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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9年12月，「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
爆发并以惊人的疾速传播，截至2020年3月31
日止，已蔓延全球170多个国家，总计全球共约
763,597例确诊，36,852例死亡。台湾地区则
有322例确诊，5人死亡。

中国检验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汇整台湾疫情
报导，搜集疫情信息，零时差掌握疫情动态，完
整汇集台湾疫情相关病历概况、限制措施以及产
业动态，藉由信息汇整以利随时机动调整业务重
心，顺应时势化危机为转机。此外为让相关单位
实时了解台湾疫情动态，特统整3月疫情讯息编
排制作月报，期待藉由一己之力，透过实时的讯
息共克时艰，共度疫病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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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疫病數據彙整

指挥中心统计，截至3月31日累计送验31,800例(含28,057例排除)，其中322

例确诊，分别为276例境外移入及46例本土病例。确诊个案中5人死亡，39人

解除隔离。

3月共计4例死亡案例，案27严重肺炎病逝，案34经过治疗肺炎虽有明显改善，

最终因心脏衰竭病逝。案108本身心肺功能差，最后因严重肺炎病逝。案170

本身有癌症病史，后因多重器官衰竭病逝。截至3/31台湾累计死亡人数达5人。

A.新冠肺炎台湾病例资料 (资料截至：03/31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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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境外移入病例暴增 3月累计258例境外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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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延烧，欧洲自3月疫情爆发，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皆已突破

万例，国际疫情重点已从亚洲，转移到欧洲、中亚、中东等地，3月份全台确诊

病例也快速突破三百位，其中3月第四周高达121例境外移入为目前之最，多以

境外旅游或留学生返台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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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台湾病例来源统计总表

境外移入病例276起，以欧洲、美洲地区为最大宗，其中以欧洲123例，

占比最重、美洲59例次之。

中高年龄族群被认为是新冠肺炎易感染对象，但由台湾病例年龄层分布来看，

主要集中于20-39岁的青年族群(114+72例)，主因3月暴增病例，大多数为年

轻族群从境外留学或旅游返台后染疫，故使得台湾发病年龄层较年轻化趋势。

C.台湾病例年龄层统计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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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欧洲境外移入分布 总计：123例

西班牙, 13

法国, 17

英国, 57

爱尔兰, 3

奥地利/

捷克, 7

德国, 4

荷兰, 8

瑞士, 5
冰岛, 1

波兰, 1

丹麦, 1

希腊, 

1

意大利, 1
澳洲, 2

新西兰, 2

D2.美洲境外移入分布 总计：59例

美国, 58

加拿大, 1

欧洲境外移入病例，以英国57例为最大宗，法国17例次之，而欧洲疫情

最为严峻地区西班牙有13例、意大利则有1例。

美洲境外移入病例，以美国58例为最大宗，而美国也为台湾境外移入国

家中最多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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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东亚境外移入分布 总计：35例

D4.西亚境外移入分布 总计：18例

土耳其, 17

卡塔尔, 1

菲律宾, 9

日本, 1

钻石公主号, 1

印度尼西亚, 5

北海道泰国, 1

陆港澳, 16

泰國、菲律賓, 1

马来西亚、菲律宾, 1

东亚境外移入病例，以陆港澳16例为最多，而菲律宾则以9例加2例多国

旅游次之，印度尼西亚疫情于3月下旬加剧共计5例。

西亚境外移入病例，以土耳其17例为最多，若仅以亚洲地区相较，土耳其

为最多病例移入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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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非洲境外移入分布 总计：15例

D6.欧美多国旅游史境外移入分布 总计：26例

埃及, 12

南非, 1 摩洛哥, 2

多国旅游地区 病例数 多国旅游地区 病例数

欧洲多国 12
法国、巴西、智利

秘鲁
1

美国、日本

新加坡
1

泰国、德国、

保加利亚、美国
1

美国、捷克 2
意大利、德国

比利时、英国
1

美国、日本 1 葡萄牙西班牙 1

美国、圣地亚哥、

智利、南极、阿根廷

卡塔尔(泰国转机)

1
西班牙、突尼西亚

法国
1

比利时、土耳其、泰国 1 英国、冰岛 1

美国、印度尼西亚 1 澳洲、墨西哥 1

小计 26

非洲境外移入病例，以埃及12例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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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台湾病例分布

縣市別 病例數

台北市 91

新北市 75

台中市 33

桃園市 32

高雄市 26

彰化縣 16

台南市 13

新竹市 8

屏東縣 6

新竹縣 5

雲林縣 4

基隆市 3

嘉義市 3

苗栗縣 3

宜蘭縣 2

南投縣 2

嘉義縣、澎湖縣、花蓮縣
台東縣、金門縣、連江縣

0

共計 322

台灣病例數若以縣市劃分，則以台北市91例最多，占比28%、

新北市75例，占比23%次之。

北台灣(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總數198例，超過五成占比，共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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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疫病大事記

2.全台首例北部高中第二例确诊 20日起全校停课 30日恢复正常上课

疫情指挥中心19日宣布确诊北部高中生（案59）之同班同学(案103)，案59确诊

后列入居家隔离，隔离期间确诊。该班级在案59确诊时已停课，但按照之前的

停班停课标准，确定校内已有2名感染新冠病毒案例，因此全校停课，停课时间

自3月20日至3月27日止(自3月13日起算，因该日为二生与所有师生最后接触日

期)。后续一共采检74位，29日已确认全部结果都是阴性，30日已恢复正常上课。

(消息来源：联合新闻网/HEHO新闻网)

1.19日起非台籍未经许可者一律限制入境 所有入境者需居家检疫14日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延烧，全台境外移入病例骤增，19日凌晨零时起，非台籍人士

一律限制入境，除持居留证、外交公务证明、商务履约证明或其他特别许可外，

而其他获准入境者，入境后需进行居家检疫14天。这项措施将于台北时间3月19

日零时起实施。

而所有入境者一律居家检疫14天，19日凌晨零时起实施。

(消息来源：联合新闻网)

3.边境抗疫 24日起台湾全面禁止旅客来台转机

疫情指挥中心22日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已造成全球大流行且境外移入个案持续

攀升，为避免疫情透过航空运输传播，自台北时间自2020年3月24日(星期二)

