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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疫苗強制接種政策之跨國比較 

 

葉明叡 1.2*、歐晁瑋 1 

 

摘要 

COVID-19大流行至今，疫苗接種為最有效的防治策略之一，但各個社會中，

總存在有除了醫學理由以外，因不同理由而拒絕接種疫苗的民眾。在疫苗供應穩定

之後，倫理難題從疫苗分配順序，轉而成為國家可採取至何種強制程度之疫苗接種

政策，誘導、敦促甚至強硬要求接種意願低者前往接種。本文採用「疫苗接種政策

介入階梯」架構，比較「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會員國截至 2021 年底以前曾採取的 COVID-19

相關強制接種措施。結果發現，OECD國家最多採取軟性反誘因措施，常見者如限

定完整接種至少兩劑疫苗而持有疫苗通行證者，才可進入特定場所。次多者採取強

制反誘因措施，集中於依照職業、風險程度作不同群體之措施，主要為限制拒絕接

種者工作。部分國家採取非常強硬的懲罰措施，包括高額罰款、監禁或是予以解雇。

沒有國家採取強迫接種。各國 COVID-19疫苗強制接種仍隨疫情變化調整中，也不

斷遭遇社會大眾與司法挑戰，本研究比較彙整各國相關措施經驗，供我國衛生部門

研擬 COVID-19疫苗接種政策參考。 

 

關鍵字：疫苗拒絕、疫苗猶豫、疫苗強制接種、介入階梯、比較衛生政策 

 

前言 

因應多變的 COVID-19 大流行疫情，對所有人口群全面的疫苗接種是最有效

的預防介入之一。在疫苗有效的前提下，若疫苗缺乏，分配順序是主要的倫理難題，

這大約是台灣在 2021 年五月三級警戒以來，前幾個月遭遇到的狀況，彼時有許多

關於 COVID-19 疫苗公費接種對象優先順序應該如何設定(priority setting)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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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後疫苗已逐漸供應穩定，疫苗接種政策的難題，轉而變成如何促使遲遲不願意

接種疫苗者，出來接種疫苗？不論哪個國家，社會中總有一部分的人們對於此政策

相當抗拒，這些行為通稱為「疫苗拒絕」(vaccine refusal)[1]。抗拒的原因有很多，

大致歸納為以下四種類型： 

其一，為對於 COVID-19 疫苗產品感到猶豫，現在亦稱為「疫苗猶豫」(vaccine 

hesitancy)。COVID-19 為新興傳染病，需在短時間內研發全新疫苗，但為因應公共

衛生急迫需求，廠商與主管機關協力加速開發與臨床試驗流程，以使各國能以緊急

授權(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EUA)方式提供疫苗予民眾使用。這種程序與

一般時期不同，可能造成人們的健康風險感知較高。疫苗猶豫也可能是人們見到

其他人因疫苗所生之副作用而感到恐懼擔憂，此效應可能經媒體報導而放大。疫苗

猶豫也可能單純因為缺乏知識所致[2]。 

其二，有些人不僅是懷疑特定 COVID-19 疫苗產品，而是對於普遍的疫苗

科技，甚至廣義來說的現代醫學（西醫）感到懷疑或不相信，原因可能是擁有不同

的醫療觀、健康觀，故對西醫以外的其他傳統、另類、替代療法有所偏好[3]。或者

基於宗教信仰，而認為疫苗有本質上違背教義規範之處。亦可能是因為將西醫與

過去遭受壓迫、傷害的歷史結合在一起，理解為壓迫者、殖民的陰謀（如美軍公共

衛生服務團以非裔美國人為研究對象所進行的塔士基奇梅毒實驗）而不信任疫苗，

甚至，這些壓迫結構可能延續至今仍然存在[4]。 

其三，為反疫苗陰謀論(anti-vaccine conspiracy)所致，目前可見兩種主流類型。

一種為政治意識形態上之陰謀論[5]，此類論者相信疫苗接種是政治上與自己支持

方相反勢力，所製造出來，以防疫為名包裝，實則意圖傷害、統治或弱化「我們

這邊」的鬥爭工具。與近年隨著全球化與社交媒體共同興起的民粹主義風潮合流，

疫苗陰謀論成為催化政治極端化的一股強大力量。另一種類型，為 2000 年代興起，

對於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MMR Vaccine)可能造成自閉症的陰謀論（最初

