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秋冬防疫專案」 

旅客登機前無法出示 COVID-19核酸檢驗報告之 

入境檢疫申請程序 

109.11.29 訂定 

109.12.03 修訂二版 

一、 背景說明 

COVID-19 國際疫情日漸嚴峻，預期本（109）年底至明（110）年

初之入境旅客數將增加，為避免因人流移動而增加感染風險，且為維

護航空防疫及我國防疫安全，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下稱指揮中心）公布自本年 12 月 1 日起，入境我國機場或經我

國機場轉機的旅客，不論身分（本國籍或外國籍）或來臺目的（工作、

求學等），要求其於外站機場報到時，均應出示「表訂登機時間前 3 日

內 COVID-19 核酸檢驗報告（下稱核酸檢驗報告）」。 

對於部分旅客因緊急事件、啟程地國家無法取得 COVID-19 核酸

檢驗報告等，致無法於登機前出示核酸檢驗報告，但確有入境需要者，

特制訂本程序。 

二、 適用對象與條件 

(一) 適用對象 

本國人、持居留證之外籍人士及持居留證之陸港澳人士。 

※備註：本程序不適用經臺轉機旅客。 

(二) 適用條件（符合以下任一條件） 

1. 緊急協處個案 

(1) 二親等以內親屬死亡，而需奔喪者。 

(2) 二親等以內親屬重病，而需探視者。 

(3) 專案緊急就醫。 

2. 來自指揮中心公布無法自費取得核酸檢驗報告國家 

3. 部會專案對象經指揮中心同意者 



必要且短期之公務或商務行程，且於境外採取適當防護措施者。 

4. 其他經指揮中心公布之對象 

(1) 自我國出境且 3 日內即再入境者。 

(2) 0 至 6 歲(未滿 7 歲)之嬰兒及幼童。 

(3) 航班取消，致核酸檢驗報告逾期者。 

(4) 緊急協處個案之同行者。 

三、 申辦作業程序 

(一) 應備文件 

旅客本人簽署之「登機前無法出示 COVID-19 核酸檢驗報告之旅

客入境檢疫切結書」（簡稱切結書，附件 1）。 

(二) 應備佐證資料 

1. 緊急協處個案：應檢附二親等內死亡證明書、病危通知書或診斷

證明書等佐證文件。 

2. 指揮中心公布無法取得核酸檢驗報告國家：參酌指揮中心定期

公布及更新之「無法取得 COVID-19 核酸檢驗報告國家」。 

3. 部會專案同意對象：應檢附同意函等佐證資料。 

4. 其他經指揮中心公布之對象： 

(1) 自我國出境且 3 日內即再入境者：須出示護照內頁出境日期

或自臺灣出境機票票根等(使用電子通關，護照無紀錄者)。 

(2) 0 至 6 歲(未滿 7 歲)之嬰兒及幼童：須出示嬰幼兒護照或可

辨識出生日期等佐證文件。 

(3) 航班取消，致核酸檢驗報告逾期者：須檢附原航班訂票資訊

及原檢驗報告。 

(4) 緊急協處個案之同行者：併同附上緊急協處個案之切結書及

佐證文件。 

(三) 旅客申辦及入境檢疫程序（附件 2） 

登機前 

1. 登機前至少 3 日先洽詢預計搭乘之航空公司，說明因故無法提



供核酸檢驗報告，並徵得其同意。 

2. 配合航空公司安排之航班時間，準時抵達機場報到。 

報到/登機時 

1. 於啟程地航空公司報到櫃台主動出具切結書正本及佐證資料。 

2. 使用手機完成「入境檢疫系統」線上申報，其中「持有登機前

三天內之 COVID-19 檢驗報告」欄位應勾選「否」。 

飛航途中 

1. 依據航空公司安排之座位搭機（不得私自更換座位），且機上

座位應確實分流、與其他乘客有所區隔，並使用航空公司指定

之廁所。 

2. 航程中應全程佩戴口罩、保持安全社交距離、不與他人交談，

並遵守搭乘航機防疫相關規範。 

抵臺後 

1. 主動至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下稱疾管署）港埠檢疫站，出

示手機健康申報憑證並繳交切結書正本及佐證資料。 

2. 經檢疫人員評估，旅客如有疑似 COVID-19症狀，應配合我國

入境檢疫措施；無疑似症狀旅客，除部會專案同意對象依其規

定辦理外，餘均應檢疫人員指示進行自費檢驗。 

3. 旅客抵臺入境查驗時，檢疫人員或移民官必要時將查看旅客是

否持有核酸檢驗報告，查獲不符規定者，由檢疫人員續處。 

四、 其他注意事項 

(一) 有關「無法取得 COVID-19 核酸檢驗報告國家」名單，將由指揮

中 心 定 期 公 布 與 更 新 ， 請 旅 客 至 疾 管 署 網 站

（https://www.cdc.gov.tw/）查詢；至各國申請簽證及入境管制措

施等疑問，請旅客先洽所在地之我國駐外機構查詢，或瀏覽外交

部網頁（https://www.mofa.gov.tw/）公布之訊息。 

(二) 旅客應詳實申報本申請程序所需書表，如有資料不實或拒絕、規

避、妨礙，得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58 條及第 69 條，處新臺幣 1 至



15 萬元罰鍰。若有涉及刑事責任部分，將另案移送刑事偵辦。 

(三) 旅客應出示核酸檢驗報告而無法出示、或報告內容經偽造、變造

或不符規定(含造假不實)，或旅客符合免附核酸檢驗報告之條件，

惟未依規定完成本申請程序者，抵臺後將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58 條

第 1 項第 2 款、第 3 項與同法第 6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處新