零时起至4月7日，台湾全面禁止旅客来台转机，以减少人口跨境流动与降低疾

病传播风险。

(消息来源：联合新闻网)

疫病限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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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大陆包机返台

1.第2次武汉台商专机11日顺利抵台 361人将进行14天集中隔离检疫

第2次武汉台商返台专机由台湾中华航空与大陆东方航空分别执行，共有361位

于11日凌晨抵台。针对此次包机，台湾安排13位医护人员前往，以确保登机、

飞航期间之防检疫作业与人员照料工作得以严谨周全。此外，亦安排救护车10

辆及游览车22辆于桃园机场待命，以协助返台旅客就医后送或载往集中检疫所。

指挥中心说明，登机前分别由台方(华航)及陆方(东航)人员以「发烧或具严重呼

吸道症状者，无法上机」原则执行检疫，其中华航共载送169人、东方航空共载

送192人。旅客抵台下机后，经医师进行健康评估，均无须后送，故统一由交通

车载送台湾3处集中检疫所进行14天隔离检疫。此次机场检疫及工作人员共356

人均着安全防护装备，民众行李亦统一消毒处理。

(消息来源：疫情指挥中心)

2.第2批武汉包机回台361人 26日解除隔离

第2批滞留武汉的361名台人，在10日深夜、11日清晨分别搭乘中华航空及东方

航空专机返台，经检疫消毒后，其中112人送兰阳检疫所，其余分送位于桃园与

新北市的检疫所。26日届满14天，经检疫皆呈现阴性，于清晨解除隔离返家，

其中140人由亲友接送、221人搭乘相关单位安排的游览车至定点后各自返家；

所有人返家后需落实自主健康管理14天。

(消息来源：疫情指挥中心/中时电子报)

3.29日.30日定点返台专案航班接回367名台人

30日晚间台湾透过既有华航航班，以类专机形式接回214名滞鄂台人，加上29

日153人，目前集中检疫367人。疫指挥中心今确认第一批初步采检都是阴性；

第二批儿童比例高达近四成，30日全数完成一采，目前皆已送至台湾一处检疫

所进行14天集中检疫，并持续于检疫所密切追踪健康情形。

(消息来源：联合报)



C 药剂进度

2.台湾病毒研究单位19天研发出快筛试剂 15分抓到新冠病毒

台湾病毒研究单位3/8表示，已成功制造只辨识新冠肺炎的检测抗体，基因体中

心研究团队在19天内完成针对新冠病毒核蛋白（N protein）抗体试验，检测时

间从4小时缩短为15分钟，并进一步说明，46株单株抗体中，其中有1株抗体有

极佳的单一辨识性，只对新冠病毒有反应，并不会与SARS、MERS病毒或其他

导致一般感冒的冠状病毒有交叉反应，快筛时可有效判别是否感染新冠病毒。

透过此抗原检测原型，量产后可将筛检时间4小时缩短至15至20分钟，快速提升

检疫需求。后续台湾病毒研究单位将与厂商联系生产新冠病毒快筛抗原检测的

原型产品，将送食品药物管理单位验证获得许可后，希望厂商能在3到4个月内

量产，帮助加快病人检体的验证，以便大规模临床应用。

(消息来源：ETtoday新闻云 )

1.肺炎快筛可自8小时缩到1小时台投入1.2亿拚半年进入量产

因应新冠肺炎疫情，台湾日前通过「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预

算」，其中外界关心的肺炎快筛加速项目共编列1.2亿元，此项目为补助工研院

开发分子快筛系统，筛检时间可由目前的4到8小时，缩短到1到1.5个小时，可

加强检体筛检之效率，目前已在启动前置作业，希望能在6个月内进入量产，预

计可量产300万剂、供给100万人使用。经济主管单位技术处表示，目前针对快

筛已有新技术可促进加速，缩短时间到1/4左右，但技术与生产厂商结合、进入

量产仍须进行研发接轨工作，此1.2亿就是补助工研院进行试量产的衔接工作。

(消息来源：自由财经)

3.防疫作战-抢时间合成瑞德西韦产学防疫兼练兵

要对抗新冠肺炎，目前由美国药商吉利德所生产的瑞德西韦，被视为最有可

能治愈的药物，不过要证明疗效，得等到四月底的解盲成果出来才能证实。

但在这之前，台湾顶尖的两大研究龙头已经分别合成出瑞德西韦的公克级，

目前努力朝纯化跟量产方向进行。

台湾有极强的科学实力，而台耀化学也表示，他们拥有全台少有的低温设备，

符合瑞德西韦摄氏-78度的温度处理，如果进入量产，一年可以达到百公斤，

一个月可以提供约两万名病患的治疗需求。 (消息来源：联合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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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防疫措施

1.桃机防疫车队上路违反检疫隔离规定处以罚款

防疫车队3/4上路，配合「居家检疫者自机场返家交通方案」，桃园机场公司整

合协调机场排班出租车及租赁车业者，共有620台各种车辆待命。

首日使用防疫车队上，搭乘防疫排班出租车的短程旅客为38人、搭乘防疫租赁

车的中长途旅客为34人，比例相近，均不到1成。自19日起禁止非台籍人士入境，

民众返台须居家检疫措施，因应旅客返台量暴增交通主管单位积极协调防疫专

车，在比较高峰时间提供点对点服务，包含增加排班出租车队，从300辆增加到

400辆，租赁车从原来30多辆加到200辆，并协调客运公司提供游览车进行远途

的服务。所有相关的区域，分区(北中南东)、分业(出租车、租赁车、游览车)为

原则规划，提供民众返家的服务。

11日起若违反检疫隔离规定者，将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

(消息来源：CAN/自由时报)

澳航线的旅客返

架班机抵达

美洲等多个城市飞

，

机场公司已启动应变计划全力配合扩大防疫车队能量，

依预报入

辆游览

并透过安排旅客分流搭乘不同

)

2.台湾检验量能再提高！每天可扩充至3200例

新冠肺炎疫情急遽升高，台湾检验量能也冲高，台湾检验能量原本是1天500例，

分阶段不断扩充后，2月底逐步增加到现在1天可以检验2000多个，至3/18已经

达到1天3200个。指挥中心日前指出，为扩充检验量能，疾病管制单位已于2月

11日修正传染病检验及检验机构管理办法，扩大符合检验机构实验室安全等级

资格之实验室数量，并持续扩充检验量能。

(消息来源：自由时报)

