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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2020 年初，COVID-19 闖入大家的生活中，直到 2022 年疫情都沒有緩解的情況。筆

者的生活也大大發生變化，例如：在 2021 年 5 月時身為國中生的筆者必須在家線上上課，

去任何場所都要配戴口罩……。造成這些麻煩的同時，新的產業也逐漸產生，例如：各種

線上軟體的開發使我們能夠在家學習、外送平台也愈來愈發達……，筆者想了解 COVID-

19 與 SARS 的差異、政府對此兩種疫情之間政策的差別以及對人民生活的影響。欲透過

SARS 與 COVID-19 的關係，比較政府政策和對人民生活影響的相似和相異處。 

 
    二、研究目的 

 
（一）瞭解 SARS、COVID-19 的差異 

（二）比較疫情期間政府的相關作為 

  （三）比較 SARS、COVID-19 對臺灣造成的影響 

  （四）調查新冠疫情對人民生活的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SARS、COVID-19 病毒 

 
（一）SARS 病毒 

 
  「SARS 為一新興的傳染疾病，其致病原為一種新的冠狀病毒，在人與人之間經

由飛沬傳播或接觸傳播而造成更多的人感染。」（張上淳，2009）也指出被傳染到

SARS 病毒後，會突然發高燒，部份病人會有畏寒、發冷的現象，感染 SARS 之後之死

亡率約為 10%。SARS 潛伏期從 27 天不等，最長可達 10 天以上。 

 
  （二）COVID-19 病毒 

 
  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 屬冠狀病毒科之 beta 亞科。在近距離的

接觸下，藉由直接或間接接觸傳播帶有病毒的的口鼻分泌物、或與病人長時間在 2 公

尺內的密閉空間相處，都將增加人傳人的感染風險。（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20

年）Barbara Brody（2021）研究指出 COVID-19 症狀包括發燒、咳嗽、呼吸急促、疲

勞、身體疼痛、頭痛、喉嚨痛、充血、噁心、嘔吐和腹瀉。味覺或嗅覺喪失有時可以

作為指示線索，潛伏期通常是五至七天。 

 
  本研究將重點放在探究 SARS、COVID-19 之間的差異，並分別以傳播方式、症狀、

致病原三種面向分析疫情發展的趨勢。 

 
  二、SARS、COVID-19 的疫情發展 

  
（一）SARS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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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在 2003 年 3 月中開始出現 SARS 病例後，至 4 月中疫情都沒有擴大的跡象。

但直到 4 月中和平醫院爆發大量院內感染後，衍生出許多問題，包括萬華社區的社區

感染、其他大小規模不等的醫院院內感染，直到六月才逐漸控制住疫情。（張上淳，

2009 年）在經由大家四個多月的共同努力，才將疫情控制下來。此疫情共造成 664 人

染疫，73 人死亡。 

  （二）COVID-19 疫情 

  
  臺灣在 2020 年初開始出現首例 COVID-19 死亡病例後，並無出現大規模感染。3

月時隨著海外疫情升溫，大量民眾從海外國家返回臺灣，境外移入個案陸續增加，導

致防疫工作及人力上的壓力增加。 4 月到 6 月除了中華民國海軍驗出群聚感染外，只

有零星境外移入病例，政府開始鬆綁政策。12 月時，長榮航空機師感染友人，打破長

期無本土案例的紀錄。2021 年 1 月，桃園爆發醫院院內群聚感染，情況緊急到一度重

啟封院政策，但有了 SARS 的經驗，政府只好不斷更動政策來防止疫情擴大，此事件

重新喚起臺灣社會對疫情的警覺性。到了 4 月，中華航空發生機師確診案例，造成台

北萬華區爆發群聚感染，政府警戒升到三級。直到 7 月底疫情趨緩，才降至二級直到

現在。 

 
表一：SARS 和 COVID-19 疫情期間累積病例表 

 SARS COVID-19 

累計病例 664 21225 

死亡病例 73 853 

統計時間 2003 年 2020/1/1 至 2022/3/12 

表一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無日期）。https://www.cdc.gov.tw/ 

