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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與政策議題】 

一、勞動部：促進高齡者就業相關獎助申請不中斷 

資料來源: 2021-05-21 11:05 經濟日報 / 記者江睿智／台北即時報導 

勞動部今（21）日表示，因應國內疫情升溫，全國疫情警戒升至第三級，勞動

部勞動力發展署宣布今年預定辦理《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相關宣導

活動延期辦理，但相關獎補助措施申請不中斷。 

勞動部表示，《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與相關子法已於去（2020）年

12月 4 日施行，為落實推動相關措施，發展署已於今年 2月 22日公告《繼續

僱用高齡者補助計畫》、《中高齡者退休後再就業準備訓練補助實施計畫》、《中

高齡者退休後再就業準備協助措施補助計畫》、《僱用退休高齡者傳承專業技術

及經驗補助計畫》，今年補助計畫受理至 7 月 31日截止。 

勞動部表示，為提升社會大眾對專法的認識，了解相關獎補助措施內容，鼓勵

雇主進用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發展署已於今年陸續辦理多場次獎助計畫說明

會，並有績優單位經驗分享運用中高齡者及高齡者成功作法。但因國內疫情嚴

峻，故暫緩辦理《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相關宣導活動，但相關獎補

助措施申請並不中斷。 

勞動部表示，事業單位如想了解相關措施，可至發展署官網「中高齡者及高齡

者就業服務」業務專區，提供圖卡、懶人包、補助計畫內容及申請表單供民眾

下載，也可撥打免付費服務專線 0800777888 洽詢。 

二、防群聚感染 彰縣禁長照機構調外縣市人手幫忙 

資料來源: 2021-05-25 12:51 中央社 / 彰化 25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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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有老人養護機構傳出新冠肺炎群聚感染事件，彰化縣衛生局長葉彥伯今

天指出，衛生局已禁止各長照中心從外縣市調人手來支援，避免從外縣市帶病

毒進來，防止群聚感染。 

台北市信義區傳出一所老人養護機構爆發新冠肺炎（COVID-19，2019 冠狀病毒

疾病）群聚感染，台北市社會局昨天表示，已有 2名長者及 2名工作人員確

診，源頭疑為一名有到過萬華區的工作人員，全院其餘 25名長者將依檢傷分類

送醫。 

彰化縣有 80多間老人長照養護機構，葉彥伯今天接受中央社記者電訪時指出，

許多老人長照養護機構由於受照顧者無法移動，高年齡又屬於新冠肺炎高危險

群，防疫期間，除了禁止家屬探視外，衛生局也要求，長照中心不准從外縣市

調人手支援，以免有人從外縣市帶病毒進入養護機構。 

葉彥伯說，他們也加強長照養護機構的人員健康管理工作，以確保養護機構不

會發生群聚感染的情形。 

彰縣府今天也發出新聞稿指出，彰化縣長王惠美今天上午參加全國防疫視訊連

線會議，參加會議的都是各縣市的副首長，只有王惠美是首長，王惠美也在會

議中建議，41萬劑疫苗已抵台，預定在 27 日配發，她強烈建議中央應針對疫

情輕重來作為發放依據，彰化縣是重度熱區，希望中央重視彰化縣，能多配發

一些疫苗。 

王惠美指出，彰化縣是中小企業的原鄉，許多上市上櫃公司等都在彰化，企業

經營者關心企業員工健康，不斷向縣府反映是否能自行經由合法管道購買疫苗

使用，因此建議中央開放讓企業可以有管道合法採購疫苗，藉由民間力量一起

來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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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合洽公採簡訊實聯制 沒手機老人家還是手寫 

資料來源: 2021-05-20 13:32 聯合報 / 記者蔡孟妤／高雄即時報導 

全國三級警戒，高雄市政府 18日起採取聯合洽公，禁止民眾進到辦公樓層，今

起進一步採用行政院公布的簡訊實聯制系統，但有老人家沒有手機，仍選擇手

寫實聯制。此外，今起市府也啟動「彈性上班」，並開放三分之一人員居家上

班。 

行政院昨公布「簡訊實聯制」措施，讓民眾統一使用一套 QR code 掃瞄系統，

避免個資外洩疑慮，也減少與多人共用紙筆的傳染風險。 

高雄市政府 18日起在四維、鳳山行政中心採聯合洽公，原本使用市府 QR code

系統搭配手寫登記，今起也改採行政院簡訊實聯制系統，同樣搭配手寫登記。 

不過上午有不少民眾對第一次使用簡訊實聯制感到陌生，市府也加派人力協助

民眾完成簡訊實聯制，但仍有部分民眾，尤其是老人家，因為沒有手機或不擅

使用手機，選擇手寫登記。 

另，今起市府也啟動「彈性上班」，並開放三分之一人員居家上班。高雄市政府

原本彈性上班時間是早上 7點到 8點半，今起從 7點延到 10點，不過據觀察，

多數員工仍選擇 8 點半前上班。由於學校停課，市府也預估今起將有部分員工

會提出居家上班，以便一邊上班一邊在家帶小孩。 

【勞動力與人力資源】 

四、照服員缺工薪資看漲 4月徵才數近 10年同月最多 

資料來源: 2021-05-24 18:19 中央社 / 台北 24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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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響外籍看護人力，勞動部今天公布統計顯示，今年 4月「醫療保健及社

會工作服務業」徵才人數為 6586人，相較於去年同月成長 6.24％，為近 10年

同月最多；釋出職缺以照顧服務員 4334人最多，月薪上看新台幣 4 萬到 5萬

元。 

勞動部指出，由於新冠肺炎（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關係，暫緩

輸入印尼籍看護工，以及外籍社福移工轉為產業移工等因素，使得照服員及看

護需求大增，多家長照機構及護理之家在台灣就業通網站釋出職缺，工作內容

以照服員、機構看護工為主。 

勞動力發展署也透過新聞稿說明，根據就業服務資訊整合系統統計，今年 4月

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新登記求職人數總計 5 萬 7048人，較上月減少 7.22％，

新登記求才人數為 10萬 5896人，較上月減少 11.23％，平均每 1求職者有

1.86個工作機會。 

發展署指出，國內於 107年 3月開始進入高齡社會，人口結構的變化，逐步帶

動「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的成長，在今年 4月的徵才人數為 6586人，

相較於去年同月成長 6.24％，為近 10年（101至 110年）同月最多；其中釋出

的職缺以「照顧服務員」4334人最多，亦較去年同月成長 26.03％。 

其中，南投縣私立家和居家長照機構、彰化伸港忠孝醫院及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士林靈糧堂社會福利協會等機構的照顧服務員薪資上看 40K，另外私立竹安康