3.建议停办室内100人以上、室外500人以上集会

考虑集会活动通常人潮拥挤，长时间且近距离接触，具有高度传播风险，一旦

出现疑似个案或群聚事件，将提高防疫难度。因此，指挥中心宣布自即日起，

室内超过100人以上、室外超过500人以上的公众集会活动建议停办，以减低小

区感染的风险。

至于室内100人以下、室外500人以下的公众集会，可依据「新冠肺炎因应指引：

公众集会」提供之「能否事先掌握参加者信息」、「活动空间之通风换气情

况」、「活动参加者之间的距离」、「活动期间参加者为固定位置或不固定位

置」、「活动持续时间」及「活动期间可否落实手部卫生及配戴口罩」等6项指

标进行风险评估。 (消息来源：联合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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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AI应用

1.线上检疫系统表加快入境通关效率

随着国际疫情日益严峻，入境人数众多，入境人员填写数据的程序及内容更需

要严谨审慎。为提高入境流程效率、入境数据正确性，建置「入境检疫系统」，

于起飞前或落地后透过扫描QR Code，在线填写健康声明书等数据，加速入境

通关程序，透过「扫描QR Code、输入数据、接收简讯、出示手机」简单 4步

骤就能完成，以节省现场登打时间、加快入境通关效率。

(消息来源：苹果日报)

2. LINE和HTC助攻！防疫祭电子围篱居家检疫偷溜将收告警简讯

为能掌握居家隔离、居家检疫者落实情形，降低小区传染风险，相关单位结合

创新科技建置信息系统协助防疫作业，包括人员入境之「入境检疫系统」，以

电子化加速入境数据检核及程序，入境旅客数据也整合至14天居家关怀的「防

疫追踪系统」及追踪告警的「电子围篱系统」，透过居家检疫者的手机定位，

一旦离开检疫范围，系统会发送「告警简讯」给当事人与相关单位，以确实掌

握相关人员行踪。因应旅游建议等级提升，入境居家关怀人数增加，后续将由

HTC规划设计，透过LINE之LINE Bot系统平台自动化运作，让居家检疫者透过

LINE Bot主动回报健康状况，并取得防疫相关协助信息，分担第一线关怀人员

的作业负担。

(消息来源：联合新闻网)

3.口罩实名制2.0正式上路网络购买、超商取货

口罩实名制确定进化到2.0版，3月12日正式上路，推动网络购买、超商取货，

此方法除了减轻药局的负担，也能让一般上班族能透过系统购买口罩。民众可

以使用网站或健保快易通APP预购口罩，首日APP使用人数过多，造成使用不顺

畅，相关单位实时加大CPU后改善。首波网购登记者共117.8万人，其中90.5万

人是透过健保快易通APP。据统计，首波登记预购民众中，6成是30到49岁上班

族，这显示分众销售策略奏效，但政策上仍有不足，因原先备妥700万片口罩，

但只有预估的一半人潮登记。下波网络贩卖3/25日起开放登记，民众最快4月2

日领取。 (消息来源：自由时报/CNA)



防控措施
1.重點措施
2.其他措施
3.疫病人員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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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點措施

A.出入境规定

◆ 3/19日起，非台籍人士一律限制入境，除持居留证、外交公务证明、商务

履约证明或其他特别许可外，而其他获准入境者，一律居家检疫14天，

19日起实施。

B.港口/航班限制

◆ 2/6起，国际邮轮禁止靠泊台湾港口。

◆ 2/10~4/29期间，除往返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及虹桥机场、

厦门高崎机场及成都双流机场，其余两岸客运航班皆暂停飞航。

◆ 2/10起，小三通、两岸海上客运同步暂停。

◆ 3/24起至4/7，台湾全面禁止旅客来台转机。

C.旅游建议第三级警告地区(Warning) 防疫措施
14天居家检疫避免至当地所有非必要旅游

◆ 3/21日起提升全球旅游疫情建议至「第三级」。

D.旅游限制

◆ 3/19日起，全面禁止旅行社出入境团体行程，

禁令至4月30日，视疫情发展延后或提前。

17



类别 内容

流行地区分级
供医护人员法定

传染病
通报依据

一级流行地区
湖北省广东省
浙江省河南省

●当地已出现明显不易控制之小区传播。
●民众返台需居家检疫14日。
●出现症状需通报并入院隔离。
●采检2次阴性才得解除隔离。

二级流行地区
大陆其他省分
香港澳门

●当地已有相当程度之小区传播。
●民众返台需居家检疫14日。
●出现症状需采检送验后,返回住所
居家检疫14日。

●出现肺炎或检验结果阳性须通报
并入院隔离。

●采检2次阴性才得以解除隔离返回
住所居家检疫14日。

出口管制

自1/24起至4/30，纺织材料制口罩，过滤效果94%及以上
者」及「其他纺织材料制口罩」管制出口。出境人员勿携带
超过5盒口罩。

※疫情指挥中心同意布口罩可以输出，相关单位配合公告自

3月12日起至4月30日止通案准许出口。

准许输出的布口罩是指「梭织或针织布制且不含滤片之口

罩」。3/14布口罩新增专属货号，民众可直接寄出境不须

报关手续。

自3/4起至3/31仅限制红外线额温枪出口，由于禁止出口税
号「CCC9025.19.90.10-1」，涵盖所有体温计，亦即非红
外线额温枪者如耳温枪、电子体温计也包含在内，其中非限
制出口者，出口人可检附申请书向有关单位申请项目核准。
另出境人员最多只能带2支体温计。

2.其他措施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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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内容

对象 确定病例之接触者

负责单位 地方卫生主管机关

方式
居家隔离14天

主动监测1天2次

配合事项

●卫生主管机关开立「居家隔离通知书」。

●卫生主管机关每日追踪2次健康状况。

●隔离期间留在家中(或指定地点)不外出，亦不得出境
，不得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有症状者由卫生主管机关安排就医。

●居家隔离期间如未配合通知书所列规范，将依传染病
防治法进行强制安置。

法令依据
传染病防治法第48条

●受隔离者擅自离开，可处20万至100万元罚款。

3.管理机制-居家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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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内容

