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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COVID-19 疫情期間臺中港離岸風電檢疫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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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離岸風力發電為我國當前發展能源之重要政策，但 2019年底 COVID-19疫情

爆發，迅速傳播至世界各國，也對離岸風電開發計畫造成影響。為同時顧及嚴守

邊境之檢疫措施及離岸風電計畫之發展，我國研擬一系列離岸風電相關防疫管理

計畫。臺中港為離岸風電產業之重要港口，亦配合邊境檢疫措施進行整備及執行

檢疫工作，整備部分包括人員下船、健康評估及港區內動線管制機制及規劃、船員

自費檢驗量能盤點及精進全船檢疫作業等措施。在檢疫工作執行情況，外籍離岸

風電船舶共有 490 名人員自臺中港入境，其中 223人為入境後居家檢疫，267人為

入境後自費檢驗陰性後即搭機離境。此外，共有 2 次因船員疑似 COVID-19 症狀

而登船檢疫案件，船員後送之檢驗結果亦為陰性。目前國際 COVID-19 疫情仍為

嚴峻，未來惟有持續評估國際疫情風險及入境管理量能，滾動式調整邊境檢疫

措施，及結合港區各單位跨機關跨部門合作，才能保全國內的防疫成果，兼顧離岸

風電的產業發展。 

 

關鍵字： 臺中港、離岸風力發電、COVID-19 

 

前言 

離岸風力發電（以下簡稱離岸風電）為臺灣發展綠色能源重要政策，根據國際

離岸風電工程顧問機構 4C Offshore 在 2014 年發布的全球「23 年平均風速觀測」

研究，發現世界上風況最適合發展的 20 處離岸風場，臺灣海峽就占了 16 處[1]。

而我國經濟部能源局（以下簡稱能源局）於 2015 年公布全臺 36 處離岸風電潛力

場址，其中 21 處集中於彰化外海，占 58%。故離彰化外海最近的國際港臺中港即

成為離岸風電船舶主要停靠之處。2019 年底 COVID-19 疫情爆發，之後迅速傳播

至世界各國，也對臺灣離岸風電開發計畫造成影響。面對日益升溫的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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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我國統合各部會資源與人力，於 2020 年 1 月 20 日 成立「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以下簡稱指揮中心），成立後立即採取多項邊境管制

