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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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年辦理腸病毒及

新冠肺炎(COVID-

19)臨床診斷處置

(含疫苗接種)教育

訓練案

299,841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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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拘）於北、中、南、東四區辦理4場實

體教育訓練及1場視訊教育訓練。

2.所有場次參訓醫事人員總人數共1,120人。

2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11年補助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3,672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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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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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達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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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5.辦理腸病毒跨領域團隊合作訓練達1堂。

3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11年補助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20,0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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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場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參訓人數達

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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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5.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達1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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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7.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醫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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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場。

2.每場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參訓人數達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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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5.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達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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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7.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醫事人

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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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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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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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計畫

名稱
捐助金額 補助事項

4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11年補助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12,5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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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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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5.周邊醫療人員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比率提

升達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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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達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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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5.周邊醫療人員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比率提

升達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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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5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11年補助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10,651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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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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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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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6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11年補助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29,0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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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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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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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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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8.辦理腸病毒跨領域團隊合作訓練達1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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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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11年補助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23,08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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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5.周邊醫療人員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比率提

升達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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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達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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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5.周邊醫療人員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比率達

100%。

6.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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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8%。

8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11年補助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13,95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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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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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達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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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5%。

5.辦理腸病毒跨領域團隊合作訓練達1堂。

9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11年補助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28,0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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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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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5.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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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3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達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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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5.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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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10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11年補助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28,0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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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場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參訓人數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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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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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1場。

2.每場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參訓人數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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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腸病毒跨領域團隊合作訓練達1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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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11年補助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5,8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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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場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參訓人數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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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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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場。

2.每場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參訓人數達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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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12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11年補助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18,998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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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場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參訓人數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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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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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場。

2.每場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參訓人數達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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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疫情影響改視訊上課，故無法進行前後測

驗。

13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11年補助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21,64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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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5.周邊醫療人員比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比率達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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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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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達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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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周邊醫療人員比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比率達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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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14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11年補助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8,455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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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達3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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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無新

進醫事人員，故無參訓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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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11年補助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9,288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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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場病例諮詢討論會參訓人數至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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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1場。

2.每場病例諮詢討論會參訓人數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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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16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11年補助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18,099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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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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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達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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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7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11年補助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26,974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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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達7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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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18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11年補助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12,5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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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上。

5.周邊醫療人員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比率提

升達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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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兒科重點科別醫事人

員腸病毒知識提升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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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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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周邊醫療人員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比率提

升達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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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7.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醫事人

員腸病毒知識提升7%。

8.辦理腸病毒跨領域團隊合作訓練達1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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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11年補助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28,0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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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5.周邊醫療人員比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比率達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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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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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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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達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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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5.周邊醫療人員比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比率達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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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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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

20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11年補助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23,595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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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5.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比率提升達1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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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達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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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4.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41%。

5.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比率提升達2%。

6.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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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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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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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11年補助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15,626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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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達1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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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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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5.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達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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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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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8.辦理腸病毒跨領域團隊合作訓練達1堂。

22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11年補助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28,0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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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達1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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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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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5.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達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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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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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8.辦理腸病毒跨領域團隊合作訓練達1堂。

23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11年補助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18,675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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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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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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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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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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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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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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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11年補助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19,225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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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5.周邊醫療人員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比率達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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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達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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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5.周邊醫療人員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比率達

18%。

25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11年補助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28,0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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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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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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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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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辦理腸病毒跨領域團隊合作訓練達1堂。

26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11年補助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24,0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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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上。

5.周邊醫療人員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比率提

升達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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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兒科重點科別醫事人

員腸病毒知識提升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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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1場。

2.教育訓練暨病例諮詢討論會總參訓人數達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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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周邊醫療人員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比率提

升達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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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7.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醫事人

員腸病毒知識提升10%。

8.辦理腸病毒跨領域團隊合作訓練達3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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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11年補助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26,1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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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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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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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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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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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8.辦理腸病毒跨領域團隊合作訓練達1堂。

28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11年補助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20,0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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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5.院內婦產科、兒科、新生兒科重點科別醫事人

員參訓比率60%。

6.總體滿意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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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6.總體滿意度90%。

