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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務報告之簡述 

(一)歲出預算執行結果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預算數 1,527,815,000 元，決算數 1,266,313,516 元，

較預算數減少 261,501,484 元，決算數占預算數 82.88%。 

(二)平衡表：無列數。 

二、重要施政計畫執行成果之說明 

(一)已完成施政計畫重點概述： 

1.防疫手機及平臺建置相關經費：完成疫情防治專用手機採購及防疫服務平臺開發，並

於執行期間持續對平臺功能進行修正優化及維護管理，以協助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以下簡稱指揮中心)落實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通報案例居家檢

疫、居家隔離管制。 

2.整備資料、居家隔離及檢疫之定位追蹤及發送簡訊相關經費：透過防疫服務平臺對居

家隔離、檢疫者之門號進行定位追蹤；發送互動簡訊掌握該等人員健康狀況，並於其

脫離一定範圍時，發送告警簡訊通知衛政等單位處理；另為協助指揮中心辦理疫情防

治作業所需相關資料調取及簡訊發送，辦理 5 家行動通信業者之「疫情防治之電信事

業資訊服務採購案」。 

3.偏遠隔離檢疫所網路改善相關經費：為有效降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傳播途徑及防疫

管理需求（如簡訊通知、緊急救護通話及手機 APP 應用等），配合指揮中心指定全臺 8

個偏遠隔離檢疫所（依該中心需求啟用 7處），請電信業者設置行動寬頻基地臺改善訊

號，以提升防疫效果。 

4.補助廣電業者協助播放防疫訊息之直接人力成本：為補貼廣播電視事業因指揮中心徵

用協助播送防疫訊息所增加直接人力成本，訂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對廣播電視事

業協助播送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訊息所受影響補貼辦法」受理申請並辦理補貼。 

5.疫情防治之簡訊實聯制相關經費：依指揮中心指示辦理「疫情防治之電信事業簡訊實

聯制服務採購案」，「簡訊實聯制」係全國民眾以手機掃描 QR Code 後，免費發送僅含

有場所代碼之簡訊至 1922，電信事業依指揮中心指示代為保管 1922 簡訊資料 28 天，

超過 28 天之 1922 資料依規定以程式排程自動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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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政計畫分項說明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防

治 

1.防疫手機

及平臺建

置相關經

費 

購置防疫專用手

機、建置疫情防治

服務平臺(含防疫

監控定位資料庫

系統、圖資查詢及

移動軌跡追蹤系

統)。 

已交送疫情防治專用手

機 3,367 臺（含 7 臺無

門號測試機與 3,360 門

門號)及完成建置防疫

服務平臺。 

 

 

 2. 整 備 資

料、居家

隔離及檢

疫之定位

追蹤及發

送簡訊相

關經費 

1.對受居家檢疫、

居家隔離者，透

過電信事業對

其自有手機門

號執行軌跡定

位與發送簡訊

等作業。 

 

 

 

 

 

2.配合指揮中心、

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以下

簡稱疾管署)或

疫情防治有關

機關疫情防治

之電信事業資

訊服務需求辦

理「疫情防治之

1.透過防疫服務平臺對

居家隔離、檢疫者之

門號進行定位追蹤；

發送互動簡訊掌握該

等人員健康狀況，並

於其脫離一定範圍

時，發送告警簡訊通

知衛政等單位處理。

截至 111 年 6 月底，

計 發 送 互 動 簡 訊

15,248.1 萬則及告

警簡訊 545.8 萬則。 

2.本採購案各項實作

數： 

(1)疫情防治所需之使

用者資 料查 詢：

2,597.08 萬筆。 

(2)疫情防治所需之通

信紀錄查詢：8.15

萬筆。 

(3)疫情防治所需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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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電信事業資訊

服務採購案」，

廠商於契約存

續期間，依前揭

機關或本會通

知，提供以下服

務或以下服務

之組合： 

(1)疫情防治所需

之使用者資料

查詢。 

(2)疫情防治所需

之通信紀錄查

詢。 

(3)疫情防治所需

之定位資訊查

詢。 

(4)疫情防治所需

之網內簡訊發

送服務。 

(5)疫情防治所需

之網外簡訊發

送服務。 

位資訊查詢：59.92

億筆。 

(4)疫情防治所需之網

內 簡 訊 發 送 ：

1,471.85 萬則。 

(5)疫情防治所需之網

外 簡 訊 發 送 ：

1,312.32 萬則。 

3.偏遠隔離

檢疫所網

路改善相

關經費 

配合指揮中心指

定全臺 8 個偏遠

隔離檢疫所（依該

中心需求啟用 7

處），請電信業者

設置行動寬頻基

督導電信業者於指揮中

心指定 8 個偏遠隔離檢

疫所（啟用 7 處）提供

寬頻網路服務以應防疫

管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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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地臺改善訊號。 

 4.補助廣電

業者協助

播放防疫

訊息之直

接人力成

本 

依「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對廣播電

視事業協助播送

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防疫訊息所

受影響補貼辦法」

及本會「對廣播電

視事業協助播送

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防疫訊息所

受影響補貼申請

須知」規定,補貼

對象及額度如下： 

1.民營無線廣播

事業，每事業每

月 3,000 元。 

2.民營無線電視

事業、民營衛星

頻道節目供應

事業，每頻道每

月 2 萬 4,000

元。 

1.各電視頻道及廣播電

臺業者配合播出情形

如下： 

(1)電視： 

a.字幕：截至 112 年

4 月 30 日止，共播

出 6,428,436 則。 

b.影片：截至 112 年

2 月 19 日止，計有

219 個無線及衛星

電視頻道配合播

出 ， 共 播 出

1,342,431 支 影

片 ， 總 長 為

1,342,431 分鐘。 

(2)廣播電臺：截至

112 年 2 月 19 日

止，計有 185 家廣

播電台配合播出；

共播出 839,909 次

宣導內容，總長為

419,954 分 30 秒。 

2.本會受理廣播電視事

業申請補貼，總撥付

金額為 1 億 9,038 萬

8,863 元。 

 

 5.疫情防治

之簡訊實

配合指揮中心、疾

管署及其授權機

簡訊實聯制發送則數：

自 110 年 5 月 19 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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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聯制相關

經費 

關之疫情調查需

求辦理「疫情防治

之電信事業簡訊

實聯制服務採購

案」，本採購以「簡

訊實聯制」服務之

實作數量（則）為

履約標的，服務包

含： 

1.提供廠商(電信

事業)所屬用戶

發送受話號碼

為「1922」之簡

訊（以下簡稱

1922 簡訊）。 

2.依指揮中心指

示，就 1922 簡

訊之「時間」、

「發話號碼」、

「簡訊內容」

（指揮中心訂

定之場所代碼）

等資訊，代為保

管 28 日。 

3.建立自動化機

制刪除逾 28 日

之 1922 簡訊資

料。 

4.配合指揮中心、

111 年 4 月 27 日（原規

劃至 111 年 6 月，配合

指揮中心防疫政策調整

提前終止），共計發送約

47.8 億則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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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疾管署基於疫

情調查目的之

1922 簡訊資料

調取需求，包含

建置可供其查

詢之應用程式

介 面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串

接其指定系統

及透過封閉通

訊協定傳輸等。 

5.指揮中心、疾管

署、本會就1922

簡訊之其他指

示事項。 

三、其他重要說明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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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追加(減)數 動支第二預備金數 預算調整數

1,308,759,000 0 0

0 0 1,308,759,000

1,308,759,000 0 0

0 0 1,308,759,000

1,308,759,000 0 0

0 0 1,308,759,000

合計 219,056,000

01 ˉˉ6503851000-6

ˉ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219,056,000

科             目

中華民國109年01月15日

05 6500000000-6

醫療保健支出

219,056,000

歲出政事

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款 項 目 節

國家通訊

預 算 增 減 數

名 稱 及 編 號

預算數

原預算數

動支第一預備金數 經費流用數 小      計

經資門併計

8



1,266,313,516 0

0 1,266,313,516

1,266,313,516 0

0 1,266,313,516

1,266,313,516 0

0 1,266,313,516

82.88

1,527,815,000 -261,501,484 82.88

-261,501,484 82.88

1,527,815,000 -261,501,484

決算數

1,527,815,000

合計

(1)

保留數

別決算表

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

至112年06月30日

實現數

傳播委員會

應付數 合計(2)

單位:新臺幣元;%

決算數占預算數之比率

(2)／(1)％
預決算比較增減數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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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追加(減)數 動支第二預備金數 預算調整數

1,308,759,000 0 0

0 0 1,308,759,000

1,308,759,000 0 0

0 0 1,308,759,000

0 0 0

0 0 0

1,308,759,000 0 0

0 0 1,308,759,000

1,140,474,000 0 0

0 -22,103,863 1,118,370,137

168,285,000 0 0

0 22,103,863 190,388,86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308,759,000 0 0

0 0 1,308,759,000

合計 219,056,000

ˉˉˉˉˉ30

ˉˉˉˉˉ設備及投資

56,371,000

01 ˉˉ6503851000-6*

ˉ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56,371,000

ˉˉˉˉˉ40

ˉˉˉˉˉ獎補助費

0

ˉˉˉˉˉ20

ˉˉˉˉˉ業務費

162,685,000

01 ˉˉ6503851000-6

ˉ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162,685,000

　資本門小計 56,371,000

　經常門小計 162,685,000

03 ˉ0003850000-5

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19,056,000

01 0003000000-1

行政院主管

經資門分列

歲出機關
中華民國109年01月15日

科             目

款 項 目 節

國家通訊

預 算 增 減 數

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名 稱 及 編 號

預算數

原預算數

動支第一預備金數 經費流用數 小      計

10



1,266,313,516 0

0 1,266,313,516

1,209,942,711 0

0 1,209,942,711

56,370,805 0

0 56,370,805

1,209,942,711 0

0 1,209,942,711

1,019,553,848 0

0 1,019,553,848

190,388,863 0

0 190,388,863

56,370,805 0

0 56,370,805

56,370,805 0

0 56,370,805

1,266,313,516 0

0 1,266,313,516

-261,501,484 82.88

56,371,000 -195 100.00

1,527,815,000

100.00

56,371,000 -195 100.00

-261,501,289 79.59

190,388,863 0

1,471,444,000 -261,501,289 82.23

1,281,055,137

82.23

56,371,000 -195 100.00

-261,501,484 82.88

1,471,444,000 -261,501,289

1,527,815,000

預決算比較增減數

(2)-(1)

保留數

別決算表
至112年06月30日

決算數

實現數

傳播委員會

應付數 合計(2)

合計

(1)

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

單位:新臺幣元;%

決算數占預算數之比率

(2)／(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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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費業務費

科目

獎補助費 小計

經     常     支     出

人事費名稱及編號款 項 目 節

國家通訊

中華民國109年01月15日

歲出用途別

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01 0003000000-1
行政院主管

1,019,553,848 190,388,863 1,209,942,711003 ˉ0003850000-5
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0

1,019,553,848 190,388,863 1,209,942,711001 ˉˉ6503851000-6
ˉ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ˉˉ防治

0

1,019,553,848 190,388,863 1,209,942,7110　　　　小　計
　

0

1,019,553,848 190,388,863 1,209,942,7110　合　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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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獎補助費業務費
備註

設備及投資

資        本        支          出
合計

傳播委員會

至112年06月30日 單位：新臺幣元

決算分析表

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

0003000000-1
行政院主管

ˉ0003850000-5
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0 56,370,805 0 56,370,805 1,266,313,516

ˉˉ6503851000-6
ˉ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ˉˉ防治

0 56,370,805 0 56,370,805 1,266,313,516

　　　　小　計
　

0 56,370,805 0 56,370,805 1,266,313,516

　合　計0 56,370,805 0 56,370,805 1,266,313,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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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20業務費 1,019,553,848