措施，並進行滾動修正及應變整備，促使我國邊境檢疫措施與程序更加完善[2]。 

指揮中心於 3 月 19 日全面禁止外籍人士入境臺灣。4 月 10 日開始允許特定

外籍船員得以商務履約事由申請入境，但僅限於本國籍船舶及本國籍船舶運送業

所屬外國籍船舶或來臺交船者，故離岸風電外籍船舶上之外籍船員依然無法入境

臺灣，無法換班輪休及更換船員。若船員無法輪替更換，工程將難以依進度執行，

且船員長期無法上岸，恐影響心理狀況而造成精神問題。此外，離岸風電工程受限

於氣候因素，約秋末以後海象及天候更加惡劣，使得施工困難，故須於在此季節之

前進行相關工程，工程進度有時間壓力。 

因上述理由，離岸風電之主管機關能源局依產業及船舶型態主責規劃管理

機制，後續再經跨部會溝通合作並提報指揮中心核備，規劃「離岸風電船舶專案

防疫管理計畫」並於 5 月 23 日開始實施。個別工作船可進行專案申請及加以管理，

外籍船舶上之外籍船員始能入境臺灣。接著於 6 月 8 日開始通案實施離岸風電

防疫措施計畫書 1.0（以下簡稱防疫措施計畫書 1.0），擴及所有外籍離岸風電船

舶，主要確立能源局可核發外籍船員之商務履約，船員取得商務履約後，入境居

家檢疫 14 天，解決船員長期滯船問題。但因船員及技術人員離船入境，均須居

家檢疫 14 天，船舶及人員調度不易。故 6 月 30 日起實施修正版的離岸風電防

疫措施計畫書 2.0（以下簡稱防疫措施計畫書 2.0），開始進行自費檢驗陰性後搭

機離境的措施。另外也規定具風險船舶轉換為低風險船舶的程序，經轉換後之

低風險船舶，人員入境免居家檢疫。此外，為積極補強具風險船舶之人員管理及建

立違規處置之相關原則，8 月 17 日公布入境採檢後離境管理機制，規定自費檢

驗陰性者，須 3 日內儘速搭機離境。8 月 24 日實施離岸風電防疫措施計畫書 3.0

（以下簡稱防疫措施計畫書 3.0）[3]，強化離境船員管理，如下船當日完成自費

檢驗及違規之裁罰方式等相關措施。 

臺中港為臺灣離岸風電船舶主要停靠處，亦經行政院核定為風電作業母港，為

離岸風電產業之重要港口。因應 2020 年 COVID-19 疫情，臺中港相關單位亦依照

指揮中心訂定之邊境檢疫措施進行整備及執行檢疫工作。本文整理疫情發生後，

臺中港離岸風電船舶檢疫措施整備及其檢疫情況，以作為未來因應新興傳染病

疫情，港埠單位應變的參考。 

 

離岸風電船舶檢疫相關名詞 

依據防疫措施計畫書 1.0 至 3.0，相關名詞解釋如下： 

一、 低風險船舶：指船舶已經過「全員更替」或「全船檢疫」方式轉換，且該船

工作人員於海上不再接觸其他人員之情況下，可視為社區延伸。故入境進入

社區前，不須再辦理居家檢疫等措施，上岸輪休或搭機離境不受檢疫限制，

惟須配合我國境內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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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員更替：船上全部工作人員下船登岸並依規定居家檢疫 14 天，船舶進行

全面消毒，再由已完成居家檢疫之工作人員上船更替。 

三、 全船檢疫：船舶申請獲能源局同意後起算 14 天檢疫期，檢疫期間均應維持無

船隻人員互換或其他接觸。檢疫期滿後，船舶靠港全員採檢，COVID-19 結果

皆呈現陰性且船舶經全面消毒後，始完成全船檢疫。 

四、 具風險船舶：除上述「低風險船舶」以外者。人員上岸輪休或搭機離境，於

下船時應遵守「具風險船舶人員下船及港區內動線管制機制」[3]。若是上岸

後須進入國內社區，則應依規定居家檢疫 14 天；若是上岸後即搭機離境，

則須依據「下船入境自費採檢後離境」船員之管理機制，入境進行檢驗後入住

集中檢疫所，自費檢驗陰性者，須 3 日內儘速搭機離境。 

五、 居家檢疫：指揮中心宣布於 2020 年 3 月 19 日起，自國外入境者，須進行 14

天居家檢疫。檢疫期間須留在檢疫地點不外出，亦不得出境或出國，並自主

記錄體溫及健康狀況，配合必要之關懷追蹤機制。 

六、 「下船入境自費採檢後離境」船員之管理機制：考量某些船上人員欲搭機離境

且無進入我國社區之需求，但其未經檢疫仍具有風險，故規劃此機制。該人員

入境後開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集中檢疫通知書及提審權利告知（以下簡稱

集中檢疫通知書）[4]，進行檢驗後入住集中檢疫所等候報告，自費檢驗陰性

者，須 3 日內儘速搭機離境。能源局須督導離岸風電相關業者落實人員下船

至離境前之管理，如專車接駁、追蹤檢驗結果及健康追蹤等。 

 