  
參、研究方法 

 
  本論文的採用「文獻分析法」與「調查法」。文獻研究著重在瞭解 SARS、COVID-19

兩者的治病方式、傳播源、症狀還有政府對此兩種疾病的政策。在調查方面以 Google 表單

設計問卷並以之為統計工具。透過社群媒體發放使更多人填寫表單。此問卷填寫民眾不限年

齡，共採樣 200 份問卷。研究流程如圖一、研究架構如圖二： 

  
圖一：研究流程 

 

文

獻

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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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圖二：研究架構 

 
 

圖二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一、SARS和 COVID-19的差異 

 
  表二：SARS 和 COVID-19 比較表 

 SARS COVID-19 

致病原 新發現的冠狀病毒 新型冠狀病毒 SARS-CoV-2 

 
傳播方式 

人與人之間經由飛沬傳播，也可能

經由接觸傳播，SARS 潛伏期從 2

至 7 天不等，最長可達 10 天以上。 

近距離飛沫、直接或間接接觸

帶有病毒的口鼻分泌物，潛伏

期通常是五至七天。 

 

症狀 
發高燒、畏寒、發冷、肌肉痠痛、

呼吸衰竭 

發燒、乾咳、倦怠、嗅覺或味

覺喪失（或異常）、死亡 

致死率 約為 10%                         全球：2.9%        臺灣：4.8% 

 
政府的 

作為 

要求佩戴口罩、和平醫院封院和實

施居家隔離措施。另外也積極與民

間合作，例如：與廠商協調充分供

應醫療用品、輔助廠商提高醫療用

品效能……。 

成立三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加強邊境管制，訂定對出

入境旅客、疑似個案及接觸者

的措施。實施居家檢疫、居家

隔離、自主健康管理。 頒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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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來預防疫情擴散、啟動加強

社區監測方案、加強社會限制

政策。 

 
對台灣

的影響 

檢討錯誤，以防患未然。受到

SARS 疫情日漸擴散的影響，投資人

恐慌與不安的情緒，造成股市慘

跌、期市攀高與匯市重貶。 

民眾消費信心下滑，衝擊內

需。 

例如：航空業、旅遊業……損

失慘重。 

表二資料來源：研究者製 

 
在表二中我們可以發現 SARS 的潛伏期較 COVID-19 短，症狀也比較明顯，因此很容

易被察覺，也較容易抑制。就如同張上淳教授（2020）所說：「新冠肺炎和 SARS 完全不

同，SARS 是只要被感染的人就會有很明顯的發燒狀況，所以只要把那些感染的患者離，

疫情就會消失。」專家預測這場疫情不僅是改變經濟、文化，全球將進入一個「新的常

態」，台大公衛學院院長詹長權（2020）指出「新冠是醫學、公衛、社會問題。」 

 
  二、政府的作為的比較  

 
  （一）政府 SARS 期間之相關作為 

 
  因為在 2003 年四月疫情情況變得嚴峻，政府開始訂定各種相關政策來阻止疫情繼

續擴散，其中包括「要求佩戴口罩」、「和平醫院封院」和實施「居家隔離措施」。

而其中「和平醫院封院」這項政策處理不妥導致疫情未能及時控制，同時也造成更多

人喪失性命。除了上述政策外，政府也積極與民間合作，例如：與廠商協調充分供應

醫療用品、輔助廠商提高醫療用品效能……希望能有效控制疫情。 

 
（二）政府 COVID-19 期間之相關作為  

 
   1.早期部署 ：在疫情傳入台灣前，行政院成立應變工作小組，隨時觀察疫情的發展。

在 2020 年 1 月 20 日，由於 COVID-19 對臺灣的威脅增加，行政院正式成立三級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加強邊境管制，訂定對出入境旅客、疑似個案及接觸者的措