臺幣 1 至 15 萬元罰鍰，並應依檢疫人員指示，完成 COVID-19 自

費檢驗；此外，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隔離及檢疫期間防疫補償

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但書規定，不得請領防疫補償；且倘經

確診罹患 COVID-19 而有傳染於他人之虞者，亦須負相關刑責。 

(四) 不符本申請程序之適用條件逕自返臺者，於入境檢疫切結書自行

載明無法提供核酸檢驗報告之事由後得先行入境，惟應配合機場

自費採檢等後續防檢疫相關措施。前述事由如經評估不符相關例

外狀況，疑涉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 58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得

依法裁處；倘罹患 COVID-19 而有傳染於他人之虞者，須負相關

刑責。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登機前無法出示 COVID-19 核酸檢驗報告之 

旅客入境檢疫切結書 
(適用對象：本國人、持居留證之外籍人士及持居留證之陸港澳人士) 

本人_______________茲因以下原因(請擇一勾選)無法於登機前出示核酸檢驗報告， 

□1.緊急協處個案 
    說明與佐證資料：                                                           

□2.啟程地          為指揮中心公布「無法取得 COVID-19核酸檢驗報告國家」 

□3.部會專案經指揮中心同意 
    說明與佐證資料：                                                          

□4.其他經指揮中心公布之對象 
    說明與佐證資料：                                                          

□旅客不符前述條件，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無法提供核酸
檢驗報告，先行入境並配合後續防檢疫相關措施。前述事由如經評估不符相關例外狀況，疑

涉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 58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得依法裁處；倘罹患 COVID-19 而有傳染於
他人之虞者，須負相關刑責。 

本人已充分了解且同意遵守以下規定，如有違反，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58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款、第 58條第 3項及第 69條規定，可依違規情形，處新臺幣 1–15 萬元罰鍰，特此立書為憑。 

一、 旅客事前徵得航空公司同意載乘，且將配合搭機防疫規定，包含：配合座位區隔(含使用指
定廁所)且不隨意更換座位、全程佩戴口罩且避免與他人交談。 

二、 於啟程地航空公司報到櫃台主動出具本切結書正本及佐證文件，並使用手機完成「入境檢
疫系統」線上申報，其中「持有登機前三天內之 COVID-19檢驗報告」欄位應勾選「否」。 

三、 抵臺後，主動繳交本切結書正本及佐證文件予疾病管制署機場檢疫人員，並依該署指示，
配合後續檢疫措施；緊急協處個案、啟程地為無法取得 COVID-19核酸檢驗報告國家與其他
經指揮中心公布之對象，須自費採檢。 

四、 未依規定完成申請之入境旅客，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隔離及檢疫期間防疫補償辦法第 2
條，不得請領防疫補償；倘確診罹患 COVID-19 而有傳染於他人之虞者，亦須負相關刑責。 

此致，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立 切 結 書 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法 定 代 理 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護  照  號  碼 

身分證/居留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 臺 聯 絡 電 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 署 日 期 ：  _______年  _______月  _______日 

1檢核欄位(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工作人員填) 

自費檢驗院所名稱：                       

是否已完成採檢：   □是      □否 

疾病管制署檢核人員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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