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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初，由於貿易蕭條，各界專家認為全球化趨勢將受重創，但是當最初受疫情

打擊的中國大陸製造業復蘇以來，全球化重新活躍，世界貿易組織預期全球經濟受疫情影響程

度預計會低於 2008~2009 年的金融海嘯。而且，這次全球化讓世界經濟對大陸依賴更深。 

 

據《德國之聲》引述專家分析稱，新冠疫情肆虐高峰期間，反對全球化人士曾高聲宣告國際貿

易與合作的全球化趨勢將壽終正寢。因為疫情造成全球供應鏈斷裂、工廠停工、超市貨架空空

如也，很多國家甚至連生死攸關的醫療用品也一度告罄。疫情暴露出全球企業和政府過去高度

依賴中國大陸主導的產業鏈與供應鏈，一旦遭到疫情打擊，全球化分工將告終，生產線將重新

遷回目標市場。 

 

隨著各國積極防疫與新疫苗陸續出爐，全球的貨物及商業交流在疫情期間依舊強勁增長，各種

產業幾乎看不到所謂的「回流」跡象。世界貿易短暫受挫後重新啟動，走在最前面正是最早擺

脫疫情的全球化模範生中國大陸。不過，疫情爆發後的全球化發展模式已經發生重大轉變，目

前中國這個全球第 2 大經濟體正大量受惠於防護裝備和在家工作技術與產品的需求暴增。 

 

世貿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庫普曼（Robert Koopman）在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表示，人們已

經認識到，全球化貿易為類似疫情的危機提供了很有效的解決辦法，各國都認為，多元化供應

鏈是一件好事，人們能夠通過利用他國能力和知識來解決問題。 

 

報導指出，世貿組織(WTO)現在預期，2020 年全球商品貿易將萎縮 9%之多，2021 年則會回

轉上升 7%。4 月份時，該組織尚預測全球貿易的萎縮幅度最高可達 32%。但近幾個月全球貿

易明顯回升，意味著新冠大流行對貿易的影響將會小於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機。 

 

分析認為，新冠大流行讓許多未及時掌握供應鏈狀況的企業的暴露了問題。供應鏈專家猜測，

現在很多企業正積極調整，努力使供應鏈更具韌性，透過擴大倉儲及尋找靠近目標市場的供應

商、應用數據資料和新技術，用來精準分析供應鏈和使用者的狀況。而目前雖未見生產線遷回

目標市場，可能是因為價值鏈原本就高度複雜，調整供應鏈並非易事。 

 

專家指出，從 1990 年到 2005 年，全球化達到高點，動力來自於中國大陸、印度及歐洲的經

濟開放、世貿組織的問世和區域貿易協定的推動，國際貿易的增長率高出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

增長率的 2 倍。但近幾年全球化趨勢受挫，在疫情大流行後，經濟與全球化貿易再度恢復活

力，11 月貿易順差甚至創下歷史紀錄的大陸將再度面對全球對其商品的巨大需求。但是，未來

5 到 10 年後，大陸作為世界工廠的角色將有所淡化，企業將分散供應鏈分布，避免再因遇上疫

情導致供應鏈全數停擺。 



專家分析稱，受疫情重創的企業未來會更關心控制風險成本，不太可能再像 1990 到 2005 年

那樣的瘋狂追逐效益。將來企業必須增加像美中貿易戰與疫情大流行之類的風險評估與應變計

畫。雖然企業追逐降低成本，但情況與以前不同，它是一種重新組織的全球化，風險會比效率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