位與包容性的整

體思考，確認未來的發展方向擬訂相應政策。 

美中經濟脫鉤重組全球供應鏈如何因應 

  尤其在美中經濟脫鉤下的產業供應鏈解構

與重組，去中化與非美化的個別供應鏈將分

別成形，台灣的最佳策略並非選邊站，而是要

採兩邊押寶的分隔策略：一方面要幫助以中

國大陸市場與參與紅色供應鏈而留在大陸的

台商的權益保障與公平競爭，面對中國國家

資本主義如何避免被兼併並持續維持領先的

技術優勢，尤其要妥善規劃技術保護法規與

人才育留政策，根留台灣；同時對回流台商提

供轉型誘因與規範選擇符合國家未來發展的

產業特性，並協助與由美歐先進國家主導的

生產供應鏈的全球佈局，取得關鍵地位，深根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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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美友中政策積極參與區域經濟整合 

  台灣目前的出口集中在資通訊類產品，因

該類產品為零關稅，台灣具有競爭力，但必須

融入全球產業供應鏈中，且容易受國際景氣

影響而波動性大，出口過度集中此類產品將

提高整體經濟面臨外來衝擊的風險，從國家

發展的角度，必須縝密思考防範的對策。而在

目前區域經濟快速整合的潮流下，傳統產業

與中小企業的出口將因受制於高關稅與非關

稅的障礙而逐步喪失國際競爭力，故必需要

靠政府積極爭取參與區域經濟整合如跨太平

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協 定 （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才能排除不利貿易的壁壘

維持傳統產業與中小企業的活力並開拓新商

機，取得市場准入與提升服務貿易的空間。 

  儘快加速與美日簽定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同時改善兩岸關係。

親美的外交政策不需要以犧牲兩岸關係為代

價。重啟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Cross-

Straits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談判落實兩岸經貿關係正

常化，保障台商的權益與獲取兩岸的經濟紅

利，並得以共同合作經營第三方市場，讓我方

的新南向政策有著力點。 

企業要有快速恢復的韌性 

  後疫情時代，企業要養成具有遇到外來衝

擊能快速彈性恢復的能力，包括調整商業經

營模式或產品特色，包括客製化、互動化與虛

擬化，強化人與 AI 合作的環境，線上與社群

媒體行銷的必要性、允許員工在家工作的可

能性，乃至提供員工學習新技能的機會，以提

升組織面對變局的反應與創新能力。強化利

用台灣高科技產業的優勢來幫助傳統產業升

級與培養中小企業的韌性，提升產品品質與

服務的附加價值。 

個人要具備關鍵的能力 

  面對未來多變動的不確定時代，個人除強

化 STEM 等數理工程的認知能力外，更要培

養社交與溝通協調等非認知的人類技能

（human skills）才不會被 AI 取代，適應與機

器人合作的工作場域，養成批判性思考

（critical thinking）的邏輯思辨能力，及開發創

新與創造力。特別要強調的是，二十一世紀的

人才培育尤其需要政府、企業、學校三者間的

共同配合，要有前瞻性的政策思維，更要有落

實政策的有效作法，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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