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關名稱： 疾病管制署

單位：新台幣元

是，

說明

原因

否 是 否，

說明

原因

指標內容 未訂指標

(請說明)

1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12年本署補助民間

團體辦理腸病毒、

麻疹及德國麻疹防

治與感染管制教育

訓練計畫

298,005 補助民間團體辦

理腸病毒、麻疹

及德國麻疹防治

與感染管制教育

訓練計畫

V V 1.場次：以研討會、繼續教育或其他方便有效率之形

式（不拘）於北、中、南、東四區辦理至少4場教育

訓練（以實地課程為優先考量）。

2.參訓人數：所有場次參訓醫事人員總人數，至少

600人以上為原則。

1.場次：以研討會、繼續教育或其他方便有效率之形式於

北、中、南、東四區辦理4場實體教育訓練(含1場視訊)教

育訓練。

2.所有場次參訓醫事人員總人數共1,159人。

2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補助112年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16,0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V V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

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至少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至少65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達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5%。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育訓

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80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達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69%。

3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補助112年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19,7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V V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

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至少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至少100

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達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5%。

5.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10%。

6.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腸病毒知識

提升比率提升5%。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育訓

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102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達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30%。

5.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11%。

6.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腸病毒知識提升

比率提升50%。

4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補助112年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25,119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V V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

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至少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至少100

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達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5%。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育訓

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411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27%。

重複或超出所

需經費

按季公布於機

關網站

訂定績效衡量指標 成果及效益達成情形

衛生福利部所屬機關112年度辦理衛生與社會福利業務補(捐)助民間團體及個人經費運用效益評估表

序號 補助項目/

類別

補助計畫

名稱

捐助金額 補助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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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說明

原因

否 是 否，

說明

原因

指標內容 未訂指標

(請說明)

重複或超出所

需經費

按季公布於機

關網站

訂定績效衡量指標 成果及效益達成情形序號 補助項目/

類別

補助計畫

名稱

捐助金額 補助事項

5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補助112年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26,95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V V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

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至少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至少50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達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5%。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育訓

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660人 。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27%。

6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補助112年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10,013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V V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

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至少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至少100人

。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達100%。

4.錄製實體課程影片，提供因輪班不克出席之重點科

別新進醫事人員參與課程。

5.辦理腸病毒跨領域團隊合作訓練達1堂。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育訓

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347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100%。

4.有錄製實體課程影片，提供因輪班不克出席之重點科別

新進醫事人員參與課程。

5.辦理腸病毒跨領域團隊合作訓練達1堂。

7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補助112年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17,0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V V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

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達2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達200人。

3.院內重點科別（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新進醫

事人員參訓比率達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5%以上。

5.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達10%。

6.院內重點科別（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達50% 。

7.院內重點科別（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腸病毒

知識提升比率提升5%。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育訓

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2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256人。

3.院內重點科別（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新進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12%以上。

5.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達10%。

6.院內重點科別（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達92% 。

7.院內重點科別（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腸病毒知識

提升比率提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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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說明

原因

否 是 否，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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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內容 未訂指標

(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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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網站

訂定績效衡量指標 成果及效益達成情形序號 補助項目/

類別

補助計畫

名稱

捐助金額 補助事項

8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補助112年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16,2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V V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

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至少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至少50-100

人 。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達100%。

4.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達10%

5.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5%。

6.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腸病毒知識

提升比率提升5%。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育訓

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97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100%。

4.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43%。

5.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25%。

6.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腸病毒知識提升

比率提升27%。

9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補助112年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12,61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V V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

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達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達50人。

3.院內重點科別（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新進醫

事人員參訓比率達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5%以上。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育訓

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達4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達435人。

3.院內重點科別（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新進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達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26%。

10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補助112年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28,0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V V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

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至少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至少100

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達100%。

4.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達10%

5.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5%。

6.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達50%。

7.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腸病毒知識

提升比率提升5%。

8.辦理腸病毒跨領域團隊合作訓練達1堂。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育訓

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211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100%。

4.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2%(未達標)，因

受疫情影響未達成計畫目標，考量疫情期間防疫為優先，

同意補助該院辦理教育訓練之相關經費，並請該院爾後遇

類似情形請適時調整指標以達成計畫預期目的。

5.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80%。

6.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醫事人員參訓比

率100%。

7.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腸病毒知識提升

比率提升34%。

8.辦理腸病毒跨領域團隊合作訓練1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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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補助112年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24,3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V V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

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達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達100人。

3.院內重點科別（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新進醫

事人員參訓比率達100%。

4.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達10%。

5.院內重點科別（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達50% 。

6.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5%。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育訓

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139人。

3.院內重點科別（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新進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達100%。

4.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16%。

5.院內重點科別（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53%。

6.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24%。

12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補助112年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10,922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V V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

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至少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至少60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達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5%。

5.辦理腸病毒跨領域團隊合作訓練達1堂。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育訓

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60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7%。

5.辦理腸病毒跨領域團隊合作訓練1堂。

13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補助112年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26,0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V V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

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至少3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至少50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達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5%。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育訓

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3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201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達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37%。

14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補助112年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27,0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V V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

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至少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至少70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達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5%。

5.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達50%。

6.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腸病毒知識

提升比率提升5%。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育訓

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83人 。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29%。

5.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醫事人員參訓比

率82%。

6.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腸病毒知識提升

比率提升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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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補助112年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27,0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V V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

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達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達50人。

3.院內重點科別（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新進醫

事人員參訓比率達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5%以上。

5.院內重點科別（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腸病毒

知識提升比率提升5%。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育訓

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96人。

3.院內重點科別（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新進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42%以上。

5.院內重點科別（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腸病毒知識

提升比率提升42%。

16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補助112年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4,9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V V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

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至少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至少50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達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5%。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育訓

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400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達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31%。

17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補助112年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19,999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V V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

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至少2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至少90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達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10%。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育訓

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2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470人 。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20%。

18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補助112年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16,986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V V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

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達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達60人。

3.院內重點科別（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新進醫

事人員參訓比率達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5%以上。

5.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達10%

6.院內重點科別（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達50%。

7.院內重點科別（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腸病毒

知識提升比率提升5%。

8.課程滿意度達4.0分以上(滿分5分)。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育訓

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91人。

3.院內重點科別（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新進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達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35%。

5.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達10%。

6.院內重點科別（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達100%。

7.院內重點科別（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腸病毒知識

提升比率提升25%。

8.課程滿意度達4.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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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補助112年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12,392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V V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

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至少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至少50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達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5%

5.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腸病毒知識

提升比率提升5%。

6.院外醫事人員參加人數達15人。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育訓

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65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12%。

5.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腸病毒知識提升

比率提升13%。

6.院外醫事人員參加人數達12人(未達標)，因受疫情影響

未達成計畫目標，考量疫情期間防疫為優先，同意補助該

院辦理教育訓練之相關經費，並請該院爾後遇類似情形請

適時調整指標以達成計畫預期目的。

20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補助112年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8,85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V V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

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至少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至少50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達100%。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育訓

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50人。

3.無新進人員。

21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補助112年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23,5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V V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

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達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達50人。

3.院內重點科別（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新進醫

事人員參訓比率達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5%以上。

5.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達10%。

6.院內重點科別（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達50%。

7.院內重點科別（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腸病毒

知識提升比率提升5%。

8.辦理腸病毒跨領域團隊合作訓練達1堂。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育訓

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3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186人。

