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 Eurasia 基金會國際講座  

「亞洲共同體：東亞學的構築與變容」系列講次(2)  

講題:防疫時代來臨、日本經濟發展與台日合作趨勢 

 

    第 2 回 Eurasia 基金會國際講座，邀請到中華經濟研究院魏聰哲教授蒞臨

本校講學。魏教授開始先介紹所屬的中華經濟研究院，1981年成立，為政府出

資 90%，民間企業出資 10%的單位，其職責在進行研究與舉辦相關交流活動，適

時提供政府經濟建言，為政府經濟政策的智庫。中華經濟研究院有三個所，中國

大陸研究所、國際經濟所，而魏教授隸屬於第三所的台灣經濟所，負責研究台灣

國內經濟，並於 2018年開始負責日本中心業務，進行台日科技交流。 

    魏教授首先報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狀況，原本預估 6月多國解封之後疫情

會趨緩，結果反而呈現上升現象，特別是美國，因為不習慣戴口罩，情況嚴重。

而日本一開始雖不重視，但鑽石公主號之後即開始預防。台灣雖然沒有加入

WHO，但確診率很低，可算是防疫成功的國家。魏教授也指出未來可能進入與新

冠病毒共處的時代，採取防疫新生活並利用科技工具輔助。 

    魏教授說明新冠肺炎疫情的擴散有三種可能模式，中國大陸(富士山型)由於

是病毒的起源地，屬中央集權的國家，一開始很嚴重，但經過嚴格的封城，經濟

短暫停滯後復甦。其次是歐美國家，一開始不嚴重，但是因為他們認為有病才戴

口罩，無法改變過去的觀念，所以疫情呈現上上下下現象。第三為開發中國家(導

彈型)，如墨西哥、印度，防疫觀念不完全，一旦發生有如導彈般擴散。 

    接著魏教授說明全球經濟發展趨勢區分為 5個階段， 

第一階段(2007-2008):發生全球金融海嘯，美國雷曼兄弟倒閉，因此美國實施貨 

                    幣寬鬆政策，促使金融機構合併，恢復其體質。 

第二階段(2009-2012) :由於財政擴張造成歐盟成立以來的債務危機。 

第三階段(2013-2016) :新興國家發生如中國大陸地方的債務問題。 

第四階段(2017-2018) :美中貿易戰發生之前，QE緩步退場。 

第五階段(2018-2020) :川普當選後，美中兩大經濟體開始競爭，對全球經濟造 

                     成影響。2019年年底發生新冠肺炎，美中由貿易戰打到 

                     科技戰。 

對於全球經濟情勢的預測，2020年到 2021年皆為下滑狀態，只有台灣、越南、

中國大陸呈現正值的狀態。 

    新冠肺炎可能引發的經濟危機包括災害、金融危機、傳染病三者。例如東日

本 311地震可能對供給面(生產設備)造成損害，但損害雖大，重建也快。而金融

危機是需求面的影響，可能影響金融體系，但不致於太劇烈，如 2018年美國金

融海嘯。第三為傳染病，一般而言短期可結束，但此次的傳染病仍未知是自然還

是人工形成，由於阻擋了人與人的接觸，因此同時影響供給與需求面，疫情結束



經濟才方可能回復。 

    新冠肺炎對全球經濟發展的影響包括四個方面，一是新生活方式的改變，儘

量避免接觸，利用手機購物，如利用 foodpanda、Uner Eats叫外賣。二為加速

數位科技、防疫科技應用與發展，如數據共享服務等。而關於數據收集，美、中、

日的收集管理型態不同，中國大陸為政府主導獨佔，美國由民間大型科技公司主

導，日本則由政府與民間合作。三為供應鏈斷鍊的重組。四為美中貿易戰、科技

戰、制度戰等的加劇。 

    而因應新冠肺炎的國內經濟政策，分依據個體經濟理論及總體經濟理論的政

策。個體經濟理論的政策乃依據供給與需求訂定，如:口罩囤積問題而有口罩國

家隊，政府發給人民三倍劵等。總體經濟理論的政策則依據國家的 GDP 而訂定，

如政府紓困政策所發放之振興劵、企業補助金等。     

    最後魏教授報告近期日本重要議題，如:消費稅提升之補貼政策，美中貿易

戰之因應，新冠病毒肺炎之紓困振興政策，東奧延期的影響等。 

 

(網頁連結: https://Eurasia.pccu.edu.tw/faculty.php) (撰稿:陳毓敏・日文

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