29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111年補助腸病毒責

任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11,900 補助腸病毒責任

醫院辦理醫護人

員教育訓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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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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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人員參訓比率達100%。

4.周邊及本院醫療人員參訓人數提升比率達88%。

5.學員腸病毒知識提升比率提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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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8.辦理腸病毒跨領域團隊合作訓練達1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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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2022亞太肝臟研究

學會單一主題會議

(2022 APASL

Single Topic

Conference o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259,064 補助民間團體辦

理急性病毒性肝

炎防治衛生教育

V V 1.會議人數國內參與人數達800名、國外達200

名。

2.透過媒體揭露國內外學會宣傳活動5篇及相關

新聞報導至少2篇。

3.海報發表150則、口頭發表16則。

1.現場及線上與會人數共572人(國內492人及國外

80人)，因與111年6月22至26日歐洲肝臟研究學會

舉辦之會議撞期，故會議參與人數未達原預估績

效指標，已酌減補助經費。

2.國內外學會宣傳及相關新聞報導合計達7篇。

3.海報及口頭論文發表合計178篇。

31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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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教育講座活動總時數每場至少包含1堂課

程(30-50分鐘/每堂)。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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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至少辦理3場次(2次

線上直播、1次實體課程)衛生教育講座或活動，

總參與人員達373人次。

2.每堂課程內容30-50分鐘。

3.透過網頁或平面媒體露出衛生教育講座達3則。

32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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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張活動衛教單張。

1.參加病毒性肝炎防治衛生教育總人數達492人

次。

2.北、中、南、東各區總共6家醫療單位辦理衛教

活動，並呈現衛教簽到表或照片。

3.透過媒體網站露出及舉辦肝炎防治衛教活動等

宣傳管道達4則。

4.發放1萬7000多張活動衛教單張。

33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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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北、中、南、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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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則。

1.辦理北、中、南、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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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6人次。

2.每場線上衛生教育講座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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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12

則。

34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醫療院所透析單位

急性病毒性B、C型

肝炎防治教育訓練

200,000 補助民間團體辦

理急性病毒性肝

炎防治衛生教育

V V 1.完成教育訓練之護理/感控總人次達400人。

2.辦理至少4場教育訓練。

1.完成教育訓練之護理/感控總人次達2,640人。

2.辦理4場教育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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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強化防治傳染

病宣導及訓練

辦理登革熱、屈公

病與蜱媒傳染病之

醫事人員教育訓練

2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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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年

7月30日採用Cisco WebEx 及youtube線上直播平

台辦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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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及屈公病

的流行趨勢與防治」及「台灣的蜱種與蜱媒傳染

病」，共計6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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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院所胸部X光篩檢補

助計畫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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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3.2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100%。

4.無異常個案追蹤。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案件。

37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院所胸部X光篩檢補

助計畫

9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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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3.0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99%。

4.異常個案追蹤27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案件。

38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院所胸部X光篩檢補

助計畫

4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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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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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4.異常個案追蹤1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案件。

39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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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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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4.異常個案追蹤2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案件。

40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院所胸部X光篩檢補

助計畫

12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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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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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案。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1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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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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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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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異常個案追蹤。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案件。

42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院所胸部X光篩檢補

助計畫

3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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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異常個案追蹤。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案件。

43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院所胸部X光篩檢補

助計畫

3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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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3.3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100%。

4.無異常個案追蹤。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案件。

44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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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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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案件。

45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院所胸部X光篩檢補

助計畫

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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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8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3.2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100%。

4.異常個案追蹤14案。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2案。

46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院所胸部X光篩檢補

助計畫

4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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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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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4.異常個案追蹤5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案件。

47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院所胸部X光篩檢補

助計畫

7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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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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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常個案追蹤17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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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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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1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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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

49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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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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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4.異常個案追蹤10案。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2案。

50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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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100%。

4.無異常個案追蹤。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案件。

51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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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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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異常個案追蹤。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案件。

52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院所胸部X光篩檢補

助計畫

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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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7.9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99%。

4.異常個案追蹤2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案件。

53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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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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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異常個案追蹤。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案件。

54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院所胸部X光篩檢補

助計畫

1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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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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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案。

5.符合主動發現績效1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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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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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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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4.無異常個案追蹤。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案件。

56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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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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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4.無異常個案追蹤。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案件。

