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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論 

  武漢肺炎（COVID-19，或稱新冠病毒肺炎）自2019年底在中國出現確診後，其病毒

傳播速度驚人，於今（2020）年初開始肆虐全球，危害人體健康外，並造成多國重大經

濟民生損失。在事先防備不足的情況下，美國很遺憾地成為了武漢肺炎疫情慘重的國家

之一，這個科技領先、資源雄厚的泱泱大國是武漢肺炎確診案件數最多的國家（截至

2020年6月上旬，美國人口僅占全世界人口的4％，但其確診數占了近三成的全球確診案

件），其因感染武漢肺炎致死的人數也高居世界第一。1誠然，目前各國檢測普及率不

同、檢測技術準確性良莠不齊，加上各國資訊透明度不一，因此美國未必真的是疫情最

嚴重的國家，但是其防疫反應慢一大拍是不爭的事實。 

  這波疫情嘎然終結了美國股市長達十一年的牛市，激化了社會內部諸多既存的矛盾

（貧富之間、種族之間、右翼保守派和左翼進步派之間），為了防疫而進行的近全國性

封城為美國經濟增添了前所未有的變數——美國是否進入了百年來第二次經濟大蕭條成為

一大爭論，這個強悍的病毒估計也會為人民的生活和互動方式帶來長期的變化，型塑出

「新正常（New normal）」。今年並正逢美國國會選舉和四年一度的美國總統選舉，因

此從聯邦（中央）到地方各政黨菁英如何因應疫情和社會矛盾都牽動著年底選舉結果。 

  國際關係上，此疫情進一步惡化了美中關係，美國政府和社會整體對中國政府的心

防加深許多，日後無論哪個美國政黨執政，這心結都將難解。疫情也凸顯了一些國際組

織（包含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互動系統的失能，以及對全球化經濟的檢討，但若民主黨

重返執政，美國不會走上脫離國際組織的孤立主義（Isolationism），而即便共和黨的川普

（Donald J. Trump）總統連任，要走上孤立主義之路臆測也會遇到許多現實的顧忌。 

  身為世界經濟第一強權，美國在武漢肺炎疫情衝擊下的發展變化是全球關注的焦

點。這場疫情給美國社會和經濟帶來的影響已在其境內引發多方激辯，是本文著力之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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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派假造或誇大疫情危機？ 

  武漢肺炎約於今年1月在美國西岸首次出現確診，2月底美國疾病管制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簡稱CDC）警告社區型感染將發生，3月初

