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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情帶來的一些教訓與啓示 

何順文 

雖然香港與鄰近地區的新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已放緩穩定下來，但全球仍面

對一個艱難及不確定的時期。過去四個月疫情持續衝擊着全球各行各業，每個人的日常工

作和生活都受到影響。 面對全球疫情，我們應保持警覺，並以理性、冷靜、謹慎與樂觀

的心態來面對， 並切忌恐慌。 除了對那些因疫情而受害的人表達深切慰問，還要感謝所

有在前線為守護我們健康而緊守工作崗位的人員。 

病毒無分國界， 我們正在對抗的是新型病毒，而不是某些國家，民族或種族。 但

病毒大流行暴露了政治與一些政府的盲點，走回保護主義舊路，全球化理念漸失光環。可

惜間中亦聽到個別人士、組織或政府從事一些自私自利、罔顧大眾長遠利益的行為。疫情

再次提醒我們，作為地球村的一分子，我們需共同面對不確定的未來和挑戰，沒有人能夠

置身事外或獨自應對。 

全球疫情將長期改變世界政經秩序。 一個經濟體能否恢復團結繁榮，很大程度上

取決於人們如何理解其政府預防危機、及時有效處理、和領導危機過後復原發展之能力。 

不同經濟體的政府需更早提前為疫情過後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變化作出規劃。 面對

這人類的共同挑戰，我們應加強團結和協作，而非分化或競爭。可惜我們間中亦聽到個別

人士、組織或政府從事一些自私自利、罔顧大眾長遠利益的行為。 

為了盡快復元和繼續向前，很多組織在這非常時期都向社群發揚堅毅力、正向態度、

信任、連結、分享和團結等精神。同時，在家學習/工作持續期間，知識和文化資產的免

費共享越來越盛行。 例如一些大學免費向公眾分享他們的課程錄像、電子書出版商免費

開放其藏書，及很多博物館和表演團體也向公眾提供免費的網上觀賞頻道。 

在世界各地，我們看到了令人鼓舞感動的故事，人們及機構團結起來鼓勵或幫助他

人，包括跨境送贈食品和藥物至不熟悉門的疫區、為有需要的人分發免費口罩和消毒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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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主動關心社區鄰里的安康、舉辦免費的網上直播音樂會和講座以激勵大眾、或改變一

些企業的通情靈活營運手法以支援抗疫紓困措施 (如以成本價提供必需產品和服務)。 

為了應付疫情不斷變化影響，保障教職員和學生的健康，筆者任職的香港恒生大學

(恒大) 也迅速實行不同的防疫應變措施。為了確保同學能持續學習，自 2020 年 2 月初以

來，下學期的餘下課堂由網上視象教學取代。為了減輕學生的適應困難，校方允許同學選

擇一些一次性的修課與期末評核安排。由 2 月至 4 月底大學亦安排非前線員工輪流在家

工作及彈性上下班時間，確保學校的正常運作。校方也加設多項替代和網上活動，盡力協

助應屆畢業生按時畢業、就業或升學。這些安排是艱難的決定。一如其他院校機構，我為

大學成員所展現的抗逆力、靈活應變和團隊精神而感到自豪。 

從全球疫情吸取教訓 

一個艱難的新時代已經來臨，我們需要適應和有效地應對。 在近代史上，各地人

們遇過了不少的艱難或危機，例如戰爭、瘟疫、大蕭條、金融危機、恐怖襲擊、地震、颱

風、海嘯、核電廠災難等，造成死亡、疾病、破碎家庭、貧窮、失業和經濟蕭條。全球正

在經歷一個歷史性的衛生健康危機，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我們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社會心理學家証實，當個人經歷艱難和痛苦之後，他們的堅毅力和自我復原能力會

有所提升，能夠更堅強和自信地應對未來的困難。 人類的成功總是在逆境和困難中最能

展現出來。 

我們知道自我隔離或保持社交距離有時可能很難。但「社交距離」不等於「社交隔

離」。這段期間，我們有更多時間與家人相處，重拾或回歸家庭生活，重新尋找溫馨家庭

的本 質。也可透過電話或電子媒介向親友、老師和同事表達更多關懷，重拾過去忙碌的

生活中可能遺忘的人情味。我們學習到，人身距離拉遠了並不影響我們之間更加深切的彼

此關顧。疫情突如其來，給人們生活按下「暫停鍵」，也為我們提供了放慢步伐，停下來

審視人生價值的機會。它讓我們重新思考我們是誰、我們的初衷是什麼以及是什麼使我們

成為一個人。 

Page 2 of 4 

 



我們可從這個疫情汲取新的重要教訓。除突顯了一些社會矛盾與人善惡本性， 它

給人們帶來一些警醒與反思： 

- 健康是最寶貴的，我們需好好照顧自己身體，避免感染或生病。 

- 時刻增強身體，心理和價值信念的免疫系統。 

- 家庭和親友相互關懷的重要性，尤其在困難時期。 

- 保持謙卑和意識到個人無法與大自然抗衡，一個小病毒就足以讓全世界停頓。 

- 社會平等，特別在危機中我們需要盡量平等地對待所有人。 

- 儘管病毒會跨國界傳播或要封關隔離，我們仍要無分國界地域連結一起。 

- 關心並珍惜環境、生態和生靈。 

- 整頓西方敗壞的資本主義和消費主義，遏止企業高管為追求回報最大化而犧牲其他

持分者的利益。 

- 疫情和其他疾病都是在呼喚人類的愛心。 

我們希望這場危機能喚醒更多人作反思，避免人為錯失令大自然要對人類的再次提

醒。 要不然，今次疫情結束僅只是另一個循環的開始，它將一直持續直到我們學懂真正

的教訓為止。 

 

創造性破壞與新常態 

正所謂「有危必有機」。已故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熊彼得曾提出「創造性破壞

理論」。今次疫情雖具破壞性，但也製造了創造性破壞，帶來了創新和機會。例如在防疫、

衛生、網購、實時視像軟件、外送、家庭娛樂等行業產品，新商機蜂湧而至；而人們消費

模式相應改變，傳統旅遊、航運、金融、酒店、餐飲業及中小企亦已思考如何改革適應新

改變。 

例如，遙距實時視像會議或教學已成為我們新生活的一部分，並帶來了很多新的商

機和就業機會，創造了共享價值。 經過幾個月以實時視像教學代替面授教學，雖然對一

些學生的學習帶來適應困難與影響，很多教師和學生已為將來學習和溝通的新趨勢裝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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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 很多教師還嘗試實踐了一些創新的教學概念（如翻轉教室和混合式教學），並將

「教」轉變為更多的「學」。 

最近香港的疫情已有放緩穩定。現在我們對新冠狀病毒的特性和傳播途徑已經有更

多的了解，而且知道疫情還需更長的時間才會完全消失。儘管如此，我們總不能長期留在

家工作或學習。雖然疫情尚未完全消退，只要我們有正確的心態和做足充份的防疫措施，

便可以逐步恢復正常的生活、工作和上學。疫情過後，我們的生活將展現出一番新景象，

甚至「新常態」。 

身處逆境往往是我們發揮最大正能量的時候。由於疫情的緣故，去年修例風波與社

會分裂亦有所舒緩。但最近國安法爭議，可能又掀起另一場風暴。在不一樣的時局，期望

香港各界仍能放下政見爭拗，減少內耗分化，同心同德一起抗疫以走出困局。 

 

(作者為香港恒生大學校長，內容只代表個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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