对象 3/19起所有入境者

负责单位
地方民政单位/

里长或里干事

方式
居家检疫14天

主动监测1天1-2次

配合事项

●主管机关开立「旅客入境健康声明暨居家检疫通知书」，
配戴口罩返家检疫。

●里长或里干事进行健康关怀14天，每日拨打电话询问健
康状况并记录「健康关怀纪录表」。

●检疫期间留在家中(或指定地点)不外出，亦不得出境，
不得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有症状者将送指定医疗机构采检送验，卫生主管机关加
入主动监测。

●居家检疫期间如未配合通知书所列规范，将依传染病防
治法进行强制安置。

法令依据
传染病防治法第58条

●受检疫而擅离者，可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

3.管理机制-居家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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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内容

对象
1.通报个案但已检验阴性,且符合解除隔离条件者

2.小区监测通报采检个案

负责单位 卫生主管机关

方式 自主健康管理14天

配合事项

●无症状者：

尽量避免出入公共场所，如需外出应全程配戴外科口罩；勤

洗手，落实呼吸道卫生及咳嗽礼节；每日早/晚各量体温一次。

●有发烧或咳嗽、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状、身体不适者：

确实佩戴外科口罩，尽速就医，就医时主动告知接触史、旅

游史及身边是否有其他人有类似症状。返家后亦应配戴口罩

避免外出，与他人交谈时应保持适当距离。

法令依据 传染病防治法第36条

3.管理机制-自主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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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觀光.農漁業
2.交通運輸
3.工業製造
4.逆勢上漲業

產業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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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保2台湾金管单位下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至1.92％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贸易成长减弱，影响台湾经济成长表现。台湾金管单位

今年第一季理监事会发布最新预测，预期今年经济成长率为1.92％，不「保2」，

较去年12月底时预测的2.57％，下调0.65个百分点，低于主计长答询立委时预估

的2.2％。

下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值，主要因应全球均受到肺炎疫情的影响，国际景气明

显趋缓，不利台湾出口，加以来台旅客遽减抑制服务输出成长。内需方面，疫情

影响台湾消费信心及就业市场，预期民间消费支出保守。厂商投资计划可能也会

受影响。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增率方面，因疫情影响消费需求及国际油价

下跌，金管单位下修今年CPI及核心CPI年增率分别为0.59％及0.55％。

(消息来源：联合新闻网)

2.疫情冲击 26%中小企业估上半年营收恐衰退3成

疫情冲击企业营收，台湾中小企业总会调查显示，有26%中小企业预估今年上半

年营收将衰退3成，18.7%企业恐减4成，13.8%业者认为状况不妙，营收恐大减

逾5成。调查显示，企业营运受疫情影响地区以台湾为主，占比达85%，大陆占

46.8%，欧洲约10%，美国、日本均为8.7%。

中小企业总会表示，5月报税季即将来到，财政主管单位也祭出史上最大规模延期

缴税措施，不过，企业更期盼有关单位将营所税由20%调降回17%。

(消息来源：CNA)

產業彙整 1

3.疫情持续扩散预测3月出口「无可避免」负成长

财政主管单位3/9公布海关进出口贸易情形，2月出口为253.8亿美元，较1月增

1.2%，因为去年适逢春节基期较低，所以年增率达到24.9%。累计1、2月出口为

504.5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加6.4%。主要出口货品为电子零组件出口93.8亿美元，

年增46.2%，其中集成电路、印刷电路都超过四成、五成的年增率；但是相对而言，

机械出口则受到大陆停工的影响，表现就相当不佳，前2月出口减幅更来到10.5%。

展望未来，美中贸易关系朝正向发展，加上5G、人工智能的新兴科技商机看好，

厂商调升在台湾的产能配置趋势持续蔓延，仍能支撑台湾出口；但是疫情持续扩张，

将冲击全球经济，相关单位已经向下修正今年1、2季出口年增率预测值，并表示3

月是「无可避免」的负成长，年减率在2%到5%之间。

(消息来源：ETtoday新闻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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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疫情冲击内需零售、餐饮营收估减800亿

经济主管单位23日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对内需冲击逐步扩大，据调查批发零售及

餐饮业，估计3月因疫情而净减少营业额扩大到824.9亿元，3月批发、零售及餐饮

业营业年增率将全面转呈负成长，预估3月零售及餐饮因疫情而净减少营业额进一

步扩大到299.7亿、134.5亿元。而批发业与出口连动较大，因今年前二月制造业

主要是海外生产受冲击，再加上疫情因素，致民众想自己开车或骑车，汽机车买

气提升，抵销部分冲击，因此批发业冲击较原先预估缩小，但3月仍预期营业额净

减少390.7亿元。预估，3月零售业营业额年减3.9%至6.9%，餐饮业营业额呈年减

13.6%至16.6%。批发业营业额呈年减0.1%至3.1%。

(消息来源：经济日报)

5.2月失业率3.7％疫情影响仍待观察

主计单位23日发布2月失业率3.70%，失业人数为44.3万人，经调整季节变动因素

后的失业率则为3.70%，不少产业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仍须持续观察就业市场

状况。2月就业人数1,152万3千人，较上月减少1万3,000人(0.11%)。失业人数44

万3,000人，较上月增加7,000人(1.62%)。非劳动力人数为826万1,000人，较上

月增加1万2,000人(0.15%)。劳动力参与率为59.16%，较上月下降0.05个百分点。

(消息来源：CAN/联合新闻网)

產業彙整 2

6.无薪假劳工估逾5,000人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冲击各行各业。劳动主管单位将在4月1日发布最新减班

休息(俗称无薪假)统计，预计有可能突破200家、逾5,000名劳工实施无薪假，将再

创近期高点，实施无薪假产业包括航空业、零售、旅宿等业。

因外界关切无薪假走势，劳动主管单位将自4月起增加无薪假统计发布次数，由原

本每月1日、16日两次，调整为每月4次，增加二次发布，例如每月依1日、8日、

16日、23日等四次，台湾实施无薪假家数和人数持续攀升，截至3月24日统计，

已164家事业单位、4,808名劳工实施减班休息；其中包括二家航空业、47名航空

业员工。

(消息来源：经济日报)



