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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武漢肺炎）台灣網路聆聽點報告 

日期： 2020 年 4 月 5 日 

召集人: 許明輝、盧盈任 

 
第一部分：重要印象與經驗的分享 
省略。 
 
第二部分：主題指認 
 
主題一：對生命的反思 
  不少成員表明原本已經預訂與計畫好的工作因為疫情而延宕或停擺，生活重

心從工作事業與個人成就上轉移到對於自己身體、心理與生命的照顧，還有陪伴

家人上；工作仍如常進行的成員也感受到，人類面對病毒的脆弱與無力感，而將

關注焦點轉移到個人生命真正重視的事情上。而地球也因為人類的停擺而在環境

上有所改善。 
 
主題二：台灣認同 
  一些成員提到，對台灣去年底到現在的防疫表現是信任與肯定的，相較於其

他國家封城、全國禁足、商業停擺的狀況，對於待在台灣生活感到安心，也因為

台灣初期因應得當，讓國際看到台灣在防疫、醫療上的優秀表現。不過也引起成

員思考台灣除了防疫究竟還有那些部分或是自身實力需要發展，才能夠讓台灣在

疫情結束後平穩面對新的國際局勢。  
 
主題三：與中國的關係 
  有成員表達對中國政府的憤怒，因為其在初期隱瞞疫情與迫害吹哨人，以及

掌握世界衛生組織，發布以中國為敘事主體的消息，因而導致疫情後期的擴散。

有成員在疫情前帶著太太去中國發展，對於因為擔心中國疫情而回來台灣有拉扯

的感受。有中國的成員對於本活動使用＂武漢肺炎＂的稱呼感到失望與不滿，認

為有些人可能會因為這樣的稱呼而受傷。 
 
主題四：疫情造成的生存焦慮 
  有成員表達對於感染的強烈焦慮。在生活上無不處處提防，懷疑自己有新冠

肺炎的症狀。因為戴口罩及社交疏離政策，會有疏離感。因為疫情的嚴重性不是

很好判斷，容易造成不確定感，有些人因為對防疫變得麻木，因而不是很重視。

重視防疫者會對不重視防疫者有不滿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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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五：全球化與防疫  
 有成員提到在身處歐美國家的黃種人對於帶口罩會有顧忌，且疫情爆發初期，

也不見歐美的人戴上口罩；也有美國人原本在台灣生活，亞洲有案例時對於身處

台灣感到不安，認定美國是安全的地方，殊不知疫情也在之後擴散到歐美，國與

國之間的經濟、觀光、各種交流在現代變的十分密切，台灣在初期防堵了來自中

國的案例，但之後需要陸續檢疫自歐美國歸國的國人，世界的經濟也因為各國陸

續停工而衰退，各個國家在現代均會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彼此。 
 
 
第三部分：分析與假設形成 
分析：  
  台灣在世界的處境是孤立的，由於大部分的國家採用一個中國原則，中國也

藉此打壓台灣在國際上的活動與外交。17 年前，台灣因為被排除在世界衛生組

織之外，面對 SARS只能孤軍奮戰，但由於前次抗疫的經驗以及一直以來對於中

國以及聯合國及其隨附組織的不信任，台灣在因應源於中國的新冠肺炎疫情上格

外小心與謹慎，讓我們的國家不致於因為疾病的蔓延而影響整體社會的運作，並

在醫療水準與應變能力上有十分優秀的表現，讓世界各國看到台灣在醫療上的實

力。 
  新冠病毒是一種新的病毒，我們對其特性還在了解當中，不過從報導中知道

它是一個傳染性強，且對老年及慢性病族群有相當威脅性的一種病毒，會造成生

活、生命、事業與經濟的喪失或改變，而引起相當高的生存焦慮。就如同年初的

大選結果，關係到台灣或中華民國認同的消亡，如此巨大威脅與改變導致了親中

與抗中兩大陣營各自的團結，但病毒威脅的是人類最根本的生命，以及國內的各

行各業，如此全面性的威脅讓大多數的台灣人擱置原本認同上的混亂與不同意識

形態，共同抵禦疾病。雖然台灣的疫情相較其他國家算十分輕微，很多人因而覺

得身為台灣人很幸福，不過，長期處在生存焦慮中，也促使大家去反思生命的優

先順序。 
  於此同時，社會中團結起來防疫的能量，有一部分指向台灣內部不專心投入

防疫的人（外出旅遊、不遵守防疫政策），也有一部分直指病毒的發源地以及長

期以來打壓台灣的中國，因此防疫期間與中國有關的人事物時常會接受到許多的

敵意，這或許讓國內或兩岸已經分裂的族群之間更難以靠近，也讓一些人擔心疫

情過後的兩岸關係回不去了，中國會升高對台灣的威嚇攻擊。 
相對於中國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所受到世界各國的質疑，台灣在這次全球疫

情中的表現讓各國驚艷，也讓台灣在世界舞台的能見度與認可度提升許多。由於

與世界各國的互動增加，再加上防疫讓地球村的概念更有切身感，台灣人民有機

會去感受到各國在價值觀、種族、文化上的複雜與不同（如：戴口罩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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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源於中國的新冠病毒強化了台灣的生存焦慮，提醒人們除了工作成就之外的

重要事物，如親密關係，也因為疫情關係到個人與國家的生存，大部分人均團結

抵抗以及配合防疫政策。這種團結與政府的應變能力讓越來越多國家看到台灣在

防疫上的優秀表現，使台灣新的國際認同得以形成。 
  然而過去在認同上的分裂（親中或抗中）依然存在，意識上，台灣因為 SARS
的經驗而能快速應變與防疫，動能除了來自個人與國家的生存焦慮外，另一部分

是來自過去長期被中國打壓以及 SARS 事件的創傷做產生對中國的憤怒、敵意與

不信任。這些情緒讓國人在防疫期間對於與中國有關的人事物有許多明顯或隱微

的攻擊與拒絕，例如：WHO、台商、中國配偶及其子女。疫情在各國引起的焦

慮，也凸顯了國家、種族、價值觀上的差異與分裂，以及國際合作的重要性。 
 
[ 04/24/2020, 許明輝 & 盧盈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