源自 1998 年 Andrew Wakefield 等人於 The Lancet 刊載的一篇研究論文[6]）。雖該

篇論文隨即因資料不實被撤除，且已有許多更為嚴謹的研究否證此說，但由此開始

的疫苗懷疑論蔓延至其他許多疫苗，成為當代疫苗懷疑的一大支派，並衍生出眾多

假資訊改變民眾接種意願[7]、降低對醫療體系信任度[8]，造成許多過去原本已由

普遍疫苗接種政策控制良好的傳染病再興起(re-emergence)，也影響此次 COVID-19

大流行之疫苗接種行為[9]。 

總之，不論原因為何，每個社會中總會有或多或少的一部分人不願接種疫苗，

對傳染病防治成效有所影響，特別是在傳染力強的新興傳染病如 COVID-19 大

流行時，由於未接種疫苗者除可能使疾病繼續傳播外，亦將因重症發生率高而造成

醫療系統負擔。因此如何誘導、敦促甚至強硬要求不願接種者進行接種，更顯重要。

就規範層面而言，疫苗接種政策當前的倫理難題是，倫理上可接受國家採取多強硬



│原著文章│ 

 

2022 年 6 月 21 日 第 38 卷 第 12 期                                        疫情報導  134 

 

的措施？對此，不論是此次 COVID-19 疫情或是過去其他傳染病，對於不同群體的

強制接種政策，學界已有許多倫理理論上的討論[10–14]。本文不直接涉入這些

理論上的探討，但延續此議題，本研究旨在提供描述性的 COVID-19 疫苗強制接

種政策在主要中高收入國家的跨國比較資料。 

 

材料與方法 

本文採用之比較架構，借用最初由英國 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 提出，

適用於評判政策介入強度的「介入階梯」(intervention ladder)概念[15]，同時也參考

學者對於醫療專業工作者強制接種倫理分析中對此架構的應用[11]，略為修正後

提出「疫苗接種政策介入階梯」（如表一）。類型 1 至 4 為強制型、反誘因接種

政策，包括強度最強的強迫接種、懲罰、強制反誘因，到儘管沒有到直接剝奪權利

的程度，但製造生活中許多不方便、降低生活品質的軟性反誘因。除了強制型政策，

在概念上，也有促進型政策，透過非強制手法之正向誘因，吸引、誘導、鼓勵大眾

儘量接種，如類型 5 至 8 為是。最後的類型 9 為不特別介入。由於促進型政策

各國政府幾乎都有不同程度的採用，本文特別專注於類型 1 至 4 的強制型接種

政策，對其進行各國實施情形比較，供我國衛生部門研擬 COVID-19 疫苗接種政策

參考。 

本研究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會員國為搜尋對象，搜尋於各國國內實施之 COVID-19 疫苗

強制接種政策，但不含其他傳染病疫苗及出入境相關之邊境政策（例如，以是否

完整接種來決定訪客適用之入境程序、隔離天數之政策）。搜尋時間範圍為自疫苗

於該國透過緊急授權或其他方法投入防疫開始，至 2021 年底。OECD 現有三十八

個會員國，受限於使用語言，搜尋範圍限於以英文發布的中央政府、聯邦政府立法

部門或行政部門所做出對於 COVID-19 疫苗接種的法律規定或政策建議、指引等；

資料形式包括法律、公告、新聞稿、行政命令等。若前述初級資料資訊不足，則以

英文新聞媒體報導、期刊雜誌文章為輔。受影響政策對象包括該國一般大眾與特定

群體，如醫療人員、長照機構住民、特定年紀群體等。各國措施皆接受以醫學理由

為豁免接種之理由，故下文中提及「未接種者」皆通稱因醫學以外理由表示拒絕

接種者，且不包括因年齡限制而尚無法接種疫苗之兒童（此年齡可能因各國政策而

異）。本文並蒐集 2021 年底時，各會員國疫苗完整接種率，其定義為完成疫苗接種

初步程序(people with a complete initial protocol)的總人數，除以該國的全人口數(total 

population)，資料取自由牛津大學 Oxford Martin School 與 Global Change Data Lab 

共同維護之 ourworldindata.org 網站[16, 17]。各國之疫苗完整接種率若未特別加註，

皆為 2021 年 12 月 31 日資料，若無該日資料，則以最接近 2021 年底之一筆資料

日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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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疫苗接種政策介入階梯* 