觀光.農漁業
由于3月境外移入案例暴增，配合扩大防疫全面境

管，旅行业开始停止出团，19日起全面禁止旅行社

出入境团体行程，禁令至4月30日。

台湾的农渔产品出口也因外销市场萎缩受阻，相关

单位提出纾困计划，帮助农民度过疫情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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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防疫境管旅行社4月底前禁止接出团

配合扩大防疫全面境管，旅行业开始停止出团。观光主管单位宣布，19日起全

面禁止旅行社出入境团体行程，禁令至4月30日，视疫情发展延后或提前。针对

航空、观光业推出纾困2.0版，协助业者融资、贷款，让业者周转；航空业需求

初估三百亿元，将争取额外纾困预算，观光产业新纾困方案预计本周公布，后

者将使用观光发展基金增加补助。可乐旅游表示目前皆已取消至4月底前团体行

程，统计至4月30日前出发的订单（包含团体旅游、自由行、机票、订房），初

估营收损失约达50亿元。雄狮旅行社也有超过25亿元的损失，灿星、易飞网、

山富旅行社，今年二月和去年同期相比，业绩分别减少了7成6、4成3以及3成9。

(消息来源：自由时报/TVBS)

A.觀光業

2.疫情冲击！逾500旅行社将停业 下半年恐增7倍损千亿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台湾旅行社纷纷陷入危机，光是今年上半年估计有超

过500家旅行将面临停业，1500家被迫放无薪假，若下半年疫情未缓解，恐有

3500家旅行社业者断炊，亏损逾千亿元，甚至影响15万名员工的生计。据经济

日报报导，疫情爆发造成旅客退团潮持续上演，加上旅游供应商业者强势，若

航空公司没收代垫机票订金，外国饭店、接驳旅运业者没收相关费用，负责承

办的旅游业者将出现严重资金缺口。

(消息来源：TVBS)

3.疫情冲击消费衰退百货、夜市业绩掉2-5成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台湾各项产业，同时影响民众消费意愿，资料统计夜市、商

圈的营业额衰退三到五成；百货公司与购物中心人潮衰退约三成，营业额减少

二成；餐饮业方面，中大型业者的营业额衰退约三成、小型业者的营业额衰退

一到二成；会展产业则因活动取消或延期，预估全年营业额损失三成，财政单

位评估三到四月间的影响最严重。

为振兴台湾产业，目前除规划「振兴抵用券」，藉此促进民众在餐厅、夜市、

商圈等地消费意愿，针对传统市场与夜市另编列六亿元，商圈一亿元，从硬件

改建、营销助业者度过难关。

(消息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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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商销量逆势成长外销菠萝力抗肺炎冲击

台湾菠萝去年外销逾5.1万公吨创下新高纪录，其中有97％外销大陆，受到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今年外销量比去年同期掉了2成，不少农友忧心即将迎来菠萝盛产期，

外销菠萝卡关回堵台湾市场造成价格崩盘。相关单位表示目前菠萝价格持稳，台

湾市场供给稳定，外销部份因应疫情冲击，为降低菠萝过于集中单一市场风险，

已提早针对港澳地区、日本及新加坡等国家外销分流，并随时关注疫情情形进行

调整，将影响降至最低。目前菠萝价格每台斤约13元至15元，与过去同期相仿，

近日大陆受到疫情影响，当地消费者减少外出采买活动，传统通路销量确实锐减，

但电商、超市销量逆势成长，因此台湾菠萝仍持续叩关。

(消息来源：自由时报)

B.農漁業

2.航空业者依市场机制调整运价农业单位拟提高花卉运费补助

日本是台湾花卉外销最主要的市场，因应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空运费用飙涨，一

开始涨30%，后来涨到80%。部分外籍航空也有飙涨两、三倍的情形，甚至坐地

起价，农业主管单位表示，空运农产品以花卉为最大宗，影响也最严重。

航空业者表示，受到严重传染性肺炎疫情影响，客运航班机腹载货运能大幅缩减，

导致全球航空货运舱位供给量远低于需求，因此货运运价依市场机制调整。农业

主管单位宣布补贴花卉航空运费每公斤20元，但无法赶上空运费用涨价的速度，

因此预计在花卉外销奖励标准上会再提高补助额度，近期将对外公布。

(消息来源：经济日报)

1.35亿振兴救农市校园午餐加菜消化卖压花卉业亟待救援

新冠肺炎持续发威，农业主管单位推出最新农业辅导措施，将从防疫、纾困及振

兴三大面向着手，其中纾困对短期叶菜类及猪肉，3月16日起透过营养午餐加菜，

减少市场供应量以稳定市价。

花农指出，原本2月、3月外销订单都已延期，恢复日期仍未知，品项较差的次级

品只好先丢掉，损失约新台币400万元到500万元。针对冲击严重的花卉产业，农

业主管单位预计将在4月至10月期间，于全台都会景点及交通节点做花卉展示，

后续将媒合花卉业者与电商、多元实体通路。针对农民恐慌抢购肥料，农业主管

单位表示，3月16日起，农民买肥料时若无现货，可至各地农会及肥料商行用身

分证做预购登记，台肥将在一周内供应。台肥公司强调，正常用肥的状况下，供

应绝对足够。 (消息来源：上下游)



由于3月境外移入病例暴增，因应疫情19日起非台

籍人士不得入台、24日起至4月7日，全面禁止旅

客登机来台转机，台湾航空业载客率急转直下，桃

园机场入境人数屡创新低；但也因为多国客机陆续

停飞他国，也使得客机机腹载货量明显锐减，导致

航空货运价格节节攀高，让货运业者意外受惠。

交通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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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面境管航空业面临断航

疫情指挥中心宣布19日零时起非台籍人士不得入台，让航空公司包括华航、长荣

航、星宇都面临断航危机。华航、长荣航昨日均表示，会尽量维持必要的飞航。

刚开航的星宇则宣布，第三条航线越南岘港暂停到4月底，三条航线全数停摆。

华航、长荣航、星宇均表示，将依相关单位规划，申请项目纾困贷款。不过，华

航先发债自救，率先公告，该公司董事会通过决议，将发债百亿元。业界认为，

疫情延烧之际，航空业没有收入却要支出庞大人事、固定成本还得偿还债务，华

航发债应是维持手上现金水位，并健全财务结构。

业者指出，由于19日起非台籍人士不得入台，航空公司将遭受史上最大冲击，在

客运量骤降的情况下，未来除了申请纾困外，恐只能持续精简人事成本支出。换

言之，无薪假、留职停薪的情况是否扩大，值得关注。

(消息来源：联合新闻网)

