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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 情 的 爆 發 

2021 年 5 月 13 日，台灣開始爆發 COVID-19 疫情，一個月內共有 11,501 人感

染，大台北地區是最嚴重的地區，政府立即宣布進入二級警戒狀態。 

• 所有餐廳禁止內用 

• 學校課程改成遠距上課 

• 幼兒園、中小學、大學暑假全部停課 

• 公共場所禁止聚集，外出皆須戴口罩 

7 月中之後，疫情開始趨緩，截至 10 月 31 日，台灣共有 16,436 人感染，847 

人死亡。防疫模範生的名號，在一個月內跌落谷底。 



台灣疫情數量發展圖表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https://topic.udn.com/event/COVID19_Taiwan 

2021台灣疫感染數發展 



台灣疫情數量發展圖表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https://topic.udn.com/event/COVID19_Taiwan 

2021台灣疫情死亡變化圖 



弱 勢 族 群 的 處 境 

1. 失業率的快速上升：失業率在一個月內快速上升 1%，影響人口數（五、六月平均失

業人數）約五十三萬人。 

2. 無薪假人數：從平均每月約四千人，快速上升至單月近六萬人。 

3. 隱藏的非正式就業勞動人口：許多非正式勞動人口，如工地工人、臨時工、計時薪

資工人、清潔人員、健身教練、代課老師…等，因二級警戒規定餐廳、工地或是公共

場所關閉，因此沒有收入。 

4. 無家者或街友（homeless）：因為公共場所關閉，許多無家者得不到食物支援，許

多可以洗澡的地方也都關閉，打臨時工的收入也完全消失….。 

5. 單親的婦女或家庭：因學校停課，許多單親父母必須辭去工作，在家裡照顧小孩。 



台灣疫情數量發展圖表 

台灣 2020-2021 失業率的變化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https://www.stat.gov.tw/point.asp?index=3 



台灣疫情數量發展圖表 

2019-2021 無薪假數量變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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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實施人數 

實施人數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統計查詢網 https://statfy.mol.gov.tw/index04.aspx 

疫情高峰後快速下降 



政 府 的 措 施 與 疫 情 控 制 

疫情爆發初期，人心惶惶，也出現大量採購食物、不知所措的狀態，醫療能量瀕臨崩潰。 

1. 迅速進入二級警戒狀態：關閉公共場所、大量篩檢、居家隔離、提供紓困貸款…等措

施。 

2. 人民自主配合：人民自主性的封城、減少外出。萬華是最嚴重的地區、政府與非營利

組織、里長等迅速動員，很快的提出對貧困人口與街友的協助對策。但在疫情發展初

期，災情集中台北地區，情況仍是很嚴峻。 

3. 友好國家疫苗的支援：日本共 6 次，支援 420.4 萬支 AZ 疫苗；美國 2 次支援 400 

萬支莫德納疫苗，在台灣最困難時給予關鍵性的協助。 

疫情於 8 月底得到較好的控制。 



台灣疫情數量發展圖表 

人民自主性的軟性封城、非營利組織的動員 

資料來源：h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120952/5477658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527-taiwan-wanhua-ten-days/ 

這是我。七月初對萬
華、台北車站的無家
者進行疫情調查及疫
苗接種勸導。 

有許多政府無法照應到的地方，如萬華
的貧困者、無家者/街友。當地的非營利
組織迅速動員，募集食物、口罩等救難
包，固定發送給需要的人。 

這是台北最繁榮的101大樓附近。 
在五、六月疫情嚴重時，除了上班外，
人民自主性不出門，因此風景區、百
貨公司變得很空蕩。實際上，台灣並
未執行過一級的封城措施。 



債 務 的 趨 勢 觀 察 

1. 弔詭的數字：失業率升高、無薪假多、家庭債務上升。但循環信用餘額卻降低。 

2. 臨時工、非正式勞動等人口，數字不會表現在借款餘額或國家統計數字上。 

3. 政府提供大量政府貸款，是否紓困貸款取代了一般性的消費貸款。是否這些債

務日後會轉成對國家的債務？一旦發生，該如何處理？ 

4. 有無可能類似2005年台灣的消費債務情況，貧困者會以債養債，半年或幾年後

才會發生大規模的信用違約？ 

5. 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如紓困貸款、低利率，使得台灣的游資非常多，因此股

市和房地產仍維持高檔。是否會形成富人更富有、貧者更貧困者發展，仍值得

觀察。 



台灣疫情數量發展圖表 

台灣的 2020-2021 循環信用餘額變化 

資料來源：政府開放資料平台-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 https://data.gov.tw/dataset/45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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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2018-2021 家庭負債變化 

2016 87.5% 安聯集團《全球財富報告》 

2017 89.4% 安聯集團《全球財富報告》 

         86.1% 台灣中央銀行 

2019 92.6% 安聯集團《全球財富報告》 

         86.7% 台灣中央銀行 

2020 91.8% 安聯集團《全球財富報告》 

家庭負債中重要的組成：房貸！ 



家庭負債中的主要組成：房地產貸款逐年上升 

https://www.macromicro.me/collections/15/tw-housing-relative/1395/tw-mortgage-balance 



結論：不可忽視的視風險 

1. 因為疫情，政府進行大量紓困放貸，政府將成為主要債權人。 

2. 家庭負債增加，但其中隱藏大量房屋貸款。 

3. 富人透過舉債獲利：通貨膨脹現象產生，有資金者透過借貸購房，可抵抗

通膨，房市如果上漲並可獲利。 

4. 貧困者實質所得降低：因為通膨，物價上升，貧困者的實際可購買能力降

低。 

5. 貧富差距在疫情發生時，可能透過更細膩的金融體系產生，貧困者更難翻

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