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報告人：王必勝指揮官

111年10月13日

行政院第3824次會議
院會後記者會

1

COVID-19疫情現況及開放準備



資料截至111/10/12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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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響國家/地區數：201 
確診病例數： 618,929,328 (+472,566/day) ▲
死亡數： 6,555,607 (+1,459/day) ▼
CFR：1.1% * *括號內為近7日新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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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人)

報告日

*近7日增減幅度

歐洲▲23%

美洲▼10%

東南亞▼19%

東地中海▼5%

西太平洋▼4%

非洲▼20%

隨秋冬來臨室內活動增加，且多數國家陸續恢復常態，預期新增病例數將增加

全球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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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本土病例數及致死率趨勢

第40週本土病例數較第39週 9.1%

疫情方向未變，尚在預期之中

截至2022/10/12公布資料

今年累計本土病例中，死亡佔0.16%

累計病例：6,997,376例
本土感染：6,961,755例 (+311,561例)

境外移入： 35,567例 (+439例)

死亡病例： 11,657例 (+377例)

124,852

323,423
296,437

國內疫情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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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本土重症病例趨勢

重症率未增死亡率減少，防疫工作發揮成效，疫情穩定可控

0.19%

截至2022/10/12公布資料

今年累計本土病例6,894,837例中：

輕症/無症狀者佔99.57%

第38週重症率0.2%

第39、40週 0.19%

國內疫情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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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邊境開放

 公布0+7新制實施日後，旅客延後非急迫入境
行程，近一週入境人數呈下降趨勢，且出境>入
境人數因10/13起將免居家檢疫，當日已訂票入
境人數逾萬人

 9/29起入境有症狀旅客應配合採檢，陽性檢體
送CDC昆陽實驗室進行基因定序，以主動監視
境外移入新興變異株

10/13起邊境0+7新制

入境者7天自主防疫免居檢，快篩陰性可出門

每週入境上限放寬至15萬人次

開放非免簽國申請一般社會訪問及觀光簽證

取消限團令，開放觀光團入境

入境無症狀者可搭大眾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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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起調升入境人數為6萬人/週
取消全面唾液PCR



10/13 邊境開放

恢復機場常
態入境通關
(以桃園機場為例)

防檢局
非洲豬瘟查驗

下機

 撤除SIM卡臨時販售區
 審單區改為快篩發放區

發燒篩檢站協處
健康異常旅客

海關

行李檢查
入境
大廳

自主防疫
處所

防疫
計程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移民署
證照查驗

31 76

疾管署
發燒篩檢站

2 4

行李
轉盤區

快篩
發放區

5

無症狀者得搭乘
大眾運輸工具

若確診了…

 可於加強型防疫旅館/集中檢疫所或原自主防疫地點(不含一般旅
館)進行居家照護

 如有就醫需求，可自行開車/騎車/步行/家人親友載送(雙方全程
佩戴口罩)或依衛生局安排就醫。就醫時請佩戴口罩且禁止搭乘大
眾運輸工具

自主防疫期間外出注意事項

 外出/上班/上學期間全程戴口罩，維持社交距離，有飲
食需求可暫免佩戴口罩，用畢後立即戴口罩

 避免接觸重症高風險對象(65歲以上長者、6歲以下幼童
、免疫不全及免疫力低下者等)

 得於餐廳內獨自或與特定對象共餐。離座時及餐點使用
完畢後應立即佩戴口罩

 禁止至醫院陪病/探病，建議延後非急迫性需求醫療/檢
查，避免前往長照機構

自主防疫地點

以符合1人1室(獨立衛浴)條件之自宅或親友住所或旅館為原則

若快篩陽性…

有症狀在家休息並快篩，快篩陽性儘速就醫，可透過遠距/視訊診療
、委由親友或由衛生局安排至診所或負責居家照護之責任院所評估快
篩陽性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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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劑 81.5%
第二劑 77.6%
第三劑 68.8%
(社區涵蓋率77.0%)

75歲以上

第一劑
第二劑 87.95%
第三劑 73.49%
(社區涵蓋率87.0%)

第四劑 12.14%
(65歲以上接種涵蓋率40.1%

社區涵蓋率48.4%)

93.72%

各劑次全人口

第一劑 84.8%
第二劑 59.9%
(社區涵蓋率78.9%)

5-11歲

第一劑 95.0%
第二劑 87.5%
第三劑 63.6%
(社區涵蓋率81.2%)

12-17歲

持續推動疫苗接種

第一劑 41.2%
(社區涵蓋率60.1%)

第二劑 12.2%
5歲以下幼兒

資料截至111/10/12

次世代疫苗規劃

進貨：已進口299.9萬劑BA.1次世代雙價疫苗

BA.5次世代雙價疫苗審查中

對象及接種情形：自10/11起，莫德納次世代雙價疫苗實施對象擴及18-49歲民眾接種追加劑

便民措施：於指揮中心網站疫苗地圖增加【追加劑-次世代雙價疫苗】選項供查詢；另請各地方政府加強

接種資訊露出，並評估規劃增加假日、夜間診次及開設大型接種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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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全國總床

數
空床數 空床率

專責病床
(專責+負壓)

8,021 3,619 45.1%

專責ICU 760 198 26.1%

中央集檢所 7,433 4,717 63.5%

地方加強型防疫旅館 1,353 555 41.0%

資料更新日期:111/10/12

醫療區
兒童專責病床 兒童專責ICU

總床數 空床數 空床率 總床數 空床數 空床率

臺北 123 43 35.0% 24 15 62.5%
北區 47 25 53.2% 9 7 77.8%
中區 66 22 33.3% 13 5 38.5%
南區 25 5 20.0% 11 9 81.8%
高屏 49 16 32.7% 11 3 27.3%

東區 6 3 50.0% 3 3
100.0

%

總計 316 114 36.1% 71 42 59.2%

保全醫療量能

10/3-10/9確診住民 確診至投予
口服抗病毒
藥物平均天

數

機構內就地隔離安置
/集中照護人數

開立抗病毒藥物

人數 比率(%)

923 837 91 0

持續調控病床 全國住宿式機構定期篩檢情形

資料更新日期:111/10/1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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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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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死
率

0.17%，為OECD國家中第6低

死
亡
率

每百萬人口492.3人，為OECD國
家中第4低

超
額
死
亡

每十萬人口40人，為全球第3低
(以今年資料計算)



•密集監測國際疫情

•控制國內疫情，減少重症及死亡

•持續統籌防疫資源，進行跨部會協調

•積極鼓勵民眾接種，提升各族群疫苗涵蓋率

•掌握並調控醫療量能，保全醫療體系

•持續採購疫苗及藥物，並擴大快篩供應

•穩健開放邊境，讓國人逐步回復正常生活

現階段防疫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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