東岸的紐約州（New York State）郊區出現了超級感染源，其社區和鄰近的國際金融重鎮

紐約市（New York City）疫情自此失控，美國其他州也爆發案例。為了降低疫情擴散速

度（Flatten the Curve），4月1日前，美國五十州中有四十六州進入封城，凡無涉民生或

政府運作基本需求的經濟活動都停擺、學校關閉、禁止人群聚集；疾病管制中心呼籲民

眾多居家少出門，如有人際互動應戴口罩並保持六英呎（約兩公尺）距離，稱之為社交

疏離（Social distancing）。 

  重重壓力下，極度重視企業發展和股市表現的美國總統川普不得已建議各州封城停

工，但隨後和一些極右派保守主義者（the Ultra-right Conservatives）多次公開催促提早

復工，表示感染武漢肺炎而喪生的人多是免疫力差的年長者或體弱者，主張封城雖保護

老弱卻拖累了整體經濟——相當不值，有人甚至公開呼籲老弱者為社稷犧牲自己。2這個

觀點與公共衛生界健康優先、防疫為上的立場及美國進步派（the Progressives）認定尊重

每個人的生命為普世價值觀相牴觸。 

  在資訊混雜的情況下，不少川普總統的支持者誤信武漢肺炎的傳染力和致死率雷同

流行性感冒，他們認為流感每年橫行美國，政府都沒有施行社交疏離或封城，因此為了

防範武漢肺炎而停工停課是殺雞用牛刀；3 
3月中下旬調查顯示有三成民眾懷疑這是民主

黨（the Democratic Party）進步派人士惡意散布假消息讓大家怕武漢肺炎，來拖垮美國經

濟進而奪取共和黨（the Republican Party）川普政權的陰謀。4有些懷疑論者後來感染到

武漢肺炎，才了解這個病毒的威力。5
 

  保守派人士居多的共和黨（the Republican Party）並批評民主黨以對抗武漢肺炎之

名，行落實進步派政策主張之實，包含全民健保、加強失業救濟、強制有薪病假甚至採

納某類型的全民基本收入保障政策。民主黨認為這些政策有助防疫和降低疫情對美國經

濟的打擊；6但保守派人士則認為這類社會政策有悖美國傳統價值。 

國內長期對立的意識形態 

  在此說明美國右翼保守派和左翼進步派之間的關鍵差異：保守派強調對美國傳統的

尊重，認為傳統（包含立國原則、傳統家庭觀和宗教信仰）之所以成為傳統必然有其正

面意義，因此應該保存之，不宜輕易予以改革。進步派則包容多元價值觀，認為需求與

時變遷（例如，過去行得通的，現在可能是個阻礙），人的智慧也因新知識而增長（過

去以為是對的，現在可能發現是錯的），人們應該參考各國、各文化長處，配合新時

代、新發現來改進舊制度。保守派常擔心改革會破壞既定的結構，進步派則常認為保守

派人士以保護傳統為藉口來袒護既得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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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步派重視社會階級間的溝通和流動，認為改善制度有助給予弱勢族群充分的立足