ˉ2009 通訊費 958,041,902

ˉ2018 資訊服務費 42,756,946

ˉ2051 物品 18,755,000

30設備及投資 56,370,805

ˉ3030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56,370,805

40獎補助費 190,388,863

ˉ4040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190,388,863

　　　　　　　小　　　計 1,266,313,516

　　　　　　　合　　　計 1,266,313,516

國家通訊

用途別科目名稱及編號

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歲出用途別
中華民國109年01月15日

16



單位:新臺幣元

合計

1,019,553,848

958,041,902

42,756,946

18,755,000

56,370,805

56,370,805

190,388,863

190,388,863

1,266,313,516

1,266,313,516

至112年06月30日

傳播委員會

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

決算累計表

17



經資門併計

合計 1,266,313,516 0 0 0

本年度 1,266,313,516 0 0 0

　一、本年度經費 1,266,313,516 0 0 0

　　6503851000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1,266,313,516 0 0 0

　二、統籌科目 0 0 0 0

以前年度 0 0 0 0

　一、以前年度應付(保留)數 0 0 0 0

　二、退還以前年度收入數 0 0 0 0

國家通訊傳

項目
歲出實現數

(1) 存出保證金

(4)

加          項

預付款

(2)

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中華民國109年01月15日

公庫撥入

材料

(3)

18



0 0 0 1,266,313,516 0

0 0 0 1,266,313,516 0

0 0 0 1,266,313,516 0

0 0 0 1,266,313,51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加項

單位:新臺幣元

歲出應付、保留數公

庫未撥入數

播委員會

減項：

以前年度撥款於本年度實

現數

(7)

退還收入(預收)款

(5)

其他應收款

(6)

公庫撥入數

(8)=(1)+(2)+(3)+

(4)+(5)+(6)-(7)

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

數分析表
至112年0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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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類型金額

年度

%

工作計畫
名稱及編號

賸餘數
（或減免、註銷數)

經常門

國家通訊

中華民國109年01月15日

歲出賸餘（或減

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261,501,484 17.12 1 869,4986503851000-6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112

主要係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因應疫情發展調整
防疫措施，縮減居家隔離者定義及隔
離天數，並於111年4月及111年5月分
別取消簡訊實聯制及居家隔離者電子
圍籬等，相關費用隨同減少所致。

4 260,631,791

261,501,484 261,501,289小計

261,501,484 261,501,289本年度合計

20



賸餘原因說明
及相關改善措施

金額
賸餘原因說明
及相關改善措施

備註

類型

經常門 資本門

傳播委員會

至112年06月30日 單位：新臺幣元；%

免、註銷）分析表

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

1 195

主要係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因應疫情發展調整
防疫措施，縮減居家隔離者定義及隔
離天數，並於111年4月及111年5月分
別取消簡訊實聯制及居家隔離者電子
圍籬等，相關費用隨同減少所致。

0

195

195

21



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國家通訊

重大計畫執行
中華民國109年01月15日

實現數 應付數 賸餘數 合計 實現數 應付數 賸餘數 合計

防疫手機及平

臺建置相關經

費

157,090 157,090 0 157,090 157,090 156,220 0 870 157,090 156,220 0 870 157,090

可支用預算數

本期

執行數

執行數

累計

執行數

以前

年度
本年度 合計

計畫

名稱

計畫

總金額

截至本

年度已

編列預

算數

22



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決算

傳播委員會

績效報告表
至112年06月30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實現數

占預算

數%

應付數

占預算

數%

賸餘數

占預算

數%

合計

實現數

占預算

數%

應付數

占預算

數%

賸餘數

占預算

數%

合計

99.45 0.00 0.55 100.00 99.45 0.00 0.55 100.00

執行未達90%之原因及其改進措施

執行數占預算數百分比％

本期執行數占

可支用預算數

百分比%

累計執行數占截

至本年度已編列

預算數百分比%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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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頁 空 白 



會 計 報 表 





主 要 表 





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平衡表
中華民國112年6月30日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名 稱 金額 科 目 名 稱 金額

1　資產 0 2　負債 0

3　淨資產 0

　                合　計 0 　                合　計 0

　

　

　

　

　

　

　

　

　

　

　

　

　

　

　

　

　

　

　

　

　

　

　

備註:本表無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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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收入支出表
中華民國109年01月15日至112年06月30日

ˉ

ˉ

ˉ
單位:新臺幣元

小計 合計

收入 1,266,313,516 1,266,313,516

　　公庫撥入數 1,266,313,516 1,266,313,516

支出 1,266,313,516 1,266,313,516

　　業務支出 1,019,553,848 1,019,553,848

　　獎補助支出 190,388,863 190,388,863

　　財產損失 563,708 563,708

　　折舊、折耗及攤銷 55,807,097 55,807,097

收支餘絀 0 0

科目名稱

金               額

26



附 屬 表 



 



小計

摘     要

日  期

年

備註

合計

金  額

月 日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中華民國112年06月30日

電腦軟體明細表
 公務機關會計 單位：新臺幣元

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

非預算性質部分
　

-56,370,805

本年度部分
　

-56,370,805

預算性質部分
　

56,370,805

本年度部分
　

56,370,805

112
一百一十二年度
　

56,370,805

56,370,805　6503851000-6*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總　　　　計 0

27



長期投資 0 0

土地 0 0

土地改良物 0 0

房屋建築及設備 0 0

機械及設備 0 0

交通及運輸設備 0 0

雜項設備 0 0

收藏品及傳承資產 0 0

權利 0 0

　　小　　計 0 0

租賃資產 0 0

租賃權益改良 0 0

購建中固定資產 0 0

遞耗資產 0 0

電腦軟體 0 0

發展中之無形資產 0 0

其他無形資產 0 0

什項資產 0 0

　　小　　計 0 0

　　合　　計 0 0

 

 

 

備註:

中華民國109年01月15日

科 目

一、電腦軟體增加56,370,805元係因購置軟體。 二、電腦軟體減少56,370,805元係因軟體攤銷及軟體減損。

取得成本

 (1)

以前年度累計折舊(耗)

/長期投資評價

 (2)

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長期投資、固定資產、遞
國家通訊傳

28



單位:新臺幣元

增加數

 (3)

減少數

(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6,370,805 56,370,80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6,370,805 56,370,805 0 0

56,370,805 56,370,805 0 0

至112年06月30日

期末帳面金額

(6)=(1)+(2)+(3)-(4)+(5)

本年度成本變動 本年度累計折舊(耗)

/長期投資評價變動數

(5)

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

耗資產及無形資產變動表
播委員會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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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表 





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決算與會計收支對照表

中華民國109年01月15日至112年06月30日 單位:新臺幣元

預算項目 決算數 調整數 會計收支 會計科目

歲入 - 1,266,313,516 1,266,313,516 收入

ˉ - 1,266,313,516 1,266,313,516 ˉ公庫撥入數

ˉ稅課收入 - - - ˉ稅課收入

ˉ罰款及賠償收入 - - - ˉ罰款及賠償收入

ˉ規費收入 - - - ˉ規費收入

ˉ財產收入 - - - ˉ財產收益

ˉ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 - - ˉ投資收益

ˉ捐獻及贈與收入 - - - ˉ捐獻及贈與收入

ˉ其他收入 - - - ˉ其他收入

歲出 1,266,313,516 - 1,266,313,516 支出

ˉ - - - ˉ繳付公庫數

ˉ人事費 - - - ˉ人事支出

ˉ業務費 1,019,553,848 - 1,019,553,848 ˉ業務支出

ˉ獎補助費 190,388,863 - 190,388,863 ˉ獎補助支出

ˉ設備及投資 56,370,805 -56,370,805 - ˉ

ˉ - 563,708 563,708 ˉ財產損失

ˉ - - - ˉ投資損失

ˉ債務費 - - - ˉ利息費用及手續費

ˉ - 55,807,097 55,807,097 ˉ折舊、折耗及攤銷

ˉ - - - ˉ其他支出

歲計餘絀 -1,266,313,516 1,266,313,516 - 收支餘絀

備註:一、會計科目「公庫撥入數」調整數1,266,313,516元，係本年度歲出實現數。

二、預算項目「設備及投資」調整數-56,370,805元，係本年度電腦軟體實現數。

三、會計科目「財產損失」調整數563,708元，係本年度電腦軟體減損數。

四、會計科目「折舊、折耗及攤銷」調整數55,807,097元，係本年度提列攤銷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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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現  金  出  納  表

中華民國109年01月15日至112年06月30日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及   摘   要 金    額

收項

一、上期結存 0

二、本期收入 1,209,942,711

ˉ(一).公庫撥入數 1,266,313,516

ˉˉ1.本年度歲出撥款 1,266,313,516

ˉ(二).資產負債淨額淨增(減)數 -56,370,805

ˉˉ1.未涉公庫撥入數、繳付公庫數、應收(付)帳款之項目 -56,370,805

ˉˉ(1).財產交易利益(損失) -563,708

ˉˉ(2).折舊、折耗及攤銷(-) -55,807,097

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 收　項　總　計 1,209,942,711

付項

一、本期支出 1,209,942,711

ˉ(一).本年度歲出 1,266,313,516

ˉˉ1.實現數 1,266,313,516

ˉˉ(1).取得資產(長期投資、固定資產、遞耗資產、無形資產) 56,370,805

ˉˉ(2).其他 1,209,942,711

ˉ(二).無形資產淨增(減)數_扣除因公庫撥入數/繳付公庫數/應收(付)帳款增(減)之無形資產 -56,370,805

二、本期結存 0

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 付　項　總　計 1,209,94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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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立法院審議通過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案(含

第 1 次至第 4 次追加預算案)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09 年 01 月 15 日至 112 年 0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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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原特別預算案  

本會 

(一)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配合疫情防治編列2億1,905萬6
千元，購置疫情防治專用手機、建置防疫服務平台、

協助整備資料並辦理居家隔離、居家檢疫者自有門號

定位追蹤及發送防疫簡訊、辦理偏遠隔離檢疫所網路

收訊改善等作業，藉由通訊傳播資源整備，運用智慧

科技協助防疫工作，尚符法定職掌；惟為精進該平台

之功能，要求應配合防疫監控現況滾動檢討修正。 

遵照辦理，於執行期間持續對防

疫服務平臺功能進行修正優化及

維護管理。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以下簡

稱指揮中心)111 年 7 月 4 日肺中

指字第 1113700377 號函指示，防

疫服務平臺已於 111 年 7 月 1 日

停止服務。 
(二) 要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提出防疫手機購置以國產

品牌手機優先為原則，以及提出後續詳細使用書面報

告。 
說明： 
1.鑑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因應防疫需要提出購置專

用手機需要。購置上應以照顧本國企業優先，採購

以國產品牌手機優先為原則。 
2.手機使用應有長期規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會

同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等相關單位說明疫情過

後，就購置的手機如何處理，向立法院財政、交通

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本會業於 109 年 4 月 15 日以通傳

秘字第 10910009840 號函送書面

報告在案，茲摘述內容如下： 
一、有關手機廠牌、型號係考量其

規格符合服務平臺功能所

需、價格較屬平價及數量足

以供緊急調用，且屬國產品

牌手機為原則；惟首批須依

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以下

簡稱疾管署)通知於次日交付

專用手機 2,407 臺，由於時間

急迫且所需數量龐大，囿於

國產品牌手機單一機種庫存

數量不敷使用，爰不足部分

以非國產品牌代之，其後各

批所交付之手機則均係國產

品牌手機。 
二、本案防疫手機於疫情期間交

由居家隔離及居家檢疫者使

用完畢，均由疾管署回收並

經清潔消毒及刪除通訊錄及

對話內容等程序後重複使

用。另疾管署表示俟疫情結

束後，將參採本次運用模式，

規劃將該批手機運用於須每

日追蹤關懷之法定傳染病個

案或個案接觸者使用，以輔

助第一線關懷作為。 
(三) 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

預算案中，其中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為購置可定位管

理之專用手機，建置防疫服務平台，監控定位資料庫

與移動軌跡追蹤等系統，運用智慧科技輔助居家隔離

本會業於 109 年 4 月 21 日以通傳

平臺字第 10941010810 號函送書

面報告在案，茲摘述內容如下： 
一、因應肺炎疫情，為落實居家隔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立法院審議通過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案(含

第 1 次至第 4 次追加預算案)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09 年 01 月 15 日至 112 年 0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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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及居家檢疫等作業，共編列2億1,905萬6千元。 
該系統之建置雖為防疫需求建置，但對民眾隱私權有

