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後疫時代的啟示:

以科技發展回應變局

陳建仁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全國科技會議專題演講，2020-12-21



COVID-19疫情，2020-12-15 (臺灣疾管署)

• 全球 190國(7,690,964,038人)

72,021,709 確診病例，1,623,562 (2.3%)死亡

• 美國(329,190,000人)

16,652,695 確診病例，305,727 (1.8%)死亡

• 台灣 (23,604,265人)

740 確診病例，7 (0.9%) 死亡
648 (87.6%) 境外移入
55 ( 7.4%) 本土病例，10 (1.3%) 無法找到感染源
36 ( 4.9%) 敦睦艦隊

1 ( 0.1%) 不明



COVID-19 全球與台灣的每十萬人發生率與死亡率
（2020-12-15）

發生率* 死亡率

全球 935.3 21.1

美國 5,058.5 92.9       

台灣 3.1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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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每十萬人確診病例數在202國家地區排名183 (2020-12-1)



1.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
2.消除飢餓，達成糧食安全，改善營養及促進永續農業
3.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4.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及提倡終身學習
5.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
6.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及衛生及其永續管理
7.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得起、可靠的、永續的及現代的能源
8.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達到全面且有生產力的就業，讓
每一個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9.建立具有韌性的基礎建設，促進包容且永續的工業，並加速創新
10.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11.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性
12.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13.採取緊急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14.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與海洋資源，以確保永續發展
15.保護、維護及促進領地生態系統的永續使用，永續的管理森林，

對抗沙漠化，終止及逆轉土地劣化，並遏止生物多樣性的喪失
16.促進和平且包容的社會，以落實永續發展；提供司法管道給所

有人；在所有階層建立有效的、負責的且包容的制度
17.強化永續發展執行方法及活化永續發展全球夥伴關係

COVID-19影響所有SDGs



台灣防疫成功模式

審慎以對
迅速應變
超前部署
透明公開
全民團結

2020.1.22 蔡總統召開國安高層會議
整合各部會力量共同防疫與紓困

2020.3.19 蔡總統發表談話，呼籲全民
配合政府防疫措施，不要互相仇視和
指責，不要製造恐慌或搶購囤積物資



精準防疫：未封城、未普篩、運用科技

•不隱匿疫情，精準公開疫情資訊

•利用大數據、資通訊科技與人工智慧，進行精準防疫與紓困

•不封城，只對密切接觸者及疫區入境者實施精準居家隔離和檢疫

•不普篩，只對隔離檢疫的疑似個案進行精準篩檢

•不發放現金，精準發放可以促進國內旅遊與消費的振興劵

•加速防疫產業發展，進行快篩、藥物與疫苗研發

•增進國際防疫合作，聚焦防疫技術、防護設備與藥物開發



入境檢疫的數位化與雲端鏈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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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警報：細胞簡訊、細胞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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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配售給得更多給得更廣保護更好



1.社交距離APP

2.健康回報APP/電子圍籬系統

3.武漢肺炎胸腔X光輔助診斷系統

4.病毒株溯源平台

5.武漢肺炎老藥新用工具

6.基因變異搜尋引擎

Taiwan AI Labs 防疫科技研發



發放急難紓困補助及振興三倍劵



台灣生技指數 +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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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 

數



COVID-19 對產業的衝擊：數位新世界

• COVID-19 加數數位化進程: 線上消費及行動裝置消費大幅增加
• 受創產業: 

交通運輸 (航空下降95%)

觀光旅遊 (旅館住房下降90%)

實體娛樂 (下降 80%)

實體零售 (百貨人潮下降 70%)

餐飲 (營業額下降 30%)

• 得利產業: 

保健食品、清潔用品、健康照護與醫療保險
宅經濟（店商網購、線上遊戲、電子書、網紅直播、外送)



COVID-19特別預算的成效
•行政院編列4100億防疫、紓困、振興特別預算，希望能
夠「顧產業、撐廠商、守就業」

• 9月失業率已經降到半年新低，9月外銷訂單近1.5兆，創
史上新高。

•跟去年同期相比， 8月份零售業成長8.2%破史上新高、
餐飲業成長2%、藥妝業成長4.1%，消費最前線的業績
都已經擺脫衰退、開始正成長。

•上半年經濟成長率0.78%，第3季經濟成長率3.3%，全年
經濟成長率預估2.6%。

-紓困振興方案提升國內消費與旅遊

-全球供應鏈重整導致台商及國外來台投資增加

-國際轉單增加我國企業外銷訂單



《彭博社》評比75經濟體防疫成效：台灣居冠
(Bloomberg Economics, 2020-7-20)

