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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臺灣 COVID-19 入境檢疫系統之建置歷程與執行成效 

 

盧靜敏*、黃志傑、蘇信維、林詠青、李婉萍、何麗莉 

 

摘要 

2019 年 12 月爆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我國疾病管制署為

全球最先採取因應 COVID-19 疫情邊境檢疫國家。隨疫情自中港澳地區迅速蔓

延至國際的同時，我國即時掌握疫情並依據不同風險等級採行檢疫措施，開具「入

境健康聲明書」、「居家檢疫通知書」及「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等檢疫表單。 

疫情初期，係以紙本表單收集入境旅客健康狀況與在臺聯絡等資訊，因建檔需

人工登打，極為耗時、易誤植且不利存檔及查詢等問題，故由行政院資通安全處與

衛生福利部資訊處指導建置「入境檢疫系統」，以手機簡訊送達檢疫表單，提供

社區追蹤關懷；大幅提升旅客於邊境通關效率、減少紙本審單及鍵檔人力、維護

資料品質及跨系統共享資料與完備管理機制等，有效降低國人暴露 COVID-19 之

風險。 

入境檢疫系統自 2020 年 2 月 16 日上線後，不斷優化以應變疫情變化。自

3 月 19日起，限制外籍人士入境，並自 6月 29日再隨疫情調整外籍旅客須持陰性

證明入境並配合檢疫措施，惟有電子化方得快速應變且使用率至 9月已趨近 100%，

並擴大適用範圍至海港。未來依邊境管制政策隨時調整系統，以完備國境安全防

護效益。 

 

關鍵字：COVID-19、入境檢疫系統、系統應用 

 

前言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為新型冠狀病毒 SARS-CoV-2 引發的傳

染病。此病最早於 2019 年底於中國湖北省武漢市發現，我國自當年 12 月 31 日即

啟動武漢直航航班登機檢疫，為全球最早採取因應 COVID-19 疫情邊境檢疫的

國家[1]。因疫情持續嚴峻，使聯合國等相關國際組織及媒體高度重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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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此次疫情為自聯合國成立迄今，全球面臨的最重大危機[3, 4]。衛生福利部疾病

管制署（簡稱疾管署）自 2003 年面對 SARS 疫情以後，即逐步建置軟硬體架構，

強化監測國內外疫情、輿情及評估風險量能[5]。鑑於中國大陸 COVID-19 疫情已

有明顯社區傳播及擴大情形，疾管署於 2020 年 1 月 20 日宣布成立「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簡稱指揮中心），自 24 日啟動國際及小三通

港埠旅客入境填寫健康聲明機制；2 月 2 日合併「衛教單張」、「居家檢疫通知書」

及「健康聲明書」，發放「旅客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簡稱居檢書） 

三合一之複寫表單，以掌握旅客入境時健康情形，落實邊境檢疫政策[6]。 

前述政策實施初期，依旅客入境國家之風險程度，區分填寫紙本健康聲明書或

居檢書，由機組人員或國際港埠檢疫人員發放紙本之檢疫表單供旅客填寫，經檢疫

人員蒐集後，將文件掃描上傳至平台，由資訊公司接續登打，最後將資料匯入防疫

追蹤系統，由社區進行防疫管理。囿於人為操作等問題，常造成資料不完整，易致

不易管理及防疫破口疑慮。 

指揮中心成立後，即由資訊組盤點系統需求及規劃，以資訊科技輔助各項任務

推展。為提昇檢疫管理作業效率，經由行政院資通安全處（簡稱行政院資安處）與

衛生福利部資訊處（簡稱衛福部資訊處）指導，建置「入境檢疫系統」收集旅客

健康資料及聯繫訊息等資訊。並以簡訊送達相關檢疫單張網址連結，除有效節省

人力成本及建立完善資料庫外，更跨系統共享資料，及爭取邊境防檢疫應變時效與

完備管理機制[7]，降低國人暴露 COVID-19 之風險。 

本文係就入境檢疫系統之建置、導入使用及推展歷程與執行成效等進行檢視，

以作為未來在疫情應變情境下，經由資訊系統開發及協處防檢疫措施之經驗與

實例參考。 

 

