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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冠肺炎流行期間臺灣實施長達 3 年的大規模隔離及檢疫，雖未出現

如和平醫院事件般之巨大人權爭議，卻有比司法院釋字第 690 號所宣告合

憲的「強制隔離」措施更加弱化法治原則之疑慮。為使隔離及檢疫法制符合

當代公共衛生及法治進展，本文以臺灣防治結核病和麻疹此種一般法定傳染

病，以及 SARS 和新冠肺炎 2 次新興傳染病流行之經驗，檢討傳染病防治法

（以下簡稱「傳防法」）隔離及檢疫之規範框架。本文發現，傳防法中對人

介入手段欠缺體系性規範，隔離及檢疫既無手段定義及實體要件，事前、事

後亦無法官保留，然而，司法院釋字第 690 號使此種具緊急法制特徵之法律

常態化存在。當新興傳染病突發流行，為避免公眾健康重大危害而需要大規

模實施隔離及檢疫時，又因傳防法未提供適當法律框架、法律準備不足，行

政機關更加仰賴概括規定與寬鬆的手段目的適當性及必要性衡量，提審法院

亦低度實踐程序要求，並延續司法院釋字第 690 號以訴願權取代憲法對人

身自由之即時救濟權，使得法律運作實況更加緊急化。傳防法應就常態下對

一般法定傳染病實施隔離或檢疫防治依嚴格違憲審查標準明定手段定義、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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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要件與正當程序；在突發新興傳染病流行且構成緊急公衛事件時，亦須明

確化擴大行政權權力之機制、要件與程序，使隔離及檢疫法制能在不同公衛

風險下平衡控制新興傳染病大規模流行之公衛需求及保障人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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