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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科：衛生行政 

科目：衛生行政（包括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 

 

一、為能預警全球疾病爆發和提高公共衛生事件之應變以加強全球公共衛生能力，世界衛生組織於

2005年第58屆世界衛生大會通過「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的修訂，並

於2007年生效為一項國際衛生公約。詳述該條例之宗旨(6分)及其在維護全球公共衛生上的改

革內容。(19分) 

【解題關鍵】我國多項法規條例(如傳染病防治法、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

條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因應國際衛生條例修訂而進行修正，為傳染

病防治核心。 

【命中特區】5A p.9~10 

【擬答】： 

為防止疫情擴散，各國有權力訂定合理適當的措施，但必須遵守三大宗旨： 要根據科學；

要尊重人權； 在最低限度下執行有效防疫策略，勿過度干擾民眾日常運作。 

基於此宗旨國際衛生條例協議其內容詳敘如下： 

根據科學原則，支持國家立法，進行收集、評估和記錄公共衛生事件信息，以便確定風險級別

和確保作出適當反應；以國家層級提供指引及專業人員教育訓練，監測各預警系統之間開展合

作，並促進與實驗室監測系統和入境口岸聯繫，加強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 

尊重人權原則下，國家實施國際衛生條例與其現有法律框架保持一致，向國際官方組織、健康

專業人員和旅行者提供旅遊健康指引；並設立疫情指揮中心，在疫情期間持續與人群及國際間

進行健康風險通報，建立信任、良性的溝通管道。 

盡可能降低經濟、生活及貿易之干擾，也需制定入境口岸採取的衛生措施，同時提供多元支持

措施，如防疫物資盤點、分配處理和管理。確保國家具備監督審查及評估能力，以利實施國際

衛生條例的政策計劃。 

 

二、請回答以下有關疾病防治的問題： 

何謂公共衛生監測？(請就其定義、目的及監測的內容敘述之)(8 分) 

請以防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為例，論述我國如何應用人工智慧或網路科技，

強化社區疫情監測及其可能面臨的挑戰。(17 分) 

【解題關鍵】監測系統為傳染病防治基礎架構屬衛生行政核心能力，第二子題為論述題型，常出現

在高考題目，屬法理合理性之思辨，考驗文句流暢、清晰度。 

【命中特區】5A p.3~8、時事課程 p.26~38 

【擬答】： 

監測系統是指系統化、及時性蒐集特殊疾病、傷害或特殊狀況的發生數據，根據這些數據資

料進行分析、解釋，而後提供給基層衛生單位，作為策畫、執行及評估政策方案之依據。目

的在於有效早期覺察某疾病、狀況流行而預防民眾擴大盛行或致死、失能。依據我國傳染病

流行疫情監視及預警系統實施辦法第三條分類如：傳染病監視及預警系統、實驗室監視及預

警系統、定點醫療機構監視及預警系統、學校監視及預警系統、醫院院內感染監視及預警系

統、全民監視及預警系統、防疫物資監視及預警系統、人口密集機構監視及預警系統、症狀

監視及預警系統、即時疫情監視及預警系統、其他傳染病流行疫情監視及預警系統。 

我國因應 COVID-19 疫情，應用雲端系統進行數據儲存，如透過電信公司基地台之手機訊號

監測，監測民眾移動及群聚熱點，發送細胞簡訊提醒，亦可從中偵測違反防疫規定之民眾，

加以開罰；及應用數位資料庫間之串聯利用及身分標記，實施進入公共場所需進行「簡訊實

聯制」、設置社交距離 APP，紀錄並回溯比對民眾是否與確診者近距離之接觸史。上述科技

防疫措施限縮個人隱私權，雖以頒布《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七

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為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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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然而在這些措施也面臨社會質疑可否有效監控疫情、個資未經自主授權且欠缺適當救

濟機制、易於高風險職業產生歧視之挑戰。透過 WHO 在 2020 年 5 月發布「新冠肺炎接觸

者追蹤的數位鄰近追蹤科技倫理指引」包含落日條款、測試與評估、比例原則、最少資料原

則、使用限制、志願參與、透明與可解釋性、隱私原則、保密性、資料保存限制、受感染者

報告、接觸者通知、追蹤陽性個案、準確性、課責、獨立監督、公民社會與公眾參與，依據

上述原則有助於我們在執行及評估科技防疫措施也保障個人權益，呼應國際衛生條例宗旨在

最低限度下執行有效防疫策略。 

 

三、為促進全民健康福祉，我國訂有施政目標與相關推動策略，說明主要之施政目標。(10分)另詳

述為確保我國社會保險財務之健全所應用之策略。(15分) 

