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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標竿學習案例分享 
 

因應COVID-19疫情之新聞發布變革 

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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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創新作為 問題解決 

具體效益 總結 



背景說明 

疾管署成立迄今，歷經多次重大疫情成立指揮中心，
透過召開記者會與新聞稿對外發布重大疫情資訊 

109年COVID-19疫情席捲全球，1/20成立指揮中
心，2/27指揮中心一級開設，每日定時召開記者
會，並首度輔以YouTube、FB與Line方式同步提
供民眾瀏覽最新資訊 

因應防疫(集會)規範，並規劃記者會分階段調控措
施，至今運作順暢且獲國內外各界好評 



創新作為 

傳統與網路直播記者會並行，即時傳遞重
要資訊 

 

   



創新作為 

示範電鍋蒸口罩延長口罩使用壽命 搭配世界洗手日，宣導正確洗手
重要性 

設定議題提供實用資訊，引導正向報導避
免民眾恐慌 

 

  



創新作為 

新聞及製圖組 

•撰寫新聞稿 

•配合新聞稿製

作手板 

•輿情回應 

•不實謠言澄清 

媒體採訪組 

•輿情監測 

•熱議輿情整理 

•媒體錯誤報導

更正 

•受理國內外媒

體邀訪 

記者會組 

•會場實名制、

座位規劃 

•媒體提問紀錄 

•完善現場媒體

所需硬體 

1922組 

•提供QA供客

服參考說明 

•民眾問題回饋

業務單位政策

制定及調整參

考 

團隊齊動員，分組分時，全年無休，做好
長期抗疫準備 

 

 

   



創新作為 

因應疫情變化，分階段調整記者會召開方式 

• 落實實名制、管控進場人數、固定座位 

• 每日定時環境清消、改變媒體堵訪方式 第一階段 

• 一家電視台輪流供訊、主動提供記者會照片 

• 台上座位間距調整、控制記者會時間 第二階段 

• 以網路直播取代現場召開記者會 

• 媒體採線上觀看直播後提問 第三階段 

109年3月9日起 

109年3月23日起 



創新作為 

109/3/9起，記者會採實名制、提供消毒
設備、抽籤固定座位 



創新作為 

109/03/09起，記者會採實名制、提供消
毒設備、抽籤固定座位 



創新作為 

109/03/09起，記者會每家媒體限制一位
文字及攝影記者進場    

實施後：    現場人數由150人降至85人 



創新作為 

109/03/23起，改由直播團隊供訊   

實施後： 現場人數由85人降至48人 



創新作為 

109/04/01 發布社交距離指引 

109/04/29 記者會台上戴口罩、分二排，
保持社交距離 



創新作為 

109/4/30 防疫新生活啟動 

109/5/12 台上以隔板取代社交距離及戴口  

               罩限制 



創新作為 

110/05/14 起社區爆發疫情 

110/05/19 全國疫情警戒升為三級 

記者會媒體由48人降至24人，最終降至12
人 



防疫考量與媒體採訪需求如何兼顧? 

問題解決 

  規劃3階段人員調控方案 

 加開第2場地供無法入
場人員同步觀看直播 

 於Line成立新聞群組即
時提供重要資訊或澄清 



身心障礙者健康權益保障 

問題解決 

提供手語直播 

直播影片提供中英文字幕 



電視台主動合作，提供客語即時口譯直播 

問題解決 



具體效益 

公開透明資訊 安定民心 提高民眾防疫正確認知 

截至110年11月29日，指揮中心成立680天，
召開633場記者會 

疾管署官方YouTube頻道單日曾高達151萬人
同時上線觀看，目前已超過1.2億觀看次數 

 1922防疫達人 FB粉絲數超過68萬人 
    疾管家LINE好友超過1000萬人 



具體效益 

另類話題 帶動正向防疫 

圖片來源：https://images.app.goo.gl/e5iCaHPapdqM7u4i8 



具體效益 

每日定時報告疫情及防疫資訊 獲國內外好評 



總 結 

透過直播記者會，民眾與媒體同
時獲取完整防疫政策及宣導資訊 

有效避免部分媒體擷取部分資訊
進行不完整報導 



總 結 

透過多元管道，及時公布最新資
訊與防疫措施及不實謠言澄清 

有效消弭民眾對疫情之不安、提
升防疫意識進而主動參與並配合
防疫工作 



總 結 

因應疫情狀況，規劃並機動調整
不同階段之記者會人數調控方式 

有效避免防疫決策人員因身處群
聚感染風險，影響後續政策推動 

提供各機關疫情時期，辦理記者
會之參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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