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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大數據與科技智慧支援防疫工作 
外交部彙撰 

2021年 1月更新 

壹、 數位政委運用大數據協助口罩實名制逐步升級 

一、 獨步全球「口罩實名制」 

 政府於 2020 年 1 月 31 日宣布徵用所有口罩工廠，統一

管理口罩分配與產量，並每天釋出約 280 萬片口罩提供民

眾在超商、藥妝店及藥局購買，每人一次限買 3 片。惟各

家商店每天進貨時間不一，且店家獲的數量甚有限，多數

民眾均抱怨買不到口罩，且爆發搶購及囤積潮，不利防疫。 

 經過縝密研議，政府於 2 月 6日推出「口罩實名制」，民

眾可憑健保卡到健保特約藥局排隊購買口罩。鑒於在超商

販售口罩階段，就有民間工程師吳展瑋自行開發「超商口

罩現況回報」地圖，意外引起廣大迴響，故行政院政務委員

唐鳳透過線上社群 g0v 群組，召集吳展瑋等民間工程師，

在 48 小時內開發出「藥局版」口罩存量系統，與「口罩實

名制」同步上路，協助緩解買不到口罩的燃眉之急。 

 唐政委扮演政府與民間溝通橋樑的角色，主要是取得民

間開發應用所需的開放資料，以及回饋使用者意見，讓健

保署的資料更新可以更快、更頻繁，從每 30 分鐘更新一

次，提升到每 30 秒更新一次。 

二、 「口罩實名制 2.0」－網路預購超商取貨 

 上述制度推出後，口罩需求仍未全面解決，因為全臺只

有 6,026 間健保特約藥局與衛生所，覆蓋率及發放人力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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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有限，致每間藥局前大排長龍。政府於是積極研議改善

方式，包括如何讓人力較為充裕及覆蓋率較高的超商門市

重回配發行列，以及讓民眾可以上網購買。 

 政府也發現有些偏遠藥局開始出現口罩庫存，而每天必

須搭乘大眾運輸的廣大上班族及學生卻成了買不到口罩的

「弱勢族群」。為了改善口罩分配不均的問題，在「口罩實

名制」推出約 1個月後，政府與民間業者於 3 月 12 日再推

出「口罩實名制 2.0」。 

 新制除了原有健保特約藥局及衛生所等實體通路外，新

增線上預購通路，民眾可透過健保卡或自然人憑證登入

「eMask 口罩預購系統」，或藉由健保快易通行動 APP 進

行認證預購，該項 APP在開通口罩預購功能後，下載量突

破 730 萬次，成為 2020 年全臺 APP 下載榜首。營運的規

則是民眾有一週的時間可以上網登記預購，且可指定領取

的超商門市。登記結束後，民眾收到繳費通知簡訊，也可以

自行登入預購系統查詢，只要在指定期限內以 ATM 或網路

銀行轉帳、或信用卡方式完成付款即可。成功預購者在指

定期限內持健保卡、身分證、駕照（擇一）及手機簡訊前往

指定超商領取。 

 「口罩實名制 2.0」自推出以來，廣受好評，主要是因為

超商加入後大幅 增加口罩據點的人口覆蓋率 。據統計，國

內四大超商總計超過 1 萬間，且位置離民眾住家更近，民

眾可透過上班中午空檔至超商領取，便利性大幅提高，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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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分散藥局排隊人潮。對超商而言，不僅沒有人力吃緊

的問題，且可吸引顧客上門、提升商機，故積極爭取配合，

並各自推出取件優惠，例如咖啡買一送一等，吸引民眾上

門。對民眾而言，買口罩的時間壓力解除，不僅可隨時上網

預購及取貨，還可以享受超商優惠；經過民眾互相分享與

推廣，使用率大幅提升，更為政府、民眾及業者創造三贏。 

三、 推出精進版－「口罩實名制 3.0」 

 鑒於口罩產能持續提升，且為改善年長者仍須在藥局前

排隊之現況，政府經規劃後於 2020 年 4 月 30 日正式推出

「口罩實名制 3.0」，民眾至藥局實體通路購買的時間除不

再按身分證字號尾數分隔外，民眾也可在超商領取網路登

記購買的口罩時，順便利用超商的事務機插入健保卡預購

下一梯次的口罩，流程簡短快速，不到 1分鐘就完成預購。

新制度上路後，將大幅減少民眾排隊的時間成本，並減輕

藥局負擔，更有助超商業者搶衝業績，一舉數得。同時，唐

政委也透過臉書，請民眾放心個資問題，事務機只會驗證

身分證號及健保卡是否有效，並沒有開啟其他存取權限。 

 為對全球抗疫作出貢獻，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4 月

27 日發起 「護台灣、助世界」活動，開放民眾透過健保行

動快易通 APP 捐出自己的口罩給其他國家。開放以來，民

眾響應熱烈，兩週內即有約 56 萬人響應並捐贈約 440 萬

片。2020 年 6 月 1 日起，由於國內口罩庫存量足夠，政府

解禁口罩出口，開放民眾可不限數量寄送口罩至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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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科技協助檢疫與防疫工作逐步升級 

