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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1,028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通报，截至目前累计59,026例(含56,308例排

除)，其中428例确诊(今日新增案428)，分别为343例境外移入，55例本土病例及

30例敦睦远训支队。确诊个案中6人死亡，264人解除隔离，其余持续住院隔离中。

定点返台专案航班共460名湖北返台民众，截至目前有4人后送就医治疗中、2人

陪同就医，其余持续于集中检疫所密切健康监测。

3.新冠肺炎台湾病例资料(资料截至：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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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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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1例新冠肺炎病例，为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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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出现嗅觉异常、

流鼻水、鼻塞等症状，23日再次采检并后送就医，于今日确诊。

指挥中心指出，本起群聚事件截至目前共30人确诊，卫生单位现已掌握

接触者共1,843人，其中530人为居家隔离对象，已采检125人，91人为

阴性，其余检验中；1,313人为自主健康管理对象。

(消息来源：疫情指挥中心)

①

因应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台湾产、学、研各界积极开发检测试剂、疫苗与治疗药

物。为加速推动并链结预防、诊断、治疗、追踪等医护产品之研发，指挥中心已

建置「新型冠状病毒筛检及分析技术支持平台」，整合全台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

(简称BSL-3实验室)之专业能量，提供病毒液测试、仿检体测试、检体测试、病毒

融斑抑制实验等服务。截至4月20日，已接获19件申请案，涵盖了检验试剂、疫

苗、药物等，并持续有业界询问各项细节。 (消息来源：疫情指挥中心)

2.指挥中心建置技术支持平台 加强台湾研发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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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4.新冠肺炎病例数周表 总计4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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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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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备货＋调整周期 口罩订购日统一调整至每周一

口罩实名制上路后，预购的第一天都在每周三，让不少民众会搞混时间，

因此趁着口罩实名制3.0试营运期间，以及准备下一波儿童口罩备货量，

第7轮的口罩预购时间调整至周一，而先前第5轮、第6轮预购的时间以

及取货的时间不受影响。

(消息来源：元气网)

6.检疫所快爆满 社福移工引进暂停2周

敦睦远训支队爆发群聚感染，700多人入住集中检疫所，疫情指挥中心为此宣布

21日起集中检疫所将停止移工入住，指挥中心表示自4月上旬就没有接到申请移

工入境的案件，近期又遇上敦睦舰队群聚事件，也调拨一些集中检疫所空间作为

船舰人员检疫处所，因此暂时不提供移工入住，但中介或雇主若能提供一人一室

的检疫空间，还是可以申请。另劳动主管单位表示，社福类移工现在无法入住集

中检疫所，目前已经请中介公会紧急采购220床，待程序完备就可以继续引进。

(消息来源：CNA)

2.外籍渔工防疫升级 随船进港有异状要居家检疫

为了新冠肺炎防疫，渔业主管单位4月1日起实施「远洋渔船境外雇用外籍船员入

境防疫措施」，返台直航30天以上，无海上转载、进入他国港口、会船、船员异

动、接受公海登检等情形的渔船，进港后经地方卫生单位量测体温，且无其他异

常症状，可免原船检疫。有鉴于船舰群聚感染事件，主管单位决定精进外籍渔工

防疫措施，不论搭机来台新聘或随远洋渔船进港有海上接触史、健康异常者，都

要居家检疫14天；若雇主无法提供符合规定的检疫场所，则外籍渔工不准入境。

(消息来源：C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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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餐饮、百货3月惨 营收大跌

不过，超市、便利商店、量贩店及电子购物是疫情下的受惠产业，营收年增率都

在二成以上。超市营收达211亿，年增三成；便利商店营收虽只小幅增加，但营

业额278亿元，在综合商品零售业中称冠。这与百货公司两相互抵之下，让整体

零售业买气没有这么冷。总体来看，3月零售业营业额为2,906亿元，小幅年减

3.4%。 (消息来源：联合新闻网)

3.贸协助8千家参展商 云端接单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贸易展会，外贸协会上半年主办的台湾国际专业展

高达17项延期或停办，为协助持续力挺台湾专业展的参展商跨国拓销及国际采购

需求，贸协整合五大在线服务，涵盖在线展、洽谈采购会、国际研讨会、新品发

表等，将免费提供近8,000家参展商不漏接全球商机。

(消息来源：中时电子报)

2.工业、制造业生产 上季创高

经济主管单位23日发布3月工业生产指数统计，受惠5G应用扩增、远距需求兴起

及低基期三因素拉抬，使得今年首季工业及制造业生产指数表现强劲，别为

107.77、108.89，双双创下历年同期新高。

其中，3月工业生产指数为115.08，年增10.4%；占比达九成的制造业生产指数

为116.43，年增逾11%，指数均为同期次高，连二红。其中信息电子产业方面，

电子零组件业生产指数创单月新高，年增超过26%；其中集成电路业受惠于5G

通讯、高效能运算需求强劲，年增超过四成，为推升制造业生产成长之主要贡献。

不过，传统产业除了继续受美中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外，今年以来又因新冠肺炎

疫情扩及全球，全球市场需求下滑，国际原油价格腰斩、钢品价格走跌，加深了

下游业者的备货疑虑，致化学原材料业、机械设备业及基本金属业均为负成长。

(消息来源：经济日报)

经济主管单位23日公布3月零售、餐饮业营业额调查，因新冠肺炎疫情

冲击，餐饮、百货公司成为两大惨业，营收衰退幅度均逾二成；其中，

餐饮业营收因疫情蒸发了153亿元，营收重摔至519亿元，营业额年减

21%，为史上单月最大减幅；百货业营收蒸发53亿元，只剩下193亿元，

衰退21.6%，为历年同期最大减幅。两者3月营业额合计蒸发逾200亿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