3.院內重點科別（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新進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達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8%。

5.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26%。

6.院內重點科別（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88%。

7.院內重點科別（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腸病毒知識

提升比率提升6%。

8.辦理腸病毒跨領域團隊合作訓練1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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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補助112年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27,0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V V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

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至少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至少60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達100%。

4.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達10%。

5.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5%。

6.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達50%。

7.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腸病毒知識

提升比率提升5%。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育訓

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88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100%。

4.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44%。

5.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50%。

6.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醫事人員參訓比

率達70%。

7.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腸病毒知識提升

比率提升23%。

23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補助112年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27,0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V V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

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至少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至少60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達100%。

4.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達10%。

5.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5%。

6.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達50%。

7.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腸病毒知識

提升比率提升5%。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育訓

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73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60%(未達標)，因受疫情影響未達成計畫目標，考

量疫情期間防疫為優先，同意補助該院辦理教育訓練之相

關經費，並請該院爾後遇類似情形請適時調整指標以達成

計畫預期目的。

4.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26%。

5.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38%。

6.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醫事人員參訓比

率50%。

7.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腸病毒知識提升

比率提升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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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補助112年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28,0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V V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

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至少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至少70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達100%。

4.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達10%。

5.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5%。

6.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達50%。

7.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腸病毒知識

提升比率提升5%。

8.辦理腸病毒跨領域團隊合作訓練達1堂。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育訓

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72人 。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100%。

4.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21%。

5.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56%。

6.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醫事人員參訓比

率90%。

7.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腸病毒知識提升

比率提升58%。

8.辦理腸病毒跨領域團隊合作訓練1堂。

25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補助112年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13,0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V V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

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達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達160人。

3.院內重點科別（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新進醫

事人員參訓比率達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5%以上。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育訓

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187人。

3.院內重點科別（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新進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27%。

26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補助112年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16,9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V V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

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達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達80人。

3.院內重點科別（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新進醫

事人員參訓比率達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5%以上。

5.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達10%。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育訓

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218人。

3.院內重點科別（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新進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19%以上。

5.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24%。

27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補助112年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27,0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V V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

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至少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至少50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達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5%。

5.辦理跨領域團隊合作訓練達1堂。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育訓

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62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9%。

5.辦理跨領域團隊合作訓練達1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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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補助112年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16,0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V V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

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至少3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至少50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達100%。

4.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達10%。

5.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5%。

6.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達50%。

7.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腸病毒知識

提升比率提升5%。

8.辦理腸病毒跨領域團隊合作訓練達3堂。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育訓

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3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50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100%。

4.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13%。

5.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5%。

6.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醫事人員參訓比

率50%。

7.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腸病毒知識提升

比率提升13%。

8.辦理腸病毒跨領域團隊合作訓練3堂。

29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補助112年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23,8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V V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

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至少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至少100

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達100%。

4.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達10%。

5.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5%。

6.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達50%。

7.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腸病毒知識

提升比率提升5%。

8.辦理腸病毒跨領域團隊合作訓練達1堂。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育訓

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178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100%。

4.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達9%(未達標)，

因受疫情影響未達成計畫目標，考量疫情期間防疫為優先

，同意補助該院辦理教育訓練之相關經費，並請該院爾後

遇類似情形請適時調整指標以達成計畫預期目的。

5.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66%。

6.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醫事人員參訓比

率達72%。

7.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腸病毒知識提升

比率提升66%。

8.辦理腸病毒跨領域團隊合作訓練1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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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補助112年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23,602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V V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

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至少2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至少40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達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10%。

5.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達10%。

6.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達50%。

7.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腸病毒知識

提升比率提升5%。

8.辦理腸病毒跨領域團隊合作訓練達1堂。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育訓

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2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30人(未達標)，

因受疫情影響未達成計畫目標，考量疫情期間防疫為優先

，同意補助該院辦理教育訓練之相關經費，並請該院爾後

遇類似情形請適時調整指標以達成計畫預期目的。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23%。

5.因該院為首次辦理，爰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

升比率無法計算，同意補助。

6.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醫事人員參訓比

率達60%。

7.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腸病毒知識提升

比率提升23%。

8.辦理腸病毒跨領域團隊合作訓練1堂。

31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補助112年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12,94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V V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

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至少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至少50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達100%。

4.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達10%

5.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5%。

6.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達50%。

7.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腸病毒知識

提升比率提升5%。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育訓

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65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100%。

4.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10%。

5.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56%。

6.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醫事人員參訓比

率74%。

7.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腸病毒知識提升

比率提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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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補助112年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18,0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V V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

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至少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至少80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達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5%。

5.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達60%。

6.總體滿意度達90%以上。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育訓

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125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10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29%。

5.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醫事人員參訓比

率83%。

6.總體滿意度達95%以上。

33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補助112年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13,0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

V V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

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至少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至少50人

。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達100%。

4.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達10%

5.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5%。

6.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達50%。

7.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腸病毒知識

提升比率提升5%。

8.辦理腸病毒跨領域團隊合作訓練達1堂。

1.辦理腸病毒醫療網責任醫院之周邊醫院醫事人員教育訓

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50人。

3.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新進醫事人員參

訓比率100%。

4.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12%。

5.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23%。

6.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醫事人員參訓比

率75%。

7.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腸病毒知識提升

比率提升20%。

8.辦理腸病毒跨領域團隊合作訓練1堂。

34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2023年亞太肝臟研

究學會32nd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Pacific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Liver(2023APASL

Annual Meeting)

300,000 補助民間團體辦

理急性病毒性肝

炎防治衛生教育

V V 1.會議人數國內外參與人數達1,500人。

2.透過媒體揭露國內外學會宣傳活動5則。

3.海報發表400篇、口頭發表5篇。

1.會議人數國內外參與人數1,804名。

2.國內外學會宣傳及相關新聞報導計10則。

3.海報發表391篇、口頭發表 295篇，總計686篇。

35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12年補助民間團體

辦理急性病毒性肝

炎防治衛生教育

100,000 補助民間團體辦

理急性病毒性肝

炎防治衛生教育

V V 1.針對同志族群及HIV感染者至少辦理3場次實體或視

訊衛生教育講座或活動，總參與人員達300人次。

2.透過網頁或平面媒體露出衛生教育講座至少3則。

1.針對同志族群及HIV感染者辦理3場次衛生教育講座，總

參與人數393人次。

2.透過網頁或平面媒體露出衛生教育講座3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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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12年補助民間團體