式平等和機會，社稷才能進步安康；保守派則主張個人成功與否在於自己努力與否，制

度等結構性因素不是重點，因此傾向反對政府改革制度。換言之，進步派人士認為政府

有帶領社稷與時俱進的責任（「大政府」主義），保守派人士則認為政府應儘量無為

（「小政府」主義）。 

  直觀而言，經濟弱勢的民眾應會較支持進步派，但2012年的調查顯示約六成偏鄉選

民支持保守的共和黨，而在五十萬以上人口、經濟較優勢的都會區，則不到四成的選民

支持共和黨。分析認為因為少數族裔（例如新移民）多集中在都會區，而進步派較願意

照應少數族裔也欣賞多元文化，因此都會區民主黨支持者多過共和黨。7 
2019年一份研究

另指出共和黨支持者中收入較低的選民支持立法提高最低工資保障、提高富有者的稅負

來幫助低收入者等改革措施——這些都是進步派的主張，但推測這類選民相信「小政府」

等保守派上位原則，因此經常仍是票投共和黨。8
 

疫情下，貧富差距更趨嚴重 

  根據研究，2018年美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六萬兩千七百九十四美元，這個金額

足夠讓美國每一份子生活溫飽，但收入勉強或不足支撐開銷卻是許多美國民眾的困境，

據2019年10月的一篇報導，五成以上美國民眾欠缺應急的備用存款。9 
2019年全美七成財

富集中在10％的家庭中（其中一半以上的財富集中在1％的人口中），而資產殿後的50％

美國家庭僅握有1.6％的全國財富。10
 

  1990年代後期以降，美國各產業的大企業市占率越來越高；如今，小企業在武漢肺

炎疫情衝擊下債務積累，面臨倒閉或緊縮開銷求生，這給了現金雄厚的大企業進一步鯨

吞市場的機會，讓貧富差距的問題更加惡化。11同時，雖然疫情爆發最初令美國股市狂

跌，但後續很多科技類股大漲，甚至突破崩盤前的最高點；這表示數千萬民眾生意倒閉

或失業的同時，一些科技業鉅富和股市大亨則因為股票上漲而更加富有了。 

  經濟平權問題威脅到一個社會的健全，但長期以往，多數美國選民不願正面批判財

富過度集中少數人的現象。因為很多愛國的民眾認為美國立國傳統追求的就是自由（表

現在經濟活動上就是資本主義制度），認為政府不該介入指導民眾或企業，企業分配給

自己和CEO等高管百萬千萬美元報酬，發給較低階員工不足的薪資福利，大家就只能認

栽。不少保守派選民怪罪是新移民搶飯碗和全球化經濟讓產業和工作機會外移，導致他

們無法爭取合理薪資、生活漸趨困難，因此他們傾向排外——主張政府應緊縮移民政策和

實施孤立主義，來間接促使美國企業將機會保留給美國自己人。 

  縱然此波疫情期間導致貧富差距加劇，美國民眾針對此仍沒有直接明表不悅，而是

將注意力放在對復工後失業率可能降低的期待和對武漢肺炎病毒的未知焦慮上。直到5月

下旬，當白人警察執法過當導致非裔美籍人士死於非命的悲劇再度上演，美國各地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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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眾上街抗議，要求警察妥善執法、尊重生命，並要求政府增加投入弱勢非洲裔和拉

丁美洲裔社區中的資源；也就是說，示威者除了爭取種族平等，也爭取縮小族裔間的社

經資源差距。 

族裔間的冷戰白熱化—誰混入現場製造暴亂？ 

  立國近兩個半世紀的美國採取相對寬鬆的移民政策，吸引世界各地人士到美國開創

新天地，形成一個多元族裔的社會，聯邦人口普查局推估2019年美國人口中，60.4％是

歐洲移民後裔（俗稱「白人」），18.3％拉丁美洲裔，13.4％非洲裔（俗稱「黑人」），

5.9％亞裔，1.3％美國原住民，2.7％人口則有兩種以上種族基因。12
 

  由於武漢肺炎最初爆發地在中國，一般推論認為病毒源頭來自中國，因此美國疫情

爆發後，美國亞裔人士被美國同胞歧視對待有增加的趨勢（美國亞裔族群中，有四分之

一以上是中國後裔）。13有鑑於此，亞裔人口較多的城市（例如紐約市）在防疫的同時，

也花心力勸導民眾不要歧視或責怪亞裔同胞。 

  但5月底開始在全美各地發生的種族平權街頭示威，則是針對更深層且長期的黑人受

歧視的問題。在美國各州，不時發生沒有施暴的黑人在白人警察執法過程中受虐喪生的

事件（統計顯示美國黑人死在警方手裡的比例是白人的二點五倍），14近年手機攝影功能

的便捷讓更多案件有影像紀錄證明警察確實執法過當，但白人警察犯行後卻甚少被起

訴，即使起訴了也鮮少被判有罪；民眾多次上街抗議警察不當執法常得不到實質回應，

令很多主張族裔平等的美國人感到寒心。 

  武漢肺炎疫情在美爆發的早期，有幾個州再次發生警方對黑人執法過當的案件，而

在各州已先後復工的5月下旬，明尼蘇達州有四位白人警察懷疑中年黑人喬治佛洛伊德

（George Floyd）使用偽鈔而將他逮捕，其中三位將手無寸鐵的佛洛伊德壓在地上，一位

特別將其膝蓋強壓在佛洛依德的脖子上，第四位白人警察則在旁攝影，佛洛伊德先是喊

著：「我無法呼吸（I can't breathe.）。」，跟著他安靜了、身子不動了，圍觀民眾苦勸

這些警察檢查佛洛伊德的呼吸，但他們充耳不聞，眾目睽睽之下，佛洛伊德就這樣死去

了（當地警方對黑人施暴的比例是對白人施暴的七倍）。15影片傳開後，檢方仍沒有立刻

動作，被害者家屬和許多反暴力、反歧視的美國民眾對於眾多檢警不斷輕縱種族歧視行

為感到忍無可忍，冒著群聚會提高感染到武漢肺炎的風險，共同走上街頭抗議，要爭取

真正的種族平等。 

  這回的街頭示威震撼度比以往大，一方面深感受歧視的悲劇似乎沒有終止的一天，

一方面也因為很多人因防疫封城而失業了（疫情導致的黑人和拉丁美洲裔人口失業率和

生意倒閉比例比白人高），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加重，因而對種族平等和經濟平權的呼聲

