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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療照護及防治發給補助津貼
及獎勵要點第二點、第四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本要點津貼之適用對象，

指下列各款人員： 

(一)設有負壓隔離病房、普

通隔離病房或加護病房

之醫院，第一線執行照

護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疑似或確診病例之醫事

人員。 

(二)設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專責病房(以下簡稱

專責病房)或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專責加護病

房(以下簡稱專責加護

病房)之醫院： 

1.第一線執行照護疑似

或確診病例之專責醫

事人員。 

2.執行清潔之清潔人員 

(三)設有急診部門負壓隔離

病室或單人病室之醫

院，第一線執行照護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疑似

或確診病例之專責醫事

人員。 

(四)本部公告傳染病指定隔

離醫院及應變醫院，或

設有專責病房之醫院，

符合但不限「108 年醫

院感染管制查核作業查

核基準」規定應設置之

專任感染管制人員人

數，包含受感染症醫學

訓練之專科醫師、感染

二、本要點津貼之適用對象，

指下列各款人員： 

(一)設有負壓隔離病房、普

通隔離病房或加護病房

之醫院，第一線執行照

護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疑似或確診病例之醫事

人員。  

(二)設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專責病房(以下稱專

責病房)之醫院，第一線

執行照護疑似或確診病

例之專責醫事人員。 

(三)設有急診部門負壓隔離

病室或單人病室之醫

院，第一線執行照護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疑似

或確診病例之專責醫事

人員。 

(四)本部公告傳染病指定隔

離醫院及應變醫院，或

設有專責病房之醫院，

依「108 年醫院感染管

制查核作業查核基準」

規定設置之專任感染管

制人員，包含受感染症

醫學訓練之專科醫師、

感染管制護理人員及感

染管制醫事檢驗人員。 

前項津貼，基準如下： 

(一)醫師每人每日新臺幣

(以下同)一萬元。 

(二)護理人員每人每班一萬

一、鑑於近期疫情持續嚴峻，

確診者重症及致死率增

加，為因應染疫重症病人

醫療照護之特殊性，本部

已要求醫院設置專責加護

病房，專責收治疑似或確

診之重症病人。考量專責

病房及專責加護病房均收

置感染風險較高之病人，

除醫事人員執行醫療照護

外，清潔人員在維護病房

清潔，避免醫療廢棄物感

染亦有其重要性，爰修正

第一項第二款，增訂專責

加護病房，並明定專責病

房及專責加護病房之醫事

人員及清潔人員皆為津貼

適用對象。 

二、考量多數醫院設置之專任

感染管制人員人數遠高

於「108 年醫院感染管制

查核作業查核基準」規

定，為符合實際狀況，爰

酌修第一項第四款規定，

使「得請領專任感染管制

人員人數不受該基準限

制」。 

三、醫院設置專責加護病房收

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重症病人外，亦需兼顧既

有重症醫療需求，需由重

度級急救責任醫院設置

專責協調人員，執行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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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護理人員及感染管

制醫事檢驗人員，負責

感染管制業務之推動。 

(五)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

執行收治疑似或確診病

例之床位協調、跨院溝

通及重症病人維生儀器

調度相關事項之專責協

調人員。 

前項津貼，基準如下： 

(一)醫師，每人每日新臺幣

(以下同)一萬元。 

(二)護理人員，每人每班一

萬元。 

(三)專責醫事放射人員，每

人每月一萬元。 

(四)專任感染管制人員，每

人每月一萬元。 

(五)專責協調人員，每人每

月一萬元。 

(六)清潔人員，每人每班一

千五百元。 

元。 

(三)專責醫事放射人員每人

每月一萬元。 

(四)專任感染管制人員每人

每月一萬元。 

 

疑似或確診病例之床位

協調、跨院溝通及重症病

人維生儀器調度相關事

項，始得妥適處理，爰新

增第一項第五款，為津貼

適用對象。 

三、配合第一項修正，新增第

二項第五款及第六款之發

放基準；原第二項第一款

至第四款，酌調體例。 

 

 

 

 

 

 

 

 

