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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1,164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通报，截至目前累计58,003例(含55,145例排

除)，其中427例确诊(今日新增案427)，分别为343例境外移入，55例本土病例及

29例敦睦远训支队。确诊个案中6人死亡，253人解除隔离，其余持续住院隔离中。

3.新冠肺炎台湾病例资料(资料截至：04/23 14:00 资料来源：台湾疫情指挥中心)

1.新增1例确诊 为敦睦远训支队队员 累计427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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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1例新冠肺炎病例，为20多岁男性，为敦睦远训支队队员。个案4月

18日至集中检疫所隔离采检，一采结果阴性，4月19日起陆续出现喉咙

痛痒、咳嗽等症状，21日再次采检，于今日确诊。

指挥中心指出，本起群聚事件截至目前共29人确诊，卫生单位现已掌握

接触者共1,237人，其中509人为居家隔离对象，728人为自主健康管理

对象。 (消息来源：疫情指挥中心)

①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疫情指挥中心今日表示，4月20日及21日定点返台专案航班

共460名湖北返台民众，新增1人有症状后送就医，截至目前共4人后送就医、1人

陪同就医，其余持续于集中检疫所密切健康监测。

(消息来源：联合新闻网)

2.第二批类专机又1人不适送医 目前共4人后送就医采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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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4.新冠肺炎病例数周表 总计427例 (周次算法：每个星期日为该周首日)

5.新冠肺炎病例来源统计总表 累计427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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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冠快筛试剂 民间抢先机

快筛试剂民间队抢头香！宝龄富锦、安肽生医、台康生技3月成立新冠肺炎快筛

试剂联盟，各自在专精领域内整合上、中、下游技术能量，短短一个月，已成功

开发出抗原快筛试剂，4/22向卫生福利单位送件审查，预估最快5月可取证，是

台湾第一个自行研发新冠肺炎病毒抗原快筛试剂并送审的团队。业者表示，开发

的快筛试剂(Vstrip品牌)是全球少数利用鼻腔检体且不需任何仪器设备，即可快速

侦测出感染者的检验试剂，具有更佳的便利性，可有助于新冠病毒检测的普筛推

广，目前此产品在验证阶段，可在十分钟内成功侦测出低病毒数量（Viral Load）

的新冠病毒，并具有高专一性，不受其他病毒、细菌及药物干扰，不但有利于监

控新冠病毒传播，且能筛出早期感染但未有症状的感染者。

(消息来源：经济日报)

2.超商口罩首日贩卖量直逼APP  23%APP预购者忘记同时缴费

昨日是口罩实名制第六轮首日，也是口罩3.0正式上路的第一天，新增服务为四

大超商事务机预购，而且超商、APP和网购都可以一次完成预购和付款。第六轮

首日销售情形可看出，使用健保APP购买的人还是最多，高达28万4千多人，包

括1万6千多件儿童口罩，但似乎有许多人不知道可以立即缴费，未缴率高达23

％。超商订购者高达24万多人，包括3万8千多笔儿童口罩，而且未缴率只有2％。

而透过药局购买有18万8千多人，包括大人14万多人，儿童4万多人。

(消息来源：元气网)

1.延长2禁令！「两岸直航航线」及「旅客来台转机」继续禁

有鉴于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严峻，除欧美国家疫情仍处高峰，中南美洲及

邻近台湾之东南亚/南亚国家近期疫情呈上升趋势。为维护台湾防疫安

全，指挥中心今日宣布，原本4月29日到期的「限缩两岸航空客运直航

航线」及4月30日到期的「全面禁止旅客来台转机」二项政策，要继续

延长执行，何时解禁仍待视疫情状况才能决定。

(消息来源：疫情指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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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政单位揭露大数据 疫情下三产业缴佳绩

分析显示，从产业别细项来看，制造业销售额衰退主要来自基本金属、汽车业与

石化产业等三类产业。相较于制造业、航空业所受冲击，有三大产业不畏疫情逆

势成长，包括批发零售业、不动产业、银行保险业。相关单位指出，批发零售业

不只受惠疫情下的宅经济，从细项产业别来看，主要销售额成长来自机械器具、

汽机车等批发业。另金融业与不动产业营业额相较去年同期，皆有10％以上成长。

(消息来源：联合新闻网)

新冠肺炎冲击各行各业，财政主管单位22日公布今年前二月营利事业

家数及销售额统计，今年前二月全台各产业6.5兆元营业额当中，共有

2.2兆元产值来自制造业，然而产业整体表现已渐渐反映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和去年同期相比，产业总体营业额年减811.9亿元，衰退幅度为

3.54％；另一个苦主则是航空业，较去年同期短少78.3亿元，年减

22.98％，成为衰退幅度最大产业。

3.倒闭潮？9旅行社收摊「不玩了」 业者：6月恐是大限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还看不见尽头，冲击最大的旅游业者开始传出倒闭潮，

观光主管单位统计今年1至3月有10家停业、9家解散，相较去年同期5家停业、5

家解散，虽无明显成长，但仍有增加趋势。业者直言，旅行社是「海啸第一排」，

纾困措施确实有帮助，但若疫情持续，6月恐是大限。

(消息来源：三立新闻网)

2.3月失业率 连二月上升

主计单位22日指出，3月失业率3.72%，较2月上升0.02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月亦

升0.04个百分点，为连续二个月上升；经季节调整后失业率3.76%，较上月上升

0.06个百分点，创下近十个月最高，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已冲击劳动市场。

随着减班休息(俗称无薪假)人数攀升，反映就业者周工时减少，因经济因素，致

周工时低于35小时的就业者增至26.1万人，创下2019年元月以来最高，较上月增

加3.5万人。根据调查，3月就业人数1,151.3万人，较2月减少1万人；其中，服务

业部门减8,000人，高于工业部门减2,000人，受疫情影响较大。服务业中，以住

宿及餐饮业减少5,000人最多，显示住宿餐饮业是这波疫情重灾区。

(消息来源：经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