• 以三大指標作為評量依據：
公共衛生：過去30天內確診COVID-19死亡率

經濟活動：零售業、工作場所活動 (與疫情發生前相比)

政策空間：公共債務、撥備覆蓋率、信用評比等

• 前四名國家是台灣、波札那（非洲）、

南韓、泰國；拉丁美洲國家排名後半端。

• 評比75個經濟國家並未納入美國、日本、

澳洲、紐西蘭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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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死亡率較低的國家，總體經濟損失較小
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簡稱
NBER）創立於 1920 年，是美國最大
的經濟學研究組織。非營利組織
NBER專注於實證的經濟學研究，對
當代政府的經濟政策影響極大。歷屆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有 16 名曾在
NBER 擔任研究員。

NBER 10 月發表《Macroeconomic 

Outcomes and COVID-19: A Progress 

Report》，係根據國內生產總值
（GDP）、失業率，以及和 Google 

所做的《COVID-19 Community 

Mobility Reports》，結合 COVID-19 

死亡率數據，研究疫情對總體經濟的
影響。因疫情死亡率較低的國家，總
體經濟的損失也較小！



國際知名媒體及美國大學報導台灣模式



以色列《經濟學人日報》:
台灣是最安全國家

德國《週日世界報》:
在病毒早已被擊敗之地

美國《紐約時報》:
抗疫武器-流行病學家副總統

日本《產經新聞》:
早向WHO提出建言

國際知名報社報導台灣模式



英國國會下議院衛生委員會分享臺灣經驗(2020-6-4)



台灣從21世紀的大流行學習經驗:

SARS (2002-2003)

H5N1禽流感 (2005-2008)

H1N1新型流感 (2009-2010)

COVID-19 (2019-2020) 

印尼爆發禽流感，養雞場病死雞

嚴重急性呼吸道徵候群(SARS)

病毒顆粒

台灣成功模式奠基於

科技研發與人文關懷



106-108 年各主管機關防疫研究計畫經費

(

千
元)

資料來源:國研院科政中心(2020)，呼吸道疾病防疫專題，https://covid.stpi.narl.org.tw/



衛福部 農委會 科技部 其他部會

⚫ 符合PIC/S GMP生
物製劑廠營運與規
模

⚫ 建立亞太疫苗及血
清研發中心

⚫ 新世代智慧防疫行
動計畫

⚫ 感染症及微生物菌
相

⚫ 臺灣防疫雲發展計
畫2.0

⚫ 人畜共通傳染病跨
域資訊整合及決策
支援系統

⚫ 防疫合作契機與策
略評估

⚫ 精進禽流感防護科技
與防控體系

⚫ 發展國家動物實驗室
檢驗及監測能量

⚫ 重要動物病原監測、
監控、預警及其技術
之研發

⚫ 防疫一體之傳染病防
治整合研究

⚫ 重要人畜共通傳染病
防治、檢疫及監測技
術之研究與改進

⚫ 重要動物疾病防治技
術之研發與改進

⚫ 新興病毒感染研究
中心

⚫ 動物製劑研究中心
⚫ 防疫物聯網之前瞻

應用與服務開發

⚫ 高感度半導體生
化檢測平台開發
計畫(經濟部)

⚫ 生技中心創新前
瞻技術研究計畫

⚫ 全球衛生安全-追
求防疫一體之傳
染病整合防治研
究(中研院)

資料來源:政府研究資訊系統(106-108年)，
國研院科政中心整理

過往的科研扎根



過往的科研扎根-學術研究

計畫名稱 補助團隊數 國際期刊 專利 產學合作

禽流感及新型流感
專案研究計畫(2006-

2009年)

46 20 2 1

台灣重要新興感染
症研究計畫第一期
(2010-2014年)

65 97 5 12

台灣重要新興感染
症研究計畫第二期
*(2015年-2019年)