四、本要點獎勵之核發對象及

金額基準如下： 

(一)醫療機構設置專責病房

或專責加護病房，符合

設置條件且通過本部、

直轄市、縣(市)衛生局

或委託之專業團體審查

者： 

1.每一專責病房之病室，

獎勵費用上限十萬元。 

2.每一專責加護病房之

病室，獎勵費用上限十

五萬元。 

3.依收治個案數及占床

率給予獎勵費用，每一

四、本要點獎勵之核發對象及

金額基準如下： 

(一)醫療機構設置專責病

房，符合設置條件且通

過本部或委託之專業團

體查核者： 

1.每一病室獎勵費用十

萬元。 

2.依收治個案數及占床

率給予獎勵費用，每一

病室每月一萬元，且應

有百分之五十以上，分

配予病房相關工作人

員，包含醫事人員、社

會工作人員、行政人員

一、第一款修正，係配合醫院

設置專責加護病房，分列

專責病房及專責加護病房

之病室獎勵金額。 

二、配合第一款修正，修正第

二款比照適用之目次。 

三、為簡化獎勵費用發放程序，

爰修正第三款，將指定採

檢機構與核發獎勵費用之

單位合一，並統一採檢醫

療機構名稱。另將第一目

拆分為二目，以臻明確；至

其餘目次配合調整。 

四、第四款修正，係基於今年

疫情持續嚴峻，全國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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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室每月一萬元，且應

有百分之五十以上，分

配予病房相關工作人

員，包含醫事人員、社

會工作人員、行政人員

及清潔人員。 

4.依收治個案數、病情嚴

重度及住院天數給予

獎勵費用，且應全數分

配予第一線及共同照

護之醫事人員：肺炎患

者每人日三千元，使用

呼吸器患者每人日一

萬元。 

(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疑

似或確診病例收治於負

壓隔離病房、普通隔離

病房或加護病房者，比

照前款第四目給予獎勵

費用，並應全數分配予

第一線及共同照護之醫

事人員。 

(三)經本部疾病管制署指定

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採檢醫療機構(以下簡

稱採檢醫療機構)，並符

合設置條件且通過本部

或委託之專業團體查核

者，由本部疾病管制署

核發獎勵費用： 

1.每家醫療機構獎勵費

用上限二十萬元。 

2.依每月實際採檢案件

數給予獎勵費用，其中

應有百分之八十以上，

分配於相關工作人員，

包含急診醫護人員、醫

及清潔人員。 

3.依收治個案數、病情嚴

重度及住院天數給予

獎勵費用，且應全數分

配予第一線及共同照

護之醫事人員：肺炎患

者每人日三千元，使用

呼吸器患者每人日一

萬元。 

(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疑

似或確診病例收治於負

壓隔離病房、普通隔離

病房或加護病房者，比

照前款第三目給予獎勵

費用，並應全數分配予

第一線及共同照護之醫

事人員。 

(三)經本部疾病管制署指定

為採檢醫療機構，並符

合設置條件且通過本部

或委託之專業團體查核

者： 

1.每家醫療機構獎勵費

用二十萬元；並依每月

實際採檢案件數給予

獎勵費用，其中應有百

分之八十以上，分配於

相關工作人員，包含急

診醫護人員、醫事放射

人員、社會工作人員、

行政人員及清潔人員

等。 

2.採檢案件數獎勵費用

基準如下： 

(1)每月採檢案件數達

三百至三百九十九

件者，獎勵費用五萬

警戒已提升為第三級，為

鼓勵醫事機構(含醫療機

構、護理機構、醫事檢驗機

構、藥局等十五類，依法限

由醫事人員申設及擔任負

責人之機構)加入協助轉

檢、採檢、檢驗及通報應接

受 SARS-CoV-2之個案，以

及早發現及掌握確診者資

料，爰依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第七十八次會議決

議，增訂獎勵費用。 

五、第八款係依實務修正檢驗

實驗室設置規定及獎勵費

用核發單位。 

六、為確保國內醫療量能，執

行輕重症患者分流，已由

集中檢疫所協助收治輕症

或無症狀確診病人，並協

調負責醫院提供所內基本

醫療照護及後送醫院救治

之責。由於轉送患者需由

救護車及救護技術員二人

隨車，轉送過程中除須做

好感控措施，避免感染外，

亦須隨時監測病情變化。

為獎勵醫院順利完成轉送

作業，爰新增第十一款獎

勵對象。另考量多數醫院

係與救護車營業機構(俗

稱民間救護車公司)合作

轉院作業，並規定由救護

車營業機構進行轉院者，

應將獎勵費用全數分配予

救護車營業機構。 

七、配合新增第十一款，調整

原款次為第十二款，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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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放射人員、社會工作