類型 政策介入 對未接種者執行措施舉例 

1 強迫接種 將所有未接種者物理性帶至接種站由醫療人員強制施打疫苗針劑 

2 懲罰 如罰款、監禁、解雇、撤銷商家營業執照、專業人員執業執照、 

專業證照、將未接種者安排在醫療資源分配較後順位，如急重症 

病床、呼吸器 

3 強制反誘因 如暫時停職、無薪假、調離現職、暫時吊銷執照、要求寫下若染疫
責任自負的拒絕接種聲明書 

4 軟性反誘因 如頻繁要求陰性檢驗報告、禁止非必要社交活動、未接種者不可以
去 KTV 酒吧電影院、實體上課、朋友聚會等 

5 提供物質誘因 如接種疫苗有贈獎金、抽獎機會、獲得贈品 

6 輕推誘導 如改變預設之接種登記制度，從主動登記制(opt-in)改為主動聲明放
棄制(opt-out)，或要求寫下不影響權利的拒絕接種聲明書 

7 賦權增能 宣導正確疫苗知識、接種好處、打擊假資訊陰謀論等 

8 降低財務負擔 提供全公費或部分補助之疫苗 

9 不介入 不採用疫苗接種政策，或採用但不積極推動鼓勵、不宣導、不強制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修改自[11, 15]。 

*本表中所提及「未接種者」皆指因醫學以外理由表示拒絕接種者，不包括有意願接種但因環境條件

限制無法接種者（如高齡且外出移動極為不便者），亦不包括因年齡限制而尚無法接種疫苗之兒童，

此年齡限制可能依各國政策而異。 

 

結果 

 整體而言，OECD 國家中最常見的政策為軟性反誘因措施，多數國家都有採

用，其次為強制型反誘因措施，少數國家採取懲罰措施，沒有國家採用最強制的強

制接種。各國實施情形彙整如表二。 

 
表二、OECD 各國 COVID-19 疫苗強制接種政策採取措施（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國家 完整接種率 

(%)** 

類型 2 

懲罰 

類型 3  

強制反誘因 

類型 4  

軟性反誘因 

西歐國家     

UNITED 

KINGDOM 

69.54 . 醫療人員未施打疫苗
將停職[18]  

蘇格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
在特定娛樂場所有強制的疫
苗護照[19] 

BELGIUM 75.77 . 2022 年將針對醫療人
員強制疫苗接種，未
接種者將無法工作[20] 

進入酒吧餐廳等特定場域須
出示完整接種疫苗施打證明
[21] 

FRANCE 73.47 . 醫療人員未施打疫苗
將停職[22] 

進入許多公共場所須出示疫
苗通行證，同時，政府取消
免費的 PCR 採檢[23] 

IRELAND 77.28 . . 進入酒吧、餐廳等須出示疫
苗接種證明或採檢陰性證明
[24] 

LUXEMBO

URG 

67.69 

(11/29) 

. 在餐廳、酒吧等場域
工作之員工須持有疫
苗通行證才能工作[25] 

進入餐廳和酒吧須持有疫苗
通行證。 [25] 

NETHER

LANDS 

71.19 

(12/25) 

. . 進入一些特定場所須持有疫
苗通行證[26]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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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表二 

國家 完整接種率 

(%)** 

類型 2  

懲罰 

類型 3  

強制反誘因 

類型 4  

軟性反誘因 

中歐國家     

AUSTRIA 71.95 2022/2/1 即將
針對全民強制
施打疫苗，不
施打疫苗的人
將面臨罰款，
積欠罰款將可
能監禁[27] 

. 未接種疫苗者除基本生活
所需之活動外不可出門
[28] 

GERMANY 70.64 . . 未接種疫苗的人無法獲得
隔離補償金[29] 

取消免費 PCR 檢測[29] 

SWITZERL

AND 

66.9 . . 進入酒吧、夜店以及 1000

人以上集會場所須持有疫
苗通行證才能進入[30] 

HUNGARY 62.09 

(12/30) 

允許雇主強制
員工接種疫苗
[31] 

強制醫療人員
施打追加劑疫
苗[32] 

. . 

