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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提 要 

壹、研究緣起  

近 年 來 隨 著 資 通 訊 科 技 （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的迅速發展與普及，資訊科技的影響既深且廣，不

僅僅是 e 化的改變，資通訊技術已逐漸滲透至人們每日的生活，它不

僅是新的生產工具、學習工具也是新的社交工具，舉凡經濟、政治、

就業、家庭、教育、娛樂等，皆已與資通訊技術融合，轉變為新的生

產方式與運作邏輯。這樣的變革，使得世界各國政府不得不正視資通

訊科技的影響，也紛紛起而制訂因應的國家發展政策。本計畫之目的

在於建立 2015 台灣網路社會願景與架構，以及提出第二期與第三期議

題規劃。  

 

貳、研究過程與方法  

為了引領 2015 網路社會的願景，審視目前的社會發展現狀而非以

GDP 值為目的，本計畫企圖規劃資通訊科技的可能性議題，透過全面

檢視重要政治、社會、經濟問題，參照他國網路政策發展，以及國內

專家調查，期盼在某些社會問題上，資通訊科技可能產生作用，而不

以資訊科技可以全面解決問題的科技決定論思維。  

 

參、研究發現  

一、2015 網路社會願景與架構  

為了面對 2015 無所不在的社會與國際間互賴情勢本計畫提出

「 I-Hub Taiwan」的願景， I-Hub 的「 I」意義有兩層，分別為國際

(International)與網路 (Internet)，國際 (International)與網路 (Internet)這
兩股螺旋將帶領台灣進入 2015「永續發展」的網路社會，發動這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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螺旋的驅力，則以完善網路社會基礎、社會經濟發展、永續優質社會

為羽翼方能飛翔。換言之，在實體世界層次，台灣必須放眼國際

(International)以網路 (Internet)為連結平台，發展台灣成為人員、商品、

金融、文化的匯流節點，並在未來成為經濟、政治、社會及文化流通

的重要樞紐，台灣民眾才得以在生活與居住上永續優質；在虛擬世界

層次，網路 (Internet)相關科技應用與發展與民眾日常生活已經不可劃

分，越來越多應用服務將跨過物理空間及虛擬網路的整合平台，讓國

際 (International)各項議題、行動、以及符碼流通，使得台灣民眾以及

世界各地的人們隨手可得 e 化服務。因此，I-Hub Taiwan 整體的願景

是希望台灣發展成為東（南）亞經濟發展、政治民主、社會繁榮、文

化融合、文明與智識薈萃與傳散之中心。以「社會平等」、「經濟成長」、

「環境保護」的永續發展精神，建立社會機會均等，提供數位機會、

促成包容性網路社會；促進產業升級、提升國家競爭力與社會繁榮；

達成優質社會，提升全民生活品質為社會發展主要目標。  

 

二、總綱計畫三期規劃目標與議題  

  

1.第一期目標：網路社會均等 

(1)網路社會正義及數位機會政策規劃 

歐盟於 2004 年發佈「eInclusion@EU」，認為資訊社會之未來發展

應該包含—社會排除／社會包容、數位落差、以及社會凝聚三個概念，

奠基於證據為基礎（evidence-based）的研究方法，修正認為過去太強

調供給面的資訊政策，補足民眾資訊需求面的發展（Kubitschke，

2005）。目前台灣數位機會政策發展，(1) 缺少從既有的社會不平等，

發展包容性資訊社會的政策考量；(2) 相關的實證資料無法明確與數

位機會政策發展進行連結，譬如數位落差相關調查雖有貫時性調查資

料，但是未能深化分析以成政策建議；(3) 對於社會凝聚概念，台灣

雖於「公元二０一０年台灣網路化社會之發展策略」提倡以信任為基

礎的資訊社會（許清琦等，2003），但卻缺少與實證資料呼應與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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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過於強調供給性的資訊政策，民眾需求性的資訊政策相對較少，

譬如強調資訊科技接取近用、以及資訊技能訓練。因此在這個轉型的

時刻，我國除了以無線網路建設先行的作為之外，更應審視各國數位

機會政策發展，追蹤與分析目前既有之數位落差調查資料，評估目前

數位機會政策執行與發展，以致於鑄造未來無線網路社會的社會包容

（u-inclusion）藍圖，形成無線數位機會（u-opportunity）的新契機。 

 

(2)教育發展與資訊教育機會政策規劃  

教育部在「中小學資訊教育總藍圖」策略中，提出資訊種子學校

的構想，希望在 2002-04 三年間，推動「資訊種子學校建置與教師團

隊培訓計畫」，建置 600 所學校（約佔全台中小學總數的 20%）。但作

為「種子」的目標，以及結合社區的目的，都無法有效達成，資訊種

子學校反而加大了原先已經存在的數位不公平現象。其次，挑戰 2008
國家型科技計畫具體落實推動的過程中，有許多環節並不如原先預期

的效果，以致於政策執行時未能充份達成原先規劃的目標。政策制定

與執行時的落差，這是社會學的問題不是科技本身的問題，在整個計

畫、執行與考核間，尤其是經費編列與執行與原初構想的差距，更是

問題關鍵所在。究竟行政單位在推動資訊政策時欠缺了什麼？有那些

地方無法達到預期效果？有那些社會因素造成這些情況？以及政策執

行時可能產生那些落差？  

 

(3)社區參與及公民賦權政策規劃  

「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的「創造數位機會推動計畫」，

雖然該政策施行單位以社區為主，但卻是將社區做為發展重點，而非

凝聚社區力量，進而促進台灣整體社會之民主參與。「新故鄉社區營造

計畫」對於網路發展政策，僅點出產業發展、數位學習、以及文化推

廣的可能，對於增加社區為單位參與公議題之論述，以致於增加社會

資本的政策是缺乏的。同樣的，2005 年「台灣健康社區六星計畫」之

人文教育領域，以「創造數位機會推動計畫」做為偏遠社區電腦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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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體系之建置的政策規劃，其與其他領域之間的關連性亦未見著墨，

該政策計畫中，未見如何凝聚社區力量，並以其為發聲單位，進而促

進台灣總體社會發展的願景及可能性。因此，本計畫以社區為新的民

主參與單位，並希冀經由社區參與，得以回應網路社會發展之變遷，

反省並提出我國 2015 網路社會，實體社區與虛擬社區交融下如何而可

能參與公共議題，進而體現民主的價值並強化網路社會的近用可能。  

 

 2.第二期目標：促進社會經濟發展  

(1)回應知識經濟發展，高階優質及創意人才養成  

在全球化的生產網絡之中，創新與技術發展決定了一個國家或企

業是否處於領先的地位，便宜的勞動力已不再是決定經濟競爭力的主

要因素。全球經濟的發展型態由過去的勞力與技術密集產業轉移成知

識密集產業，知識成為生產力提升與經濟成長的主要驅動力。台灣具

有健全的資訊硬體生產及使用環境，在條件已具有先天優勢。但我們

沒有如同其他國家的研發及創新產業的發展，這與高階人力的培育有

很大的關係。我國高等教育擴散迅速但人力資源素質良莠不齊，教育

與職業不相稱的情形日形嚴重。在勞動力全球化發展趨勢下，人力流

動無國界，國內科技人力將面臨更嚴峻挑戰。  

經建會「我國 94-104 年科技人力供需分析」預估台灣在 2005 至

2015 年間碩士及以上程度科技相關科系年平均畢業人數約 2 萬 7 千

人，扣除國內外進修等流失因素後，年平均碩士及以上程度科技人力

供給約 2 萬 2 千人，若與預估之需求數約 3 萬 1 千人相較，長期整體

科技人力亦出現仍需加強人力培育之情形。  

台灣本身具有充沛的高教育程度人才，但卻未能與產業的需求相

契合，造成人力需求上的缺口。因應未來產業趨勢，我們必須檢視高

階人力供需不符的現象，培育具備全球觀點及跨領域專才的高階人

才。另外，企業研發人力上缺乏碩、博士級等人力的投入，如何透過

產學合作或其他機制的建立，是提升產業研發能力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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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升網路社會信任基礎、完備網路社會制度與法治環境  

知識的創造及運用是知識經濟的基礎及競爭力的來源，無論在資

訊安全的保護、智慧財產權的使用及相關保障等資訊社會的關鍵議題

裡，都是建立在一個完善的基礎社會環境之上。未來應強化硬體、軟

體、法制及政府效率上等發展，提供企業一個安心的發展環境。  

資訊科技的興起改變了日常生活運作的方式，如網路拍賣、電子

金融等透過資訊科技而運作的項目，如何讓民眾在資訊科技的使用

中，感覺安心並受到保障？唯有從制度及法律層次加以改善，以讓民

眾擁有實體保護，並降低使用資訊科技的風險，才能促進整體環境的

健全，進而改善整體使用資訊科技的社會環境。網路社會中不論是硬

體載具或是軟體應用皆會被整合在同一個網路架構下，例如家庭閘道

器與家電、醫療、監視設備的整合，再結合 RFID 的技術更能自動化

感應簡化操作手續，讓民眾享有便利的網路生活。無所不在網路生活

的發展主要的價值在於「以人為本」的技術革新，透過資料庫的管理

帶給人們更多便利增加民眾的生活品質。但是這樣的便利必須要有民

眾對於網路科技的信任作為基礎，相關法令應必須要能因應及配套以

利加強人民的信任無所不在的網路社會。建立或修改適用於 u 化網路

社會的相關法律制度，以增加民眾對於網路生活的信任及安全是發展

優質網路社會生活不可或缺之基礎。  

 

(3)結合數位內容與行動科技，扶植數位內容及網路應用服務  

行政院院會於 2004 年通過「服務業發展綱領及行動方案」草案，

提出我國應選擇具有發展出口潛力之服務業，以期提升服務業的附加

價值，迎合全球知識經濟發展潮流，加速我國產業轉型。數位內容文

化創意等產業即是重點發展項目之一。數位內容產業因為屬於知識型

高附加價值產業，具有龐大商機與發展潛力，因此漸漸成為先進國家

未來發展的重要產業，許多國家如英國、加拿大、日本、韓國、中國

大陸等，分別由政府規劃相關產業發展策略並進行推動事宜。我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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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年 5 月，即由行政院通過「加強數位內容產業發展推動方案」，

成立「經濟部數位內容產業推動辦公室」，作為數位內容產業推動與

服務之單一窗口。透過動畫產業、遊戲產業、數位出版典藏、行動應

用服務與數位影音應用等分項數位內容產業的推動，希望能透過數位

科技的廣泛運用，使台灣成為亞太地區推動資訊社會、創造數位機會

最成功的國家。 

資訊業中行動通訊設備、無線網路應用及數位內容的整合應用服

務將成為主要趨勢。尤其有優質的數位內容才能創造出行動生活的美

好願景，如何利用數位化科技發展創意及文化等數位內容產業，提升

既有內涵之附加價值，結合新興科技與未來生活至資訊服務業，以求

有效的提升經濟發展及人民的生活品質，是提升網路應用服務業產值

重要的關鍵。  

 

(4)因應高齡化提早擬定勞動策略，預估彈性勞動風險建置勞動安

全網  

網路社會重要的特徵之一即是跨國彈性生產的模式，地區性的中

小企業被水平整合在跨國企業的生產網絡裡，生產方式的變動亦造成

勞動模式的轉變，亦即新的產業結構與勞動型態，彈性、臨時化及不

穩定是未來網路社會的勞動特徵。  

根據勞委會 2002 年的調查，國內企業使用非典型勞動力的情況，

使用部分工時工作者為 12.4%、定期人員為 21.38%、人力派遣為

3.25%、外包工為 21.48%由於這類「非典型雇用」關係工作型態，常

具有不確定性，工作條件較差，僱用關係模糊，因此常發生勞資爭議。

此外，2003 年「非典型工作型態之分析與探討計畫」調查報告顯示，

事業單位預計未來一年內，對各種非典型勞工僱用數增加僱用比率，

11.19%的事業單位會開始使用派遣勞工，遠高於其他非典型僱用增加

的比率，顯示事業單位對派遣勞工的使用有擴張的趨勢，經建會則預

估會由 2003 年的 7 萬 8 千人增至 2008 年的 30 萬人。此外，面對未來

的高齡化社會，勞工的工作年限將被延長，而且高齡者更有機會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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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雇用關係的替代勞動力。  

主計處對於未適當就業（低度就業）的定義，將就業者未適當就

業的情形分為：「工時不足」、「所得偏低」、與「教育與職業不相稱」

等三種類型。從 1980 年到 2003 年中，台灣地區勞動市場之未適當就

業人口在整體的就業人口所佔比例皆高於 15%；從 1980 年的 15.03%
一度上升到 1985 年的 22.67%，之後逐年下降至 1994 年的 15.27%，

到 2003 年則又上升至 20.18%。其中，有很大比例的不適當就業人口

集中在「所得偏低」、「教育與職業不相稱」兩個項目中，相較之下，「工

時不足」的比例是較低，而且變動的程度也較小。在長期的發展趨勢

上，「教育與職業不相稱」的狀況雖然在 1992-1993 年間有大幅的下

降，但 1993-2003 年則是呈現緩慢上升的趨勢；而「所得偏低」的部

份雖有較多的波動，但大體上還呈現持續緩慢降低的狀況。總體來說，

未來台灣的勞動力教育水準高於就業市場需求的狀況將會越來越嚴

重。  

資訊科技的發展加深了彈性組織的發展及非典型的工作型態，長

期追蹤勞動市場的供需發展，才能及早因應勞動力供需不符問題。尤

其必須及早因應我國即將面臨高齡化社會之趨勢，事先針對勞動力需

求及勞動型態的轉變提供完善的規劃及供需推估。對於非典型工作型

態則需回到制度面建構一套令勞動者安心的彈性勞動制度。  

 

(5)善用無所不在網路科技，建立人性化網路社會之具體典範  

善用網路科技的發展將有利於縮短身心障礙及弱勢群體不論是在

生活、學習或是工作面向上和其他人的差距，在知識社會的潮流趨勢

下，資訊科技可以讓弱勢群體得以降低身體及物理空間的限制，進入

主流社會及勞動市場。網路社會的溝通形式使得個人自主性增加，不

但可以讓我們進入無遠弗屆的網路世界，在家裡就可以工作和維繫朋

友網絡，個人無論在工作上或生活上的控制能力將會更強。另一個重

要特徵即是社會情境模糊性，這個特性將有利於身心障礙者及弱勢群

體先天受限的社會環境得以獲得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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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無所不在網路科技及語意網絡發展，發展並建置符合需求有

利於身心障礙及弱勢團體的支援科技平台以利其尋找工作、學習與娛

樂，增加弱勢群體的數位機會建立台灣成為優質人性化網路社會的典

範。例如運用網路技術整合弱勢群體就業流程中職能評估、職業訓練、

轉銜服務、追蹤輔導、就業媒合等各階段平台，提升弱勢者就業機會

與工作生活品質，建立人性化網路社會標竿。  

 

 3.第三期目標：永續優質社會  

 (1)防範新興科技之負面社會影響擬定因應對策  

 過去社會所認定的大眾傳播方式已大幅改變，社會生活的型態也

隨著溝通方式而移轉。資訊科技所帶來的資訊豐富、成本低廉的媒體

特色，雖然帶給日常生活許多便利，同時也為社會發展上帶來不同程

度的衝擊。以有線電視為例，其所呈現的多元價值應如何呈現在民眾

面前？網際網路上的垃圾郵件、無窮盡的網頁、暴力及色情等負面資

訊，是否會造成瀏覽者的「資訊超載」現象？隨著寬頻無線網路的建

置，「無所不在」的服務特色，又如何影響生活方式？民眾對於網路生

活的不信任感及個人隱私的擔憂會如何影響無所不在的網路社會發

展？面對資通訊科技的發展，如手機、網路等新的溝通媒介會對社會

產生不同程度正、負面影響，如何防患資訊科技的負面影響，如網路

詐騙、資訊超載、相關身心疾病等是未來應該正視的議題。 
網路社會中資訊科技的使用已成必然趨勢，未來 u 化社會網路上

的訊息及服務更是無所不在，如何從使用者的角度了解使用者需求，

提升高品質網路內容，避免網路負面發展影響所帶來的社會衝擊，是

網路社會發展上應關注的議題。  

 

(2)考量使用者需求的創新關鍵生活應用  

為建構全面 u 化的網路環境，提供安全便利的優質生活願景，行

政院資通訊推動小組規劃未來相關食醫住行育樂等各生活領域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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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例如「居家用品感測網路化」、「優質社區安全防護」、「移動車

