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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影響人文社會反思與治理
建立社會影響評估平台，提供跨領域治理方案建議



子計畫介紹(1/3)

以此次疫情危機為實作機會，建置研究社群平台作為

本地科研基礎社群與推動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為

核心。

重大災難事件之社會影響與研究平台社群建置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林文源教授)

以新冠肺炎的防治(醫療與防疫)為標的，探討其與

法律規範與公共治理之間的交互關係；結合中研

院COVID-19-Law平台，盤點醫療相關法律，持

續針對各項法律議題進行研究與討論。

新冠肺炎影響之法律規範與公共治理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李建良研究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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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短期：建立危機導向跨領域協力網絡

中期：建立社會影響驅動之研究社群與機制

長期：發展永續的社會學習生態系

三大主題：

 醫療與防疫的法律工具與政治衝擊

 醫療與防疫的政府權責與權力秩序

 醫療與防疫的權利保護與利益權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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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介紹(2/3)

 防疫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與風險認知

 利用投入產出法及總體經濟模型推估疫情對產業的

衝擊

 社會疏離集體恐慌與防疫政策：一個行為經濟學與

心理學的考察

疫苗的經濟效益評估與恐慌下的統計生命價值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暨研究所-劉錦添教授)

多層次模式之非藥物介入端看COVID-19
之衛生治理與省思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環境與職業健康科學研究所-詹長權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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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各國五大類非藥物介入方法之實施時間、

持續時間及實施辦法，評估防疫成效。

 蒐集與調查易感族群群聚地點之多層次之非藥

物介入方法資料，評估各方法的相對防疫執行

成效。

 依研究成果評估，提出適用於臺灣各層級的非

藥物介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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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建構風險溝通，提升臺灣新冠炎肺疫情之跨界風

險治理能力，並系統性的建構風險防禦網，強化台灣

的防疫量能。

強化新冠肺炎之跨界風險治理能力-建構風險
溝通之行動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周桂田教授)

 防疫策略與醫學倫理

 網路公民科技與抗疫策略之研究

 新冠肺炎第一線醫療工作人員身心靈健康需求

與維護策略及倫理。

防疫策略與醫學倫理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教育
暨生醫倫理學科暨研究所-蔡甫昌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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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領域：擴大風險決策組織層級、

善用網絡治理、

考慮多元利害關係者需求進行風險溝通、

建構社會學習曲線、

委託單位籌組公共電視對話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