復之家的專任管理員（照顧服務員）與艾心有限公司的照顧服務員薪資最高可

達 50K。 

發展署說，6月目前總計全台共 19場活動，提供超過 3500個職缺，但活動內

容會因實際狀況而有彈性變動，更多徵才活動訊息可上台灣就業通網站查詢。 



 

8 

 

【經濟安全與產業發展】 

五、疫情衝擊資收個體戶 85歲阿嬤嘆「艱苦人」日子不好過 

資料來源: 2021/05/21 15:56 自由時報/記者羅綺／台北報導 

武漢肺炎疫情升溫，全台進入三級警戒人人自危，但仍有少部分資源回收個體

戶不畏疫情，穿梭在大街小巷收集資源回收物品。有資收個體戶向記者表示，

受到疫情衝擊，更不易獲得資源回收物，生活也過得更艱辛。環保署表示，為

保護保護第一線資收個體戶免於染疫風險，將購置口罩、護目鏡（或面罩）、防

刺手套等防護配備，保障資收個體戶的工作安全。 

在疫情嚴重的新北中和，一名高齡 85歲的資收阿嬤向記者表示，新聞都有報現

在疫情很嚴重，她也知道不戴口罩出門會被罰錢，但「不出來做回收，哪有錢

吃飯？」，於是掛著口罩、依舊頂著大熱天繼續收集資收物。 

資收阿嬤指出，受到疫情衝擊，以前常常有人會主動拿資收物給她，現在都沒

有了；很多店家也因受到疫情衝擊，而暫時歇業，導致她要撿拾資收物更為困

難。 

資收阿嬤說，每天在街道中走來走去，不時聽聞鄰近地區確診消息，她心裡也

會害怕，「但生活還是要過下去」；她期盼這波疫情儘速過去，不然「艱苦人」

的日子真的不好過。 

環保署表示，資收個體戶是資源回收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員，為照顧全國資源

回收第一線個體戶，環保署繼去年購置斗笠、反光背心及手套等安全防護配備

給個體戶後，今年也將補助各地方環保局儘速購置個人防護用品，包含口罩、

護目鏡（或面罩）、防刺手套及必要防護配備等，每人補助防護包最高上限為新

台幣 600 元，並發送至每個列冊資收個體戶的手上，提升資源回收個體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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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及照顧，穩定回收基層力量，共同為台灣資源回收與循環經濟打拼。 

此外，環保署從 108 年起推動「資收關懷計畫」，提供普遍優於回收市場的價

格，加大對第一線資收個體戶的照顧，每月資收物回收最高補助可達新台幣

5000元，以維持其基本生計。 

環保署指出，今年 1至 4月補助資收個體戶達 6533人次，較 109年同期的

4418人次，成長了 47.9%；而應回收容器回收量達 315萬 9649公斤，較 109年

同期的 118萬 3329 公斤，增加 1.67倍。 

環保署也提醒，各地以撿拾資收物為生的民眾，若有需要可主動洽環保局登記

參與「資收關懷計畫」。 

六、萬華性工作者多為中高齡弱勢 疫情越久經濟壓力越沈 

資料來源: 2021/05/20 10:34 自由時報/記者羅綺／台北報導 

武漢肺炎疫情急速升溫，萬華茶藝館成為群聚感染爆發地點，長期關注萬華地

區性工作者權益的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主任蕭怡婷指出，從事茶室工作或是流

鶯的多是中高齡的單親媽媽，或是承擔照顧長輩、扛起家中經濟壓力的女性，

疫情持續越久，她們背負的經濟壓力就越大。 

在日日春服務十多年的蕭怡婷，長期關注性產業議題，更是不少流鶯「姐妹

們」的心靈後盾。近來疫情嚴峻，性工作者承擔社會不少罵名，但蕭怡婷指

出，許多資深性工作者公衛敏感度比一般人更高，因為她們長年依靠公共衛生

良好的狀況下，從事賣淫來維持生活，一旦疫情爆發就會沒收入。 

蕭怡婷指出，不少「大姐」會主動詢問客人有無出國或相關症狀，並會觀察客

人的狀況，遇到不對勁就不會接客；她說，「接性交易本來就會注意清潔，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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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卻以為小姐沒有預防概念，進而冠上各種負面形象，但不是所有人都是這

樣」。 

這次萬華茶藝館爆發群聚感染，讓所有萬華地區的「小姐們」都受波及。蕭怡

婷說，從事茶室工作或是流鶯的多是中高齡的單親媽媽，或是承擔照顧長輩、

扛起家中經濟壓力的女性；然而現在不管茶室或是流鶯都停業了，若疫情持續

越久，她們的經濟壓力就會越大。 

蕭怡婷說明，由於她們從事特殊行業，無法向金融機構申請信用貸款，因此沒

錢的時候她們往往會向地下錢莊借錢，一旦停業越久她們的肩頭上的壓力就越

大。 

另有不少新移民從事性工作，她們更為弱勢。一般台灣人因應疫情就已經很焦

慮、開始搶物資了，然而對於這些外國人而言，人生地不熟又從事不合法職

業，她們比其他人更辛苦，甚至要承受外界歧視的眼光。 

蕭怡婷指出，性工作的不合法，導致性工作者們更弱勢、更沒有保障，一般行

業可以領紓困補助，但即時是有執照的八大行業要申請補助都很不容易。這次

萬華茶藝館群聚感染，在萬華地區的流鶯、性工作者首當其衝，但國家卻無法

給予任何協助，面對沈重的經濟壓力，她們只能咬牙苦撐，為了讓疫情進口過

去，她們都選擇歇業防疫。 

此外，同為弱勢族群的還有一般的餐飲小吃店，他們同樣為了抗疫犧牲經濟來

源，重創家庭收入。蕭怡婷說，武漢肺炎病毒像是無形的地震，未來的災後重

建，能否讓萬華恢復到往日的繁榮，是這些「兄弟姐妹」所擔心的，也盼政府

加以重視。 

七、老年化 帶旺四大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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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2021-05-21 00:01:43經濟日報 記者張瀞文／台北報導 