【解題關鍵】施政目標是衛福部每年度執行計畫之索引，為所有衛政策略推動的初心，由於支應我

國健康體系的一大特點實施社會保險制度——健保，而健保的永續又為衛福部重責大任，屬經典考

題。 

【命中特區】1A p.57~58 

【擬答】： 

我國施政目標列舉如下： 

健全福利服務體系，推動公共托育服務、強化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身心障礙者權力

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社會安全網，整合、發展與深化各項服務模式。 

建構完整長照服務制度及體系，推動長期照顧服務相關法規，整合長照機構及充實長照人力資

源，普及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及失智照護資源。 

優化保護服務輸送體系，發展以家庭為核心之多元服務方案，建立智慧化篩派案輔助系統，推

動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協助其自立脫貧。 

拓展全方位醫療照護體系，包含兒童醫療照護網絡、緊急醫療及重症照護網絡、遠距醫療照護

提升可近性等相關策略以保障民眾就醫權益。 

完善國家疫苗接種政策，確保接種作業穩定推動，升級及建構高敏感度傳染病監測體系，優化

新興傳染病防疫及醫療應變體系，降低結核發生率及愛滋病毒傳染力，強化檢疫監測與區域聯

防。 

確保食品產製銷網絡及藥品、醫療器材及化粧品全生命週期各環節之衛生、安全與品質，推動

優質之新興產品諮詢輔導與審查制度。 

營造身心健康支持環境，推動營養促進與肥胖防治、菸檳害防制工作，健全婦幼及生育保健服

務環境，促進老人社會參與，強化慢性疾病之預防與管理，擴大 B、C 型肝炎篩檢服務，強化

癌症預防及早期發現，推展多元心理健康促進。 

為確保社會保險財務健全，精進健保及國保制度 

落實分級醫療，提供民眾效率化及高品質醫療服務。  

推動健保制度改革，健全健保財務及提升負擔公平，發展多元支付，精進健保給付效益及資

源配置。  

運用智慧雲端科技，發展創新健保服務、強化健保服務提供，提升服務品質與效率。  

整合健保及公衛資源，增進健保服務品質與效率；提升健保給付及支付效益。  

持續改革精進國民年金制度，使納保與給付條件更趨公平合理，並確保國保基金財務健全。 

強化量能負擔，保障弱勢權益；落實收支連動，確保財務健全。 

 

四、長照十年計畫2.0積極推展以社區和居家為基礎，以個案為導向的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並

將體系內服務提供單位分為A、B、C三級，詳述各級類型、主要服務內容及彼此關係；(9分)

並說明目前實施此體系面臨之可能問題。(16分) 

【解題關鍵】長照為社會急迫之需求，此題凸顯長照 2.0社整體系之特色，及說明推動之困難，為

長照經典之議題。 

【命中特區】3A p.56~57、p.63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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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級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長照旗艦店 

場域：包括醫院／綜合醫院、小規模多機能／日照中心、護理之家／衛生所及偏鄉長照據點。 

服務內容：整合橫向服務資源，提供套裝式服務，滿足多元服務對象的需求。提供日間照顧、

居家服務、社區及居家復建、居家護理、臨時住宿、交通接送、輔具服務、營養餐食服務等

至少 5 項服務。優化初級預防功能，提供 B 級與 C 級督導與技術支援，結合區域醫療資

源，轉銜在宅臨終安寧照顧。並透過交通車小區域巡迴接送與隨車照服員，協助服務對象使

用各項照顧資源。 

B 級複合型日間服務中心–長照專賣店 

場域：包括日照中心／日間托老據點、衛生所、物理治療所／職能治療所、診所／社區醫療

群（醫師）。 

服務內容：提供日間托老服務，亦提供預防或緩和失能服務、共餐服務、體適能、諮詢服務

及輕度失能復健等至少 2 項服務。 

 

C 級巷弄長照站 

場域：包括居家護理所／居家服務提供單位、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農漁會／社區發展協會／

村里辦公處／社會福利團體等、衛生所／樂智據點。 

服務內容：提供短時數看顧衰弱或輕度失能者照顧服務或喘息服務（臨托服務）、共餐或送

餐服務、社區預防保健、電話問安、體適能、自立支持服務等。 

目前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資源之分布存在城鄉差距，C 級巷弄長照站尚待增加設置據點，

且需要大量照顧服務員以應對支持體系，現況人力資源的投入仍不利於體系量能發展。從實

務現況來看此體系運作，自照顧管理中心受理民眾申請長照服務後，由照顧管理專員訪視評

估提出問題清單及進行失能等級及額度判定，A單位個管員接手擬定照顧服務計畫、連結B、

C 單位資源，提供照顧服務，而部分特約服務單位已漸發展為一條龍式的服務體系，優先派

案予該單位所設置的 B 服務單位，無利於 B、C 單位公平性競爭，尤有甚者實為社區照顧品

質提升之阻力。長照 ABC 各單位之功能及服務項目、服務對象、經費來源、主管機關、核

銷方式雖不相同卻又息息相關，建置上多有資源重複之疑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