CZECH 

REPUBLIC 

62.08 . . 進入餐廳、運動場所、娛樂
場所等須出示疫苗接種證
明，並且無法用 PCR 陰性
檢測證明代替[33] 

SLOVAK 

REPUBLIC 

48.27 

(12/26) 

. . 未接種疫苗且未感染過
COVID-19 者不能進入非
必要之商店和購物中心，
同時每週要進行兩次採檢
才能工作[34] 

POLAND 55.68 . 教師、醫療人員、
警察等人員強制接
種疫苗[35] 

酒吧等娛樂場所降載，接
種疫苗的話才可增加容留
人數[36] 

北歐國家     

DENMARK 78.38 . . 進入餐廳超市等須出示疫
苗通行證[37] 

FINLAND 73.63 

(12/12) 

. . 進入餐廳、夜店、公共集會
等特定場所須出示疫苗通
行證[38] 

NORWAY 71.8 . . 進入酒吧、餐廳、運動場館
等須出示疫苗通行證[39]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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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表二 

國家 完整接種率 

(%)** 

類型 2  

懲罰 

類型 3 強制反
誘因 

類型 4  

軟性反誘因 

東歐國家     

ESTONIA 61.67 . . 成年人進入餐廳、運
動場等特定場所，須
出示疫苗完整接種證
明，並且不得以 PCR

陰性採檢證明代替[40] 

LATVIA 67.62 通過「允許雇
主解雇拒絕接
種 COVID-19

疫苗的員工」
之法律[41] 

醫療人員、教
育和社會工作
者必須要施打
疫苗否則將面
臨停職[42] 

立法委員或議
員未施打疫苗
將無法開會或
在院會投票[43] 

進入大部分公共場所
須出示完整施打疫苗
證明、持有陰性證明
或感染過 COVID-19

之證明[42] 

LITHUANIA 68.11 . . 進入大部分場所須出
示接種追加劑證明或 3

日內 PCR 陰性檢測證
明[44] 

SLOVENIA 57.22 . . 進入餐廳、醫院、加
油站、購物中心和其
他公共場所須出示疫
苗通行證[45] 

南歐國家     

GREECE 67.61 60 歲以上長者
不施打疫苗將
每月罰款 100 

歐元[46] 

醫療人員不施
打疫苗將停職
[47] 

未施打疫苗者禁止進
入電影院、健身房等
室內非必須之場所[48] 

ITALY 74.36 不配合政府政
策的公私部門
員工和雇主將
接受罰款[49] 

醫療人員、學
校員工、軍警
人員強制施打
疫苗，拒絕接
種但仍前往工
作者罰款 600

至 1500 歐元
[50] 

無疫苗通行證
之公私立部門
員工將接受無
薪假[49] 

醫療人員、學
校員工、軍警
人員強制施打
疫苗，拒絕者
立即無薪停職
[50] 

進入餐廳、長途火車
場所須出示疫苗通行
證[51] 

SPAIN 81.01 

(12/29) 

. . 有些區域規定須持有
疫苗通行證才能進入
公共場域[52] 

PORTUGAL 89.53 . . 進入娛樂場所須出示
疫苗接種證明或 PCR

陰性證明[53]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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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表二 

國家 完整接種率 

(%)** 

類型 2  

懲罰 

類型 3  

強制反誘因 

類型 4  

軟性反誘因 

中東／西亞國家     

ISRAEL 63.82 . 醫護人員不施打疫
苗將調離高風險工
作[54] 

有疫苗通行證（完成追
加劑接種）才能進入室
內公共場所[55] 

TURKEY 60.68 . . 未接種疫苗的人在搭乘
大眾交通工具以及參加
音樂等大型公共場所須
出示 48 小時內的 PCR

陰性證明[56] 

東亞國家     

SOUTH 

KOREA 

83.01 . . 進入電影院等娛樂場所
須出示疫苗接種證明或
PCR 陰性證明[57] 

TAIWAN*** 67.74 . 要求部分工作場域
員工 2022/1/1 前須
完整接種疫苗（因
醫學或個人因素無
法施打者需每週採
檢）[58] 

自 2022/1/21 起前往特
定休閒娛樂場所需出示
完整接種疫苗紀錄（疫
苗通行證）[59] 

美洲國家     

CANADA 77.27 搭乘長途交通
工具須出示疫
苗證明，若違
反規定會針對
聯邦政府的運
輸公司和乘客
罰款[60] 

無薪假（針對聯邦
政府的運輸公司員
工、政府官員、警察
和軍人）[60] 