全球人口老化已成為重大議題，投信指出，老年化除了帶動醫療生技等相關產

業的商機之外，也有利於自動化與機器人、智能移動及退休管理等產業。 

瑞銀財富管理預期，未來十年，全球 65歲以上的人口將增加 37%，但全球總人

口的成長幅度卻只有 6%。老齡化已是當前一個重要議題，也為特定市場與產業

帶來高速成長的機會。預期人類壽命持續增加，代表青壯年（20歲到 64歲）

撫養 65 歲以上老齡化人口的比率將持續上升，將為各國政府財政帶來龐大壓

力。從投資的角度來看，民間企業也要發揮關鍵作用，提供符合延長全球人口

壽命所需要的一切商品與服務。 

瑞銀（盧森堡）全球多元關鍵趨勢基金產品經理張婉珍指出，在全球多數國家

都面臨人口老齡化的情況下，勞動力人口不足的問題將日益明顯，因為缺工所

帶來的勞動力成本升高問題，考驗許多國家的主政者能力。 

如何降低勞動成本，是當務之急，自動化與機器人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法。人工

智慧（AI）、自動化與機器人產業以及智能移動等發展，已成為不可逆的長期趨

勢。 

另外，維持健康的需求也很重要。對於屆臨退休或是準備邁入退休的人來說，

對於健康養生和個人醫療護理需求會愈來愈高，因此，如果企業專注提供這些

服務或商品，包括健康技術和醫療設備等，也將擁有極大的發揮空間。 

財富規劃的需求同樣不可忽視。法人強調，有審慎的財務規劃，才能提供人們

進入舒適的退休生活。更重要的是，透過個人審慎的財務規劃，也可以幫政府

適度紓解部分與年齡相關的財政懸崖壓力，並且還能讓個人的經濟更獨立，這

也可望為退休管理帶來龐大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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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財經週報-銀髮族保單亂象〉銀髮族保單亂象難止 金管會專

案金檢祭重罰 

資料來源: 2021/05/23 05:30 自由時報/記者王孟倫／專題報導 

近年來國內保險商品之銷售亂象爭議頻傳，銀髮族更常成為鎖定目標！為避免

此類情況，金管會決定祭出「差異化裁罰」，只要保單不當招攬對象為銀髮族，

將提高裁罰額度；保險局強調，情節嚴重者，最高罰鍰上限是 1,200 萬元。 

台灣人愛買保險，我國「保險滲透率」位居全球之冠；不過，「亂賣保單」或

「銷售爭議」也層出不窮！根據金融消費者評議中心統計，在所有金融商品當

中，保險業被申訴案件最多，遠遠高過銀行、證券期貨業。 

保單通常多達 20年 保險業被申訴案件最多 

首先，為何保險案件最多，主要原因為何？金管會官員表示，這與商品屬性有

關︰第一，保險是長年期，一張保單通常多達 20年，存續期間相當長，中間可

能涉及契約改變等，狀況自然比較多；第二、保單涉及理賠出險，若與客戶認

知保障內容不同，就會產生爭議；第三，保單的銷售通路最廣，從保險公司、

銀行、保經保代等。其中，保單賣最多不是保險公司，而是銀行通路，占比達

50%。 

金管會日前宣示，已啟動不當銷售金融商品之專︰案金檢，時間從 5月中旬至

7月底，受檢共有 25家，其中，保險公司 6家、銀行更有 10家，更凸顯金管

會的決心。 

保險局官員指出，過去以不當招攬手段而遭到金管會裁罰案件，以勸誘「借款

買保單」最多。若以近兩年裁罰案例分析，金管會 2020年 5月 19 日曾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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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大裁罰，其中有 2家壽險、5家銀行屬於不當勸誘保戶利用「保單借款」

（或房貸）、再購買投資型保單，合計開罰 2,180萬元。業界直言，金管會選在

同一時間開鍘，宣示嚴懲意味濃厚。 

不當勸誘銀髮族舉債買保單 將遭重罰 

「我們不希望客戶舉債買保單！」保險局官員直言，無論透過保單借款或房屋

貸款，然後再去買投資型保單，問題是保費來源是舉債，業務員未充分讓保戶

認知相關風險事項，更採用不當方式勸誘，「實在很不應該」。 

再者，金管會把銀髮族銷售列為監理重點。保險局官員說明，目前的裁罰依據

都是依照「個案情節輕重」，例如：受害件數、金額或時間長短等項目，也就是

「行為缺失」。而金管會目前正在評估研議相關辦法，特別再加入「對象」（銀

髮族），這也是首次祭出「差異化裁罰」。 

對此，官員強調，為了搶業績而勸誘高齡者去借錢買保單，在此情況下，依據

「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及「保險法」規定，可以開罰 60萬至 1,200萬

元；過去，不當招攬保單而被罰的案子，單一案件最高僅到 600萬元，這也代

表還有 1倍裁罰空間（1,200萬元）。 

【生活健康與照護科技】 

九、健康主題館／長者防疫維持健康 掌握 5原則 

資料來源: 2021-05-25 00:21 聯合報 / 記者吳貞瑩／台北報導 

新冠肺炎本土案例頻增，逐漸傳出死亡案例，醫師提醒，老人是高風險族群，

奇美醫院老年醫學科主任蔡岡廷以日本疫情期間為例，提醒衰弱老人要留意幾

件事，其中包括老人家要保有活動空間，只要不群聚、做好防疫，居家附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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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還是可以去；別緊閉門窗等。 

久坐久躺 當心肌少症 

蔡岡廷指出，老人家長期宅在家不活動、缺乏社交很容易愈來愈衰弱，尤其是

久坐、久躺，距離肌少症就不遠了。而老人家身體機能衰退常會出現：行動力

下降、興趣缺缺、老年症候群如走路不穩、記憶力欠佳、尿失禁甚至出現譫妄

等情緒問題，總體呈現全身性的機能衰退。 

他說，日本新冠肺炎大爆發的經驗在前，因此綜合整理疫情期間，調適衰弱長

輩健康不退化的原則： 

1. 透過遠距、視訊通話維持親友接觸，獲得鼓勵、打氣，正向思考。 

2. 環境通風、陽光充足對老人身體好，千萬別緊閉門窗認為可以杜絕病毒。 

3. 確保老人有活動空間，住家之外，只要防疫做足，可以到居家公園、空曠處

走走。 

4. 飲食注意均衡營養，若有外食習慣者，改成外帶。 

5. 減少出入醫療院所，可改用居家醫療，可向平常就醫的醫療診所詢問。 

擔心疫情 慎防得焦慮症 

芝山診所醫師余儀呈提醒，疫情升溫心慌慌，小心沒染疫，先得焦慮症。例如

最近很多人擔心到賣場會不會感染新冠肺炎？會不會變成重症、留下後遺症？

疫情不知何時結束？自己會不會受害染疫或傳染別人？「不確定性」是焦慮的

源頭，而來看診的病患多半是會反映「身體到處不舒服」。 

焦慮會出現頭皮發麻、頭昏、胸悶、冒冷汗、呼吸氣促、腹瀉等自律神經失調

等症狀。余儀呈指出，若突然遇到快又急的意外，身體來不及因應而會產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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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壓力症候群，但焦慮也有正向的一面，那就是教我們提前準備。 