無造成侵害之疑慮。尤其系統建置後，由那一個單位

來管理及使用，對鎖定的號碼進行追蹤是否需要事先

申請許可？由那一個單位許可？未來疫情結束後該

系統如何處置？目前相關資訊未能完整揭露，立法院

無從監督，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1個月內提出書

面報告送立法院財政、交通委員會。 

離、檢疫措施，指揮中心係採

用電信業者開發、建置之防

疫服務平臺並透過手機定位

協助防疫。對此，本會為指揮

中心任務編制下「社區防疫

組」及「資訊組」成員，依據

指揮中心指示，配合辦理相

關平臺採購作業並依指揮中

心所授權機關向電信事業要

求電信資料事項，提供必要

之協助。 
二、防疫服務平臺建置係依指揮

中心 109 年 1 月 27 日召開之

「運用智慧科技輔助居家隔

離及居家檢疫作業」協調會

會議及 109 年 2 月 19 日「研

商居家隔離及檢疫者以自有

手機進行定位監測措施」會

議決議辦理，而居家隔離、檢

疫之實施標準及受管控對象

由疾管署認定；本會係依指

揮中心指示協助辦理疫情防

治專用手機及服務平臺採購

事宜，採購之防疫服務平臺

及專用手機亦均交付疾管署

執行前揭業務。防疫平臺之

使用係依據指揮中心暨該中

心所授權機關下達之指示，

由各電信業者配合指揮中心

指定管控名單進行定位，並

批次以安全檔案傳送協定

（ Secret File Transfer 
Protocol，SFTP）傳送資料至

防疫平臺，倘管控對象有離

開管制區域情事，系統將自

動發送簡訊通知指揮中心指

定之警、衛、民政人員處理，

整體防疫平臺、系統均經指

揮中心授權使用，資料交換

過程透封閉式傳輸協定、專

責窗口、專人聯繫及加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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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內 容 
理，確保民眾個人資料不外

流，並由疾管署依個人資料

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個

資法第 15、16 條規定辦理公

務機關對於個人資料保護，

確保執行防疫工作過程保障

民眾個資隱私。 
三、另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 8 條

規定，疫情相關個人資料於

疫情結束應依個人資料保護

相關法規處理，爰指揮中心

及其授權機關基於執行防疫

工作之特定目的，依法蒐集、

處理、利用於防疫服務平臺

之個人資料，相關傳遞過程

除均由指定專人、窗口接收

並加密保護如前述，各單位

並應依個資法第 11 條第 3 項

規定辦理。俟防疫工作結束，

由指揮中心認定並通知執行

防疫工作之特定目的消失，

各需用單位防疫期間依該特

定目的有蒐集、留存相關個

人資料，自應依前揭規定刪

除；另外，案內因應疫情採購

之平臺及相關手機均屬疾管

署所有，俟疫情結束後，包含

防疫服務平臺及手機亦將由

疾管署統籌管理，其亦應遵

循個資法規定保障人民隱

私。 
 第1次追加預算案  

行政院 

主管 

(十八) 

為了因應新冠肺炎，政府推出了多項紓困措施，期望

以「一兆救台灣」，其中包含原先提出的特別預算600 
億元、再加碼的特別預算1,500億元、移緩濟急與基金

再加碼共1,500億元，中央銀行、郵政儲金、各公股行

庫提供的貸款額度7,000億元，總金額高達1兆500億
元，為史上之最。鑑於預算規模極為龐大，且不受預

算法中收支平衡、不得相互流用等限制，考量我國國

債狀況及財政健全，爰要求相關單位預算執行應嚴守

有關特別預算奉總統 109 年 3 月

18 日華總一經字第 10910018561
號令公布，本會自 109 年 3 月起

執行，至 112 年 6 月執行完畢，均

按月公告於本會網站，並於 112 年

7 月 11 日 以 通 傳 主 字 第

11213011180 號函報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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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內 容 
財政紀律，並將執行情況定期公告於各網站，並函報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備查。 
(四十一) 有鑑於疫情期間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配合中央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指示，配合或採取之相關防疫措施，

例如電子圍籬系統、職業別及旅遊史註記、接觸史調

查等，疫情期間相關措施或有必要，然而亦應有充足 
適當配套，以確保民眾隱私權與個人資料保護能獲得

保障。 
爰請行政院要求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配合防

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時，針對相關措施，建立資安

管控機制、目的與手段之比例原則評估、民眾申訴管

道及必要之救濟補償作法，並建立相關措施退場機

制。且需注意民眾個人相關定位及隱私資料，應於解

除檢疫或隔離後一定時間儘速依個人資料保護法等

消除相關資料，非必要不得延後至疫情結束始刪除，

以確保民眾隱私與個人資料保護之程度得以完整回

復。 
另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為監測及防範疫情擴

散，目前已知採行之電子防疫措施至少包含下述種

類： 
1.透過配發手機之門號，進行居家檢疫者、居家隔離

者防疫作業。 
2.透過個人手機之門號，進行居家檢疫者、居家隔離

者防疫作業。 
3.透過電信業者提供相關手機定位資訊，追蹤防疫需

求之電信軌跡。 
4.透過健保卡可查詢旅遊與接觸史、特定職業標示。 

於疫情結束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針對第1.至
3.項措施，衛生福利部針對第4.項措施，就其取得之資

料項目、資料留存期限、持有者、預計退場時間，以

及決定退場時間之方式，於解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後1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同

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公開與電信業合作處理防

疫之相關契約內容。 
第1.至4.項措施所取得之資料項目應依個人資料

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予以刪除或取消連結，不應於

疫情結束為目的外之利用。請行政院資通安全處會同

國家發展委員會共同督導辦理情形。 

一、有鑑於指揮中心已於 112 年 5
月 1 日解散，疾管署為依本

項決議，向立法院財政委員

會提出書面報告，爰會同國

家發展委員會、數位發展部

資通安全署及本會，於 112 年

5 月 5 日以衛授疾字第

1121000387 號函送「因應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電子

防疫個資管理書面報告」予

立法院在案。 
二、前揭書面報告涉及本會依指

揮中心指示協助辦理防疫採

購部分，茲摘述說明如下： 
(一)防疫個資盤點與銷毀： 

1.指揮中心因應疫情變化調

整相關防疫政策，於 110 年

5 月 29 日 公 布 施 行

「COVID-19 防疫新生活

運動：實聯制措施指引」，

各機關對於實聯制蒐集之

個人資料僅可保存 28 天，

且應善盡資料安全維護義

務，採行適當之技術上及

組織上安全措施。 
2.本會於 110 年 6 月 11 日以

通 傳 平 臺 決 字 第

11041014060 號函，要求 5
家行動通信業者就簡訊實

聯制蒐集之個人資料僅保

存 28 天，屆期刪除，並將

相關刪除結果公布於網站

上

（ https://www.facebook.co
m/ncc.gov.tw/）。至於本會

協助指揮中心洽請電信事

業配合辦理電子圍籬部

分，本會係配合辦理案關

採購，其所蒐集資訊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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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內 容 
辦理採購案（招標、履約、

驗收及其他相關工作）資

料，該等資料並無涉及個

資與個人隱私，無所謂資

料保存期限或屆期應銷毀

之事宜。 
(二)稽核與抽查： 

1.有關簡訊實聯制所蒐集的

防疫個資部分，本會分別

於 110 年 7 月、10 月、12
月、111 年 3 月、5 月，共

5 次至五大電信事業機房

實施行政訪查，辦理個資

保護、資料刪除之稽核作

業，以要求落實保留 28 天

即刪除原則，並於 111 年 5
月 26 日將簡訊實聯制資料

全數刪除完畢。 
2.至於電子圍籬部分，其非屬

簡訊實聯制之其他防疫個

資，依據個資法規定，各資

料持有單位應於資料蒐集

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

滿時（如解除居家檢疫、政

府採購之履約管理、指揮

中心指示）刪除資料。各電

信業者端之電信既有資

料，應優先依電信相關法

規辦理。基此，電子圍籬系

統內儲存之資料，於管控

對象居家隔離/檢疫期滿即

由系統自動銷毀。又該等

資料若屬於電信系統端之

通信資料，應依據「電信事

業用戶查詢通信紀錄及帳

務紀錄作業辦法」第 4 條

第 2 項規定「通信紀錄及

帳務紀錄之保存期間自紀

錄發生時起算至少一年」

辦理。 
三、本會業於官方網站「 國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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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內 容 
訊傳播委員會因應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資訊專區」揭露

本會協助指揮中心辦理相關

防疫採購案契約。 
本會 

(一)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原編列2億1,905萬6千元，又於追

加預算案賡續編列1億5,907萬元，主要是辦理疫情防

治手機月租費、整備資料、發送防疫關懷示警簡訊、

對居家隔離與檢疫者持有之手機門號定位追蹤、偏遠

隔離檢疫所寬頻網路數據通訊費等作業，而疫情結束

後，防疫服務平台之處理，將由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認

定並通知各需用單位將防疫期間依該特定目的所蒐

集、留存之個人資料，應依個人資料保護法等規定刪

除，相關平台資料該如何處理，應提早規劃，以保障

當事人權益，爰要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1個月內

依個人資料保護法等規定就如何刪除因疫情所蒐集

個人資料，向立法院財政、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以保障個人隱私權益。 

本會業於 109 年 6 月 8 日以通傳

平臺字第 10941016710 號函送書

面報告在案，茲摘述內容如下： 
一、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

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 8
條第 3 項及個資法第 11 條第

3 項規定，疫情結束後，防疫

特定目的消失，保有前揭因

防疫必要所蒐集之資料者，

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

刪除、停止處理或利用該個

人資料。故在防疫工作結束

後，將由指揮中心認定並通

知執行防疫工作之特定目的

消失，有關機關防疫期間依

該特定目的有蒐集、留存相

關個人資料，亦應依前揭規

定刪除。 
二、電信事業協助有關機關防疫

作業，依有關機關需求指示，

利用或提供其原存於系統之

資訊（如電磁紀錄、用戶資訊

等），倘涉及用戶個人資料，

係依據個資法第 20 條第 1 項

但書第 2 款為增進公共利益

所必要、第 3 款為免除當事

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

上之危險、第 4 款為防止他

人權益之重大危害及第 7 款

有利於當事人權益等，或第 6
款經當事人同意（例如當事

人填寫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

疫通知書）等利用，並以最小

化原則處理，透過安全檔案

傳 送 協 定 （ Secret File 
TransferProtocol，SFTP）及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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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內 容 
定窗口加密傳送，確保民眾

個人隱私安全；又電信事業

作為我國關鍵基礎設施之

一，除必須遵守資通安全管

理法在內之各項規範，亦定

有用戶個人資料之處理流程

及特定目的消失之刪除機制

等 作 業 規 範 ， 並 取 得

ISO27001 、 ISO27011 或

BS10012 等資安、個資保護方

面之國際認證標準。 
三、俟疫情結束後，防疫特定目的

消失，電信事業因協助防疫

作業所保有之相關資料，應

依個資法第 11 條第 3 項前段

規定主動刪除，電信事業將

依循經國際標準認證之資訊

安全管理制度（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ISMS）規範及公司內部對於

個人資料刪除之標準作業流

程辦理；本會亦要求電信事

業協助有關機關防疫工作

時，應落實資料之傳遞、存取

過程應採加密方式辦理、嚴

守相關資通安全規範及指派

固定人員執行、管理相關資

料，並依指揮中心指示、完成

必要行政事項後，應配合刪

除或銷毀留存之前揭資料，

不得擅製備份或另作他用，

且應保留刪除、銷毀紀錄供

備查，本會將視情形不定期

訪查，以保障民眾個人隱私

安全。 
 第2次追加預算案  

行政院 

主管 

(十四) 

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

預算第2次追加預算案，經查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COVID19)疫情蔓延，行政院前於109年3月13日及

同年5月8日編列特別預算及其第1次追加預算，合計

2,100億元。惟截至109年6月部分部會特別預算執行率

本會業於 110 年 2 月 9 日以通傳

平臺字第 11041003030 號函送書

面報告在案，茲摘述內容如下： 
一、本會屬指揮中心任務編制下

「社區防疫組」及「資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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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內 容 
偏低，如教育部31%、財政部50%、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65%及衛生福利部67%67%，宜加速辦理，爰要求上

