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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疫情對日本的衝擊與

影響 
 

●李明峻／台灣東北亞學會秘書長 

 
 
 

  迄今年6月15日為止，日本「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確診者超過

一萬七千五百人（如果加上「鑽石公主號」確診者則超過一萬八千人），死亡超過九百

五十人，甚至知名藝人志村健和相撲力士都不幸逝世，造成日本政府史無前例地全國發

布緊急事態宣言，雖然隨著疫情逐漸趨緩已宣布全面解禁，但武漢肺炎疫情對日本經

濟、政治、社會與國際關係都造成巨大的衝擊與影響。 

日本疫情 

  雖然中國武漢因疫情封城、美國撤僑，日本政府也開始具體討論撤僑行動。1月26

日，安倍晉三宣布會從武漢撤走希望離開的日本公民；28日中午，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

允許包機撤僑。但當時日本對武漢肺炎並不以為意，因為罹患者多數為輕症，加上日本

沒有遭遇SARS肆虐的經驗，因此有些掉以輕心。直到一個月後的2月底，面對嚴峻的疫

情，被稱為「彌留」許久的日本政府才終於「甦醒」，安倍政權在2月底突然使出殺手

鐧——對外宣布多項措施，包括各界停辦各項大型活動、企業員工在宅工作等，並自3月2

日開始，籲請全國高中以下的學校「全面停課至春假結束」。 

  其後，受疫情影響，日本陸續有企業宣布允許員工家居辦公，大型活動中止或延

期，博物館、遊樂園、圖書館等公眾場館亦陸續宣布關閉。2020年4月7日，安倍首相根

據《新冠肺炎特別措施法》宣布東京、神奈川、埼玉、千葉、大阪、兵庫、福岡等七個

縣市進入「緊急事態」，其後4月16日第二波「緊急事態宣言」更將範圍擴展到日本全

國。直到5月25日隨著疫情逐漸趨緩，才宣布日本全境正式全面解禁。武漢肺炎疫情對日

本的經濟、政治、社會與國際關係都造成巨大的衝擊與影響。 

  一向以乾淨衛生著稱的日本為何給人反應遲緩的印象，從而導致疫情一發不可收

拾？主要原因是：第一，日本歷史上對沒有傳染性的漢生病患者隔離，導致2001年由時

任首相的小泉純一郎向公開道歉，因此基於「人道立場與維護人權」，日本政府對「強

制隔離」相當消極，無法強制民眾必須檢查與強制隔離。第二，十七年前的SARS風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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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完全沒有病例，因此也完全沒有經驗。第三，日本中央政府沒有設立疾管局，因此不

像台灣一樣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統一追蹤、發布訊息，而是由地方政府負責追個案

接觸史。厚生勞動省重視的是「厚生」與「勞動」，而不似台灣以醫生公衛專家為主。

第四，日本雖然早在1月30日即成立「新型冠狀病毒傳染病對策本部」，但是組織成員皆

為官僚，無法對防疫工作施做出實質討論，應對措施全權交由厚生勞動省，至3月初共召

開十一次防疫會議，不過每次開會的時間卻只有短短十分鐘，會議流於形式而已。這是

日本疫情演變成嚴峻狀態的原因。 

奧運延期 

  由於疫情的影響使日本遭受重大打擊，睽違六十年的東京奧運都硬生生地被延後一

年，這是現代奧運會一百二十四年歷史上首次出現非戰爭因素導致不能如期舉辦的狀

況，尤其甚者，連傳統悠久的甲子園棒球賽都被迫停辦，讓許多高中球員夢碎淚崩。更

嚴重的是，日本東京都直到6月13日還連續三天確診感染超過二十例，顯示疫情還在進行

中。 

  首先，東京奧運成為史上第一次延期的奧運，而且如果明年還無法舉辦則將被永久

取消，使得日本被喻為是最悲情的主辦國。基本上，安倍晉三首相將東京奧運看作是宣

揚任內重大功績的機會，特別是2020年東京奧運標誌著日本從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的災