搭乘飛機、火車或船隻
都需要提供疫苗接種證
明（疫苗通行證）[60] 

UNITED 

STATES 

62.37 . 聯邦政府以及 CMS

醫院和長照中心之
員工強制接種疫苗
[61] 

政府要求任何超過 

100 人的公司員工
接種疫苗或每週進
行檢測並且全程戴
口罩（但目前已暫
停）[62] 

各州有各自的規定，但
大部分都已取消，僅某
些州保留強制口罩政策
[63] 

COSTA RICA 68.21 

(12/27) 

公部門員工和
醫護人員強制
施打疫苗。若
拒絕施打，雇
主可在國家法
律規範內對其
進行合法處置
[64, 65] 

. 進入旅館、酒吧等非必
要商業活動場所須出
示完整接種疫苗證明，
若場所不願意配合則
須將其容留人數降低
50%[66] 

COLOMBIA 55.25 . . 進入運動比賽或酒吧
等特定公共場所須出
示疫苗通行證[67]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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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表二 

國家 完整接種率 

(%)** 

類型 2  

懲罰 

類型 3  

強制反誘因 

類型 4  

軟性反誘因 

大洋洲國家     

AUSTRALIA 76.61 . 住宿型長照機構員工若不施打疫苗
將停職[68] 

. 

NEW 

ZEALAND 

75.21  醫護人員、教育人員、餐飲業等都
必須接種疫苗，未接種無法工作[69] 

國家航空 Air New Zealand 要求國內
線乘客完整接種疫苗或持陰性證明
才能登機[70] 

. 

資料來源：如各項後所標註參考文獻，作者彙整。 

*瑞典、冰島、日本、智利、墨西哥等五國未能蒐集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實施之 COVID-19 疫苗

強制接種政策採取措施，故不於此表中列出。 

**此處之疫苗完整接種率定義為：完成疫苗接種初步程序(people with a complete initial protocol)的總

人數，除以該國的全人口數(total population)。各國之疫苗完整接種率若未特別加註，皆為 2021 年

12 月 31 日資料，若無該日資料，則以最接近 2021 年底之一筆資料日呈現，註記於括號中。資料

取自：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vaccinations，擷取日期：2022 年 2 月 10 日。 

***為討論比較，僅台灣部分資料納入 2022 年一月底前採行措施，其餘資料日期為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在軟性反誘因措施當中最常採用者，為某種類型、不分身分的「疫苗通行證」

(vaccine certificate/pass)。限定完整接種而持有疫苗通行證（或接種證明）者，才

可以進入特定場所；設有要求之場所，包括最廣泛的要求所有場所皆須出示（相當

於對沒有通行證者採取差別性封城）、要求除民生必需設施以外場所須出示、要求

公共服務場所（大眾交通運輸設施）須出示、要求娛樂休閒場所（酒吧、餐廳、

夜店等）須出示等不同範圍強度。有些國家容許以一段時間（如兩日）內 PCR

檢驗陰性證明替代疫苗通行證；部分國家並取消原本有公費補助的 PCR 檢驗，

製造財務上的反誘因。也有更為輕度的反誘因措施，例如規定若沒有完整接種，須

持續戴口罩。 

強制反誘因措施主要集中於依照職業、風險程度作不同群體之措施。常見者為

針對醫療專業人員的接種要求，若拒絕接種將遭受包括停職、停薪、調職等處分，

以及要求公共服務或特殊行業工作者（公務員、軍警、社工、教育機構員工等），

若拒絕接種將無法工作。或者依照風險程度，要求高齡者接種。美國聯邦政府依其

職權，要求聯邦政府員工接種疫苗，以及接受聯邦醫療保險局(Centers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補助之醫療機構和受雇員工 100 人以上雇主要求員工接種

疫苗（本案有部分已於 2022 年初遭美國最高法院宣告違憲[71]）。拉脫維亞要求

民意代表必須接種才可參與會議。 

也有部分國家採用最強制的懲罰性措施。奧地利為其中最嚴厲者，規定自 2022

年二月開始全面強制接種，拒絕者最多可罰款 3,600 歐元，甚至若積欠罰款可能遭

到監禁。希臘也採取罰款措施，60 歲以上拒絕接種者每月將遭罰款 100 歐元。

義大利、加拿大也都有採取相關罰款措施。有些國家授予雇主解雇拒絕接種員工的

權力。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vacc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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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本文描述之 OECD 各國經驗，並無法指出倫理上哪種作法最適當，或提出

