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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台灣的價值與信心 
 

●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追求幸福是人生的一個重要目標。2011年聯合國大會通過「追求幸福促進全面發

展」的決議，提出提昇人民生活福祉、協助人民獲得幸福的目標。2012年6月聯合國大會

決議，將每年的3月20日訂為「國際幸福日」（International Day of Happiness），並根據

各國國內平均生產總額、健康長壽、生活自由、政府廉潔與社會救助等攸關幸福感的面

向進行評比，發布《世界幸福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s）。 

防疫有成提升台灣幸福排名 

  武漢肺炎疫情自2019年底在中國內部爆發，2020年全球開始大流行，短短一年之

間，全世界因感染武漢肺炎而死亡的人數超過二百七十五萬以上，衝擊程度超過1918年

西班牙大流感，人民日常的生活受到嚴重影響，連帶國際經濟陷入停滯、全球生產鏈斷

裂、金融市場出現震盪。這場人類文明發展百年來最可怕的大瘟疫，成為人類追求幸福

快樂的絆腳石。在病毒無國界的時代，台灣沒有來自世界衛生組織的奧援，但因抗疫有

成是全球少數幾個經濟逆勢成長的國家，人民還是維持正常的生活步調。到3月24日為

止，全台灣僅有一千零七個感染武漢肺炎的確診案例，十人因此死亡。這項難能可貴的

成就，帶動國人幸福感的提升，直接反映在今（2021）年《世界幸福報告》上，台灣的

幸福排名由去年第二十四名提升至第十九名，名列全亞洲最幸福的國家。1
 

成功防疫展現台灣的韌性國力 

  國際疫情爆發之初，大多數的國家並未立即採取斷然的防疫措施，等到大量本土案

例接連出現，疫情一發不可收拾。反觀台灣這段期間的表現，政府與人民記取過去獨力

對抗 SARS 的慘痛經驗，對疫情始終維持高度警戒，是成功抗疫的關鍵。 

  國際疫情爆發之初，我們政府在最短的時間內進行防疫的提前部署，立刻封鎖邊

境，嚴格執行登機檢疫，將第一波疫情有效阻絕在外。台灣的韌性國力展現在政府的民

主治理與全民的互助合作上，一方面秉持誠信與公開透明的決策原則，進行跨部門的合

作，籌組口罩、防護衣等重要醫療物資的國家隊。另一方面，公民社會主動配合，遵守

戴口罩、避免出入公共場所與保持社交距離等防疫規定，凝聚國人防疫共同體的集體意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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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具備資通訊產業發展的優勢，政府推動「科技防疫與數位治理」，結合健保資料

庫與入出境資料，查詢病患旅遊史、提出口罩地圖 APP、進行口罩實名制登記、建立居

家檢疫電子圍籬、電信追蹤確診者潛伏期行蹤。2 台灣本身具備完善的公共衛生醫療體

系，也有眾多認真負責無私奉獻的醫護人員，再加上多元開放的民主體制、言論公開與

新聞自由，強化台灣生命共同體的意識。 

  武漢肺炎疫情衝擊是全球性的，雖然是每一個人共同的外部威脅，但也激發國人更

大的團結感與同理心。全民同心齊力，突破了台灣被排除在世衛組織防疫體系之外，克

服全球防疫破口的困境。同時，也主動對外表達「人人要健康，台灣能幫忙」的立場，

除了無私對外分享防疫部署的經驗之外，在內部口罩供應無虞之下，雪中送炭捐贈口

罩、甚至捐贈口罩製造機給嚴重缺乏防疫物資的國家，展現台灣人民的良善與恢弘氣

度，讓全世界看到 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is helping 的韌性國力。 

疫情肆虐與美中科技戰帶動國際供應鏈重組 

  冷戰結束以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曾經樂觀以為深化與中國的接觸，協助改善

經濟環境，可以促成中國和平演變，引導成為一個負責任、盡義務的國際伙伴。沒想到

經過三十多年來的發展，中國借力使力，利用與西方國家在政治、經濟、軍事、教育、

科技與文化等方面接觸與交流的機會，謀求中國國力的崛起。無論是國防武力的現代

化，國際組織的中國化，進行政治滲透收買親中政客、利用拐騙偷的非法手段竊取重要

機密科技，推動「一帶一路」計畫進行戰略佈局，以銳實力巧取豪奪、擴增紅色帝國的

勢力版圖。  

  2017年美國川普總統公布《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注意到中國表現在外的盡是軍事

擴張的行徑與追求經濟霸權的野心，中國是戰略競爭對手，不僅侵蝕美國的安全與繁

榮，也挑戰美國在世界的霸權地位。2018年起，美國決定不再姑息中國崛起帶來的挑

戰，陸續發動貿易戰、金融戰與科技戰，全面展開與中國脫鉤的攻勢。美國竭盡所能壓

縮中國的科技產業與世界連結的空間，包括對華為祭出禁制令、將中芯國際列入貿易實

體清單，大幅度限制半導體、通訊電子、生物科技、機器人、電動車、資訊安全與人工

智慧等關鍵核心技術流入中國。 

  在此要特別指出，中國武漢爆發肺炎疫情，導致停工出現斷鏈危機，等到疫情禍延

全球之後，中國收買世界衛生組織配合閃躲國際社會的究責，西方各國意識到過度依賴

中國作為世界生產工廠，存在不可預測的巨大風險。在此同時，美國加速整合友好民主

同盟國家推動經濟繁榮網絡，聯手推動排除中國的非紅色供應鏈。台灣由於防疫傑出的

表現成為全球的焦點，人民生活正常、經濟的發展與產業的運作，絲毫沒有受到任何影

響，凸顯台灣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供應鏈伙伴，其中又以半導體產業更是各方積極爭取的

對象。由於台灣半導體產業從晶圓代工、半導體封測到積體電路 IC 設計，透過上下游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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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分工創造完整供應鏈優勢，加上先進製程獨步全球的優勢，台灣的半導體產業是關鍵

的戰略優先產業，這不僅只是在經濟創新發展而已，在國家安全領域也是如此。 

後疫情時代的全球新格局 

  美國拜登總統 2021 年提出的《國家安全戰略暫行指南》直指「中國是唯一有綜合國

力挑戰國際體系的競爭者」，是當前美國面臨的主要挑戰，同時，也強調台灣是先進的民

主政體、關鍵的經濟與安全伙伴。由民主國家所組成的自由社群，是一個容易化解彼此

衝突，且能夠促進和平共存的國際環境。美國積極籌組民主國家科技同盟，台灣成為美

國極力拉攏的對象之一，透過「台美經濟繁榮伙伴對話」平台，繼續深化兩國在人工智

慧（AI）、物聯網（IoT）、5G 高速通訊與電動車等高端科技供應鏈的合作與發展，不但

促進美國振興國內的經濟，而且強化台灣的國際地位與安全。3
 

  台灣要繼續在國際上發光發亮，必須跳脫傳統的知識與經驗的侷限，因應接下來全

球政治經濟秩序改觀的新局面，把握為台灣所提供無限發展的空間與舞台。我們必須發

揮海洋大無畏的精神，站在民主自由人權的陣營，自助人助天助，透過民主治理與互助

合作，勇敢在險境開創全新的未來，建設台灣成為一個充滿生機活力、民主自由、尊重

人權、繁榮幸福的正常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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