難中恢復，一定程度上也承擔著重建和復興的主題。日本希望透過新能源、無現金支

付、自動駕駛汽車等各領域的技術升級，讓世界看到日本的革新，但延期舉辦令這一切

都不得不暫緩一年。這對日本社會各界造成的負擔，再次考驗日本政府與企業面對災情

的能力。 

  奧運這個全世界最大體育盛事延期舉辦所帶來的經濟損失將有多少呢？雖然目前極

力避免奧運被取消舉辦的最壞結果，但延期一年舉辦將給奧運贊助商、旅遊業、城市規

劃、東京奧運會歷史遺產以及日本本土企業帶來巨大影響。據估計日本籌辦東京奧運迄

今已經花費至少約一百一十八億美元，推遲舉辦奧運的直接經濟損失與財政消耗，估計

約在五十四億到六十三億美元之間。日本籌備東京奧運已費時多年，包括體育場、接駁

車、飯店、服務人員安排與周邊商品、動線規劃都早已準備好，延期都必須重新部署，

成本也無限提升。許多場館只是暫時性的比賽場地，租約早已簽訂，有些租金也都已付

清，還有不少大型機械也已進駐場館，屆時無法使用勢必撤除或是重新簽約，還可能面

臨廠商漲價等問題。在此以選手村為例，多達二十一棟選手村大樓，預計奧運會後將改

建成國宅或以一般住宅出售，其中有許多住宅都已找到買家且簽約，延期後如何善後將

是一大問題。 

  至於間接損失則更難以數計。日本為東京奧運會已準備七年時間，日本企業與社會

各界全力迎接奧運會，希望能藉此振興日本的經濟與社會活力，延期對整個國民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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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相當沉重。據東京奧會官網資料顯示，六十三家日本贊助商已為東奧花費超過三十

一億美元，這個數字幾乎是北京和倫敦奧運會的三倍左右。日本企業贊助商與社會體育

賽事和文化項目造成的虧損，推測約在二百九十億美元左右，若再加上奧運會（包含殘

障奧運）的觀眾消費、企業贊助、旅遊觀光、場館營運（門票收入預計約八億美元）、

電視轉播金（東京奧運的媒體和贊助權總計約一百億美元）、電視更新換代、奧運相關

商品銷售及國外觀光客赴東京帶來的潛在觀光旅遊消費受創，估計整體損失可能高達四

百一十億美元，倘若取消舉辦，那麼日本損失更將是天文代價。除此之外，再加上武漢

肺炎疫情持續六個月，日本國內消費緊縮和出口減少等損失將高達七百八十億美元。 

經濟下滑 

  《月例經濟報告》每個月公布一次，為日本政府基於各種統計數據、內外情勢，對

日本經濟作出官方見解的報告。由於武漢肺炎疫情衝擊日本經濟，在3月份下旬砍經濟評

估數字，近七年來首度刪除「復甦」字眼，而4月份公布的經濟報告又下砍評估，且為金

融海嘯約十一年來首度使用「惡化」字眼。5月份公布的《月例經濟報告》，更將十四項

評估指標項目包括個人消費、出口、生產、企業收益、企業信心和僱用情勢等六個項目

下修。 

  特別是日本銀行每年4月發表的《地域經濟報告》（又稱《櫻花報告》），表示因武

漢肺炎疫情擴散對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擴及至日本全國，日本全國的景氣評估全數進行

