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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2004 年台灣地區流感疫苗進口使用探討 
 
摘要 

台灣於公元 1998 年起引進國內首度的流感疫苗接種，作為保障國人健

康的衛生政策。因為國內並無流感疫苗生產製造廠，因此，衛生署疾病管制

局每年於四、五月間，統籌辦理採購作業，並於九月下旬或十月初執行全國

流感疫苗接種計畫。流感疫苗進口劑數，從公元 1998 年的 31 萬 5 千劑，擴

增至公元 2004 年已達 386 萬劑，成長了 12.3 倍；換言之，台灣每千人口可

使用劑數亦由 14.4 劑，大幅提升至 170.1 劑。台灣進口的流感疫苗劑量，主

要是提供給政府，作為每年實施流感疫苗接種之用，其所佔比例從初期的四、

五成，至近二年來已穩定為六成四左右。而在 65 歲以上老人流感疫苗接種

完成率方面，因外在因素影響下，至公元 2003 年達到 68.4%高峰，隔了一

年，想要衝破六成的關卡反而變得很困難。 
 
前言 

每年在全世界各地都會有因流感病毒而造成一定程度以上的罹病率與死

亡率（1）。若以 ICD-9 編碼為 480 至 487 者，作為推估流感罹病資料之基

準時，則從公元 2002 年的台灣健保局資料分析顯示（2），其罹病率為全國

人口之 11.0%，其中又以二歲以下幼兒，達每十萬人分之 37145.3 為最高；

而在醫療資源的使用上，無論是門診或住診，則皆以 65 歲以上老人所需之

健保醫療費用為最高。 
流感疫苗不僅是安全、有效，而且可以減少每年流感盛行期裡所造成的

過多死亡（excess mortality），以及增加社會生產力等效益（3）。所以，台

灣亦於公元 1998 年起引進國內首度的流感疫苗接種，作為保障國人健康的

衛生政策。 
流感疫苗為人類所使用已有數十年的歷史，全球總生產劑量也逐年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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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至公元 2003 年，全球已高達 2 億 9200 萬餘劑，其中歐洲地區為

1 億 290 萬餘劑，佔 35%，美洲地區為 1 億 2350 萬餘劑，佔 42%，西太平

洋地區為 6120 萬餘劑，佔 21%，其它尚有東南亞地區為 25 萬劑，中東地

區為 154 萬劑，非洲地區為 123 萬劑等；而台灣於 2003 年共進口 318 萬餘

劑（6），大約佔全球總劑量之 1.1%，或佔西太平洋地區劑量之 5.1%。就已

開發國家言，流感疫苗的使用量是逐年穩定成長。但是，比較有趣的是日本

（7、8、9、10），在 1980 年代裡，由於推動學童接種流感疫苗計畫，以致

使用量高達每千人口 280 劑，後來，該計畫因效益問題而停止，結果，於 1995
年時每千人口僅有 8 劑而已。不過，之後也漸漸成長，至 2003 年，日本之

流感疫苗供應量又高達 2925 萬劑之多，約佔全球總劑量之 10%，且不作為

外銷之用。 
全球流感疫苗是由位於法國、德國、義大利、荷蘭、瑞士、英國、美國、

加拿大、澳大利亞、日本等國家境內疫苗生產廠商所製造（11、12）；其銷

售方式，主要是透過與衛生機關訂立合約或直接供應至直銷商、機構、醫師

等對象。為瞭解國內近年來，流感疫苗進口使用情形，公、自費疫苗分布情

形以及跨國比較等資料，作為我國規劃流感疫苗自製計畫參考之用，所以進

行本調查研究。 
 
材料與方法 

1. 國內流感疫苗進口劑量。係以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在其資訊網頁

上公布之流感疫苗封緘檢驗劑數為準。 
2. 公費流感疫苗劑量。係以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每年統籌全國衛生單位

所採購之流感疫苗總劑量為準。 
3. 自費市場流感疫苗劑量。係為進口劑量扣除公費劑量後之所餘劑數。 
4. 進口廠商及其流感疫苗品牌。係以取得衛生署藥政處核發之流感疫

苗許可證照，且有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封緘檢驗合格証明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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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流感疫苗每千人口使用量，係以內政部全國人口年終總人數為分

母，而該年流感疫苗進口劑量為分子，計算為準。 
6. 流感疫苗接種對象係以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所擬訂且簽核通過之年度