系統建置重要歷程 

一、 盤點第一線實務需求，快速建立系統架構 

    2020 年 1 月下旬，因應 COVID-19 疫情擴大，指揮中心調升至二級開設，

除由衛生機關持續推展各項防檢疫措施外，行政院相關部會亦依職掌，投入

指揮中心運作。同年 1 月 29 日即由行政院資安處及衛福部資訊處，邀集

疾管署、內政部（移民署及民政司）、交通部及通訊傳播委員會（簡稱 NCC）

等機關，全力合作配合開發系統，自此奠定 COVID-19 防檢疫相關系統開發之

關鍵條件。 

    為掌握入境者健康狀態，以落實邊境防檢疫政策，衛福部資訊處於 2 月 7

日邀集相關部會研商建置「入境檢疫系統」，藉由資訊支持與介入，強化我國

邊境檢疫效能。爰參考「智慧檢疫多功能管理資訊系統」(SQMS)之旅遊史、

職業別、接觸史及群聚史(TOCC)等欄位資料，收集入境旅客之基本資料、

航班資料、檢疫措施、14 天內症狀及聯繫方式／居家檢疫地點等內容（如

圖一），並透過簡訊送達健康申報憑證、居檢書及體溫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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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疫情防堵之急迫性，行政團隊在一星期內完成系統開發建置，於 2 月

16 日正式上線，並持續優化系統功能與友善性。另為符合國家推動雙語政策，

同步建構系統中英文版本；後續因應大量來臺移工所須，再建置中越及中泰等

多國語言版本，以利移工線上申報。 

 

圖一、入境檢疫系統欄位 

二、 強化宣導及溝通管道，提升檢疫線上申報率 

本系統上線初期，係以紙本或電子申報表單兩種管道並行，凡持有智慧型

手機者，即可在啟程地航空公司櫃台報到(check-in)時，以旅客手機行動網路

上網，掃描 QR CODE 進入「入境檢疫系統」網站，利用在國外航站候機時間，

至系統進行健康申報。當航班抵達臺灣時，健康申報憑證及檢疫表單將以簡訊

送達，旅客則持證受檢後通關。 

為使旅客熟悉作業機制，由疾管署提供航空公司、機場公司及航空站等

單位相關宣傳海報、影片及電子看板等媒體素材，宣導旅客透過「掃描、輸入

資料、接收簡訊、出示手機」簡單四個步驟，就能完成線上申報，藉此逐步

提高系統使用率[8]。 

另為加強機場檢疫人員對系統熟悉度，疾管署於系統上線初期透過視訊

向各港埠檢疫人員介紹操作介面，後續至港埠現地辦理教育訓練，經由實際

互動與案例分享討論，蒐集第一線問題並予系統優化，另為利使用者問題即時

反映及解決，與相關單位成立 LINE 群組，由資訊廠商即時排除，此外，疾管

署全球資訊網亦滾動更新系統問答集，提供航空公司及民眾方便查詢的管道。

線上健康申報與旅客自助登打作業流程（如圖二）。 

 

 

 

 

 

 

 

 

 

圖二、線上健康申報與旅客自助登打之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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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優化港埠硬體環境及動線規劃措施 