述部會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檢討及加

強預算執行之書面報告。 

之成員，依據指揮中心指示，

配合採購輔助居家隔離、居

家檢疫之電子圍籬平臺，並

辦理指揮中心暨授權機關向

電信事業請求就電信資料、

改善隔離處所之通訊品質等

事宜之採購作業，爰編列及

執行防疫預算。 
二、本會執行防疫預算包含「防疫

手機及平臺建置相關經費」、

「整備資料、居家隔離及檢

疫之定位追蹤及發送簡訊相

關經費」及「偏遠隔離檢疫所

網路改善相關經費」等，其中

「整備資料、居家隔離及檢

疫之定位追蹤及發送簡訊相

關經費」採購之工作內容除

對例行居家隔離、檢疫者之

定位、告警簡訊外，多屬任務

性質；疫情初期，國內多起不

明感染源本土案例，電信事

業面對有關機關交辦各種非

其既有電信服務範疇之疫調

作業，往往須加派人力、徵調

其他業務系統、資源協助，甚

至 24 小時加班完成有關機關

緊急交辦任務，一切以防疫

優先，較無人力處理採購、議

約事宜，自 109 年 5 月起國

內疫情逐漸趨緩，各業者始

與本會協商相關合約事宜；

又本案係就電信事業提供防

疫之電信服務，以實作數按

月分期結算，而疫情期間各

防疫部門需求多樣，涉及資

料龐雜且常跨電信業者多部

門，彙整資料較費時，亦影響

後續核銷作業時程。 
三、如前述，該項目初期執行在於

採購議約時程及核銷請款時

程費時較久；為此，本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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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內 容 
各電信事業整合相關系統，

並建立彙整資料及請款之標

準作業流程，以及各電信事

業專案負責窗口每月定期與

本會保持密切聯繫，以確實

掌握進度等。隨我國 109 年

下半年度疫情趨於緩和，各

電信事業核銷、請款流程逐

漸達成本會預算編列之規

劃，該相關預算執行率亦漸

入佳境，截至 109 年 12 月，

該項目累計分配數之執行率

為 83.13%，本會全部防疫預

算累計分配數之執行率則達

87.81%，整體執行率在電信

事業戮力配合下，已有顯著

提升。 
(十五)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資料，截至109年6月底，中

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

算歲出2,100億元，累計分配數為1,140.72億元，累計

執行數為965.04億元含預付數439.43億元))，分占預算

數、累計分配數之46%、85%。然經查中央政府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整體執行率

雖超過八成，但部分部會預算之執行率仍未達七成

（例如：教育部僅執行31%、財政部50%、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65%及衛生福利部67%），實應改進加速執行

辦理各類措施與方案，俾達編列紓困預算之目的及效

益。 

同行政院主管（十四）辦理情形。 

(二十八) 為因應COVID19疫情影響，我國通過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迄今共編列4,200億元

運用於防疫及紓困，並針對受影響之人民、產業振興

我國後疫情時代經濟所用。基於以上需求，政府也使

用相關預算購入所需之機器設備，建置因應防治疫情

及提振經濟的系統、軟體等等。考量若未來本次疫情

趨緩，相關軟硬體設備是否有持續沿用或轉作其他用

途之規劃，使資源妥善運用。爰此，行政院所屬相關

部會應盤點相關因應疫情及紓困振興所購入及建置

之軟硬體設備，說明後續規劃並於2個月內提出書面

報告予立法院財政委員會。 

本會業於 110 年 1 月 6 日以通傳

秘字第 10910031250 號函送書面

報告在案，茲摘述內容如下：查本

會辦理防疫服務平臺之建置係為

協助指揮中心對居家隔離及居家

檢疫者之管理；俟防疫工作結束

後，將由指揮中心認定並通知執

行防疫工作之特定目的消失，各

需用單位於防疫期間依該特定目

的而有蒐集、留存個人資料者，自

應依相關規定刪除；另案內因應

疫情採購之防疫服務平臺及門號

與手機均屬疾管署所有，俟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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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內 容 
結束後，包含防疫服務平臺及門

號與手機均由疾管署統籌管理，

並依個資法規定保障人民隱私。 

本會 

(一) 

109至110年度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項下「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防治」中「手機門號軌跡追蹤」編列4,036萬
元，本項預算有涉及侵犯人權及隱私權疑慮，根據以

色列總理納坦雅胡在109年3月14日記者會中揭露台

灣使用手機追蹤技術來對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納

坦雅胡並宣稱運用手機數據執行隔離此技術在台灣

測試極為成功，也指出台灣的做法，不能成為其他國

家的榜樣，對此行政院至今仍未說明清楚。 
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說明該平台運作及資料

彙整方式為何何時開始運作同時彙整資料筆數為多

少近14日內彙整資料筆數為何本項手機監控作業之

法律依據為何？受監督機制為何退場時機為何是否

需要進行法律補正作業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1個
月內提出書面報告送交立法院財政、交通委員會。 

本會業於 109 年 12 月 1 日以通傳

平臺字第 10941034360 號函送書

面報告在案，茲摘述內容如下： 
一、防疫服務平臺（電子圍籬）係

利用居家隔離、檢疫者於入

境及相關疫調系統填寫之資

訊（電話號碼、住居所等），

設定範圍及定位管控，透過

手機與附近數個基地臺間信

號傳遞資訊如所在之基地臺

位置、傳遞時間、發射信號強

度與角度等，估算出當事人

可能位置；倘當事人擅離開

設定範圍，將自動發送簡訊

通知指揮中心指定之警、衛、

民政人員及當事人手機，以

利必要之關懷處置。 
二、依據指揮中心 109 年 1 月 28

日召開「大數據防疫研商會

議」決議，為達成管制疫情目

的必須整合政府部門及民間

電信業者電信訊號和資訊以

利進行居家檢疫及居家隔離

民眾之管理，符合傳染病防

治法第 48 條和第 58 條的授

權，也符合個資法相關規定；

另依指揮中心 109 年 2 月 19
日「研商居家隔離及檢疫者

以自有手機進行定位監測措

施」會議決議，將受管理對象

手機予以定位之利用行為，

乃電信業者依個資法第 20 條

第 1 項第 2 款但書規定，為

增進公共利益所必要之利用

依據；再參照 109 年 4 月 9 日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聽

取「政府以資訊國安為由採

用電子監控系統並追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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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內 容 
機，是否侵犯自由人權與侵

害隱私？應如何確立合理明

確的法律界限？」專案報告

乙案，針對防疫服務平臺採

電子監控系統、追蹤手機之

方式，法務部亦說明「我國指

揮中心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48
條第 1 項及第 58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採取居家隔離及居

家檢疫措施，並運用電子圍

籬智慧監控系統為執行方法

之一，係為維護全體國民之

生命權，符合憲法第 23 條規

定，為避免緊急危難，而對於

受隔離或檢疫者之自由權及

隱私權予以限制，且未逾比

例原則。」應可作為防疫服務

平臺符合現行法制之依據。 
三、防疫服務平臺實施情形及監

督管理機制： 
(一)防疫服務平臺自 109 年 2 月

28 日起，迄今(109 年 12 月)
持續運作；鑒於國際疫情未

止，相關管控措施仍有持續

執行必要，未來防疫服務平

臺之運作仍須視疫情發展而

定，就疾管署統計資料，於

109 年 11 月 14 日當日居家隔

離 159 人、居家檢疫 19,425
人，以及自 11 月 1 日至 14 日

累積居家隔離 318 人、累積

居家檢疫 34,751 人。 
(二)防疫服務平臺所管控之居家

隔離及居家檢疫者係由疾管

署認定，受居家隔離、檢疫者

倘認權益受損，依規定係向

疾管署及相關單位提出救

濟，並由相關權責單位對此

進行監督管理。 
(三)俟防疫工作結束後，防疫服

務平臺應依個資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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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內 容 
停止系統運作及資訊串接，

依指揮中心指示銷毀疫情期

間所整合及蒐集之資訊；因

應疫情採購之平臺及相關手

機均屬疾管署所有，俟疫情

結束後，包含防疫服務平臺

及手機亦將由疾管署統籌管

理，其亦應依個資法規定保

障人民隱私。 
(二) 109至110年度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項下「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防治」中「獎補助費」之「新增酌予補助廣

電業者協助播放防疫訊息之直接人力成本」，編列

9,909萬3千元，本項預算所補助播放防疫訊息之對象，

包含無線、衛星電視頻道業者221個頻道，以及補助無

線廣播電台175家。因我國目前網路普及，再加上新媒

體的興起，補助大量舊媒體，傳播成效令人質疑，並

且我國國人習慣觀看之頻道並無221個之多，如此補

助大量之頻道播放防疫訊息實有亂槍打鳥，爰請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向立法院財政、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

報告。 

本會業於 109 年 11 月 26 日以通

傳內容字第 10948036620 號函送

書面報告在案，茲摘述內容如下： 
一、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

廣播電視事業營收驟減，產

生營運困境，惟仍配合政府

政策積極協助播送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防疫訊息，並依

徵用時段排播，致需新增僱

用人力或額外支付予現有人

力加班費用，營運困境擴大。 
二、考量前述排播人力成本確屬

新增成本，因無法完全透過

增加播出之廣告秒數獲得補

貼，且徵用期間甚長，爰依據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

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 9 條第

3 項之規定，訂定本會對廣播

電視事業協助播送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防疫訊息所受影

響補貼辦法，酌予現金補貼，

補貼期間追溯自指揮中心指

定播送日起。 
三、補貼額度： 
(一)民營無線廣播事業：每事業

每月新臺幣三千元。 
(二)民營無線電視事業：每頻道

每月新臺幣二萬四千元。 
(三)民營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

業：每頻道每月新臺幣二萬

四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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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內 容 
(三) 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

預算第2次追加預算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編列

9,909萬3千元，新增酌予補助廣電業者協助播放防疫

訊息之直接人力成本，惟各廣電業者資本額、營收等

經營規模不同，齊頭式補助方式是否合理，預估之效

益為何未列明，爰要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1個月

內將書面報告送交立法院財政、交通委員會。 

本會業於 109 年 12 月 3 日以通傳

內容字第 10948037490 號函送書

面報告在案，茲摘述內容如下： 
一、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

廣播電視事業營收驟減，產

生營運困境，惟仍配合政府

政策積極協助播送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防疫訊息，並依

徵用時段排播，致需新增僱

用人力或額外支付予現有人

力加班費用，營運困境擴大。 
二、考量前述排播人力成本確屬

新增成本，因無法完全透過

增加播出之廣告秒數獲得補

貼，且徵用期間甚長，爰依據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

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 9 條第

3 項之規定，訂定本會對廣播

電視事業協助播送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防疫訊息所受影

響補貼辦法，酌予現金補貼，

補貼期間追溯自指揮中心指

定播送日起。 
三、補貼額度： 
(一)民營無線廣播事業：每事業

每月新臺幣三千元。 
(二)民營無線電視事業：每頻道

每月新臺幣二萬四千元。 
(三)民營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

業：每頻道每月新臺幣二萬

四千元。 
(四) 有鑑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第2次追加預算

案，新增9,909萬3千元酌予補助無線、衛星電視頻道

業者及無線廣播電臺，協助播放防疫訊息之相關人力

成本。然而，查當前於網際網路及相關新媒體匯流盛

行之現實，亦當該對所屬人員發有防疫訊息協助播放

及宣傳等人力成本補助，而非囿於補助僅限於傳統訊

息通路，爰要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1個月內向立

法院財政、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本會業於 109 年 12 月 3 日以通傳

內容字第 10948037540 號函送書

面報告在案，茲摘述內容如下： 
一、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

廣播電視事業營收驟減，產

生營運困境，惟仍配合政府

政策積極協助播送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防疫訊息，並依

徵用時段排播，致需新增僱

用人力或額外支付予現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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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內 容 
力加班費用，營運困境擴大。 