辦理急性病毒性肝

炎防治衛生教育

100,000 補助民間團體辦

理急性病毒性肝

炎防治衛生教育

V V 1.辦理四場病毒性肝炎防治線上衛生教育講座計4場

次，總人數達400人次。

2.每場線上衛生教育講座至少包含2堂課程(4場次共8

堂課)。

3.平面媒體或本會官網或臉書露出講座訊息至少5

則。

1.辦理四場病毒性肝炎防治線上衛生教育講座計4場次，

總人數1,763人次。

2.共辦理4場衛生教育講座（每場次2堂課）。

3.平面媒體或本會官網或臉書露出講座訊息15則。

37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12年補助民間團體

辦理急性病毒性肝

炎防治衛生教育

100,000 補助民間團體辦

理急性病毒性肝

炎防治衛生教育

V V 1.參加病毒性肝炎防治衛生教育總人數至少400人

次。

2.北、中、南、東各區至少1家醫療單位辦理衛教活

動，並呈現衛教簽到表或照片。

3.透過電子與平面媒體露出及舉辦肝炎防治衛教活動

等宣傳管道至少4則。

4.至少發放3,000張活動衛教單張。

1.參加病毒性肝炎防治衛生教育人數592人次。

2.北、中、南、東各區共6家醫療單位辦理衛教活動，並

呈現衛教簽到表或照片。

3.透過電子與平面媒體露出及舉辦肝炎防治衛教活動等宣

傳管道6則。

4.發放15,000張以上活動衛教單張。

38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12年補助民間團體

辦理醫療院所透析

單位辦理急性病毒

性B、C型肝炎防治

教育訓練

150,000 補助民間團體辦

理急性病毒性肝

炎防治教育訓練

v v 1.完成教育訓練之護理/感染管制總人次達500人。

2.辦理至少2場教育訓練。

完成2場教育訓練，護理/感染管制總人次2,503人。

39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12年登革熱、屈公

病與蜱媒傳染病之

醫事人員教育訓練

28,566 補助中華民國醫

師公會全國聯合

會辦理「登革

熱、屈公病與蜱

媒傳染病之醫事

人員教育訓練」

V V 1.完成教育訓練之醫事人員數總計至少300人次參

訓。

2.辦理教育訓練次數至少1場(總時數至少2小時)。

1.與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合作，於112年6月10日

採用Cisco WebEx及youtube線上直播平台辦理「醫療安全

暨品質研討系列第125場–登革熱、屈公病與蜱媒傳染病

之醫事人員教育訓練」1場次，課程包含「登革熱與屈公

病的流行病學、臨床症狀及處置」及「蜱媒傳染病防治」

，共計746名醫事人員參訓。

2.提升醫師對於登革熱、屈公病與蜱媒傳染病之臨床診斷

及治療能力，期能早期診斷並加強對疑似病例之通報，儘

早提供病患適當臨床處置。

40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辦理2023年疫苗專

家論壇案

161,362 補助辦理2023年

疫苗專家論壇

(MasterClass

in Vaccinology

2023)場地租借

經費需求

V V 辦理16場次疫苗專家論壇，總參加人數至少500人，

外國講師人數須達人數比例10%以上，外國與會者須

達總人數5%。

1.辦理29場次疫苗專家論壇，總參加人數為435人，國內

外共62位講師參與，其中外國講師40位，已達65%，外國

與會者共66人，已達15%。

2.總參加人數指標未達成計畫目標值，分析未達成目標原

因可能為活動宣傳尚不足，導致報名人數偏低。

3.本案原核定補(捐)助金額為20萬元，因計畫實際活動支

出經費少於原計畫經費，依規定按原補(捐)助比率重新計

算補(捐)助金額為16萬1,36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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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20,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16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10.4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100%。

4.無異常需追蹤個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個案。

42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59,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234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2.2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100%。

4.異常個案追蹤7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個案。

43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59,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330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1.2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99%。

4.異常個案追蹤4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個案。

44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132,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230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1.6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100%。

4.異常個案追蹤41案。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1案。

45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60,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176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0.7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98%。

4.異常個案追蹤6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個案。

46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69,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341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2.0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98%。

4.異常個案追蹤4案。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2案。

第 13 頁，共 28 頁



是，

說明

原因

否 是 否，

說明

原因

指標內容 未訂指標

(請說明)

重複或超出所

需經費

按季公布於機

關網站

訂定績效衡量指標 成果及效益達成情形序號 補助項目/

類別

補助計畫

名稱

捐助金額 補助事項

47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37,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20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1.9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100%。

4.異常個案追蹤1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個案。

48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159,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213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1.3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100%。

4.異常個案追蹤57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個案。

49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48,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137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1.1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100%。

4.異常個案追蹤1案。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1案。

50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40,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6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1.0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100%。

4.無異常需追蹤個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個案。

51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53,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204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1.5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100%。

4.異常個案追蹤4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個案。

52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20,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16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7.3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100%。

4.無異常需追蹤個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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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72,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163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4.3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100%。

4.異常個案追蹤17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個案。

54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131,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812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1.0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100%。

4.異常個案追蹤41案。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1案。

55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149,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947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1.0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100%。

4.異常個案追蹤29案。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1案。

56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41,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74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1.2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97%。

4.異常個案追蹤2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個案。

57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156,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326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2.7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100%。

4.異常個案追蹤101案。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2案。

58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57,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51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0.4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100%。

4.異常個案追蹤5案。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1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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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56,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329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0.8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96%。

4.無異常需追蹤個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個案。

60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61,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123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1.1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100%。

4.異常個案追蹤10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個案。

61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44,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46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0.0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100%。

4.異常個案追蹤1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個案。

62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42,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50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0.0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100%。

4.無異常需追蹤個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個案。

63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65,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342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1.4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100%。

4.異常個案追蹤7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個案。

64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46,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135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1.0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96%。

4.無異常需追蹤個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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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43,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172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2.8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98%。

4.無異常需追蹤個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個案。

66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35,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27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2.3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100%。

4.無異常需追蹤個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個案。

67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52,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241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0.8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100%。

4.無異常需追蹤個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個案。

68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142,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1,142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0.5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98%。

4.異常個案追蹤18案。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2案。

69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56,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55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0.1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100%。

4.異常個案追蹤7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個案。

70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155,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998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1.0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100%。

4.異常個案追蹤31案。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1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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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50,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66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2.1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100%。

4.異常個案追蹤4案。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1案。

72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43,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183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1.4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100%。

4.無異常需追蹤個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個案。

73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45,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205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1.8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100%。

4.無異常需追蹤個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個案。

74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40,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20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1.0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100%。

4.無異常需追蹤個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個案。

75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35,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35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1.1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94%。

4.異常個案追蹤10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個案。

76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35,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13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1.2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100%。

4.無異常需追蹤個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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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66,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88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1.0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100%。

4.異常個案追蹤11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個案。

78 結核病防治 112年度山地原鄉合

作院所胸部X光篩檢

補助計畫

89,000 山地原鄉合作院

所胸部X光篩檢

V V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人

數。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

4.異常個案追蹤。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

1.設籍山地原鄉民眾胸部X光檢查(E4009C)執行830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2.6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100%。

4.異常個案追蹤8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個案。

79 愛滋防治 112年愛滋病指定醫

事機構服務品質提

升計畫

6,000 指定醫事機構維

運自我篩檢試劑

電子式自動服務

機

V V 為使民眾瞭解自身愛滋感染狀態，及提升自我篩檢試

劑取得可近性，鼓勵指定醫事機構設置電子式自動服

務機及協助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服務，以達愛滋

防治目標。

完成電子式自動服務機的設置及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

服務，共服務20人次，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80 愛滋防治 112年愛滋病指定醫

事機構服務品質提

升計畫

6,000 指定醫事機構維

運自我篩檢試劑

電子式自動服務

機

V V 為使民眾瞭解自身愛滋感染狀態，及提升自我篩檢試

劑取得可近性，鼓勵指定醫事機構設置電子式自動服

務機及協助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服務，以達愛滋

防治目標。

完成電子式自動服務機的設置及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

服務，共服務20人次，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81 愛滋防治 112年愛滋病指定醫

