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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月，中國武術界發生了一件大事：渾元形意門掌門人馬保國在比賽中不到半分

鐘便被一名業餘拳手擊倒，在比賽之前馬保國吹噓自己武功怎樣了得，說自己曾經在英國

打敗了混合武術的歐洲冠軍。馬保國並不是第一個出洋相的「武林高手」，在此之前，中

國許多武術大師宣稱自己武功蓋世，例如太極拳大師「雷雷」、詠春大師丁浩、點穴手吕

剛、裏合腿田野……等等，「格鬥狂人」徐曉冬向以上等人逐個挑戰，結果他們在瞬間便

被擊敗。有兩組香港俚語可以貼切地形容這個情況：「口行行，大隻講」；「講起來天下

無敵，做起來卻有心無力」。不過，在地球的另一端，卻有一個西方版本的馬保國、雷

雷、丁浩、吕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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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抗疫實力全球第一？ 

根據 2019 年「全球健康安全指數」（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的分析，在防疫、

抗疫和許多其他指標方面，美國在 195 個國家中排名第一。在美國疫情轉壞之前，互聯網

上流傳著一篇讚賞美國抗疫實力的文章，以下是一些摘要：「3 月 13 日下午，美國總統

特朗普宣布美國進入『國家緊急狀態』（National Emergency）。這意味著，美國從民主政

治體制瞬間轉換成為集權模式。就在幾天前，輿論指責美國政府對新冠肺炎疫情反應遲

緩，相關部門工作效率低下並頻頻失誤。然而，一旦疫情嚴峻，美國就會行動起來，而美

國真的動起來了，我們才知道，他不是紙老虎。美國國民警衛隊在美國十八個州建立了野

戰醫院，超過二千名國民警衛隊工程兵部隊作為技術骨幹參加了建設。調動三萬七千人的

美國陸軍工程兵兵團出動建設更多醫院。與此同時，美軍還將在各個醫院附近，建設更多

的野戰醫院，專門治療病毒感染者；......美國已經擁有自己完善的體制，這次全國進入緊

急狀態，讓我們看到了一個超級大國在民主憲政與集權統治間是如何自由切換的。」 

在瘟疫爆發之後，美國的確是全球第一，但並不是在抗疫成績方面，而是在確診人數

和死亡人數方面。這正正是「講起來天下無敵，做起來卻有心無力！」如果將這一次抗疫

表現和其他美國的問題合起來觀察的話，許多問題都好像是承繼著同樣的脈胳。 

 

美國學生十年後竟無寸進 

美國在教育科技和其他教育資源上投入了大量金錢，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每年都收集來自世界各國的教育數據，並出版《教育概況》， 2018 年的《教育概況》顯

示，2015 年美國在每名小學、初中生身上的平均支出約為 12,800 美元，這比經合組織國

家 9,500 美元的平均水平高出 35％以上。在高中階段，美國為每個學生花費了約 30,000 美

元，比 OECD 國家的平均水平（16,100 美元）高 93％。此外，美國於 2010 年啟動了一項

教育改革計劃，那就是「州際共同核心標準計劃」（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Initiative），然而，2019 年「國家教育進步評估」（NAEP）卻發佈了一份令人沮喪的報

告：十年之後，美國學生的平均數學和閱讀成績竟無寸進！ 

 

十九年時間仍無法殲滅塔拉班 

2019 年，美國軍費支出為 7320 億美元，這是世界第一！美軍擁有全世界最精良的武

器和最先進的技術，航空母艦「福特號」被喻為「人間神器」。但是，美國介入越戰十

年，最後仍然無法阻止南越落入共產黨的手中。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恐怖襲擊之後，美

軍與阿富汗北方聯盟似乎很快便擊敗了塔利班，但阿富汗的戰事卻一直是拖拖拉拉。2020

年 2 月 29 日，美國與塔利班簽署了一項協議，美國㑹在 14 個月內撤軍。全球第一的武裝



勁旅花了十九年時間，仍然無法將塔拉班這群烏合之眾徹底消滅！這種表現比越南戰爭更

加糟糕，越戰期間北越有蘇聯和中共在背後支持，美國國內則彌漫著濃厚的反戰情緒。在

反恐戰爭期間，阿富汗沒有得到任何大國的支援，相反，美國和北約站在同一陣線，在戰

爭初期，美國大部分人民支持政府打擊恐怖主義，在種種優勢之下竟然得出這樣的結果，

確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遠在一九五七年毛澤東曾經嘲笑美國為「紙老虎」，這並不是完

全沒有道理的。 

 

特朗普標榜美國在測試上全球第一 

筆者需要強調，這篇文章並沒有對美國醫護人員、教育家、軍隊存有任何不敬的意

思，我相信大部分人已經竭盡所能。以上的問題有獨特的原因，但亦有共同的結構性原

因，那共同的結構性原因在描述問題時已經透露出來，那就是太著重輸入，而沒有細心檢

討出產和投入是否成正比。 

在 5 月 11 日的新聞發布會上，特朗普總統吹噓美國在測試冠狀病毒方面處於世界領

先地位，他說：「本週，美國將達到一千萬次測試，這幾乎是其他任何國家的兩倍。我們

正在測試的人均人口比韓國、英國、法國、日本、瑞典、芬蘭和許多其他國家還要多，在

某些情況下，甚至是其總和。」這就是典型的輸入至上主義（inputism）！病毒測試只不

過是投入的資源，真正重要的是結果，我十分讚賞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白宮通訊員魏家

江對特朗普的提問：「為什麼這（測試）是重要呢？如果每天仍有美國人喪生，而我們每

天仍在看到更多確診案例，那為什麼對你來說這是全球性競爭呢？」那時候特朗普拂袖而

去。 

 

美國大學排名 

胡佛研究所著名研究員托馬斯‧索威爾（Thomas Sowell）指出，美國的教育過於注重

投入。筆者比較熟悉高等教育，在以下討論中我將會引用大學和研究院的例子，而不是

中、小學。每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and World Report）根據很多指標準去

計算大學的排名，例如學生畢業率、教師資源、教師與學生比例、全職教師比例、財務資

源，標準化考試成績、高中成績、校友捐贈金额……等等。可是，若果你細心觀察一下，

你會發現當中大多數準則都是屬於輸入，而不是輸出，例如學生畢業之後進入研究院的百

分比、畢業生的平均工資、畢業生需要幾長時間找到與自己學歷相稱的職位……等等，都

不在考慮之列。 

美國大學的另一個排名指標是「卡內基高等教育機構分類」（Carnegie 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根據卡內基的分類，排名前兩個級别的大學必須至少有



二十個博士學位課程，並且每年的研究總支出至少為五百萬美元。細心的讀者會發現，研

究費用只不過是輸入，若果有一所大學的研究經費是少於五百萬元，那麼無論其研究成果

是怎樣驕人，例如發表的論文質量很高，申請的專利很多，它依然不會被列入最高的兩

級。 

 

結語 

我希望這一次新冠肺炎瘟疫是能夠喚醒美國的暮鼓晨鐘，若果美國不想變成紙老虎，

變成西方版本的馬保國、雷雷、丁浩、吕剛，人們便需要深切地反省是否需要繼續擁抱輸

入至上主義。筆者本人已經放棄了只重視輸入的態度，坦白說，我在年少時曾經學習中國

武術，但我不滿意每天重複操練那些姿勢優美的套路，假若我想打敗徐曉冬，我需要實戰

經驗和檢討實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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