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疫情觀察－口罩風波(2) 

   

  疫情一旦爆發，每個人最基本的防護物品當然就是口罩，由於人

人都需要，需求一下子爆增，市場立刻供不應求，這時透過媒體報

導，僅在台灣的報導我們就可以看到以下各種現象： 

 

  有將存貨拿出來免費發送給民眾的； 

  有出錢出力搜貨轉送重災區援助物資的； 

  有立即屯貨炒高價碼的； 

  有趁機出清不合規格產品的； 

  有回收二手貨再賣圖利的； 

  有政府第一時間宣佈限制廠商出口的； 

  有官員保證口罩數量足夠無虞的； 

  有政府限制個人携帶出關數量的； 

  有台商試圖超量帶出關聲稱要提供大陸員工使用的； 

  有政府規定價格管制銷售的； 

  有政府嚴打屯積居奇的； 

  有政府統一徵用統一配售的； 

  有官員以口罩政策自豪的； 

  有抱怨政府口罩政策的； 

  有企業增產或改產口罩的； 

  有緊急投資增設口罩生產線的； 

  有未被徵用的工廠私下販售的； 

  有網上加價大賣的； 

  有為買口罩起糾紛的； 

  有號稱口罩大亨可大量供貨的； 

  有不懂如何正確戴口罩的； 

  有到處排長龍等候買二個口罩的； 

  有何時應戴口罩爭論不休的； 

  有教導大眾各種方法以多次重覆使用口罩的； 

  有責備官員或記者自己不戴口罩的； 

  有責備官員或記者不該戴也在戴作了錯誤示範的； 

  有要開學了還急著買不到足夠小孩口罩的； 

  有外國外交官家屬因沒健保卡買不到口罩的； 

  …… 

 



  總之，社會上大多數人都還是處在買不到足夠口罩的焦慮氛圍當

中。因為民眾如果真的按照專家建議使用口罩時機和正確方式來使用

口罩的話，就算是用最寬鬆的算法，一定也會覺得自己家的口罩存量

（如果有的話）還差很多。如果要去買就要花很多時間去排隊，何況

排半天隊也不一定買得到，就算買到每週也只能合法買到二、三個，

這是鐵定不夠用的，而疫情看來短時間內還是無法得到緩解或結束，

能不焦慮嗎？ 

 

  可是，如果我猜測有「管道」的人是不會缺口罩的，而且要什麼

型號的就有什麼型號的，你相信嗎？怎麼證明？你看到過或聽說過任

何稍有知名度的人在排隊買口罩嗎？沒有吧！可是你有看到過他們有

缺口罩載嗎？也沒有吧！還有一個辦法可以證明：台灣買口罩不是要

刷健保卡嗎，什麼人、何時買、買了多少口罩都是有紀錄可查的，我

相信大數據可以證明排隊買口罩的都是升斗小民！ 

 

  台灣不是口罩的生產量已經迅速擴增了嗎？為什麼一般人每週還

是只能買二個？，這個問題很容易回答。那就是因為口罩的產量和分

配並不是完全透明的，而不透明的部份正是用來準備提供「特殊需

要」的。所以我們可以再預測一下：台灣的口罩荒要到什麼時候才能

緩解呢？答案有二，第一：新冠病毒疫情緩解；第二：「特殊需求」

口罩存量的缺口基本補滿。而第二個原因一定會比較早達成，那時可

以釋出的口罩就會不斷增加了，你同意嗎？所以台灣的口罩荒不會拖

很久的，除非疫情完全失控！再強調一下，真正缺口罩的只是升斗小

民，這點從排隊買口罩的人群組成結構就可以證明！ 

 

  台灣的口罩由政府統一徵收統一分配的做法不但引起官員自豪，

事實上也受到了一些其他國家媒體的羡慕或稱讚，認為很值得參考。

台灣的做法最先是抗疫期間規定口罩限制出口並管制商業販售，然後

由政府向製造商統一徵用，並指定由便利商店限量限價專賣，由於一

次只能買二個實在太少，又造成了排隊和找零的麻煩，還有重複購買

和實際執行都不容易管制，後來就改成在健保藥局（後來又加上衛生

所）透過刷健保卡，每人每週依身份證字號末碼限日期可購二個（後

放寬為三個），由於一切販售均有紀錄可查，解決了表面上的「公

平」問題。當然，這個方法對一般民眾相對來說還算是可接受的，至

少不致於完全買不到！公平嗎？也不見得，對要上班的人來說，除了

假日就根本無法去排隊買！還有，因為台灣全民都有健保卡（這是先

決條件）才能順利實施，其他國家或地區如果不具備類似的條件，想

學也學不來！ 



 

  可是，這個辦法背後其實隱藏了巨大的社會成本。想想看：這麼

多消費者要事先花很多時間去排隊（因為限量、限時、還沒開門就要

去排，而且去排了還不一定排得上）、主管機關要保證每天的集貨和

調配、物流業的及時配送、藥局人員要事先分裝、配售前造成的店外

排隊人潮和干擾、配售點內的擁擠和糾紛、配售點的人力調配吃緊、

影響配售點的正常營業……等等，這些都是看不見的成本。實際運行

的結果也難免會發生供需無法配合，急著買的人因為附近都賣完而買

不到，雖然有些地方還有存量但因不知道或太遠趕不過去買的現象。

賣口罩的業務表面上或許也有少許利潤，但相信如果可以選擇，絕大

多數店家是不得不接受這種專案的，更何況還要持續多久也不知道。

所以，看起來政府主管機關只要一聲號令的德政，背後隱藏的社會成

本其實是很龎大的，但都是別人不得不承擔或吸收了，表面上看不出

來而已。 

 

  還有很多人有疑問的是：對一般人來說什麼時候該戴口罩什麼時

候可不戴？戴過的口罩要怎麼樣處理？既然買不到口罩，是不是事先

或事後用什麼方法處理一下就可重複使用？可不可以用墊衛生紙、加

口罩套、噴消毒酒精、用吹風機吹、照紫外線燈、用電鍋乾烤……等

等方法來克難？效果會差多少？可以用手指按電梯嗎？洗手該怎麼洗

才正確？真的要洗至少 40~60 秒嗎？ 

 

  對這些問題，我們發現雖然都是專家，但是好像各種意見都有，

有人說坐捷運、坐公車一定要戴，也有人主張尚未社區感染現階段還

不需要戴；有人說不管用什麼方法再重複使用，有戴口罩總是比沒有

好，但是也有人堅持千萬不要重複使用；那麼到底要聽誰的？說到洗

手就更令人擔心了，竟然有 80%的人洗手都不正確？ 

 

  既然說法不一，我們是否可以說那是因為我們對問題還不夠了解

或者是問題並不是那麼單純，甚至於根本就是一些自以為是的所謂專

家在亂講！就以洗手來說，剛去過醫院回來的洗手標準當然和下班返

家時的洗手標準不一樣，當然更不能和外科開刀前醫護人員的標準來

比！並不是身為教授、身為醫師或身為高官就表示什麼都懂，不管是

誰的說法都有應該要有科學實驗實際驗證過，才能相信才能做為依

據！現在碰到生活上的實用問題，我們就會發現之前根本沒有人做過

實驗，為什麼？因為這類題目並沒有寫成學術論文的價值！還好這些

實驗都是相當基礎的，以後正好可以將這類的題目推廣到大學或適合

的各級學校去讓有興趣的學生真正做實驗，一方面可以訓練學生學習



正確的科學研究方法，另一方面這類實驗結果還會有真正的實用價

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