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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地區媒體報導肯定我防疫作為一覽表 

製表日期：2020/3/12 

國家 媒體名稱 標題 刊登日期 內容概要 

英國 

 

獨立報(Independent) 冠狀病毒：僅管有中國

的因素，臺灣如何避免

危機 

2020/3/11 當全球忙於控制疫情之際，臺灣成功的向世界展示，

如何在這場全球流行病中存活下來。 

路透社(Reuters) 臺灣學生自製酒精噴

霧樂高機器人防疫  

2020/3/10 報導臺灣民眾防疫觀念普及，學生以樂高積木自製消

毒噴霧器防疫，把勤洗手變得更有趣。 

衛報(The Guardian) 台北看來已掌控了疫

情，現在我比較擔心返

回英國 

2020/3/7 肯定我防疫措施及成果，政府防疫資訊即時透明。立

法院通過振興特別條例，提供 600億新台幣協助振

興；政府抗疫得宜蔡總統獲得 82%民意滿意度。 

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  

臺灣為疫情因應建立

高標準 

2020/3/6 盛讚臺灣奠定因應流行疾病的黃金標準，介紹臺灣透

過提早行動、靈活之指揮架構、有效防疫策略及透明

訊息，有效控制疫情，值得包括英國在內之其他國家

效仿。  

愛丁堡記者報(The 

Edinburgh Reporter) 

旅遊與新型冠狀病毒─

臺灣經驗 

2020/2/13 介紹臺灣防疫努力，包括相關廠商配合增產口罩及消

毒用酒精，政府採行有效防疫之境管措施，並簡介我

全民納保之健保政策。  

路透社(Reuters)  臺灣通過 20億美元新

冠肺炎紓困條例，以緩

和疫情帶來之經濟衝

擊  

2020/2/20 臺灣立法院週二（25日）通過經費上限為 600億台

幣（20億美元）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

困振興特別條例》，以緩和疫情對該依賴出口的經濟

體所帶來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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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德國之聲 臺灣防疫經驗受矚

目，專家稱民主是關鍵 

2020/3/10 臺灣防疫成功關鍵在於充份準與及早判定疫情的嚴

重性，且政府與民間充分配合，人民遵守政府制定的

各項防疫政策。 

德國記者連線

(RedaktionsNetzwerk 

Deutschland)  

新型冠狀病毒在臺

灣：早期抑制擴散的諸

多措施 

2020/3/10 臺灣的確診數極低，歸功於 2003年 SARS經驗學到

的細緻危機管理。各國應學習臺灣成功經驗，但臺灣

專家迄今只參加過一次相關的專家論壇，原因出在

「一中政策」。  

每日鏡報(Der 

Tagesspiegel) 

臺灣已成功研發出快

篩新冠病毒之檢測法 

2020/3/8 報導我中研院成功開發新冠病毒檢測新法，為時僅需

15分鐘。現階段檢測法耗時 4小時，中研院研究員

楊安綏其基因體研究中心團隊研發新法成功辨識病

毒蛋白質之單株抗體，僅需 15分鐘。該法仍須檢驗

證實。 

焦點雜誌(Focus)  被中國和世衛忽視：臺

灣知道如何遏止新冠

病毒 

2020/3/8 報導中國疫情嚴重，反之臺灣迄今成功遏止冠狀病

毒，主因臺灣政府快速且持續的措施。  

法國 

 

法新社 臺灣監獄協助製造口

罩對抗疫情 

2020/3/11 為因應口罩龐大需求，臺灣受刑人加入製造口罩團

隊。臺灣已被全球視為成功對抗新冠病毒，因其迅

速阻止感染區旅客入境，並向民眾宣導明確的抗疫

措施。 

解放報(Liberation) 臺灣憑一己之力成為

防疫典範 

2020/3/9 介紹臺灣以對抗 SARS經驗，成功阻止新冠病毒蔓

延，憑一己之力成為防疫模範，而臺灣卻仍被排除

在WHO體系外。 

世界報 (Le Monde)  臺灣是對抗新型冠病

毒的典範 
2020/3/6 臺灣積極檢疫措施及有效追溯感染源而自豪，SARS

期間時任衛生部長之流行病學專家陳建仁現已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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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統，渠近日接受日本媒體專訪時表示，早在 1

月初即已了解此病毒將以人傳人之方式傳染，因為中

國之醫療人員似已遭受感染，中國政府卻遲至 1月

20日始公布疫情，與世界衛生組織相同，均「無視

臺灣之專業鑑定」。  

十字架報(La Croix) 臺灣為對抗新型冠狀

病毒之典範  

 

2020/3/6 臺灣距離中國僅有百餘公里，亦有 150萬人在中國

居留或工作，每年則有 300萬人次之中國遊客到訪。

然而自武漢肺炎疫情爆發迄今僅有 44個病例以及 1

人死亡，實為危機管理之典範。  

Tour MaG.com 亞洲：現在是發現和造

訪臺灣的好時機 
 

2020/2/29 新型冠狀病毒在中國和歐洲造成嚴重破壞，在臺灣則

被遏制。另介紹臺灣風土民情，強調無需冒險就可暢

遊臺灣美麗的寶島。 

比利

時 

 

歐盟通訊員(EU 

Reporter) 