臺中港離岸風電船舶檢疫整備及作為 

一、 船舶審查檢疫及轉換為低風險船舶各單位管理措施 

依據我國檢疫相關法規、能源局防疫措施計畫書 3.0 及指揮中心規定，

離岸風電船舶自國（境）外進入臺中港時，皆已進行船舶審查檢疫，船舶須事

先提報檢疫文件及船員健康情形[5]供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疾管

署）檢疫人員審查，若有疑似傳染病或 COVID-19 相關症狀等異常狀況，則會

經該署檢疫單位評估後，執行登船檢疫、疑似病例後送就醫等檢疫相關措施。 

船舶申請轉換為低風險船舶，若是以全船檢疫方式，須提報海上作業之

檢疫期間（14 天）管理監督計畫等文件，檢疫期間不得人員互換或與其他

船舶人員接觸。能源局則藉由交通部航港局（以下簡稱航港局）提供之航跡

資訊，比對海上接觸紀錄及航行日誌等，查核是否與其他船舶與人員接觸。

船舶檢疫期滿後須全員採檢且全船消毒，該船須將採檢結果及船舶消毒證明

文件提報能源局，以供審核是否轉換完成。 

若船舶經轉換完成，能源局需函知經檢疫之船舶人員名冊予相關單位。

疾管署中區管制中心則依照能源局所提供之名冊等資訊，掌握船舶風險態樣

（低風險或具風險船舶）及人員上下船情形。內政部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

則查核人員身分及疾管署確認之檢疫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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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具風險船舶人員下船流程及港區內動線管制機制 

臺中港具風險船舶人員下船流程及港區內動線管制機制：離岸風電相關

業者指派之管理者（以下簡稱管理人）於人員下船前須事先向能源局進行

申請，提報離船入境人員居家檢疫計畫書、具風險船舶商務履約證明等文件，

疾管署、移民署等單位再依據能源局審核通過之函文辦理相關工作。此外，

航港局依指揮中心指示規劃「COVID-19 期間商船船員入境聯合檢查單」，於

船舶申辦船員入境時需填報此檢查單，由移民署、疾管署及航港局三個單位

進行確認並核章，以利落實船員管理機制。 

人員下船前，管理人須事先向下船人員說明並要求遵守國內相關防疫

規定，且須全程陪同下船人員辦理相關檢疫工作。管理人須安排防疫專車

至船邊等待，並通知海關人員到場押運行李。下船人員搭乘防疫專車至港口

管制站及海關查驗關口辦理行李查驗作業，查驗後，疾管署中區管制中心即

辦理健康評估、開立集中檢疫通知書等檢疫工作，最後再至移民署港區辦公

室辦理入境相關作業。下船人員及管理人應遵守全程佩戴個人防護裝備等

防疫規定。 

疾管署中區管制中心因應上述檢疫工作，已進行檢疫動線規劃：首先為須

檢疫的船員與洽公人員動線分流，並在入口處備有酒精洗手設備，要求船員

進行檢疫工作前須洗手，另外也針對進入檢疫區域人員進行實名制。檢疫區域

分為船員等候區、船員健康評估區、查驗身分與資料填寫區，船員皆須佩戴

口罩及保持社交距離。檢疫工作人員全程佩戴手套、口罩、護目鏡等個人防護

裝備，檢疫工作結束後則立即進行檢疫場所之清消，第一線執勤之相關人員則

須進行自我健康監測。 

三、 健康評估及開立相關通知書 

在船員入境臺中港前，疾管署之檢疫工作，主要為進行該等船員之健康

評估，並依其入境條件開立相關通知書。然為利作業順利，會事先請管理人

提供下船人員清冊，核對入境所需資料是否正確及完整，並於當日請管理人

安排下船人員依照清冊順序進入檢疫區域，每次進入檢疫區域之人員約 2–

3 人。若是船員為上岸輪休等需要入境居家檢疫之情況，會在入境前量測體溫

並評估是否有 COVID-19 疑似症狀。若無疑似症狀，則開立防範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以下簡稱居家檢疫通知書）[6]，

核對身分並確認手機號碼是否正確，若無問題再辦理入境手續，最後搭乘專

車至居家檢疫場所。 

若是船員為自費檢驗 3 日內搭機離境之情況，也會在入境前量測體溫並

評估是否有 COVID-19 疑似症狀，並填寫船員健康狀況聲明表。若無疑似

症狀，則開立集中檢疫通知書，核對身分並確認手機號碼是否正確，若無問題

再辦理入境手續，搭乘專車至醫院自費檢驗 COVID-19，採檢後再至集中檢疫

所等候結果，結果為陰性才能於 3 日內搭機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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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上述船員經評估有 COVID-19 疑似症狀，檢疫人員則開立居家檢疫