3招自我判斷 靜坐舒緩 

想要避免自律神經失調，余儀呈說，不要把擔憂放在未來或過去，而是專注在

當下。他最推薦靜坐，可以 3招自我判斷焦慮是否由自律神經失調所導致。 

一、鬆開每個部位的肌肉：5至 10分鐘內，閉上眼睛，從頭皮、臉、脖、肩胸

腹、骨盆、大腿、小腿、腳趾、腳板，輪流鬆開每個區塊的肌肉，還不熟悉放

鬆肌肉的人，可以先繃緊肌肉再放鬆，專注在每個部位上。 

二、緩慢呼吸：一吸一吐慢慢呼吸，並且逐漸拉長吸和吐的間隔時間。持續 5

至 10分鐘便可緩和焦慮，讓身體找回原有的節奏。 

三、用感恩心看待疫情期間的大小事。 

專家線上支援 即時互動 

為讓民眾抗疫從保護自己、了解疫情衛教開始，聯合報、元氣網與 WaCare遠距

健康平台合作，即日起推出「疫情緊急 遠距救急」專家線上支援系列，課程採

用「線上」以及「即時」兩大特點，專家與民眾均無需外出，且可即時互動。 

今天中午部桃院長徐永年還將在線上開講「醫院真的危險嗎？安全就醫指南」、

26日台北榮總心臟內科醫師鄭浩民談「疫情上升讓你胸口悶痛嗎？ 掌握要點

分辨心臟疾病」、成大醫院老年科主任兼感染科主治醫師張家銘解惑「該如何保

護老人？該不該打疫苗？」完整課表、時間可查詢可查詢元氣網：

https://pros.is/3gamvr，或是 WaCare遠距健康平台：

https://muk57.app.goo.gl/T3w4。 

十、醫師曝高齡確診者「喘咳送醫 24小時內不治」 X光照肺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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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資料來源: 2021-05-25 11:18 聯合新聞網 / 綜合報導 

國內疫情升溫，全國已進入三級警戒，24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新增 6例死

亡病例，年齡層多為中高年齡層。近日一名醫師發文，指出一名約 70歲的男

性，染疫後出現咳嗽症狀，送醫「不到 24 小時就過世」，貼文引起廣大關注。 

醫師 Shih Yu Ko 在 FB發文，說明一名約 70 歲的高齡確診個案，有萬華接觸史

而居家隔離。咳嗽一天後因為有急喘症狀，被家人送急診檢查，「同事幫他做了

檢查，一照 X光片，大家紛紛搖頭，可能要插管了。」醫師解釋患者的肺部因

染疫已纖維化，對照貼出的 X光對比圖，「左邊是病患的 X光，已經都白掉了，

右邊是正常人肺部 X光片。」 

因為病患跟家屬都不希望接受插管治療與急救，「我們給他高濃度氧氣和藥物，

然後，然後，他就死掉了，短短不到 24小時的時間。」醫師坦言，根據國外經

驗，因急喘送醫後短時間過世的患者只會越來越多，更無奈的是因家屬也都需

要進行居家隔離，「於是就一個人，默默的在急診嚥下最後一口氣。」文末醫師

也呼籲大眾非必要避免出門，「大家都以為自己不會染病，但是你有很高的機會

會把病毒傳給你家人。」 

貼文一出大量網友紛紛留言，「辛苦你們第一線英雄」、「疫後病患所產生的各種

身體反應狀況，是真的有需要讓民眾了解⋯有了解才會有所警惕」、「醫護這寶貴

資源絕對要珍惜，不能無上限損耗」、「疼惜醫護人員、家人及生活圈的人！請

留在家裡防疫！」。 

十一、指揮中心：這波疫情重症率 1成 高齡慢性病風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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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2021-05-24 18:57 中央社 / 台北 24日電 

國內新冠肺炎疫情擴大，指揮中心今天說，此波疫情從 4月 15日截至昨天累計

3255名個案，其中 335人符合重症定義，重症率約 10.3%，高齡慢性病者相對

風險更高。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羅一鈞下午在記者會公布此數據，他

進一步說明，高齡慢性病者相對風險更高，以數據分析，1228名 60 歲以上確

診者，其中 234人為重症者，重症率達 19.1%。由此可知，高齡者確實是罹患

重症高風險群，可能與慢性病有關。 

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說，慢性病族群新冠肺炎（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

19）死亡風險高。媒體在記者會上問及有慢性病的確診者可否優先送醫，減少

在家等待安置的死亡風險，陳時中回應，若確診者慢性病非常嚴重，也會監控

轉診。 

據指揮中心數據，國內累計至今天共 84名確診病患使用呼吸器，較昨天增加

18人。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人祥強調，今天新增的 6例死亡個案中，僅有一名有

萬華活動史的 60多歲男性（案 4284）為到院前死亡，其餘都是發病後，有通

報採檢確診，應該都是在院死亡。 

針對若有確診者因為等不到病床，在家死亡，相關負責單位為何，陳時中表

示，站在防疫角度而言，須以醫療量能分配為重，雖然希望給每個人最好的治

療，但在有限的量能中，若將所有新增病人都安置於醫院，恐才會造成社會更

大傷害，承諾盡量做好妥善安置醫療資源的首要任務。 

各界期待這一波疫情早日安定，前衛生署長涂醒哲預估，約在本月底國內單日

本土確診個案數有望從三位數降至個位數。對此，陳時中說，從既有數據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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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有效性評估疫情，沒有用太樂觀態度來看，現在只求積極把疫情控制，將尚