57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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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0.2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100%。

4.異常個案追蹤2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案件。

58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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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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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4.異常個案追蹤3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案件。

59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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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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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案件。

60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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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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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案件。

61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院所胸部X光篩檢補

助計畫

3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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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1.7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98%。

4.無異常個案追蹤。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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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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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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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異常個案追蹤。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案件。

63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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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1.7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99%。

4.無異常個案追蹤。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案件。

64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院所胸部X光篩檢補

助計畫

1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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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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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4.異常個案追蹤29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案件。

65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院所胸部X光篩檢補

助計畫

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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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4.0日。

3.X光檢查結果自動介接比率100%。

4.異常個案追蹤6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案件。

66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院所胸部X光篩檢補

助計畫

3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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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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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4.無異常個案追蹤。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案件。

67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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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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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異常個案追蹤。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案件。

68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院所胸部X光篩檢補

助計畫

28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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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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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4.異常個案追蹤132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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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院所胸部X光篩檢補

助計畫

4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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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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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案件。

70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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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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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異常個案追蹤。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案件。

71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院所胸部X光篩檢補

助計畫

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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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人。

2.X光檢查日登錄時效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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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主動發現績效1案。

72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院所胸部X光篩檢補

助計畫

4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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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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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案。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案件。

73 結核病防治 111年山地原鄉合作

院所胸部X光篩檢補

助計畫

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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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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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4.無異常個案追蹤。

5.無符合主動發現績效案件。

74 愛滋防治 111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10,000 愛人愛己，為愛

勇敢前行！

(LoveYourselfa

ndOthers,beBra

veWithLove!)

V V 大專校院友善環境營造：

1.愛滋篩檢宣傳，每學期2次海報張貼更換。

2.辦理愛滋篩檢宣傳活動2場，活動前後測分數

提升30%。

3.舉辦匿名篩檢愛滋活動1場。

4.陽性告知率達90%以上，轉介就醫率達80%以上

，並檢附轉介單。

大專校院友善環境營造：

1.愛滋篩檢宣傳，每學期2次海報張貼更換。

2.辦理愛滋篩檢宣傳活動8場，共1,673人次參加

，前後測分數提升比率達78%。

3.舉辦匿名篩檢愛滋活動1場，共92人參與。

4.無初篩陽性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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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愛滋防治 111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1,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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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場

及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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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場次以上。

(2)篩檢及諮詢服務達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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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場，242人。

2.校園愛滋防治衛教推廣：

(1)校園宣導206場次，1萬2,032人次以上。

(2)愛滋知識提升比率與愛滋正向態度提升比率達

8%。

3.愛滋篩檢及外展服務：

(1)辦理外展篩檢諮詢服務31場次。

(2)篩檢及諮詢服務達480人次，初篩陽性2人，皆

已轉介就醫。

(3)特種行業衛教宣導，北、中、南共3場，共45

人次參與。

(4)衛教文章62篇。

76 愛滋防治 111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1,54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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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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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場，達1萬1,946人。

(2)學生對愛滋知識及分數差提升5%。

77 愛滋防治 111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500,000 學校愛滋病防治

及性教育師資培

育計畫

v v 愛滋防治教育訓練：

1.辦理國小、國中、高中職師資培訓共9場，每

場研習時數9小時。

2.至少400人次參與。

愛滋防治教育訓練：

1.辦理國小、國中、高中職師資培訓共9場，每場

研習時數9小時。

2.412人次參與。

78 愛滋防治 111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181,722 『愛滋病防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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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場)，100人

次參與，完訓率60%。

(2)長期照護愛滋病防治教育研習會(共4場)，共

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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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愛滋防治教育訓練：

(1)2場預防HIV母垂防治教育研習會，130人次參

與，完訓率達100%。

(2)4場長期照護愛滋病防治教育研習會，共346人

參與，完訓率達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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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愛滋防治 111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10,000 崇右影藝科技大