一、 建立層層嚴密防疫網 

 在檢疫方面，主要分為邊境與居家兩部分。 

 在邊境方面，鑒於全球確診病例快速攀升，入境旅客填寫

資料的程序及內容須更嚴謹審慎，政府於 2020 年 2 月 16

日起建置並啟用「入境檢疫系統」，供乘客於起飛前或落地

後透過掃描 QR Code，線上填寫健康聲明書等資料，加速

入境通關程序與效率，並確保入境資料正確性。 

 旅客資料也整合至 14天居家關懷的「防疫追蹤系統」及

追蹤告警的「電子圍籬系統」，透過居家檢疫者的手機訊號

判斷所在地，一旦離開檢疫範圍，系統會發送「告警簡訊」

給當事人、民政單位、衛政單位與轄區警察，以確實掌握相

關人員行蹤。擅自離家者將受重罰，未確實通報症狀者也

會受罰。按照規定完成檢疫者，則將獲得每天新臺幣 1,000

元之防疫補償。至 2020年 8 月止，違規罰鍰金額累計達新

臺幣 1.16億元。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因應全臺各

地跨年活動，推出「電子圍籬 2.0」，偵測進行居家檢疫、居

家隔離與自主健康管理三類民眾，以預防違規民眾出現在

大型活動周圍。指揮中心亦強調，為保障民眾隱私，相關偵

測之個人資料於 28 天後必須銷毀。「電子圍籬系統」兼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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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監控與維護隱私，迄今已有超過 10國洽詢臺灣相關技

術。 

 另因應入境居家關懷人數增加，為掌握居家檢疫者的健

康狀況，政府與宏達電及 LINE 合作建置聊天機器人「疫止

神通」Line Bot，於 2020 年 4 月 3 日正式上線，讓居家檢

疫與隔離者透過 LINE Bot 系統主動回報健康狀況，並取得

防疫相關協助資訊，分擔第一線關懷人員的作業負擔。該

系統除了提供自主健康通報及防疫相關協助資訊外，也會

在第 13、14 天及解除居家檢疫當天發送相關注意事項，貼

心提醒民眾仍須自主健康管理 7天。另外，「疫止神通」除

提供中、英文選項外，於 12月下旬新增印尼、越南、泰國

及菲律賓等 4國語言，加強外籍人士落實回報健康狀況。 

 政府也運用健保大數據資料庫，透過與內政部移民署及

衛福部疾管署的合作，健保署即可將返臺國人名單與健保

卡就醫資料逐日勾稽。讓第一線醫師能在看診時得知民眾

過去 14天的旅遊史，協助防堵疫情。政府並利用上述移民

署與疾管署的資料庫，創建大數據分析，根據旅遊史及臨

床症狀，正確識別確診病例。 

二、 AI及大數據精準防疫工作 

 在使用人工智慧方面，時任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於 2020

年 3 月 26 日在臉書粉絲團以「運用 AI、大數據，讓防疫

精準到位」為題發文表示，行政院於 1 月底即成立了防疫

大數據小組，用智慧科技廣泛地應用在防疫工作，邀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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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集思廣益，初步構想包括：（一）運用 AI 協助臨床醫師

在武漢肺炎診斷，以大數據整合包括疫情調查、臨床、實驗

室檢驗、病毒分析做流行病學的預測分析；（二）運用 AI輔

助防疫追蹤系統落實居家檢疫管理。（三）老藥新用平臺，

已初步透過 AI篩選出有效藥物，現在持續針對更多藥物與

實驗室深入進行精確比對。 

 陳副院長並與疾管署、資安處、健保署及臺大公衛學院等

專家合作，將以大數據分析應用在防疫的「臺灣模式」撰擬

專文投稿到國際醫學期刊「醫療網路研究期刊」（JMIR），

並於 5 月 6日獲刊。 

 此外，為避免公共場所由工作人員持額溫槍測體溫造成

人龍致使群聚感染的機率增加，台灣微軟與聯發科等企業

合作，開發 AIoT監測口罩、體溫與遠端工作工具，開發「口

罩與紅外線溫度一站式檢測設備」，由攝影機與紅外線熱像

儀偵測是否配戴口罩及體溫是否異常。 

三、 有效管理具風險民眾，落實社區防疫 

 為確實追蹤疑似或確診病例，陽明大學數位醫學中心開

發「防疫智能行動平臺」，並無償提供給國內企業及醫療照

護機構使用，全天候掌握組織內人員的健康狀況，提升防

疫效率。該平台部署在雲端，具備體溫監測、GPS 定位、

追蹤接觸史、自動預警等功能。組織的健康管理人員，可登

入後臺，掌握內部成員的健康狀況，由 AI區分風險等級，

並提供建議的防疫措施。另該平臺具備英語、日語、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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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文、越南文、泰文等多國語言，亦可滿足外籍人士需

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