流感疫苗接種計畫為依據。 
 
結果 

台灣流感疫苗進口劑數，圖一顯示，從公元 1998 年的 31 萬 5 千劑，擴

增至公元 2004 年已達 386 萬劑，成長了 12.3 倍；換言之，台灣每千人口可

使用劑數亦由 14.4 劑，大幅提升至 170.1 劑。依據歐洲流感科學工作小組

（ESWI），於公元 2000 年時，就 50 個已開發國家使用流感疫苗所作之調查

報告（13），顯示台灣的排名是第 34 位，而當時每千人口使用劑數達 170 劑

以上者，即可排入前十名。 
由於台灣境內並無流感疫苗生產製造廠，因此，台灣民眾所接種的流感

疫皆來自國外進口，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每年於四、五月間，統籌全國衛生單

位之流感疫苗需求量，向其原廠在台灣設置的分公司或代理商，依規定程序

提出訂單辦理採購作業，過程一切順利的話，台灣可以及時於九月下旬或十

月初，執行全國流感疫苗接種計畫（14）；從圖二之資料可知，台灣試辦流

感疫苗接種計畫時，亦即公元 1998 年僅有法台公司一家，至公元 2004 年時，

則增加為 Aventis、GSK、Evans 及國光等四家公司。 
從圖三顯示，台灣進口的流感疫苗劑量，主要還是提供給政府，作為每

年實施之流感疫苗接種之用，其所佔比例從初期的四、五成，至近二年來已

穩定為六成四左右。而在 65 歲以上老人流感疫苗接種完成率方面，至公元

2003 年達到 68.4%，隔了一年，則很難衝破六成的關卡，如圖四。 
 
討論 

依據流病每週紀錄（WER）所提資料顯示（15），公元 2000 年全球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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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疫苗生產量是 2 億 3000 萬餘劑，至公元 2003 年則增加至 2 億 9200 萬餘

劑，成長了 23%左右；在此期間台灣則由 104 萬 5000 劑，擴增至 318 萬

4000 劑，成長幅度更高達 200%；而且，至公元 2004 年時，又增加進口 68
萬劑左右，使得台灣達到每千人口有 170.1 劑的流感疫苗可使用量。 

流感疫苗製造廠是每年皆會重新依世界衛生組織（WHO）規格生產製造

（16），近年來此使用量已大幅增加。台灣得標廠商家數增加的理由，主要

是基於雞蛋不要同時放在同一籃子理論；因為，若集中於某一家公司得標，

而在其疫苗生產過程發生任何會導致供應問題之風險時，國內的接種政策將

遭受打擊，民眾的健康勢必無法受到保障，去（2004）年十月間發生 Chiron
公司在英國的疫苗廠發生污染問題而被停工三個月的例子，造成美國立即有

5000 萬劑流感疫苗的短缺危機（17、18），當時，台灣以合約規範將該公司

得標之 17 萬劑立即轉由其他廠商供應，而使國內供貨正常。當然，在多家

可得標的前提下，更須要有一套競標機制，才能確保合理的供貨價格。公元

2004 年小兒流感疫苗接種是國內首度推行的衛生政策，而由當時擁有疫苗許

可證照的 Aventis 公司得標供應 50 萬劑 0.25ml 規格的小兒流感疫苗。目前，

台灣為了因應流感大流行，也正積極地規劃流感疫苗自製計畫（19），在此

因素下，疫苗採購單位也應該及早思考未來要如何避免短缺風險，確保國人

接種流感疫苗的權益。 
從實務面來看，台灣最初引進流感疫苗之接種對象，主要是以患有高血

壓、心血管疾病、糖尿病、腎臟病、癌症、免疫機能不全等慢性疾病之 65
歲以上老人，但至公元 2000 年，因民眾激烈反應，認為要先取得健康証明

是一件很不便民的措施，造成許多爭執，所以從公元 2001 年起，就以 65 歲

以上老人為高危險族群的認定標準，之後，加上立法委員的選舉、SARS 的

侵襲、東南亞爆發禽流感疫情等外在因素，使得 65 歲以上老人流感疫苗接

種完成率，至公元 2003 年達到高峰，隔一年，由於執行過程平順，且無以

往外在的因素影響，雖然衛生單位於宣導，並於社區設站提供接種服務，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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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仍是很難衝破六成的關卡；65 歲以上老人流感疫苗接種完成率，在歐洲

國家也是五、六成上下（20）。這些經驗與參數是可以提供採購單位，在規

劃未來流感疫苗接種服務需求量之參考。 
 
撰稿者 

顏哲傑 
    疾病管制局 預防接種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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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1998~2004 台灣地區進口流感疫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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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998~2004 台灣地區 65 歲以上老人流感疫苗接種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