為提升系統使用率，自 2020 年 2 月 24 日啟動旅客抵臺之機場動線分流，

分為電子通關與紙本通關兩種管道。採用電子通關者經審查健康申報憑證後

可快速通關。採用紙本者，入境時須經三關審查：第一關「完整性」，確認

填寫無遺漏；第二關「正確性」，當場撥打旅客手機號碼，並現場輸入系統且

與旅客同步確認；第三關「再次確認」無誤後，始完成居檢書開立[6]。另為

提升相關港埠之無線網路效能，由行政院資安處、衛福部資訊處及中華電信等

單位，協助改善各國際機場之無線網路效能，以維持航站 Wi-Fi 訊號之穩定

性，提高旅客使用線上申報系統意願。 

四、 無智慧型手機、國內電信門號或特殊情形旅客之應處 

為使無智慧型手機（持功能型手機或無手機）旅客可使用入境檢疫系統

進行線上申報，疾管署於機場提供質借手機服務，並開發入境檢疫系統電

腦版。旅客得於抵臺後，於機場使用電腦設備進行個人健康資料登打及列印

居檢書後，持證通關，並於 7 月時陸續於各國際機場完成布建，提高系統線上

申報率，並逐步取代紙本填寫之機制。 

另為配合落實入境旅客社區電子圍籬政策，要求旅客入境時需持有臺灣

手機門號，旅客若無臺灣手機門號，可於啟程地先以國外手機門號進行線上

健康申報，抵臺後，需於國際機場管制區內購買 SIM 卡，始得入境。入境

檢疫系統配合增修相關功能，於 2020 年 8 月 25 日開始，無臺灣手機門號者，

需購買 SIM 卡，並於系統輸入臺灣手機門號，才可提供通關憑證及居檢書，

經檢疫人員審查確認資料後，再同意其入境。另由 NCC 協請臺灣電信業者

配合於國際機場設置販賣點，依旅客入境人數備妥 SIM 卡數量及機動調派

人員支援，以因應大量旅客入境所需。 

     

執行成效 

一、 線上申報率及介入措施，持續系統優化 

系統於 2020 年 2 月上線初期使用率僅有 16%。為提升線上申報率及了解

旅客實際操作情形，2020 年 3 月 16 日至 21 日派員至桃園機場實地進行旅客

問卷調查，有效樣本數 170 餘人，發現問題樣態以「旅客不知道有入境檢疫

系統可使用」(34%)、「旅客 SIM 卡有問題、門號停用」(15%)及「系統無法

下拉選擇航班編號」(10%)所佔比例最高，顯示加強宣導及系統介面優化等

需求，為提升線上申報率之重要關鍵。另於 3 月 17 日至 19 日邊境檢疫政策

轉銜期間，依旅客入境時間及啟程國家風險等級，區分自主健康管理及居家

檢疫等措施。因實施時程緊迫及檢疫單張條件設定等因素，系統使用率暫受

影響，惟前述政策於 3 月下旬穩定運作後，系統使用率即顯著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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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管署自 2020 年 6 月底開始，要求入境旅客需於境外以智慧型手機完成

線上健康申報（未能完成者需以書面切結），且航機上不再發放紙本檢疫表單，

線上申報率已提昇至 60%至 70%。7 月份因建置「HELP」問題排除機制，當

發生旅客收不到簡訊、檔案無法開啟等異常事件時，經港埠檢疫人員確認個人

資料正確性後，可及時排除問題。另於國際機場陸續增設入境檢疫系統電腦版

（旅客自助登打）及停止紙本申報等措施，系統線上申報率於 9 月 1 日後已

近達 100%（如圖三）。 

 

 

二、 透過線上作業，減少人力負荷、提升資料正確性及社區防疫追管效率 

系統自 2 月份啟用迄今，因配合邊境政策調整，檢疫單張的轉換、移工或

特殊專案入住集中檢疫所、防疫旅宿、防疫計程車、短期商務人士及入境須

持有臺灣手機門號等政策，持續更新系統功能。並每日分析各航班旅客之系統

使用率，將執行率低於 80%之航班資料提供交通部民航局，供航空公司提升

航班之旅客線上申報率依據。經由各項改善措施，線上申報率逐漸達 95%

以上，不需再透過人工建檔，且降低因字跡潦草，致輸入資料錯誤問題。另

線上健康申報之檢疫審查通關時間，經第一線檢疫人員現地觀察，每人使用

時間僅約 40 秒，若採紙本申報者則需 7 分鐘，顯示線上申報可明顯縮短旅客

通關時間。旅客入境至接獲社區關懷電話時間也從入境後 19 小時（電子化前）

縮短至約 4 小時，顯著提高邊境檢疫效率、縮短行政作業時間，並有效減少

人力所需。 

 

三、 跨系統串接，整合資料流 

為避免旅客誤申報或系統遭受駭客等外界惡意攻擊，於系統開發初期，即

已將旅客身分確認列為重點，採以移民署 APIS（Advance Passenger Information 

System，航前資訊系統，由航空公司上傳旅客資料）跨系統比對。當旅客申報

圖三、入境檢疫系統介入措施與線上申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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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護照號碼等個資與 APIS 比對無誤後，再以簡訊將檢疫表單送達旅客所