未上軌道系統儘速健全，希望疫情漸漸受控制。 

十二、蘇一峰：中老年確診者占三分之一 恐拖垮醫療量能 

資料來源: 2021-05-21 10:38 聯合報 / 記者謝承恩／台北即時報導 

全台連續六天確診病例破百，目前已高達 1500 名確診者，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

明院區胸腔內科主治醫師蘇一峰指出，其中 60歲以上的中高齡患者就占三分之

一，且有兩成會轉為重症，需要住進加護病房，甚至用到呼吸器、葉克膜，若

案例持續增加，恐怕會拖垮醫療量能。 

由胸腔內科主治醫師蘇一峰提供的表格來看，從 5月 15日至 5月 20 日，單日

光是 60 歲以上的確診者，皆在 60例至 100 多例上下跳動，目前已累積 584

例，近日又傳出有 2例患者在家中死亡，表示老人死亡率偏高，他在臨床觀

察，估計中高齡確診者中有兩成會變為重症，有 3~4%會需要進到加護病房、使

用呼吸器、葉克膜。 

「由於重症患者治癒時間長，一次治療就要兩三禮拜，病床至少要使用一兩個

月，若病人數增多，會排擠到感染科、洗腎及其他患者，有無床可用的狀

況。」蘇一峰說，目前雙北的重症案例比較多，北市也已號召基層醫護如耳鼻

喉科、小兒科能夠至篩檢站幫忙，未來也希望能夠進駐病房人力支援。 

十三、北醫大找到記憶成形關鍵因子登期刊 未來助改善失智症 

資料來源:2021-05-25 14:12 聯合報 / 記者陳雨鑫／台北即時報導 

免疫趨化因子 CCL5，過去僅被發現會誘發身體的發炎反應，台北醫學大學與國

衛院、三總等醫院組成的研究團隊發現，CCL5 身兼多職，竟同時具有調節海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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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神經活性的效果，等於是有助於學習記憶。此研究已發表在國際知名期刊

「分子精神病學」（Molecular Psychiatry）中，北醫大也開始對罹患阿茲海默

症的小鼠進行研究，對改善記憶效果，初步成果不錯，未來將可望成為治療的

關鍵技術。 

台灣走向超高齡化社會，失智症議題也愈來愈重要，台灣平均每 80 人就有 1人

失智，目前全球尚未找到治療失智症的解方，僅能控制惡化速度，台北醫學大

學以及其團隊找到新的治療契機。 

台北醫學大學神經再生醫學博士學位學程副教授周思怡表示，研究團隊發現，

過去會誘發身體出現發炎反應的免疫趨化因子 CCL5，竟與記憶有關聯性。 

周思怡解釋，當人體受到攻擊或是感染、生病時，體內的免疫大軍就會啟動，

驅動免疫大軍的就是免疫趨化因子，只是趨化因子有好有壞，其中有過多的

CCL5，反而會誘發人體產生發炎反應。 

不過，研究團隊找尋海馬迴組織與記憶的連結時，意外發現與記憶攸關的海馬

迴組織中有九成的 CCL5都是神經元在分泌，其功能會大幅影響神經細胞對糖類

的吸收及代謝，甚至記憶的形成。意指 CCL5 在神經元能量調控上，扮演舉足輕

重的角色，會影響記憶形成過程中即時能量的補充。 

周思怡表示，研究團隊現在利用小鼠實驗，證明 CCL5對於記憶學習的影響，比

較剔除 CCL5基因的小鼠與一般小鼠，實驗發現，缺乏 CCL5的小鼠有學習能力

受損的情形，甚至比阿茲海默小鼠發病還要快。一般阿茲海默小鼠約 6至 8個

月會發病，而剔除 CCL5的小鼠 4個月就會發病。 

研究人員利用腺病毒將 CCL5再帶回基因剔除小鼠海馬迴內，原本學習記憶不良

的小鼠竟然會回復至未發病的狀態，整個記憶及學習能力也恢復正常，如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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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小鼠。甚至在一般小鼠海馬迴內表現低量 CCL5也可以提高一般小鼠的記憶表

現。周思怡表示，此項發現令人相當振奮，未來有機會透過此基礎研究，找到

治療阿茲海默症的解方。 

十四、失智線上影音 宅在家學照顧長者 

資料來源: 2021-05-25 00:20 聯合報 / 記者吳貞瑩／台北報導 

因應疫情嚴峻，社區式長照服務據點服務暫停辦理，為避免長者在短時間內無

所適從，新北市衛生局製作「失智這回事」線上影音課程，內容以照顧者衛

教、體適能活動、認知訓練及非藥物治療三大面向為主軸，製作 12 集影片、36

個單元，以利民眾選擇所需。 

每集各有不同主題，由專家提供專業指導訪談，包含醫學、護理、職能治療、

法律等各方面專家。除專家訪談外，同時還有體適能帶動，包括高齡有氧、上

肢運動、下肢運動及平衡運動等，讓大家在家中可以跟著影片動一動、活動身

體；另有認知訓練及非藥物治療教學，例如桌遊、芳香療法、音樂療法等。 

面對疫情升溫，我們的生活型態被迫改變，但維護長者的健康不能中斷。衛生

局表示，透過線上影音課程，可跨越空間與時間限制，落實防疫家中學，預防

及延緩失智、失能，減輕照顧者的照顧壓力。 

觀看「失智這回事」線上影音課程，可上衛生局 Youtube，或「失智時空記憶

的旅人粉絲專頁」粉團。 

十五、防疫期間 LINE可看病 高醫啟動「視訊診療門診」 

資料來源: 2021-05-21 19:26 中央社 / 高雄 21日電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升溫，全國疫情三級警戒，高醫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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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政策，今天起至 28日開辦「視訊診療門診」，手機 LINE看

診，藥物也可以繼續領取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眼科部主治醫師張丞賢今天利用 LINE 和病人對