下修，如此同步下修日本所有區域景氣評估為金融海嘯導致經濟惡化的2009年1月以來首

見。武漢肺炎疫情擴散，導致日本百貨公司、居酒屋等餐飲服務業也受到波及而歇業者

不在少數，製造業也因生產供應鏈斷掉而被迫停工，衝擊日本企業的正常活動，影響所

及，日本國內企業破產案件激增，其中又以住宿業最慘。對於如此的發展，高盛集團認

為即使政府當局推出史上最大規模的振興計畫，但在消費支出受衝擊的連帶效應下，不

僅日本第二季日本國內生產毛額（GDP）可能年減25％，寫下歷來最慘紀錄，第二季的

出口表現甚至可能重摔60％，這會進一步抑制企業的支出。 

  無庸贅言地，日本國內生產毛額在2020年將出現大幅下滑。據日本央行公布的《三

月全國企業短期經濟觀測調查》，大型企業製造業的景氣判斷指數（DI）為「- 8.0」，

這是繼2013年3月以來再次出現低於零的指標數字。景氣與產業健康狀態立刻反應在就業

率上，日本厚生勞動省公布的3月失業率達2.5％，但這只是惡化開始，日本今年度的失

業率則可能來到4％。由於2020年經濟前景充滿危機，日本政府祭出高達一百零八兆日圓

的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要向面臨困境的家庭和中小企業提供補助，減緩人們對於消費

減緩經濟衰退的擔憂，以拯救受疫情重創的經濟。同時，為挽救日益上升的失業率，允

許小型企業申請零利率融資與寬限稅收與相關規費繳納期限，幫助企業能繼續營運與僱

用員工。此外，為解救出口不振，政府還編列二十億美元（約兩千四百億日圓）的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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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補助日本公司將高附加價值生產線轉移回日本境內，希望藉此提升萎靡的產業景