施。其中「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分成居家檢疫、居家隔離、自主健康管

理。 

  
   2.疫情控制 ：政府在 2020 年初便開始制定各項政策，希望減緩疫情帶來之影響。例

如：頒布命令來預防疫情擴散、啟動加強社區監測方案、加強社會限制政策，先後

宣布公眾集會建議停辦標準、訂定社交距離注意事項、規定配戴口罩的場合等。訂

定口罩相關政策以消除民眾恐慌。  

 
   3.大規模爆發： 從 2020 年 6 月到 2021 年 1 月台灣疫情趨緩，政府開始鬆綁政策，發

放振興券，並推行防疫新生活運動。2021 年 4、5 月台北萬華區爆發群聚感染，政

府防疫警戒等級升至第三級。政府執行醫院「清零計畫」、部署基層醫師至社區篩

檢站、分散採檢人潮。並開始研發疫苗讓人民施打，設法讓疫情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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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面資訊可得知政府的作為，唯一明顯不同在於「封院」的處理措施。在 COVID-

19 疫情肆虐的過程，也曾多次傳出醫院內群聚感染，但由於 SARS 的經驗，政府在處理

這些事時變得更小心翼翼，以防 SARS 疫情的悲劇再次發生。在 COVID-19 疫情剛蔓延之

際，政府就提早部署，加強警戒。雖然大方向並未明顯改變，但其實許多細節都是因為

有了 SARS 的經驗才能處理得很好，使臺灣防疫受到許多外媒稱讚。修法增加防疫醫師、

儲備 3 個月戰備物資、推動呼吸道禮儀，以上都是在 SARS 中學到的經驗。以及跨部會

整合，民政系統納入防疫主要像是口罩政策出現、資訊公開給民眾，是兩項相對於 SARS

期間應變上的重要改變。 

 
 三、SARS、COVID-19 對臺灣的影響 

 
  （一） SARS 對臺灣的影響 

 
表三：SARS 對臺灣的影響 

缺失 

過早的規範 

台北市過早要求把 SARS 訂為法定傳染病，對防疫反而有

害無益。訂為法定傳染病後醫療系統為了避免犯法，通報

過多疑似 SARS 病患，反而造成不必要的浪費及恐慌。 

封院危機 

因 SARS 病例判斷困難且防護措施未嚴格執行，因此政府

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的其間曾下達封院措施。此政策

不只造成社會反彈，更導致很多人因無辜感染而身亡。

（iSDMP跨國際智慧防災平台，無日期） 

民眾恐慌 

專書《恐慌，在政治瘟疫蔓延時》指臺北市政府對 SARS

的錯誤示範，如鼓吹民眾戴口罩卻不制定政策，造成口罩

缺貨，讓真正需要口罩的醫護人員沒有口罩可用。（高智

文，2003） 

差別待遇 

當時台北市衛生局長邱淑媞，帶著官員到和平醫院，且配

有全套防護衣、氧氣筒，裝備比物資缺乏的第一線醫護人

員還齊全。（三立新聞網，2021） 

經濟 

投資人不安 
受到 SARS 疫情日漸擴散的影響，投資人恐慌與不安的情

緒，造成股市慘跌、期市攀高與匯市重貶。 

景氣衰敗 

在 SARS 肆虐全球的期間，臺灣被世界衛生組織歸類為感

染區，導致許多海外旅客因擔心疫情而不敢來臺旅遊，衝

擊台灣觀光業及旅遊業；商務人士也因此取消來臺接洽、

工作……航空業、飯店業、運輸業等等都受到相當大的衝

擊。人們因為恐懼互相接觸，各種經濟活動快速降溫，包

括民間消費、民間投資、商品貿易進出口部分等深受

SARS 疫情影響而衰退。（陳相訓等，無日期） 

表三資料來源：研究者製 

 
  （二） COVID-19 病毒從 2020 年初到 2021 年末對臺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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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疫情導致全球社會嚴重混亂，由圖三中可看出除了中國大陸及少數非

