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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 科：衛生技術 

科 目：公共衛生與衛生法規概要 

衛維妮老師 

一、請以公共衛生三段五級預防概念為架構，說明如何防治失智症？並請進一步說明新冠疫情肆虐

期間，對於失智症患者照護應該特別注意事宜？（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三段五級、新冠疫情、失智症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失智症 

《命中特區》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等 

【擬答】 

以公共衛生三段五級預防概念為架構，來說明如何防治失智症： 

初級預防（Primary Prevention）：強調預防失智症的發生，包括促進健康生活方式、保持

社交互動、運動及飲食均衡等。減少心血管疾病風險、戒菸戒酒也有助於減少失智症風險。 

次級預防（Secondary Prevention）：早期檢測及介入，及早診斷失智症、提供治療及支持

服務，以延緩症狀進展。透過定期健康檢查、認知功能評估或簡易問卷篩檢，可以早期發

現失智症風險。 

三級預防（Tertiary Prevention）：著重於提供全面照護及管理，包括提供藥物治療、復健計

劃、提供長期護理、使用長照服務，參與活動等，以提高生活品質，並減緩症狀惡化。 

在新冠疫情肆虐期間，對於失智症患者照護應該特別注意以下事項： 

感染風險管理：加強衛生措施，定期清潔手部、避免接觸病患等，以降低感染風險。 

社交隔離調適：考慮患者的心理及情感需求，設法提供安全的社交支持，如通話、視訊聯

繫等，以避免社交孤立帶來的負面影響。 

藥物管理與定期追蹤：確保失智症患者獲得持續的藥物治療，並定期與醫療專業人員追蹤

診治進展，避免因為疫情影響而中斷治療。 

透過以上措施，可以更有效地照顧失智症患者，確保他們在疫情期間得到適切的支持與照護。 

 

二、從公共衛生的角度，請敘述少子化對國家及社會可能造成的衝擊為何？又，那些醫療衛生之公

共政策有助於減緩臺灣目前少子化的現象？（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少子女化衝擊、醫療衛生政策 

【擬答】 

少子女化對國家及社會可能造成的衝擊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勞動力短缺：人口減少導致年輕勞動力不足，可能影響經濟增長和生產力，增加企業的用

工成本。 

社會福利壓力：隨著老年人口比例上升，養老金、醫療保健等社會保障系統的負擔加重，

可能引發財政壓力。 

消費市場縮小：年輕人口減少可能導致消費需求下降，影響市場活力，尤其是在教育、娛

樂和消費品等行業。 

教育資源分配：少子女化可能導致學校及教育資源的調整，影響教學質量和資源配置。 

社會結構變化：人口結構的不平衡可能影響社會互動與文化傳承。 

為了減緩臺灣目前的少子化現象，以下公共政策可能會有所幫助： 

家庭友善政策：包括提供育兒津貼、減少育兒成本、增設公共托育機構等，減輕家庭養育

孩子的經濟壓力。 

工作與生活平衡：推動彈性工作制、產假與陪產假政策，鼓勵男性參與育兒，改善工作環

境以支持家庭生活，增強育兒誘因。 

教育政策改革：提升教育資源配置，提高教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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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健支持：提供全面的孕產婦保健服務，提升生育健康和育兒支持，減少生育風險。 

宣傳與意識提升：透過媒體宣導育兒的價值和意義，改變社會對於生養的觀念。 

    這些政策可以共同促進家庭生養意願，減緩少子女化帶來的挑戰，其中又以營造生養友善

的環境最為重要，包括職場性別/育兒平等環境與社會氛圍。在醫療衛生政策方面，目前政府

有補助人工生殖費用以及 110-113年度優化兒童醫療照護計畫，都是希望在醫療衛生部分能減

輕生養的醫療保健壓力，並且提升照護品質，維護兒童與家庭健康。 

 

三、觀察 1996 至 2022 年亞洲主要競爭國家平均餘命的變化，臺灣的平均餘命的表現相對落後於

日本、新加坡、南韓等國家。請說明可能的原因並提出改善平均餘命的策略？（25 分） 

1996-2022 平均餘命的變遷 

國家 1996 年 2009年 2022年 

日本 80.20 82.59 84.00 

新加坡 76.60 81.4 83.00 

南韓 74.15 79.97 82.70 

臺灣 74.95 79.01 79.84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平均餘命較低之原因與改善策略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平均餘命較低之原因與改善策略 

《命中特區》部分於人口統計、社會變遷 

【擬答】 

    台灣在 1996至 2022年間的平均餘命雖然有所提升，但相對於日本、新加坡和南韓等國家

的表現仍然略顯落後，這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 

生活方式：台灣的飲食習慣和生活方式，尤其是高鹽、高脂飲食，以及運動不足，可能導致

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增加。 

醫療資源分配：儘管台灣擁有良好的醫療體系，但在某些偏鄉地區的醫療資源配置仍然不足，

導致部分民眾獲得醫療服務的機會較低。 

高齡問題：隨著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老年相關疾病（如失智症、慢性病等）的增多，對整體