二、考量前述排播人力成本確屬

新增成本，因無法完全透過

增加播出之廣告秒數獲得補

貼，且徵用期間甚長，爰依據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

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 9 條第

3 項之規定，訂定本會對廣播

電視事業協助播送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防疫訊息所受影

響補貼辦法，酌予現金補貼，

補貼期間追溯自指揮中心指

定播送日起。 
三、補貼額度： 
(一)民營無線廣播事業：每事業

每月新臺幣三千元。 
(二)民營無線電視事業：每頻道

每月新臺幣二萬四千元。 
(三)民營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

業：每頻道每月新臺幣二萬

四千元。 
(五) 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

預算第2次追加預算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追加2億
0,713萬7千元，包括對居家隔離、檢疫者持有之專用

手機門號定位追蹤等費用，其中「電子圍籬智慧追蹤

系統」，係透過基地台偵測居家檢疫者、隔離者之手

機訊號進行電子監控，外界憂心有侵犯個人隱私權之

疑慮，爰要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疫情結束後，依

個人資料保護法及相關規定妥適處理防疫服務平臺

個人資料，並向立法院財政、交通委員會提出報告，

以保障當事人權益。 

本會業於 112 年 5 月 23 日以通傳

平臺字第 11241011650 號函送書

面報告在案，茲摘述內容如下： 
一、本會係屬指揮中心任務編制

下「社區防疫組」及「資訊組」

之成員，依據指揮中心指示，

配合辦理電子圍籬相關平臺

資訊服務採購作業，所蒐集

資訊無涉個資與個人隱私，

爰無資料保存期限或屆期應

銷毀之事宜。 
二、指揮中心為要求防疫機關落

實防疫個資管理作業，於 111
年 8 月 3 日函文中央各部會

及地方政府「防疫個人資料

稽核指引」，從稽核面向切

入，定義指揮中心、主管機

關、各機關負責範疇。除上述

稽核指引外，防疫機關針對

防疫個資亦應遵循個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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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內 容 
資通安全管理法、文書處理

手冊（文書保密）、「COVID-
19（武漢肺炎）」防疫新生活

運動：實聯制措施指引（已於

112 年 4 月 13 日廢止）。 
三、有關電子圍籬部分之防疫個

資，依據個資法規定，各資料

持有單位應於資料蒐集之特

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

（如解除居家檢疫、政府採

購之履約管理、指揮中心指

示）刪除資料；至於各電信業

者端之電信既有資料，應優

先依電信相關法規辦理。基

此，電子圍籬系統內儲存之

資料，於管控對象居家隔離/
檢疫期滿即由系統自動銷

毀。又該等資料若屬於電信

系統端之通信資料，仍應依

據「電信事業用戶查詢通信

紀錄及帳務紀錄作業辦法」

第 4 條第 2 項規定「通信紀

錄及帳務紀錄之保存期間自

紀錄發生時起算至少一年」

辦理。 
四、另因指揮中心於 112 年 5 月 1

日解編，為落實執行個人資

料保護事項，並兼顧民眾資

訊隱私權之保障，本會依個

資法第 22 條規定，於 5 月份

辦理 5 場實地訪查，稽核 5 家

行動通信業者配合指揮中心

辦理電子防疫（電子圍籬疫

情防治之電信事業資訊服

務）之個人資料保護、資料刪

除情形，經稽核確認 5 家行

動通信業者已將相關資料全

數刪除完畢。 
(六)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疫情防治手機月租費及防疫服

務平臺維運費」預算編列1,551萬6千元。此次中央政

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第2

本會業於 109 年 12 月 3 日以通傳

秘字第 10910027230 號函送書面

報告在案，茲摘述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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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內 容 
次追加預算案，全數舉債，目前疫情因為各國積極防

禦，並研發疫苗略有進展，疫情尚屬可控狀態，對於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編列疫情防治手機月租費及平

台維運費等預算內容未詳細說明，以及如何判斷疫情

作出預算編列，皆未敘明評估原因，基於為民把關考

量，爰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向立法院財政、交通委

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一、本會編列防治手機月租費及

防疫服務平臺維運費合計

1,551 萬 6 千元(第 2 次追加

預算)，其分項單價及金額如

下： 
(一)疫情防治 4G 門號月租費：

110 年 1~6 月 4G 門號 3,700
門，每門月租費 299 元，共 6
個月，合計 663 萬 6 千元。 

(二)防疫服務平臺維運費：110 年

1~6 月服務平臺系統代管代

維費用每月 148 萬元，共 6 個

月，合計 888 萬元。 
二、依疾管署 109 年 7 月 24 日告

知，現有居家隔離及居家檢

疫作業分別由衛政及民政單

位負責，且涉及多達 736 個

以上管理單位，各單位必須

備有基本數量之防疫門號(手
機)，以利因應發送隨時可能

增加的受管制者，復以邊境

管制鬆綁，逐步開放外籍人

士入境，居家隔離及居家檢

疫管理人數預期將大幅增

加。為因應秋冬疫情可能再

度爆發，以疫情防治專用門

號及服務平臺輔助追蹤關懷

機制配合居家隔離及居家檢

疫作業仍有維持運作之必

要。 
(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整備資料、發送防疫簡訊及辦理

居家隔離、居家檢疫者持有之疫情防治手機及自有手

機門號定位追蹤等所需經費7,540萬8千元。此次中央

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

第2次追加預算案，全數舉債，目前疫情因為各國積極

防禦，並研發疫苗略有進展，疫情尚屬可控狀態，對

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編列疫情防治手機、發送簡

訊、門號追蹤等預算內容未詳細說明，以及如何判斷

疫情作出預算編列，皆未敘明評估原因，基於為民把

關考量，爰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向立法院財政、交

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本會業於 109 年 12 月 8 日以通傳

平臺字第 10941035030 號函送書

面報告在案，茲摘述內容如下： 
一、本會編列之「防疫手機及平臺

建置相關經費」預算中，防疫

手機係配合疾管署需求採

購，目前已採購 3,300 餘支；

據疾管署表示，現有居家隔

離及居家檢疫作業分別由衛

政及民政單位負責，且涉及

多達 736 個以上管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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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內 容 
各單位必須備有基本數量之

防疫門號（手機），以利因應

發送隨時可能增加的受管制

者；復考量邊境管制鬆綁，逐

步開放外籍人士入境，居家

隔離及居家檢疫管理人數預

期將大幅增加，且回收之手

機均須經完整消毒程序始能

再使用，前揭採購數量實屬

維持整體電子圍籬機制運作

之必要。 
二、本會編列之「整備資料、居家

隔離及檢疫之定位追蹤及發

送簡訊相關經費」預算，係就

電信事業依指揮中心指示發

送簡訊、查詢電信資料及定

位之費用，以實作數計價，實

際執行數額隨疫情發展、政

策調整有變化，較難有精準

之事前預估方式，本會於疫

情初期係先請電信事業配合

防疫工作辦理，並按其提供

電信服務之性質大致編列預

算，後觀察其執行一段時間

數量，推估整體期間總數，並

依現行電信服務費用之基

礎，以折扣或量大價低方式

與電信事業議價、締約；考量

電信事業承作本案須 24 小時

配合指揮中心需求，於疫情

嚴峻時甚至須加派人力、徵

調其他業務系統、資源協助，

提供防疫之電信服務成本應

較其一般日常電信服務高，

其願配合以較優惠價格承作

本案已蘊含其盡企業社會責

任之精神。 
三、本會於 109 年全年（特別預算

及第 1 次追加預算，預估執

行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編

列之整備資料、居家隔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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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內 容 
檢疫之定位追蹤及發送簡訊

相關經費共 2 億 3,540 萬 8 千

元，截至 109 年 11 月之預算

分配數之執行率為 84.97%，

考量疫情發展之不確定性，

應無浮編情形；且本會編列

相關預算時，均會考量未來

疫情發展可能予滾動式調

整，例如本會於特別預算第 2
次追加預算之「整備資料、居

家隔離及檢疫之定位追蹤及

發送簡訊相關經費」（預估於

110 年 1 月 1 日執行至 6 月

30 日）即考量我國疫情趨緩

較無大量疫調需求，係以輔

助每日居家隔離、居家檢疫

費用為主要導向，僅編列

7,340 萬 8 千元；經指揮中心

近期實際統計，目前國外疫

情尚非緩和且目前我國每日

均仍有萬餘人受居家隔離、

檢疫之管控，相關經費實為

守護國人健康安全之必須，

尚屬必要支出範疇。 
(八)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偏遠之隔離檢疫所寬頻網路

數據通訊費」預算編列1,712萬元。此次中央政府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第2次追加

預算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偏遠之隔離檢疫所寬頻

網路數據通訊費，預算內容未明列有那些地區，那些

隔離檢疫所使用，目前外界寬頻網路租金收費均有細

目說明，遺憾此次預算編列未明確說明預算運用內

容，基於為民把關、看緊荷包之意旨，爰請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向立法院財政、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

告。 

本會業於 109 年 12 月 8 日以通傳

北字第 10950064800 號函送書面

報告在案，茲摘述內容如下： 
一、本會配合指揮中心之規劃，指

定全臺 8 個偏遠隔離收容場

所，因地屬偏遠，行動通訊品

質不良，為應防疫管理需求

（如：簡訊通知、緊急救護及

手機 APP），需要請電信業者

緊急設置行動寬頻基地臺改

善行動通訊品質，該經費包

含行動寬頻網路基地臺的設

置安裝及數據電路租金等。 
二、有關預算未明列之說明如下： 
(一)預算內容未明列有那些地

區：配合指揮中心之規劃，指

定全臺 8 個偏遠隔離收容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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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內 容 
所，因地屬偏遠，行動通訊品

質不良，地點涵蓋東部、北部

及中部等地區。 
(二)那些隔離檢疫所使用：基地

臺設置地點係配合指揮中心

之整體規劃，目前隔離檢疫

所位置屬機密，其資訊建請

由指揮中心提供。 
(三)目前外界寬頻網路租金收費

均有細目說明，本次預算未

明確說明預算運用內容：寬

頻網路數據通訊費係含行動

寬頻網路基地臺之設置、使

用及其寬頻網路使用等費

用，並指定由中華電信股份

有限公司配合建置提供（因

該公司於偏遠地區寬頻涵蓋

較為普及，較能及時配合指

揮中心要求之建置時程提

供）；租金部分亦參考該公司

出租寬頻基地臺個案租金報

價，本會並依規定辦理議價，

採單價決標，以實作數結算，

9 萬 4,584 元（8 臺/日）×181
日共計 1,712 萬元。 

(九)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新增「酌予補助廣電業者協助播

放防疫訊息之直接人力成本」9,909萬3千元。此次中

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

算第2次追加預算案編列2,100億元，全數以舉債支應。

預算編列宜更加審慎為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此筆

新增補助廣電業者協助播放防疫訊息之直接人力成

本，預算未詳細說明經費流向何方，那些業者，如何

與播放防疫訊息項目搭配動支？由於預算全數舉債，

政府花的每一毛錢，都出自人民辛苦納稅錢。政府防

疫固然要超前部署，但舉債振興，不可不慎，爰請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向立法院財政、交通委員會提出書

面報告。 

本會業於 109 年 12 月 3 日以通傳

內容字第 10948037990 號函送書

面報告在案，茲摘述內容如下： 
一、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

廣播電視事業營收驟減，產

生營運困境，惟仍配合政府

政策積極協助播送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防疫訊息，並依

徵用時段排播，致需新增僱

用人力或額外支付予現有人

力加班費用，營運困境擴大。 
二、考量前述排播人力成本確屬

新增成本，因無法完全透過

增加播出之廣告秒數獲得補

貼，且徵用期間甚長，爰依據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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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內 容 
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 9 條第

3 項之規定，訂定本會對廣播

電視事業協助播送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防疫訊息所受影

響補貼辦法，酌予現金補貼，

補貼期間追溯自指揮中心指

定播送日起。 
三、補貼額度： 
(一)民營無線廣播事業：每事業

每月新臺幣三千元。 
(二)民營無線電視事業：每頻道

每月新臺幣二萬四千元。 
(三)民營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

業：每頻道每月新臺幣二萬

四千元。 
 第3次追加預算案  

行政院 

主管 

(八) 