學110年度愛滋

病防治工作計畫

V V 大專校院友善環境營造：

1.辦理愛滋匿名篩檢1場。

2.愛滋或性傳染病篩檢陽性告知率達 90%以上，

轉介就醫率達80%以上，並檢附轉介單。

大專校院友善環境營造：

1.辦理愛滋匿名篩檢1場，計305人次參加。

2.無初篩陽性個案。

3.針對教職員辦理1場愛滋病防治衛生教育講座，

共23人次參與。

80 愛滋防治 111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20,000 111年度補助大

專校院辦理愛滋

病防治工作計畫

V V 大專校院友善環境營造：

1.設置愛滋在家自我篩檢試劑服務機：提供本署

之自我篩檢試劑服務機設置地點至少1處。

2.辦理愛滋匿名篩檢1場。

大專校院友善環境營造：

1.設置愛滋在家自我篩檢試劑服務機1台。

2.辦理愛滋匿名篩檢1場，計100人次參加。

3.舉辦5場愛滋病議題宣導活動，共495人次參

與。

81 愛滋防治 111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80,000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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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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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場偏鄉校園總計達2,075人次。

2.防治愛滋知識提升比率與愛滋正向態度提升比

率分別達49%及25%以上。

3.與衛生局合作辦理2場國高中職愛滋防治師資培

訓研習會。

82 愛滋防治 111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210,000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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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場次達10小時。

2.參與教育訓練場次及總人數：總計100人次。

3.輔導至少5家藥局成為指定藥局。

愛滋防治教育訓練：

1.辦理教育訓練5場次達10小時。

2.參與教育訓練總計1,451人次。

3.輔導5家藥局成為指定藥局。

83 愛滋防治 111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635,000 111年度「愛滋

病防治教育」計

畫

V V 愛滋防治教育訓練：

1.主辦教育訓練活動：3場次、總計100人次參

與。

2.結合其他醫學會進行愛滋相關教育訓練：3場

次，總計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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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滋防治教育訓練：

1.主辦及協辦進行愛滋相關教育訓練7場次，參與

人數總計843人次。

2.完成季刊、治療指引修訂。

3.24小時專科醫師PEPline。

84 愛滋防治 111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250,730 2022年愛滋權益

受侵害個案服務

與女性感染者團

體推動計畫

V V 個案諮詢處遇與家庭支持服務：

1.提供一對一協助權益受侵害個案。

2.每季提供服務名單清冊。

3.女性愛滋感染現身說法共3場，受眾對象愛滋

正向態度提高5％以上。

4.女性支持團體，每季團體輔導清冊病毒量偵測

不到達95％。

個案諮詢處遇與家庭支持服務：

1.提供一對一協助權益受侵害個案。

2.每季提供服務名單清冊。

3.因考慮疫情關係，爰女性愛滋感染現身說法未

辦理，業扣除該項補助金額4,270元。

4.女性支持團體，每季團體輔導清冊病毒量偵測

不到達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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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愛滋防治 111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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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場次，600人次。

