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衛生與戰爭科學 https://www.realscience.top/ 

1 

公共衛生與戰爭科學線上直播 

俄烏戰爭–經濟危機-宇宙健康交互衝擊(1) 

2023 年 5月 16日 

俄烏戰爭與疫情導致的經濟和政治動盪，已造成全球弱勢國家陷入經濟困境與社會

衝突，並且對健康與人道安全產生影響，不利於宇宙(One Health)健康。戰爭造成的經

濟與生態衝擊亦提高傳染病傳播風險。本周我們將探討俄烏戰爭造成政治及經濟危機與

傳染病影響、經濟危機對傳染病照護影響，同時對經濟衝擊與傳染病傳播進行評論。 

 

俄烏戰爭造成政治及經濟危機與傳染病影響 

5 月 8 日俄國勝利日前夕，俄軍發射 60 架伊朗製神風無人機攻擊基輔。而烏克蘭

則與歐盟共同將 5月 9日改為歐洲日，歐盟主席亦於當日抵基輔慶祝，宣示與俄羅斯的

決裂。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上周爆發武裝衝突，雙方互相以飛彈密集攻擊，單日發射超過

400枚火箭，以色列則以戰機空襲，造成加薩走廊至少 28人死亡，近百人受傷。歐盟呼

籲雙方停火，埃及介入調停。對目前全球衝突高漲情勢，國際間仍希望在戰爭中能夠取

得談判妥協以解決危機。在此一前提下，美國國安顧問與中國外交辦公室主任於維也納

安排會晤，就全球區域安全、俄烏戰爭，以及兩岸問題等地緣政治危機商討對策。台海、

東南亞和朝韓半島等地區的安全問題也需要得到關注，避免任何可能導致戰爭爆發的情

況發生並尋求可能的危機解決方案。 

在烏東戰火前線的嚴峻人到衝擊與健康威脅下，哈爾科夫大學在本年度歐洲傳染病

大會上報告了該地區傳染病防治現況。戰火前線的烏東哈爾科夫地區的傳染病風險高於

烏克蘭其他地區，而疫苗接種率下降亦反映該地區健康照護與疾病防治系統受戰爭衝擊。

生活條件惡劣，食物、供水和醫療服務不足，監測系統崩潰，即使發生傳染病爆發也無

法及時通報介入。戰火造成的基礎建設破壞與經濟危機，將導致傳染病防治體系崩潰，

提高傳染病擴散風險。疾病爆發流行則造成生產力下降與經濟萎縮之惡性循環。 

本月陷入大規模戰火衝突的蘇丹內戰仍持續加劇，超過 80 萬名南蘇丹難民原本居



公共衛生與戰爭科學 https://www.realscience.top/ 

2 

住在蘇丹，然而喀土穆爆發軍事衝突後，這些難民湧回南蘇丹，大量的人口流動造成人

道主義危機，同時也導致傳染病的擴散風險。目前聯合國人道援助組織估計蘇丹內戰中

高達 1580 萬人需要人道救援，其中 370 萬人流離失所，400 萬婦女和兒童營養不良，

12萬人逃離到鄰國成為難民。61%的首都喀土穆的醫療院所已經關閉顯示戰火造成的醫

療照護資源匱乏。此外，世界衛生組織已經確認了 25 起針對醫療設施的攻擊，造成了

8人死亡和 18人受傷，對醫療照護資源造成進一步衝擊。目前，蘇丹内戰已經導致 528

人死亡，4599人受傷。 

俄烏戰爭引發的經濟危機和傳染病外溢傳播衝擊，對經濟、政治和金融產生了嚴重

影響。失業率和收入損失上升，缺乏如安全用水等基礎設施也加劇了人道危機。此外，

囚犯、移民、流浪漢和貧困人口的人數增加，加上菸酒、藥物濫用等因素，使得人們的

免疫力降低，從而增加了肺結核、蜱傳腦炎、沙門氏菌、流感、愛滋病等傳染病的傳播

風險。經濟衰退和政治金融危機將對健康照護和投資產生重大影響，加上醫療設施不足，

可能會降低傳染病的治愈率，提高傳染病死亡風險。 

關於全球大流行疾病的歷史，可以提到多次爆發的病例，例如 2009至 2010年的豬

流感、1957-1958年的禽流感、以及最近幾年的馬流感和 COVID-19。此外，在非洲也有

出現多種傳染病，包括自 1947年以來持續流行的兹卡病毒、伊波拉病毒、自 1920年代

開始傳播的 HIV病毒，以及已於 2005年停止流行的西尼羅病毒，還有自 2015年開始出