加高。有警方表示，街頭示威最初是平和的，但是後續開始發生暴力衝突和趁火打劫等

事件。有報導指出絕大多數示威民眾都是和平的，無奈另有人混入示威現場製造暴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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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焦點、混淆視聽，也有人趁機擄掠他人或鄰近商家財物。16
 

  意識形態相左的人士爭相指控對方派員混入現場搗亂。保守派人士表示在現場製造

動亂的是極左翼份子，但進步派人士和美國情治單位出身的專家則表示混入鬧事的人以

極右翼白人優越主義者為多，專家推測他們混入示威現場製造動亂是要讓觀者誤以為示

威者都是暴民，藉此削弱示威者追求種族平等的正當性，同時嫁禍給左翼份子，甚至希

望引發內戰。17所謂抗議者是暴民的說法也因有不少影片顯示有些現場維安的警察無端攻

擊和平示威者而遭到質疑，有些警察在抗議現場執法過當事後有受到懲誡。18
 

「派兵鎮壓？」—測試美國人的民主素養 

  處理街頭抗議的是地方政府和州政府的責任，為防示威狀況失控，美國數十座城市

實施了宵禁，二十多個州派出國民兵（National Guard）在抗議現場管控秩序，並開始正

面回應示威民眾的平權訴求。然而，川普總統選擇藉此機會批判反法西斯主義者，並數

度表示要派軍隊鎮壓示威群眾。反法西斯主義是一種左翼主張，反對專制獨裁、反對強

權壓制不同意見（違反民主）的極右翼立場，並重視個體平等。 

  川普總統特別指控泛安提法（Antifa，反法西斯主義的簡稱）濫用這場種族悲劇在示

威現場鬧事，他並表示安提法應被列為美國境內的暴力恐怖組織。事實上，安提法並非

一個組織，而是一社會運動，由多個個人和眾多自發性團體鬆散合作推動，他們反對白

人優越等法西斯主義思想，安提法有別於其他反法西斯主義左翼人士的特點是他們不耐

等待政府來防止種族歧視思想的擴散，而提倡民眾親自以言行抵禦。19安提法運動者中確

實有共產主義人士和無政府主義者，反強權、反歧視外並批判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絕

大多數的安提法活動都是和平的，只是他們不排除必要時以肢體衝撞抵禦。20
 

  川普的強勢抹黑安提法和打算派兵鎮壓的狂語讓他的6月初民調迅速失血10％。21或

許川普以為強人豪語有助他的選情，但調查顯示84％的美國民眾（包含88％的白人）堅

持民主社會中，人人都有和平表達意見和免於無故受到政府鎮壓的自由；67％的民眾

（包含63％的白人）並認為川普加深了族裔間的矛盾緊張。22而川普派兵鎮壓的主張更遭

到美國軍隊將領的公開反對，曾在川普政權期間任國防部長的詹姆士馬提斯（James 

Mattis）將軍罕見明文批評總統應該領導人民團結，而不是搞分化。23
 

  同時，挑戰川普連任的前副總統拜登（Joe Biden）針對這些種族平權示威和現場亂

象做出的回應，被認為比川普穩定人心，更像一位成熟的領袖，因此他6月初的選舉募款

進帳飆高。24隨著疫情膠著，川普總統已在流失部分支持者，這回輕言派兵的他還可能因

此幫助拜登催出了本來難催的年輕人和少數族裔選票。 

美國資本主義面對新修正？ 

  雖說一般人常以為美國經濟奉行絕對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一個由私人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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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擁有資本財的經濟系統，經由私人的決定進行投資而非經由國家的控制，以及價格、