事機構服務品質提

升計畫

6,000 指定醫事機構維

運自我篩檢試劑

電子式自動服務

機

V V 為使民眾瞭解自身愛滋感染狀態，及提升自我篩檢試

劑取得可近性，鼓勵指定醫事機構設置電子式自動服

務機及協助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服務，以達愛滋

防治目標。

完成電子式自動服務機的設置及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

服務，共服務170人次，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82 愛滋防治 112年愛滋病指定醫

事機構服務品質提

升計畫

6,000 指定醫事機構維

運自我篩檢試劑

電子式自動服務

機

V V 為使民眾瞭解自身愛滋感染狀態，及提升自我篩檢試

劑取得可近性，鼓勵指定醫事機構設置電子式自動服

務機及協助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服務，以達愛滋

防治目標。

完成電子式自動服務機的設置及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

服務，共服務80人次，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83 愛滋防治 112年愛滋病指定醫

事機構服務品質提

升計畫

6,000 指定醫事機構維

運自我篩檢試劑

電子式自動服務

機

V V 為使民眾瞭解自身愛滋感染狀態，及提升自我篩檢試

劑取得可近性，鼓勵指定醫事機構設置電子式自動服

務機及協助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服務，以達愛滋

防治目標。

完成電子式自動服務機的設置及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

服務，共服務480人次，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84 愛滋防治 112年愛滋病指定醫

事機構服務品質提

升計畫

6,000 指定醫事機構維

運自我篩檢試劑

電子式自動服務

機

V V 為使民眾瞭解自身愛滋感染狀態，及提升自我篩檢試

劑取得可近性，鼓勵指定醫事機構設置電子式自動服

務機及協助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服務，以達愛滋

防治目標。

完成電子式自動服務機的設置及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

服務，共服務50人次，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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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愛滋防治 112年愛滋病指定醫

事機構服務品質提

升計畫

16,000 指定醫事機構設

置自我篩檢試劑

電子式自動服務

機

V V 為使民眾瞭解自身愛滋感染狀態，及提升自我篩檢試

劑取得可近性，鼓勵指定醫事機構設置電子式自動服

務機及協助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服務，以達愛滋

防治目標。

完成電子式自動服務機的設置及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

服務，共服務50人次，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86 愛滋防治 112年愛滋病指定醫

事機構服務品質提

升計畫

16,000 指定醫事機構設

置自我篩檢試劑

電子式自動服務

機

V V 為使民眾瞭解自身愛滋感染狀態，及提升自我篩檢試

劑取得可近性，鼓勵指定醫事機構設置電子式自動服

務機及協助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服務，以達愛滋

防治目標。

完成電子式自動服務機的設置及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

服務，共服務20人次，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87 愛滋防治 112年愛滋病指定醫

事機構服務品質提

升計畫

6,000 指定醫事機構維

運自我篩檢試劑

電子式自動服務

機

V V 為使民眾瞭解自身愛滋感染狀態，及提升自我篩檢試

劑取得可近性，鼓勵指定醫事機構設置電子式自動服

務機及協助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服務，以達愛滋

防治目標。

完成電子式自動服務機的設置及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

服務，共服務600人次，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88 愛滋防治 112年愛滋病指定醫

事機構服務品質提

升計畫

6,000 指定醫事機構維

運自我篩檢試劑

電子式自動服務

機

V V 為使民眾瞭解自身愛滋感染狀態，及提升自我篩檢試

劑取得可近性，鼓勵指定醫事機構設置電子式自動服

務機及協助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服務，以達愛滋

防治目標。

完成電子式自動服務機的設置及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

服務，共服務30人次，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89 愛滋防治 112年愛滋病指定醫

事機構服務品質提

升計畫

6,000 指定醫事機構維

運自我篩檢試劑

電子式自動服務

機

V V 為使民眾瞭解自身愛滋感染狀態，及提升自我篩檢試

劑取得可近性，鼓勵指定醫事機構設置電子式自動服

務機及協助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服務，以達愛滋

防治目標。

完成電子式自動服務機的設置及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

服務，共服務60人次，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90 愛滋防治 112年愛滋病指定醫

事機構服務品質提

升計畫

16,000 指定醫事機構設

置自我篩檢試劑

電子式自動服務

機

V V 為使民眾瞭解自身愛滋感染狀態，及提升自我篩檢試

劑取得可近性，鼓勵指定醫事機構設置電子式自動服

務機及協助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服務，以達愛滋

防治目標。

完成電子式自動服務機的設置及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

服務，共服務100人次，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91 愛滋防治 112年愛滋病指定醫

事機構服務品質提

升計畫

6,000 指定醫事機構維

運自我篩檢試劑

電子式自動服務

機

V V 為使民眾瞭解自身愛滋感染狀態，及提升自我篩檢試

劑取得可近性，鼓勵指定醫事機構設置電子式自動服

務機及協助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服務，以達愛滋

防治目標。

完成電子式自動服務機的設置及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

服務，共服務100人次，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92 愛滋防治 112年愛滋病指定醫

事機構服務品質提

升計畫

16,000 指定醫事機構設

置自我篩檢試劑

電子式自動服務

機

V V 為使民眾瞭解自身愛滋感染狀態，及提升自我篩檢試

劑取得可近性，鼓勵指定醫事機構設置電子式自動服

務機及協助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服務，以達愛滋

防治目標。

完成電子式自動服務機的設置及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

服務，共服務300人次，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93 愛滋防治 112年愛滋病指定醫

事機構服務品質提

升計畫

6,000 指定醫事機構維

運自我篩檢試劑

電子式自動服務

機

V V 為使民眾瞭解自身愛滋感染狀態，及提升自我篩檢試

劑取得可近性，鼓勵指定醫事機構設置電子式自動服

務機及協助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服務，以達愛滋

防治目標。

完成電子式自動服務機的設置及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

服務，共服務200人次，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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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愛滋防治 112年愛滋病指定醫

事機構服務品質提

升計畫

6,000 指定醫事機構維

運自我篩檢試劑

電子式自動服務

機

V V 為使民眾瞭解自身愛滋感染狀態，及提升自我篩檢試

劑取得可近性，鼓勵指定醫事機構設置電子式自動服

務機及協助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服務，以達愛滋

防治目標。

完成電子式自動服務機的設置及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

服務，共服務200人次，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95 愛滋防治 112年愛滋病指定醫

事機構服務品質提

升計畫

6,000 指定醫事機構維

運自我篩檢試劑

電子式自動服務

機

V V 為使民眾瞭解自身愛滋感染狀態，及提升自我篩檢試

劑取得可近性，鼓勵指定醫事機構設置電子式自動服

務機及協助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服務，以達愛滋

防治目標。

完成電子式自動服務機的設置及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

服務，共服務240人次，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96 愛滋防治 112年愛滋病指定醫

事機構服務品質提

升計畫

16,000 指定醫事機構設

置自我篩檢試劑

電子式自動服務

機

V V 為使民眾瞭解自身愛滋感染狀態，及提升自我篩檢試

劑取得可近性，鼓勵指定醫事機構設置電子式自動服

務機及協助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服務，以達愛滋

防治目標。

完成電子式自動服務機的設置及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

服務，共服務20人次，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97 愛滋防治 112年愛滋病指定醫

事機構服務品質提

升計畫

16,000 指定醫事機構設

置自我篩檢試劑

電子式自動服務

機

V V 為使民眾瞭解自身愛滋感染狀態，及提升自我篩檢試

劑取得可近性，鼓勵指定醫事機構設置電子式自動服

務機及協助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服務，以達愛滋

防治目標。

完成電子式自動服務機的設置及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

服務，共服務100人次，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98 愛滋防治 112年愛滋病指定醫

