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苗採購整備案 

∼緣起與發現∼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下稱新冠肺炎）本土疫情於民國（下

同）111 年 5 月突然大爆發，值此亟需疫苗接種時刻，相關疫苗採購數量

判斷準據是否適當、資訊是否足夠透明、政府疫苗採購及施打策略有無及

早規劃、在疫情平穩時有無積極爭取疫苗進口、相關制度及法令是否周延

等情。經監察院調查後，提出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應確實檢討此次

新冠肺炎疫苗（下稱新冠疫苗）無法滿足國人接種需求之各項因素；通盤

檢討緊急採購疫苗之相關規範；民間企業捐贈疫苗之行政流程；加速新冠

疫苗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審查進度；公開更完整之疫苗決策資訊，以保障人

民知的權利等多項意見。 

∼改善與處置結果∼ 

行政院表示，將以本次整備疫苗的相關經驗為借鏡，就此次新冠疫苗

接種作業通盤檢討，將實務操作經驗，作為未來推動大規模接種作業計畫

之重要參考依據；積極扶植國內疫苗廠商，建置國內疫苗產能，同時培養

國內具備國際採購專業人員，結合各部門專業人員，共同協助處理，強化

緊急採購專業能力；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審議小組已提高審議會議召開頻率，

並增加每次會議的審議案件數。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研擬修訂「機關依

政府採購法第 105條第 1項第 2款辦理緊急採購作業指引」，將屬賣方市

場等採購性質特殊案件，納入可不適用主管機關訂定之契約範本的範圍，

使採購規範保留彈性。衛福部 111 年 7 月 27 日公告修訂「特定藥品專案

核准製造及輸入辦法」，未來民間企業欲捐贈疫苗與藥品，應依據藥事法

及前開辦法提出申請。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於 111 年 12 月 30 日增修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諮議會或審議會運作注意事項」規定，以強



化審查決策之透明度。 

調查案 

https://www.cy.gov.tw/public/Data/112mo/112%AA%C0%BD%D50003.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