持之智慧型手機，以利後續社區追蹤關懷順利進行。 

入境旅客透過智慧型手機完成系統線上健康申報後，其基本資料、旅遊史

及症狀等資料將串接至 SQMS，以減少檢疫人員重複輸入資料、加速旅客

通關、提昇通報效率及維護資料正確性。另入境檢疫系統資料經檢核比對後，

最慢於旅客抵臺後 4 小時內將資料送至疾管署資料中心，經資料中心排除

重複資料後，於 1 小時內匯入防疫追蹤系統，有助於提升社區防疫效能，建立

資料共享機制，相關系統介接功能流程（如圖四）。 

 

 

四、 為達全面電子化，推動海港入境檢疫系統 

為達成檢疫全面電子化，建置船舶版系統，以商船、貨船先行辦理，介接

移民署之 Web APIS（Web Advance Passenger Information System，船舶航前旅

客資訊系統，由船公司上傳旅客／船員資料）資料比對，並以簡訊送達居檢書。

惟漁船或其他無資料比對之船種（Web APIS 未提供資料者），建置護照號碼等

資料上傳介面。期望透過資訊整合，進行資料收集分析及減少紙本表單使用。 

另考量郵輪（國內旅遊及公海行程）倘發生 COVID-19 個案，可能需匡列

大量旅客及船員為接觸者及採行居家隔離措施，故規劃建置「郵輪居家隔離

通知書線上申報系統」，將資料即時匯入「接觸者健康追蹤管理系統」，提升

防疫效率。 

 

討論及結論 

我國自 1998 年開始推動以網際網路為基礎之電子化政府計畫，政府電子化

基礎建設已趨於完備，然各機關資訊系統雲端化、行動化及跨機關整合性服務

則尚有不足[9]。疾管署自 SARS 疫情迄今，已儲備諸多疫戰經驗，熟諳資訊科技

輔助防疫之重要性[10]。故 COVID-19 疫情初期，規劃可能需要的防疫作為，

從邊境管制到社區管理，建置多項智慧防疫系統，多方面保護民眾的健康及隱私，

並達成維護國內防疫安全之目標。 

圖四、入境檢疫系統資料介接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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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智慧防疫系統包括「入境檢疫系統」，從入境旅客健康聲明即開始彙整

相關資料，並拋轉至「防疫追蹤系統」，提供第一線民、警、衛政人員關懷防疫

使用，並以透過電信定位訊號的「電子圍籬系統」協助落實居家隔離、居家檢疫

措施，各階段系統正確有效的銜接，方能達到邊境檢疫與社區防疫一體。資訊系統

開發的重要原因依序為：系統使用者、主管支持及資訊技術專家是成功關鍵因素

[11]。本系統開發建置初期，能獲得行政院及衛福部支持，以指揮中心資訊組會議，

積極協調相關部會合作，使系統能持續調整與優化功能。 

2020 年 3 月中旬時因應邊境政策轉銜期[12]，因政策公布後立即實施，系統

程式調校需要時間，造成系統功能不穩定，致系統使用率受到影響。民眾亦透過

疾管署防疫專線 1922 反映，客服後送案件每日高達 35 至 50 件。除了系統快速

修正程式外，如何釐清民眾問題樣態並即時彙整問答集，以利第一線客服回應，

更是一項挑戰。囿於疫情快速變化，系統功能建置須更彈性，如 COVID-19 症狀

項目、依入境人員身分別（如機組人員、外交使節、境外生、移工特殊入境專案或

旅遊泡泡等）及重點高風險國家等，產生不同檢疫表單等功能，才能隨時應戰，

另未來可整合其他系統，規劃建置防疫決策分析系統、以資訊科技輔助人員經驗之

不足[10]，以及時獲得旅客健康資料及提供決策參考。 

配合邊境檢疫政策，考量實用性、兼具美觀及提昇國家門面等目的，疾管署並

另建置 KIOSK 旅客自助申報機台，提供人性化的使用介面，取代入境檢疫系統

電腦版，該項設備於 2021 年啟用，國際港埠檢疫系統更趨完備。 

因應 COVID-19 疫情快速演變，需即時滾動調整檢疫政策，疾管署經由入境

檢疫系統開發，提供旅客線上健康申報管道，採以簡訊送達檢疫表單，減少紙本

表單作業；並將資料介接社區追蹤系統、啟動電子圍籬作業等，以有效落實邊境與

社區共同防疫之經驗，將於後疫情時期持續應用與優化，俾利提昇我國防檢疫業務

實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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