疫情進入第三級警戒，政府要求進出公共場所採實聯

制以了解民眾行蹤，有些地方採用政府設計的1922簡
訊，有些則是填寫商場自行製作的表單系統，不管何

種方式，民眾勢必都面臨犧牲隱私的選擇。在英國曾

發生民眾發現自己收到不知名的廣告郵件，最後發現

是某家提供QRCode實聯制服務的廠商，將個資資料

提供給其他企業去發送廣告。台灣雖然未有個資保護

機關，但仍有其他的獨立機關可進行監督，如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能針對電信業者進行監督。為保障民

眾個資隱私，爰要求行政院應詳述我國實聯制政策，

當民眾將資料給予店家或政府時，除了防疫之外，能

否再運用於其他用途，若允許某些例外，這些例外又

是依照什麼程序授權等，以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對

於電信業者之相關監督措施為何。 

一、簡訊實聯制相關資料係供疫

情調查使用，由地方主管機

關於有疫情調查需求時，向

指揮中心申請調閱，經審核

通過後將調閱資料回復地方

主管機關，除此之外，並未提

供其他機關申請使用。 
二、指揮中心因應疫情變化調整

相關防疫政策，於 110 年 5 月

29 日公布施行「COVID-19 防

疫新生活運動：實聯制措施

指引」，各機關對於實聯制蒐

集之個人資料僅可保存 28
天，且應善盡資料安全維護

義務，採行適當之技術上及

組織上安全措施。 
三、本會於 110 年 6 月 11 日以通

傳平臺決字第 11041014060
號函，要求 5 家行動通信業

者就簡訊實聯制蒐集之個人

資料僅保存 28 天，屆期刪除，

並將相關刪除結果公布於網

站 上

（ https://www.facebook.com/
nc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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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內 容 
四、有關簡訊實聯制所蒐集的防

疫個資部分，通傳會分別於

110 年 7 月、10 月、12 月、

111 年 3 月、5 月，共 5 次至

五大電信事業機房實施行政

訪查，辦理個資保護、資料刪

除之稽核作業，以要求落實

保留 28 天即刪除原則，並於

111 年 5 月 26 日將簡訊實聯

制資料全數刪除完畢。 
五、因應指揮中心自 112 年 5 月 1

日起解編，爰本會依個資法

第 22 條規定，已於 5 月份完

成至 5 大電信稽核各公司配

合指揮中心辦理電子防疫

（1922）之個人資料保護、資

料刪除情形，落實執行上開

個人資料保護事項，以兼顧

民眾資訊隱私權之保障。 
(九十四) 鑑於近日多名電視台主播、記者、攝影師確診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甚至已有兩名記者染疫身亡，顯示媒

體從業人員之染疫風險極高；且民眾高度依賴新聞報

導以接收政府防疫政策等消息，政府也需新聞媒體廣

泛宣導最新政策，顯見新聞是政府及人民之間的重要

媒介。爰此，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文化部、衛生

福利部儘速研議將第一線需外出採訪的媒體記者、攝

影、工程人員等列入優先接種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

苗名單，以保障相關從業人員及其接觸者的健康。 

本案業依指揮中心指示事項配合

辦理。 

(九十五)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編列業務費13億7,536萬元及獎補助費6,919萬2千元，

其中「偏遠之隔離檢疫所寬頻網路數據通訊費」編列

3,452萬4千元，僅以8處為目標值，明顯不足，除檢疫

所外，偏遠地區尚有線上學習、紓困申請、遠距醫療

等急迫需求，需強化網路通訊基礎設施之建設，爰請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與原住民族委員會共同盤點網

路通訊需改善地區，整合原有之相關業務預算及本次

紓困追加之預算，提升偏鄉、原鄉之網路基礎設施建

置、提升網速及頻寬。 

一、有關「偏遠之隔離檢疫所寬頻

網路數據通訊費」預算係配

合指揮中心成立之疫情隔離

檢疫所，提供行動寬頻網路

服務所需，本案於 109 年 1 月

30 日啟動至 111 年 6 月 30 日

結束，依指揮中心規劃指定

全臺 8 個偏遠隔離收容場所，

已完成 8 處寛頻網路設置，

依指揮中心需求啟用 7 處。 
二、另提升偏鄉、原鄉之網路基礎

設施建置、提升網速及頻寬

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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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內 容 
(一)本會「普及偏鄉寬頻接取環

境計畫」及「補助業者於偏鄉

地區建置行動寬頻基地臺計

畫」，已於 110 年 8 月 4 日與

原民會召開跨部會協調會

議，相關會議結論：請原民會

確認調查格式後，本會重新

調查 743 原鄉部落固網及行

網現況涵蓋情形。 
(二)本會於 110 年 9 月 3 日函文

相關電信業者，於 10 月 22 日

前回復 743 原鄉部落固網及

行網現況涵蓋情形。 
(三)後續依調查情形，請電信業

者持續提升偏鄉、原鄉之網

路基礎設施建置、提升網速

及頻寬。 
(四)有關前揭「普及偏鄉寬頻接

取環境計畫」及「補助業者於

偏鄉地區建置行動寬頻基地

臺計畫」，業已移由數位發展

部辦理。 
(一八二)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嚴峻，全國進入防疫三

級警戒，行政院宣布自110年5月19日起延長至6月28
日全國學校停止上課，學生透過遠距教學在家中學

習。據108、109年相關問卷調查，偏鄉孩子15.7%家中

無網路、32.0%家中沒有電腦和平板，雖然超過半數的

都會孩子家中有3台以上電腦和平板，但在都會區或

非都市非偏鄉地區，仍有孩子因家境因素而家中無網

路、無電腦平板，110年疫情較109年嚴重而在家遠距

上課時間延長，使數位學習資源的貧富差距更為加

劇，不利於全體學生線上學習和數位閱讀的受教權。

如何解決學生因家境困難、家中設備不足而造成學習

進度落後情況，政府應挹注相關資源支應；爰要求行

政院、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針對偏遠、原住民族、離島地區、家庭環境困苦

家庭，申辦家中網際網路或無線網路、及添購電腦平

板載具，協助學生得以防疫線上學習，減少數位落差。 

因疫情帶動居家上網需求，除請

電信事業加強服務品質外，亦配

合教育部請電信事業提供經濟弱

勢學生行動上網優惠方案： 
一、 確保固網行網寬頻服務品

質：受疫情影響，企業與學校

啟動在家上班上課，帶動居

家上網需求，為保障消費者

對網路品質要求，每周密集

通知電信事業加強注意寬頻

連網速度及品質穩定度，並

即時採取相關擴容及疏通行

動。 
二、 配合教育部提供經濟弱勢學

生行動上網：教育部計 2 次

（109 年 3 月 6 日、110 年 5
月 19 日）請本會協調電信事

業協助居家線上學習提供學

生短期行動上網預付卡，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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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內 容 
助弱勢學生居家線上學習使

用。經協調電信事業同意配

合免費提供教育部短期 15 天

計日型 4G 門號共 8 萬 4,000
門及效期 45 天之預付卡 9 萬

8,000 門，予經濟弱勢學生停

班課期間居家線上學習使

用。 
(一八五) 行政院應公開因應疫情及防疫需要所建置之各種系

統及資料庫等資訊，以保障民眾知的權利。紓困預算

中編列之「防疫服務平台」、「實聯制」、「防疫資

訊系統」、「個案查找系統」等多個資訊系統，皆涉

及民眾個人資料的運用、處理及儲存，政府應向大眾

說明這些系統之用途、資料蒐集、運用原則以及個資

保護之監督機制，並定期公布相關數據使用情況及統

計，以保障民眾知的權利。 

一、簡訊實聯制相關資料係供疫

情調查使用，由地方主管機

關於有疫情調查需求時，向

指揮中心申請調閱，經審核

通過後將調閱資料回復地方

主管機關，除此之外，並未提

供其他機關申請使用。 
二、指揮中心因應疫情變化調整

相關防疫政策，於 110 年 5 月

29 日公布施行「COVID-19 防

疫新生活運動：實聯制措施

指引」，各機關對於實聯制蒐

集之個人資料僅可保存 28
天，且應善盡資料安全維護

義務，採行適當之技術上及

組織上安全措施。 
三、本會於 110 年 6 月 11 日以通

傳平臺決字第 11041014060
號函，要求 5 家行動通信業

者就簡訊實聯制蒐集之個人

資料僅保存 28 天，屆期刪除，

並將相關刪除結果公布於網

站 上

（ https://www.facebook.com/
ncc.gov.tw/）。 

(二○四) 實聯制資料管理，行政院應建立明確的監督機制。疫

情三級警戒，政府推廣實聯制，民眾出入各商家、小

吃店都被要求實聯制，不論是使用手機回傳1922或紙

本抄寫，雖基於防疫目的所蒐集的個資，實務上確見

警察抓小偷或其他目的所使用，更有民眾表示收到很

多廣告訊息，疑似資料遭到盜賣。行政院應積極建立

資料調閱管理機制，並建立可靠監督機制，即便資料

如中央聲稱是保留在電信業者，也應有公開透明的監

依據法務部 110 年 9 月 1 日法檢

字第 1104521780 號函釋，有關通

訊保障及監察法調閱 1922 簡訊實

聯制資料所涉疑義，說明如次： 
一、1922 實聯制簡訊資料，係指

揮中心為防疫所需降低實體

實聯制接觸風險，由政府編

列特別預算委由提供行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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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內 容 
督過程，另外針對盜買民眾個資者，政府也應積極查

緝並嚴懲，以確保民眾在配合政府防疫措施的同時，

資料安全能受保障。 

信服務之電信事業提供技

術，使民眾得於進入實聯制

場所時，利用便利之簡訊傳

輸技術，協助紀錄進入場所

之時間及商家代碼資訊，並

發送至「1922」特殊服務碼代

為儲存，相關資料僅供指揮

中心於符合防疫之特定目的

內利用，其性質應屬單純之

資料提供，未含有傳送方與

接收方間之觀念溝通或意思

表示，與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以下簡稱通保法）所指之

「通訊」，性質尚有不同。又

1922 簡訊實聯制之系統、資

料庫等，如與電信公司一般

通信紀錄之系統或儲存資料

庫已切割區分，且其儲存期

間僅 28 天，與一般通信紀錄

保存 6 個月更屬有間。是上

述 1922 簡訊實聯制資料已非

屬通保法第 3 條之 1 所指之

「通信紀錄」，電信公司如未

提供 1922 簡訊實聯制相關紀

錄及內容予執法機關，尚難

認為有違反通保法之規定。 
二、本會旋於 110 年 9 月 11 日以

通 傳 平 臺 決 字 第

11000588140 號函轉法務部

前揭函釋，請五大電信業者

配合於有關機關依通保法調

取通信紀錄時，主動排除

「1922 簡訊實聯制」相關紀

錄後提供。 
(二○六)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43條規定，各級政府編列之災害防

救經費如有不敷支應所需時，應視需要情形調整當年

度收支移緩濟急。其辦理順序依該法施行細則第19條
第1項規定，應先由各機關原列與災害應變措施及災

後復原重建等相關科目經費支應、再由各機關在原列

預算範圍內檢討調整支應、其後由行政院或直轄市、

縣（市）政府視需要情形在總預算機關間調整支應。

本會業於 110 年 7 月 30 日以通傳

主字第 11000433160 號函送書面

報告在案，茲摘述內容如下：本會

檢討 110 年度預算因疫情影響撙

節經費共計 127 萬 1 千元，本會

將隨疫情發展，秉積極辦理之原

則，推動各項業務，切實控管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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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內 容 
有鑑於國內疫情嚴峻，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第3次追加預算案編列緊

迫，各機關雖未及依災害防救法規定調整年度預算移

緩濟急支應，然因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第3次追加預算案編列2,600億
元，連同前3次特別預算總計近6,800億元，卻僅補助

地方政府經費359億1,413萬2千元。茲為減少政府財政

負擔，行政院主計總處應確實訂定各機關檢討110年
度預算因疫情影響而無法執行的計畫、研討會、活動、

促銷、展覽等項目，以及國內外旅費及其他與疫情未

必相關之支出，予以凍結，不得動支。各機關更應明

訂相關撙節措施，並將各機關撙節經費之成果於1個
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及相關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審計