30 183 18 3

合計 300 25 16

資料來源:科技部(2020)，國研院科政中心整理，更新至2019年12月



COVID-19大流行對科技發展的啟示

•人才與價值創造：栽培儲備科技人才、科技人文攜手合作

•科研與前瞻：基礎應用並重、超前部署基礎設施

•經濟與創新：整合跨部會資源、展開跨域合作

•安心社會與智慧生活：因應人口老化、推動精準健康

•確保基礎研究經費逐年增加

•加強研究法人的創新量能

•獎勵各類企業積極投入研發



國際觀點-形塑後疫時代的產業與科技
領域 趨勢 相關科技創新

健康照護 使用數據、穿戴式裝置和VR以更容
易取得照護服務

遠距健康技術
連續式與遠距診斷
遠距治療
虛擬健身和體育館
在地老化與照護

工作 遠距工作大幅增加，加速了數位基
礎建設的採用

遠距辦公技術
企業虛擬現實

教育 科技和線上內容成為教室替代選項 遠距學習技術
線上課程與內容

製造 3D列印和自動化技術提升產業的敏
捷性和靈活性

3D列印
產業自動化與機器人

零售 雜貨店加入電子商務革命，購物變
得更容易在線上進行

線上雜貨店
增強型電子商務

資料來源:CBINSIGHT(2020) , https://www.cbinsights.com/research/report/industries-tech-shaping-world-post-covid/



領域 趨勢 相關科技創新

客戶服務 對話式的人工智慧將客戶的體驗虛
擬化

對話式AI /聊天機器人
雲端客服中心

財務 零接觸的需求加速了數位技術的採
用

零接觸式付款
無分行金融模式
參數型保險

安全 更多的網路使用率和數據使得相關
投資增加

個人式監控技術
分散式資訊安全

娛樂 透過虛擬實境和虛擬事件讓真實世
界呈現於網路

線上社交遊戲
虛擬聚會活動

食物服務 社交距離促使外帶和代送興盛 餐廳和雜貨店外送
雲端廚房

國際觀點-形塑後疫時代的產業與科技(續)

資料來源:CBINSIGHT(2020) , https://www.cbinsights.com/research/report/industries-tech-shaping-world-post-covid/



國際觀點: COVID-19大流行中值得關注的
十大技術趨勢

線上購物與機器人送貨 線上娛樂

數位與零接觸式支付 供應鏈4.0

遠距工作 3D列印

遠距教學 機器人與無人機

遠距醫療 5G與ICT技術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論壇(2020)，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10-technology-trends-

coronavirus-covid19-pandemic-robotics-telehealth/



國際觀點:對抗冠狀病毒的十大科技

資料來源:歐洲議會研究服務科學前瞻小組(2020)，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IDAN/2020/641543/EPRS_IDA(2020)641543_EN.pdf

人工智慧 遠距醫療技術

區塊鏈 3D列印

開源技術 基因編輯技術

無人機 奈米科技

機器人 合成生物學



後疫時代下我國將面對之情境與需求

個人/家庭

社會

產業/經濟

國家

◆ 食衣住行育樂與醫療等生活型態轉變
(外送外帶、線上化、遠距化)

◆ 大型聚會活動易受影響
◆ 貧富差距加大的風險
◆ 社會疏離與孤獨

◆ 宅經濟、零接觸經濟崛起
◆ 加速精準健康、防疫產業發展
◆ 台商回流、全球供應鏈重組

◆ 民生物資供給安全的不確定性提高
◆ 需要更即時回應多元群體需求
◆ 國際尋求共同合作機會

COVID-19

阻絕
疫病
快速
蔓延

中美貿易戰
/科技戰

高齡少子化

層面



持續累積科研能量以回應變局
完善數位網路基礎、確保資安與隱私

拓展大數據應用、公共服務智慧化

精進能資源循環、推動進口糧食替代

強化數位學習、避免數位落差

加速產業創新轉型人才培育

發展精準醫療，促進遠距照護

強化智慧製造與服務

整合數位科技、發展智慧跨域應用

推動全方位防疫，完備安居家園環境

未
來
重
要
科
研
發
展
方
向

◆ 食衣住行育樂與醫療型態轉變
(外送外帶、線上化、遠距化)

◆ 大型聚會活動易受影響
◆ 貧富差距加大的風險
◆ 社會疏離與孤獨

◆ 宅經濟、零接觸經濟崛起
◆ 加速精準健康、防疫產業發展
◆ 台商回流、全球供應鏈重組

◆ 民生供給安全的不確定性提高
◆ 需要更即時回應多元群體需求
◆ 國際尋求共同合作機會



結論
•創新: 強化公私合作研究發展，善用資通訊與生
醫科技及人工智慧，提升各領域研發效能與效率

•包容: 關注高齡、多元、弱勢群體，確保社會服
務合理分配

•永續: 國際合作迎接新挑戰，確保永續發展目標
的實現



期許後疫時代以科技研發、人文關懷為兩足，
邁向2030創新、包容、永續的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