3.长荣、华航防疫新措施即起拒载发烧客、旅客需全程配戴口罩

防范新冠肺炎，长荣航空20日于官方网站上公告，即起实施旅客登机前测量体温，

须低于37.5°C（华氏99.5°F），及航程中除用餐外需全程配戴口罩的防疫措施。

若不配合量测体温，或量测到有发烧情况，旅客将无法顺利搭机；华航作法也相

同。立荣航空及华信航空也宣布取消境内航班饮料服务，并从23日至31日，暂时

关闭网上报到，立荣取消打印电子登机证服务，华信停止预办登机服务。

(消息来源：自由电子报/中广新闻网)

A.航空業

2.比SARS还惨桃机旅客人数创新低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桃园机场旅运量雪崩式下滑，29日实际入出境旅客仅2474人，

不仅较2003年5月SARS期间单日最低5847人的纪录少，也比1979年启用第一年

每天平均13000人少很多，更创下桃园机场启用41年来单日旅运量最低纪录。

桃园机场去年旅运量逾4869万人次，平均单日运量133,000千多人，春节或其他

连续假期尖峰时段，一个小时单一航厦旅客量都比2400人多，整体运作差异巨大。

(消息来源：联合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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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价飙升货揽业「疫」外受惠

疫情烧，航空海运状况都不好，但货揽业却逆势上扬，业者指出，因新冠疫情

影响，航空业被迫停班，导致货运仓位供应严重不足，而近期大陆积极复工，

台厂都急着把货送出去，让各航线运价大涨。

以台北出口至美国运价为例，每公斤约130至150元（不含燃料附加费），涨幅

40%；大陆到美国的运价，过去每公斤约仅人民币20多元，如今也涨至人民币

50至60元。另外，欧洲各国启动封城，限制航空公司班机数量，运价每一周都

喊涨，让台湾到欧洲运价每公斤冲至200至300元。

面对新冠病毒疫情影响，客户需求面完全没有减少，今年2月及前二月营收都呈

现成长，反映客户需求力道仍然十分强劲。至于海运，业者指出，3月大陆陆续

复工后，海运亚洲近洋航线已现壅塞，远洋航线预计于4月起会开始爆量。

(消息来源：经济日报)

1.华航货运美洲线大涨三成

受到客机航班大量取消影响、连带拖累机腹舱位货运的供给锐减，继两岸、东北

亚和东南亚线空运价陆续上调后，华航20日向各代理商发出公告，3月25日起，

往美国、加拿大及中南美洲，也将依现行运价调涨30%至35%。

在此之前，台湾飞北美航班最多的长荣航上周也已通知客户，运往美国的货载涨

价15%至20%。华航主管说明，此波运价调整，主要是3月因季末效应，货邮出

口需求畅旺，加上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各航纷以调减客运航班，压缩整体供给

面之故。 (消息来源：经济日报)

B.貨運業

3.新船迟到海运业意外受惠

新冠肺炎疫情干扰，大陆复工缓慢，设备供应链断，导致造船业交船被迫延后，

影响所及包括台湾、大陆、韩国的造船厂，业界指出，包括长荣、阳明、德翔、

裕民等海运公司都表示新船可能将延后交船，但因目前市场状况不佳，当前疫情

仍烈、海运需求不彰，船舶供给受压，新船交期延后反而有助于支撑海运价格。

业者表示，目前散装运价不好，但下季起可望有所改善，目前根据货揽业接到的

订单需求来看，第2季、第3季的运价都有望大幅提升，以轻便型6万吨左右的船

舶为例，日租价格有望站稳1万美元，并指出首季到5月前，部分散装航商有换约

的需求，管控运力反而有助于维持运价，有利长约谈判。 (消息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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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逾八年来首次取消自由座防疫！高铁千班清明疏运全对号座

台湾高铁启动超前部署防疫措施，宣布4月1日至6日「清明假期疏运」期间，共千

班车次皆实施全车对号座，为逾八年来首次取消自由座，暂停定期票、回数票、

悠游卡、一卡通联名卡使用，以降低感染风险，高铁清明连假车票将从5日凌晨零

时起开放预售。

因应疫情冲击，运量自2月起明显下滑，将于4月18日(周六)起进行短期班表调整，

周末离峰时段调减41班车次，占目前每周总班次1016班仅约4%，其中又以周六

影响最大，预订实施至6月21日(周日)，也就是端午连假前。

(消息来源：工商时报/联合新闻网)

C.客運業

2.台铁邮轮式列车5月底暂停开行/清明连假「停售对号列车站票」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为强化防疫措施，保障旅客健康，台铁局23日表示，邮轮

式列车行程5月底前暂停开行，原订于3月28-29日、4月2-4日、4月18-19日、5

月1-3日、5月16-17日及5月30-31日等6趟邮轮式列车行程暂停开行，已报名旅客，

将全额退费。另为降低车内旅客拥挤度，4月1日至4月6日清明节连续假期疏运期

间，台铁对号列车不发售站票；电子票证、定期票仍依现行使用规定乘车。另外

预计5月1日起，所有车站均需量测进站旅客体温。

(消息来源：自由电子报/ETtoday新闻云)

3.整体运量少5成机场捷运清明后「直达车减班」

因新冠肺炎疫情管控出入境，桃园机场单日出入境人数跌破万人，连带影响机场

联外大众运输运量，机场捷运整体搭乘人数少了5成，其中，主要搭载出入境旅客

的直达车，营运量更是萎缩6到8成，桃园大众捷运公司已规划「直达车减班」，

除了尖峰时段不变，其余时段从15分钟改为30分钟一班，预计在清明连假后实施

到6月14日，总计70天将减少4390趟次，期间会视疫情采滚动式调整，肩负通勤

任务的普通车则维持不变。

(消息来源：自由电子报)



