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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的全球贸

易、投资以及大规

模人员流动，将受

到重大影响。

人类将进入一个全新模式的世界

疫情全球暴发后，各国政要号召国民团结起来，

与新冠病毒这个“敌人”斗争。但是人类这种以病

毒为敌的思考正在悄悄转变。

法国生态哲学家蒂莫西·莫顿说，不要以新冠

病毒为敌，而是要与其共生。他说，“我们都是共

生的存在，与其他共生存在交互缠绕”。必须与病

毒“共生”的思考，也表现在防疫政策领域。5 月

4日晚6点，安倍首相在记者会上宣布日本全国“紧

急状态”将延至 5 月底，与此同时，他呼吁“为保

护生命，必须早日建立新冠病毒流行时代的新日

常”。安倍提倡的国民“新生活方式”，系由专家

研究制定，涉及个人、国民日常生活以及工作方式

等方方面面。这个“新生活方式”，意味着人类要

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的重大思考转变，政策转变。

今后，即使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得到抑制，但人

类仍可遭遇其他新型病毒。因此，今天人类生活方

式必须调整。以疫情为界，人类将进入一个不同生

活模式、生产模式的世界。

疫情已然改变各国各种“社会价值”分配的基

准。今后及未来政治，将围绕人的生命、生态政策、

生命伦理等问题展开重大讨论，这类话题将成为优

先议题。

这次西方各国疫情横行时，大多数医务人员面

临缺少防护、医院缺少呼吸机、大众缺乏口罩的窘

境。今后，经济发展将放弃“唯效率论”。许多有

关社会福祉、医疗卫生、生命安全的产业，将回归

国民国家计划管理，甚至将成为战略产业，直接归

属国家掌控。

有人指出，这次疫情将加速上世纪 90 年代型

的全球化运动的崩溃。这种全球化是以效率为中心

的人财物全球流动。最近10年全球经济政治发展，

呈现不均衡状态。这次疫情，将给予全球化沉重一

击。未来的全球贸易、投资以及大规模人员流动，

将受到重大影响。

未来国际组织地位可能发生变化，世卫组织将

变得更加重要。包括国际环境组织、难民救援组织等

都可能增加其重要性。另外还将有许多非政府的卫生

组织，无国界医师组织将可能得到更高的国际地位与

尊重。此外将可能成立许多新的国际救援组织。

这次疫情促使全球商业转入线上，未来公司业

务、交易线上进行的模式可能固定化，人类交往不

再需要身体移动，线上交流交易将成为未来商业主

流。航空业对此最为敏感。今年4月，国际航空运

输协会（IATA）曾预测，如全球停飞3个月，航空

业将有2500万人失业。5月 4日通用（GE）航空部

门宣布削减13000名雇员，并说明此举为永久措施。

以往线上教育举步维艰，但疫情促使全球各国

教育转入线上。所谓线上教育，按照一般解释包括

以下 3 种。1. 网络分发讲义，布置作业。2. 学生学

习学校网络映像资料。3. 网络实时授课。笔者所在

大学 4 月开学后，各教师分别采用上述 3 种形式授

课。这次疫情，必将深刻影响学校教育的状态。日

本各大学以及教育界，都做出长期线上教学计划。

即使疫情过去，许多远隔教育模式仍将可能继

续。例如网上留学模式，即使疫情后，也可能

获得发展，甚至部分代替线下留学。

疫情期间，男性居家时间增加，这将改变

“男主外女主内”的流行家庭模式，促进男女

家务分工。疫情可能促使女权主义增长。同时，

这也将对婚姻带来新挑战与契机。

全球化停滞后，人财物全球移动减缓，但国家

间合作“1对1模式”可能增多。此外国际交流的“近

距离化”，国际合作“小区域化”将会发展，国家间“互

补型”合作可能成为国际交往的普遍形态。

　　以疫情为界，人类将进入一个不同生活模式、生产模式的世界。今后及未来政治，将围绕人的生命、生态政策、生命伦

理等问题展开重大讨论，这类话题将成为优先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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