適用於台灣之具體建議。各國相關政策仍在持續發展中，對於人民基本權利、生活

便利造成不同程度的限制或侵害，也不斷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社會挑戰和司法途徑

反制。惟觀諸各國實施各類強制接種政策之時機，可推想應為各國 COVID-19 流行

較嚴峻時期，此時採取更為強硬的介入措施，其必要性與正當性皆具備，但仍多有

背景條件之差異。 

就本研究發現，OECD 會員國中採取類型 2 懲罰性措施的國家，其 2021 年底

時完整接種率，包括中歐的奧地利 71.95%與匈牙利 62.09%、東歐的拉脫維亞

67.62%、南歐的希臘 67.61%與義大利 74.36%、美洲的加拿大 77.27%與哥斯大黎

加 68.21%，皆非區域中國家最低者。這些國家的分布，或可推想為某種集體意識

較強的社會文化。例如中歐、南歐與哥斯大黎加為較保守傳統之社會，又如中歐與

東歐之為前蘇聯國家。但此解釋非常概括，亦不適用於美洲的加拿大。總之，就其

前因，強制接種政策是否為疫情嚴峻之後果？或可由該國所處社會文化背景

解釋？就其後果，強制接種政策與非強制類型政策相比，究竟是否顯著提升接種

率？對遏止疫情或舒緩醫療體系負擔較為有效？皆尚須進一步實證研究檢驗。

儘管如此，從過去其他傳染病的經驗而言，多發現疫苗強制接種是相當有效的防治

策略[72–74]，未來研究可繼續檢驗強制程度與疫苗接種率及防疫成效之間的關係。 

台灣目前採取之相關措施，主要為較軟性要求至特定休閒場所須出示疫苗

接種證明。只有對於部分行業工作者，採取較硬性規定，要求須完整接種才可進入

工作，其餘主要採鼓勵性質，而沒有採懲罰措施。未來視疫情變化，可參考各國

作法調整。就政策可行性而言，若從法源依據角度觀之，我國傳染病防治法與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對於不同強度之疫苗強制接種措施有

廣泛的授權，雖也常受到違反法律保留原則過度概括授權予衛生機關專業判斷之

批評[75–76]。我國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90 號解釋，亦曾對傳染病防治法第 37 條

（現為第 48 條）第一項規定之「必要之處置」中之強制隔離措施，做出不違反憲

法所保障人身自由之解釋，其理由為考量傳染病可能造成人民重大生命與身體

健康之損失，政府實施之相關人身限制「因無其他侵害較小之方法，自屬必要且有

效控制疫情之手段」，合乎比例原則[77]。雖法律學者對此解釋有所質疑[76, 78]，

而且大法官也未對實施於健康者的疫苗政策本身做出解釋，類推而言，至少各類與

人身自由限制相關之疫苗強制接種措施，應也有比例原則之適用。 

台灣為民主自由國家，政府依法行政，理所當然，惟政策推行亦不可僅仰賴

完備法源依據。行政部門的能力，以及人民對於衛生機關，乃至於整個政府的信任

度也相當重要。尤其在此高度政治兩極化的時代，加之社群媒體的推波助瀾，也可

能進一步催化疫苗猶豫的盛行[2, 5–8]。最終，面對新興傳染病帶來的健康與社會

衝擊，疫苗政策與廣泛衛生工作所欲追求者，乃是促進社會團結、民主信任，以

鍛造具有韌性之健康共同體[79,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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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2 年第 22–23 週(2022/5/29–2022/6/11) DOI：10.6524/EB.202206_38(12).0002 

 

疫情概要： 

全球COVID-19疫情持平，上下波動惟仍嚴峻，全球報告感染Omicron亞型

BA.4、BA.5及BA.2.12.1病例持續增加，近期部分國家疫情回升與該等變異株傳播

有關，需持續關注國際間發展且留意該些變異株對我國疫情影響。各國因檢測量

縮減，可能低估病例數，國際傳播風險仍大，全球旅遊疫情建議等級維持第三級

警示(Alert)。 

我國境外移入個案中檢出感染BA.4及BA.5，可能導致二次感染病例增加，

持續監測中；國內目前為廣泛社區流行，疫情處高原期，惟有略降趨勢，中南部縣

市病例增長幅度趨緩，中重症及死亡病例持續上升，持續強化醫療系統照護及抗病

毒用藥即時性。 

中國大陸新增2例H9N2新型A型流感病例，WHO表示人類間尚未具持續傳播

能力，評估人傳人風險低。 

 

