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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2020)年初中國湖北省武漢市突然爆發新型冠狀病毒，同年一月底台灣發生第

一起確診個案，那時候大家並不關注此事件，但新冠肺炎擴散速度極快，沒多久大

多數國家便有確診個案，全世界的人民才逐漸意識到疫情的嚴重。 

 

    疫情肆虐全球，台灣政府也成立疫情指揮中心，每天都會公布是否有確診個案，

平常在看的電視也都開始出現防疫的廣告，希望大家在疫情期間可以落實防疫措施，

因為這次新冠肺炎病毒與 2003 年 SARS 病毒的基因極為相似，雖然我沒有經歷過

SARS，但曾聽家人談起當時染疫的狀況非常嚴重，台灣第一次發生如此嚴重的疫情，

導致全台死傷慘重，當時的台北和平醫院傳出院內集體感染而封院，人民也非常驚

恐，如今有 SARS 的經驗，中央實施的防疫措施也進步，人民也不會這麼慌張。喜歡

醫療衛生的我，想藉由這次的疫情來探討新冠肺炎與 17 年前的 SARS 對於台灣的中

央做出哪些不同的防疫措施。 

 

    二、研究目的 

 

(一) 探討 SARS 及 COVID-19 來源。 

 

(二) 探討台灣中央政府關於 SARS 及 COVID-19 之防疫措施。 

 

(三) 探討居家檢疫、居家隔離、自主健康管理之差異。 

 

(四)比較台灣在 SARS 及 COVID-19 防疫措施。 

 

(五)分析台灣民眾對於兩次病毒防疫作為的心態。 

 

貳、文獻探討 

 

    一、SARS 及 COVID-19 來源 

 

        (一)SARS 來源 

 

    目前可追溯並證實的初始病發時間及地點可能是 2002 年 11 月的中國廣東省佛

山。(天下雜誌) SARS 源自 SARS 病毒所產生的疾病，是 2003 年發現的一種冠狀病

毒，2003 年 4 月 16 日世界衛生組織將此病毒命名為「SARS 病毒」。 由於 SARS 是

一種新病毒，所以全球人民都沒有抗體，而此病毒傳播力、毒力、致病力幾乎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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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呼吸道病毒厲害，患者似乎會引發肺纖維化，甚而發生呼吸衰竭而導致死亡。 

世界衛生組織在 2003 年 3 月 15 日宣布「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名稱，在還沒宣

布名稱之前稱「非典型肺炎」。感染特性為引發瀰漫性肺炎及呼吸衰竭，因較以往所

知病毒、細菌所導致的非典型肺炎嚴重，而命名為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02-2003) 

 

        (二)COVID-19 來源 

 

    2019 年 12 月開始中國湖北省武漢市發現來源不明的肺炎群聚，疫情初始個案大

部分與武漢華南海鮮市場活動足跡有密切關係，中國官方於 2020 年 1 月 9 日宣布此

病原體是新型冠狀病毒。此疫情接連迅急在中國各省市與世界各地傳播，且證明可

有效人傳人。世界衛生組織（WorldHealth Organization, WHO）在 2020 年 1 月 30 日宣

布此為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PHEIC），2

月 11 日將此新型冠狀病毒所引發的疾病稱為 COVID-19（Coronavirus Disease-2019），

國際病毒學分類學會乃將此病毒學名定為 SARS-CoV-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19/1/15) 

 

    二、台灣面臨兩次病毒的防疫措施 

 

        (一)SARS 防疫措施 

 

    台灣當時因初次面臨重大的疫情-SARS，所以政府積極成立防疫小組，訂定相關

防疫政策，除了境內、外管制和疫情控制外，還有 COVID-19 目前沒有的政策-國防

資源。 

 

 表一:SARS 防疫措施 

項 目 目 標 主要防疫策略 

 

 

境外、境內管制 

加強所有人員出入

境管制及檢疫與隔

離措施，隔絕境外疫

病影響。 

1.強化國人及外國人員審查管理 

2.嚴格加強控管機場、港口出入境防疫管制 

3.構建人員出入境與強加隔離措施通報機制 

4. 加強漁港及船員的防疫措施 

5.加強外地的台商及國人防疫輔導與支援 

 