現的 MERS 病毒等，此全球大流行歷史顯示投注於傳染病預防以及避免全球衝突經濟危

機下大流行準備以避免健康與經濟損失的重要性。 

電影「危機總動員」講述一種來自非洲薩伊（現今剛果民主共和國）的致命性病毒

「莫他巴」，在美國一個小鎮上爆發引起大量平民死亡，是由於一隻白面僧帽猴為病毒

宿主非法引進美國所致，電影上映不到幾個月，剛果民主共和國就爆發了伊波拉疫情。

面對這一無所知的傳染病，剛果民主共和國找來軍隊，架起路障實施隔離，要求居民待

在原地，儘管如此，附近城鎮還是不斷有居民染病，死亡率近乎九成。伊波拉原本只局

限於非洲中部國家，後續擴散到西非幾內亞、賴比瑞亞、獅子山共和國與奈及利亞，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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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當地基礎衛生建設相對匱乏，傳染外溢傳播流行病且造成擴散之風險亦日漸提高，顯

示全球投入資源於弱勢區域之需要。 

WHO對於全球傳染病防治國際評估將傳染病外溢傳播整備區分成整備完善、中等整

備和整備不足。非洲、南美洲和中東都屬於中等整備和整備不足的國家與地區。目前的

俄烏戰爭將造成烏克蘭與東歐地區傳染病整備之衝擊，提高傳染病區域流與擴散之風險。 

此全球經濟與健康衝擊也將成為世界衛生組織將於本月世界衛生大會（WHA）之重點。

世界衛生大會世界衛生組織的最高權力機構。第一屆 WHA 於 1948 年 6 月 24 日於日內

瓦召開，會中宣布世界衛生組織正式成立。大會於每年 5月於瑞士日內瓦萬國宮召開，

審視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工作報告、預算報告、決定 WHO重要議題、納入會員等。出席

會議者為各會員國代表或大會核可之副會員，秘書長可邀請非會員國以觀察員身份派員

與會。台灣在 COVID-19 疫苗施打率高、疫情提前部署和防治經驗，在未來的傳染病防

治中，特別是外溢傳播的情況下，台灣可以成為重要的國家防治模式，為全球提供傳染

病擴散防治協助。 

目前國際組織對傳染病防治三項共識為：G20 國家共同挹注外溢傳播防治資源，建

立全球基金、世界衛生大會(WHA)建立同舟共濟共識策略、國際組織共同提出全球生物

多樣性生態保護架構 (2020GBF，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傳染病預防成本

為每年需要 100 億至 310 億美元，包括伊波拉（2014-2016）經濟損失 530 億美元、茲

卡（2015）經濟損失 200億美元、SARS（2003）經濟損失 520億美元和新冠肺炎大流行

（2020-2024）經濟損失 14000億美元。過去的學者也提出宇宙健康（One Health）大

流行預防經濟效益，柏林協定 (Quadripartite)專家峰會 (OHHLEP)傳染病傳播防治評

估結果是每年投資大流行初段預防爲 200億，只佔因新興傳染病造成人命損失成本 5%。 

全球必須維護生態健康，才能實現第三個 SGA的“健康與福祉”。經濟危機對所有

SDGs都會造成破壞，如果不恢復，人們的健康就會受到影響。戰火對外溢傳播對 SDG健

康與福祉的回復路徑構成了挑戰。需要公衆、政府、產業和醫療照護系統的協調合作，

控制疫情，實現經濟復蘇，才能實現 SDGs 的發展。永續發展組織提出了許多相關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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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包括在 2030 年前消除愛滋病、肺結核、瘧疾、熱帶性疾病、肝炎、水傳染性疾病