洲地區國家 GDP 有 0-2.5%的成長，其餘大多數國家 GDP 皆為負成長，全球經濟陷入

二戰以後最嚴重衰退。疫情發展初期，各種假消息遍布全球，人心慌慌。不只如此，

各種問題接踵而來，其中包含不同種族及地域歧視問題、全球醫療與民生用品因恐慌

性消費導致供應不足……許多娛樂場及教育機構被強制或部分關閉，各種大型活動也

被取消或推遲。（瑪麗安娜·斯普靈，2020）而疫情擴散對全球航空、旅遊、娛樂、體

育、石油市場、金融市場等方面造成巨大影響。臺灣經濟受到嚴重衝擊，各產業的經

濟損失已難以估計。 

 
  張建一教授（無日期）:「疫情對台灣經濟影響主要反映在民眾消費 信心下滑，衝

擊內需。」疫情發展抑制臺灣出口且不利外國人來台旅遊，以航空業為例，由於台灣

停飛多條往來疫區的航線，因此華航和長榮這兩家作為臺灣主要航空公司，業績都大

受影響。不僅如此，旅遊業受到的衝擊也很大。在全球化的時代，疫情在全球擴散，

中國大陸、日本和韓國這些臺灣人喜愛的旅遊勝地都是受到疫情嚴重影響的地區，因

此各家旅社皆面臨到退團潮，損失慘重。（蘇孟宗等，2020） 

 
圖三：2020 年初 GDP 成長 

 
圖三資料來源：新冠疫情衝擊世界經濟，九張圖一目了然。 2020 年 7 月 1 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business-53249104 
  
 四、問卷調查與結果分析 

 
  （一）新冠肺炎疫情對填答者的影響 

圖四：疫情對填答者影響程度 

 

圖五：疫情對填答者造成哪些生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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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四中，疫情對影響程度的調查發現 57.9%的人，覺得疫情的影響為尚可。31.3%的人覺

得有嚴重的影響，6.5%的人覺得有非常嚴重的影響，而 10.8%的人覺得沒有影響。在圖五

疫情對填答者造成哪些生活的影響調查中，高達 78%民眾的衛生觀念被影響。64.9%的民眾

覺得行動受到限制，而 62.4%的學生得在家線上上課，25.9%的填答者覺得體型改變，

21.5%的人學習到不同技能。19.5%的人覺得和家人感情變得更緊密，但也有 8.8%的人覺得

和家人的感情變疏離。17.6%的人覺得精神壓力大。 

 

圖六：疫情時期讓填答者最不適應的事情 圖七：疫情時期讓填答者最擔憂的是 

在圖六疫情時期讓填答者最不適應的影響調查中，58.3%的人覺得是行動受限制，有 36.7%

的人覺得是在家線上上課，31.7%的人覺得是衛生觀念，像是戴口罩、勤洗手等等。有

18.6%得是體型改變，14.1%的人覺得是精神壓力大。在圖七疫情時期讓填答者最擔憂的事調

查中，42.5%的填答者認為是健康，17.8%的人認為是社交，13.6%的人認為是經濟，還有

13.1%的填答者認為是學業，另外有 10.3%的人認為是自己的情緒狀態。 

 
  （二）填答者對政府行為想法  

 

圖八：填答者對新冠疫情口罩政策滿意度 圖九：填答者新冠疫情時期政府的行動限制滿

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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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中填答者對新冠疫情口罩政策滿意度調查中，15.9%的人覺得非常滿意，62.1%的人覺

得滿意，15%的人覺得不知道，6.5%的人覺得不滿意。圖九中填答者新冠疫情時期政府的

行動限制滿意度顯示，7%的人表示非常滿意，58.4%的人表示滿意，17.3%的人表示不知

道，15.9%的人表示不滿意。 

  （三）後疫情時代影響調查  

從圖十填答者回到學校或工作崗位是否有受到影響調查中，56.5%填答者覺得沒有，43%

的人覺得有。圖十一填答者持續戴口罩勤洗手中調查中，83.6%的人填會，14.5%的人填看

情況。圖十二中填答者對政府發放的五倍券是否認為可以振興經濟調查中，66.4%的人覺

得可以，31.3%的人覺得不可以。圖十三，填答者對疫情後的臺灣可以恢復到疫情前狀態

的想法，34.6%的人覺得不可以，34.1%的人覺得可以，29%的人表示不知道。 

 
  由問卷可以得知疫情對人們生活的影響、填答者對政府行為想法 以及人民對後疫情

時代生活的想法。在圖十三中佔圖表最大比例 34.6%的填表者認為疫情後的臺灣不可以恢

復到原本狀態的想法和張上淳教授（2020）所說：「疫戰，還沒有真的結束；地球，還沒

有平靜下來。台灣還是隨時要做好準備。」似乎類似。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儘管 COVID-19 不如 SARS 之致死率，但由於 COVID-19 病毒的感染，不論無症