一、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 

(一) 國際疫情 

1. 全球疫情持平上下波動，仍嚴峻；截至 6/13，全球累計 532,755,219 例

確診，分布於 201 個國家／地區，其中 6,324,638 例死亡(CFR：1.2%)；

近 7 日平均新增病例數依序以美國、台灣、德國、巴西及法國為多。 

2. 美洲：美國持平，加拿大趨緩；加勒比地區及中美洲上升；南美洲巴西、

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多國上升。 

3. 歐洲：德國、法國、以色列、英國上升，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

持平，多國近 1 週病例數略增加。 

4. 西太平洋：香港、菲律賓上升，紐西蘭處高原期，澳洲、日本、南韓、

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趨緩或持平；中國大陸本土疫情趨緩，仍多地

散發，內蒙古報告感染源不明疫情，北京近期新增酒吧群聚疫情，具

社區傳播風險，上海持續報告社區散發感染者，多來自城中老舊小區及

服務場所，疫情仍具回升風險。 

5. 東南亞：印尼、印度上升，泰國趨緩，餘多國處相對低點。 

6. 東地中海：巴林、阿聯、沙烏地阿拉伯等約 4 成國家上升。 

7. 非洲：約 4 成國家上升，南非趨緩。 

8. 目前全球旅遊疫情建議均為第三級警告(Warning)，國人應避免所有非

必要之出國旅遊。 

 

 
國內外疫情焦點 



│國內外疫情焦點│ 

2022 年 6 月 21 日 第 38 卷 第 12 期                                        疫情報導  149 

 

(二) 國內疫情 

目前為廣泛社區流行，疫情處高原期，惟有略降趨勢，中南部縣市

病例增長幅度趨緩，可能已近高峰，另中重症及死亡病例持續上升，持續

強化醫療系統照護及抗病毒用藥即時性；國內境外移入個案中持續檢出

感染 BA.4 及 BA.5 個案，另國際間已出現新變異株疫情，可能導致二次

感染病例增加。自 2020 年迄 2022 年 6/13，新型冠狀病毒相關通報累計

12,379,514 例，其中 3,003,501 例為確定病例，分別為 2,989,912 例本土

病例、13,535 例境外移入、36 例敦睦艦隊、3 例航空器感染、1 例不明及

14 例調查中；確診病例中 4,403 例死亡。 

為保障幼兒健康，自 6/6 至 6/30 止免費提供 0~6 歲幼兒 5 劑家用抗

原快篩試劑。考量國內外疫情及防疫與醫療量能，並促進經濟及社會活動

與國際必要交流，自 6/15 起逐步開放邊境、縮短檢疫天數及調控入境

總量，入境者進行 3 天居家檢疫及檢疫期滿後接續 4 天自主防疫，取消

原 7 天自主健康管理。 

1. 境外移入病例：新增 476 例，近 1 週病例數上升，本國籍佔多數，檢出

以 Omicron 變異株為主；2022 年起累計檢出 Omicron 1,107 株，其中

80 株 BA.2.12.1 亞型，旅遊國家前三名以美國（72 株）為多；另檢出 7

株 BA.4（自美／泰各 2 例、英國、澳洲及智利入境）、24 株 BA.5（自

德國及美國各 6 例、西班牙 4 例、新加坡 3 例、韓國、土耳其、薩爾

瓦多、波蘭及澳洲各 1 例入境）。 

2. 本土病例：新增 904,275 例，近 1 週個案居住縣市以高雄市、台中市及

新北市為多，北部及東部縣市病例數下降，中南部縣市病例數增幅

趨緩，本土中重症病例比例為 0.37%。 

3. 敦睦艦隊（磐石艦）群聚：累計 36 例磐石艦人員。 

4. 航空器感染群聚：累計 3 例機組員，研判在飛機上受已發病個案感染。 

5. 不明：累計 1 例無症狀個案，離境前自費採檢陽性後通報確診。 

6. 調查中：累計 14 例，皆為同一航空公司機組員。 

圖一、2021–2022 年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定病例通報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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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國感染風險級別列表（新增國家以粗體字標示） 