工業製造
新冠肺炎疫情延后大陆开工期程，制造业生产面临断链问题

受影响产业,依序为光学器材、橡胶、机械、资通讯与基本

金属制品。

原先预估今年第1季可望在美中贸易纷争缓和，与新兴应用

需求提升之下，转为正成长，但面对疫情冲击消费、生产及

出货，不利全球贸易成长，势必需要下修原先的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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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疫情冲击制造业外销订单第一季恐不到千亿美元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制造业，连带使得外销订单受到影响，不过由于去年的过年落

在2月，拉低了基期，因此一定程度抵销了降幅。根据经济部20日发布的2020年

2月外销订单，订单金额286.8亿美元，年减0.8%，较1月减少18.8%。

根据今年1月、2月的统计数据，以及3月的预测数据，并考虑疫情持续造成的影

响后，今年第1季的外销订单总金额可能大约落在975亿美元到990亿美元之间。

季减27%到28.1%、年减8.3%到9.7%之间。

若以类别分析，受到影响最深的是资通讯产品，影响金额超过20亿美元，占比达

65.1%，其次依序为塑橡胶制品占比6.1%、机械占比5.8%、基础金属占比3%、

电子产品占比2.7%、光学器材占比2.6%、化学品占比1.8%。

(消息来源：CNA)

2.前二月制造业生产创佳绩

经济主管单位指出，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使民间消费大受冲击，但台湾受惠5G应

用扩增及台商回台扩厂趋势延续，今年前二月制造业生产却逆势成长8.3%，创近

三年同期最大增幅。其中，电子零组件业年增高达24.4%，表现一枝独秀，主要

受惠于5G基础建设、高效能运算等新兴科技应用扩增所推升。

此外，计算机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业也受惠行动装置镜头需求增加，加上网通产

品、服务器等厂商扩增台湾产能，年增9.6%，延续去年以来的强势成长。

不过，传统产业生产面持续受美中贸易纷扰影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干扰产销秩

序，部分厂商调整产量因应，致今年前二月机械设备业、汽车及其零件业、基本

金属业及化学原材料业仍全面负成长。 (消息来源：经济日报)

工業製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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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具机前二月出口减三成预估第三季陆续恢复

台湾机械公会11日发布台湾机械设备前二月出口值为39.6亿美元，较去年同期衰

退8%，主要受新冠肺炎疫情与新台币升值双重夹击；若以新台币计价为1,189亿

元，则较去年同期减少10.5%。

出口值前三大品项，分别为电子设备4.97亿美元，成长1.4%，占比约12.6%；检

量测设备4.79亿美元，成长9.5%，占比12.1%；工具机3.31亿美元，衰退28.9%，

占比8.4%。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二月台湾工具机出口减少近三成，衰退幅度近年罕见，成

为重灾区。然而新冠肺炎疫情延烧至全球，不单大陆受创，欧美各国先后沦陷，

致使各工具机厂三月中旬之后，来自欧洲及美国订单全都停摆。疫情相对较为严

峻的欧美地区，占台湾工具机出口比重达60％，业者多半认为第四季才有望陆续

恢复正常交易及出货。另大陆市场在制造业陆续复工下，市场需求可望反应在第

三季出口数据。

(消息来源：经济日报/中时电子报)

工業製造2

3.疫情波及制造业有缺料疑虑

新冠肺炎疫情波及台湾外销及内需，经济主管单位表示，由于大陆原物料生产因

疫情停摆，即便复工首要也以填补大陆工厂需求为主，虽然目前台湾制造业产线

仍持续运作，但未来确实有原物料短缺疑虑；工业相关单位调查企业库存备料，

评估可撑到三月底，已寻求其他供货商等替代方案设法缓解。

由于全球需求减少，最坏情况下，若疫情维持六个月，将冲击台湾终端产品及中

间财出口订单大减百分之五十；次坏的状况，也会有三成的衰退幅度；不过，如

果疫情能在三个月内获得控制，制造业订单下滑约一成。

(消息来源：联合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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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製造3

6.车厂断料业者吁降低零组件关税

新冠肺炎疫情让台湾汽车组装断链，福特六和2月底停工后，以海空联运方式补上

零组件，9日可望复工。他牌车厂则以减少工时、每周开工四天半因应，有一家重

量级大厂若零件供应不上，本周可能开始停工。

台湾大型车厂指出，目前各家车厂都以各种方法追零件，在大陆零组件厂停工后，

须紧急向全球调料，而传统海运已缓不济急，多数业者转用空运救急，导致运输

成本暴增，对产业形成两面刃。由于需求骤减、生产成本急升，业界都希望，汽

车产业也能纳入政府的纾困方案中，而最好且更快的方法，就是立即降低进口汽

车零组件关税。 (消息来源：经济日报)

5.疫情恐冲击全球经济半导体库存疑虑升温

疫情持续延烧，全球经济恐将遭受冲击，市场对半导体产业库存疑虑也随着升温，

不仅台积电可能面临客户砍单压力，内存市场也将提前反转。

先前内存业界普遍看好，认为疫情推升远程服务及宅经济需求升温，包括动态随

机存取内存(DRAM)与储存型闪存(NAND Flash)供不应求态势确立，产品报价可

望走扬。但随着中东、欧洲与美国疫情急速扩散，各地防疫措施纷纷升级，全球

经济遭受冲击的疑虑也随着升温。市调机构预期，今年笔记本电脑出货量恐将衰

退9%，高于先前预估的2.6%；智慧手机出货量将衰退7.5%，高于先前预估的

3.5%水平。随着终端产品出货下滑，内存需求势必连带下修，市调单位认为真正

的挑战将从第3季开始，预期因需求萎缩，库存去化不易，将大幅削弱内存采购力

道，价格涨幅将受到抑制，NAND Flash价格更可能转跌。

(消息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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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製造4

7.影响药价长期成本将上升20％到30％

新冠肺炎造成制药原料业断链，国际上原料药价格已攀升。经济主管单位表示，

台湾制造产业以原料药以及西药制剂的生产与销售为主，去年产值达到747亿元；

其中原料药占167亿元、占22%；西药制剂则为469亿元、占63%。而台湾以内

销为主、占63%，今年第1季产值预估为178亿元，年增3%，目前短期厂商仍有

2到3个月备货；但中期将协助厂商启动第2备料机制，向印度或欧美进料，降低

可能风险，并协助厂商快速取得食品药物管理单位核准；不过启动后，粗估药品

成本将上升20%到30%，将协助厂商与卫生福利单位协商药品核价问题。

(消息来源：自由财经)