平均餘命產生影響。 

公共健康政策：在公共健康宣傳和慢性病預防方面，台灣的政策可能相對於其他競爭國家來

得不足。尤其台灣高齡者於中草藥與保健食品的健康識能可能較為不足，容易攝入不當導致

健康危害。 

婦幼醫療照護水準較差。與日韓相比，台灣的孕產婦死亡率、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新生兒

死亡率等都偏高，由於年紀輕，雖然兒童人數不多，但影響程度仍不可忽視。 

台灣因歷史脈絡特有的疾病類型，例如有許多 B 型病毒肝炎與 C 型病毒肝炎帶原者，使慢

性肝病與肝硬化在 2022年以前還在十大死因之內。 

改善平均餘命的策略或許可從以下面向進行： 

推動健康生活方式：加強健康飲食和運動的宣導，促進全民健康，鼓勵健康飲食選擇和定期

運動，降低慢性病發生率。 

增強醫療服務可近性：提升偏鄉地區的醫療資源，推動遠距醫療和社區健康服務，確保每個

人都能方便地獲得必要的醫療照顧。 

強化老年健康照護：發展針對老年人的健康管理與疾病預防政策，提供全面的健康檢查和長

期照護服務，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質。 

改善公共衛生政策：加強對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對能力，提升疫情控制和疾病預防的能力，

確保健康風險最小化。在中草藥與保健食品方面，雖然已有法規限制誇大不實之廣告言詞，

但消費者還是需要提升資訊判讀能力，以避免攝入不當導致健康危害。 

推廣心理健康：增加對心理健康的重視，提供更多的心理健康服務和支援，幫助人們更好地

應對壓力和心理問題。此部分已有年輕族群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希望能有所助益。 

提升婦幼醫療照護品質，近年來政府意識到此問題之嚴重性，從優化兒童醫療照護計畫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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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戮力改善。 

B 肝帶原與母子垂直傳染在 B 肝疫苗全面施打下，年輕世代之新發個案已經很少，但還是

有過去的帶原者，需持續追蹤，仍可能是平均餘命較短之部分原因；C肝帶原部分，政府現

在已全面補助 C 肝口服新藥，由於可以治癒，應該會有大幅改善；唯帶原者必須清楚自己

有帶原才可能開始服藥治癒，此部分仍待全面的公眾溝通與健康識能倡議。 

透過這些策略的實施，可以進一步提升台灣民眾的健康，改善平均餘命。 

 
 

四、假設時間回到 2021 年底，Covid-19 主要流行病毒株為 Delta 病毒，傳染率高，重症率也高。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要求，為了維持醫療及防疫量能，所有「醫事人員、防疫人員、外送員、

合法攤商、賣場收銀人員、郵差及各級學校教職員工作，或服務性質具有『接觸不特定人士或

無法保持社交距離』」特性之產業，均應接種兩劑疫苗，否則不得上班。違者將依傳染病防治

法第 67 條處以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之罰鍰。某甲在舞廳上班，因為有確診者曾經

光顧，主管機關作疫情調查時，發現某甲沒有接種兩劑疫苗，以違反前開規定，處以 3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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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鍰。某甲主張，主管機關前開規定明文所列行業，並沒有包含舞廳或類似之行業，且因為疫

情收入驟減，無力支付罰鍰，主管機關之處罰過當。請問某甲之主張，有無理由？（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比例原則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比例原則 

《命中特區》法律原則 

【擬答】 

  某甲的主張在法律上可能存在一定的理由，但具體情況需視法律解釋及實際執行而定。以

下是對某甲主張的分析： 

行業適用性： 

  某甲主張舞廳不在主管機關規定的行業範疇內，若舞廳確實未被明確列入「接觸不特定人

士或無法保持社交距離」的行業，則其主張具備一定的法律依據。法律解釋應該遵循明確性原

則，若規定不明確，可能影響罰鍰的適用。 

罰鍰過當： 

  某甲提及疫情收入驟減、無力支付罰鍰，這可能反映出對於罰鍰的公平性及合理性質疑。

儘管法律賦予主管機關罰鍰權利，但在實施過程中，應考量被罰者的經濟狀況和情況，這可能

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處罰的公正性。 

法律原則： 

  根據比例原則，罰鍰應與違法行為的情節、後果相適應。若某甲的行為未對公共健康造成

重大影響，且其未接種疫苗的原因有正當性，則可能有理由要求重新評估罰鍰。 

  綜合以上分析，某甲的主張有其法律依據，但具體結果還需根據法律適用、實際執行的細

節以及主管機關的裁量權來決定。在此情境下，某甲可以考慮尋求法律意見，探討是否有申訴

或減免罰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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