話問診。網路那一端的病人回應，這段期間確實不太敢上醫院，有了視訊問

診，真的很方便。 

張丞賢表示，防疫期間，許多慢性病病人很猶豫要不要到醫院就診拿藥，但他

們的疾病又不能中斷用藥，因此醫院特別推出「視訊診療門診」，將眼科、骨

科、胸腔外科、一般及消化系外科、泌尿科、心臟血管內科、小兒一般科、胸

腔內科、胃腸內科、腎臟內科等科別納入，提供視訊診療服務，以保護醫療人

員與病人的安全。第一天眼科就看了 8名病人，因醫療需求甚殷，預估會增

加。 

高醫「視訊診療門診」設在國際醫療中心，由於過去常與海外人士有視訊醫療

的豐富經驗，這次配合衛福部醫療降載政策，肩負起視訊診療門診的任務，未

來將擴及一般門診區。 

國際醫療中心護理長葉美杞表示，高醫採用普及率高且老人家容易操作的 LINE

來看診，民眾只要於高醫官網預約掛號，並留下手機號碼，就會有專人致電教

病人如何使用 LINE 看診。 

民眾在約診時間，透過視訊先出示健保卡與其他身分證件確認身分後接受診

察，醫師完成看診、開立處方，再請家屬或代理人持看診民眾的健保卡與其他

身分證件，使用手機支付「醫指付 APP」或臨櫃繳費，再至院區啟川大樓（自

由路）戶外領藥窗口領藥即可，病人完全不用進到醫院。諮詢專線 07-

321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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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與社區發展】 

十六、北市信義區長照機構爆群聚感染 已 4人確診 

資料來源: 2021-05-24 20:56 中央社 / 台北 24日電 

台北市信義區一所老人養護機構爆發新冠肺炎群聚感染，社會局表示，已有 2

名長者及 2名工作人員確診，源頭疑為一名有到過萬華區的工作人員，全院其

餘 25名長者將依檢傷分類送醫。 

台北市社會局今天說明，這所老人養護機構 19日下午有一名長者身體不適，送

聯合醫院忠孝院區急診，在昨天接獲通知核酸檢測（PCR）為陽性確診新冠肺炎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21日有另一名長者身體不適送醫，並在今

天接獲 PCR確診通知。 

社會局表示，昨天晚間接獲有長者確診後，即刻由聯合醫院和平院區會同衛生

局等人員，緊急調派人力至機構為收住長者及工作人員快篩，發現有 25名長者

及 9名工作人員快篩結果為陽性。 

社會局指出，這 9 名工作人員中有一名護理師及一名外籍看護日前自行做 PCR

採檢，採檢結果今天中午出爐，呈現陽性。 

社會局長周榆修下午在台北市防疫記者會上說明，因為機構內有一名工作人員

曾於 10 日至萬華區，有相關接觸史，且今天 PCR結果出爐，為陽性確診，疑似

因此導致機構內群聚感染。 

周榆修表示，全院除已就醫的 2名長者外，其餘 25名長者在今天中午已經完成

檢傷分類，將分成 4個層級，分散、分批、分症狀送醫治療。 

社會局表示，這所機構共有 17名工作人員，昨天晚間有 8名工作人員休假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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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已要求必須在家居家隔離 14天，有症狀立刻通報衛生局。 

十七、憂居服員成感染源 居家服務取消多 

資料來源: 2021-05-22 02:08 聯合報 / 記者林敬家、喻文玟／連線報導 

疫情嚴峻，一度傳出高雄市有照服員確診，不少案主擔心居服員到處服務個

案，恐有感染風險，紛紛取消服務。也有長照服務業者擔心，若三級疫情警戒

延長，恐怕衝擊整體營運，將保留行政人力，讓服務員工先去休假，降低人事

成本。 

彰化白玉功德會有兩百多名居服員，在縣內服務量大，理事長邱暉智說，這周

以來案主取消服務近兩成，其中接送服務少了快一半，大都是減少復健這類非

急迫性項目，加上三個日照中心停擺，去年三、四月業績因疫情掉了三成，估

算若目前狀態維持一個月，經營狀況更嚴峻。 

慈恩慈善事業基金會約有一千六百名居家服務個案，最近已有六十多名案主暫

停居服，基金會主任賴亭文說，居服員因擔心害怕而請假的不多，但都很謹

慎，進到案主家會全副武裝穿上雨衣，不在室內脫口罩。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近期加強對長輩電話問安頻率，居家送餐雖維持不變，但

只送到家門口，不和長輩接觸，對於行動不便的長輩，會送到他們手可觸及的

地方，送餐全程戴口罩，攜帶酒精消毒。 

弘道表示，目前取消陪同長輩外出購物、散步，協助沐浴、備餐、居家清潔、

物資配送都會持續。社工表示，需要居家服務的長輩很少戶外活動，染疫機率

相對低，反而是社工要做好防護、消毒，不要變成感染源。 

老五老基金會指出，居家照顧是社會服務，即便疫情升級到四級也不能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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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區居服員八十七人並未因疫情有明顯請假，服務量能仍充足。 

十八、避免長者外出染疫 貢寮關懷據點送餐服務 

資料來源: 2021-05-24 22:25 觀天下 / 記者蕭皓文／貢寮報導 

新北市社區工作者協會在貢寮區有三處關懷據點，服務包括貢寮、福隆、龍門

三里的長者共餐與銀髮課程，因配合新北市府的防疫政策，銀髮活動皆於 12日

停辦，只是長者行動不便，疫情期間偏鄉採買更出現問題，為此關懷據點仍維

持送餐，讓近百位長者乖乖在家，避免外出染疫。 

一早，新北市社區工作者協會的兩三位志工便在貢寮據點烹煮菜色，雖然是疫

情期間，但志工們認為偏鄉老人的照護需要有人重視，因此做好自主健康管

理，並嚴格遵守室內勿超過五人群聚的原則，料理近百份便當，還有室外接送

的志工們接手，讓老人家可以不用出門，就能吃得營養。 

新北市社區工作者協會照服員林麗鳳表示，因為疫情期間，偏鄉要買菜、買肉

很不方便，很感謝新北市社會局媒合營養午餐廠商，提供協會幾箱的青菜，讓

老人家除了罐頭食品外，有更新鮮美味的飲食，更可以讓他們減少外出，避免

群聚採買而跌倒或感染病毒，目前貢寮據點的長者在週一至週五都能有便當可

享用，也希望在外地工作的子女們，可以適時打電話關心長輩們的生活狀況，

有物資需要採買，也可以透過郵寄讓老人家們在家防疫更方便。 

十九、板橋中和「熱區防疫中心」今上路 單日動員超過 2400人 

資料來源: 2021-05-23 15:13聯合報 記者李成蔭、張睿廷／新北即時報導 

新北板橋區、中和區今日同步成立「熱區防疫中心」，一早便進行相關作業，包

含走動式宣導與關懷等，總動員人數超過 2400 人，期盼民眾能共體時艱，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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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防止疫情擴散。 