機生活服務」、「情境式學習服務」、「生產履歷商品服務」、「推動緊急

醫療資訊網」等。這些 U 化生活的應用都是民眾未來切身所需，應可

增加非常多的便利性，而且攸關台灣產業的競爭力，不過我們必須注

意的不是科技本身，而是要關心相關人文、社會、文化等層面的問題。

例如是不是有人願意戴感測器在身上嗎？隨時被監測的心理感受又是

如何呢？在政策擬定上我們常會以科技導向而非需求導向來規劃，因

此要發展 u 化關鍵生活應用時必需從使用者角度出發，唯有了解民眾

需求並考量整體配套方案才能真正落實服務。  

 

 (3)因應高齡化社會，建立優質照護體系  

 人口老化、年輕人口迅速萎縮衝擊著許多先進國家的醫療結構及

社會福利制度。台灣 2005 年老人人口佔總人口的 9.7%，2014 年預估

將會增加至 11.6%，2025 年將爬升至 20%。老化人口的經濟安全、社

會及健康照護、休閒消費及生活品質等規劃迫在眉梢。瞭解高齡人口

之日常生活、醫療照護及休閒消費需求，運用 u 化科技提供全方位需

求服務，是達成有尊嚴 u 化社會之重要基礎。因此我們需要針對「高

齡化」社會的趨勢，評估老化人口相關服務之供需、鼓勵高齡化資訊

應用相關服務的發展，並定時評估這些應用服務對於提升老年人生活

品質的實質影響究竟為何。  

 

 (4)資通訊科技發展與環境正義的因應 

 目前台灣以資通訊硬體產業製造所標榜的成就，已經成為國外

「Challenging the Chip」(Smith，2006)一書中，描述高科技產業污染、

勞動人權、健康的負面教材。為達到永續經營的網路社會，以及一個

優質生活的社會空間，經濟成長應該以永續發展為目標，而非以 GDP
為目標。目前國際環境保護相關組織、消費者主義紛紛呼籲與倡導，

認為資通訊硬體製造過程以至於廢棄料的處理完整生命週期中，員工

健康、地下水的汙染、毒物釋出、土地開發、水資源運用等環境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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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被認真討論。對台灣而言，由於身為資通訊產品的主要製造國，

政府如何規範廠商在相關製程的每一個環節以最高環境標準自詡？如

何管理國內電子廢棄物流向？並促進無毒化生產以及延伸生產者責

任？如何達成永續發展優質社會的目標，取得資通訊科技發展與環境

的平衡？亦或是積極發展資通訊科技為綠色科技促進社會發展？這些

會是未來網路社會發展的重要課題。  

 

 (5)發展台灣成為優質的網路文化社會  

 豐富的文化及藝術可活化人類生活、增進生活品質。邁入新世紀

的網路社會，整個社會呈現多元與快速的發展，研究網路文化，結合

網路社群推動網路文化及藝術活動是數位文化政策的重要一環。Web 

2.0 的各種技術發展，開啟了新的社會運用技術(social computing)，人

們開始用新的方式進行串聯與互動，正如同 Wikipedia 由一群志願者來

共同撰寫，互相合作進行知識的貢獻，del.icio.us、Flickr 上的人們則

是透過分享書籤跟影像來尋求同好以及樂趣，透過 Youtube 的影音平

台，則讓更多喜歡影音多媒體的人豐富了彼此的生活。在過去，人們

要尋找同好不是那麼容易的事情，但現在卻很容易在網路上找到－不

管是動漫畫、電影、運動、音樂等，透過 Web 2.0 的技術，讓集體創

作更加容易，也迸出了文化的火花。了解這些新型態的網路社群型態

對於文化創作與藝術的影響，是研究未來網路社會的新興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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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網路社會發展政策願景規劃 

第一節  世界網路社會發展趨勢 
近 年 來 隨 著 資 通 訊 科 技 （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的迅速發展與普及，資訊科技的影響既深且廣，不

僅僅是 e 化的改變，資通訊技術已逐漸滲透至人們每日的生活，它不

僅是新的生產工具、學習工具也是新的社交工具，舉凡經濟、政治、

就業、家庭、教育、娛樂等，皆已與資通訊技術融合，轉變為新的生

產方式與運作邏輯。這樣的變革，使得世界各國政府不得不正視資通

訊科技的影響，也紛紛起而制訂因應的國家發展政策。  

國家資訊政策的發展逐漸成為國際的趨勢，源自於 G8 國家與聯合

國組織近年來大力鼓吹資通訊科技對於國家發展的重要性。從 2000
年琉球 G8 高峰會擬定的「數位機會工作小組」（Digital Opportunity 
Task Force），強調掌握數位機會與縮減數位落差，到 2003 年由聯合

國、資訊通訊科技聯盟（ ITU）所共同舉辦的兩階段世界資訊高峰會

（WSIS）中，對於國家資訊政策的內涵以及應包含哪些必要面向，皆

進行許多深度的討論且形成共識。由此可見，資通訊科技（ ICTs）對

於國家的社會與經濟發展的高潛力已被廣泛認同，許多國家更寄望透

過這革命性的科技，能跳過過去已開發國家數十年的發展歷程，藉由

資通訊科技來縮短發展時間，產生蛙跳效果。許多相當早期就規劃國

家資訊政策的國家，如：新加坡於 1991 年開始、美國於 1993 年開始、

日本、加拿大與歐盟等國家從 2000 開始，這些先起跑的國家，如今都

已是資訊社會發展的佼佼者  （UNCTAD, 2003；Adamali et al., 2006）。 

而 Ubiquitous Network Soceity （UNS）的概念，一個「服務隨手

可得的優質網路社會」的理想，自 2004 年便開始在世界各國蔓延開

來，歐盟、日本與韓國同樣早先一步，針對 u 化的可能性制訂國家的

資 訊 社 會 政 策 。 歐 盟 「 i2010- 資 訊 社 會 的 成 長 與 就 業 發 展 宣 言 」

（2005），以歐洲的無所不在的網路社會為目標，核心重點在於創造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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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資通訊科技的經濟產值與就業機會。日本「u-Japan」計畫希望努力

增加人民生活品質與電子環境的安全感。韓國「u-Korea」戰略計畫，

則企圖藉此整合國內資通訊產業的匯流與整合。然而，單一的國家資

訊政策究竟該如何制訂？過去相關的研究指出，需仰賴的依據包括：

對於國內社經發展現況與既有社會問題優先順序的了解、對於不同資

通訊科技對於社會影響的遠見、以及實際上社會中人民或組織對資通

訊科技需求的蒐集（Adamali et al., 2006）。該研究同時指出，若依國

家的經濟發展程度來分，儘管同樣是以政府直接介入的方式，低度開

發國家往往先解決資訊基礎建置的問題，而開發中與已開發國家則強

調寬頻網路的建置；在電子化政府的規劃上，低度開發國家重視人民

對政府線上服務的知曉與增加需求，無紙化、增加電子服務應用、減

少政府行政成本是主要的任務；開發中國家希望透過 ICTs 改善官僚體

系的僵化情形，加強政府機關間的連結度；已開發國家則強調將電子

系統的簡化性與跨平台性，以解決政府機關間資訊、意見不易整合的

瓶頸。然而，觀察世界其他國家的資訊政策，許多國家在制訂時仍只

是追隨一個標竿，而非從自身社經發展現況來推演國家需要的政策目

標，也因此往往在政策執行成效上有產生預期落差。由此可見，政府

在制訂國家資訊政策時必須仔細考量如何讓國家的資訊政策與國內發

展做密切結合，才能達成其預期之發展目標。  

第二節  台灣網路社會發展脈絡 

台灣於 2002 年 5 月提出「挑戰 2008：六年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之「數位台灣」子計畫，計畫內容涵蓋經貿、產業、通訊、政府與基

本建設基礎的計畫。計畫願景是運用資通訊科技發展，加速帶領台灣

邁進知識新經濟、提昇產業競爭力、建立高效能政府與創造高優質的

資訊社會。該計畫所應用的策略與內容包含「600 萬戶寬頻到家」、「e
化生活」、「e 化商務」、「e 化政府」與「e 化交通」等五大架構。從基

礎環境開始，發展寬頻到家所需要的資通訊基礎環境，並積極扶持新

興、高潛力的數位產業，並大力推動電子化的各種應用策略，例如電

 2



第一章 網路社會發展政策願景規劃 

子化政府、產業 /企業電子化、網路化社會等，藉以擴大國內內需市場、

提升相關產業的能量。數位台灣計畫推行至今，到 2006 年為止的實際

具體成效，包括：近五百萬家戶連網、啟用電子化公文系統、電子化

政府服務平台、建置數位機會中心等。並嘗試開拓「e 化生活」、「e
化商務」、與「e 化交通」等與民眾切身相關的領域。使得台灣在寬頻

使用、電子整備度（e-readiness）、電子化政府等指標在世界評比中名

列前矛。  

然而資通訊科技的發展與應用極為迅速，為面對更加激烈的全球

競爭，為加快國家發展計畫，行政院又於 2004 年提出行動台灣計畫，

在既有的 e 化基礎之上，轉型升級整合行動與無線的雙網無障礙環

境，透過技術環境試圖解決數位落差的問題，同時深化資通訊環境與

國家、政府、國民之間的關係。從 2005 年開始，行政院對國家資訊發

展的最新政策方向轉為 u-Taiwan，目標到 2010 年，台灣可以成為一

個 隨 時 隨 處 都 可 以 獲 得 e 化 應 用 服 務 的 社 會 (anytime, anywhere, 
anything, anyone)。在既有數位台灣及行動台灣的基礎上，與 無 所 不

在 網路 (ub iqu i tous  ne twork)及數位 匯流的 整 合 發 展 趨 勢 下 ， 希

望 任 何 人 都 能 夠 在 任 何 時 間、 任 何 地 點， 都 可 透 過 各 個不同 的

資 通 訊 設 備 ， 取 得 經 濟 、 方便、 安 全 及 符 合 個 人 需 求 的 優 質 ｅ

化 生 活 服 務 。  

對於台灣未來的資訊社會發展而言，一個「服務隨手可得之優質

網路社會」計畫似乎同樣希望達成這些構想，而這些先驅國家的政策

藍圖，當然可以帶給我國政策在制訂上許多的借鏡參考與方向，然而

台灣本身有其特殊的發展環境與社會問題，資訊科技的發展與應用與

其他國家也不盡相同，如何規劃我國下一階段的網路社會政策應考量

台灣獨特的發展脈絡展現不同思維，尤其如何善用我國在資通訊科技

的既存優勢，將資通訊科技的運用與民眾生活結合，一來協助社會弱

勢達成社會機會公平的基礎，再者加強應用綜效提升民眾生活品質達

成優質社會的方向是本團隊計畫的出發點，未來台灣的網路社會規劃

並不適合直接套用任何一個國家的資訊政策，為回應這樣的政策規劃

需求，我們認為一個更細緻、更多維度的分析比較，對於我國在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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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階段的國家資訊社會政策是有必要的。  

回顧台灣資訊化發展，政府推動網路社會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清楚

發現，不論是 e 化或 m 化，儘管加強基礎環境的整備都是第一要務，

但從 2002 年到 2004 年，計畫的具體策略與目標已逐漸從網路基礎建

置的投注轉至使用者的需求及應用服務的價值。我國目前的資訊科技

及社會基礎，不論是資訊整備度、電子化應用程度，或是資訊社會環

境的民主開放及優質的勞動力資源在在都提供了未來網路社會的發展

基礎。我國在全球資通訊科技的發展成績上有口皆碑，2006 年台灣上

網普及率達 67%，企業連網普及率超過八成，是全球第二大資訊硬體

生產國，電子化政府的全球評比名列前矛，以及國際資訊社會排名表

現優異等。但是在民眾的使用應用層次卻常發現通訊科技的應用大幅

落後其他先進國家，許多相關資訊政策的思維仍以硬體基礎建置為主

要的考量，而非以資訊科技實質的應用及影響為標的。如何轉化運用

我國在資通訊科技、民主自由社會及優質人力的基礎，協助解決改善

台灣現今之社會發展問題，並提升一般民眾對於資通訊科技的生活應

用，讓民眾得以感受資通訊科技對其生活的影響及優點，才能讓網路

社會轉變成實質優質的社會。  

從歐盟及其他先進國家的經驗中得知，儘管資通訊科技一直是被

認為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利器，但若缺乏社會整體意識關係的維護，

經濟上的成長則無法達成總體社會發展的提升。雖然資訊科技的發展

仍是歐盟所關注的重點，但是歐盟新的政策規劃則強調社會意識的營

造及生活品質的提升，才是未來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我國在資訊科

技發展及社會環境基礎上皆有相當優良的基礎，如何透過資通訊科技

的應用來解決國內目前的社會問題，善用既有的社會及科技優勢來規

劃社會發展政策，引領我國未來網路社會的永續發展是本計畫的主要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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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構 2015「I-Hub Taiwan」願景與架構 

 1990 年聯合國採納諾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Amartya Sen「以人為

本」的觀點提出人類發展指標（Human Developoment Index, HDI），其

目的在超越過去以 GDP 單一經濟指標衡量一個國家發展的簡化觀

點，並認為過去的政治官員以追求 GDP 為主要政績考量，將會導致資

源錯置以追求經濟發展，忽略經濟發展本身可能產生的內在成長矛

盾，譬如環境資源的濫用、個人生理與心理健康被忽視，因此提出以

健康、教育、經濟同時考量的複合指標來反映人們的生活品質。此後

2001 年的人類發展報告以科技發展為專題，認為科技發展是國家成長

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因素，藉由科技發展可以讓國家有機會促進國內人

民的發展以及減少貧困，該報告中又認為資通訊科技的發展最為重

要。此外，2000 年 9 月，147 個國家與政府元首於迦納舉辦之國家永

續發展策略國際論壇簽署仟禧年宣言，確認其支持永續發展原則與 21
世紀議程，並同意仟禧年發展目標涵蓋：「將永續發展原則整合進入國

家政策與計畫，並遏止環境資源的喪失。」永續發展則有「社會平等」、

「經濟成長」、「環境保護」三個面向。環顧世界各國網路社會藍圖規

劃，譬如歐盟的目的在創造更多資通訊科技的經濟產值與就業機會。

日本希望增加人民生活品質與電子環境的安全感。韓國則是整合國內

資通訊產業的匯流。雖然各國有其強調與側重之項目，然而對於「網

路社會」的「永續發展」的架構，則是科技性的目的取向多過於永續

發展的思維。因此本計畫透過永續發展的思維，從我國國際關係，以

及國內發展情況，進一步的提出我國的願景架構。  

我國在資通訊科技的發展有良好的基礎，但是目前台灣重要的社會

問題是什麼？我國的發展條件足以支撐 2015 的台灣成為什麼樣的網

路社會面貌？為了引領 2015 網路社會的願景，審視目前的社會發展現

狀而非以 GDP 值為目的，本計畫企圖規劃資通訊科技的可能性議題，

透過全面檢視重要政治、社會、經濟問題，參照他國網路政策發展，

以及國內專家調查，期盼在某些社會問題上，資通訊科技可能產生作

用，而不以資訊科技可以全面解決問題的科技決定論思維。下列台灣

國內外共七個構面是目前我國發展上主要遇到的問題（陳順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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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海源，2005）。  

 

一、國際局勢  

受限於中國在國際政治的打壓，台灣實際參與的國際組織並不多，

國際間角色受到孤立。Amartya Sen（2001）認為民主是社會、經濟發

展的必要制度條件，雖然我國已經有豐碩的民主成果，民主也是國際

間普世價值，然而在國際關係上，我國國際政治地位卻遭受孤立，這

是我國政治條件的特殊性。然而如何進一步讓民主開花以致於結果，

以資通訊科技的創發促進種種可能，則需透過「社會平等」、「經濟成

長」、「環境保護」的精神以達成永續發展的終極目標。在這個精神底

下，台灣除了在國際間遭受政治排擠，亦同時面臨資通訊產業以出口

導向為主、低附加價值高耗能的產業逐漸外移、外籍移工的需求也日

益增多、全球衛生健康風險升高、跨國婚姻越來越普遍，而依賴全球

越來越深化會產生什麼樣社會影響後果？譬如經濟上，資通訊產業即

容易受到國際需求波動；跨國婚姻，則可能產生文化差異下的子女教

養問題等等，因此如果資通訊科技可以作用，又該是著力於何處？這

是國際互賴下的問題。  

 