機關亦應將前揭事項列入必要查核項目並依審計法

第21條規定辦理。 

之執行，並本撙節原則支用經費。 

本會 

(一)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第3次追加預算案編列預

算14億4,455萬2千元，做為疫情防治手機月租費及防

疫服務平台維運費所用。政府一再強調防疫的實聯資

訊僅會做為防疫用途，不會任意使用，然根據卻有新

聞顯示警方透過實聯制的機制與監視器逮捕竊賊。建

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建議衛生福利部針對實聯簡

訊一定要嚴守防疫簡訊僅做防疫使用的目的，不得逾

越民眾授權範圍使用該資訊。 

一、本會業於 110 年 6 月 20 日發

布即時澄清新聞稿，簡訊實

聯制僅供防疫目的使用，政

府未曾違反承諾，茲摘述內

容如次： 
(一)1922「簡訊實聯制」資料依指

揮中心指示，僅供防疫用途，

係由指揮中心向五大電信業

者取得相關資料，刑事警察

局未曾向指揮中心調閱，而

各電信業者除提供指揮中心

作疫調外，未曾提供 1922 資

料予其他任何單位，政府未

曾違反所作承諾。 
(二)刑事警察局為犯罪偵防，依

據通保法規定，向法官申請

通訊監察書，經法官同意後，

於其通訊監察系統進行監

察，檢警單位可聽到或看到

受監察人之所有通訊內容，

包含受監察人發送給 1922 簡

訊內容，此通訊監察系統是

依通保法第 14 條規定而設

置；至於簡訊實聯制所蒐集

資料，係指揮中心為辦理疫

調所設置，兩者是各依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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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內 容 
法規設立之獨立系統，其蒐

集目的及範圍亦不相同。 
二、本會業於 110 年 9 月 11 日以

通 傳 平 臺 決 字 第

11000588140 號函轉法務部

110 年 9 月 1 日法檢字第

1104521780 號函釋，請五大

電信業者配合於有關機關依

通保法調取通信紀錄時，主

動排除「1922 簡訊實聯制」

相關紀錄後提供。 
(二) 有鑑於近日媒體業從業人員於過世後發現確診之案

件，為確保媒體從業人員之工作健康與安全，爰建請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主動介入，指派專家針對媒

體業的防疫措施做出具體指引，並於發生確診個案後

派員進駐瞭解公司有無落實SOP。同時，建請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會同勞動部等相關單位，要求事業單位

公開疫情相關資訊，包括成立應變小組及聯絡窗口，

及時提供資訊讓事業單位從業人員，並於應變小組中

納入工會代表。同時，亦應由主管機關召集整體產業

之集體勞資協商，建立確診個案之相應配套處理機

制，包括當事人及接觸者之給假與後續相關快篩措施

等。 

本案業依指揮中心指示事項配合

辦理。 

(三) 有鑑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自110年5月中旬持續惡

化，確診人數不斷增加，瞬間累計迄今已逾萬餘人，

死亡人數達300餘人，政府肺炎防治經費編列「獎補助

費」6,919萬2千元，列有補助無線、衛星電視頻道業

者及補助無線廣播電臺等共計396家頻道電臺業者，

協助政府播放防疫訊息，為提升人民收視(聽)防疫訊

息，有效落實防疫措施，減少人民對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確診、死亡恐懼感，爰要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於1個月內完成上述所有電視頻道及廣播電臺有關政

府防疫訊息播放日期、時段及次數，於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網站公布。 

本案業將防疫訊息指定播送情形

公布於本會全球資訊網（路徑：首

頁〉服務與推廣〉專區彙集〉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因應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資訊專區〉防疫訊息指

定播送情形）。 

(四) 有鑑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持續惡化，全國目前仍在

第三級警戒中，由於國內疫情仍不樂觀，第一線之新

聞從業人員為公益採訪，協助政府落實克服疫情難

關，達成全民防疫目標，屬高接觸風險工作者，爰建

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評估對於第一線採訪之新聞

從業人員，列入第二類施打對象。 

本案業依指揮中心指示事項配合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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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內 容 
(五) 為因應防疫需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中央政府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第3次追

加預算案新增編列「疫情防治之簡訊實聯制所需經

費」業務費8億元，預估每則簡訊0.1元合共80億則，

該會初步統計110年5月24日至30日1週共發送1億則

實聯簡訊；然而，據行政院110年5月19日所發布之「簡

訊實聯制」新聞稿敘明，所發送之簡訊「均由電信業

者吸收費用」，與實際預算編列情形不同，應揭露說

明實聯簡訊之經費負擔情形，以利預算審查及後續監

督。 

一、簡訊實聯制之預算係針對必

要之行政及維運成本（如：資

料儲存及處理、擴增設備、加

派人力等）進行編列，電信業

者應統包後端儲存、維運及

配合疫調之所有費用。 
二、簡訊實聯制預算經立法院審

議刪減為 3 億元，預計使用

至 111 年 6 月 30 日，本會在

有限資源下，按電信事業「簡

訊實聯制」處理量分期予以

核銷，以符實報實銷精神，並

協商包括免費處理則數、級

距式計算維運成本等機制，

避免總執行金額超過預算。 
三、本會業於 110 年 6 月及 9 月

發布新聞稿對外說明。 
(六) 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

預算第3次追加預算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編列14億
4,455萬2千元，辦理防疫簡訊傳送等業務。惟外界對

於相關業務之執行亦有誹議，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

以書面報告之形式，定期公開相關業務執行狀況，並

上網公告，以釋外界之疑。 

一、本會官方網頁已設置「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因應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資訊專區」，供各

界參考。 
二、本會於 110 年 6 月 11 日以通

傳平臺決字第 11041014060
號函，要求 5 家行動通信業

者就簡訊實聯制蒐集之個人

資料僅保存 28 天，屆期刪除，

並將相關刪除結果公布於網

站 上

（ https://www.facebook.com/
ncc.gov.tw/）。 

(七) 有鑑於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

興特別預算，在歷次預算追加作業時皆辦理有偏遠之

隔離檢疫所寬頻網路數據通訊費，以期隔離檢疫進行

之際，不論位在何處皆能有暢通便利之網路數據訊

號。然而，查有關本特別預算自編列之初，迄至第2次
追加預算時，皆有偏遠隔離檢疫所網路改善相關經費

之執行數較分配數有所剩餘情況，換句話說形同沒把

錢完整花費在改善網路數據上到位，恐令中央政府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第3次追

加預算案在網路數據通訊費之編列上做白工。爰此，

特要求儘速改善偏遠8處隔離檢疫所之網路數據通訊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日

益嚴重，為有效降低疫情傳播途

徑，指揮中心於各地成立隔離所，

為應防疫管理需求（如簡訊通知、

緊急救護通話及手機 APP 應用）

等，本會配合指揮中心指定全臺 8
個偏遠隔離檢疫所（依該中心需

求啟用 7 處），多在非市中心地區，

行動通訊品質不良，需請電信業

者緊急設置行動寬頻基地臺改善

訊號，以提升防疫效果。有關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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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內 容 
情形。 啟用 7 個偏遠隔離檢疫所通信品

質部分，電信業者依本會要求除

每月均提供系統運作報表外，設

有專人每日監控管理系統並提供

各基地臺自主檢查報告以維護隔

離檢疫所通信品質。 
(八) 有鑑於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

興特別預算第3次追加預算案，在對於廣電業者辦理

補助時，於補助電視頻道業者協助撥放防疫訊息之成

本上有218個頻道，相比第2次預算追加時補助221個
頻道還更為少，是以防疫訊息播放量有所萎縮，卻不

見主管機關改善之舉。爰此，要求儘速對外公布防疫

訊息播放量能與改善情形。 

本案依指揮中心每月徵用申請書

進行指定播送事宜，鑑於境內衛

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時有頻道開

播或停播的情形，故每月徵用電

視頻道數亦將隨之異動。 

(九)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辦理「整備資料、發送防疫簡訊

及辦理居家隔離、居家檢疫者持有之疫情防治手機及

自有手機門號定位追蹤等所需經費」前已編列特別預

算3.09億元，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

困振興特別預算第3次追加預算案賡續編列5億1,100
萬元，截至110年4月已發送異常簡訊及自有手機歡迎

返家簡訊4,787萬5千則、發送雙向互動關懷簡訊129萬
5千則、發送網內防疫簡訊760萬5,669則、網外防疫簡

訊343萬3,060則。然「整備資料、發送防疫簡訊及辦

理居家隔離、居家檢疫者持有之疫情防治手機及自有

手機門號定位追蹤等所需經費」業務主要為發送互動

關懷簡訊、異常簡訊、告知簡訊等防疫簡訊，與「疫

情防治之簡訊實聯制所需經費」發送實聯簡訊性質均

為「簡訊」，而實聯簡訊每則0.1元，惟防疫簡訊每則

單價，依性質不同由0.8元至6元不等，例如防疫手機

國內簡訊每則2.5元、出框告警網內簡訊每則0.8元、雙

向關懷網外簡訊每則1.6元、國際簡訊每則6元等，皆

高於0.1元，故要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協調電信業者

檢討調降各項簡訊單價及作業費用，並充分對外說明

單價差異原因，並將書面資料送至立法院財政及相關

委員會。 

本會業於 110 年 10 月 18 日以通

傳平臺字第 11041023440 號函送

書面報告在案，茲摘述內容如下： 
一、「簡訊實聯制」以必要之行政

及維運成本編列：使用簡訊

實聯制完全免費，謹遵限定

防疫目的、最小化蒐集、保留

28 天即刪除，並配合指揮中

心後續必要之防疫資料查

詢，電信事業須額外擴增設

備、建置相關軟硬體系統、加

派人力等，均需要相當成本；

本會依據指揮中心辦理「簡

訊實聯制」採購，係針對電信

事業必要之行政及維運成本

編列相關預算，電信業者應

統包後端儲存、維運及配合

疫調之所有費用，與一般民

眾發送簡訊之簡訊費不同。 
二、「防疫簡訊」係依其性質及技

術成本差異進行採購：依據

指揮中心所擬定各項防疫措

施（如電子圍籬）而對應發送

之關懷簡訊、異常簡訊、告知

簡訊等訊息。電信事業依照

疫調防疫作業需求，24 小時

配合指揮中心指示，進行客

製化設定，並針對特定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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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內 容 
發送簡訊。按防疫簡訊性質

包括國際簡訊、網外簡訊、網

內簡訊等；其中，國際簡訊須

負擔國際漫遊費用，因此單

價最高，而網外簡訊須負擔

跨網接續費用，單價次之；另

部分防疫簡訊發送前須額外

資訊處理作業故包含處理費

用。是以，為撙節國庫支出，

本會綜合考量前揭因素，針

對不同簡訊發送性質及資料

整備等工作與電信事業議定

合理之價格。 
三、綜上，「簡訊實聯制」係依處

理則數及量大折扣分期結

算，非簡訊費用方式計算；另

「防疫簡訊」則依簡訊性質、

工作項目有不同單價差異，

兩者計算基礎不相同。本會

配合指揮中心所辦理之前揭

防疫措施，均基於撙節國庫

開支、使用者付費，依據採購

法規確實核銷之機制，並請

電信事業共同基於公私協

力，協助配合指揮中心防疫

工作推動順遂。 
(十)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已編列5億8,326萬3千元，

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

預算第3次追加預算案編列14億4,455萬2千元，除賡續

辦理之業務外，新增簡訊實聯制所需經費8億元，建請

應適度對外揭露說明發送實聯簡訊之經費負擔，且研

議協調電信業者降低關懷簡訊等各項防疫簡訊單價

及相關作業費用，並對外說明簡訊單價差異原因，以

落實服務費率資訊之透明化。 

業於 110 年 6 月及 9 月於本會網

站發布新聞稿對外說明。 

(十一) 鑑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第3次追加預算案編

列8億元用於疫情防治之簡訊實聯制，預計有80億則

簡訊。簡訊實聯制推出時稱其三核心為便於追蹤足

跡、確保資訊正確性，也保障個人隱私。為有效檢視

簡訊實聯制之成效，爰要求每月提供簡訊實聯制協助

依指揮中心發布「COVID-19 防疫

新生活運動：實聯制措施指引」，

實聯制相關資料僅可保存 28 天；

查簡訊實聯制於 110 年 5 月 19 日

實施，本會於 110 年 6 月 11 日以

通傳平臺決字第 1104101406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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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內 容 
疫調之簡訊則數，供全民知悉。 函要求 5 家行動通信業者就簡訊