3.台北市網路廣告式個體戶、應召站6場次，72

人次。

4.台北新北高雄外籍陸籍性工作者：6場次，240

人次。

5.台中應召站、私娼館、旅舍：6場次，120人

次。

6.社會大眾、性消費者談話服務(含身障)：12場

次，50人次。

愛滋篩檢及外展服務：

1.基隆私娼館衛教7場次，共325人次參與。

2.台北流鶯衛教12場次，共603人次參與。

3.台北市網路廣告式個體戶、應召站7場次，共79

人次參與。

4.台北新北高雄外籍陸籍性工作者7場次，共262

人次參與。

5.台中應召站、私娼館、旅舍7場次，共130人次

參與。

6.社會大眾、性消費者談話服務(含身障)12場次

，共50人次參與。

86 愛滋防治 111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16,000 HIV-衛愛篩檢·

藥防i滋

V V 自我篩檢計畫拓點服務：

1.提供自我篩檢試劑發放點1處。

2.提供自我篩檢試劑服務100人次。

3.提供愛滋自我篩檢陽性者諮詢服務，協助轉介

就醫並檢附轉介單達100%。

4.與縣市衛生局合作辦合作辦理愛滋防治專業知

能教育訓練1場。

自我篩檢計畫拓點服務：

1.提供自我篩檢試劑發放點1處。

2.提供自我篩檢試劑服務100人次。

3.提供愛滋自我篩檢陽性者諮詢服務，協助轉介

就醫並檢附轉介單達100%。

4.與縣市衛生局合作辦合作辦理愛滋防治專業知

能教育訓練1場。

87 愛滋防治 111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32,166 曾心為你，愛，

無礙

V V 個案諮詢處遇與家庭支持服務：

1.預期協助15名服務對象(當中包含10名轉介戒

癮或身心科需求感染者，以及協助10名感染者就

業輔導)。

2.預期協助200人次(含電訪、面訪)。

3.協助個案規律就醫率達90%以上。

個案諮詢處遇與家庭支持服務：

1.協助16名服務對象。

2.協助209人次(含電訪、面訪)。

3.協助個案規律就醫率達100%。

88 愛滋防治 111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5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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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位。

2.愛滋防治教育訓練：

(1)辦理3場HIV篩檢前後諮詢訓練課程，每場50

人，人數150人。

(2)辦理4場心理衛生與愛滋專業知能工作坊，每

場40人，人數1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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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場8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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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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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位。

2.愛滋防治教育訓練：

(1)辦理3場HIV篩檢前後諮詢訓練課程，共250人

參與。

(2)辦理4場心理衛生與愛滋專業知能工作坊，共

225人參與。

3.愛滋篩檢及外展服務：

(1)初篩陽性個案2人，皆已轉介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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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教活動共480人、篩檢

人數共25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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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愛滋防治 111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562,144 111年度愛滋病

防治教育訓練計

畫

V V 愛滋防治教育訓練：

1.愛滋個案管理師的認證考試:初試、複試各1

場。

2.筆試初試通過率達60%。

3.複試OSCE通過率達50%。

4.愛滋個案管理師基礎核心教育訓練完成比達

60%。

5.愛滋個管師成癮性藥物與社會實作工作坊完成

比率達60%。

6.愛滋個管師實務繼續教育訓練完成比率達

60%。

7.愛滋個案管理人員臨床見習完成比率達100%，

辦理1場，每場20人。

愛滋防治教育訓練：

1.愛滋個案管理師的認證考試:初試、複試各1

場。

2.筆試初試通過率達100%，通過人數為13人。

3.複試OSCE通過率達7%，通過人數為1人。

4.辦理愛滋病防治教育訓練共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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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繼續教育訓