氣。 

  1990年代日本遭逢經濟泡沫崩潰，再歷經所謂失落二十年（1992～2012）的通貨緊

縮（貨幣流通減少、民眾所得縮水、購買力下降、物價持續下跌），惡性循環的結果導

致經濟數據長年慘不忍睹，直到安倍經濟學出場，靠著「大膽的金融政策、機動的貨幣

政策、喚起民間投資的成長戰略」的「三支箭」政策，勉強提振一下日本萎靡不振的經

濟，但在武漢肺炎的危機衝擊下，對企業與生產供應鏈造成破壞，使得日本這種仰賴貿

易的國家，陷入安倍政府四年半以來首度的經濟衰退，導致企業與消費者付出沉痛代

價，使日本邁向戰後最嚴峻的衰退之路。世界貿易組織預測這場經濟風暴將使全球貿易

量減少逾三成，日本社會能否撐過還有待觀察。 

  由於全球遭受武漢肺炎疫情肆虐，導致企業與供應鏈遭到破壞，日本出口大幅萎

縮，上季的出口與去年同期比為-6％，資本支出下跌0.5％，而且很有可能連續三季出現

負成長。尤其是日本當局宣布緊急狀態，雖然近日已經加以解除，但日本緊急狀態延長

約一個月左右的時間，日本民眾害怕受到感染而採取自我防衛，單是消費支出即下挫十

九點五兆日圓的水準，再加上去年10月消費者稅從8％調高至10％的雙重打擊，如此使得

占日本經濟逾半（總數約二點五兆美元）的民間消費滑落，因而即使疫情完全緩和，日

本經濟短期內應該也沒有辦法出現迅速回彈。此外，由於出口與外國觀光客減少，導致

企業業績及資金調度惡化，設備投資也跟著減少，這些都是出現大幅負成長的要因。 

日本振興方案 

  如前所述，武漢肺炎危機已對日本企業與消費者均造成重擊，並讓日本邁向戰後最

嚴峻的衰退困境。日本經濟研究中心（JCER）指出，日本的經濟與「最後打擊（final 

blow）」搏鬥，由於需求與供應端均受到的衝擊，使日本正步入「非常陡峻的衰退」。

因此，面對疫情造成的直接損害，安倍政府先於4月推出一兆美元（一百一十七兆日圓）

的振興方案，焦點是發放現金給民眾，以及因應疫情造成的立即傷害，其目的並非在於

刺激經濟，而是讓經濟免於「自由落體般下滑」的政策。 

  日本當局為免於經濟直線下滑，規劃提供對三個領域的支持，以緩解武肺疫情衝

擊：首先是支持武漢肺炎疫苗與藥物的發展，竭力讓醫療部門繼續運作；其次是支撐失

業勞工；最後則是給予慘遭需求流失與金融困境夾擊的中小企業所需的金融支持。為達

到此一目標，安倍政府再於5月底新增編列一點一兆美元的振興方案，以遏止日本被武漢

肺炎推向更深的衰退深淵。 

  日本這兩輪紓困與振興方案，使得日本為因應這次疫災對經濟的傷害，累計達到兩

點一八兆美元（約兩百三十四兆日圓）的支出總額，約等同於日本國內生產毛額的40％，

逼近美國的二點三兆美元經濟援助方案規模。日本政府先由第二追加預算案支應這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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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並為緊急支出預留十兆日圓的儲備金。至於，挹注這些經費的財源，日本將於2021

年3月為止的本財政年度額外發行政府債券，這將使日本今年度新債發行額締造九十兆日

圓的新紀錄。 

  在疫情期間，世界各國元首最關切的是：確保醫療用品的供應。因為生產成本的關

係，日本國內幾乎不生產低階的醫療用品，導致如口罩、防護衣、面罩等的短缺，這使

得日本長期以來對於製造業是否撤出中國的爭論，重新浮出水面。尤其是武漢肺炎危機

清楚呈現經濟安全的風險，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採取行動，安倍首相提出「擺脫中國政

策」，就是降低對中國經濟的依賴程度。 

  4月下旬，美國川普政府率先對具有潛在軍事用途的產品（包括半導體製造設備和傳

感器）出口中國的限制，這項措施當然也影響到日本的政策，特別是更嚴格地控制晶片

出口中國事宜。由於日本是晶片製造設備與抗蝕劑的全球領導者，這是生產半導體所必

備的物件。將對這些產品限制出口中國，等於是和其他反中國家合作的意思。為了減緩

疫情對日本經濟造成的影響，安倍政府還追加二十億美元的預算，以資助企業將生產線

撤回日本，以及兩百三十五億日圓協助企業將生產轉移到其它國家。 

  事實上，外資企業撤出中國的動向，必然會讓中南海高層非常擔憂，其中特別是安

倍政權在緊急經濟刺激方案中所打出的：「供應鏈再建構計畫（補助企業將生產據點從

中國移回日本）」。顯然，疫情正徹底改變中共執政處境，國際社會對中國圍剿的聲浪

越來越高，中國必須有「為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做好準備」的心態，有人說中國

現在面對的已不是八國聯軍，而是「八十國聯軍」，對中國而言，這正是面對庚子年內

外巨變的開始。 

日中關係 

  雖然美中關係空前緊張，但是日本並沒有明確選邊，而是希望維持與兩個大國的關

係。安倍首相在5月25日的記者會中，除了強調日美同盟的重要性，也強調在全球治理方

面與中國進一步合作的重要性。即使在中國人大通過在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的決議

後，英美澳加等四國聯合譴責北京，責難說這違反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這將威脅

香港自由、破壞香港自治。但安倍並沒有加入英美對中國的譴責，而只是表示「嚴重關

切」香港局勢，並強調維護香港「一國兩制」的重要性。特別是當歐美澳等國要向中國

究責索賠之際，日本官方還是沒有明確表態，提出要追究中國的責任，更沒有向中國要

求索賠。日本沒有追隨歐美譴責中國，反而致力與中國改善關係，令美國和其他幾個國

家感到失望。 

  事實上，日本與中國雖然存在歷史糾葛和領土爭議等長期難以解決的問題，使得日

中關係過去時常出現齟齬，但在武漢肺炎疫情肆虐期間，兩國卻相互伸援而拉近彼此關

係。去（2019）年12月中國武漢肺炎疫情迅速惡化，醫療物資出現嚴重短缺，日本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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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上百萬個口罩、護目鏡、防護衣等物資；其後，日本傳出疫情升溫，中國立即回贈病