人員、行政人員及清潔

人員等。 

3.採檢案件數獎勵費用

基準如下： 

(1)每月採檢案件數達

三百至三百九十九

件者，獎勵費用五萬

元。 

(2)每月採檢案件數達

四百至四百九十九

件者，獎勵費用十萬

元。 

(3)每月採檢案件數達

五百至五百九十九

件者，獎勵費用十五

萬元。 

(4)每月採檢案件數達

六百件以上者，獎勵

費用二十萬元。 

4.於日間（上午八時至下

午六時）採檢及通報

者，每一案獎勵費用五

百元，其中三百元應分

配予採檢相關人員；於

夜間或假日採檢及通

報者，每一案獎勵費用

七百元，其中五百元應

分配予採檢相關人員。 

5.醫院執行社區監測疑

似個案之通報採檢率，

符合本部疾病管制署

所定獎勵指標者，按月

給予獎勵費用，每月最

高十萬元。 

(四)完成下列轉檢、採檢、

檢驗及通報者，由本部

元。 

(2)每月採檢案件數達

四百至四百九十九

件者，獎勵費用十萬

元。 

(3)每月採檢案件數達

五百至五百九十九

件者，獎勵費用十五

萬元。 

(4)每月採檢案件數達

六百件以上者，獎勵

費用二十萬元。 

3.於日間（上午八時至下

午六時）採檢及通報

者，每一案獎勵費用五

百元，其中三百元應分

配予採檢相關人員；於

夜間或假日採檢及通

報者，每一案獎勵費用

七百元，其中五百元應

分配予採檢相關人員。 

4.醫院執行社區監測疑

似個案之通報採檢率，

符合本部疾病管制署

所定獎勵指標者，由本

部疾病管制署按月給

予獎勵費用，每月最高

十萬元。 

(四)個案轉檢、採檢及檢驗： 

1.醫療機構對於評估後

應檢驗 SARS-CoV-2 之

個案，安排轉檢並向所

在地直轄市、縣(市)衛

生局完成通報資料者，

每一案獎勵費用二百

元。 

2.本部疾病管制署給付

量國內疫情警戒分級隨國

內外疫情不斷變化，醫療

機構、衛生所及藥局所需

配合辦理之防疫工作，亦

需隨時調整，為彈性核發

獎勵費用，爰刪除既有之

細節規定，僅於各目訂定

獎勵費用上限，原細節規

定回歸各項作業申請須知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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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管制署核發獎勵費

用： 

1.醫療機構對於評估後

應檢驗 SARS-CoV-2 之

個案，安排轉檢並向所

在地直轄市、縣(市)衛

生局完成通報資料者，

每一案獎勵費用二百

元。 

2.於一百十年五月五日

起，醫事機構完成轉介

應檢驗 SARS-CoV-2 之

個案至指定採檢醫療

機構，並於本部或直轄

市、縣(市)衛生局證實

檢驗為陽性者，每一案

獎勵費用一萬元；指定

採檢醫療機構協助轉

檢個案採檢且檢驗為

陽性者，每一案獎勵費

用五千元。 

3.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指定檢驗機構(以下簡

稱指定檢驗機構)之公

費核酸檢驗費用，每件

至少應有一千元分配

予檢驗相關人員。 

(五)重症呼吸器患者照護：

醫療機構收治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之重症呼吸

器患者，按收治使用呼

吸器病人數及使用日

數，給予每人每日一萬

元獎勵費用，並應全數

分配予呼吸治療師。 

(六)設有二十四小時急診部

門之急救責任醫院，給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通報個案指定檢驗機

構之檢驗費用，每件至

少應有一千元分配予

檢驗相關人員。 

(五)重症呼吸器患者照護：

醫療機構收治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之重症呼吸

器患者，按收治使用呼

吸器病人數及使用日

數，給予每人每日一萬

元獎勵費用，並應全數

分配予呼吸治療師。 

(六)設有二十四小時急診部

門之急救責任醫院，給

予每月防疫獎勵費用，

基準如下，並應全數分

配予急診部門之相關工

作人員，包含急診醫護

人員、醫事放射人員、

社會工作人員、行政人

員、救護人員及清潔人

員等： 

1.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

醫院評鑑等級為醫學

中心（含準醫學中心）

者，一百二十萬元；區

域及地區醫院者，九十

萬元。 

2.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

六十萬元。 

3.一般級急救責任醫院：

三十萬元。 

(七)醫院配合本部指定計

畫，執行二十四小時遠

距諮詢，表現優良者，

給予獎勵費用，最高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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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每月防疫獎勵費用，

基準如下，並應全數分

配予急診部門之相關工

作人員，包含急診醫護

人員、醫事放射人員、

社會工作人員、行政人

員、救護人員及清潔人

員等： 

1.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

醫院評鑑等級為醫學

中心(含準醫學中心)

