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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謝長廷 

 

台灣傑出的新型冠狀病毒防疫因應對策 WHO應開放門戶讓台灣參加 

 

台灣於今年 1 月 11 日舉行總統大選，現任民進黨蔡英文總統以 817 萬票(得票率 57%)高

票獲得連任。選舉結果的意義為，蔡總統明確拒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所主張「一國兩制」

統一之立場獲得台灣人民的支持。蔡總統在獲得連任時所發表的演說中重申將維持兩岸的和

平與穩定，並強調「和平、對等、民主、對話」之重要性。 

 

台灣所採取的防疫措施 

因 1 月中國湖北省武漢所發生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感染擴大，防疫成為目前最重要的課

題。新型肺炎成為全球性傳染病，擴散至世界各國造成重大災情，台灣得將疫情控制至最小，

受到世界的注目。 

台灣於去年 12月掌握到中國武漢發生類似 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肺炎的非正式訊

息，隨即派遣專家至當地瞭解狀況，並成立問題專案小組。 

病例逐漸增加時，立即開設中央傳染病防疫指揮中心。以衛福部為中心，集合各部會的

力量，由經濟部負責紓困與確保醫療物資，外交部監控國際的感染狀況，相關單位也嚴格實

施入境檢疫等措施。 

而台灣健康保險的覆蓋率極高，利用健保卡讓所有國民取得口罩，國營企業也加入生產

必要的防疫物資。 

另外也運用大數據有效地找出感染患者所密切接觸的民眾。 

最重要的是感染資訊公開透明，此次衛福部長陳時中擔任中央傳染病防疫指揮中心指揮

官，每天召開記者會詳細說明感染狀況，提供正確資訊防止恐慌，大多數的民眾也因此相信

政府，願意配合政府的防疫方針。 

 

與日本緊密合作 

今年 2月，船內發生群聚感染的郵輪「鑽石公主號」停泊橫濱港時，台灣人乘客的入院、

下船以及搭乘包機返國時，日本給予莫大之協助，在此表達由衷的謝意。 

而在台日友好合作下，3月底受困祕魯的日本人旅客也由台灣協助，搭乘台灣所安排的包

機離開。4 月 1 日則是受困印度的 12 位台灣人搭乘日本的飛機經由東京返國，真是令人感到

所謂「患難見真情」。 

 

台灣在防疫上的國際合作與貢獻 

台灣的外交部與美國在台協會(AIT)台北辦事處於 3 月 18 日發表「台美防疫夥伴共同聲

明」，雙方同意針對新型冠狀病毒快速篩檢的研究開發、疫苗的研究生產及提供醫療物資等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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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合作。此為台美雙方不僅為台美兩國，也是為全世界的人類健康進行緊密合作、對抗新型

冠狀病毒的共同決心。 

而台灣在增強口罩生產後，生產能力已經達到國內的需要量以上。因此蔡英文總統於 4

月 1日宣布將捐贈 1000萬枚口罩予美國、歐洲及邦交國的醫療關係者。4月 16日也捐贈日本

200萬枚口罩。 

另外，台灣與捷克於 4 月 1 日也就新型肺炎的檢查試劑開發合作發表共同聲明，台灣積

極推動國際醫療合作。台灣也與澳洲合作，由台灣提供澳洲 3 噸口罩原料不織布，澳洲提供

台灣 100萬毫升消毒液原料等，雙方相互以優惠價格提供必要之防疫物資。 

 

WHO應讓台灣參加 

全球性傳染病的防疫工作，如果初期的因應有所延誤，將會造成感染擴大，因此須早期

掌握病毒特徵，立即實施各種對策。 

但 WHO 於 1 月底召開緊急會議時，台灣並未獲邀。在與台灣擁有共同理念的日本與歐美

各國強力協助下，2月 WHO所召開的緊急會議，台灣的專家也以個人立場、利用線上方式出席，

但實際上交換意見與共享資訊仍受限，並不完整。 

如台灣是 WHO的正式會員國，或許能更早透過 WHO提出專業性警告，實在令人扼腕。 

台灣於 2009年至 2016年間曾以觀察員身分出席 WHO年度大會，但自 2017年起一直無法

參加。而台灣於 2009年至 2019年的 10年間，向 WHO申請參加專業技術會議共 187次，僅能

出席 57 次，將近 7 成的會議無法參加。為全世界所有人的健康，WHO 現在應該開放門戶，讓

台灣能完整參加與付出貢獻。 

 

也應讓台灣加入 CPTPP 

而從國際貿易的角度來看此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依賴中國的供應鏈明顯呈現出脆弱的

一面。 

另外美中貿易對立持續中，日本所主導的 CPTPP(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的角色更形

重要。 

2019 年台灣與 11 個 CPTPP 加盟國的貿易總金額達到 1543 億美元，其中台日間的貿易約

占 44%，金額達 673億美元。此金額較日本與 CPTPP加盟國任何一國間的貿易金額還大。 

台日貿易，日本在電子資通、工具機、石化與化纖等產業上，提供上游產業的重要零件

與技術，而台灣則是從事產品代工、加工，以及供應半導體等，雙方形成互補關係。 

在此基礎上，台灣如果能加入 CPTPP，台日間的產業鏈將更進一步強化，不僅對台日雙方，

也能對亞太地區帶來更多的經濟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