實聯制蒐集之個人資料僅保存 28
天，屆期刪除，並將相關刪除結果

公 布 於 網 站 上

（ https://www.facebook.com/ncc.g
ov.tw/）。 

(十二)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第3次追加預算案新增編

列「疫情防治之簡訊實聯制所需經費」業務費8億元，

預估每則簡訊0.1元合共80億則，經該會初步統計110
年5月24日至30日1週共發送1億則實聯簡訊；而據行

政院推出「簡訊實聯制」之新聞稿敘明，所發送之簡

訊「均由電信業者吸收費用」。惟發送實聯簡訊業務

費係由政府於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

紓困振興特別預算第3次追加預算案編列經費，並非

由電信業者吸收費用，且發送各項防疫簡訊與實聯簡

訊之單價不一致且差異大，爰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向立法院財政及相關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本會業於 110 年 10 月 18 日以通

傳平臺字第 11041023441 號函送

書面報告在案，摘述內容同第

（九）。 
 

(十三) 有鑑於國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持續嚴峻，為加

強防疫作為，掌握確診者的接觸足跡，行政院實施「簡

訊實聯制」，要求民眾進出各公共場所需落實實聯制，

然外界認為回傳個人「手機號碼」、「時間」及「場

所代碼」，恐有監控人民、侵犯隱私之虞。「簡訊實

聯制」之法律授權依據及相關監督機制為何?如何確

保電信業者保留28天後銷毀相關資料？行政院至今

未向國人說明釋疑。通傳會作為電信事業主管機關，

有責任確保民眾資訊隱私權及自主權受到保護，爰要

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定期查核電信業者是否落

實民眾足跡資訊之銷毀程序並對外公告，以維護國人

隱私安全。 

一、 「簡訊實聯制」係全國民眾

以手機掃描 QR Code 後，免

費發送僅含有場所代碼之簡

訊至 1922，而電信事業僅依

指揮中心指示代為保管 1922
簡訊資料 28 天，超過 28 天

之 1922 資料依規定（指揮中

心 111 年 1 月 27 日「疫情防

治個人資料刪除作業研商會

議」中指示事項參照）以程式

排程自動刪除。 
二、資料保存期限及刪除部分，依

指揮中心指示（指揮中心 111
年 1 月 27 日「疫情防治個人

資料刪除作業研商會議」中

指示事項參照）辦理說明如

下： 
(一)依指揮中心發布「COVID-19

防疫新生活運動：實聯制措

施指引」，實聯制相關資料僅

可保存 28 天；查簡訊實聯制

於 110 年 5 月 19 日實施，本

會於 110 年 6 月 11 日發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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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5 家行動通信業者就該機

制蒐集之個人資料僅保存 28
天，屆期刪除。前揭刪除結果

均公布於本會 FB。 
(二)本會分別於 110 年 7 月、10

月、12 月、111 年 3 月、5 月，

共 5 次至五大電信事業機房

實施行政訪查，辦理個資保

護、資料刪除之稽核作業，以

要求業者落實保留 28 天即刪

除原則，並於 111 年 5 月 26
日將簡訊實聯制資料全數刪

除完畢。 
三、因應指揮中心自 112 年 5 月 1

日起解編，爰本會依個資法

第 22 條規定，已於 5 月份完

成至 5 大電信稽核各公司配

合指揮中心辦理電子防疫

（1922）之個人資料保護、資

料刪除情形，落實執行上開

個人資料保護事項，以兼顧

民眾資訊隱私權之保障。 
(十四) 有鑑於疫情升級三級警戒之後，居家辦公及居家隔離

人數大增，民眾升級網路設備需求孔急，然，中華電

信及其子公司宏華公司之外勤員工，無法掌握居家隔

離或居家檢疫之名單，經常誤入居家檢疫或居家隔離

民眾住所裝機，導致染疫風險大增，亦導致眾多中華

電信外勤員工確診。若礙於法令，無法提供居家檢疫

及居家隔離者之名單給中華電信或宏華電信之員工，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應提供足夠之口罩、隔離衣、

面罩等相關防疫設備，給第一線外勤人員；若能掌握

居家檢疫及居家隔離者之名單，則在隔離或檢疫期

內，中華電信及宏華公司之外勤員工，不應進入居家

檢疫及居家隔離者之處所，並延後裝機業務，避免提

高染疫風險。由於中華電信及宏華公司外勤員工，工

作必須接觸不特定多數人，基於職業安全及避免擴散

疫情之考量，爰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針對上述訴

求提出改進方案，並考慮提升施打疫苗順位。 

本會業於 110 年 6 月 17 日以通傳

平臺決字第 11000369330 號函請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就該公

司執行業務第一線人員（隸屬宏

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將其員工

納入提報本會優先接種疫苗之人

員。 

 第4次追加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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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主管 

(三十六) 

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

預算包括歷次追加預算合計編列約6,794.46億元，截

至110年8月底累計分配5,386.62億元，累計執行

5,026.22億元、占分配數之93%。其中，就執行率而 
言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最低僅21%，係各縣市向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申請「新冠肺炎防疫廢棄物清除委託服 
務計畫」後只有11個縣市完成經費核定；就已分配未

執行數而言以衛生福利部為最高達219.37億元，係辦

理疫苗採購、執行地方政府防疫動員計畫、辦理提升

檢驗量能、辦理疫苗研發補助、辦理高流量氧氣鼻導

管全配系統採購等相關執行進度未如預期。爰此，行

政院應責成各部會應確實檢討業管項目辦理及預算

進度，執行進度不如預期者應加速辦理，以期及時發

揮防治及紓困效果，各部會並於1個月向立法院財政

及相關委員會提出預算執行檢討書面報告。 

本會業於 111 年 2 月 9 日以通傳

平臺字第 11141002530 號函送書

面報告在案，茲摘述內容如下：本

會因應本次疫情所編列特別預

算，主要係協助指揮中心執行各

項防疫作業，如補貼廣電業者協

助播送防疫訊息所增加直接人力

成本、改善偏遠之隔離檢疫所網

路收訊費、簡訊實聯制、疫情防治

服務平臺（含電子圍籬）等；本會

依據預算法相關規定，將特別預

算按月分配至 111 年 6 月 30 日，

並按月、分期執行之；有關立法院

所詢至 110 年 8 月防疫預算執行

率乙事，經查本會當月已執行分

配額度之 84％，並無明顯落後之

情事；本會並將持續配合指揮中

心指示積極辦理，以利防疫作業

順遂。 
(三十九) 自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全國三級警戒管制起，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第3次追加預算原編列8
億元用於「發送實聯簡訊」等相關經費，並以每則簡

訊0.1元為預算說明。惟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委陳耀

祥於110年10月14日赴立法院備詢時又稱，「實聯簡訊

目前已發送26億則、僅花用5,000萬元」，亦即平均一

則簡訊僅需約0.02元，爰要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針

對簡訊實聯制預算目前實際支用金額、計算方式、未

來續辦規劃等向立法院財政及相關委員會提出書面

報告。 

本會業於 111 年 1 月 27 日以通傳

平臺字第 11141001980 號函送書

面報告在案，茲摘述內容如下： 
一、簡訊實聯制之預算係針對必

要之行政及維運成本（如：資

料儲存及處理、擴增設備、加

派人力等）進行編列，電信業

者應統包後端儲存、維運及

配合疫調之所有費用。 
二、簡訊實聯制預算經立法院審

議刪減為 3 億元，預計使用

至 111 年 6 月 30 日，本會在

有限資源下，按電信事業「簡

訊實聯制」處理量分期予以

核銷，以符實報實銷精神，並

協商包括免費處理則數、級

距式計算維運成本等機制，

避免總執行金額超過預算。

本會就簡訊實聯制依預算法

相關規定，將 3 億元預算按

月分配，截至 110 年 12 月底

已核銷 1.45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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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內 容 
(五十一) 為有效掌握疫調足跡，相關單位於110年5月推動簡 

訊實聯制。然，卻發生簡訊實聯制因資料庫太過龐大 
，引發縣市政府質疑對疫調幫助不大及足跡資料遭疫 
調外使用等問題，加上簡訊實聯制相關經費即將用罄 
，在目前國內疫情趨緩下，應重新檢視簡訊實聯制之 
政策規劃。爰此，要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3個月 
內向立法院財政及相關委員會提出我國推動簡訊實

聯制至今相關運用成果、資安防護作為及經費不足後

之規劃與執行策略之書面報告。 

本會業於 111 年 3 月 7 日以通傳

平臺字第 11141004290 號函送書

面報告在案，茲摘述內容如下： 
一、簡訊實聯制相較坊間行動

APP、紙本，有方便操作、快

速及安全的特性，國人接受

度高，截至 111 年 2 月 28 日

已累積發送 41.7 億則簡訊，

並刪除 111 年 1 月 30 日前

38.3億則簡訊，至於簡訊實聯

制後端資料之利用，係指揮

中心暨授權疫調單位直接調

取，其成效非本會可掌握，據

媒體報導「簡訊實聯制」在匡

列接觸者之效率及準度應有

助益，且多縣市已採用。 
二、簡訊實聯制之 1922 資料庫由

指揮中心委由五大電信事業

代為保管，商家及第三人均

無法接觸使用者個人資料，

對於民眾隱私、資料安全較

有保障；電信事業作為我國

關鍵基礎設施之一，除必須

遵守資通安全管理法等規

範，並已取得 ISO27001、
BS10012 等資安、個資保護方

面之國際認證標準，相關資

料介接後端之利用，係指揮

中心暨授權疫調單位直接透

過 安 全 檔 案 傳 送 協 定

（ SecureShell File Transfer 
Protocol，SFTP）進行資訊彙

集，確保用戶個人資料安全，

本會並要求電信事業依指揮

中心指示之限定防疫目的、

最小化蒐集、保留 28 天即刪

除等原則，僅供指揮中心授

權於防疫使用，本會不定期

至五大電信事業機房實施行

政訪查，檢視其 1922 相關資

料刪除情形，110 年 7 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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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內 容 
月、12 月共三次訪查，相關

業者均依辦理刪除作業，111
年度 3 月將持續辦理相關訪

查。 
三、目前本會就「簡訊實聯制」相

關預算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規定規劃使用至 111 年 6 月

30 日；屆時指揮中心評估「簡

訊實聯制」仍有必要持續，本

會將依指揮中心指示辦理。 
(五十四) 鑑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於109年爆發至今，中 

央政府根據疫情狀況陸續提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累計至今，提出預算總計

有6,794.46億元；然各部會預算執行情形各有不同，惟

查行政院主計總處紓困預算歲出執行明細表(109年1
月15日至110年8月31日)，其中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執行率37%(預算數15.28億元，執行數5.59億元)、內政

部主管執行率45%(預算數23.82億元，執行數10.8億
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管執行率6%(預算數4.65億
元，執行數0.27億元)等部會預算辦理進度較為落後。

為防範疫情變化，保障國人安全，爰要求內政部、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應就預算辦理

進度落後項目，於2週內分別向立法院財政及相關委

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

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8條及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編製辦法第25條規定將每月預算執行情形公布於網

站。 

一、本會業於 111 年 1 月 11 日以

通傳平臺字第 11041031920
號函送書面報告在案，茲摘

述內容如下： 
(一)本會因應本次疫情所編列之

特別預算，主要係協助指揮

中心執行各項防疫作業，如

補貼廣電業者協助播送防疫

訊息所增加直接人力成本、

改善偏遠之隔離檢疫所網路

收訊費、簡訊實聯制、疫情防

治服務平臺（含電子圍籬）

等。 
(二)本會依據預算法相關規定，

將防疫預算按月分配至 111
年 6 月 30 日，並按月、分期

執行之；有關立法院所詢 110
年 8 月 31 日執行進度落後乙

事，本會當月已執行分配額

度之 84％，並無明顯落後之

情事。 
二、有關本會之各月特別預算執

行情形，均依規定公布於本

會網站，供外界參考，落實資

訊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