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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會決定 

民國 109年 4月 16日第 3698次會議 

一、 准予備查。 

二、 武漢肺炎疫情自爆發以來，全球確診人數已突破 200萬

人，死亡人數超過 13 萬人。為避免疫情持續蔓延，各

國陸續採取鎖國或封城措施，甚至禁止人民外出、學校

停課，各國近乎處於停止運作之狀態。全球疫情如此險

峻，然而我國在全體國人共同努力下，仍可維持如常生

活，學生之受教權也未受影響，是全世界極少數人民能

維持正常生活及自由活動之國家。不僅如此，在經濟部

沈部長努力下，率領業者、專業師傅之國家口罩隊，日

以繼夜生產口罩，以及藥局藥師（生）、超商員工及郵

差等不辭勞苦，為全民服務，希望儘量滿足國人之口罩

需求。我國基於世界公民之責任，行有餘力提供高品質

之口罩給其他國家，該等國家也紛紛表示感謝之意。

「Taiwan can help」、「Taiwan is helping」，全世界都

能看到臺灣的不一樣，這正是過去臺灣幾十年來努力之

成果，如長久奠立之公衛基礎及完善醫療照護體系，並

有為人稱道之健保制度等，以及在座各位之努力。此

刻，我們不但高度凝聚國人之向心力，更利害與共，以

身為臺灣人為榮。從非洲豬瘟開始，人民即已認知政府

真的會做事，有效率，按部就班照顧人民之健康及所

需，「有政府 請安心」，人民願意相信政府，支持並配

合政府之政策，這是極為不易之成果，請大家為福國利

民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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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由於臺灣環境如此讓人安心，旅居海外之國人也紛紛回

國，惟考量疫情仍極為嚴峻，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持續強化回國登機前之管理，要求提前填報相關資料，

才能及早因應管理。鑒於近來東南亞國家疫情有飆升之

情形，之前已特別要求勞動部做好入境外籍移工隔離檢

疫工作，確保外籍移工健康，才能與國人接觸。請勞動

部即時安排本人視察外籍移工之隔離檢疫場所，以瞭解

相關工作是否落實，同時也請內政部協助加強稽查外籍

移工群聚場所，避免其成為防疫之破口。 

四、 當前除防疫工作外，由於疫情對各行各業造成重大衝

擊，許多產業及人民亟須紓困，龔明鑫政委召開紓困記

者會後，後續民眾就會洽詢相關細節，這部分較防疫工

作更為複雜，因為紓困對象及申請條件各有不同，因

此，經濟部統籌設立之「1988紓困振興專線」，除應立

即強化專線服務人力（至少比照 1922 防疫專線有足夠

之接線人員），讓民眾能夠迅速接通專線，各紓困相關

主管部會也應全力支援專線服務工作，以確實提供民眾

所需之紓困資訊。 

五、 政府之前已匡列 600億元特別預算協助產業紓困，惟為

解決人民及相關業者燃眉之急，相關部會爰再調整經費

移緩濟急，提出「紓困可先行動支項目及金額」，如經

濟部對「營業額衰退 50%以上之艱困事業薪資 4成薪資

補貼」、「一次性營運資金補貼」；交通部對「營業額衰

退 50%以上之艱困觀光產業薪資補貼」、補貼「運量下

降 20%以上之艱困國道客運業」及「計程車、遊覽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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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業及小客車租賃業駕駛人」；勞動部提供「自營作業

者或無一定雇主之勞工生活補貼」、「勞工紓困貸款利息

補貼」；文化部補助「各類型藝文事業及自然人」減輕

營運衝擊及「營業額衰退 50%以上或顯已無法持續營運

之藝文艱困事業員工薪資及營運資金」；農委會辦理漁

業受僱外來船員、花卉（含種苗）產業員工薪資及農漁

民生產資材等補貼；衛福部對中低收入戶每月加發

1,500元等，共近 540億元，也請其他部會積極檢討主

管業務是否仍有其他資源可為即時紓困所用。同時，為

使政府紓困更到位，請各部會盤點業管紓困方案範圍內

之受惠對象，除主動提出訊息告知外（如銀行通知客戶

調降貸款利率），並研議就原已列冊之服務對象，直接

撥付紓困補助，無需再另行申請（如中低收入戶每月加

發 1,500 元等），或再積極檢視是否有遺漏之紓困對象

（如市區客運補助等），總之，務必確實做到「寬一點、

快一點、方便一點」。各項紓困措施確定宣布後，即配

合電視跑馬燈加強宣傳，避免使用專業冗長之文字，再

透過服務專線清楚解答民眾疑惑，才能讓所有民眾確實

瞭解政府之措施。同時，對於第一線執行之工作人員或

銀行行員，主管部會也應提供免責及風險分擔等方面之

支援，才能使承辦人員無後顧之憂，積極配合。至於目

前推動中之各項重大工程，如因疫情致工期有所延宕，

也請相關主管部會予以研議是否可以展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