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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第 3
次追加預算案籌編及審議情形
本（110）年 5 月中旬國內疫情升溫，全國疫情警戒提升，行政院為持續推動相關防治及紓困作為，

於本年 6 月 3 日提出第 3 次追加預算案，特以本文記錄其籌編與審議過程，供各界參考。

陳淑萍、黃建誠（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科長、專員）

壹、前言

為有效防治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行政院前編具中央政

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

紓困振興特別預算（以下簡稱

本特別預算）600 億元、第 1

次追加預算 1,500 億元及第 2

次追加預算 2,099 億元，合共

4,199 億元。嗣因本（110）年

5 月中旬國內疫情升溫，確診

病例數突然暴增，為保護高風

險社區及全體國人，防止疫情

擴散，政府依「傳染病防治法」

等規定，提升全國疫情警戒至

第三級。行政院為持續推動相

關防治及紓困作為，擬具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

興特別條例（以下簡稱特別條

例）修正草案，於 5 月 13 日送

請立法院審議，並於 5 月 31 日

三讀通過，本特別預算經費上

限由 4,200 億元增至 8,400 億

元，行政院在該特別條例所定

經費上限範圍內，於 6 月 3 日

提出第 3 次追加預算案（以下

簡稱本次追加預算案）2,600 億

元送請立法院審議，6 月 18 日

完成三讀程序，特就其籌編過

程與立法院審議情形撰文供各

界參考。

貳、特別條例修正第

11 條及第 1 9 條

條文

行政院於本年 3、4 月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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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國際疫情仍屬嚴峻，110

年下半年各項防疫作為須持續

辦理，紓困及振興措施亦須視

整體產業狀況滾動檢討，所需

經費推估可於已編特別預算範

圍內容納，爰依特別條例第 19

條規定，於本年 4 月 15 日函請

立法院同意將特別條例及特別

預算施行期程由 110 年 6 月 30

日延長至同年 12 月 31 日。

嗣本年 5 月中旬國內確診

病例持續增加，為防範及阻絕

疫情，行政院審酌相關防疫作

為及防疫設備、物資應繼續整

備，針對受疫情影響致營運或

生計困難產業、民眾須提供相

關紓困及振興措施，評估實有

修正、提高特別條例經費上限

及延長施行期間之必要，爰擬

具特別條例第 11 條及第 19 條

修正草案，經費額度上限由

4,200 億元增至 6,300 億元，施

行期間延長至 111年 6月 30日，

並於本年 5 月 13 日送請立法院

審議。

立法院於本年 5 月 20 日

召開朝野黨團協商，各黨團同

意於 5 月 21 日立法院第 10 屆

第 3 會期第 13 次院會，將行政

院函送之特別條例修正草案逕

付二讀，後續由游院長召集協

商。游院長於 5 月 27 日及 28

日召開協商會議，民主進步黨

黨團為確保各項防疫及紓困振

興措施經費之充足，於會中提

出特別條例第 11 條修正動議，

提高經費上限至 8,400 億元，

並得視疫情狀況，分期編列特

別預算。經各黨團協商獲致共

識，特別預算經費上限提高至

8,400 億元、施行期間延長至

111 年 6 月 30 日，並於本年 5

月 31 日三讀修正，總統立即在

當日下午簽署、公布，作為本

次追加預算案之重要依據。

參、第 3 次追加預算

案編列情形

由於國內疫情嚴峻，政

府因應疫情所採取的管制措施

影響層面更廣、程度更深，不

僅關閉多種行業營業場所，因

學校停課、人流管制移動，受

衝擊的商家、店家、團體、企

業更多，紓困刻不容緩。行政

院規劃辦理「加速因應新一波

疫情紓困方案」，以「個人加

快」、「產業加強」、「貸款

加碼」三原則進行紓困工作，

期待在最短時間內，發揮最大

紓困效果，讓產業、勞工及自

營作業者等均能即時獲得最適

切的救助。行政院在特別條例

第 11 條所定經費上限範圍內，

編定本次追加預算案，提經 6

月 3 日行政院會議通過，送請

立法院審議。 

一、歲出共編列 2,600 億

元，包括衛生福利部

792 億元、經濟部 584

億元、勞動部449億元、

教育部 278 億元、交通

部 224 億元、農業委員

會 197 億元、文化部 45

億元、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 14 億元、內政部

12 億元及環保署 5 億

元（下頁圖 1），其中

（一）防治經費 734 億元，占

歲出總額之 28％，主要

係辦理疫苗採購、發給

防疫獎勵金、提升檢驗

量能、徵購防疫物資與

藥品、集中檢疫場所維

運及增設，以及補助地

方政府防疫工作等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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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圖 2）。

（二）紓困經費 1,866 億元，

占歲出總額之 72％，主

要係辦理孩童家庭防疫

圖 1　歲出機關別預算編列情形

圖 2　防治經費編列情形

單位：億元

經濟部 584 勞動部 449

衛福部 792 教育部 278

交通部 224 內政部 12

農委會 197 通傳會 14

文化部 45 環保署 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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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整理。