生產、銷售產品主要都由自由市場所決定。」但美國政府進入市場來調控經濟、拯救經

濟（有時甚至國有化私人企業來解救之）的實例層出不窮，顯示美國是一個參雜社會主

義（Socialism）的混和型資本主義經濟體。 

  擔心疫情對美國經濟可能的打擊，加上對於2008年次貸金融風暴政府反應過慢的記

憶猶新，這回美國聯邦政府火速通過立法，拿聯準會創紀錄印鈔的兩兆美元（約六十兆

台幣）來搶救美國經濟，聯邦政府搭配聯準會降息至幾近零來創設「薪資保障計畫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簡稱PPP）」超低利率貸款給小型企業幫助它們繼續發放

工資、繳交貸款或租金，並讓美國財政部進入債市收購公司債，目的都是降低企業短期

資金周轉不靈產生的倒閉危機。雖然PPP落實失當導致成效不如預期，但這兩兆美金的

迅速輸血，被認為確實幫助股市在3月底崩盤後得以反彈上揚，甚至有些人認為美國股市

應該不會再次探底。 

  不像2008年的政府救了企業而忘了救平民，共和黨和民主黨這回都同意疫情期間失

業的民眾可以領比較高額的失業救濟金，且每位成年人不分收入高低都得到一次性發放

的一千兩百美元（約新台幣三萬六千元）現金來減輕民眾的開銷壓力，也可望在解除封

城後，刺激有多餘存款的民眾出門消費。民主黨在聯邦眾議院（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占有多數席次，一度考慮立法連續十二個月每月發放現金兩千美元給每

位美國成年人，最後改為再做一回一次性發放一千兩百美元的方案，但高達六十多位國

會議員認為單次發放不足以幫助人民。25連向來捍衛企業自由資本主義傳統的共和黨都有

該黨參議員提議在疫情期間保障企業勞工薪資不得低於八成。26
 

  無論是單次一千兩百美元、每月發放現金或是保障一定薪資，都讓大家想到本次在

民主黨美國總統初選中倡議「新資本主義」而一戰成名的台裔企業家楊安澤（Andrew 

Yang），他當時表示人工智慧科技的進展將取代傳統勞動力，導致高失業率，因此主張

政府向高科技企業課稅來每個月發錢（類似發企業紅利）給成年民眾作為全民基本收入

（Universal Basic Income，簡稱UBI），藉以減輕人民負擔或鼓勵創業。在武漢肺炎疫情

的衝擊下，美國國會議員明顯開始願意考慮更多改良資本主義的方案了。 

百年來第二次經濟大蕭條？ 

  有些美國經濟學家和投資界專家指出武漢肺炎疫情會引發類似二十世紀上半葉發生

的經濟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1929年～1939年）。經濟大蕭條是二十世紀最嚴重

的全球經濟衰退，重創各個工業國家，美國1920年代黃金時期的泡沫經濟在1929年10月

下旬正式破裂（兩天跌幅共23％），並在國際上引發骨牌效應。大蕭條期間美國股市道

瓊工業指數縮水剩下10％，估計民眾失業率最高曾達24.9％（1933年）。一般認為第二

次世界大戰（1937年～1945年）意外復甦了美國經濟，道瓊工業指數則經過二十五年後

https://wiki.mbalib.com/zh-tw/%E8%B5%84%E6%9C%AC%E8%B4%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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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回到股市崩盤前的高點。27
 

