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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到六月國際R0變化

06/27 R0

03/31 R0

Courtesy of Prof. Tony H.H. Chen

七月/歐洲解封三月

六月

三月/台灣邊境管制



邊境解封的歐盟模式

不檢測、不要求檢測證明、不隔離檢疫

 德國: 11國(8開放+3條件開放)

 荷蘭: 15國
 捷克: 8國
 西班牙: 13國

歐盟解封國家名單從54個候選國家到最後的15個開放國家，是歐盟根
據流行病學情勢、疫情控制措施、經濟社會等三個面向的累積考量、
共識決策的結果。台灣要成為歐盟的下一波開放國家，需要歐盟理事
會的共識才能達成。 平等互惠、互相開放是解封的必要條件。



邊境解封的冰島模式

開放歐盟/申根國家和歐盟解封的15個國家

入境者的檢疫規定:入境檢測或入境檢疫14天兩者擇一

 出發前預先登記
 機場PCR檢測(除非是2005年以後出生者)

 機場下載足跡追蹤軟體
 PCR陰性者放行，PCR陽性且無抗體者隔離檢疫14天
 冰島國民5天後再檢測一次，PCR陽性者隔離檢疫14天
 不入境檢測者入境後直接檢疫14天



全人口零確診 = 全人口零風險

理論上

全球大流行期間不可能全人口零風險



實務上

被動採檢只能逼近(有症狀者)零確診 =  零發病風險

(有症狀者)零確診 + (無症狀/症狀前期者) 零確診 =全人口零確診 = 零風險

主動採檢才能逼近(無症狀/症狀前期者) 零確診 =  零感染風險



7

入境檢測+檢疫
檢疫16人

入境檢疫14天
檢疫128人

主動採檢128入境者有可能找到16個確診個案

被動採檢16有症狀入境者: 有可能找到8個確診 、漏掉8個無症狀/症狀前期個案

假設有128人
入境桃園機場

被動採檢8有症狀入境者:有可能找到4個確診 漏掉4個有症狀個案 8個無症狀/症狀前期個案



COVID-19防疫目標: 是風險不是確診

防疫措施: 是風險控管、不是零確診



台灣邊境解封的建議模式

入境檢測或14天隔離檢疫二者擇一

 抵達後選擇檢測者在機場港口第一次PCR採檢並且進入檢疫
 檢疫第5天第二次PCR採檢，兩次檢測都是陰性解除檢疫
 解除檢疫者在台採定點、定時、實名制活動且接受電子追蹤
 任何一次檢測陽性進入14天檢疫
 抵達後選擇不檢測者直接進入14天檢疫
 入境者在離境前48小時內PCR採檢一次



冰島模式邊境解封的測試結果
測試期:6月15日起至7月2日

 機場進行15,197人PCR檢測
 檢出PCR陽性28人(有抗體22人、無抗體具感染性6人)

 只有6人需要檢疫14天、15,191人直接放行
 7月1日起開始機場PCR自費檢測，每天最多檢測2,000人
 PCR檢測費用台幣2,000元/次、30天內多次檢測費用最高台

幣5,000元

 採取台灣檢疫模式15,197人都需要檢疫14天
 採取冰島檢測模式只有6人需要檢疫14天
 應該提供檢測和檢疫二擇一的選擇，因為兩者風險相當且都能有效控管

資料來源:冰島衛生部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3/cov
id-19-economic-crisis-recession-economists/

圍堵政策可以拉平醫療曲線但會使經濟衰退的曲線更嚴峻

新增案例

沒有圍堵政策下的
新增案例

醫療圍堵策略：

減緩醫療危機

惡化經濟危機

有圍堵政策下的新
增案例

沒有圍堵政策下的
經濟衰退

有圍堵政策下的
經濟衰退

經濟衰退
嚴重度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3/covid-19-economic-crisis-recession-economis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