二、國內發展  

 國內發展則有下面六個面向，分述如下：  

（一）社會正義與社會福利  

1.社會正義：身心障礙者／原住民／國際移工、外藉配偶等面臨

之公平與正義議題。2.社會福利：婦幼人身安全保護之議題。  

（二）教育文化  

1.教師：師資培育多元化的限制、實習制度的不平等、師資專業

與教師分級的實行問題等。2.學生：九年國教問題、中等教育問題及

弱勢者教育。3.制度與法令：中央與地方分工問題，另有教育評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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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不完善、以及國人對於升學制度的價值觀。  

（三）勞動就業  

勞動力市場非正式化及邊緣化，以及勞工經濟活動中斷、職場生

涯終止、職災事故保險等。  

（四）產業經濟  

1.根據行政院主計處的統計資料顯示，台灣年平均國民所得成長

趨緩，1997 至 2004 年間，年平均所得徘徊在一萬三千美元至一萬五

千美元之間。2.根據資策會今年的研究資料指出，南韓在 2010 年可能

超越台灣資訊製造業的產值，超越台灣目前的國際分工地位。  

（五）醫療健康  

1.人口老化的危機：長期照顧服務數量分佈與品質的不足與不

均、特殊老人的照顧問題。2.E 化於醫療產業的影響：E 化帶來的身心

疾病、及健康隱私權的問題等。3.心理衛生問題：急性、慢性精神病

人的照顧、及社區式照顧資源不足等。  

（六）公共安全與防災  

1.天災：水災與地震問題。2.社區：社區治安、居家安全缺乏橫向

連結與資源整合。  

  

因此在國際局勢與國內發展議題上，台灣雖然有民主的制度條

件，然而卻無法在國際上享受其果實。由於各種全球風險鑲嵌日益深

化，資通訊科技所形成的全球網絡將「社會」這個概念去鑲嵌化，「社

會」不再是依附著主權國家的疆域而形成，因此國內的發展議題—無

論是福利、教育、勞動醫療或安全問題，勢必要面對資通訊科技所構

築的全面性變革。在這網路社會的結構之下，我國必須化被動為主動，

善用資通訊科技發展優勢，即時對全球網絡進行反動，透過將人員、

資本、科技、權力、文化符號統理與分配，形成東（南）亞經濟發展、

政治民主、社會繁榮、文化融合、文明與智識薈萃與傳散之中心，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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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為本計畫之願景—「I-Hub Taiwan」，其概念如圖一所示。  

 
圖一、I-Hub Taiwan 

 

為了面對 2015 無所不在的社會與國際間互賴情勢，I-Hub 的「I」
意 義 有 兩 層 ， 分 別 為 國 際 (International) 與 網 路 (Internet) ， 國 際

(International)與網路 (Internet)這兩股螺旋將帶領台灣進入 2015「永續

發展」的網路社會，發動這兩股螺旋的驅力，則以完善網路社會基礎、

社會經濟發展、永續優質社會為羽翼方能飛翔。換言之，在實體世界

層次，台灣必須放眼國際 (International)以網路 (Internet)為連結平台，

發展台灣成為人員、商品、金融、文化的匯流節點，並在未來成為經

濟、政治、社會及文化流通的重要樞紐，台灣民眾才得以在生活與居

住上永續優質；在虛擬世界層次，網路 (Internet)相關科技應用與發展

與民眾日常生活已經不可劃分，越來越多應用服務將跨過物理空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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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網路的整合平台，讓國際 (International)各項議題、行動、以及符

碼流通，使得台灣民眾以及世界各地的人們隨手可得 e 化服務。因此，

I-Hub Taiwan 整體的願景是希望台灣發展成為東（南）亞經濟發展、

政治民主、社會繁榮、文化融合、文明與智識薈萃與傳散之中心。以

「社會平等」、「經濟成長」、「環境保護」的永續發展精神，建立社會

機會均等，提供數位機會、促成包容性網路社會；促進產業升級、提

升國家競爭力與社會繁榮；達成優質社會，提升全民生活品質為社會

發展主要目標。 
為研擬三年網路社會發展優先議題以提供建構網路社會基礎、促

進社會經濟繁榮、及達成永續社會經營等三大目標之依據。在政策的

規劃走向上本計畫有別於過去常以參照他國政策方式或是科技主導策

略的模式來進行議題規劃，以永續發展為精神，嘗試藉由對於全球發

展脈絡的分析及國內在此發展潮流下的優劣勢，進而提出台灣未來發

展之可能機會，並參考世界各國無所不在的網路社會政策規劃，來擬

定台灣未來網路社會發展的相關議題。本研究計畫具體之願景及思考

架構如圖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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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網路發展政策整合研究計畫架構圖 

 

在圖二中，本計畫認為要達成一個優質及著重生活品質的網路社

會的先決條件是社會機會的均等，我們首先必須建構一個符合社會正

義的基礎環境，讓社會中不同的群體不論是在社會、教育文化資源或

是網路資源擷取應用機會上能有相同的發展機會，才能達成社會包容

及創造社會機會的目標。因此第一年的子計畫以創造網路社會資源及

機會均等為主要的政策規劃方向，結合國內現況及社會發展提出三個

議題的政策規劃，分別是網路社會正義及數位機會政策規劃、教育發

展與資訊教育機會政策規劃、及社區參與及公民賦權政策規劃。在第

一年政策的建議，除了議題取向的策略建議外我們嘗試就不同的社會

群體身份，以時間發展為軸線，提出相對應之政策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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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及第三年議題規劃則以台灣產業經濟發展與優質網路社會

為標的，我們希望透過全球網路社會的發展及對於台灣產業現況的剖

析，參考各國相關政策並佐以專家意見，歸納出本研究第二及第三年

的政策議題規劃。因此總綱計畫內容包括：  

1. 回顧國內外全球發展趨勢預測及歸納網路社會發展重要基礎

要素。  

2. 針對網路社會發展之要素，提出台灣在這些基礎中所屬之優劣

勢及機會。  

3. 比較世界各國網路社會政策的發展走向，綜合歸納各國網路社

會發展的重點領域。  

4. 採用專家問卷調查，對我國社會未來發展議題之重要性與執行

時程進行分析比較。  

5. 綜合歸納全球發展趨勢、台灣產業在全球發展之優劣勢分析、

各國網路社會發展政策走向及專家建議，提出本計畫第二及第

三期之議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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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全球發展趨勢與網路社會的崛起 

第二章 全球發展趨勢與網路社會的崛起 

要規劃未來網路社會發展的相關策略必須要先能掌握時代的趨勢

潮流，掌握全球發展方向，並分析台灣在這樣的全球發展趨勢下之優

劣勢及機會為何，進而才能有效規劃台灣未來發展的重要策略。因此

本章先就國內外學者及研究單位對於未來社會的重要趨勢進行論述，

接著論述資訊社會研究先驅 Castells 對於網路社會興起提出的重要發

展軸線。並在之後的章節，引用這樣的架構來分析台灣在這樣的發展

趨勢中之優劣勢及機會，最後歸納在這些基礎要素中台灣的發展走向

及可能的政策議題規劃為何。  

 

一、未來社會發展趨勢  

管理學大師 Drucker 在他 2002 年的著作《下一個社會》一書中，

指出 21 世紀上半葉新社會的重要性遠遠超過新經濟，而其中人口結構

變遷，加上全球化與新科技發展對於商業的影響，將成國際間三大重

要趨勢。人口老化、年輕人口迅速萎縮是已開發國家即將要面對的重

要問題，人口老化不僅衝擊著這些國家的醫療結構及社會福利制度，

也對未來彈性工作雇用、就業型態及消費市場產生影響。Druker 明白

指出新社會是知識社會，知識工作者成為主要的勞動力。知識社會亦

是一個競爭激烈的社會，資訊科技讓知識流通又快又容易，不僅是企

業，其他組織包括學校、政府等都要面對來自全球的競爭。下個社會

中能夠生存的公司或是組織是那些能實現創造性毀滅的創新能力的公

司或組織。另一位未來學大師 Toffler 則在 2006 年的著作《財富革命》

中挑戰傳統貨幣經濟並指出非貨幣的財富才是未來經濟系統的主力，

無償工作對於經濟財富的重要性超過有償工作。產(producer)消
(consumer)合一的趨勢將改變人們工作、生活與思想，成為形塑未來

經濟的重要力量。而影響財富觀念革命性改變的三個重要因素則與資

 13



網路社會發展政策整合研究：總綱計畫 

訊科技的發展息息相關，這三個要素是時間的重置、空間的延伸及知

識的力量。  

國內對於未來趨勢的研究則以工研院產業經濟趨勢研究中心及資

策會資訊市場情報中心所組成的 2015 台灣產業願景規劃小組為首，這

個小組歸納全球未來十年最重要的六大趨勢包括： 

(1)人口結構變遷，高齡化少子化社會來臨。面對未來人口快速變

遷，整個經濟體系必須從貢獻體力為主的生產行為，轉型為以腦力為

主的知識密集產業，高度發揮中高齡人口的專業優勢。另外疾病管理、

人工器官與義肢移植及製造、保健產品與仿生機器人，都是在抗老化

趨勢下應運而生的新興商機。 

(2)全球化腳步加快，不僅經濟活動，研發及人才也快速流動。跨

國企業全球分工超越地理限制的國際市場擴張，以及全球勞動力的重

新分配。全球化以更深更快的方式對個人、企業乃至於國家產生深遠

的影響。 

(3)網路化的世界，數位經濟時代起飛。隨著無所不在的網路基礎

建置完成，虛擬辦公室或是遠距工作將是重要趨勢，未來企業將重新

定義組織及文化。網路化帶動資訊電子市場進一步擴大，無所不在網

路化帶動市場商機，資訊安全市場亦隨之擴大。 

(4)多領域技術整合，創新來自跨領域的整合。多領域技術整合將

促進成熟產業價值創造與擴張，並以破壞性創新科技開創新興產業。

在此趨勢下，結合自然與人工智慧的仿生科技也會愈來愈熱門。資訊

業中行動通訊設備、無線網路應用及數位內容的整合應用服務將成為

主要趨勢。 

(5)企業高效能彈性生產。新興工業化國家投入製造市場，如中國

及印度，也為全球產業帶來挑戰。未來十年企業將面臨商業環境變動

快速、同業競爭激烈、及客戶要求日益升高等挑戰。面對這些挑戰未

來台灣企業解決之道就是強化研發創新能力，以高效率自動化的生產

設備，來節省勞力成本並增加產品彈性及品質。並以綠色環保為訴求

擠身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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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替代資源與全球環境變遷。對於油源的不確定性，使得替代能

源相對重要性升高，自然力發電與儲能材料是未來開發趨勢。由於地

球暖化造成氣候異常，使得水源養護與高值化水產業興起，亦成為未

來重要的發展議題。  

過去對於資訊社會發展的論者如  Touraine(1969)、Bell(1973)、
Porat (1977)、Toffler(1980)等，大抵從經濟、行職業變遷或是科技發

展等單一面向來討論。近年論述網路社會發展的學者逐漸的結合資訊

科技服務應用與經濟及社會發展的觀點來預測未來的新社會。但是這

樣的預測通常缺乏實證資料及嚴謹的分析支持，基於對於網路社會發

展的關注及堅持科學性的調查分析，加州柏克萊大學教授 Castells 花

了十四年完成《資訊時代：經濟、社會和文化》巨著，以鉅視的觀點

結合社會中科技、經濟、文化、政治等息息相關的領域，以實證的資

料分析網路社會的興起與發展。因此，我們以 Castells 所詮釋的網路

社會架構為基礎，將網路社會發展的重要的議題與問題做一引介，以

這個理論為基礎分析台灣自身社會發展在此全球趨勢潮流下之機會，

並在之後的章節參酌先進國家的網路社會政策發展，整合歸納後用以

規劃台灣網路社會 2015 年的政策走向。  

 

二、網路社會的發展模式  

 Castells 在他的書中第一卷《網絡社會的崛起》開宗明義指出數位

科技使得網路無遠弗屆，並成為社會的基本結構和礎石。當代資訊社

會的主要發展動力，來自於資通訊科技的革命，Castells 稱之為資訊化

發展模式，資訊化發展模式主要作用在於生產力的提升，生產力則是

由知識的水準以及勞動力和生產方式之間的關係所決定。而資通訊科

技即是知識介入生產力的過程，因此在工業化發展模式當中，知識被

用來提供新能源，並以此重組生產過程；但在資訊化發展模式當中，

知識將新生成的知識變為生產力的主要來源。因此工業化的目標是經

濟成長，而資訊化的目標則為發展技術，因此對知識本身的追求與積

累形成發展技術的無限積累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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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社會中資訊網絡所形成的流動空間，逐漸取代城市原有的角

色，資訊部門則是促進新的產業和新的服務型經濟的成長，而一些大

型跨國公司則是因為彈性化與網絡化的需求，組織從垂直的科層轉變

為水平的網絡，藉由資通訊科技為基礎的網絡，每一個公司或部門都

是一個節點，控制世界、城市、以及鄉村相互聯繫的空間。因此資本、

資訊、勞動、商品、公司內部事務交換、決策的流動，圍繞著整個地

球而互連，不斷地重新界定生產、分配、消費與管理的變動。社會的

生產結構，圍繞著這個全球互賴的經濟而組織起來，隨著全球經濟網

絡的變動，各個社會結構也會相對的回應  (Castells，2000)。從生產者

的角度而言，資訊科技使得生產過程得以配合全球分工的邏輯，不管

是外包、兼職、電傳或是部份工時等工作形態，做最有經濟效益的全

球彈性分工規劃，也能同時兼顧而控制與管理的品質及效率。於是在

追求最大利益與降低成本、增加競爭力的考量之下，臨時化工作及彈

性化工作的趨勢則會大幅增加。  

Castells 以資訊科技發展、全球化新經濟、網絡化彈性組織、新產

業型態這幾個面向來鋪陳網路社會發展的軸線。按他的說法，第一條

軸線是資訊科技的發展，回顧從 1970 年代開始至今的資訊技術發展走

向有下列趨勢：資訊及知識成為生產工具、新科技的影響無遠弗屆滲

透成為我們的日常生活的一部份、網絡化的特性成為成長創新的重要

驅力、彈性化企業組織型態、以及各領域資訊科技的匯流成為高度整

合的系統。第二條軸線是全球新經濟的發展，最重要的趨勢即是全球

金融市場的整合、全球化生產製造網絡、高階人力的全球流動以及資

訊科技、金融及生物科技等相關新興產業創造新產值。第三條網路社

會發展軸線是企業組織型態的轉變，亦即網絡企業的興起，重要的趨

勢包括從大量生產轉變成彈性生產、中小企業的彈性被整合在大的跨

國企業生產網絡裡、企業組織強調多工團隊合作的新管理方法、授權

與外包的合作模式、創新研發的策略聯盟、以及企業組織間的水平整

合。第四條軸線是產業及勞動力的轉變，亦即新的產業結構與勞動型

態，全球產業的變動大至可分成以服務業為主的美加模式以及以工業

生產為主的德日模式，地方的勞動力被整合在全球的彈性生產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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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造成勞動型態愈趨臨時化及不穩定的型態。  

在資訊技術的快速變遷及知識的循環積累下論述全球經濟、產業

發展及勞動型態的變動成為 Castells 鋪陳後續國家與區域發展，以及

網路社會運動與認同等相關議題的基礎。簡言之，Castells 認為網路社

會的興起是由幾個不同領域的發展軸線整合而成，這些領域包括資訊

科技、全球經濟、產業型態變遷等，這些發展要素是網路社會發展的

重要基礎，要規劃未來網路社會的發展必須要回到這些基礎要素脈絡

中檢視，才能知道台灣本身的定位及未來可能走向。本計畫沿用

Castells 的基礎架構，我們在下一章節先就近年資訊科技的全球發展做

一闡述，並在之後章節就台灣經濟產業的全球位置論述我國的優劣勢

及機會，並依此檢視我國網路社會可能的願景規劃及發展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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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資通訊科技發展與網路軟體趨勢 

資通訊科技現今已成為個人日常生活與企業商務運行不可或缺的

媒介，改變了人們的生活習慣與作業方式，未來更將朝向隨時、隨地、

使用任何資訊平台皆可連上網路服務，以取得運算資源之無所不在網

路或普及運算的境界發展。在規劃未來網路社會政策的同時，必須討

論科技發展對於社會的影響。電子商務、數位學習、線上遊戲以及支

援各種應用的服務網路系統，與數位內容成為目前眾所關注的焦點，

這些都是奠基在許多不同的基礎資通訊技術下發展而來的應用服務。

此外，網路軟體的發展也會影響網路使用者使用行為，未來網路軟體

的發展核心為何？可能演化成什麼形式？將是本章關注的焦點。  

 

