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VID-19疫情現況及應處作為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報告人：周志浩署長

2021 年 6 月 17 日

行政院第 3756 次會議
院會後記者會



歐洲▼5%

美洲▲3%

西太平洋

東南亞▼26%

非洲

東地中海▲6%

全球▼7%

報告年週

新
增
確
診
數

*近1週增減幅度

受影響國家/地區數：194
確診病例數：176,871,542 (+374,229 /day)▼
死亡數：3,840,467 (+10,624 /day) ━
CFR：2.2% ━

截至6/16 24:00，中美尚未完全更新 *括號內為近1週新增數

2

西太平洋▼7%

非洲▲54%

全球疫情趨緩惟仍嚴峻

西太平洋處高峰，鄰近多國疫情持續

全球疫情概況



國內疫情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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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確診病例

累計病例

13,241例

死亡

478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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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 12,195 (死亡47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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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 1 調查中 14

1,161 (死亡7例)
境外
移入

發生率556.8/每10萬人口；致死率3.56%

截至6/16

發病至研判確診平均約4.5天
近10日內之資料均有可能變動

數字可能
會再回補

此波本土疫情病例數、死亡數與致死率趨勢
(N=12,095)

5月11日起此波本土疫情通報趨勢

此波(5/11-6/16)疫情本土病例數計12,095例
• 男女病例數相當為1：1
• 年齡60歲以上35.5%、40-59歲34.4%
• 年齡中位數52歲
• 重症2,133例，68.7%為60歲以上者
• 死亡466例，60歲以上佔90%，具慢性病史佔86%



病例緩降須加強落實三級警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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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6/3後Rt值 0.76 左右，維持現今高強度管制狀況下，疫情曲線有機會維持緩慢下降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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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三級警戒措施

社區-加速預防接種
各縣市持續確保各場域人
流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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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完成1,168家大型移工
宿舍訪查、完成移工宿舍強
化管理規劃

校園-6/11強化住宿生管理，
不得強制要求住宿學生返家

航空-6/12調整國籍航空公
司機組員返臺檢疫措施，
7/1起未打疫苗者加嚴

產業-前進指揮所持續協助電
子廠落實分流與篩檢與隔離，
確保產線持續營運

篩檢-四大廣篩策略，儘速發
掘潛在感染源，確保社區、
機構、職場與家戶之安全



5天居檢(D5PCR陰)+
9天加強自主管理(D9、D14快篩陰

)

邊境嚴管-加強國籍航空機組員返臺檢疫措施

抗體陽性每3個月監測

7天自主管理(D7PCR陰)
接種2劑滿2週且抗體陽性

無疫苗保護力

接種1劑滿2週

長
程
航
班

7/1起加嚴檢疫天數

7天居檢(D7PCR陰)+
7天加強自主管理(D14快篩陰)

3天居檢(D3PCR陰)+
11天自主管理(D9、D14快篩陰)

5天居檢(D5PCR陰)+
9天加強版自主管理(D9、D14快篩陰)

6/12起加強採檢

短
程
航
班

14天自主健康管理 每14天PCR採陰(得採深喉唾液)+

自我健康監測 每14天PCR採陰(得採深喉唾液)+

×
無疫苗保護力或
接種1劑滿2週

接種2劑滿2週
且抗體陽性

4/15起

3天居檢(PCR陰

)

+
11天自主管理

×

14天自主管理



四大廣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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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熱點篩檢

•全國共276處社區採檢站

• 5/30起22縣市新設115站

• 6/14全國採檢陽性率0.6%

•加速整備快速PCR檢驗

•至6/12已安排58家企業與醫
院合作

•督促位於疫情熱區企業優先對
員工自主快篩，確保營運持續

企業自主快篩

•已核准2核酸PCR，1抗原快篩
•藥局藥妝醫材便利商店等通路
•持續洽代理商進口及輔導國內
專案製造

•檢驗結果銜接公衛端

在家自我快篩

•疑似症狀公費快篩，無則自費

•設定自費收費上限、提供院所
申請公費範本，加速地方審核

•研訂上傳通報與陽性後送流程

院所公/自費快篩

PCR檢驗量能186家
平時51,393件/日
最大85,009件/日



滾動調整疫苗接種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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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自費接種、65-74歲人員、醫事機構中之非醫事相關人員及5/3-5/26期間開放接種之第1至
第3順位人員之同住家人。

順序 族群及接種對象* 人數
(萬)

累計接種
人次(萬)

接種率

1 醫事人員 51.6 39.2 76.0%

2 中央及地方政府防疫人員 16.5 10.3 62.4%

3 高接觸風險第一線工作人員 7.6 1.9 25%

4 因特殊情形必要出國者 0.2 0.1 50%

5
機構、社福照顧系統之人員及其受

照顧者與洗腎患者
53.1 6.7 12.6%

6
感染後容易產生嚴重併發症或導致

死亡(75歲以上長者)
150 9.4 6.3%

7
維持國家安全

及社會機能正常運作者
21.9 1.9 9.0%

總計 300.9 69.5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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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週疫苗接種趨勢圖

統計截至6/16 13:00

114萬人已接種，人口涵蓋率4.9%
153萬劑已配達，117萬劑已施打



總結

• 全球疫情仍險峻，邊境務須嚴管，慎防Delta(印度)變異株入侵

• 雖疫情持續緩降，惟仍需擴大社區篩檢，及早發現個案，降低家戶傳播，嚴防疫情反彈或

爆發新流行

• 企業及移工群聚風險仍在，仍需持續加強落實人員健康管理及分艙分流

• 國內社區傳播風險仍存，惟已出現交通人流回升跡象，三級警戒仍宜持續

• 加速且優化大規模接種作業，儘快提高族群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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