事機構服務品質提

升計畫

6,000 指定醫事機構維

運自我篩檢試劑

電子式自動服務

機

V V 為使民眾瞭解自身愛滋感染狀態，及提升自我篩檢試

劑取得可近性，鼓勵指定醫事機構設置電子式自動服

務機及協助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服務，以達愛滋

防治目標。

完成電子式自動服務機的設置及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

服務，共服務90人次，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99 愛滋防治 112年愛滋病指定醫

事機構服務品質提

升計畫

16,000 指定醫事機構設

置自我篩檢試劑

電子式自動服務

機

V V 為使民眾瞭解自身愛滋感染狀態，及提升自我篩檢試

劑取得可近性，鼓勵指定醫事機構設置電子式自動服

務機及協助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服務，以達愛滋

防治目標。

完成電子式自動服務機的設置及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

服務，共服務100人次，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100 愛滋防治 112年愛滋病指定醫

事機構服務品質提

升計畫

16,000 指定醫事機構設

置自我篩檢試劑

電子式自動服務

機

V V 為使民眾瞭解自身愛滋感染狀態，及提升自我篩檢試

劑取得可近性，鼓勵指定醫事機構設置電子式自動服

務機及協助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服務，以達愛滋

防治目標。

完成電子式自動服務機的設置及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

服務，共服務50人次，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101 愛滋防治 112年愛滋病指定醫

事機構服務品質提

升計畫

16,000 指定醫事機構設

置自我篩檢試劑

電子式自動服務

機

V V 為使民眾瞭解自身愛滋感染狀態，及提升自我篩檢試

劑取得可近性，鼓勵指定醫事機構設置電子式自動服

務機及協助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服務，以達愛滋

防治目標。

完成電子式自動服務機的設置及維運，提供民眾自我篩檢

服務，共服務10人次，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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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愛滋防治 112年補助民間團體

辦理愛滋防治工作

計畫

1,250,000 「1個目標、0個

感染、0個死

亡」愛滋防治、

校園愛滋防治教

育宣導、愛滋及

性傳染病篩檢與

衛教諮詢及外展

服務整合型計畫

V V 1.愛滋防治教育訓練：辦理北區、中區、南及東部場

各一場教育訓練共4場，150人。

2.校園愛滋防治衛教推廣：

(1)校園宣導200場次，6,000人次以上。

(2)防治愛滋知識提升比率與愛滋正向態度提升比率

達5%以上。

3.愛滋篩檢及外展服務：

(1)辦理外展篩檢諮詢服務18場次以上。

(2)篩檢及諮詢服務達500人次。

(3)特種行業衛教宣導，北、中、南共3場。

(4)衛教文章20篇。

1.愛滋防治教育訓練：辦理北區、中區、南部場及線上場

各一場教育訓練共4場，213人。

2.校園愛滋防治衛教推廣：

(1)校園宣導200場次，19,127人次以上。

(2)防治愛滋知識提升比率與愛滋正向態度提升比率均達

7%。

3.愛滋篩檢及外展服務：

(1)辦理外展篩檢諮詢服務20場次。

(2)篩檢及諮詢服務達545人次。

(3)特種行業衛教宣導，北、中、南共3場。

(4)衛教文章43篇。

103 愛滋防治 112年補助民間團體

辦理愛滋防治工作

計畫

1,395,000 愛滋感染者社區

家庭化照護中途

之家暨「有了關

愛，歧視不在：

關懷愛滋與去除

歧視」校園宣導

V V 1.個案諮詢處遇與家庭支持服務：

(1)中途之家安置個案轉介達2人。

(2)安置個案及工作人員結核病X光檢查。

(3)立即提供新入住個案資料達100%。

(4)每月提供服務清冊資料達100%。

(5)安置個案就醫率90%。

(6)中途之家個案每年接受衛生/社政人員進行失能評

估(ADL)比率達100%。

2.校園愛滋防治衛教宣導：

(1)校園宣導40場，共2,000人次。

(2)學生對愛滋知識及分數差提升5%以上。

1.個案諮詢處遇與家庭支持服務：

(1)中途之家安置個案轉介達2人。

(2)安置個案及工作人員結核病X光檢查達100%。

(3)立即提供新入住個案資料達100%。

(4)每月提供服務清冊資料達100%。

(5)安置個案就醫率100%。

(6)中途之家個案每年接受衛生/社政人員進行失能評估

(ADL)比率達100%。

2.校園愛滋防治衛教宣導：

(1)校園宣導103場，共11,438人次。

(2)學生對愛滋知識及分數差提升7%。

104 愛滋防治 112年補助民間團體

辦理愛滋防治工作

計畫

517,500 學校性教育-愛

滋防治「密室逃

脫」活動推廣計

畫

V V 愛滋防治教育訓練：辦理3場次種子師資培訓，參與

人數期望達到150人，並進行10場入校教師培訓及高

年級學生體驗活動。

愛滋防治教育訓練：辦理3場次種子師資培訓，參與人數

578人，並進行10場入校教師培訓及高年級學生體驗活動

，共計1,740人次參加。

105 愛滋防治 112年補助民間團體

辦理愛滋防治工作

計畫

110,000 『愛滋防治教育

訓練』暨『艾瑪

家族』支持服務

計畫

V V 1.個案諮詢處遇與家庭支持服務：

(1)艾瑪家族支持服務計畫，輔導個案病毒量測不到

率達95%。

(2)每季提供個別心理諮商（治療）、家族諮商（治

療）及輔導清冊。

2.愛滋防治教育訓練：

(1)預防HIV母垂防治教育研習會(共1場) ，30人次參

與，完訓率60%。

(2)長期照護愛滋病防治教育研習會(共2場) 共100人

參與，完訓率60%。

1.個案諮詢處遇與家庭支持服務：

(1)艾瑪家族支持服務計畫，輔導個案病毒量測不到率達

100%。

(2)每季提供個別心理諮商（治療）、家族諮商（治療）

及輔導清冊達100%。

2.愛滋防治教育訓練：

(1)預防HIV母垂防治教育研習會(共1場) ，42人次參與，

完訓率84%。

(2)長期照護愛滋病防治教育研習會(共2場) 共194人參與

，完訓率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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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愛滋防治 112年補助民間團體