練，共計490人，完成比率達100%。

5.愛滋個案管理人員臨床見習完成比率達100%。

90 愛滋防治 111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233,871 後疫情，新知

識！

POPUP,HEArT！

V V 愛滋篩檢及外展服務：

1.舉行共六場以上愛滋與性病篩檢外展；共計約

400人參與，篩檢陽性率達0.5%(含)以上。

2.愛滋或性傳染病篩檢陽性告知率達95%以上。

3.愛滋或性傳染病篩檢陽性轉介就醫率達85%以

上，並檢附轉介單。

4.舉行三場變裝皇后衛教活動，每場參與400人

以上。

5.線上影片總閱覽五萬人以上。

6.實體發放6,000份以上杯墊或海報（當民眾在

友善店家消費時置入廣告PrEP意義、篩檢、

U=U）。

7.邀請全台近10間熱門社交活躍群體出現之商家

共同發放。

8.建立網路平台或粉專一式。

9.111年度之三場活動於該城市精準投放兩萬人

以上。（可在特定時段在特定地點，對特定行為

人口投放。）

愛滋篩檢及外展服務：

1.辦理14場次本國籍及非本國籍外展篩檢與諮詢

服務，共427人參與篩檢，篩檢陽性者為0人，篩

檢陽性率未達0.5%，業扣除該項指標補助金額6萬

6,129元。

2.愛滋或性傳染病篩檢陽性告知率達95%以上。

3.愛滋或性傳染病篩檢陽性轉介就醫率達85%以上

，並檢附轉介單。

4.舉行15場變裝皇后衛教活動，共1,800人次參與

，影片及照片總閱覽共5萬3,000人次。

5.線上影片總閱覽5萬3,000人。

6.實體發放3萬份杯墊或海報（當民眾在友善店家

消費時置入廣告PrEP意義、篩檢、U=U）。

7.邀請全台近25間熱門社交活躍群體出現之商家

共同發放。

8.建立非本國籍新住民與移工之長期宣導網站，

並同時於官方網站發布針對非本國籍新住民與移

工之衛教宣導資訊，除此之外，更完成 Facebook

聊天機器人，設計愛滋預防、治療、去除汙名等

10題題目，資訊曝光人數約2萬。

91 愛滋防治 111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160,000 真人圖書館-我

與HIV+的距離

V V 校園愛滋防治衛教推廣：

1.偏遠地區學校聯繫100間。

2.偏遠地區學校分享40間。

3.課前與課後調查表依各校規劃人數為主，上限

50份，總計份數至少600份。

4.前後測比例達5%以上。

校園愛滋防治衛教推廣：

1.偏遠地區學校聯繫424間。

2.偏遠地區學校分享40間，計1,440人次參與。

3.課前與課後調查表蒐集計1,090份。

4.前後測分數平均分數上升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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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愛滋防治 111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1,208,000 個案諮詢處遇與

家庭支持服務暨

自我篩檢方案

V V 1.個案諮詢處遇與家庭支持服務：

(1)個案管理服務：共250人。

一般個案：202人。

失聯個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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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談輔導2,000人次。

(3)受侵權感染者諮詢服務5人。

(4)中途之家服務以每人每月為1人次計共36人

次。

(5)員工督導與培訓：80次，培訓課程50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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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提供感染者就醫比例達90%

2.自我篩檢計畫拓點服務：

(1)提供自我篩檢試劑發放地點1處。

(2)自我篩檢試劑服務70人次。

(3)與衛生局合作之教育訓練課程1場。

1.個案諮詢處遇與家庭支持服務：

(1)個案管理服務：共366人。

一般個案：293人。

失聯個案：5人。

愛滋藥癮或身心科需求個案：50人。

感染者就業輔導：18人。

(2)會談輔導3,330人次。

(3)受侵權感染者諮詢服務9人。

(4)中途之家服務以每人每月為1人次計共36人

次。

(5)員工督導與培訓：140次，培訓課程109場。

(6)未成年、懷孕或出監藥癮女性感染者處遇服務

4人，疾管署派案案件執行率達100%。

(7)提供感染者就醫比例達96.3%

2.自我篩檢計畫拓點服務：

(1)提供自我篩檢試劑發放地點1處。

(2)自我篩檢試劑服務70人次。

(3)與衛生局合作之教育訓練課程1場。

93 愛滋防治 111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135,000 111年度桃園市

愛滋指定藥局推

廣計畫

V V 愛滋防治教育訓練：

1.辦理教育訓練場次數：2場次達12小時。

2.參與教育訓練場次及總人數：總計180人次。

3.輔導至少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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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達12小時。

2.參與教育訓練場次及總人數：總計241人次。

3.輔導11家藥局成為指定藥局。

94 愛滋防治 111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30,159 愛滋病防治工

作-自我篩檢計

畫拓點服務

V V 自我篩檢計畫拓點服務：

1.提供自我篩檢試劑發放地點1處。

2.提供愛滋自我篩檢陽性者諮詢服務，協助轉介

就醫並檢附轉介單。

3.每季提供自我篩檢試劑服務清冊及轉介單達

100%。

4.與衛生局合作辦理1場教育訓練。

5.提供販售試劑點愛滋防治相關衛教宣傳單張之

佈置照片一張。

自我篩檢計畫拓點服務：

1.提供自我篩檢試劑發放地點共27處。

2.提供愛滋自我篩檢陽性者諮詢服務，協助轉介

就醫並檢附轉介單。

3.每季提供自我篩檢試劑服務清冊及轉介單達

100%。

4.與衛生局合作辦理1場教育訓練，計45人次參

與。

5.提供販售試劑點愛滋防治相關衛教宣傳單張之

佈置照片一張。

95 愛滋防治 111年補助民間團體

及大專校院辦理愛

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76,250 111年度臺北市

藥師公會推展愛

滋病指定藥局計

畫

V V 愛滋防治教育訓練：

1.辦理教育訓練場次數：2場次達12學分。

2.參與教育訓練場次及總人數：總計150人次。

3.輔導至少6家藥局成為指定藥局。

愛滋防治教育訓練：

1.因疫情關係致業務繁重，爰教育訓練未辦理，

業扣除該項補助金額9萬7,237元。

2.輔導6家藥局成為指定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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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愛滋防治 111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PrEP)

