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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解封了嗎？疫苗和邊境管制是關鍵！ 

梁豐綺（本聯盟智庫兼職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 

  台灣的本土確診案例數已超過一週都跌破了兩百，疫情暫時看似有所趨

緩，加之一線醫事人員、及高齡長者的疫苗接種率漸次提高，有關「解封」的

議題遂開始受到各界關注。事實上，全國三級疫情警戒自啟動迄今已逾一個半

月，除了居家防疫的民眾感到防疫疲乏，無數經濟活動更因此遭致嚴重衝擊—

—對許多商家來說，餓肚子的風險甚至比染疫的風險更為切身和危急。對此，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表示，目前仍處於「一週 3起以上社區群聚、10起以上

感染源不明」，三級警戒在 6月 28日以後降為二級的機會不高，也不考慮針對

個別縣市解封（分區解封），但可能有條件地開放風險較低的場域或措施（分

項解封、微解封）。但另一方面，過早鬆綁限制措施也可能導致疫情再起。基

此，參酌其他國家的解封經驗，從而思索更妥善的解封標準，有其必要性。 

  不同於台灣，許多國家早在去年（2020年）3、4月開始，便由於新冠肺炎

疫情的爆發，紛紛祭出「封城」措施（四級警戒）以壓制疫情。但在封城兩三

個月後，有鑒於每日新增確診數減少、經濟考量、及「禁足令」所導致的民怨

壓力，這些國家的政府通常便會選擇解封。然而，它們解封的結果往往是：再

迎來下一波的疫情高峰。於是，不少國家在這次疫情大流行下其實都經歷了不

只一次的封城。如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即封城過兩回，而法國、英國、及日本

（緊急事態宣言）則更是三度封城。雖然台灣採行的三級警戒只能說是一種

「半封城」，且目前研擬的「微解封」亦可謂相對謹慎，但這在本質上亦為放

鬆防疫管制，故同樣也可能會面臨過急於解封而導致疫情再起的窘境。 

  更關鍵的是，上述的案例之所以會「解了又封」，主要即是因為當時它們

的疫苗接種率還不高（或根本尚未開發出疫苗），而這也正是台灣當前的處

境。但亦有論者主張，「連續六日確診數百例以下」可作為解封的指標。與此

相關，瑞士或許是一個特別的例子。瑞士人口約僅有台灣的三分之一（860

萬），但卻在其每日新增確診數仍有近 1000人左右的情況下，便於五月底大幅

解封。這其中除了其與鄰國無縫接壤，且有許多移工跨境流動之因素外，最重

要的考量可能是其在當時已有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接種了兩劑疫苗。以後見之明

來看，瑞士的解封決策似無失誤。其從五月底至今（已過三週）的每日確診數

基本都在持續下降（目前已降至 200-300人），且完整接種率亦將近 30%。 

  另方面，美國的案例亦可持續關注。從「每日新增確診數佔總人口比例」

而言，美國的目前情況跟台灣相當（皆約 0.0006%）甚至更多了一點，但其完



整接種率已達 45%，其兩大城市紐約與加州亦於近日全面解封。觀察美國將來

兩週的疫情發展，可能有助於進一步確認疫苗接種率是否能作為解封的首要參

考指標。特別是我們也看到了完整接種率近半的英國，在 Delta變種病毒的肆

虐下，被迫推遲解封的時程。再者，疫苗本非速效藥，疫苗生效需要兩週的時

間，且其最主要的功能在於防止重症和死亡；接種後仍有可能染疫，並繼續產

生隱性傳播鍊。由此可知，在提升疫苗接種率以追求解封的同時，也必須加強

邊境管制措施，盡可能防堵變種病毒入侵，從而避免功虧一簣，真正兼顧防疫

與經濟！ 

(以上言論不代表本會任何立場，目的只是希望引導大家交流討論，也竭誠歡迎

回饋: star89037@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