辦理愛滋防治工作

計畫

80,000 2023關懷青少年

愛滋毒品NO創意

宣導計畫

V V 校園愛滋防治衛教宣導：

1.辦理30場偏鄉校園總計達900人次。

2.防治愛滋知識提升比率與愛滋正向態度提升比率達

5%以上。

校園愛滋防治衛教宣導：

1.辦理30場偏鄉校園總計達1,371人次。

2.防治愛滋知識提升比率與愛滋正向態度提升比率，在國

小場分別提升27%及44%，國中場分別提升55%及41%，滿意

度平均達98%。

107 愛滋防治 112年補助民間團體

辦理愛滋防治工作

計畫

100,000 針對LGBT運動族

群提供男性間性

行為者、外籍人

士愛滋與性教育

衛教宣導計畫

V V 愛滋篩檢及外展服務:外展篩檢人次共200人次。 愛滋篩檢及外展服務:外展篩檢人次共200人次。

108 愛滋防治 112年補助民間團體

辦理愛滋防治工作

計畫

140,000 112年藥事人員

愛滋病防治教育

訓練計畫

V V 愛滋防治教育訓練：

1.辦理教育訓練場次數：至少2場次。

2.參與教育訓練場總人數：總計至少100人次。

3.輔導至少3家藥局成為指定藥局。

愛滋防治教育訓練：

1.辦理教育訓練場次數：2場次。

2.參與教育訓練場總人數：總計117人次。

3.輔導3家藥局成為指定藥局。

109 愛滋防治 112年補助民間團體

辦理愛滋防治工作

計畫

700,000 112年度「愛滋

病防治教育」計

畫

V V 1.愛滋防治教育訓練：共6場次、總計200人次參與。

2.季刊至少3期、治療指引修訂。

3.24小時專科醫師PEPline。

4.臺灣愛滋暴露前預防性投藥使用指引修訂：

(1)修訂臺灣愛滋暴露前預防性投藥使用指引。

(2)舉辦「臺灣愛滋暴露前預防性投藥使用指引第三

版」公聽會1場、舉辦PrEP相關教育訓練活動2場，3

場總計100人次參加。

(4)製作新版「暴露前預防性投藥」宣導動畫影片。

愛滋防治教育訓練：

1.共7場次、總計240人次參與。

2.季刊出3期、治療指引修訂，皆完成。

3.24小時專科醫師PEPline。

4.臺灣愛滋暴露前預防性投藥使用指引修訂：

(1)修訂臺灣愛滋暴露前預防性投藥使用指引。

(2)舉辦「臺灣愛滋暴露前預防性投藥使用指引第三版」

公聽會1場、舉辦PrEP相關教育訓練活動2場，3場總計105

人次參加。

(4)製作新版「暴露前預防性投藥」宣導動畫影片，並放

置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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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愛滋防治 112年補助民間團體

辦理愛滋防治工作

計畫

146,675 台灣社區模式愛

滋篩檢諮詢服務

計畫

V V 愛滋篩檢及外展服務:

1.同志社區固定場域篩檢：至少12場，外展篩檢達

100人，提供1,000片保險套、1,000包潤滑液、500份

衛教單張)。

2.結合新興媒體平台揪團篩檢諮詢服務：揪團篩檢服

務人達100人，提供1,000片保險套、1,000包潤滑

液、500份衛教單張。

3.提供暴露愛滋病毒前或後預防性投藥之資訊:至少

12場。

4.性傳染病防治、肝炎(A、B、C肝)及腸道傳染病(志

賀氏菌、阿米巴痢疾等)防治、娛樂性用藥防治、年

輕同志交友自我保護知識等宣導:至少12場，衛教宣

導200人次。

5.愛滋篩檢陰性者成功轉介服用PrEP者32人。

愛滋篩檢及外展服務:

1.辦理愛滋及性傳染病篩檢與衛教諮詢及外展共12場次，

不定期於同志場域進行外展篩檢，愛滋匿篩共115人次；

進行揪團篩檢諮詢服務，共辦理11場，篩檢人次達115人

，篩檢服務提供2,000份保險套、潤滑液及衛教單張，其

中未發現陽性個案。

2.辦理暴露愛滋病毒前或後預防性投藥之衛教宣導共23

場；進行性傳染病、肝炎及腸道傳染病等議題衛教宣導，

共達230人次。

3.針對篩檢結果陰性者轉介PrEP共計27人，轉介人數未達

32人，業扣除該項指標補助金額825元。

111 愛滋防治 112年補助民間團體

辦理愛滋防治工作

計畫

250,000 HIV篩檢前後諮

詢訓練及外展整

合計畫

V V 1.愛滋防治教育訓練：辦理2場HIV篩檢前後諮詢訓練

課程，每場75人，人數共150人。

2.愛滋篩檢及外展服務：

(1)辦理25場外展活動，每場8人。

(2)衛教活動250人、篩檢人數200人。

(3)篩檢陽性1人。

1.愛滋防治教育訓練：辦理2場HIV篩檢前後諮詢訓練課程

，計180人次參加。

2.愛滋篩檢及外展服務：

(1)辦理36場外展活動。

(2)衛教活動269人、篩檢人數269人。

(3)篩檢陽性2人。

112 愛滋防治 112年補助民間團體

辦理愛滋防治工作

計畫

200,000 2023年基本權益

受侵害愛滋感染

者個案服務計畫

V V 個案諮詢處遇與家庭支持服務：

1.愛滋權益受侵害感染者接受服務共40案。

2.參與中央權益保障會，以中央召開進度為主（不包

含有遇到利益衝突申請迴避）

個案諮詢處遇與家庭支持服務：

1.提供受侵權愛滋感染者總服務共71案，其中本國籍案件

數為35案(占49%)，提供包含工作權、法律協助、社會權

(安就養與醫療)及隱私權等服務，來源以醫療院所轉介為

大宗。

2.參加權益保障會達100%。

113 愛滋防治 112年補助民間團體

辦理愛滋防治工作

計畫

200,000 性工作者、性消

費者愛滋防治同

儕教育計畫

V V 愛滋篩檢及外展服務:

1.基隆私娼館衛教6場次，300人次。

2.台北流鶯衛教11場次，550人次。

3.台北市網路廣告式個體戶、應召站：5場次，60人

次。

4.台北新北高雄外籍陸籍性工作者：5場次，200人

次。

65.台中應召站、私娼館、旅舍：5場次，100人次。

6.社會大眾、性消費者談話服務(含身障)：11場次，

40人次。

愛滋篩檢及外展服務:

1.基隆私娼館、台北流鶯、台北網路廣告式個體戶/應召

站、台北新北高雄外籍、陸籍性工作者、台中應召站/私

娼館/旅社、社會大眾、性消費者公共衛生教育及愛滋防

治之談話服務(含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者家屬、機構工

作人員)等，辦理愛滋及性傳染病外展衛教諮詢服務計43

場，服務人數共計1,262人次

2.發放保險套2,050枚及衛教手冊1,20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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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愛滋防治 112年補助民間團體