8.疫情延烧NIKE、adidas业绩直落台湾纺织业跟着重挫

台湾纺织业者普遍不看好今年营收，目前第1季已面临亏损，营收约减少三至四

成，尤其受到台湾纺织业大客户NIKE和adidas等知名品牌大中华区市场受到严

重冲击所致，连带台湾的布料和成衣产业也重挫。现阶段遇到的第二个难题则是

国际供应链问题，因为现在越南不准大陆和南韩的船只靠岸，严重使得品牌商无

法即使出货，都在采用库存品。尽管现在大陆厂商有的已改由陆运，从江苏、浙

江运到广西边境后，再由货车运往北越和南越，或者以湾靠第三国的方式来解决，

但所需时间都会较先前拉长7~10天。

(消息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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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疫情影响有限非手机IC设计业者突围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台湾IC设计业者因产品多元性发展，非手机相关IC设计

业者受到疫情影响相对轻微，且因额温枪、耳温枪、服务器等需求大增，激励相

关厂商股价强势演出。因疫情爆发，盛群和松瀚的测温枪微控制器订单暴增，盛

群今年测温枪出货量预估超过1500万颗，较去年大幅成长；松翰同样在农历春

节假期过后接到大陆客户大笔测温枪MCU急单，法人预估松瀚今年测温枪MCU

出货也有倍增实力；信骅虽部分订单延到第2季，不过疫情使得宅经济发酵，大

陆与美国云端客户追加订单，预估第2季营收季增率将有双位数，预估今年营收

可较去年成长15%。法人指出，目前IC设计产业受疫情影响较小，但疫情是否影

响客户后续砍单仍需留意

(消息来源：自由财经)

10.扣件线材大厂春雨看好台印内需 上半年营运审慎观察疫情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台湾钢铁集团旗下扣件线材大厂春雨工厂表示，大陆地

区只要人流、物流能持续恢复，即可逐步拉高产能利用率，最坏情况应已过去，

透过台、印二地内需的带动，将可适度抵销疫情带来的外在不确定性，上半年营

运审慎观察疫情发展。

春雨进一步说明，台湾内需在中钢开出第二季盘价全面调涨下，指标客户下单量

均已达标，只要台湾疫情控制得当，来自基建、都更及台商回流潮带动的厂办兴

建需求，将是继续拉升相关钢材产品成长的关键动能。另外，印度尼西亚厂因当

地建筑扣件需求持续殷切，出货保持顺畅。

(消息来源：ETtoday新闻云)

工業製造5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民众减少到百货、夜市

或市场消费，到餐厅也宁可外带，疫情催化「宅

经济」，包含电器设备、生活用品、食品、金流

转账等，因应疫情影响纷纷带动宅经济收益上扬。

逆勢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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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游戏机热销上架就秒杀

新冠肺炎疫情扩大，电商业者发现「宅经济」已经变成「宅生活」，在家运动、

娱乐、吃饭的趋势兴起。网络家庭指出，在家吃带动自煮商机，在家运动挹注室

内健身商品买气爆增，在家娱乐让在线游戏消费增加，游戏机更是一上线就秒杀

卖完。

线上游戏、电商等宅经济产业近期逆势成长。台湾游戏、电商业者均指出，外部

消费转回家居、网络活动，宅经济快速成为宅生活。游戏通路商智冠、游戏研发

商宇峻近期皆受惠疫情升温，单月营收均较去年同期攀升；智冠今年2月营收

5.75亿元，年增20.3%，宇峻上月营收1.31亿元，年增46.9%。

(消息来源：经济日报)

1.宅经济火热平板爆断货危机

新冠肺炎重创全球电子业制造与物流，供货大乱，民众为防疫「宅在家」，推升

宅经济商机，任天堂游戏主机Switch全球一机难求，价格翻涨。而防疫带来的远

距教学与娱乐商机，也让平板等行动装置销售火热。

3C通路业者表示，最近远距教学很夯，平板成为热门货，供货已有不足状况，若

4月中旬仍无法正常供货，全台平板将有断货危机。业者指出目前供货状况的确

受到大陆的供货商复工状况影响，期盼随着供应链生产线陆续正常，能让后续平

板等装置供货回归正轨。

(消息来源：经济日报)

3.宅经济带动网银使用率客户数与使用量大幅成长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民众都开始提高警觉心，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人群接触，

因此，不必外出、跑银行就能在家轻松转账、支付和查询帐户余额的数字金融

工具，例如网络银行、行动银行和网购刷卡，交易量和刷卡金额都有明显成长。

如台北富邦网络银行的月交易量增加了近200万笔，台新银行的网络银行交易量

年成长更高达57 %。业者分析，肺炎疫情使民众减少出门，数字金融工具可以

解决时间地点限制，又能避免因接触现金感染病菌，加上各银行看准防疫时机，

积极营销网络银行，因此使用频率大幅提升。

(消息来源：新头壳newtalk)

宅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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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重点纾困内容

一般个人

◆ 公股行库1000万以内房贷利率降2码，实施6个月。

◆ 公股行库信用卡、车贷、信贷1000万以内利率降3码，实

施6个月。

◆ 电信费用缓缴6个月。

◆ 所得税缓缴1年或分期3年。

◆ 桶装瓦斯每公斤降5元。

◆ 个人贷款本息缓缴6个月。

一般企业

◆ 水费95折，每月上限减5000。

◆ 电费9折，每月上限10万。

◆ 小型企业免开发票者营业税减免。

◆ 小型企业要开发票者，营业税缓缴1年或分期3年。

◆ 2000亿中小企业融通方案，贷款200万内，利率最高1%；

贷款200万以上利率最高1.5%。

观光旅宿业

航空业

◆ 补助旅馆业每家20万元、民宿业每家5至10万元、

◆ 旅行业每家10万元、观光游乐业每家20万元。

◆ 观光旅宿艰困企业，减薪未达2成的员工，每月补助最高1

万元，共3个月。

◆ 提供航空业项目融资500亿。

弱势族群

◆ 老人、儿童、身障者生活补助每人每月加发1500元，

加发3个月。

◆ 估计相关弱势约100万人可受惠。

新冠肺炎紓困措施2.0

资料来源：疫情指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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