一、  資通訊科技發展  

行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NICI）於 2002~2007 年計劃

執行的「數位台灣計畫」中，也將資通訊技術納入政策規劃的考量依

據，其願景在運用資通訊科技以建立高效能政府、提升產業競爭力、

建構高品質資訊社會、創造數位機會，使我國成為亞洲最 e 化的國家

之一。由此可見，資通訊科技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對於網路整合性社會

的未來走向具有一定的影響性，因此在規劃 2015 年的網路政策時，必

需將科技演進納入考量，透過對資通訊技術未來技術的了解，才能提

出更具體的建議。經由上述想法，本計劃在技術硬體發展部分主要以

資訊及通訊技術兩個部份來探討：  

1. 資訊技術內容說明  

資訊技術發展已朝向開放性平台、系統元件化、應用簡易化發展，

而嵌入式系統技術、服務網路系統技術，以及數位學習技術等為技術

為未來發展重點。其中包含資訊家電用戶端、網路服務整合端、數位

學習內容端均應依循開放性共通標準平台設計—讓智慧家電裝置輕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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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用無所不在，讓各個系統服務皆能策略性地互通連結運作，而數位

內容皆能跨平台使用、交換與再使用。  

2. 通訊技術內容說明  

過去幾年 ADSL 與 Cable Modem 是有線寬頻到家的主力，但是在

可預見的未來幾年，光纖到府（Fiber To The Home, FTTH）勢將成為

提供家裏更高頻寬的傳輸方式，而不再只是用於骨幹網路。另一方面

無線傳輸技術的快速演進，從第 2.5 代以 GPRS 為主提供平均約

30-50Kbps 的數據傳輸功能，演進到提供超過 300 Kbps 的 3G 系統，

甚至超過 1G bps 的 4G（第四代）無線通訊系統，都將在可預見的未

來成為你我生活中重要的一環。此外，近幾年來與蜂巢式無線通訊系

統互補（或競爭）的無線區域網路技術蓬勃發展，亦提供了另一種寬

頻無線上網的選擇。事實上以 802.11 a/b/g 為主的 WLAN 技術已經開

始大量佈建，甚至成為公眾接取的一環，提供高達 50Mbps 以上的傳

輸能力；而以 802.16 為主的 WiMAX 系統除了提供無線寬頻的通訊能

力外，其具有移動能力之無線通訊勢將成為未來無線寬頻骨幹網路的

主流。  

在這些不同傳輸與接取網路上，無論是傳統電話網路或是新興網際

網路，語音與數據的功能已經開始整合，而網路的性質亦無法再以其

單純語音或上網的功能單獨存在。近年來，網路電話的風行就是最明

顯的例子。事實上，由於各種傳輸網路整合在一起後，網路系統趨於

單一的 IP 網路架構已是必然的趨勢，3GPP 所制訂的第三代無線通訊

系統（3G）即是將傳統電路交換的行動電話網路，改成以分封交換的

IP 網路為基礎，建構 3G IMS（IP Multimedia Subsystem）多媒體服務

系統，朝向全 IP（All-IP）系統架構發展。除了行動通訊外，其他網

路上之服務系統，無論是語音或數據服務亦將朝向此全 IP（All-IP）

系統發展，提供多媒體整合的通訊服務亦都是未來發展的趨勢。  

 

二、網路軟體的社會演化與趨勢  

前段以網路硬體技術以及應用進行介紹，現在將討論以虛擬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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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無線網路所引發出的議題與想像的軟體應用。在 1980 年代個人

電腦革命的衝擊時，Rheingold預見了 1990 年代網路網路帶來的影響，

並提出虛擬社群的概念與特徵。2002，其《聰明行動族》一書中亦展

開對下一個世代網路社會的描述。該書主要從生物的合作性演化開

始，認為生物要演化必須先透過合作的過程，人類為什麼會合作呢？

Rheingold以囚犯理論來比喻人類社會，如果人類的每次決策都是一次

賽局，如果只經過一次賽局，人類的私心會求個人利益最大化，而非

整體的利益最大化，那可能是一個零和遊戲、皆輸的社會，但是如果

有多次賽局，人類會去選擇有利於之後合作關係的決策，讓彼此的利

益最大化，而這也會是最常見的模式。然而要建立多次的合作關係必

須要有信任為基礎，這個基礎來自於過去的合作經驗，對合作對方的

經驗形成我們所認為對方的名聲（名譽），名聲成為我們決策時的線

索，而下一代的網路社會將會朝這個方向演進，將會有各式各樣的名

譽系統為基礎來支撐合作關係，透過名譽系統的激勵與懲罰將可以避

免出現公有地的悲劇，以及增進合作的機會。而且會根據Reed’s law 1

（Reed，1999）的定義，社群本身成為節點，網路的價值是社群數的

階乘值。根據這樣的定義將會創造出高附加價值的網路。  

因此無論是Web1.0、Web2.0 或是Web3.0 的各種網路軟體，都只是

奠基以名譽系統為基礎的軟體形式。目前所風潮的Web2.0 主要有兩派

的定義，簡化論者認為Web2.0 只不過是可以書寫＼讀的網站加上可以

讓一般民眾自由創建的功能，如圖四所示（Hinchcliffe 2 ，2006）。整

體論者如O’Reilly 3（2006）則認為必須以網際網路為平台，使用者可

以控制自己的資料，特殊之處在於不是由軟體來提供服務、可以是一

個開放式的參與架構、成本效益高、多元的資料來源與資料的更新、

軟體不再只是一項套件也可以被共同創造、運用的是集體的智慧，如

圖五所示。至於名譽系統的概念如何在Web2.0 被實踐呢？拍賣網站本

                                                 
1  “That Sneaky Exponential—Beyond Metcalfe's Law to the Power of Community 
Building” http://www.reed.com/Papers/GFN/reedslaw.html 
2  “A round of Web 2.0 reductionism” http://blogs.zdnet.com/Hinchcliffe/?p=41 
3  “What Is Web 2.0” 
http://www.oreillynet.com/pub/a/oreilly/tim/news/2005/09/30/what-is-web-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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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就是一個Web2.0 與名譽系統的結合，人人都可以成為賣家，擁有自

己的賣場，買家與賣家透過互評的形式來建立信賴關係，此外，目前

流行的Blog，瀏覽人數就是一個重要的名譽來源指標，透過瀏覽人數

的增加，可以讓網站擁有者有更多的動力書寫，而留言版的回饋系統，

則是可以讓瀏覽者可以針對各項意見提供想法，因此如果是一個長期

網路使用者無論是否為化名，會有兩個重要的特徵可以提供辨別，一

個為認同物，一個為認同風格，認同物就是使用者在網路上所留下的

各種記號、文章、個人資料等，認同風格則是在網路上的長時間表現

所呈現出來的型態，透過這些型態即使使用者以別的化名進入社群討

論，仍舊很容易被辨別出來，而這些內在的運作機制即是名譽系統的

展現，這也會是下一個網路社會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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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簡化論的 Web2.0 

 

圖四、整體論的 We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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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從Web2.0 進入Web3.0 說法更加多元與歧異，我們主要以網

路基礎架構的始祖Tim Burners-Lee（1998）提出語意網路（Semantic 
Web）的概念進行討論。語意網路是一個比Google更為高智慧的演算

法，Google可能只告訴你相關的網站在哪裡，語意網路不但知道相關

網站在哪裡，還會提出不同的建議，為什麼注意語意網路這樣的搜尋

功能的變化呢？其實，大部分的網路使用者只是將搜尋引擎當成是瀏

覽網路世界唯一熟悉的嚮導。不少台灣網路用戶只知道Yahoo，每次

從Yahoo重新搜尋，不擅長組織瀏覽器的書籤，可能也不清楚IP或URL
是什麼？對於網頁的編輯大多由網站提供的套裝代勞，不清楚html是
什麼，更遑論 tagging等書籤軟體。因此，語意網路的推動目標 4 ，可

以讓電腦用一些電腦可以解釋和交換的語言來表達自己，並且利用不

同的應用程式自動的整合一些可以重複利用的資料與連結。如此一來

我們可以讓電腦解決一些我們認為乏善可陳的問題，提高我們在使用

網路的效率。而未來的網路軟體發展將結合Web2.0 現在有的功能：譬

如混合性軟體（mashup）—像是Blog結合RSS，或是如同FireFox 5 一

樣 可 以 自 行 組 裝 軟 體 形 成 “ 混 合 應 用 的 生 態 系 統 ＂ （ mashup 
ecosystem），以及語意網路的概念，透過以名譽系統為基礎的設計，

形成網路應用軟體發展的新趨勢（Rheingold，2002；Hinchcliffe 6 ，

2006）。  

 

                                                 
4  http://www.xml.org.tw/function/Fglossary1.asp?key=Semantic%20Web 
5  http://moztw.org/ 
6  “Going Beyond User Generated Software” 
http://web2.wsj2.com/forget_user_generated_software_let_software_do_tha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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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網路軟體的發展趨勢 

 

三、2015 網路社會的生活特徵  

綜合硬體與軟體的發展，未來的網路社會將是以無線網路為基

礎，透過名譽系統為核心所展現的混合應用的生態系統以及語意網路

的概念。然而並非科技決定社會，科技就是社會，唯有透過解析社會

實踐的過程才能瞭解，因此個人或組織的使用習慣、價值、興趣、和

投射，將會形塑未來社會的可能型態，而這些特徵我們從年輕人身上

找尋答案，學者 Castells 等在 2004 年針對歐洲、美國、日本、南韓、

菲律賓、中國等地進行一次大規模的行動網路社會的研究，整理出當

代年輕人的使用文化，期望透過年輕人的文化去預見未來的網路社會

面貌，這些特徵整理如下：  

1. 個人自主性增加  

無線網路社會的溝通形式將會讓年輕人接觸到更大的社會，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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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裡就可以維繫朋友網絡，個人無論在工作上或生活上的控制能力

將會更強。  

2. 網絡選擇所形成的差異  

無線網路社會增加個人選擇的機會，但是未來會是一個不同網絡

型態混合的社會，當個人選擇面對面、線上、或是無線網路的人際接

觸形式後，將會影響個人所能接觸到的人際關係。  

3. 立即性溝通的實踐差異  

由於無線網路社會的特殊溝通型態，因此越來越多有計畫性的或

沒有計畫性的溝通出現，當然大部分的溝通都是沒有計畫的，但是在

一些社會運動或是組織性的計畫裡，立即性溝通可能讓政治參與或組

織行動可以透過這個平台完成。  

4. 社會情境模糊化  

 無線網路社會的另一特徵顯現於以個人為中心的溝通模式，

因此無論個人在任何時間、移到到任何地方，溝通本身都是有效的，

個人可能在飛機上、火車上、辦公室、家中與對方討論任何事情，從

社會情境中被解放出來。  

5. 接近使用無線網路成為必要  

無線網路社會的價值隨著我們接觸的社群數的階乘值增長，然而

由於政府或企業的不同政策與策略將影響科技傳散佈的程度，雖然年

輕人與專業人士會率先成為先行者，然而要如何讓這群人採用會是未

來需要面對的問題。  

6. 使用者成為內容產生與服務的對象  

個人採用什麼樣的科技或溝通方式乃基於自我的需要與興趣，因

此如果廠商無法針對個人提供有效的內容與服務，個人將不會使用該

公司的服務，同樣的政府網路也是如此，如果沒有辦法提供民眾符合

個人需求之有效內容，那就無法吸引民眾繼續使用。  

7. 消費主義、流行與工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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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網路科技所運用的載具，將不會只是溝通的功能性，會因著

不同目的而展現多元的功能。譬如載具的聲音、顏色、形狀、功能等，

可能成為流行的趨勢、消費文化的一部份，或者是年輕朋友用來分享

文字、音樂、圖片等。  

8. 語言形式的轉變  

文字是過去常用的語言，然而面對未來的社會，語言形式、文法

以及意義，都可能被現在的年輕人塑造，在不同的社會情境可能使用

不同的文字、圖片、聲音來展現特殊的個人標誌與符號。  

因此，未來的網路社會是一個以物理空間、網路空間、以及無線

網路空間所混合成的社會，其社會生活的特徵將會如同以上所描述，

但是會如何到達這樣的社會呢？在不同的社會結構與脈絡底下我們需

要重新審視。過去數位台灣計畫，主要在有線寬頻網路的建設，以及

e 化政府、e 化商務、e 化生活與縮減數位落差等 e 化工作。而行動台

灣計畫，主要是解決寬頻建設「最後一哩」的管道建置，以及配合無

線寬頻網路的趨勢與建設，普及行動應用，打造雙網服務環境。

「u-Taiwan」計畫，則希望建設我國成為「優質網路社會 (Ubiquitous 
Network Society, UNS)」，使民眾能不因教育、經濟、區域、身心等因

素的限制，享受「隨手可得的 e 化服務」，政府將以「使用者」的觀點

出發，規劃食、醫、住、行、育、樂等領域中 u 化生活的關鍵應用。

要達到優質網路社會目標，除關心資訊科技的整合發展外，我們必須

回到台灣經濟及產業的發展脈絡，檢視台灣在全球節點的位置進而標

記出我國可能的願景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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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台灣經濟成長趨勢與 ICTs 產業結構 

上一章節討論資通訊各項技術發展以及未來可能的應用與機會，

台灣各項產業發展如何在這一波資訊發展模式中再調整自身於國際中

的地位，並對知識本身的追求與積累形成發展技術的加乘效果進而邁

向 2015 的網路社會？本文首先將回顧台灣經濟發展的軌跡，企圖從

ICTs 產業在台灣經濟發展中的角色，討論目前 ICTs 產業發展的限制。

如果要達到行政院所規劃的 2015 經濟發展願景—每人 GDP 三萬元為

目標，那 ICTs 製造業是否還能是經濟成長的優勢來源？目前的論述大

多認為 ICTs 製造業在國際分工的地位逐漸被大陸取代，已經進入微利

時代而需要轉型，但是這樣的討論需要實證基礎，因此稍後的分析將

以附加價值率以及附加價值的生產要素來源，用以提供下一階段產業

如何解決限制以及盤踞機會蓄勢而上的建議參考。  

 

一、台灣經濟成長與 ICTs 產業政策脈絡  

台灣從 1950 年代開始實施民生工業進口替代階段，運用關稅、外

匯與利率等工具，培植民生工業，主要以農工生產改善運輸服務為重

點；1960 年代為輕工業出口擴張時期，由於台灣內需市場的限制，開

始將產品銷售至外國市場，提供出口退稅，創造勞力密集出口工業發

展的環境，並加速產業升級，1960 年代中期製造業產值結構比超過農

業結構比值，台灣邁入工業時代；1970 年第二階段重化工業進口替代

階段，政府鼓勵化纖、塑膠、橡膠、鋼鐵等重化工業，並施行十大建

設。1986 年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的發展策略，並獎勵技術密集度高、

產業關聯性高、附加價值率高及能源密集度低的策略性工業；1996 年

推動六年國建計畫與跨世紀國家建設計畫，加速經濟轉型，建設現代

化國家；之後為因應工業升級，1981 至 1990 年推動「生產自動化計

畫」，以及 1991 至 1999 年推動「產業自動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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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年，因應資通訊科技的發展施行「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推