級別 國家數 國別 

低風險 3 諾魯、馬紹爾群島、澳門 

中低風險 0  

備註：本表就全球確診數前 90 名及重要國家評估感染風險，僅表列低風險及中低風險國家。 

 

二、 類流感 

上週類流感門急診就診人次較前一週略降，其中急診類流感就診達 17,419

人次及急診總就診達 156,128 人次均較前一週下降；社區呼吸道病毒陽性檢體

以單純疱疹病毒為多，其次為腺病毒及新型冠狀病毒。本(2021–2022)流感季

尚無流感併發重症確定病例。 

圖二、2020–2022 年流感季類流感門急診就診人次趨勢 

 

三、 兒童不明原因急性肝炎 

1. 全球持續新增報告病例，截至 6/13 累計 38 國家／地區報告 956 例，其中 45

例需肝移植，22 例死亡。現有資料顯示約 75%為 5 歲以下孩童，檢體中 61%

檢出腺病毒，另 12%檢出新冠病毒。 

2. WHO 表示病原及傳播途徑仍調查中，雖多屬散發個案，惟已報告流行病學

關聯病例，不排除具人傳人情形，由於部分國家檢測能力不足，病例數可能

低估，WHO 評估全球風險為中，建議各國加強臨床監測及實驗室檢測機制；

ECDC 則評估對兒童族群衝擊為高，疫情構成受關注公共衛生事件。 

 

四、 猴痘 

全球疫情持續，截至 6/13 累計 35 非疫區國家報告至少 1,506 例確診，以

英國為最多，西班牙次之；另有 9 國發現至少 14 例疑似，無死亡。WHO

評估全球公衛風險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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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新型 A 型流感(H9N2) 

1. 中國大陸 6/2 新增 2 例 H9N2 流感病例，為湖南省岳陽市 5 歲男童及貴州省

畢節市 2 歲男童，分別於 4/26 及 5/8 發病，均輕症，均曾接觸活禽市場。 

2. 該國今年累計 6 例，以安徽省 3 例為多，5 例輕症皆為幼童，1 例重症為

50 歲以上女性，目前已痊癒。本季全球累計 17 例，1 例死亡，病患來自

中國大陸（16 例）及柬埔寨（1 例），88%具家禽／活禽暴露史，1 例具禽

類產品暴露史。 

3. 本署前已將該省之旅遊疫情建議等級列為第二級：警示(Alert)，WHO 表示

人類間尚未具持續傳播能力，評估人傳人風險低。 

 

六、 旅遊疫情建議等級 

疫情 國家／地區 等級 旅行建議 更新日期 

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 
全球 

第三級警告

(Warning) 

避免至當地所

有非必要旅遊 
2022/1/25 

新型 

A 型流感 

中

國

大

陸 

河南、浙江、廣東、安徽、

福建、湖南、山東、江蘇、

貴州、廣西、重慶市、    

四川、江西、湖北、山西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22/4/27 

美國科羅拉多州、英國、印度、

奈及利亞、俄羅斯、柬埔寨、 

寮國、中國大陸其他省市，   

不含港澳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2/5/2 

登革熱 
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 

菲律賓、越南、斯里蘭卡、印度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2/4/12 

茲卡病毒 

感染症 

亞洲 2 國、美洲 13 國／屬地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22/4/12 

亞洲 10 國、美洲 36 國／屬地、 

非洲 14 國、大洋洲 13 國、 

歐洲 1 國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2/4/12 

屈公病 印度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2/4/12 

麻疹 
亞洲 2 國：印度、阿富汗 

非洲 10 國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2/4/12 

中東呼吸症

候群冠狀病

毒感染症 

(MERS-CoV) 

沙鳥地阿拉伯、卡達、阿拉伯 

聯合大公國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2/4/12 

備註：更新處以粗體字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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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表格) 國際間旅遊疫情建議等級表 

疫情 國家／地區 等級 旅行建議 更新日期 

伊波拉病毒

感染 
剛果民主共和國、幾內亞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2/4/12 

小兒麻痺症 巴基斯坦、阿富汗 
第一級 zzz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0/11/6 

拉薩熱 奈及利亞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9/12/30 

霍亂 剛果民主共和國、喀麥隆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22/4/12 

備註：更新處以粗體字呈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