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对各个产业的冲击是前所未见的，企业的管理及应对策略也正面临全新的挑战；
企业应重新检视内部制度，并调整“风险管理”的思维；
企业应强化风险管理上的投资及重视，尤其是提升数字化的程度。

在人类的历史上，早已有过几次大规模的流行性传染病，比如2003年的SARS，就给我们带来了严重的
冲击。对于当年SARS的影响，理应让企业界学到了一些应对之道及课程，但为何这波新冠肺炎
(COVID-19)却依然如同海啸席卷而来呢？

想当年，SARS爆发时，中国还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如今已经跻身世界第二，更是世界工厂、众多原
物料及零组件的供应地，信息、电子相关产业的最大生产基地。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漫延，生产供应链“断链”的阴影几乎直接影响到全世界的各行各业。所以，这
次疫情对各个产业的冲击是前所未见的，企业的管理及应对策略也正面临全新的挑战。

因为这波新冠肺炎全球的大流行，每天新闻的报导中，我们看到了全球确诊及死亡人数的持续攀升、公
司企业的倒闭潮、未来疫情变化的不明朗等造成了人们的极度恐慌与不安。

以下几个重点是在这次COVID-19危机中，企业所需意识到的，跟大
家分享：

新冠肺炎(COVID-
19)教我们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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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思维，数字革新才能挺过危机。



家分享：

建立风险管理 (Risk/Crisis Management)的正式制度
现在许多的企业纷纷走向东南亚国家去设厂，其目的在于经营风险分散，这也是许多国际品牌对其
OEM供货商的要求。但依整个供应链来看，仍有许多零部件及原材料来自中国，即使将产业链的中下
游移至东南亚，仍无法避免断链危机。甚至因面临新冠肺炎严峻的影响，许多中国籍中层干部，自农历
年后到现在还无法回到东南亚派驻地工作。

专家们认为，企业因这次危机，应重新检视内部制度，并调整“风险管理”的思维。许多企业往往不重视
突如其来的危机，但现在的供应链很长，外在的环境随时可能会发生不可预知的变化。在这个时候，企
业应该成立一个“决策应变小组”，及时、完整地掌握讯息，并具备完善的指挥与通讯体系，负责整合并
推动应变机制。通常，这个小组至少要包括公司高阶主管、人事、总务、采购、业务、财务等部门。以
此次新冠肺炎来说，这个决策应变小组应该评估疫情在现阶段与中长期对公司业务、财务、人员会有什
么影响？对订单的影响以及是否会延迟交货？了解是否有相关政府所提供的“减负”政策等等…...

除了功能性的任务编组，企业更应建立风险策略管理的正式制度来执行以下任务:

1. 找出企业有可能面临的风险
2. 辨别及过滤风险
3. 处理危机的先后顺序及步骤是什么?
4. 如果要避免危机，企业应该要进行哪些改善或投资?

最重要的是，这些任务一定要定期更新，并随时检查调整。

东方有很多的企业都属于由上到下的阶层组织模式，当发生危机时，习惯待命行事，往往错失了许多处
理危机的黄金时间。反观许多跨国企业，高层会授命一群员工，在危机发生时，可以立刻做一些改变，
不需要等候授权。

要建立这样的制度，虽不容易，当然需要高层人员对思维上的转变，除了授权，还需要挑对的人，在平
时加以训练，建立起这样的企业文化，会让公司的危机处理具备更大的弹性空间。

以飞利浦(Philips)这类公司为例，公司的上下从属关系比较平等，不论职位、年资或阶级，只要你做的
事是对公司有利的，不一定要凡事请示，也不必担心会有违反职场伦理的疑虑，这种文化在亚洲企业就
相对少见。比较之下，西方的企业比较愿意为防患未然而投资，相对地，很多东方的企业领导，很少会
为了预防而花钱，而是为了治疗才花钱。这波疫情可以提醒大家转变思维。

数字化 (Digitalization)程度高，无畏封闭式管理
由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们可以得知企业应该强化风险管理上的投资及重视，尤其是提升数字化的程
度。

根据报导，此次疫情对大量依靠【人】来管理的企业，受到的冲击就远大于利用【数字】及【数据库】
管理的企业。如果企业的运作都要完全靠人到现场去了解及处理，那么该模式一断，就像新冠肺炎造成
全球各国许多城市进行“封城”或“锁国”这样的封闭式管理，这就会让过度于依赖人治的企业遇到大麻
烦。

我们有很多来自不同行业的客户，我们看到普遍科技行业和工业领域的客户相对数字化程度较高。但一
些传统行业、劳力密集型的中小型制造业，比如服装及制鞋的企业等就比较倾向人一定要在现场随时解
决问题的管理模式，所受到的影响相对更大。因此将会使越来越多企业积极提升数字化的能力。

数字化程度高的企业，可以把所有采购管理、生产管理、流程监控、KPI管理等信息都集中到企业总部



(HQ)，总部的神经中枢透过云端(Cloud)整合，不管开会或工作都可以在网络上进行，大大减少了人与
人的接触，让感染机率减少，也会让冲击变小。

未来两大趋势，值得我们关注及观察：
1. 产业重新分配：产业有可能出现一波重新分配，汰弱存强。因为风险管理是一笔不小的投资，许多
中小型企业如果评估投资成本难以回收，或甚至于根本不知道如何下手，就可能须有出场的心理打算。

2. 制造业供应链布局：之前闹得如火如荼的中美贸易战，外界预估会有更多的企业将工厂搬迁至东南
亚，但这一波疫情可能会影响很多制造业管理者的心态。

在这个前所未见的艰难时刻，唯有改变思维，数字革新才能挺过危机。

希望新冠肺炎疫情快快结束，也期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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