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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周署長志浩

111年2月24日

行政院第3791次會議
院會後記者會

COVID-19疫情現況及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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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情已過高峰趨緩惟仍嚴峻

報告年週

新
增
確
診
數

*近7日增減幅度

截至2/23 24:00 

受影響國家/地區數：197

確診病例數：426,300,422 (+1,731,988 /day)▼
死亡數：5,920,168 (+9,788 /day)━
CFR：1.4% ▼ *括號內為近7日新增數

全球▼20%

全球疫情已過高峰趨緩

惟周邊國家仍持續創新高
歐洲▼26%

美洲▼29%

東南亞▼14%

東地中海▼36%

西太平洋▲31%

非洲▼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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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土近一週(2/17-2/23)新增54例，較前一週(2/10-2/16)新增98例，下降45%

• 境外近一週(2/17-2/23)新增373例，較前一週(2/10-2/16)新增338例，上升10%

• 全國整體Rt值持平，維持1左右，處穩定可控程度

國內疫情穩定可控

本土感染+54境外移入+373

累計15,394例
(死亡839例)

累計4,708例
(死亡13例)

累計36例 累計3例

航空器感染敦睦專案 不明 調查中

累計1例 累計14例

2021年第31-2022年第8週(迄2/23)COVID-19
確定病例通報趨勢

截至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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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模式國際比較

彭博（Bloomberg）2022/1/27

公布最新的全球防疫韌性排
名，台灣今年1月排名在53個
主要經濟體中位居第8

台灣依人口比之確診數與死亡數於全球排序均相當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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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經亞洲評論 2022/2/4 公布
最新「日經新冠復甦指數」
排名，台灣為全球第一，更
是唯一總分超過80者

通報國家
每十萬人
確診數

198國排名
每百萬人
死亡數

191國排名

英國 28,082 24 2,416 28

美國 23,762 32 2,909 16

澳洲 12,190 66 197 129

新加坡 10,288 75 158 140

韓國 4,207 110 146 141

日本 3,665 113 177 134

香港 899 143 45 168

紐西蘭 738 146 12 186

臺灣 85 187 36 170

台灣檢驗陽性率於全球排序亦相當低

國家 陽性率(%) 排名(共142) 最後更新日

日本 44.08 14 2022/2/20

韓國 24.11 46 2022/2/20

澳洲 23.62 51 2022/2/20

美國 7.90 94 2022/2/15

紐西蘭 6.09 98 2022/2/20

英國 5.11 101 2022/2/20

新加坡 3.10 113 2022/2/7

臺灣 0.26 137 2022/2/20

香港 0.15 140 20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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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31適度放寬防疫措施
現行措施 3/1-3/31調整

口罩 口罩加嚴：符合5種例外情形，得免戴口罩 口罩放寬：增加3種例外情形
-於室內外從事運動時
-於室內外拍攝個人/團體照時
-自行開車、車內均為同住家人，或無同車者時

交通 雙鐵、公路客運、船舶、國內航班：運具內
禁止飲食

雙鐵、公路客運、船舶、國內航班：運具內開放飲食

市場 賣場、超市、市場：加強人流管制(室內2.25
平方米/人，室外1平方米/人)；不開放試吃

賣場、超市、市場：依營業場所及公共場域防疫管理；開放試吃

餐飲 餐飲場所：嚴格落實實聯制、量體溫、提供
洗手設備及消毒用品(違反者依法裁處，不得
提供內用服務)；宴席不得逐桌敬酒敬茶

餐飲場所：嚴格落實實聯制、量體溫、提供洗手設備及消毒用品(違
反者依法裁處，不得提供內用服務)；宴席開放逐桌敬酒敬茶

營業場
所場域

營業場所及公共場域(含交通運輸)：實聯制、
量體溫、加強環境清消、員工健康管理、確
診事件即時應變

文字維持不變

宗教 宗教場所、宗教集會活動：依內政部規定辦
理

文字維持不變(內政部已宣布2/15起放寬)

離島快
篩

赴離島14日內有症狀者需快篩；持24小時內
陰性報告者得免篩

取消赴離島機場/港口快篩措施

醫院 全國醫院除例外情形，禁止探病 北北桃高醫院維持除例外情形禁止探病；其餘縣市醫院得
開放探病；已接種3劑或持康復證明得免3日內篩檢陰性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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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3/7起縮短入境檢疫措施

規劃自3/7起縮短居家檢疫天數，由現行 14+7 縮減為 10+7

(居家檢疫10天+自主健康管理7天)，期間須2次PCR檢測及5次快篩

檢疫場所

 以自宅或親友住所1人1戶為原則

前述1人1戶係同戶內沒有非居家檢疫
對象，有獨立出入口且內部未與非居
家檢疫對象生活範圍相通

 如家戶無法符合1人1戶檢疫條件者，
須入住防疫旅館完成10天檢疫

 同日入境之家屬/同住者檢疫期間可
於自宅或親友住所同住

配套措施：

檢測頻率

 PCR檢測：入境時(D0)及檢疫期滿
前(D10)各1次，計2次

 家用快篩試劑快篩：檢疫期間(D3、
D5、D7) 以及自主健康管理期間
(D3、D6-7)各1次快篩，計5次

春節檢疫專案原至2/28結束，過渡時期擬延續現行之春節檢疫專案至3/6

防疫旅宿業者溝通調整

 訂房調整：協請交通部與防疫旅
宿業者協調，完成訂房調整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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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3/7起縮短居家隔離措施

規劃自3/7起縮短居家隔離天數，由現行 14+7 縮減為 10+7

(居家隔離10天+自主健康管理7天)

配套措施：

隔離方式與地點

 以1人1室為原則

但經指揮中心專案核定、地方政府報經
指揮中心同意或經地方政府衛生單位評
估家中環境不適合者(如：居家隔離者
無法有獨立的房間及廁所、住家環境有
受病毒汙染之虞且難以即時確實清消，
可能有環境汙染造成疾病傳播之風險
等)，可公費送集中檢疫所隔離

檢測頻率

PCR檢測：
• 匡列時即採檢
• 有症狀者
• 隔離期滿前(D10)

家用快篩試劑快篩：

• 隔離期間(D5-D7)1次
• 自主健康管理期滿(D16-17)

處置措施

居家隔離10天，接觸日為第0天，
自第11天起接續自主健康管理7天

對象

確診個案之密切接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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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寬入境條件與鬆綁檢疫規範

 外籍人士：商務考察、投資、履約及應聘等商務活動
申請人應赴我國駐外館處申請特別入境許可。

 中港澳人士：商務履約及跨國企業內部調動事由，

• 中國籍人士由我國邀請單位於內政部移民署線上系統申請

• 港澳人士赴香港、澳門經濟文化辦事處或駐外館處申請。

放寬非本國籍商務人士來臺 ~兼顧經濟、生計及防疫

刻正同步調整國際醫療、離岸風電、機組員、境外
生等對象之入境條件與放寬檢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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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國際疫情雖趨緩，惟仍嚴峻，國內疫情於公衛端積極投入
防治下，尚處穩定可控

 為兼顧防疫與社會經濟，在有效控管風險，公衛與醫療量
能整備就緒，宜逐步放寬管制措施

 「臺灣模式」防治得宜，目前疫情穩定，為可進一步鬆綁
之時機

 預防接種為預防重症及死亡之最有效方法，須持續加強鼓
勵高風險族群接種

 防疫成果固守不易，國人仍應持續落實防疫措施，以逐步
恢復正常生活

 將滾動檢討檢疫防疫作為，適時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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