通知書或集中檢疫通知書，啟動後送流程，由救護車載送船員至醫院採檢，再

至集中檢疫所等候報告，若檢驗陰性再至居家檢疫地點完成居家檢疫。 

四、 船員自費檢驗量能盤點 

為便利自臺中港入境之離岸風電船員進行 COVID-19 自費檢驗，疾管署

中區管制中心與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合作，輔導距離臺中港較近之區域醫院，於

2020 年 7 月 16 日成為自費檢驗指定醫院，後續也增設自費檢驗快速服務

（急件）項目，使自費檢驗之離岸風電船員能盡速取得檢驗報告後，搭機離境。 

 

臺中港離岸風電船舶檢疫情況統計 

一、 臺中港外籍離岸風電船舶入境船員人數統計 

2020 年自 5 月 23 日實施離岸風電船舶專案防疫管理計畫以來，統計至

12 月 31 日為止，外籍離岸風電船舶共有 490 名人員入境，來自 13 艘船。

其中 223 人為入境後居家檢疫，267 人為入境後自費檢驗，自費檢驗皆為

「下船入境自費採檢後離境」管理機制之人員，其入境情況如圖一。若分月份

來看，6–9 月入境人數分別為 142、142、187 及 19。入境情形於 8 月底到

達高峰，最後一批入境的船員為 9 月 14 日。因為 6 月 30 日開始實施防疫措

施計畫書 2.0，離岸風險船舶可以全船檢疫或全員更替方式轉換為低風險船舶。

而轉換為低風險船舶之船員，入境則不須居家檢疫等檢疫措施，故離岸風電

船舶陸續進行轉換程序，所以 2020 年自 9 月 14 日以後即無船員入境進行

居家檢疫或自費檢驗。 

 

圖一、2020 年臺中港外籍離岸風電船舶入境船員人數統計 

 

二、 臺中港離岸風電入境船員居家檢疫情形 

2020 年臺中港外籍離岸風電船舶入境進行居家檢疫的船員中，91%為

外國籍（202 人），本國籍為 21 人。在居家檢疫地點之縣市中，以臺中市為

最多，其次為臺北市及高雄市，其居家檢疫地點的縣市分布如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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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2020 年臺中港外籍離岸風電船舶之船員入境居家檢疫縣市分布 

 

三、 臺中港離岸風電工作人員自費檢驗情況 

2020 年臺中港外籍離岸風電船舶入境後進行自費檢驗的船員有 267 人，

共來自 12 艘船，由 6 家醫院進行自費檢驗，檢驗結果皆為陰性，其採檢醫院

分布如圖三。 

 

圖三、2020 年臺中港外籍離岸風電船舶之船員自費檢驗採檢醫院 

 

因 2020 年 8 月 17 日公布入境採檢後離境管理機制，規定自費檢驗陰性

者，需採檢後 3 日內搭機離境，故統計臺中港 8 月 17 日以後入境進行自費檢

驗的船員離境情況（表）。船員皆於採檢後 3 日內離境，其中有 38%的船員於

採檢後 1 日即離境，53%的船員則於採檢後 3 日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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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20 年臺中港外籍離岸風電船舶之船員自費檢驗入境至離境日數 

入境至離境日數 人數 佔比(%) 

1 50 38 

2 12 9 

3 71 53 

總計 133  

 