美國應向臺灣學習新

型冠狀病毒因應措施 

2020/3/7 引述「美國醫學會雜誌」(JAMA)相關專文讚揚臺灣

防疫作法值得效法。 

巴黎競賽雜誌(Paris 

Matc.be) 

評論：為何比利時應該

從臺灣經驗汲取靈感

遏止 2019年冠狀病毒 

2020/3/6  

 

介紹臺灣運用新科技，如結合國民健康保險、移民

署及海關之資料庫建立大數據分析，民眾旅遊史及

臨床病症及利用 QR碼設計入境檢疫電子系統等。  

西班

牙 

 

ABC日報 臺西國會議員友好協

會會長投書 

2020/3/10 臺灣位於對抗疫情擴散前線，惟世衛組織卻因政治

因素而隔離臺灣。臺灣防疫成就可為全球有所貢

獻，而 2,300萬臺灣人亦需被公平對待，世衛組織應

讓臺灣有意義參與。  

ABC日報 臺灣抑制疫情  2020/3/7 介紹臺灣防範新型冠狀病毒之具體措施，包括快速

確認案例、整合資料庫大數據、針對高風險民眾(近

期曾至三級警示地區旅行者)進行居家隔離、政府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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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扮演分派醫療資源角色。 

20分鐘報(20 

minutos) 

這就是保護臺灣兒童

免受學校冠狀病毒感

染的方式 

2020/3/3 報導學生戴著口罩，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課桌上

使用了一塊面板或防護屏障。  

盧森

堡 

盧森堡言報 

(Luxemburg Wort)  

面對新冠疫情，臺灣冷

靜以對  

2020/2/27 說明臺灣已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每

天透過記者會向民眾說明過去 24小時之疫情發展情

況。  

愛爾

蘭 

愛爾蘭獨立報(Irish 

Independent) 

評論：為何中國因應冠

狀病毒之方式永遠無

法在愛爾蘭複製 

2020/3/9 建議愛爾蘭參考新加坡、臺灣及香港防疫方法，臺灣

各處設有手部消毒液，學校檢查體溫，口罩實名制

等，且政府處理疫情重視公開透明，編列 18億歐元

振與計畫幫助受影響產業。 

荷蘭 荷蘭日報

(Nederlands 

Dagblad)  

臺灣 SARS的寶貴經驗

有助因應新冠防疫 
 

2020/3/10 報導臺灣依據對抗 SARS的寶貴經驗有效防疫  

瑞士 撇報(Blick) 臺灣有效防堵冠狀病

毒疫情爆發  

2020/3/6 臺灣反應迅速，成功將病毒拒之門外。 介紹臺灣從

SARA學習之經驗成功防阻此次新冠病毒擴散。  

捷克 捷克電視台(Czech 

TV)  

臺灣位處病毒高風險

地帶，卻成功防堵疫情  

2020/3/5 傳染病專家原預警臺灣將是全球疫情受害最深的國

家，但實際卻全然非此。成功因素為臺灣記取以往教

訓，積極作為，信任專家及專業機構。 

義大

利 

蟻報(Le Formiche) 以不限制公民自由的

方式有效防疫 

2020/3/9 我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進行無可挑剔的控管，證

明民主國家如何啟動複雜的社會工程機制，卻又能

不限制人身自由，並列舉臺灣 1月下旬以來採取的

124項措施。 

 



5 
 

波蘭 選舉人報(Gazeta 

Wyborcza) 

臺灣如何因應新冠病

毒疫情 

2020/3/2 介紹臺灣以 SARS經驗及政府有效措施因應疫情。 

匈牙

利 

Klix新聞入口網 臺灣位於新冠狀病毒

重災區，感染率卻最低 

2020/3/6 臺灣防疫成果殊佳，與日韓相比，因應得當。即時成

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實施口罩實名制，每日召

開新聞說明會並澄清社群流言，使民眾掌握透明且充

分的訊息。 

波士

尼亞

與赫

塞哥

維納 

Klix新聞入口網 臺灣位於新冠狀病毒

重災區，感染率卻最低 

2020/3/6 臺灣防疫成果殊佳，與日韓相比，因應得當。即時成

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實施口罩實名制，每日召

開新聞說明會並澄清社群流言，使民眾掌握透明且充

分的訊息。 

保加

利亞 

Fakti電子新聞網 臺灣如何成功地控制

疫情 

2020/3/9 讚揚臺灣實施嚴格邊境控制措施，利用大數據和技

術分析建立隔離區，採取口罩和資源分配，冷靜和

教育公眾，民主地提供透明信息是臺灣成功的重要

原因。 

希臘 ANT1電視台 因應新冠病毒，在臺希

臘人的請願 

 

2020/2/20 

臺灣有針對口罩及隔離病床等加強防疫，呼籲WHO 

應納入臺灣，以免出現防疫漏洞。 

丹麥 貝林時報

(Berlingske)  

臺灣祈望世界衛生組

織能早日康復  

2020/2/17 處於全球對抗新興病毒前線的臺灣，擁有先進而完

善的醫療防疫體系，而根據 Numbeo上週公布的

“2020年全球醫療保健指數”（丹麥第四名），臺灣雖

然為第一名，但其卻被排除在世衛組織及其所有會

議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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