新北市兩「熱區防疫中心」啟動為期三天的強化三級防疫措施，並進行機動篩

檢站、全面大清消、高頻率巡邏、熱區關懷及強化防疫宣導等 5大措施。 

板橋熱區防疫中心今兵分七路進行走動式關懷宣導，呼籲必要營業場所落實防

疫作為，餐飲場所全面改外帶或外送，請民眾待在家中避免外出，外出需戴口

罩，每 2小時依路線巡查；警方同樣每 2小時一次加強巡邏；清潔隊則是加強

每日消毒；民政系統亦針對街友與獨居老人進行關懷。 

中和熱區防疫中心今日亦同步啟動，連續三天在 8里內宣導、巡查、消毒、關

懷，每天上午 9時、下午 3時、晚間 6時都會透過廣播向民眾宣導防疫資訊，

並派出兩部宣傳車在里內巡迴廣播宣導、發送宣傳單等。 

中和區長賴俊達表示，中和區公所每日都會派出 150人，執行防疫作為，包括

居家關懷，送餐給獨居長輩，替居家檢疫者採買送餐，給予關懷，中和分局也

出動 240 人次員警在熱區內尋查，看公園、廣場是否有人潮聚集，勸導未戴口

罩者配合防疫政策。 

賴俊達指出，環保局也派車從早到晚消毒周邊區域，不管是大馬路還是巷弄通

通都不放過，為得就是要防止病毒繼續擴散，控制住疫情。 

新北市長侯友宜今早也特別到兩「熱區防疫中心」視察、聽取簡報，勉勵中心

同仁加油，並走到路上觀察防疫宣導及清消等情形，沿途上人並不多，但他也

跟路過的民眾再叮嚀要做好防疫措施。 

民眾表示，今天是因為採買必要物資才出門，所有參與防疫的人員都很辛苦，

一定會盡力配合防疫措施，大家一起加油渡過這次疫情。 

民政局表示，兩「熱區防疫中心」都已經在昨日完成物資整備，今日一早八點



 

26 

 

就開始相關工作，總動員包含包含公所、分局、衛生所、環保單位、各里鄰

長、巡守隊、環保志工等力量，一整天人數超過 2400位，三天超過 7200人

次。 

二十、疫情警戒第三級 竹縣府加強獨居老人、街友關懷 

資料來源: 2021-05-20 12:05 聯合報 / 記者陳斯穎／新竹即時報導 

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19日宣布全國進入三級警戒，新竹縣政府針對社福

類機構及社運團體宣布最新防疫措施，包括長照機構、身心障礙社區服務等單

位，全面提升防疫規格，同時也加強弱勢族群獨居老人、街友關懷與防疫宣

導。 

社會上獨居老人、遊民等族群，相對防疫觀念與物資較缺乏，社會處表示，該

處與中華照顧者關懷協會，將接力不斷電關懷露宿新竹縣轄區街頭民眾，除宣

導防疫觀念，也提供口罩及乾洗手等防疫物資，並要求避免群聚及向警戒區遷

移，避免防疫出現破口，如有疑慮，立即協助送檢疫醫院檢疫及治療。 

縣府也宣布最新相關因應防疫措施，托嬰中心及居家托育人員全面停止收托但

不停班，托育資源中心暫停開放，兒少、身心障礙、老福機構全面暫停訪視，

關懷據點、巷弄長照站、長青學苑也全面暫停運作，社區式長照機構暫停服務

至 6月 8日，以居家服務及餐飲服務替代。 

社運、身心障礙、婦女及新住民團體等辦理各項補助活動暫停辦理，人民團

體、社區發展協會及合作社等，理監事會議及會員(社員)大會，也全面暫停辦

理。 

另外，獨居老人關懷持續不打烊，將加強電話關心，居家服務及中低老餐飲服

務不中斷。身心障礙社區式服務包含機構式日間照顧服務、社區式日間照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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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家庭托顧及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等暫停服務，服務使用者則

可以居家服務或餐飲服務替代。 

二十一、彰化社宅基地統包工程招標 預定 2024年完工 

資料來源: 2021/05/19 14:39 自由時報 / 文/記者張瀞勻 

國家住都中心繼推出北部及南部案件之後，近日宣布將推出中部地區第一案，

位於彰化地區的「學士安居」社會住宅統包工程，預計 2024年完工，將提供約

275戶社會住宅滿足彰化地區學子及就業青年居住需求，而統包工程招標作業

自即日起至 6月 28 日下午 17時截止投標。 

國家住都中心指出，由住都中心興辦的社宅重視周邊生活環境，而本案社宅基

地位於彰化市學士街，臨近彰師大進德校區與牛稠子工業區，生活機能完善，

為因應高齡化社會，也將規劃設置日間照護中心、托嬰中心，服務有需求的住

戶及周邊居民，創造全齡友善的居住環境。 

同時，臨學士街基地也將規劃退縮，留設綠化空間、搭配景觀庭園，提供住戶

與鄰里休憩空間。國家住都中心表示，為加速推動工程，未來將持續展現國家

興建社會住宅的決心及效率，以滿足各地民眾安居成家的需求。 

【其他相關議題】 

二十二、專挑老人下手！失業男強盜雜貨店 謊稱車失竊被警識破 

資料來源: 2021/05/23 16:44 中時 記者：羅浚濱 

30多歲長期失業的羅姓男子，22日晚間在新豐和湖口地區犯下多起強盜案，專

門找老人家顧店的傳統雜貨店下手，騎乘用口罩遮蔽車牌的重機車逃逸，羅男

自作聰明，事後到派出所要報機車失竊，被員警當場識破。 



 

28 

 