計畫

44,500 111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

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

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

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

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

估及轉介服務，共服務84人，經費均採核實支

付。

97 愛滋防治 111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PrEP)

計畫

5,000 111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

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

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

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

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

估及轉介服務，共服務10人，經費均採核實支

付。

98 愛滋防治 111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PrEP)

計畫

1,500 111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

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

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

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

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

估及轉介服務，共服務3人，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99 愛滋防治 111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PrEP)

計畫

14,000 111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

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

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

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

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

估及轉介服務，共服務28人，經費均採核實支

付。

100 愛滋防治 111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PrEP)

計畫

29,000 111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

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

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

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

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

估及轉介服務，共服務58人，經費均採核實支

付。

101 愛滋防治 111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PrEP)

計畫

17,000 111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

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

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

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

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

估及轉介服務，共服務34人，經費均採核實支

付。

102 愛滋防治 111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PrEP)

計畫

31,000 111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

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

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

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

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

估及轉介服務，共服務62人，經費均採核實支

付。

103 愛滋防治 111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PrEP)

計畫

38,000 111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

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

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

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

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

估及轉介服務，共服務76人，經費均採核實支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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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愛滋防治 111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PrEP)

計畫

37,000 111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

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

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

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

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

估及轉介服務，共服務33人，經費均採核實支

付。

105 愛滋防治 111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PrEP)

計畫

45,500 111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

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

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

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

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

估及轉介服務，共服務51人，經費均採核實支

付。

106 愛滋防治 111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PrEP)

計畫

14,500 111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

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

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

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

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

估及轉介服務，共服務29人，經費均採核實支

付。

107 愛滋防治 111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PrEP)

計畫

60,500 111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

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

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

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

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

估及轉介服務，共服務121人，經費均採核實支

付。

108 愛滋防治 111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PrEP)

計畫

11,000 111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

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

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

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

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

估及轉介服務，共服務22人，經費均採核實支

付。

109 愛滋防治 111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PrEP)

計畫

46,000 111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

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

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

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

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

估及轉介服務，共服務52人，經費均採核實支

付。

110 愛滋防治 111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PrEP)

計畫

10,500 111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

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

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

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

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

估及轉介服務，共服務50人，經費均採核實支

付。

111 愛滋防治 111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PrEP)

計畫

3,000 111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

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

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

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

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

估及轉介服務，共服務6人，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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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愛滋防治 111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PrEP)

計畫

1,500 111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

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

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

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

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

估及轉介服務，共服務3人，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113 愛滋防治 111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PrEP)

計畫

25,000 111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

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

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

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

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

估及轉介服務，共服務50人，經費均採核實支

付。

114 愛滋防治 111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PrEP)

計畫

54,000 111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

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

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

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

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

估及轉介服務，共服務108人，經費均採核實支

付。

115 愛滋防治 111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PrEP)

計畫

9,500 111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

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

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

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

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

估及轉介服務，共服務19人，經費均採核實支

付。

116 愛滋防治 111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PrEP)

計畫

19,500 111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

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

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

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

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

估及轉介服務，共服務6人，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117 愛滋防治 111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PrEP)

計畫

3,000 111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

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

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

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

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

估及轉介服務，共服務6人，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118 愛滋防治 111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PrEP)

計畫

1,500 111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

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

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

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

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

估及轉介服務，共服務3人，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119 愛滋防治 111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PrEP)

計畫

2,000 111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

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

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

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

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

估及轉介服務，共服務4人，經費均採核實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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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愛滋防治 111年愛滋病毒篩檢

與暴露愛滋病毒前

預防性投藥(PrEP)

計畫

10,500 111年愛滋病毒

篩檢與暴露愛滋

病毒前預防性投

藥(PrEP)計畫

V V 持續提供民眾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

PrEP藥物、愛滋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

療、藥癮行為評估及轉介服務等。

完成院內服務流程規劃及系統設定，提供民眾

PrEP整合性服務，包含給予公費PrEP藥物、愛滋

預防衛教及諮詢、性病篩檢及治療、藥癮行為評

估及轉介服務，共服務21人，經費均採核實支

付。

121 漢生病防治 111年度補助醫院辦

理漢生病個案確診

及治療計畫

11,800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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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年1月1日至111年11月30日期間，共診治相