毒試劑盒，並宣布捐贈日本五千套防護衣和十萬片口罩。肺炎疫情似乎拉近日中兩國間

的關係。根據日本非政府組織「言論NPO」的民調顯示，中國人對日本有負面印象的比

例，已經從2013年的92.8％，到2019年大幅下滑為52.8％，減少四十個百分點，可說是相

當大的轉變。 

  雖然因為二次大戰的侵略、慰安婦和釣魚台等問題，造成日中關係長期的緊張，但

安倍首相上台後，致力改善與中國的關係。安倍一再邀請習近平進行雙邊會談，2014年

首次在APEC場合公開握手，2018年安倍成為八年來第一位訪問中國的日本首相。習近平

原本預定今年回訪日本，成為2008年以來中國首位到訪日本的領袖，受到武漢肺炎疫情

擴大，習近平的訪日行程已無限期延後，只是日中的友好關係並未降溫。 

  日中關係最近出現和解與改善，主要是因為美國總統川普扮演重要的推手角色。川

普總統不只對中國發動貿易戰，對日本也不手軟，甚至退出日本長期推動的「跨太平洋

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TPP），讓中日面對共同的威脅；再加上川

普對盟邦日本的漠視，可能為北京提供著手拆解美日安保聯盟的契機。由於日本人口密

集，又與中國經濟往來密切，與中國合作控制疫情威脅，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同時，

區域問題的不確定性，包括美中貿易戰、北韓非核化僵局、美國對亞洲盟邦的承諾等，

也促成中日拉近關係。 

  此外，日中關係持續改善的原因，也是因為日本對中國在經濟上的依賴性。據日本

外務省領事局政策課的統計，日本企業的海外據點在中國最多，達三萬兩千三百四十九

家，約占日本企業在海外全部據點的43％，而海外據點第二多的是美國，但只有八千六

百零六家。目前中國重新開始運營生產，日本企業開工率也不斷上升，正在恢復休業前

的水準，這相當鼓舞日本國內受疫情影響而遭受重創的產業和消費。 

日中軍事嚴峻 

  然而，日中在軍事方面仍是情勢嚴峻。根據日本海上保安廳的統計，2019年4月1日

起至2020年3月31日為止，靠近及進入釣魚台十二海浬的中國船隻，一年內有三百一十五

天有一千兩百零二艘靠近釣魚台，而進入釣魚台十二海浬領海的有二十八天共一百一十

艘船，幾乎是天天都有發生。特別是2020年1至3月，共有八十三天達兩百八十九艘靠近

釣魚台海域，而中國船隻進入釣魚台十二海浬的有五天共二十艘，較去年同時期增加

57％。 

  特別是2020年3月30日，日本海上自衛隊護衛艦「島風號」在鹿兒島縣屋久島以西約

六百五十公里公海上與中國籍漁船相撞。當時護衛艦正在東海海域執行警戒監視任務，

撞船後導致其左舷有約二十公分，橫向約一公尺的破洞，但船艦仍可行駛。中國籍漁船

上有十三名船員，一員受傷，沒有人死亡或失蹤。據日本統合幕僚監部公布2019年4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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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至2020年3月31日為止，一年來日本自衛隊緊急升空共九百四十七次，為史上第三