 

醫療及疫情掌控 

分區集中隔離醫治，

提升感染者痊癒率；

創建全民防疫網，有

效防治疫情擴散。 

1.確切掌握疫情動態，防止疫情接連擴散 

2.分區設立專屬醫院醫治，提升感染者痊癒率 

3.提升醫療人員保護標準，並且充足醫護人力

資源 

4.確實準備充足醫療資源，供應全民醫療服務 

5.嚴格加強防疫教育宣導及公共場合防疫措施 

6.隨時提供民眾無誤的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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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居家隔離 

嚴格加強帶源者隔

離管控，掌握疫情

來源資訊，以免發

生社區感染及擴

散。 

1.強行隔離疫情熱區的入境者 

2.實施居家隔離者管控追蹤 

3.供應隔離者生活服務及照顧，暢通聯繫 

4.辦理隔離者經濟障礙 

5.嚴格實施監督居家隔離者活動 

6.嚴格控管街道遊民及疫情追蹤 

7.實施各社區防疫知識及衛教宣導 

 

 

經濟與各級產業 

穩定金融市場，幫助

各企業正常運轉，穩

固勞工所有生計，儘

快恢復正常的經濟

運作。 

1.訂立安定市場及穩定金融措施 

2.幫助因疫情無法正常營業者紓困 

3.設立就業安定基金，補助因接受隔離檢疫者

之薪資，辦理勞工職業訓練 

 

物資管理與控制 

提供足夠醫療必備

的防疫資源，保障市

場公平交易。 

1.調和廠商提供足夠醫療防疫物資 

2.幫助製造商提高醫療用品產量 

3.實施市場醫療防疫用品交易審核 

 

國防資源 

動員國軍醫療資源

與設備，援助防疫，

加速疫情有效控制。 

1.供應國軍營區，安設集中隔離者 

2.動員國軍醫院及相關人力資源協助防疫 

3.協助生產防護用品，提供防疫使用 

4.嚴格監控管理各軍隊疫情 

 (資料來源:面臨重大疫災危機中央政府應變處理策略。取自 

https://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aYLkDxeMmjgJ:https://www.sfaa.go

v.tw/SFAA/Pages/ashx/File.ashx%3FFilePath%3D~/File/Attach/870/File_1395.pdf+&cd=1&hl

=zh-TW&ct=clnk&gl=tw) 

 

        (二)COVID-19 防疫措施 

 

    雖然台灣再次面臨嚴重的疫情，但有了 SARS 的經驗，在訂定 COVID-19 的防疫

政策時，也更加嚴謹的落實邊境管制及社區防疫，以及優先分配相關醫療用品給第

一線的醫護人員，在地方也實施口罩實名制，希望把染疫風險降到最低，以確保國

民的健康狀況。 

 

表二: COVID-19 防疫措施 

項 目 主要防疫策略 

 

嚴密邊境檢疫管制 

1.禁止我國旅行團到中國旅遊，並公告外國人士來臺限制。 

2.嚴密執行港埠環境消毒及衛教宣導，供應來臺旅客相關防疫通

知。 

 

 

強化醫療應變 

1.加強所有醫療體系，確保重症醫療相關照護資源效率，且落實

醫療機構感染管制。醫院啟動收治準備，進行人力、防疫資源清

點整理準備。 

https://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aYLkDxeMmjgJ:https://www.sfaa.gov.tw/SFAA/Pages/ashx/File.ashx%3FFilePath%3D~/File/Attach/870/File_1395.pdf+&cd=1&hl=zh-TW&ct=clnk&gl=tw
https://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aYLkDxeMmjgJ:https://www.sfaa.gov.tw/SFAA/Pages/ashx/File.ashx%3FFilePath%3D~/File/Attach/870/File_1395.pdf+&cd=1&hl=zh-TW&ct=clnk&gl=tw
https://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aYLkDxeMmjgJ:https://www.sfaa.gov.tw/SFAA/Pages/ashx/File.ashx%3FFilePath%3D~/File/Attach/870/File_1395.pdf+&cd=1&hl=zh-TW&ct=clnk&gl=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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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繼續擴充檢驗網絡，達到在地檢驗，減短檢體輸送時間，提升