者，一百二十萬元；區

域及地區醫院者，九十

萬元。 

2.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

六十萬元。 

3.一般級急救責任醫院：

三十萬元。 

(七)醫院配合本部指定計

畫，執行二十四小時遠

距諮詢，表現優良者，

給予獎勵費用，最高五

百萬元，且應全數分配

予相關工作人員，包含

值班醫師、護理人員及

行政人員。 

(八)設有生物安全第二等級

以上實驗室之醫事機

構，且為指定檢驗機構

者，由本部疾病管制署

核發購置儀器設備獎勵

費用，每家最高五百萬

元。 

(九)醫院因應新興傳染病設

置具負壓前室之正壓手

術室，經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衛生局依本部

百萬元，且應全數分配

予相關工作人員，包含

值班醫師、護理人員及

行政人員。 

(八)設有生物安全第二等級

負壓實驗室之醫事機

構，且為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指定檢驗機構

者，給予購置儀器設備

獎勵費用，每家最高五

百萬元。 

(九)醫院因應新興傳染病設

置具負壓前室之正壓手

術室，經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衛生局依本部

疾病管制署所定「建立

因應新興傳染病之手術

室獎勵機制方案」審查

通過，並提報本部疾病

管制署核發獎勵費用，

每家最高五百萬元。 

(十)醫療機構設置無障礙就

醫環境符合獎勵條件且

通過本部或指定之專業

團體查核者，給予費用： 

1.醫院隔離病房，每病室

最高獎勵上限七十萬

元。 

2.診所，每家最高獎勵上

限三十萬元。 

(十一)醫療機構及藥局辦理

防疫工作表現績優者，

給予獎勵費用，其中百

分之六十以上應分配予

相關工作人員： 

1.醫院： 

(1)防疫獎勵：於一百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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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管制署所定「建立

因應新興傳染病之手術

室獎勵機制方案」審查

通過，並提報本部疾病

管制署核發獎勵費用，

每家最高五百萬元。 

(十)醫療機構設置無障礙就

醫環境符合獎勵條件且

通過本部或指定之專業

團體查核者，給予費用： 

1.醫院隔離病房，每病室

最高獎勵上限七十萬

元。 

2.診所，每家最高獎勵上

限三十萬元。 

(十一)負責集中檢疫場所醫

療照護之醫院，自聘或

委請救護車營業機構派

遣之救護技術員執行隨

救護車轉送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確診病例到院

作業，給予每月一萬元

獎勵費用；委請救護車

營業機構執行者，應全

數分配予救護車營業機

構。 

(十二)醫療機構及藥局辦理

防疫工作表現績優者，

給予獎勵費用，其中百

分之六十以上應分配予

相關工作人員： 

1.醫院：配合本部防疫政

策，於疫情期間開設及

增設專責病房、專責加

護病房，並收治確診或

疑似個案，支援採檢

站、集中檢疫所或防疫

九年一月至五月疫

情期間，未發生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院

內群聚感染事件者，

依一般病床開放數

規模發給。四十九床

以下，一百五十萬

元；五十床以上九十

九床以下，二百萬

元；一百床以上一百

九十九床以下，三百

萬元；二百床以上四

百九十九床以下，四

百萬元；五百床以

上，五百萬元。 

(2)績效獎勵：依一百零

九年一月至五月疫

情期間收治社區肺

炎 （ community 

acquired 

pneumonia）、疑似或

確診嚴重特殊性肺

炎住院病例數，給予

最高五百萬元。 

(3)經本部疾病管制署

指定之應變醫院或

隔離醫院，配合辦理

防疫工作，表現優良

者，給予最高五百萬

元。 

(4)其他配合本部辦理

防疫工作，如集中檢

疫所、機場檢疫、通

訊診療、指定機構檢

驗數量等，表現優良

者，給予最高五百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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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館，規劃並調度病

床、醫療資源或配合執

行區域內應變機制等，

給予獎勵上限三千萬

元。 

2.診所(含衛生所)：配合

本部防疫政策，於疫情

期間落實病人分流，協

助 診 治 及 照 護 具

COVID-19 適應症之疑

似個案、支援社區篩檢

或疫苗接種相關事務，

給予獎勵上限三十萬

元。 

3.衛生所及藥局：配合政

府辦理口罩實名制之

衛生所或健保特約藥

局，依銷售實名制口罩

累積總天數，給予獎勵

上限三萬元。 

 

 

2.診所（含衛生所）： 

(1)防疫獎勵：一百零九

年二月至四月疫情

期間，當月開診天數

達二十天以上者，每

家每月一萬元。 

(2)績效獎勵：一百零九

年二月至四月疫情

期間，落實分流及感

染管制措施，依診治

為腹瀉或呼吸道疾

病之人次佔就診總

人次百分比，按月發

給；百分之三十至百

分之四十五，一萬

元；逾百分之四十五

至百分之七十五，二

萬元；逾百分之七十

五，三萬元。 

(3)配合直轄市、縣（市）

衛生局辦理通訊診

療者，給予一萬元。 

3.衛生所及藥局：配合政

府辦理口罩實名制之

衛生所或健保特約藥

局，依銷售實名制口罩

累積總天數，給予獎勵

費用： 

(1)二十天至五十天，五

千元。 

(2)五十一天至七十五

天，一萬元。 

(3)七十六天至一百天，

二萬元。 

(4)逾一百天，三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