動方案」，除了協助企業在 e 世代中繼續保有傳統的競爭利基因應網路

化挑戰之外，更開始加速以資訊網路為核心，科技創新為主軸，整合

經濟、交通、科研、教育、文化、社會與行政作業各方面，形成一個

全國性的重大建設計劃。1999 年 6 月將原先之「產業自動化計畫」結

合資通訊科技，擴大為「產業自動化及電子化推動方案」，除繼續推動

生產、倉儲、運送及管銷之自動化外，並選擇重要行業積極推動供應

鏈及需求鏈電子商務，同時由經濟部優先完成資訊業 B to B（企業對

企業）電子商務示範體系，同年執行「推動資訊業電子化計畫（AB
計畫）」，引進國外經驗，建立我國產業電子化標竿體系，提昇我國以

外銷為導向之供應鏈電子化作業能力，同時在 AB 計畫執行完成之

際，為持續保有我國產業競爭優勢，因應業界需求，提供體系上下游

廠商帳款收付、帳務管理、線上融資、全球庫存管理及貨況追蹤、協

同設計等電子化服務，自 2001 年繼續推動 CDE 示範計畫，以既有電

子化供應鏈體系為基礎，進一步整合金流、物流及研發設計等，強化

我國產業全球運籌管理暨國際市場競爭能力。  

因此從上面的論述可以得知，我國資通訊產業的基礎除了從既有

的資通訊製造業進行強化之外，更擴散到金融與流通服務業，而這個

以資通訊科技為基礎的生產體系所需的產品，正是台灣過去這十年來

在國際間的箇中翹楚，不但成為我國第一大產業，其出口值更佔總出

口值的三分之一以上，並在國際生產網絡上佔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戰略

地位。電腦等相關資訊硬體產品產值自 1995 年即已成為全球第三大生

產國，雖然 2000 年已由中國大陸取代而退居第四名，但因中國大陸七

成以上產值仍為台商掌控，因此台灣在世界資訊科技產業上的地位是

無庸置疑的。然而根據資策會市場情報中心（2006）綜合經建會與韓

國數位電子產業目標產值的推估，2010 時台灣的產值為二八三一億美

元，而韓國則為二九四七億美元，韓國資訊通訊產業產值將在 2010
年超越台灣，取代台灣第三大世界資訊國的位置；接下來五年，雙方

的落差還會繼續加大。因此，電子資訊產品將會面臨日益飽和、競爭

激烈的市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電子資訊產品（如個人電腦的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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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斷下滑），銷售則有成長趨緩現象，飛躍式的成長不復可見。同樣地，

台灣獨步全球的資訊產業在晶圓代工及半導體生產方面，如今也受到

全球競爭，尤其是新興國家的強大競爭壓力，市場成長滯緩以及價格

下降的現象，因而資訊產業邁入微利時代，微利或創造的附加價值偏

低則可能造成我們經濟成長的停滯。  

因此接下來的分析，除了從台灣整體產業結構變化對經濟成長的

影響之外，將進一步的觀察經濟成長與轉型過程中，隨著技術進步及

產業比較利益變化，ICTs 製造業的投入、產出結構如何因應變動，以

及 ICTs 製造業與其他產業的差異。我們觀察的指標主要以附加價值率

以及附加價值歷年變化做為主軸，除了想要瞭解 ICTs 產業附加價值的

變化之外，更會進一步探究是哪些生產要素影響附加價值的變化。其

中，產業的投入可分為原始投入與中間投入，附加價值即為原始投入

又稱生產毛額，包括受雇人員報酬、營業盈餘、固定資本消耗、間接

稅淨額；中間投入指來自各產業部門的投入，主要為原、材、物料、

水電及各項服務。原始投入與中間投入的總合為生產總額，而附加價

值占生產總額的比率為附加價值率。  

 

二、我國各級產業 GDP 比重與就業人口趨勢  

圖 1 為分析我國自 1990 年以來各產業 GDP 所佔的比重，由圖中

可以看出服務業所佔的 GDP 的比重超過五成，而且逐年上升，1995
年之後則超過六成。而工業的比重雖然漸漸在下滑，但是製造業的比

重仍舊佔工業大部分的 GDP 貢獻，而且製造業的 GDP 比重近幾年皆

在三成左右徘徊。雖然 GDP 的比重各有增減，然而對經濟成長率的貢

獻程度，不同產業之間的差異為何呢？表 1 則進一步分析各產業對經

濟成長率貢獻的比率，雖然服務業在圖 1 的 GDP 比重上逐年增加，服

務業在 1997 至 2000 年之間，對經濟成長的貢獻皆超過七成，2002 年

之後，則是降至七成以下。相反的製造業，則是在 1997 至 1999 年之

間，對經濟成長的貢獻皆低於三成，可是從 2000 之後，對經濟成長的

貢獻則開始超過三成。至於圖 2 所顯示的就業人口數，服務業所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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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比例也是自 1990 年的四成七左右逐年上升，1994 年以後服務業

的就業人口數超過五成，2003 年已經接近六成。同樣的工業人口比例

如同工業 GDP 也是逐年下降，而製造業就業人口，則是從 1996 年接

近二成增加到 1997 年接近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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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我國各級產業 GDP 比重（以 1996 固定價格 GDP 計算） 

 

表一、各產業對經濟成長率之貢獻比率（2001年為基準） 

 1997 1998 1999 2000 2002 2003 2004 2005 
農業  -0.76 -3.08 0.87 0.35 2.12 0 -1.15 -1.71 
工業  24.58 17.14 27.48 29.29 38.12 30.9 40.2 36.92 
製造業  20.79 16.48 29.91 30.16 39.53 35.28 37.07 34.47 
服務業  76.18 85.93 71.65 70.36 59.76 69.39 60.96 6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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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台灣就業結構變動 

 
三、國內各產業附加價值率  

表 2 為我國各產業的附加價值率，服務業從 1990 至 2005 年的附

加價值率相較於製造業僅呈現些緩上升，從 1990 的 66.6%上升至 2005
的 69.1%。製造業則是從 1990 至 1993 年呈現些許的上升，可是自 1994
年之後便開始從三成左右的比例下滑至 2005 年的二成左右。先前提

過，附加價值率即為附加價值占生產總額的比率，因此當附加價值越

大其附加價值率亦會增加。而附加價值則是由受雇人員報酬、營業盈

餘、固定資本消耗、間接稅淨額等四項生產要素組成所組成。此外，

由於服務業投入多為生產要素（特別是勞動），而且產業分工並不如製

造業複雜，所以中間投入的比重較低，相對的附加價值率會比製造業

還高。因此我們進一步從附加價值的生產要素進行分析，從表 3 可以

得知服務業的受雇人員報酬由 1990 年的 50.9%降至 2005 年的 44.6%，

營業盈餘則是從 1990 年的 29.8%下降至 2005 年的 39.4%，固定資本

的消耗則是由 1990 年的 7.9%上升至 2005 年的 9.5%。製造業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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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雇人員報酬由 1990 年的 53.7%降至 2005 年的 49.6%，營業盈餘則

是從 1990 年的 24.0%下降至 2005 年的 17.0%，固定資本消耗則由

11.2%上升至 24.%。因此兩個產業主要的差異在於，服務業營業盈餘

上升而製造業下降，製造業的固定資本消耗增加超過一倍，服務業則

固定資本消耗鮮少，且變動不大。所以如同本段先前所述，服務業的

確因中間原料投入相對製造業少，因此固定資本消耗較少，同時服務

業大多為內需型的產業，與國際間的依賴相較於製造業低，所以受景

氣波動的影響相較於製造業低，受雇人員報酬加上營業盈餘的比例變

動不大，而製造業則是在這兩項生產要素的比例都是下滑的。  

 

表二、國內各產業附加價值率  

 農業 工業 製造業 服務業 

1990 47.7 30.8 29.3 66.6 
1991 46.7 31.2 29.8 67.0 
1992 48.2 31.8 30.6 66.7 
1993 48.3 31.7 30.6 67.5 
1994 49.1 30.5 28.9 68.3 
1995 48.6 28.1 26.2 68.9 
1996 47.2 29.6 27.8 68.9 
1997 45.7 29.5 27.8 68.6 
1998 49.3 30.0 28.4 68.4 
1999 50.4 29.3 27.8 69.4 
2000 45.6 27.2 25.7 69.1 
2001 43.6 27.9 26.7 69.6 
2002 42.7 27.1 26.1 69.4 
2003 40.8 24.6 23.8 69.4 
2004 40.2 21.3 20.8 69.2 
2005 42.1 20.9 20.3 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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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製造業與服務業生產要素比較 

 製造業 服務業 

 間接稅

淨額 

固定資

本消耗 

受雇人

員報酬

營業盈

餘 

間接稅

淨額 

固定資

本消耗

受雇人

員報酬 

營業盈

餘 

1990 11.1 11.2 53.7 24.0 11.3 7.9 50.9 29.8
1991 11.5 11.6 52.0 25.0 10.8 8.3 51.5 29.5
1992 12.1 11.9 52.9 23.1 11.3 8.2 50.8 29.8
1993 12.3 12.6 53.0 22.1 11.0 8.2 49.8 31.0
1994 12.7 12.6 54.8 19.9 10.7 8.0 48.8 32.6
1995 12.6 13.3 56.1 18.1 10.3 7.8 48.1 33.8
1996 10.7 13.4 53.1 22.8 9.2 7.7 48.4 34.8
1997 10.1 13.6 51.9 24.5 8.9 7.7 47.9 35.4
1998 9.1 14.1 50.1 26.6 8.2 7.9 47.5 36.4
1999 8.7 15.3 51.1 25.0 7.4 8.2 46.9 37.5
2000 8.6 17.7 51.5 22.2 6.8 8.6 47.2 37.5
2001 8.5 22.2 51.6 17.7 6.2 9.2 47.4 37.2
2002 8.4 22.3 47.1 22.3 6.4 9.3 46.0 38.2
2003 8.3 24.0 49.5 18.2 6.2 9.5 46.0 38.3
2004 8.7 24.7 49.6 17.0 6.4 9.5 45.0 39.1
2005 8.7 24.7 49.6 17.0 6.4 9.5 44.6 39.4
 

四、ICTs 製造業附加價值率與生產要素趨勢  

 根據 OECD（2005）的定義，ICTs 製造業包含：辦公室、會計及

計算機器製造業、絕緣電線及電纜製造業、電子管及其他電子零件製

造業、電視與收音機傳輸設備及電信器具製造業、電視與收音機接收

機，聲音或影像錄音或拷貝器具，及相關物品製造業、測量、檢查、

測試、航行及其他用途儀器製造業，工業控制設備除外、工業控制設

備製造業。對應到我國的行業結構，我國 ICTs 製造業一般包括電腦通

信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電子零組件製造業、精密光學醫療器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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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錶製造業。  

從表四中可以得知，我國的 ICTs 製造業附加價值率從 1990 年的

25.5%下滑至 2005 年的 17.2%，其中電子零組件製造業以及電腦、通

信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附加價值率也皆是呈現下滑的趨勢。電子

零組件製造業附加價值率從 1990 年的 31.6%下滑至 2005 年的 18.6%，

電腦、通信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自 1990 年的 20.8%下降至 12.8%。

比較平穩的為精密、光學、醫療器材及鐘錶製造業，從 1990 年至 2005
年皆是在三成左右浮動。  

進一步從表五觀察 ICTs 製造業各產業生產要素分佈，在電腦、通

信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的生產要素部分，固定資本額消耗自 1990
年 9.9%上升至 1993 年 12.4%，1994 年下滑後至 2000 年皆維持在平穩

的比例，2001 年則又開始往上升，表示國內廠商在固定資本的投資比

例增加，至 2005 年已經佔 26.3%。受雇人員報酬部分，則是從 1990
年 57.8%上升至 1995 年 73.4%，之後 1999 年又下滑至 45.1%，2000
年之後逐漸提升，2005 年為 70.3%。營業盈餘的部分，1990 年至 2003
年雖然起伏很大，但是皆維持至少有 10%以上的比例，但是 2004 年

已經跌至個位數，2005 年甚至只有 1.3%的比例。電子零組件製造業

的生產要素部分，固定資本的消耗是逐年上升，自 1990 年的 12.9%上

升至 2005 年的 54.8%。受雇人員報酬 1990 年至 1995 年的比例皆維持

在五成以上，1996 之後，則下滑在五成以下，在三成與四成之間徘徊。

營業盈餘 1990 至 2000 年皆維持在二成左右的比例，但是 2001 年之後

營業盈餘所佔比例大幅下降，2005 年僅剩 0.6%。精密、光學、醫療

器材及鐘錶製造業 1990 年至 1999 年，固定資本消耗皆維持在個位數

的比例，2000 年則開始超越 10%，2005 年達到 14.3%。受雇人員報酬

則是自 79.5%逐年下滑，至 2004 年時最低點 43.5%，2005 年稍微爬升

至 51.3%。營業盈餘 1990 至 2001 皆低於三成，2002 年至 2005 年皆

超過三成，甚至還有四成以上的盈餘。  

因此在電腦、通信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2004 年與 2005 年可能

來自於固定資本消耗與受雇人員報酬比例高因而導致營業盈餘比例下

降，電子零組件製造業則是在固定資本消耗上的比例上升，因此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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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餘下降，精密、光學、醫療器材及鐘錶製造業在是固定資本消耗增

加，受雇人員報酬減少，所以營業盈餘上升。  

 
表四、ICTs製造業附加價值率  

 

製造業 

ICTs 製 造

業 

電 子 零 組

件製造業 

電腦、通信

及 視 聽 電

子 產 品 製

造業 

精 密 、 光

學、醫療器

材 及 鐘 錶

製造業 

1990 29.3 25.5 31.6 20.8 30.9 
1991 29.8 25.2 31.0 20.5 31.7 
1992 30.6 25.4 29.9 21.1 33.3 
1993 30.6 25.3 31.6 19.1 34.0 
1994 28.9 24.4 30.0 18.9 33.4 
1995 26.2 22.9 29.3 16.5 30.1 
1996 27.8 25.0 31.7 19.3 30.9 
1997 27.8 24.3 30.1 19.3 31.6 
1998 28.4 25.3 31.7 19.7 33.1 
1999 27.8 25.9 32.0 20.0 32.8 
2000 25.7 24.6 29.9 18.2 29.4 
2001 26.7 23.9 28.8 18.2 33.6 
2002 26.1 23.9 27.5 18.9 32.7 
2003 23.8 22.6 25.7 17.3 35.4 
2004 20.8 19.0 21.6 12.8 31.1 
2005 20.3 17.2 18.6 12.8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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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ICTs製造業生產要素分佈 

 電腦、通信及視聽電

子產品製造業 

電子零組件製造業  精密、光學、醫療器

材及鐘錶製造業  

 
間

接

稅

淨

額 

固

定

資

本

消

耗 

受

雇

人

員

報

酬 

營

業

盈

餘 

間

接

稅

淨

額 

固

定

資

本

消

耗 

受

雇

人

員

報

酬 

營

業

盈

餘 

間

接

稅

淨

額 

固

定

資

本

消

耗 

受

雇

人

員

報

酬 

營

業

盈

餘 

1990 6.1 9.9 57.8 26.1 1.8 12.9 59.5 25.7 2.0 7.0 79.5 11.5

1991 4.6 11.4 58.1 25.9 1.4 14.8 59.6 24.2 1.6 7.2 76.1 15.0

1992 4.1 11.5 60.6 23.7 1.2 15.0 62.3 21.4 1.5 7.2 75.4 16.0

1993 4.9 12.4 62.9 19.9 1.4 17.5 61.8 19.2 1.6 8.5 68.3 21.6

1994 5.0 9.6 67.4 17.9 1.5 14.9 64.9 18.7 2.2 8.8 64.3 24.8

1995 5.3 8.7 73.4 12.7 1.0 13.6 54.3 31.1 2.6 9.7 65.5 22.3

1996 3.6 8.4 61.4 26.6 0.5 14.3 45.5 39.7 2.0 9.4 66.1 22.6

1997 2.8 7.6 53.1 36.5 0.6 19.4 46.6 33.5 1.7 9.1 69.7 19.5

1998 1.8 7.6 47.9 42.7 0.5 22.2 42.4 34.9 1.3 9.0 73.4 16.4

1999 1.2 8.3 45.1 45.4 0.6 25.6 37.5 36.3 1.2 8.9 69.5 20.4

2000 1.5 9.5 45.9 43.1 0.5 28.9 34.9 35.7 1.0 10.7 69.3 19.0

2001 1.8 12.7 46.9 38.6 0.3 52.3 43.3 4.1 0.9 12.5 65.7 20.9

2002 1.9 13.3 45.4 39.3 0.4 46.4 37.9 15.2 1.1 12.6 54.3 31.9

2003 2.1 15.8 52.6 29.5 0.4 48.1 39.9 11.6 0.9 10.2 45.4 43.5

2004 2.5 25.0 64.5 7.9 0.5 51.4 41.4 6.7 1.0 11.2 43.5 44.2

2005 2.1 26.3 70.3 1.3 0.4 54.8 44.2 0.6 1.2 14.3 51.3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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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服務業與製造業是目前我國的兩大行業，從先前的分析可以知