高。其中中國飛機約占71％（六百七十五次），俄羅斯28％（二百六十八次），其他飛

機則未滿1％。 

  據日本政府5月21日曝光的2020年版《防衛白皮書》草案，關於武漢肺炎病毒疫情擴

大，草案中稱中國「會更加凸顯以形成對自身有利的國際秩序為目標而展開的國家間的

戰略競爭」；關於中國頻繁在東海和南海活動引發的問題，《防衛白皮書》指出：「在

各國集中精力對應疫情之際，中國作法引起周邊國家的反彈」；至於日美安保合作方

面，《防衛白皮書》指出：「美軍雖有武漢肺炎感染者出現，但對美軍全體的快速反應

能力和完成安全保障任務的能力並沒有影響。」由此可見，即使日中雙邊關係持續改

善，但中國人民解放軍也不會放棄在日本周邊秀肌肉，使周邊安全問題蒙上陰影。 

日本政治 

  由於安倍政府對武漢肺炎疫情反應遲緩，自1月底疫情爆發以來，日本政府卻不夠果

決而毫無作為，導致日本社會無所適從。特別是安倍每次召開防疫會議被批評為「只是

在做秀」，如2月14日防疫會議僅八分鐘就結束，其後卻於帝國飯店與記者享用三小時的

河豚大餐，從而導致安倍政府的施政滿意度大跌。根據共同社於6月20至21日實施的全國

電話輿論調查顯示，安倍內閣支持率為36.7％，較5月底的上次調查下滑2.7％，不支持率

為49.7％，較上次增加4.2％。 

  尤其是自民黨國會議員發生賄選問題，民眾認為擔任自民黨總裁、首相安倍晉三

「有很大責任」和「一定程度上有責任」的共計75.9％。在民眾對安倍處理武漢肺炎疫

情表達不滿，加上檢察幹部人事問題，已經十分消耗政府力量，在此情況下，發生賄選

問題更是雪上加霜。雖然在政黨支持率方面，自民黨為37.3％，立憲民主黨7.6％，日本

維新會7.4％，公明黨3.4％，共產黨3.1％，國民民主黨1.5％，社民黨1.2％，令和新選組

1.4％，自民黨還是一黨獨大，但表示「沒有支持政黨」的無黨派群體卻高達34.2％，顯

示日本民眾對政黨的不信任。值得注意的是，關於下任首相的合適人選方面，在5月上旬

的調查中，安倍為15.5％，不同政策的政敵石破茂為12.7％，但在這次的調查中，回答前

自民黨幹事長石破茂的最多，為23.6％；而安倍只剩下14.2％。這是首次發生逆轉。 

  然而，石破茂能否獲得黨內各大派系的支持仍是個大問號，而表現貧弱的在野黨恐

怕也很難成為安倍政權的有力挑戰者。因此，安倍政權雖然面臨相當嚴峻的考驗，但因

頻下猛藥提出多項措施，甚至強力宣布「緊急事態」，甚至也讓習近平的訪日延後，還

有投下二十億美元協助日本企業遷離中國，所以自民黨與公明黨聯合政權暫時沒有危

險。只是這場傳染病搞得日本政界亂成一團，恐怕也是史上所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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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安倍晉三的自民黨總裁的任期到2021年9月30日止，奧運可以延期而沒被取消，讓安

倍獲得任期的保證，顯見安倍政權目前還沒有倒閣的危險。但安倍政權對於武漢肺炎的

處理不善，加上議會內閣制的缺點，安倍任命的閣員少有相關領域的專才，如厚生勞動

省加藤勝信大臣完全外行，居然主張厚生勞動省的檢測對象必須要滿足發燒37.5度以上

並持續四天不退等標準，在各國檢測人數不斷增加的背景下，這種應對措施顯得有些另

類，使得日本品牌明顯掉漆，讓日本國民多數深感不滿。 

  武漢肺炎病毒好像讓中日雙邊關係更好，但雙方國民出國受限，而解放軍持續在日

本周邊秀肌肉，影響周邊安全，則讓日本國民反中情緒持續高漲。安倍政權雖然搖搖欲

墜，不受日本民眾青睞，但在野黨過於貧弱，黨內反對派的石破茂又實力不足，讓不支

持率遠高於支持率的安倍政權還能繼續執政。只是日本經濟受到武漢肺炎的衝擊元氣大

傷，原以陳疴多年的財政狀況將更為惡化，「政官矛盾」持續發展導致政府效率下跌，

「貌合神離」的日中關係，「混沌不明」的日美關係，還有「敵對升高」的日韓關係，

這些都是日本未來必須面對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