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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所帶來的高度不確定性與高風險性，不管是日本還是其他國家均

已開始思考後疫情時代國際政治、經濟、社會的新樣貌。即使未來的不確定性仍然可能

持續增加，但可以確定的是，人類經濟社會經過此次疫情的考驗，將會調整過去以來不

足的地方，加速朝向更強韌、公平、安全、永續的方向邁進，並回歸以人為本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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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日本經濟社會的
變革與再出發

2019年底發生於中國武漢的新型冠

狀病毒肺炎（COVID-19），

以下簡稱「新冠肺炎」，隨著全世界人流、物

流的全球移動，由亞洲迅速向歐洲、美洲、

非洲、大洋洲等地蔓延開來。至2020年8月6

日止，已造成全球逾1,880萬人確診、70.7萬

人死亡。其中，美國累計逾820萬人確診、

死亡人數逾15.8萬人，是全球疫情最嚴重的

國家。而向來被視為公衛大國的日本，也出

現43,535人確診、1,028人死亡的病例；且在

疫情最嚴重的東京都，確診人數於7月2日再

次衝破單日百人後一路上揚，至8月6日新增

確診360例，且感染途徑不明的比率（7日平

均）仍高達61.6%，令人擔憂日本疫情可能持

續擴大。

由於疫情風暴起源於GDP全球占比已達

16%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是世界工廠的中

國大陸，全球供應鏈頓時陷入斷鏈的危機。

加上病毒具有「傳染快、好得慢、變異性

大」的特徵，且全球對此病毒亦尚未有有效

的治療藥和疫苗，因此各國紛紛採取邊境管

制、城市封鎖等措施，企圖阻絕病毒於本國

境內的擴散，使人流、物流急速凍結，全球

經濟也遭逢比2008年雷曼事件更大的打擊。

面對二次戰後全球經濟最大的浩劫，各

國紛紛祭出史上最大規模的緊急經濟對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