道，製造業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大於製造業在 GDP 中所佔的比重，相

反的，服務業的佔 GDP 的比重雖然高於製造業，但是其對 GDP 成長

的貢獻，卻是有下滑的趨勢。因此面對我國此兩項行業，大多數的論

述集中在製造業需要轉型，而服務業需追求高階服務業。在本篇的分

析中，製造業與服務業仍是台灣主要的 GDP 成長來源，也吸收了大部

分的就業人口，然而回到以資通訊科技構築的網路社會，ICTs 製造業

或是相關的服務性產業，將會如同能源產業般成為網路社會中的必需

品，如果國家要連接全球經濟，就必定要自身放諸於全球經濟網絡之

中，但是連接上全球經濟網絡並不保證能帶來經濟成長，如何運用資

通訊科技所形成的資訊發展模式，改變生產模式甚至是生產力的提

升，才能有經濟成長的機會。  

面對這些機會結構的限制，台灣目前的 ICTs 製造業佔據供給資通

訊基礎建設的一個重要閘口，然而面對日益競爭的其他國家，全球市

場削價競爭以致於必須大量生產或是提昇產品等級以獲取市場利基，

然而附加價值率也越來越低，我們整體製造業的固定資本消耗增加超

過一倍，與國際間的依賴愈高所以受景氣波動的影響相較於服務業

高，受雇人員報酬加上營業盈餘的比例都是下滑的，而 ICTs 製造業的

附加價值率從 1990 年的 25.5%下滑至 2005 年的 17.2%，其中電子零

組件製造業以及電腦、通信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附加價值率皆是

呈現下滑的趨勢。精密、光學、醫療器材及鐘錶製造業相較之下比較

平穩，從 1990 年至 2005 年皆是在三成左右。此外，電腦、通信及視

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2004 年與 2005 年可能來自於固定資本消耗與受雇

人員報酬比例高因而導致營業盈餘比例下降，電子零組件製造業則是

在固定資本消耗上的比例上升，因此營業盈餘下降，精密、光學、醫

療器材及鐘錶製造業在是固定資本消耗增加，受雇人員報酬減少，所

以營業盈餘上升。因此附加價值越大，附加價值率也會越高，整體產

業也會帶來高成長的 GDP，ICTs 製造業會是一個重要的指標，但是以

ICTs 為基礎所驅動的各項產業，更是下一階段要提升的目標，譬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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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者服務業，因此如何挾 ICTs 製造業的優勢創發台灣各項產業的發

展，是未來台灣經濟發展必須要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接下來將討論

台灣產業發展的優劣勢以及機會結構與限制，進一步的，如果要達成

這樣的產業結構，勞動力市場應該如何的因應與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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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全球產業發展趨勢與台灣之優劣勢 

在興起的網路社會裡，以知識經濟為基礎的產業活動運作更加活

躍。透過資訊科技的協助，經濟活動的運作將以全球市場為範疇，產

業的合作及競爭進而跨越國界的區分。知識的流動及使用是促進創新

的關鍵，而及其相關應用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更是提升產業發

展的動力。在即將邁向 2015 網路社會之前，本章節著眼於全球經濟發

展趨勢及我國產業發展脈絡，並分析支撐我國全球生產位置的科技產

業未來發展之優劣勢及機會，並引用 2015 台灣產業願景規劃小組的報

告提出台灣未來產業發展的重要議題。   

 

一、全球產業經濟發展趨勢  

全球化的浪潮以前所未有的態勢猛然襲捲而來。區域經濟與全球

經濟的發展同時進行。一方面，國際性組織如歐盟的整合將持續進行，

東協國家也持續進行亞洲的區域合作，以結合小型國家的力量來對抗

大型經濟體。這些國際性經濟體透過不同的機制進行合作，其附屬會

員國得以不同的優惠條款進行貿易的往來。而被排除於各國際組織外

的國家，則遇到相對的貿易成本較高而缺乏商業競爭力的困境。  

除了各大區域經濟組織的整合外，高盛證券研究院所提出四個新

興國家「金磚四國」(Brazil, Russia, India, China, BRICs)，挾帶著其巨

大的市場，對於世界經濟的運作產生不可忽視的影響力。這四國中，

綜合對國際互動影響程度以及台灣發展影響程度最深的國家為中國，

並透過經濟發展強化其在世界發展中的地位。中國透過政策上對於外

資提供優惠外，其充足的勞動人口、低廉的勞動成本更使得各國將製

造業移動至中國，帶動其「世界工廠」之稱。另外，龐大的新興市場，

吸引世界資金同步流向中國，使得位於中國的企業活動等也相形活

躍。經濟發展提升了中國政府全球影響力，對台灣來說，因為政治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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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與中國大陸是相對立的，相形之下侷限了許多本國企業向外發展的

可能性。  

除面臨全球化市場的快速變動的挑戰，先進國家社會也面臨了人

口結構上的轉變。高齡社會的發展使得勞動人力的衰退，高齡人口更

需面臨再度就業的發展規劃。同時，在經濟發展之餘，先進國家更著

重於「永續社會」的發展方式，關於國土環境的保育及環保資源的使

用，改變了企業產品的設計及製造方式。產業必須改變過去的製造研

發流程，以進入這些先進國家的市場。   

 

二、台灣產業發展政策  

為回應全球產業經濟發展趨勢，台灣最初於 1994 年成立行政院

「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專案推動小組」以推動網路基礎建設及相關

應用服務。其後續則是在 2000 年由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提出的「知

識經濟發展方案」加以取代，希望能夠透過「建立創新與創業機制」

及「推廣資訊科技與網際網路運用」去推動台灣的知識經濟運作。後

者希望達到的目標有提升研發經費至整體 GDP3%、使得技術進步對

經濟成長的貢獻達 75%、提升教育經費至整體 GDP60%，並使得寬頻

網路配置率及使用費與美國相當等。為達到上述目標，則希望透過基

礎建設改善、法制環境的提升、人才培育及提升政府行政效率等面向

加以促成此目標。  

在 2001 年中，行政院經建會提出的「綠色矽島建設藍圖暨相關

政策方案」裡，除發展知識經濟方案以外，另添增了社會與生態這兩

個方面的議題，而這三個軸向則可演譯出八個主要原則包括「知識驅

動」、「擴大贏者圈」、「資源效率」、「環保優先」、「社會公義」、「區域

均衡」、「國際合作」、「經貿拓展」。  

然而，資訊社會的發展應有一統整性的組織對資訊相關領域做統

整，以對資源做最有效的利用。我國將既有的方案及小組統整成  「行

政 院 國 家 資 訊 通 信 發 展 推 動 小 組 」 (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itiative, NICI)進行網路基礎建設、電子化政府、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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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產業及網路社會的發展計畫單位，NICI 也負責後續相關的建設及經

濟發展規劃等議題。  

歸納我國政府過去及現今推動知識經濟相關發展的議題包括

有：連結創新與創業、資訊科技與網路應用、研發經費的提升、產業

技術的提升、教育經費的提升、網路基礎建設的建置、法制環境的改

善、人才培育、政府行政效率、既有產業產值提升、有效利用有限資

源、環保議題、社會公義、區域發展、國際合作及經貿拓展等。   

 

三、台灣科技產業發展現況  

我國科技產業的發展已成支撐台灣經濟的重要支柱。台灣的科技

產業在中段的代工生產上，已具有成熟的產業價值鍊，在全球產業網

絡中具有不可取代的位置。在近年的發展過程，除了 2001 曾經出現負

成長的態勢以外，其他自 1997 年來的產值成長比率皆呈正面的成長比

率，如圖八所示。  

 

圖八、我國資訊硬體產業全球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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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資策會 MIC 經濟部 ITIS 計畫，2006 年 4 月  (轉引自 2006 資訊工業年

鑑 ) 

 

然而，在資訊硬體產值提升的過程中，台灣的科技產業所面臨到

的問題是毛利率的降低。一方面，這與台灣過去從事代工生產，需要

以壓低成本來達成競爭上的優勢的營運邏輯有關。僅管台灣目前在資

訊硬體的生產的產值上未見疲乏，外在環境的變動及內在的成長疲

乏，卻讓人擔憂本國科技產業是否已遭遇瓶頸。  

第一個遭遇的外在挑戰是中國大陸的興起。自中國大陸開放以

來，提供了大量且低廉的勞動力，再加上土地容易取得，以及中國政

府在政策上的開放，同時提供了一個吸納資金並且有大量市場的營運

空間。在這樣的衝擊下，台灣許多硬體廠商為了在成本上取得優勢，

將廠房移往大陸或其他能提供較低生產成本的地區，特別以大陸地區

為甚。如圖九所示，自 2004 年已達 71.2%，而到了 2005 年更達 81%。

這樣的狀況反映出台灣在硬體生產上幾乎全移往中國大陸，這也是質

疑台灣在科技產業的發展上，科技產業已空洞化危機者主要論調的證

據所在。再加上中國大陸在政治上常造成本國經濟運作困境，台灣硬

體生產外移是否該藉由政策來加以限制，常是我國政府所觀注的政策

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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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我國資訊硬體產業生產地分析 

資料來源：資策會 MIC 經濟部 ITIS 計畫，2006 年 4 月 (轉引自 2006 資訊工業年鑑 ) 

 

僅管中國的崛起造成了台灣科技產業發展的威脅，然而，台灣在

科技產業的根基卻仍未被動搖。台灣從北到南的科學園區所培育出的

產業網絡仍然蓬勃，雖然硬體生產大量移往中國大陸，但同時我們看

見台灣廠商正往產業價值鏈的上方移動。透過研發能力的提升，一方

面結合我國已成熟的生產網絡，可以提升整體科技產業於國際的競爭

力；第二方面，長久以來為人詬病的產品低獲利率問題，也可藉由研

發能力的提升而改善。而這也是我們所觀注的第二個焦點。隨著台灣

資訊硬體生產產業的外移，台灣在研發能力部份是否提升？我們是否

藉由產業的轉型來維持資訊產業的發展及成長，而非悲觀論者認為的

台灣科技產業已面臨空洞化的危機？  

在檢視科技產業的競爭力時，我們常藉由智慧財產權累積程度來

評斷其發展程度。一方面，在知識經濟的運作裡，知識本身及其應用

本來是製造財富的基本元素，智慧財產權的多少則是量化知識生產及

應用的指標。第二，擁有較多的智慧財產權，常是一家企業是否架立

較高的進入門檻，以及是否可以靠其獲利的重要關鍵(例如賣給其他企

業)。這裡透過各國在美國核準專利數的數量來加以評斷一國科技產業

的競爭力，可以由表六見到，台灣自 2001 年至 2005 年在專利的取得

上皆有不錯的成績，一直排名在第 4 名，而前頭通常是美國、日本以

及德國等三個傳統的科技強國，還有急起直追的韓國分據前幾名，如

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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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美國核準專利數及排名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件數  名

次  
件數  名

次  
件數  名

次  
件數  名

次  
件數  名

次  
美國  87607 1 86977 1 87901 1 84271 1 74637 1 
日本  33223 2 34859 2 35517 2 35350 2 30341 2 
德國  11260 3 11277 3 11444 3 10779 3 9011 3 
台灣  5371 4 5431 4 5298 4 5938 4 5118 4 
南韓  3538 8 3786 7 3944 5 4428 5 4352 5 

資料來源：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轉引自科學技術要覽 2006) 

 

整體來看，台灣與前三名國家的差距仍大，而自台灣開始後的國

家差距則小，這代表在專利的取得上，台灣還有許多的努力空間。當

科技先進國家具有較多專利數時，可能會帶來什麼樣的影響？如表七

所示，自 1994 年至 2004 年台灣花在這些先進國家(包括美、日、德)
的技術輸入額呈現穩定成長的情況，這樣的趨勢並未減緩，從美、日

引進的技術花費的成本持續提高。在可見的未來中，由於專利法律的

保障，這樣的趨勢不會有太大的變化，若台灣無法在研發能力上有更

多的突破，在提升企業本身的競爭力以及產業整體升級上，相對的就

會面臨較多的困境。  

 46



第五章  全球產業發展趨勢與台灣之優劣勢 

表七、歷年技術輸入額 

 
單位(百萬元) 

資料來源：經濟部工業統計調查報告 (轉引自科學技術要覽 2006) 

 
既然科技產業的發展中專利取得這麼重要，為什麼台灣在這方面

的概念相對缺乏呢？這與台灣長久以來從事代工生產的競爭邏輯有

關，可以分為兩個部份來分析。第一，是企業因為規模過小，或者不

願意投入短期內無法評估的研發效益，使得在基礎的研究能力上無法

提升。第二，由於大環境的因素，台灣在高階 (碩士級以上 )人力部份

的需求無法被滿足，造成台灣企業無法提升本身的競爭能力。  

如表八所示，台灣企業在研發上通常以技術研發為主，最不看重

的是基礎研究。這與過去認為科技產業著重製程的改善與良率的提

升，在現有的基礎上做更多的改進去取得可以立收效益的價值態度有

關。這對台灣企業帶來最直接的衝擊是成為先進國家技術的跟隨者，

無法藉由研發活動去引領創新，藉由創新取得最大的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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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歷年企業部門研發經費－依研發類型區分 

 
單位：百萬元  

資料來源：2006 科學技術總覽  

 
在另外一個部份，可見得的則是高階人力的發展上，碩士及博士

人力大多流往教育部門，而以博士的狀況為甚。高階人力沒有進入產

業引領創新活動，是人力資源配置上值得深思的議題。如何透過環境

的改善或者是機制的建立，讓高階人力去引領產業研發活動以及產品

創新的出現，更是未來提升產業發展的重要關鍵。  

 

表九、歷年全國研發人力－依學歷區分 

 研究人

力總計  
博士  碩士  學士  專科  其他  

2005 149154 
100% 

15790 
10.6% 

53676 
36.0% 

46277 
31.0% 

24396 
16.4% 

9016 
6.0% 

企業部門  96714 
100% 

2579 
2.7% 

30564 
31.6% 

37038 
38.3% 

20595 
21.3% 

5938 
6.1% 

政府部門  25673 
100% 

3671 
14.3% 

10099 
39.3% 

5760 
22.4% 

3261 
12.7% 

2882 
11.2% 

高等教育 25752 9318 12676 3182 435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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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人

力總計  
博士  碩士  學士  專科  其他  

部門  100% 36.2% 49.2% 12.4% 1.7% 0.5% 
私人非營

利部門  
1014 
100% 

222 
21.9% 

337 
33.2% 

297 
29.3% 

104 
10.3% 

55 
5.4% 

資料來源：科學技術要覽 2006 

 
 

四、台灣經濟產業發展的優劣勢分析  

1. 優勢(Strength) 

(1)台灣企業的應變彈性及人力素養  

台灣企業位於全球產業網絡中游位置，善於代工製造。過去，台

灣廠商善於進行高效率、低成本的製造，並具有彈性及快速量產的能

力及優勢。主要原因在於台灣在科技產業的代工製造裡有完整的上、

下游產業價值鏈，同時在軟、硬體基礎上有相對較佳的基礎建設，並

具備較高素質的人力資源。  

(2)企業的網際網路使用普及率高  

據經濟部技術處委託資策會所舉行的企業連網應用調查發現，

2005 年在「網際網路連接度」(達 82.8%，較 2004 年增加 1.7%)或「電

子商務接受度」(達 79.7%，較 2004 增加 2.2%)上，整體企業皆呈小幅

成長。可見台灣企業普遍具有使用網際網路的能力，並能與商業行為

做有效的連結及應用。  

(3)台灣社會的多元化基礎  

基於自由民主的社會價值，並強調以人為本的思考，台灣社會尊

重個人的思考能力並鼓勵創新的產生。因此多元而具生命力、富冒險

性格的旺盛創業精神，成為了活躍台灣產業發展的泉源。  

(4)台灣在硬體製造能力上領先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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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製造技術優異，至 2005 年是全球第二大資訊硬體生產國，

產品橫跨半導體、光電、資訊、通訊等項目，其中筆記型電腦、主機

板、無線區域網路產品、液晶面板、數位用戶迴路端末設備及光儲存

產品等之全球市佔率超過七成以上。可見我國在硬體製造上卓越的能

力及佔全球硬體產業的重要性。  

 

2. 劣勢(Weakness) 

