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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不會選國籍也不會選人，缺少台灣的 WHO並不完整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 謝長廷 

 

中國湖北省武漢所發生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讓人想起 2003年所發生的

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侯群)。事實上此次新型肺炎較 SARS感染速度更快，今年起僅

經約 1個半月，感染人數及死亡人數既已超越 SARS，日本亦出現犧牲者。 

 

病毒並不會選國籍也不會選人傳染。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者已擴大至台灣與日本

等全世界各地。限制與感染地區的往來、對患者實施一定期間的隔離、開發疫苗等，世

界各國必須通力合作不要讓疫情更加擴大。 

 

過去中國所發生的 SARS傳染至台灣時，被世界衛生組織(WHO)以「一個中國」原

則之政治理由排除在外的台灣，無法從 WHO獲得最新資訊，曾遭遇到被害因而擴大的慘

痛經驗。因有此經驗，此次迅速地採取嚴格的防疫措施，有效地控制國內的感染擴散。 

 

台灣自 2009年起連續 8年以觀察員身分參加 WHO年度大會，但自 2017年起再度

面臨無法參加的狀態。原本 WHO於今年 1月 22日所召開的新型肺炎對策緊急會議也排

除台灣參加，但在日本、美國以及歐洲各國的強烈支持下，台灣於 2月 11日參加 WHO

線上會議，得以就新型肺炎的最新資訊及對策與各國交換意見。 

 

台灣此次參與 WHO的會議，並未透過中國，而是由台灣與 WHO直接交涉後參加，

具重大意義。今後，建立起 WHO的最新資訊能即時、直接地傳達予台灣之制度非常重要。 

 

有關台灣參加 WHO，日本安倍晉三首相於 1月 30日在國會答詢時表示「因應國際

保健課題，不應產生地理上的空白」、「基於政治立場而排除特定地區，將會讓此地區的

健康維持、防止感染之工作出現困難」。而「日華議員懇談會」於 2月 5日也向日本政

府提出要求協助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加 WHO的要望書。對於日本各界的強力支持，在此

再度表達由衷的謝意。 

 

感染病防治是攸關全世界人類生命安全的事，國際社會必須團結一致。(世界各國

與城市的資料庫)「Numbeo」2月所發表的醫療保健指數，台灣連續 2年獲得全球第 1

名。台灣的醫療水準極高，也有對抗過 SAR的經驗，能協助各國的防疫工作。 

 

如 WHO真是為全世界所有人健康的組織，則缺少台灣的 WHO並不完整。為全世界

所有人的健康，不能單只是口號，如何實踐才是重點。台灣願與 WHO合作，承擔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