關個案7人，新確診個案1人，治療2人，完治後追

蹤4人。

2.協助衛生福利部樂生療養院辦理外籍人士健檢

和生病篩檢與診斷訓練課程。

3.舉辦院內個案討論會共3場次。

122 抗生素管理 111年「感染管制與

抗生素管理卓越計

畫補捐助案」

869,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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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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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越計畫品質提升指標評核。

4.辦理轄內至少2次交流會議、研討會或成果發

表等相關會議。

1.通過感染管制與抗生素管理卓越中心認證，達

成各項計畫重點與契約規範。

2.受補捐助醫院以WebAPI介接方式，建置「抗生

素抗藥性管理通報系統」自動化通報機制，並持

續上傳資料，以降低通報之負荷，提升通報資料

品質。

3.通報之資料係提供院內抗生素抗藥性與感染管

制監測重要數據，以利本署整合全國各醫院之通

報資料，掌握抗生素抗藥性之流行現況及趨勢，

做為防疫政策規劃或效益評估之參考。

4.於111年3月7日與11月11日共辦理2場聯盟群組

IPCASQI交流會議；於111年3月17日進行醫療照護

相關感染自動介接工作坊、10月30日辦理手術器

械再處理與使用訪單標示單次醫材法規研習會；

並於12月10日與其他聯盟群組共同參與IPCAS成果

發表暨頒獎典禮。
123 抗生素管理 111年「感染管制與

抗生素管理卓越計

畫補捐助案」

85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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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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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越計畫品質提升指標評核。

4.辦理轄內至少2次交流會議、研討會或成果發

表等相關會議。

1.通過感染管制與抗生素管理卓越中心認證，達

成各項計畫重點與契約規範。

2.受補捐助醫院以WebAPI介接方式，建置「抗生

素抗藥性管理通報系統」自動化通報機制，並持

續上傳資料，以降低通報之負荷，提升通報資料

品質。

3.通報之資料係提供院內抗生素抗藥性與感染管

制監測重要數據，以利本署整合全國各醫院之通

報資料，掌握抗生素抗藥性之流行現況及趨勢，

做為防疫政策規劃或效益評估之參考。

4.於111年5月4日與10月18日共辦理2場聯盟群組

IPCASQI交流會議；完成不定時辦理IPCASQI院際

間教育訓練、工作坊、標竿學習等活動，積極爭

取聯盟醫院團體卓越之榮譽；並於12月10日與其

他聯盟群組共同參與IPCAS成果發表暨頒獎典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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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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支援合作醫院 111年度傳染病防治

醫療網支援合作醫

院補（捐）助行政

作業款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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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場次教育訓練，共計1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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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年度傳染病防治

醫療網支援合作醫

院補（捐）助行政

作業款調整

741,264 傳染病防治醫療

網支援合作醫院

行政作業款

V V 辦理醫療網運作策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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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名支援人力完訓，提升國

內傳染病防治及收治量能。

126 支援合作醫院 111年度傳染病防治

醫療網支援合作醫

院補（捐）助行政

作業款調整

87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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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1名支援人力完訓，提升

國內傳染病防治及收治量能。

127 支援合作醫院 111年度傳染病防治

醫療網支援合作醫

院補（捐）助行政

作業款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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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名支援人力完訓，提升國內

傳染病防治及收治量能。

128 應變醫院 111年度傳染病防治

醫療網應變醫院病

房維護費補助

1,245,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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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場

/567人次、COVID-19確診產婦生產桌上演習1場

/16人，以及口罩密合度測試35場/840人。

129 應變醫院 補助傳染病防治醫

療網應變醫院強化

負壓隔離病房硬體

結構/設備

2,968,951 傳染病防治醫療

網應變醫院負壓

隔離病房硬體結

構/設備補助費

V V 辦理改善負壓隔離病房之相關設備更換，以強化

負壓隔離病房排氣設備結構及汰換基礎設備，提

升應變醫院收治量能。

完成改善綜合大樓H棟負壓隔離病房排氣、汰換濾

網及更換門縫壓條等設備，並提供改善後成果報

告包括照片與檢測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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