補貼、加發弱勢民眾生

活補助、無加保勞工急

難紓困救助，提供自營

作業者、農漁民、客運

業（包括計程車、租賃

車、遊覽車）駕駛、導

遊、領隊等生活補貼，

以及對受疫情影響事業

之員工薪資與營運成本

補貼、貸款融資保證等

所需經費（下頁圖 3）。

二、歲出所需財源 2,600

億元，全數以舉借債

務支應。

綜上追加預算結果，本特

別預算歲出增為 6,799 億元，

以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 300

億元及舉借債務 6,499 億元支

應。

另行政院為及時緩解疫情

對國人生活經濟之衝擊，指示

相關部會妥為規劃紓困補貼申

請流程，簡化審查作業，並在

本次追加預算案送立法院審議

後，依特別條例第 11 條規定，

立即啟動相關作業，本年 6 月

4 日紓困啟動首日，個人紓困

補貼即發放 555 億元，共有

361 萬人受惠。

肆、立法院審議情形

立法院於 110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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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6 月 9 日召開第 10 屆第 3 會

期第 1 次臨時會議，邀請行政

院蘇院長、主計總處朱主計長

及財政部蘇部長列席報告本次

追加預算案編製經過及內容概

要，並答復委員質詢後，即交

付財政委員會會同有關委員會

審查。

財政委員會隨後於同年 6

月 10 日、11 日及 15 日會同內

政、經濟、教育及文化、交通、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共 6 個委

員會舉行聯席會議進行審查，

立法院游院長復於 6 月 17 日及

18 日召開朝野黨團協商會議。

因國內疫情擴散，立法院審議

本次追加預算案過程中，聚焦

於疫苗採購進度、國產疫苗審

核程序、全民普篩、確診者賠

償、紓困措施普及等議題，聯

席會議及朝野協商提案合共高

達 1,356 案，較前 3 次預算平

均案數 268 案，高達 5 倍，朝

野立委均體認到相關防疫及紓

困工作須儘速辦理，協商過程

中盡力尋求共識，嗣於 18 日下

午 5 時 17 分完成三讀程序。

立法院審議情形如下：

一、歲出原列 2,600 億元，

減列 5 億 100 萬元，改

列 2,594 億 9,900 萬元，

刪減項目包括

（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治」項下疫情防治簡

訊實聯制所需經費 5 億

元。

（二）經濟部「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紓困振興」項下

業務費 100 萬元。

二、融資調度財源部分，隨

同歲出預算審議結果

減列 5 億 100 萬元，改

列 2,594 億 9,900 萬元，

全數以舉借債務支應。

三、另為督促行政部門完善

紓困方案及配合疫情

發展滾動檢討因應措

施，通過了 1,266 項主

決議，將由相關機關參

照辦理，其中與本特別

預算執行面相關之通

案決議摘述如下

（一）各機關應明列並公告紓

困對象、項目、標準、

上限及查核辦法，各項

補助應避免重複領取，

並於官網公告審查及執

行成果。

圖 3　紓困經費編列情形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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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各執行機關確實將經

費用於防疫及紓困用

途，紓困補助如有賸

餘，不得流用與防疫、

紓困無關之用途。

（三）行政院應請各主管機關

規劃研議並督導減收或

優惠水電費、各項規

費、上網通訊費用等措

施，並於 3 個月內向立

法院財政及相關委員會

提出專案報告。

（四）行政院應督導各主管機

關，明令銀行強制執行

或行政機關行政執行

時，避免執行至紓困補

助金額，若不慎執行，

應主動退回款項，並於

2 周內說明辦理期程及

落實情形。

（五）行政院應於 1 個月內責

成各部會就紓困方案內

容，提供多元語言協

助，並就因應措施及改

善作為，說明辦理期程

與落實情形。

（六）行政院應要求各部會盤

點其主管之非營利組織

紓困需求，並研議成立

窗口協助。

（七）主計總處應確實要求各

機關因疫情影響致無法

執行的計畫、研討會、

展覽、國內外旅費等支

出，不得動支；各機關

應明訂相關撙節措施，

並將各機關撙節經費之

成果於 1 個月內向立法

院財政及相關委員會提

出書面報告。

（八）紓困 4.0 特別預算應先

調整總預算及前瞻基

礎建設計畫特別預算，

優先考慮以「移緩濟

急」方式籌措財源為

宜。

（九）為辦理原住民族地區鄉

（鎮、市、區）公所、

個人、團體、地方文化

館、部落大學之防疫與

紓困計畫，責成原住民

族委員會負責協調整合

各部會相關紓困辦法，

予以落實。

（十）行政院及所屬部會應依

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規

定按月公布各項政策及

業務宣導資訊。

伍、結語

我國於 108 年底疫情初期

即凝聚各界力量迅速應變整備，

滾動檢討防疫作為，成功防堵

疫情擴散；隨著國內疫情趨緩，

政府在第一時間積極展開相關

紓困、振興措施，各項經濟數據

都有亮眼表現，109 年經濟成長

率 3.11％，是已開發國家中唯一

正成長，穩居亞洲四小龍第一。

本年 5 月 19 日全國疫情警

戒提升至三級，透過強化相關

防疫作為，每天確診人數已明

顯下降，逐步遏止疫情傳播；

在紓困方面，除營運補貼及紓

困貸款外，新增孩童家庭防疫

補貼及投保薪資逾 2 萬 4,000 元

之勞工紓困補貼等，預計紓困

人數達 730 萬人，嗣行政院另

檢討各界所提出各項建議，於 6

月 24 日推出「紓困 4.0 精進方

案」，傾力做到苦民所苦，與國

人共渡難關，預計受惠人數增

為 820 萬人。未來仍將持續加強

各項防疫作為，並秉持「從寬、

從優、從速」原則，繼續滾動檢

討紓困振興措施，期能危機化

為轉機，團結走過疫情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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