和其他傳染疾病，支援疫苗和醫藥的研發，提供基本藥物和疫苗，根據杜哈宣言，加強

所有國家的早期預警、風險減少和國家與全球健康風險的管理能力，特別是開發中國家。 

經濟危機對傳染病照護影響 

非洲多國爆發出血熱傳染病，由於非洲國家多為經濟相對弱勢國家，環境破壞導致

人畜接觸模式改變，擁擠、經濟弱勢、社會弱勢、犯罪、營養缺乏皆為長期社會問題，

此外，他們衛生條件下降及基礎設施缺乏，最終導致傳染病大流行，而由於經濟危機影

響，健康照護能力和疾病復原率下降，進而造成死亡率上升。出血熱傳染病病毒屬於絲

狀病毒科馬堡病毒屬，幾內亞及坦尚尼亞 2023 年初爆發馬堡病毒疫情，自二月以來已

造成 14 人死亡，另外，烏干達 2022 年底爆發蘇丹病毒流行，造成 54 個案及 19 人死

亡。戰火提高傳染病流行爆發威脅，近年傳染病數量是過往兩倍，戰火頻率越高，傳染

病爆發流行風險越高。以剛果為例，其武裝衝突頻率高於坦尚尼亞，研究發現其疾病爆

發流行風險也會較坦尚尼亞高，糧食、飲水與難民等因素也會加劇傳染病傳播。動亂造

成的醫療照護能量不足導致傳染病爆發流行也見諸於過往研究。孟加拉羅亞難民聚落針

對白喉流行爆發與防治介入，自 2017 年底白喉流行病爆發，每日個案遽增，政府便進

行三次大規模疫苗接種介入，而這項防疫措施也順利降低基礎再生數，並控制疫情擴散。

傳染病外溢傳播防治架構，對於外溢傳播初段預防，應監測威脅並降低外溢傳播風險，

減少高風險活動、了解自然宿主感染動態、減少造成疾病外溢傳播人為因素，以及整合

監控體系，而針對流行爆發防治準備與應變，應限制疾病在人群中傳播，診斷工具、流

行病學監測與調查、提高醫療照護能量、研發疫苗與新療法，以及大流行減災管理，皆

可防止傳染病從自然環境外溢傳播至人群，降低新興傳染病爆發威脅。 

 

經濟衝擊與傳染病傳播評論 

人類因為經濟活動因素，造成人畜共通環境破壞，包括：過度城市開發、過度集約

化畜牧業、工業汙染等等，其中以印尼芝塔龍河最具代表，使得人類與野生動物接觸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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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改變，造成人畜共通傳染病外溢傳播。而非洲盛行的伊波拉病毒與茲卡病毒，就是因

為盜獵、野生動物買賣及棲地破壞所導致的例子。從科學角度出發，人口高密度地區及

熱帶常綠闊葉林砍伐是擁有較高傳染病外溢風險的重要因素，因此熱帶、歐洲、拉丁美

洲等皆具有較高風險指數，而北美、亞洲、中非等則是熱點分布廣泛。 

為了降低傳染病外溢風險，需要及早進行預防措施，其中以初段預防最為重要，目

前預估所需成本為 220億至 312億，包括：減少砍伐、限制野生動物狩獵與交易、監視

與偵測新病毒等等，預計能降低傳染病大流行 10%至 50%並帶來單年 170億至 10兆的效

益，綜合來說，初段預防投資能為生命價值帶來 5%效益，而經濟生產力則帶來 10%效益，

凸顯出投資在初段預防的重要性。 

在經濟危機底下，能藉由 SIR 模型描述傳染病的動態變化，從剛開始的易感族群

(S)，因為高風險及超級傳播者增加，變為感染族群(I)，到最後轉為康復族群(R)或是

死亡，其各階段主要因素包括：營養及免疫系統下降、直接與間接傳播率增加、醫療保

健服務支出增加，而相對應的介入措施包含：病毒監測及疫苗發展、減少森林砍伐及野

生動物交易、國家注入預算於醫療支出，並搭配數位雙胞胎技術評估，找出最有效措施，

達成預防疾病傳播之目標。 

以上內容將在 2023 年 5月 16 日(二) 10:00 am 以線上直播方式與媒體朋友、全球

民眾及專業人士共享。歡迎各位舊雨新知透過公共衛生與戰爭科學網站專頁觀賞直播！ 

 公 共 衛 生 與 戰 爭 科 學 園 地 連 結 : 

https://www.realscience.top/4 

 Youtube影片連結: https://reurl.cc/gWjyOp 

 漢聲廣播電台連結: https://reurl.cc/nojdev 

講者： 

陳秀熙教授/英國劍橋大學博士、許辰陽醫師、陳立昇教授、嚴明芳教授、林庭瑀博

士 

聯絡人：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HGlaS1tUZLGHeUACqa3T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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