辦理愛滋防治工作

計畫

528,500 HIV篩檢前後諮

詢訓練、心理衛

生訓練及外展整

合計畫

V V 1.個案諮詢處遇與家庭支持服務：提供感染者處遇服

務、藥物成癮個案服務、受侵權感染者諮詢服務，共

30人。

2.愛滋防治教育訓練：

(1)辦理1場HIV篩檢前後諮詢訓練課程，人數60人。

(2)辦理3場心理衛生與愛滋專業知能工作坊，每場60

人，人數180人。

(3)辦理2場HIV快速初步篩檢專業人員培訓，每場65

人，人數130人。

3.愛滋篩檢及外展服務：

(1)篩檢陽性人數至少1人。

(2)愛滋或性傳染病篩檢陽性轉介就醫率85%。

(3)辦理25場外展活動，衛教活動250人、篩檢人數

200人。

1.個案諮詢處遇與家庭支持服務：感染者處遇服務共30人

，提供每月感染者處遇服務清冊達100%，協助個案規律就

醫96%。

2.愛滋防治教育訓練：

(1)辦理1場HIV篩檢前後諮詢訓練課程，人數68人。

(2)辦理3場心理衛生與愛滋專業知能工作坊，人數210

人。

(3)辦理2場HIV快速初步篩檢專業人員培訓，人數130人。

3.愛滋篩檢及外展服務：

(1)篩檢陽性人數1人。

(2)愛滋或性傳染病篩檢陽性轉介就醫率100%。

(3)辦理25場外展活動，衛教活動250人、篩檢人數208

人。

115 愛滋防治 112年補助民間團體

辦理愛滋防治工作

計畫

1,320,500 112年度愛滋防

治教育訓練計畫

V V 愛滋防治教育訓練：

1.認證考試：初試、複試各1場。

2.教育訓練：共計6場。

3.愛滋個案管理人員臨床見習：

(1)愛滋個案管理人員臨床見習完成比率（見習完成

總人數/招訓總人數）達70%。

(2)至少辦理5場，人數20人。

4.每月發愛護會訊新媒體衛教訊息1篇。

5.愛滋快速初步篩檢(快篩)專業人員培訓與認證通過

比率70%(80分以上)。

6.愛滋篩檢及個案管理與伴侶服務之專業諮詢完成率

70%。

愛滋防治教育訓練：

1.認證考試：初試、複試各1場，通過率分別達

88%(15/17)及78%(18/23)。

2.教育訓練：共計6場，辦理愛滋防治教育訓練共6場，內

容包含愛滋個案管理師基礎核心教育訓練、成癮性藥物與

社會實作工作坊及愛滋個案管理師核心進階課程，共計

281人次參與，教育訓練課程完成比率達100%。

3.愛滋個案管理人員臨床見習：

(1)愛滋個案管理人員臨床見習完成比率達100%。

(2)辦理14場，人數15人，未達20人次，業扣除該項指標

補助金額1,500元。

4.每月發愛護會訊新媒體衛教訊息1篇。

5.辦理愛滋快速篩檢(快篩)專業人員培訓予認證共3場，

總計114人報名，出席人數111人，實際通過104人，通過

率94%(依實際人數核銷)。

6.辦理愛滋篩檢及個案管理諮詢及伴侶服務之專業諮詢，

為本年初次執行，有效問答共提供8人次，諮詢完成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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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愛滋防治 112年補助民間團體

辦理愛滋防治工作

計畫

347,025 昭茶暮酒陪你聊

，篩檢、預防都

沒少！Test and

Alert, PrEP

before FUN!

V V 愛滋篩檢及外展服務：

1.本國籍、非本國辦理8場外展，篩檢人數達400人次

，陽性率0.5以上。

2.針對移工外展或衛教活動，投放1次以上衛教廣告

，曝光率至少2萬人以上。

愛滋篩檢及外展服務：

1.辦理18場次本國籍外展篩檢與諮詢服務，共313人參與

篩檢，篩檢陽性者為0人(陽性率0%)，未達陽性率0.5%，

業扣除該項指標補助金額2,975元。

2.與人氣插畫家及知名成人玩具品牌跨界聯名，預計於12

月世界愛滋日以KOL抽獎形式，推廣U=U，推估網路曝光達

5萬人次以上。

3.辦理非本國籍新住民與移工衛教、篩檢活動共2場，共

94人參與篩檢，篩檢陽性者為0人(陽性率0%)，針對外籍

移工與新住民，投放愛滋防治相關衛教推廣，曝光人數超

過2萬5,000人。

117 愛滋防治 112年補助民間團體

辦理愛滋防治工作

計畫

179,625 愛滋感染者現身

說法－校園愛滋

防治衛教推廣及

HIV+OK 系列影

集——去他的

HIV，我只想要

好好生活(HIV

感染者真人故事

改編劇情類系列

微影集拍攝)

V V 1.校園愛滋防治衛教推廣：

(1)偏鄉分享55間。

(2)愛滋知識、態度提升5%。

2.愛滋篩檢及外展服務：

(1)拍攝2主題微影集，各5集。

(2)進校推廣20場。

(3)前後測比例上升5%。

1.校園愛滋防治衛教推廣：

(1)聯繫781間偏遠地區之學校，其中電話連絡共114間，

電子公文發文共667間。

(2)於偏鄉地區學校進行衛教宣導共55場，共計3,123人次

參與。

(3)於衛教活動前後測驗中，平均成績上升38%。

2.愛滋篩檢及外展服務：微影集拍攝因總經費較晚籌備完

成，致執行啟程較晚，無法於今年度完成，業扣除該項指

標補助金額12,875元。

118 愛滋防治 112年補助民間團體

辦理愛滋防治工作

計畫

1,090,958 個案諮詢處遇與

家庭支持服務方

案

V V 個案諮詢處遇與家庭支持服務:

1.個案管理服務:共300人。

一般個案：255人。

愛滋藥癮或身心科需求個案：35人。

感染者就業輔導:10人。

2.受侵權感染者諮詢服務5人。

3.中途之家服務以每人每月為1人次計共30人次。

4.未成年、懷孕或出監藥癮女性感染者處遇服務5人

，疾管署派案案件執行率達100%。

5.提供感染者就醫比例達92%

個案諮詢處遇與家庭支持服務:

1.感染者處遇服務共410人，其中148人為今年度新開案、

受侵權愛滋感染者諮詢服務共5人、懷孕婦女/愛滋媽媽感

染者處遇服務5人次、藥癮感染者轉介40人及就業輔導成

功10人，並提供中途之家服務共12人次(依實際人數核

銷)。

2.感染者處遇服務提供就醫人數比率達96%；懷孕感染者

服務執行率達100%；服務受侵權感染者協助率達100%。

3.每月及每季提供相關感染者處遇服務清冊達100%；通知

本署中途之家新入住之感染者達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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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漢生病防治 112年度補助醫院辦