新湖分局轄內 22日晚間，發生連續強盜案，犯嫌都是找老人家看顧的傳統雜貨

店下手，店內沒有裝設監視器，嫌犯以持鐵槌、酒瓶等方式，恐嚇被害人交出

財物，得手後即騎乘使用口罩遮蔽車牌的重機車逃逸。 

警方調閱案發現場附近的監視器，掌握特定對象欲逮捕犯之時，羅男卻到派出

所要報機車失竊，員警發現羅男的身體特徵與案發犯嫌相符，當場識破並逮

捕，全案報請檢察官指揮偵辦，警詢後依法移送新竹地檢署。 

新湖分局呼籲如有遭同樣手法侵害的店家或民眾，或發現有使用口罩遮蔽車牌

等情事，務必撥打 110報案，共同維護治安。 

【國外時事】 

二十三、美國發 1400美元疫情紓困金 日本老人竟也收到 

資料來源: 2021-05-19 16:51 中央社 / 東京 19日綜合外電報導 

美國國會 3月通過總統拜登提出的疫情紓困方案，提供多數美國人 1400美元

（約新台幣 3.9萬元）的紓困金，但遠在日本的多名日本老人，近期也陸續收

到美國政府的紓困金支票。 

日本朝日電視台、朝日新聞報導，近期多名日本高齡者陸續收到 1400 美元支

票，寄件人署名為美國財政部（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信封裡

只有一張支票，沒有其他任何說明，收到的人感到一頭霧水，也擔心是不是新

型態詐騙。 

報導指出，這張支票其實是美國政府發放的疫情紓困金，發放對象為美國公民

或目前住在美國者。 

一名住在神奈川縣、具有美國國籍的女性說，因為她是美國公民，所以是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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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領取這筆紓困金。 

不過同樣住在神奈川縣的一名 79歲男性與他的太太，兩人都沒有美國籍，卻都

收到了支票。 

這名男性從 1978年起曾在美國工作 5年，期間並繳納美國規定的社會保障稅，

因此現在美國政府每個月約會發給夫妻倆 500美元的年金。 

海外年金相談中心代表市川俊治受訪時表示，過去曾在美國工作、現在回日本

並領取美國年金者，包含配偶在內，日本約有 7萬人。 

市川指出，這些人因為在美國工作期間不長，繳納的社會保障稅不多，因此領

取的年金也少；而美國政府這次支付的紓困金，對象是年收入在一定金額以下

的人，可能因此誤判而寄發支票。 

市川也說，住在日本並領取美國年金的這批人，大多不具有領取紓困金的資

格，因為沒有美國國籍，也不住在美國，因此須把支票還給美國稅務單位。 

美國紓困金領取資格，是個人年度所得低於 8萬美元（約新台幣 227 萬元），或

是夫妻雙方所得加總低於 16萬美元（約新台幣 454萬元）。 

二十四、日本大規模疫苗中心將開打 東京大阪長者先接種 

資料來源: 2021-05-23 17:20 中央社 / 東京 23日綜合外電報導 

為因應境內 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日本政府開設兩處大規模疫

苗接種中心，明天將同步於東京都及大阪府開打，首批施打對象是部分居住東

京及大阪的 65歲以上高齡者。 

日本放送協會（NHK）報導，日本政府在東京都及大阪府開設兩處大規模疫苗接

種中心，將同步在明天上午啟動疫苗施打作業，防衛副大臣中山泰秀今天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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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接種中心會場、大阪市的府立國際會議場視察相關作業準備狀況，表示將

努力讓接種工作順利進行。 

日本疫苗接種率在先進國家吊車尾，日本政府為加速境內疫苗施打進度，在東

京都及大阪府各開設一處大規模疫苗接種中心，由自衛隊負責相關工作 

東京都與大阪府的大規模疫苗接種中心，將使用本月 21日剛獲日本政府批准的

美國莫德納（Moderna）疫苗；從本月 24日到 31日，大阪已接受 2 萬 4500件

預約、東京也接受 4萬 9000件預約，雙雙額滿。 

中山視察後受訪說，確認接種工作已做好萬全準備，政府會善用截至目前累積

的經驗，全力完成疫苗施打工作。 

本月 17 日起接受預約的對象，是住在東京都內 23區及大阪市的 65 歲以上高齡

者，目前都已預約額滿。這兩處大規模疫苗接種中心將從明天起擴大接受預約

對象，包括東京都全域及大阪府全域居民，都可透過網路進行預約。 

另外，共同社自行調查日本各地方政府得知，在 47個都道府縣及 20 個政令指

定都市中，至少有包括埼玉縣、京都府及名古屋市等 28地，將自行設置或檢討

自行設置大規模疫苗接種中，且其中 9成使用的疫苗都是莫德納。 

二十五、巴西老年人未按時打第 2劑疫苗 專家憂第 3波疫情 

資料來源: 2021-05-22 08:03 中央社 / 聖保羅 21日專電 

巴西新冠肺炎疫苗接種計畫進行 4個月以來，只有 39%約 1170萬名老年人完成

2劑疫苗注射。專家估計，疫苗接種工作要到 2023年才會完成，而在此之前可

能爆發第 3波疫情。 

衛生部數據指出，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新冠肺炎）疫苗短缺，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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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9 日，至少 630 萬名 60歲以上老年人在注射第 1劑疫苗後，未如期注射 2

劑疫苗。 

如果擴大分析至所有優先團體，包括醫護人員、60歲以上老年人、孕婦和原住

民等（超過 7800萬人），只有 20%完成 2劑疫苗注射。 

根據阿拉戈斯聯邦大學（UFAL）統計和數據科學實驗室估計，如維持過去 30天

的平均 2劑量疫苗接種速度，20歲以上成年人要到 2023年初才能完成疫苗接

種。 

實驗室指出，人口金字塔愈下層，人數愈多，完成 2劑疫苗接種時間也愈長。

到目前為止，巴西只確保對占總人口一小部分的 80歲以上老年人提供免疫保

護。 

巴西克魯茲基金會（Fiocruz）新冠肺炎觀測站（Observatório da Covid-19）

預測，受到新冠肺炎病毒的季節性和疫苗接種率低影響，第 3波疫情可能在

6、7月巴西冬季時發生，而有效的疫苗接種將是防止確診病例和死亡暴增的主

要武器。 

聖埃斯皮里圖聯邦大學傳染病專家馬西爾（EthelMaciel）指出，如維持目前的

疫苗接種速度，巴西很難遏阻住院和死亡人數再次增加；由於病例和死亡維持

在很高的水平，還不能確認疫情是否受到控制。 

專家一致認為，疫苗供應不足是巴西對抗新冠肺炎的主要問題。 

此外，民眾接種牛津/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AZ疫苗和輝瑞（Pfizer）

/BioNTech疫苗要等 3個月後才打第 2針，很多人都忘記進行 2次接種，尤其

是老年人。馬西爾強調，各地衛生當局應主動聯繫，提醒完成第 2 劑接種的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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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西爾指出，在疫苗接種速度加快以前，政府和民眾都應採取其他措施控制病

毒傳播，諸如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擴大檢測，以識別、追蹤和隔離無症狀

的病患和接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