  很類似地，武漢肺炎疫情襲擊美國前十一年來股市表現一路強勁，企業信貸比例高

讓經濟快速擴張；今年2月中，道瓊工業指數創歷史新高點，但2月下旬主要受到武漢肺

炎肆虐全球的影響，美國股市開始明顯下滑，3月份確診案例在美暴增、中旬起各州陸續

封城後，下旬股債市出現崩盤拋售潮，道瓊工業指數距最高點共下跌超過35％。有專家

表示美國經濟進入衰退期，甚至有主張這次不是約十年左右的小週期循環緊縮，而是約

七十五到一百年一次的大蕭條週期。 

  這論點不僅從股市表現來推斷，更從疫情對跨國產業的影響、美國失業率的可比性

和政府和央行子彈用盡等觀點來推論。防疫封城讓美國經濟停擺，對現金存款普遍不足的

美國中小企業是一大打擊。美國89％的企業的員工人數不到二十人，這些小企業僱用了全

美國16.8％的勞動力。28據美國勞工部統計，從3月份封城至5月中止，從申請失業救濟金

的人數推算出的美國有失業保險的人失業率為14.6％，但有學者認為加上沒有失業救濟

保險保障的失業人口等，美國實際失業率已達23％，接近經濟大蕭條時期的24.9％。29
 

  樂觀人士則認為此番封城導致的失業潮只是暫時的，解除封城後失業的人會再復

業，且聯邦政府和聯準會的挹注已幫助避開了大蕭條的厄運，股市4月起大幅反彈上揚反

映著樂觀者的想法；然悲觀人士認為小企業倒閉潮和裁員縮編潮已在發生，而封城引入

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居家工作幫企業減少辦公室租金，讓員工不須通勤，不須出差開

會，而許多民眾還沒有病毒疫苗的現階段仍寧願少到外消費、與人接觸）會讓多數人長

期失業。消費是經濟發展的主力，當大量民眾失去工作收入表示美國消費力整體衰退，

因此此派人士認為經濟大蕭條是必然。此部分的爭議尚未有定論。 

新正常：慢活風和擁槍自保？ 

  這場疫情給美國民眾的心理和生活文化的影響恐將十分深遠。美國人過去習慣握手

和擁抱來打招呼和道別，但實行社交疏離後，民眾開始了有距離的人際往來，在有效疫

苗問世並普及市面前，有相當大可能性，美國人會逐漸習慣揮手打招呼，此新習慣也可

能延續到有疫苗的時代。 

  即使有了疫苗，有公共衛生專業人士直言強悍且傳染力超高的武漢肺炎病毒將與民

眾長久共存。不少企業決定長期大幅以網路會議取代實體會議，並讓員工繼續在家上

班，不再需要匆忙通勤；私人生活層面，戴口罩和勤消毒會成為慣常，並因擔心群聚會

提高染病機率，餐廳外食文化和酒吧社交文化都將不復以往，私人聚會人數規模也會縮

小。休閒活動則偏向到人群較分散的郊外（取代室內購物），避免下榻飯店的旅遊方式

（例如一日遊或在露營休旅車）也會比過往興盛，民眾會比以往尊敬大自然。這些都顯

示美國人的平均生活步調會減慢。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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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際互動少了，對網路的依賴則加深，對網路世界資訊的需求更高，社交媒體的社

會責任議題將更方興未艾。且當對外的人際接觸減少，互信度自然降低，單是今年3月估

計就有數百萬美國民眾爭相購買槍枝自保（且不少是用槍新手），比去年同期高出50

％，民眾擁槍率增高，擦槍走火的風險隨之加高，31因此社會內部族群和意識形態矛盾急

需開始逐步有實質的緩解，否則恐將釀更多暴力慘劇。 

總結32 

  就在接近截稿的6月11日，美股狂瀉一千八百多點，是3月底崩盤以來跌幅最深的一

日。因為聯準會最新的經濟前景預估偏向保守和各州復工後發生武漢肺炎確診病例暴增

惡訊，讓原本對經濟未來感到樂觀的投資人開始冒汗了。同時，好強又另類的川普總統

若競選連任失利，可能會挑戰選舉結果，真若如此也將為美國政壇和社會秩序增添新震

撼。面對這種種高度不確定性，加上近期惡化的民生問題和激化的族裔和意識形態矛

盾，美國內部現下氛圍格外焦慮，如何在此危機中踩穩腳步並尋求契機，是許多美國民

眾的共同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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