理漢生病個案確診

及治療計畫

24,155 112年度補助醫

院辦理漢生病個

案確診及治療計

畫

V V 1.辦理漢生病個案確診作業及提供患者包括：必要時

應召開病例討論會、每週一次漢生病門診時段及與指

定醫院領取漢生病治療用藥等診療服務。

2.派員參加有關漢生病相關訓練。

1.112年1月1日至112年11月20日期間，診治相關個案共3

人，其中復發1人，完治後追蹤2人。

2.協助衛生福利部樂生療養院辦理漢生病防治暨外國人健

檢醫師教育訓練。

3.舉辦院內個案討論會共1場次。

120 抗生素管理 112年感染管制與抗

生素管理卓越計畫

補捐助案

1,072,879 推動感染管制與

抗生素管理卓越

計畫、建置醫院

自動通報抗生素

抗藥性資料之系

統

V V 主責醫院應完成：

1.感染管制與抗生素管理29項指標提報。

2.建置醫療照護相關感染（HAI）相關通報與抗生素

抗藥性監測通報（AR）共計4個模組WebAPI自動通報

機制、通過正式上線，回溯上傳並持續通報。

3.通過感染管制與抗生素管理卓越中心（IPCAS

CoE）認證標準、並輔導聯盟醫院通過感染管制與抗

生素管理卓越計畫品質提升（IPCASQI）指標評核。

4.辦理轄內有關IPCASQI，至少2次交流會議、研討會

或成果發表等相關會議。

5.每年至少辦理2場對象為民眾之衛教宣導活動。

1.於112年7月27日及10月27日彙整提報聯盟群組內29項監

測指標。

2.主責醫院及聯盟醫院於112年8月23日前達成4項模組

WebAPI介接，建置「台灣醫院感染管制與抗藥性監測管理

(THAS）系統」自動化通報機制，並持續上傳資料，提升

通報資料品質。

3.於112年8月至9月完成聯盟醫院實地輔導共4次，提升聯

盟醫院執行計畫之成效；完成IPCAS CoE認證並於112年11

月20日成果發表會接受授證。

4.於112年5月至9月共辦理6次交流會議。

5.於112年8月至12月辦理民眾宣導教育共4場。

121 抗生素管理 112年感染管制與抗

生素管理卓越計畫

補捐助案

1,008,516 推動感染管制與

抗生素管理卓越

計畫、建置醫院

自動通報抗生素

抗藥性資料之系

統

V V 主責醫院應完成：

1.感染管制與抗生素管理29項指標提報。

2.建置醫療照護相關感染（HAI）相關通報與抗生素

抗藥性監測通報（AR）共計4個模組WebAPI自動通報

機制、通過正式上線，回溯上傳並持續通報。

3.通過感染管制與抗生素管理卓越中心認證標

準、並輔導聯盟醫院通過感染管制與抗生素管理

卓越計畫品質提升（IPCASQI）指標評核。

4.辦理轄內有關IPCASQI，至少2次交流會議、研討會

或成果發表等相關會議。

5.每年至少辦理2場對象為民眾之衛教宣導活動。

1.於112年5月27日、7月28日及10月23日彙整提報聯盟群

組內29項監測指標。

2.主責醫院及聯盟醫院於112年8月18日前達成4項模組

WebAPI介接，建置「台灣醫院感染管制與抗藥性監測管理

(THAS）系統」自動化通報機制，並持續上傳資料，提升

通報資料品質。

3.建置聯盟醫院 LINE 群組，提供計畫相關訊息及交流平

台，並於112年6月及10月完成聯盟醫院實地訪視交流共6

次；完成IPCAS CoE認證並於112年11月20日成果發表會接

受授證。

4.於112年5月24日、10月28日共辦理2次交流會議。

5.於112年5月5日、6月27日辦理民眾宣導教育共2場。

122 支援合作醫院 112年傳染病防治醫

療網支援合作醫院

行政作業款

800,000 傳染病防治醫療

網支援合作醫院

行政作業款

V V 辦理有關醫療網運作策略/支援人力權利義務課程至

少1場次，以及新興傳染病防治與個人防護裝備穿脫

至少9場次(每場次應包括新興傳染病防治相關訓練至

少1小時、防護裝備穿脫訓練3小時)。

辦理醫療網運作策略/支援人力權利義務課程1場次，以及

新興傳染病防治與個人防護裝備穿脫13場次教育訓練，共

計593名支援人力完訓，提升國內傳染病防治及收治量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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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支援合作醫院 112年傳染病防治醫

療網支援合作醫院

行政作業款

339,663 傳染病防治醫療

網支援合作醫院

行政作業款

V V 辦理有關醫療網運作策略/支援人力權利義務課程至

少1場次，以及新興傳染病防治與個人防護裝備穿脫

至少9場次(每場次應包括新興傳染病防治相關訓練至

少1小時、防護裝備穿脫訓練3小時)。

辦理醫療網運作策略/支援人力權利義務課程1場次，以及

新興傳染病防治與個人防護裝備穿脫10場次教育訓練，共

計794名支援人力完訓，提升國內傳染病防治及收治量

能。

124 支援合作醫院 112年傳染病防治醫

療網支援合作醫院

行政作業款

765,025 傳染病防治醫療

網支援合作醫院

行政作業款

V V 辦理有關醫療網運作策略/支援人力權利義務課程至

少1場次，以及新興傳染病防治與個人防護裝備穿脫

至少9場次(每場次應包括新興傳染病防治相關訓練至

少1小時、防護裝備穿脫訓練3小時)。

辦理醫療網運作策略/支援人力權利義務課程1場次，以及

新興傳染病防治與個人防護裝備穿脫10場次教育訓練，共

計2,074名支援人力完訓，提升國內傳染病防治及收治量

能。

125 支援合作醫院 112年傳染病防治醫

療網支援合作醫院

行政作業款

800,000 傳染病防治醫療

網支援合作醫院

行政作業款

V V 辦理有關醫療網運作策略/支援人力權利義務課程至

少1場次，以及新興傳染病防治與個人防護裝備穿脫

至少9場次(每場次應包括新興傳染病防治相關訓練至

少1小時、防護裝備穿脫訓練3小時)。

辦理醫療網運作策略/支援人力權利義務課程1場次，以及

新興傳染病防治與個人防護裝備穿脫9場次教育訓練，共

計728名支援人力完訓，提升國內傳染病防治及收治量

能。

126 應變醫院 112年度傳染病防治

醫療網應變醫院病

房維護費

747,000 傳染病防治醫療

網應變醫院病房

維護費

V V 辦理負壓隔離病房之維護與修繕，以及相關人員之訓

練/演習，以強化傳染病防治醫療網應變醫院整體應

變量能，維護負壓隔離病房功能完整性，以及提升應

變人員技/知能。

完成負壓隔離病房設備維護、功能檢測及隔離病房衛/耗

材購置，並辦理院內人員教育訓練7場/355人次、支援人

力教育訓練2場/283人、傳染病防治醫療網防疫演習-以猴

痘為例1場/99人、口罩密合度測試2場/18人。

127 應變醫院 112年度傳染病防治

醫療網應變醫院病

房維護費

574,795 傳染病防治醫療

網應變醫院病房

維護費

V V 辦理負壓隔離病房之維護與修繕，以及相關人員之訓

練/演習，以強化傳染病防治醫療網應變醫院整體應

變量能，維護負壓隔離病房功能完整性，以及提升應

變人員技/知能。

完成負壓隔離病房設備維護、功能檢測及隔離病房衛/耗

材購置，並辦理院內人員教育訓練23場/6,032人次、支援

人力教育訓練4場/460人、傳染病緊急應變演習(猴痘為

主)1場/11人、口罩密合度測試44場/838人。

128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2023亞洲藥學會年

會(FAPA2023)

350,000 場地費用 V V 1.國內外相關領域與會人數共2,500名(國內1,700人

及國外800人)。

2.國內外相關學會及新聞報導揭露活動訊息達至少13

篇。

3.海報及口頭論文發表合計100則。

1.國內外相關領域與會人數共3,000名(國內2,200人及國

外800人)。

2.國內外相關學會及新聞報導揭露活動訊息達至少23篇。

3.海報及口頭論文發表合計970則。

129 疫情監測 指定機構辦理新冠

病毒血清抗體監視

系統之提供指定檢

體補助費

75,650 依據「衛生福利

部指定機關(構)

提供指定檢體或

病原體以執行流

行疫情監視及流

行病學調查費用

補助要點」提供

指定檢體補助費

V V 指定機構於112年8月31日前，提供112年1月至6月間

收受之血清存檔樣本(檢體)，及其經處理致無從識別

特定當事人之資料檢體總件數達7,000件；其中112年

1月至112年5月期間，以每月抽樣至少1,000件為原

則。(計畫執行期間為112年1月1日至同年8月31日止)

1.指定機構業於112年8月15日前完成7,000件檢體交付，

且每月抽樣數均達1,000件以上，達成指標數。

2.業於113年1月23日以新聞稿方式公布本案112年1月至6

月新冠病毒血清抗體監視系統監視結果，整體陽性率由

61.5%上升至78.9%，其中以17–24歲陽性率(83.7%)最高

，並與第三波、第四波疫情高峰相符，有助本署參考調整

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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