診治效率。 

 

落實社區防疫 

 

1.透過警政及衛生單位體系合作，運用智慧科技，落實追蹤掌握

管理確診者的行動。 

2.預防校園群聚感染，各級學校延期開學。另外勞動部訂定為配

合員工防疫請假與薪資相關保障措施。 

加強防疫儲備物資盤

點及調度 

1.適當釋出儲備口罩，協調業者提升產量，以穩固供給。 

2.徵召我國口罩製造商，所有產出的口罩由指揮中心分配，並強

調資源利用公平及透明。 

聯合相關警政單位及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降低不實訊息的

傳播 

 

加強各相關單位對民

眾之風險溝通 

1.擴增 1922 諮詢專線人力資源，提升回復效率。 

2.製作多元化衛教素材，善用新型媒體、各部會宣傳管道，強化

相關單位對民眾之風險溝通。 

(資料來源: 整理自行政院內政衛福勞動處。取自

https://www.ey.gov.tw/Page/448DE008087A1971/28550c9d-30b4-4cc1-b752-c938ef1c6548) 

 

    三、居家檢疫、居家隔離、自主健康管理之差異 

 

    為了能夠防止疫情的快速擴散，中央政府也立即訂定相關的自我防疫措施。因

為擔心有些民眾會把以下表格的名詞定義搞混了，所以就有民眾製作一系列的表格

並且張貼在網路上，提供大家去了解下表關於居家檢疫、居家隔離、自主健康管理

的資訊。 

 

 表三:比較居家檢疫、居家隔離、自主健康管理 

項目 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 自主健康管理 

 

定義 

 

與「確定個案」有一

定程度接觸者。 

 

所有入境民眾 

通報個案但以採檢為

陰性且切合解除隔離

條件者。 

限制 14 天絕不可以門。 14 天絕不可以門。 14 天自我監控身體狀

況、每日測量體溫。 

監測 衛生機關每日電話追

蹤 2 次。 

里長每日電話追蹤 1

次。 

 

 

注意事項 

1.防止與家人有 1 公尺內的接觸。 

2.與家人共用的物品，每天消毒 3 次。 

3.有症狀先撥打 1922 請勿自行就醫。 

有症狀先撥打 1922 

依照規定戴口罩就醫。 

https://www.ey.gov.tw/Page/448DE008087A1971/28550c9d-30b4-4cc1-b752-c938ef1c6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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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懲處 1.違規者最高罰 100 萬元+強制集中檢疫。 

2.無法獲取防疫補償費，必加收必要費用。 

 

 (資料來源:整理自防疫大作戰！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差在哪？｜家   

天使居家照護。取自 https://ghsha.com/articles/366) 

 

參、研究方法 

 

    本篇小論文主要採用文獻探討及問卷調查，在 Google 查詢關於 SARS-CoV 及 COVID-19

的病毒來源與政府實施的防疫政策，閱讀幾篇文章後，並取得重要資訊，再分類與主題有關

連的資料 ，部分以表格整理完成此文獻。在學校用紙本及 Google 表單發放，調查外界民眾與

校內各年級的學生及部分老師對於 SARS-CoV、COVID-19 的防疫政策及對個人有哪些影響，

並統計其數據並分析解果。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一、台灣在 SARS 及 COVID-19 防疫措施比較 

 

 表四:比較 SARS 及 COVID-19 防疫措施 

項目 SARS COVID-19 

口罩  實名制 

疫苗  AZ、Moderna、BNT 

經濟  振興經濟消費券 

自主健康管理天數 10 天 14 天 

居家隔離天數 3 天 14 天 

 (資料來源:本組研究者整理) 

 

    二、問卷結果分析 

 

