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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對醫護人員生命造成威脅。各國政府都使出

渾身解數全力動員改善，但困擾卻持續存在。

這種情況引發許多社會對經濟全球化及全球供

應鏈結構的質疑，認為過去30年來的全球化不

斷深化，卻導致先進國家高度仰賴外包（off-

shore），喪失了工作機會及對基本物資的生

產能力，也使各國暴露在供應鏈斷鏈的風險

中。尤有甚者，認為「經濟全球化」正是「疫

情全球化」的主因。這樣的反思引發的後果，

就是開始出現生產回流（re-shoring）、經濟

「自給自足」，等去全球化的主張，甚至更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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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引發對全球化及區域整合之反思

目
前武漢肺炎疫情有逐漸降溫受控的趨

勢，加上各國都祭出史無前例的紓困振

興方案作為因應，故短期雖然影響很大，但

隨著疫情退去後經濟情勢應會逐步緩解。但

有些傷痕造成的長期性影響已開始浮現，使

得「後新冠」時代全球經貿變局成為一個重

要的課題。

新冠疫情爆發後，各國都出現醫療公衛

甚至一般物資短缺問題，小則排隊搶購，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