四、 登船檢疫及後送就醫 

因應全球 COVID-19 疫情嚴峻，且國際間發生多起 COVID-19 船舶群聚

事件，疾管署 2020 年 5 月 4 日制訂船舶靠泊防疫措施與船員健康監測指引

[7]。自國(境)外進入我國船舶，除原有海事衛生聲明書外，抵港時應提交

「船員健康狀況聲明表」[8]。如船員出現疑似 COVID-19 症狀，疾管署將

執行登船檢疫與船員健康評估，必要時進行疑似個案後送就醫或採檢等措施。 

臺中港外籍離岸風電船舶 2020 年共有 2 次因船員疑似 COVID-19 症狀而

登船檢疫案件，分別為 3 及 6 月份各 1 次。3 月份之案件為 1 名外國籍船員有

咳嗽症狀，通報疾管署後該署中區管制中心則執行登船檢疫及健康評估工作，

34 名船員（含個案）體溫量測結果皆正常，該船員自出現咳嗽症狀後即於

醫務隔離室進行隔離，症狀開始前曾因工作關係吸入大量粉塵，經船醫判斷其

咳嗽應與此相關，個案服用船醫開立之藥物後咳嗽症狀已改善許多，故此案未

後送就醫。6 月份之案件為 1 名外國籍船員通報有咳嗽症狀，疾管署中區管制

中心登船檢疫後，量測全船船員 46 人（含個案）體溫皆正常，經調查該船員

咳嗽已逾一週且症狀未改善，故啟動後送就醫，之後該船員 COVID-19 檢驗

結果為陰性。 

 

討論與結論 

根據 2020 年臺中港外籍離岸風電船舶入境船員之統計資料，可以發現自 5 月

23 日開始實施離岸風電船舶專案防疫管理計畫後，船舶申請入境之人數每月皆

超過 100 人，尤以 8 月份達高峰，此外因為 6 月 30 日實施防疫措施計畫書 2.0，

開始進行自費檢驗陰性後搭機離境的措施，故 7 月份以後入境的船員逐漸以自費

檢驗方式居多。此外，因防疫措施計畫書 2.0 及 3.0 提出具風險船舶可轉換為低

風險船舶之方式，相關單位也因應疫情發展要求離岸風電船舶應儘速轉換為低

風險船舶，故臺中港自 8月 18日第一艘離岸風電船舶進行轉換低風險船舶程序後，

至 10 月 31 日止離岸風電船舶已全數轉換為低風險船舶，故自 9 月 14 日以後即無

船員入境進行居家檢疫及自費檢驗，也降低因應疫情執行檢疫措施之成本資源。 

自 6 月 30 日開始進行自費檢驗陰性後搭機離境的措施後，於 2020 年 7 月間

有發現經臺中港入境的船員，自費檢驗後於防疫旅館居家檢疫等候報告期間，違規

至飯店外吸菸，警察依居家檢疫違規案件程序辦理。另外國際間也頻傳因豁免船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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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特定人員檢疫，而有船員確診 COVID-19 造成社區感染事件。我國於 3 月 20 日

已對居家檢疫違規者明訂裁罰基準[9–10]，為使該類船員之管理及裁罰依據更加

完善，指揮中心於 8 月公布入境採檢後離境管理機制及防疫措施計畫書 3.0，規定

自費檢驗後須至集中檢疫所等候報告，若檢驗陰性應於採檢後 3 日內搭機離境，

以及初次與再次違反檢疫規定之裁罰方式，以強化離境船員之管理。本文也統計

實施自費檢驗 3 日內離境之情況，所有船員採檢結果皆為陰性且皆於採檢後 3 日

內離境，約一半的船員於採檢後第 3 日離境，但也有近 4 成的船員於採檢後 1 日

即離境，表示在此管理措施實施後，其船員及其所屬公司單位有高度的配合，也能

降低若有確診船員入境後於社區傳播之風險。 

2020 年自離岸風電相關計畫實施以來，臺中港外籍離岸風電船舶雖有疑似

呼吸道症狀後送的船員，但無檢驗 COVID-19 陽性之個案；此外，自費檢驗之船員

也未有檢驗陽性之個案。但國際 COVID-19 疫情仍嚴峻，之前的文章有提到我國經

評估國際疫情現況、病毒傳播特性、國人疾病感受性及現行邊境管制措施等，研判

COVID-19 境外移入風險為高，甚至也有國內社區流行之風險[11]。離岸風電船舶

若有確診 COVID-19 之船員，則會影響相關工作甚鉅，對於港區工作人員甚至社區

也有高度風險。故在離岸風電發展計畫等國家重要能源政策執行下，如何兼顧嚴守

邊境等防檢疫措施，為當前重要的課題。未來惟有持續評估國際疫情風險、入境

管理及社區防疫量能，滾動式調整邊境檢疫措施，及結合港區各單位跨機關跨部門

合作，才能保全國內的防疫成果，兼顧離岸風電的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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