(1)侷限於以代工製造的發展邏輯  

長久以來，台灣產業多以低毛利全球代工製造為發展目標。在微

利化時代，若缺乏研發能力的提升及自我品牌的營造，難以在全球化

下的競爭存活。  

(2)缺乏產學合作的機制  

目前台灣高階人力大多留在高等教育部門，特別是博士級人力為

甚。然而，博士級人力的創新能力為高階人力中最佳，若缺乏有效將

博士級人力投入產業活動中，將使產業競爭力停滯不前。另外，我國

具備全球觀點及跨領域高階人力亦有所不足。  

(3)缺乏天然資源使用規劃方案  

台灣所產的天然資源有限，為提供產業基礎發展環境，應考量多

元能源的開發 (風力、水力、地熱發電 )及使用的可能性。關於水資源

的使用，如限水狀況或颱風季節時，易缺乏工業用水而造成企業的損

失等問題。面對因季節或不可避免天然因素所造成的水資源匱乏，容

易影響產業投資發展的意願。  

(4)缺乏接軌國際組織的能力  

由於中國的打壓及國際政治的運作，台灣加入國際性組織常遭遇

阻擾。缺乏獲得國際性組織所提供的資源，如最新資訊、專業認可，

或者是商業制度上的接軌等，因而造成台灣的經濟產業在進入國際性

市場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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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齡化社會所帶來的勞動力衰退  

目前台灣 65 歲以上的人口約佔 9.4%，已符合聯合國「65 歲以上

人口數超過 7%」即為老年化社會的定義。依行政院第二十六次科技

顧問會議資料指出，至 2027 年台灣社會，老年人口甚至可達 20.4%。

高齡化社會造成的人口結構的轉變所牽動的勞動力衰退，將影響企業

的營運型態。  

(6)缺乏資訊安全基礎環境發展  

以資訊科技為基礎的各種日常生活運用將愈來愈普及。降低民眾

對於資訊科技的風險疑慮，並提升民眾對於資訊科技及各種相關服務

的使用意願是必須的。然而現今關於資訊安全法律等尚未周全，與網

路相關的犯罪行為亦層出不窮，若未來針對此情況加以改善，則無法

提升我國資訊社會的發展與外國企業投資的意願。  

 

3. 機會(Opportunity) 

(1)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拓展國際

空間  

相較於過去被排拒於各國際組織而飽受排拒的狀況，加入 WTO
是台灣返回國際組織的重要開端。隨著加入期間的增長，台灣可享之

權力及應付之義務隨之增加，也同時擴展我國進入國際市場的機會與

空間。  

(2)華文優勢發展創意產業帶來新契機  

由於中國經濟的成長，各國掀起學習中國文化及語言的熱潮。台

灣具有較為開放活潑的生活環境，再加上未經文化大革命所影響，保

存了純正傳統的中國文化。在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上，台灣具有優良的

基礎環境，在先天上具有較多的優勢，得以向世界各國進行行銷推廣

具台灣特色的中華文化產業及相關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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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威脅(Threat) 

(1)使用他國智慧財產權付出的成本過高  

在以「創新」為經濟發展的基本要素邏輯裡，知識的創造及運用

是企業存活的根本及競爭力的來源。為保障使用知識及其相關產物，

透過專利法規等來保護智慧財產權的方式已相當普及。過去台灣在產

業的發展上較缺乏累積智財權的概念。  

(2)被國際組織排外造成的發展限制  

台灣的政治地位特別，在參與國際組織上常遭遇因政治因素所造

成的限制。由於缺乏與國際組織接軌的能力，故在國際事務的運作及

商業活動的運作上，常常難以充份獲知第一手的資訊，並隨時有被國

際事務運作邊緣化的危險。  

(3)全球化過度影響及經濟干涉  

在全球化的發展下，全球市場的機會與他國企業的競爭像是利刃

的兩面。如何提升本國產業的競爭能力，進而在全球市場攻城掠地，

實為台灣發展的重要議題。另外，全球化的潮流背後常由經濟強國所

主導，避免這些國家對於我國經濟發展過度主導是重要的課題，在政

治運作裡，大型經濟體的意見常左右我國發經濟展的巨大威脅。  

(4)中國蓬勃發展帶來的政治、經濟負面影響  

高盛經濟研究院指出，金磚四國的崛起 (BRICs, Brazil, Russia, 
India and China)，其所提供低廉勞動力及市場挾帶著巨大的影響力，

一方面造成著台灣傳統產業空洞化及外移的效應。另一方面，中國更

透過其政治力量影響台灣加入區域性及全球性經貿組織，影響台灣產

業全球競爭力。  

 

五、台灣經濟產業發展願景  

我國產業附加價值率偏低，經濟部建議我國應由硬體加工、大量

製造、降低成本及代工模式轉型為軟體設計、整合服務、提升價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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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行銷等方向來發展。結合全球以及台灣經濟產業的發展趨勢，2015
台灣產業願景規劃小組在 2006 年提出台灣產業發展的四個可能願景

角色與達成這些願景的十大策略。這四個願景角色分別是產業技術領

導者、全球資源整合者、軟性經濟創意者及生活型態先驅者。  

1、產業技術領導者  

在 2015 的社會裡，我國產業應往產業價值鏈上游移動，以創新

與研發能量為基礎，發展出領先全球的關鍵性技術，以延續我國製造

業的優勢，希望藉此可以創造出更多台灣的國際性品牌。  

2、全球資源整合者  

在 2015 的社會裡，台灣更能發揮軟(多元社會價質)、硬 (優良的

資訊基礎建設)體的特色，融會資訊、金流、人才、物流等，成為一個

重要的國際貿易及交流的節點，佔有國際活動往來的重要樞紐位置。  

3、軟性經濟創意者  

在 2015 的社會裡，我國產業應更重視文化、創意等產業，透過

融入在地特色及本土藝術風格，加以結合各種現有的產品，以提升既

有產業的附加價值。同時，服務業的發展亦為產業轉型的重要部份，

是台灣軟性經濟的重要發展目標。  

4、生活型態先趨者  

在 2015 的社會裡，除了經濟發展的考量外，提升關於生活品質，

是台灣民眾更加考量的重點。關於環境保護、交通、醫療、飲食、休

閒娛樂等相關活動產業會更活躍，除了台灣本土民眾能夠享受相關服

務應用的好處，更能吸引國際人士參與及消費。  

2015 台灣產業願景規劃小組在分析 500 多位產官學界人士意見

後得知，這些專業人士對於台灣產業第一優先願景的選擇是產業技術

領導者，其次是全球資源整合者。此小組建議要達成產業技術領導者

在策略思維上除了要建置完善的國際化營運環境及積極開發未來產業

所需之高質人力外，並要能發展創新科技與整合應用、開創新興產業，

及提高智慧資本與深耕關鍵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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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台灣產業發展重要議題  

歸納整理我國產業發展的脈絡及現況分析，台灣在全球產業發展

的優劣勢及機會，和經濟部對我國產業未來的願景規劃及相關策略，

以下幾點是未來台灣產業發展的重要議題：  

1.優質及創意人才的培育  

台灣本身具有充沛的高教育程度人才，但卻未能與產業的需求相

契合。產業的發展方向與教育體制所培育出來的需求不符，因而造成

人力需求上的缺口。因應未來產業趨勢，我們必須培育具備全球觀點

及跨領域專才的高階人才。另外，企業研發人力上缺乏碩、博士級等

人力的投入，如何透過產學合作或其他機制的建立，是提升產業研發

能力的關鍵。  

2.完善的資通訊發展法治環境  

知識的創造及運用是知識經濟的基礎及競爭力的來源，無論在資

訊安全的保護、智慧財產權的使用及相關保障等資訊社會的關鍵議題

裡，都是建立在一個完善的基礎社會環境之上。未來應強化硬體、軟

體、法制及政府效率上等發展，提供企業一個安心的發展環境。  

3.培育數位內容及網路應用服務產業  

台灣有優秀的硬體基礎設施，但在軟體的發展上卻相對弱勢。然

而，資訊內容本身具有複製成本低的特質，可以重複利用以創造價值

的特色，若能善加發展數位內容，可為我國既有產業發展別創新徑。

如何利用數位化科技發展創意及文化等數位內容產業，提升既有內涵

之附加價值，結合新興科技與未來生活至資訊服務業，以求有效的提

升經濟發展及人民的生活品質，是提升網路應用服務業產值的關鍵。  

4.創新研發開創新興產業  

全球經濟已從過去勞力密集產業轉為知識密集產業，在這樣的發

展趨勢下，創新與技術發展決定了一個國家在全球發展的位置。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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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能力是知識經濟的主要驅動力，無論是提升傳統產業、或是促進

新興產業，應多著重於創新應用。台灣的科技產業具有成熟的代工製

造基礎，若能延續科技產業過去的優勢，再結合研發能力的提升，下

一個兆元產業的出現指日可期。  

5. 勞動力市場供需預測與建置勞動安全網  

資訊科技的發展加深了彈性組織的發展及非典型的工作型態，長

期追蹤勞動市場的供需發展，才能及早因應勞動力供需不符問題。對

於非典型工作型態則需回到制度面建構一套令勞動者安心的彈性勞動

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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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台灣網路社會發展機會公平問題 

第一節 台灣網路社會政策脈絡 

我國自 1994 年成立行政院「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專案推動小

組 」， 開 始 推 展 國 家 資 訊 基 礎 建 設 （ NII ，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以來，該推動小組乃由相關的部會、署及省市副首長

組成，並聘請業界與學界組成民間諮詢委員會，由政府結合民間的力

量共同推動，其核心為資訊網路運用。之後於 1996 年確立「推廣網際

網路服務，三年達三百萬用戶」的推動目標，相關內容則著重在資通

訊基礎建設上的佈見。1997 年行政院制定「國家資訊通訊基礎建設推

動法案」，確定我國 NII 推動的策略、採行措施、分工及時程  。該法

案重要的措施共有八項：健全法規組織、加速網路建設、普及網路教

育、推廣資訊應用、發展網路產業、加強研究發展、擴大國際合作及

防治網路色情及犯罪。各實施要項中與社會公平相關的議題如下：  

1.資通訊基礎建設─加速光纖網路的舖設、建設公共資訊站、充

實小學電腦網路設備、運用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金推行資訊網路普及

制度。  

2.資訊素養問題─資訊教育重點在師資培訓、教學環境建置、以

及規劃終身學習網；利用資訊網路協助身心障礙同胞學習、就業及生

活。  

3.數位差距問題─針對資訊網路對人文、社會所形成的資訊富有

與匱乏進行長期研究，方案中特別提到須注意對兒童與青少年的影

響。整體而言「國家資訊通訊基本建設推動方案」涵蓋的層面很廣泛，

但是對社會問題之深入程度不足，以及相關要項雖然提出，但是在採

行措施上大多沒有明確的目標。  

 57



網路社會發展政策整合研究 
 

之後 2000 年行政院提出的「知識經濟發展方案」，主要之決策機

關為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該政策認為我國知識經濟之動力源自於

「建立創新與創業機制」及「推廣資訊科技與網際網路運用」，因此建

立創新體系以及資訊科技應用才是本方案之主軸，而且對「國家資訊

通訊基本建設推動方案」中所論及之內容，提供更明確之施政方向和

行動方針。在與量能問題相關的措施方面，提昇網路頻寬是主要的具

體執行目標。另外，交通部同時也訂定「電信普及服務管理辦法」，先

藉由基本電話服務的普及，讓偏遠地區民眾得以撥接上網，提高上網

普及率。除此之外，知識經濟方案中也針對弱勢族群、以及偏遠地區

提出結合政府行政及民間資源協助建置及提供軟、硬體設備。除此之

外，方案中對人力培訓的對象除了一般的弱勢族群之外，對非政府組

織員工，提出「非政府組織人力運用與資訊化管理實施計畫」，將對組

織員工進行資訊能力的相關訓練。然而，雖然在政策的內容以及目標

比以前明確，但仍未見對於社會公平議題的整合及全面探討。  

2001 年，由行政院召開「全國經濟發展會議」，中心議題為改善

投資經營環境，結論中與社會公平相關的內容為，建設環島光纖系統，

以及針對勞動市場高科技人才不足的問題提出「高級科技及管理人才

之培養與延攬」計畫，持續規劃辦理產業科技人才培訓工作；同時也

希望擴大辦理職業訓練，以期符合產業發展需要，培訓資訊軟體、新

興產業科技專業技術人力，進而能減少結構性失業的情形。此外，同

年亦提出「綠色矽島」的規劃，「綠色」是指永續發展，隱含對工業化

的反省與思考，不僅重視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與生態效益的協調並進，

更強調環保優先的發展策略。「矽島」則在師法美國矽谷的科技研發、

創新與企業家精神，作為台灣經濟持續穩健成長的主導力量。建設綠

色矽島，就是希望在累積的既有基礎上，充分掌握「知識化、永續化、

公義化」的世界潮流，一方面強化科技創新，推動人文與科技平衡發

展，創備優質的生產、生活與生態環境；另方面建立公平、正義的社

會機制，落實民主法治，確保人權。換言之，建設「綠色矽島」除必

須落實知識經濟發展相關政策方案外，更要加強基本面改革，包括：

健全法制、落實法治、弘揚文化、改革教育、充實基礎設施等，兼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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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生態平衡及社會公義，建設成為美麗、富強、公義的科技

國家。雖然該計畫中開始提出永續發展的概念，然而審視該計畫內容

卻仍以強調產業經濟發展為主，其建議亦就個別發展提出建議，面對

環境面與經濟面的衝突，經濟面與社會面的衝突，缺少橫向政策連結

與解決之道。  

2002 年推動「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延續綠色矽島規

劃的基本理念，規劃十項重點發展計畫，其中第六項分項為數位台灣

計畫，分別為 600 萬戶寬頻到家、E 化生活、E 化商務、E 化政府、

縮減數位落差。其中與社會公平最為相關的為縮短數位落差分項中的

「創造數位機會推動計畫」，該計畫企圖整合相關部會原有的縮減數位

落差專案，建構偏遠地區之網路通訊基礎環境與服務，提昇當地居民、

弱勢團體與原住民族資訊素養，結合民間團體與學校社團加強偏遠地

區資訊教育相關活動，使得任何人皆能不受教育、經濟、區域、身心

等因素限制，打造成一個以當地居民為主的數位學習與數位文化保存

的數位機會點，發展社區文化與地方特色產業。同年，行政院國科會

通過「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預計在五年內投入 40 億元進行跨

部會計畫，希望能夠集產、官、學界力量，針對各部會力量整合，推

動全民數位化學習的整合方案。其中包含七個分項：1)全民數位學習、

2)縮減數位落差、3)行動學習載具與輔具─多功能電子書包、4)數位

學習網路科學園區、5)前瞻數位學習技術研發、6)數位學習之學習與

認知基礎研究、7)政策引導與人才培育。整個計畫中，主要是以推動

數位化及數位學習為目的，重點也放在軟、硬體的配合與改善，以期

達到全民上網的目標，促使全民能夠充份享受資訊化的便利，同時更

要加強國家的競爭力。  

 回顧我國網路政策的發展，從一剛開始以模糊的網路政策倡議先

行，到後來開始落實與執行政策，並且轉向以追求經濟成長，提高生

產力的目的。接著又重新提出綠色經營與發展的概念，雖然在政策範

圍與著重的重點事實上非以環境優先，然而社會公義問題被具體提出

是一大轉變，之後數位台灣計畫也未處理類似的問題。台灣網路社會

的發展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也是所有執政者的施政重點，然而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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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的台灣網路社會，本計畫認為必須回歸永續發展策略國際論壇簽

署仟禧年宣言：「將永續發展原則整合進入國家政策與計畫，並遏止環

境資源的喪失。」以「社會平等」、「經濟成長」、「環境保護」為原則

進行網路社會永續發展的規劃思考。  

第二節 台灣網路社會公平議題 

要達成一個優質及著重生活品質的網路社會的先決條件是社會機

會的均等，我們首先必須建構一個符合社會正義的基礎環境，讓社會

中不同的群體不論是在社會、教育文化資源或是網路資源擷取應用機

會上能有相同的發展機會，才能達成社會包容及創造社會機會的目

標，也符合網路社會永續發展的「社會平等」精神。過去台灣面對網

路社會的公平問題多以數位落差議題為探討，相關經驗研究與調查多

著重於數位落差調查，然而網路社會的公平問題應該是廣泛的包容概

念，歐盟(2004)「eInclusion@EU」則提出數位包容政策，認為應涵蓋

社會排除／社會包容、數位落差、以及社會凝聚這三個面向，而要能

達成這些目標，這社會必須在民主制度條件底下方能發展 (Sen，

2001)。回到個人具有公平的的資訊權、資訊受教權、甚至是制度層面

的公平環境，應該在 2015 年時有完整的規劃。本計畫認為創造網路社

會資源及機會均等為迫切的政策規劃方向，因此以迫切需完成以及中

長期需完成的架構進行規劃，目的在於社會機會均等是網路發展的基

石，因此必須先行以推動經濟發展與優質社會政策施行。因此社會公

平的概念下結合國內現況及社會發展提出三個議題的政策規劃，分別

是網路社會正義及數位機會政策規劃、教育發展與資訊教育機會政策

規劃、及社區參與及公民賦權政策規劃。  

 