    本問卷採用 Google 表單及學校紙本發放，學校紙本發放於普門中學國中部國一、

國三各選兩個班，高中部高一、高二、高三各選一個班，及部分校內教職員工，由

於紙本發放的平均年齡較低，所以 Google 表單大多數發給中老年者。有效問卷共 292

份，於 110 年 4 月 22 日製作問卷，110 年 4 月 28 日發放問卷，110 年 5 月 7 日回收

所有問卷。 

 

https://ghsha.com/articles/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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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五:整理問卷結果分析 

 

(圖一) 您的性別？ 

由(圖一)可知，在 292 份問卷當

中，女性占 46.7％，男性占 53.3 

％。 

 

(圖二)  您的年齡？ 

由(圖二)可知，被受訪者年齡當

中，有 26％為國一，26.4％為國

三，13.7％為高一，12％為高二，

6.2％為高三，1.7％為 30 歲以下，

0.7％為 31-35 歲，1.7％為 36-40

歲，6.2％為 41-45 歲，1.4％為 46-

50 歲，1.7％為 51-55 歲，2.7％為

55 歲以上。受訪者以國、高中生

為居多。 

 

(圖三) 是否有經歷過 SARS？ 

由(圖三)可知，被受訪者當中，沒

有經歷過 SARS 占 84.2％，有經

歷過 SARS 占 15.8％，以沒有經

歷過 SARS 為居多。 

 

(圖四) 周遭的人或自己是否有曾經確診

SARS？ 

由(圖四)可知，被受訪者當中，周

遭的人不曾確診 SARS 占 93.5

％，自己不曾確診 SARS 占 7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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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周遭的人或自己是否有曾經確診 

COVID-19(新冠肺炎)？ 

由(圖五)可知，被受訪者當中，周

遭的人曾經確診 COVID-19(新冠

肺炎)占 0.3％，周遭的人不曾確

診 COVID-19(新冠肺炎)占 98.3

％，自己曾經確診 COVID-19(新

冠肺炎)占 0.3％，自己不曾確診

COVID-19(新冠肺炎)占 96.2％。 

 

(圖六) 您對於上述這兩次疫情，在中央防疫措

施中哪一次比較好？ 

由(圖六)可知，被受訪者當中，覺

得 SARS 的中央防疫措好占 1.4

％，覺得 COVID-19 的中央防疫

措施好占 48.3％，而不確定的占

50.3％。 

 

(圖七)承上題，您認為新冠肺炎的防疫措施好

的是哪一部分？ 

由(圖七)可知，被受訪者中，選擇

超前部屬占 33.1％，醫療方面占

36％，資訊方面占 17.6％，隔離

方面 2.2％，邊境管制占 5.9％，

公共場所人數限制占 5.1％，已超

前部屬急醫療方面占居多。 

 (資料來源: 本組研究者整理)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由(表五)的資料分析中，在(圖二)受訪者大多數以青少年為居多，他們沒有經歷過 SARS，

對於當年的防疫措施也不是特別了解，所以無法比較哪一次的防疫措施做得必較好，在(圖六)

能看出選擇不確定的選項也較多，然而少數的青少年選擇 COVID-19 的中央防疫措施做得比

較好，有可能是他們有聽過家人的闡述或者上網查詢當年的防疫措施並做出比較，所以同時

經歷 SARS 及 COVID-19 的受訪者相對較少。在(圖七)中可整理出大多數的人選擇超前部屬及

醫療方面占最多。由以上的問卷調查也可以說明台灣中央機關在這次疫情的防疫工作，得到

不少大眾的認可，但也不能因為防疫工作做得很成功，而掉以輕心不再注意基本的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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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雖然外界的疫情嚴重，但我國中央政府在疫情還沒開始變嚴重的情況下，立即

成立防疫指揮中心及參考當年 SARS 的防疫措施來擬定 COVID-19 相關的防疫措施，像是在

經濟這方面也給予大量的紓困；在醫療衛生這方面提供足量的消毒用品、口罩，也積極的研

發國產疫苗，而口罩這方面政府則採取實名制，為了就是讓每個人都能領到醫療級的口罩；

還有在媒體這方面每天都會在電視上看到防疫宣導的廣告，最重要的是，每天下午兩點中央

防疫指揮中心都會招開記者會公布確診人數及確診者的足跡，讓資訊公開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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