狀或輕、中、重症狀均具有傳染力。」（張金堅、許辰陽，2020）雖然病原體和傳播方式

相當相似，但 SARS 的症狀更加明顯且猛烈，相較 COVID-19 症狀不明顯下，SARS 更好

被發現且能直接隔絕。因此筆者發現 COVID-19 沒有和 SARS 一樣在短期內消失，反而持

圖十：填答者回到學校或工作崗位是否有受

到影響 

 

圖十一：填答者持續戴口罩勤洗手 

 

圖十二：填答者對政府發放的五倍券是否認

為可以振興經濟 

圖十三：填答者對疫情後的臺灣可以恢復到

疫情前狀態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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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了很長一段時間。 而政府的政策關乎整個疫情的走向。SARS 爆發期間，香港公衛團隊

分析染病和未染病之醫護同仁，發現戴口罩、手套、常洗手、長袍能有效保護醫護同仁，

所以在 COVID-19 疫情初期時，政府就宣導一連串的衛生觀念，且祭出責罰，有效控制疫

情。 

 
  疫情造成人心惶惶，民眾都害怕自己會染疫，在問卷的圖七中也有 42.5%的填答者認

為最擔憂的事是健康。在經濟上各行各業也都被嚴重衝擊，尤其是旅遊業與航空業，但政

府也開始推動各種國內旅遊或國內經濟的相關政策，例如：五倍券、國旅券……希望以此

刺激國內經濟，順便推動國內旅遊的發展。 

 
二、研究建議 

 
  （一）學會與病毒共存，並且珍愛地球 

 
  「未來新冠病毒將會流感化，年復一年不會消失，應對措施應不再是執意消滅病毒 

，也不是要清零，而是要思考怎麼與病毒共存。」（張金堅，2021）新冠病毒症狀不易

察覺，因此要是國際疫情沒得到控制，疫情只會繼續肆虐下去，臺灣的疫情也等不到結

束的那天。目前只能寄望疫苗或是藥物能突破此困境，研究者建議需要和病毒學習共存 

。而在 COVID-19 病毒肆虐的情況下，研究者也發現一件有趣的事情：在人們躲避病毒

的街道上，居然可以發現動物徘徊在街道上的身影。其實在很久之前，這些土地是這些

動物的家，但人類為了自己的利益將動物們趕往其他地方，破壞著每一片在地球上的土

地。因此研究者認為 COVID-19 疫情或許是個警告，在人為的破壞下，動物們原有的生

態環境被人類拿來利用，他們被迫搬離他們原有的生態環境，但這塊土地應是所有人共

有的，不管是人類還是生物，我們都共同享有地球上的每一份資源，研究者建議我們得

改變與自然界的關係，讓地球不再受到人為的破壞。（劉光瑩，2020） 

 
  （二）開創數位新世界，資訊倫理將考驗人們的價值觀 

 
  朱筱琪（2021）指出數位虛擬不僅逐漸取代現實生活，零接觸的數位生活儼然成為

一種文化。全自動收銀機、無人商店……的出現，將帶人們走向另一個數位化的新世界 

。但與此同時，隱私的資訊倫理隱憂將考驗著人們的價值觀。在 2021 年 5 月中旬爆發

大規模感染時，政府透過無線基地台即可一一比對確診者的足跡，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 

。這意味著只要是有手機的人當你把手機帶在身上時不論何時何地政府皆能掌握到你的

行蹤，研究者建議如何妥善運用這項資源抑是一門重要的課題。在接下來數位化的時代 

，科技的普及化會讓人們的生活便利許多，同時，資訊倫理的問題也將一一浮出水面考

驗著我們的價值觀。研究者建議政府應設置先法規，保障民眾的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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