1. 網路社會正義及數位機會政策規劃  

歐盟於 2004 年發佈「eInclusion@EU」，認為資訊社會之未來發展

應該包含—社會排除／社會包容、數位落差、以及社會凝聚三個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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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於證據為基礎（evidence-based）的研究方法，修正認為過去太強

調供給面的資訊政策，補足民眾資訊需求面的發展（Kubitschke，
2005）。目前台灣數位機會政策發展，(1) 缺少從既有的社會不平等，

發展包容性資訊社會的政策考量； (2) 相關的實證資料無法明確與數

位機會政策發展進行連結，譬如數位落差相關調查雖有貫時性調查資

料，但是未能深化分析以成政策建議； (3) 對於社會凝聚概念，台灣

雖於「公元二０一０年台灣網路化社會之發展策略」提倡以信任為基

礎的資訊社會（許清琦等，2003），但卻缺少與實證資料呼應與連結；

(4) 過於強調供給性的資訊政策，民眾需求性的資訊政策相對較少，

譬如強調資訊科技接取近用、以及資訊技能訓練。因此在這個轉型的

時刻，我國除了以無線網路建設先行的作為之外，更應審視各國數位

機會政策發展，追蹤與分析目前既有之數位落差調查資料，評估目前

數位機會政策執行與發展，以致於鑄造未來無線網路社會的社會包容

（u-inclusion）藍圖，形成無線數位機會（u-opportunity）的新契機。 

 

2. 教育發展與資訊教育機會政策規劃  

教育部在「中小學資訊教育總藍圖」策略中，提出資訊種子學校

的構想，希望在 2002-04 三年間，推動「資訊種子學校建置與教師團

隊培訓計畫」，建置 600 所學校（約佔全台中小學總數的 20%）。但作

為「種子」的目標，以及結合社區的目的，都無法有效達成，資訊種

子學校反而加大了原先已經存在的數位不公平現象。其次，挑戰 2008
國家型科技計畫具體落實推動的過程中，有許多環節並不如原先預期

的效果，以致於政策執行時未能充份達成原先規劃的目標。政策制定

與執行時的落差，這是社會學的問題不是科技本身的問題，在整個計

畫、執行與考核間，尤其是經費編列與執行與原初構想的差距，更是

問題關鍵所在。究竟行政單位在推動資訊政策時欠缺了什麼？有那些

地方無法達到預期效果？有那些社會因素造成這些情況？以及政策執

行時可能產生那些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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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區參與及公民賦權政策規劃  

「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的「創造數位機會推動計畫」，

雖然該政策施行單位以社區為主，但卻是將社區做為發展重點，而非

凝聚社區力量，進而促進台灣整體社會之民主參與。「新故鄉社區營造

計畫」對於網路發展政策，僅點出產業發展、數位學習、以及文化推

廣的可能，對於增加社區為單位參與公議題之論述，以致於增加社會

資本的政策是缺乏的。同樣的，2005 年「台灣健康社區六星計畫」之

人文教育領域，以「創造數位機會推動計畫」做為偏遠社區電腦及網

路體系之建置的政策規劃，其與其他領域之間的關連性亦未見著墨，

該政策計畫中，未見如何凝聚社區力量，並以其為發聲單位，進而促

進台灣總體社會發展的願景及可能性。因此，本計畫以社區為新的民

主參與單位，並希冀經由社區參與，得以回應網路社會發展之變遷，

反省並提出我國 2015 網路社會，實體社區與虛擬社區交融下如何而可

能參與公共議題，進而體現民主的價值並強化網路社會的近用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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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世界重要國家資訊社會政策之比較 

上述的幾個章節是從網路社會發展的鉅觀要素，資訊科技及經濟

產業發展的面向來檢視台灣在未來發展時需要著重的議題，許多先進

國家亦提出資訊社會與未來網路社會的政策規劃，參考他國的經驗可

以提供我們除了從技術和經濟產業面向考量外更多元的想像及定位各

國在網路社會中所選取的位置。本章節希望透過各國資訊社會政策的

比較，進而歸納各國在網路社會發展上的議題走向。  

分析比較國家的選取原則，除了歐盟（ i2010）、日本（u-Japan）
與韓國（u-Korea）三個推動 U 化社會最早且政策大綱最明確的國家

外，基於許多歐洲研究皆指出，歐盟在整併後出現社經發展程度分歧

的問題，進而導致資通訊科技的導入與應用也參差不齊，尤其是中歐

與東歐等共產前身國家（ISTAG, 2006；Zon, 2005）。歐盟總綱計畫所

勾勒出的資訊社會藍圖，往往只是一個標竿，落實到各國的國家政策

時，往往出現不同的取捨，本研究為了一窺歐洲在資訊社會政策發展

的全貌，便分別從北歐的社會福利國家、西歐的已開發國家以及南歐

與東歐的開發中國家，挑選出芬蘭、愛爾蘭、西班牙、與東歐三國。

在亞洲的部分，除了日本與南韓兩個與台灣關係緊密、發展目標也類

似的鄰國，也整理東南亞樞紐-新加坡的智慧型國家政策，新加坡感受

到亞洲其他工業國家興起的壓力，同樣擬定了國家的十年計畫，希冀

繼續維持既有市場優勢，我們認為新加坡的政策方向同樣值得我國比

較參考。另外，儘管從過去的文獻發現，美國在 2000 年所提出的數位

落差報告，即宣示這樣的問題已成為相對少數，國家便不再組成專責

小組進行規劃與執行，然而近來美國對於寬頻的鋪設與應用發展相當

重視，本研究認為有必要整理美國這幾年在資通訊科技的發展與政策

走向。因此，選取國家包括歐洲地區的芬蘭、愛爾蘭、西班牙、東歐

三國，亞洲地區的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美國等十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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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歐盟各國 

一、 歐盟  （ i-2010 計畫）  

歐盟認為他們正走在全球化的十字路口處，歐盟現今正面臨兩個

嚴重的問題，一是人口平均年齡的增長，二是缺乏國際經濟競爭力與

失業率高的問題。根據近五年的經濟發展指標，歐盟國內生產毛額

（GDP）成長率（1.7%）遠不及美國的 GDP 成長率（2.7%），在失業

率的部分，2005 年歐盟十五國的失業高達 8%（OECD 與  Eurostat, 
2005），相較於美國（約 6%）與日本（約 4%），明顯嚴重很多，另外，

在全世界都重視的 ICTs 產業研發上，歐盟國家投資的比例（佔總 R＆

D 研發的 18%）也普遍低於美國與日本（佔總 R＆D 研發的 30%）。因

此，為了要在經濟及社會發展上取得世界競爭優勢，且能繼續與美國

和日本相抗衡，歐盟在進行未來的規劃時，則將 ICT 視為社會及經濟

發展的重要手段。  

在 2000 年所制定的里斯本策略(Lisbon Strategy)中，即以積極發展

經濟做為發展目標，包括以研發及科技做為能量、凝聚及訓練充足的

人力資本以在資訊社會的架構下追求國際競爭力的提升。在 2005 的新

里斯本策略中，則加入了社會層次的公共政策考量，目標透過社會層

次的凝聚及包容，以達到里斯本會議所想達成的「高成長、擁有更多

的工作機會及更好的工作品質、並且促進包容」的資訊社會。  

在 i2010 的計畫中，歐洲為落實里斯本策略主要面對的問題會有下列

三項：  

1. 歐洲在 80%人口分布地點架設寬頻網路，但真正使用人口卻僅約

有 8%左右。如何讓民眾均等的接觸網路，並透過使用數位匯流

(digital convergence)的相關服務而在資訊社會中獲益？  

2. ICT 的投資與科技的進展仍是未來引領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如

何匯集研究能量並激發創新，以促使歐盟在世界的科技發展占有

領先的位置？  

3. 如何讓所有的民眾都能平等的參與社會的運作，並真正的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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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 的使用提升生活品質呢？  

為了回應以上的問題歐盟制定了 i2010 計畫，這個計畫依循的三

個原則分別是建立一個整合性的資訊空間(information space)、刺激創

新及鼓勵 ICT 投資(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 in ICT)以及一個充滿包

容及提升生活品質(inclusion and Quality of Life)的知識型社會。在符

合這三樣的原則之下，相關討論議題可概約分類如下：文化發展、電

子政府、數位包容、勞動雇用、中小企業、電子商業、經濟部門發展、

工作教育、技能發展、環境保存、健康照顧、通訊基礎發展、內容與

服務、歐盟地區及世界議題的參與等。   

歐盟於「 i2010」的計畫中強調順應社會的發展，資通訊政策更應

持續進行與擴展，且提到七個未來應發展的重點：  

1. 數位內容與服務（content and service）：數位影音和多媒體內容將

是寬頻市場能否繼續突破的關鍵因素，而付費機制與數位內容的

授權問題也將考量制訂新法令以因應新的消費型態。  

2. e 社會關懷（e-Inclusion and citizenship）：關心市民社會的不平等

問題，資訊科技的平等連結近用、資訊素養落差所產生的就業排

除現象。  

3. 公共服務：力求改善現有的公共服務品質，以期增進網路民主與

公部門資訊透明化，並解決跨部門的平台整合、企業與公部門連

結的授權等問題。  

4. 技能與工作：增加資通訊科技在工作的使用，希望解決美國與歐

洲的生產力差距，讓歐洲的勞動力能因應全球化的變化與競爭力。 

5. 產業部門：為了追趕亞洲與拉丁美洲早先佔有的電子、資訊產業

市場，歐盟希望讓歐洲的資訊產業崛起，透過立法讓歐洲廠商的

資訊服務更加安全、簡易使用，並具市場競爭力。此外，歐洲近

年來發現其總體經濟在 ICT 的投資上逐漸的減少，因此歐洲各國

認為應該重新投注 ICT 的資源且增加 ICT 在工作上的使用。  

6. 跨平台性：平台與標準的整合有利於資訊、商業的快速流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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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無線與電訊等都應該被整合。  

7. 信任與依賴：為了讓網路應用更加的普及與滲透於人們的生活，

需要建立在人們信任網路的基礎上，歐盟認為應該要探討 U 化社

會所宣稱的「無所不在的網路社會」，是否會讓人們開始對網路的

隱私、非法行為、過多的網路資訊產生不信任感？相關法令應如

何配套以利加強人民的信任感？  

 

綜合看來，歐盟所擬訂的 i2010 計畫，是以建立歐洲經濟的共同

平台為終極目標，相當重視法案的制訂，歐盟相信網路安全與隱私保

護的法律標準若是明確將有助於歐洲發展資訊科技產業，除能擴大網

路服務的應用，並認為資通訊科技能夠讓歐洲現有的產業加值。從里

斯本策略的制定過程可知，僅管促進經濟是使用 ICT 為主軸的主要考

量，但若缺乏社會整體意識的營造及社會關係的維護，經濟上的發展

成效可能會不如預期。此外，雖然資訊科技的發展仍是歐盟所關注的

重點，但從更多社會議題的加入可知，歐盟除了考量經濟的發展外，

也發覺社會意識的營造及生活品質的提升，才是未來社會發展的重要

目標。  

二、 芬蘭  

芬蘭的資訊社會政策發展，早在 1970 年代資訊社會諮詢委員會

（Information Society Advisory Board, 1976-1991）成立時便已形成雛

型，實際上也不斷推動相關資訊基礎建設的興建計劃。但芬蘭政府直

到 1994 年底才由財政部正式提出明文具體的資訊社會政策（Finland 
towards Information Society- a National Strategy），根據這項政策，芬

蘭政府針對各級產業和不同區域的需求，推動了一系列全國性、區域

性的建設計劃。芬蘭政府非常積極地推動資訊社會的發展，其於 1996
年 成 立 國 家 資 訊 社 會 委 員 會 （ National Council for Information 
Society），由總理出任主席，並聯合與民間重要企業與研究單位共同組

成；同時財政部也配合成立資訊社會論壇，以協助資訊社會委員會的

各項規劃工作（EU，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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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蘭政府於 90 年代初期所推行的資訊社會政策一直受到強烈的

批評，認為該政策過於注重資訊技術的競爭力以及資訊基礎建設的發

展，而忽略了芬蘭人民的實際需求。因此芬蘭政府參照永續發展的概

念著手修正後，於 1998 年又再度頒佈一項新的資訊社會政策，名為「生

活品質、知識與競爭力」 7 國家政策（Quality of Life, Knowledge and 
Competitiveness）。該政策強調，除了發展資訊基礎建設，提供公平的

資訊近用機會之外，更重要的是必須培養人民的資訊素養及技能，如

此方能使人民有能力妥善運用資訊科技，享受其所帶來的便利，並能

獲得良好的生活品質，進而提昇國家的全球競爭力（FNFRD，1998）。 

為了追求更高的知識經濟願景，芬蘭選擇的國家戰略是以「效率

提升」為最優先，強調創新、高生產力以及持續成功為芬蘭未來的重

要藍圖，由資訊社會委員會於2006年提出的「INTERNT 2010」戰略報

告中，芬蘭提出的政策項目包括了： 

1. 市民資通訊科技使用與應用能力（Section for the Citizens’ Ability to 
Utilise the Information Society）：動態的每日生活  

2. 工作生活（Working Life Section）：全球連結的創新體系與勞動市

場  

3. 教育與研發生產（Section fo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Product 
Development ）：多元創新、學習型的創意芬蘭  

4. 社會福利與健康照護（Section for Social Welfare and Health Care）：

一個支援社會福利的資訊系統  

                                                 
7 1998 年芬蘭「生活品質、知識與競爭力」 國家政策的主要方針有四：電子服務、

知識管理、網絡經濟、行政革新等四項。電子服務希望提昇電子資訊服務的親近

性，並能利用各種新興的電子媒介形式來提供服務以利人民；知識管理方針方面，

芬蘭政府不僅希望促進在產業與學術界間能形成學習網絡，以及建立網路遠距學

習環境之外，更強調人民的資訊素養及技能的提昇，並期望藉由各級教育之師資

的資訊技能再訓練，以達成此目標；在網絡經濟面向上，芬蘭政府鼓勵產業利用

資訊基礎建設，彼此形成組織網絡，以及採用遠距工作等方式來增加企業競爭力；

最後，在行政革新的部分，政府部門應藉由資訊基礎建設提高行政效率，同時擔

負保障人民資訊近用及隱私的責任（FNFRD，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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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企業數位化與數位內容（Section for Digitalisation of Business and 
Contents）：流程與企業網絡的創新   

6. 資訊化公共服務的使用（Section for the Use of ICT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市民的滿意度及保證彈性的服務  

7. 電信基礎建設及數位電視（Section for Tele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Digital Television）：電信服務、及無所不在的節

目與網路服務  

「INTENT 2010」戰略報告認為，透過ICT的使用，生產力可能被

改進。但是只有技術是不夠的，ICT必須伴隨著整個社會、經濟、政治

體系廣泛的改革。芬蘭資訊社會委員會同時也強調生產力改進計畫必

須要在長期計畫下實踐，而且產生的效果也必須能反映在所有公民的

日常生活上。目前已有相當多的工程與政策開始執行，並以改進公共

行政的效能為目標。相關方案包括：服務人員和金融管理的KIEKU計

畫；政府訊息管理〈altIT工程〉的改革；以及工程調查ICT〈TEHO-TIVI〉

等。另外，國家創新創意〈LUMOUS〉策略則是針對人力資源與訓練

的改進計畫，希望透過十年的努力建構一個網絡系統，透過該系統得

以組織、動員並整合公私部門的資源、人力以及溝通網絡，促成跨部

門協同合作增進知識經濟。  

芬蘭在 2010 年的策略目標是達成全國性無線網路的建置，不同的網路

技術都能無所不在的整合與相互支持，能夠讓消費者在網路終端始終

連接網路並獲得最好的服務。例如，運用 RFID 技術在相同的空間內

的設備透過藍芽交流；透過 WiMAX 或者 3G 技術整合行動電腦和智慧

電話；利用資訊技術改進交通安全和交通順暢度。資訊化社會委員會

建議國家通訊發展應該在下一波嶄新的日常生活策略 (國家 U 策略 )中

實踐。  

三、 愛爾蘭  

愛爾蘭是歐洲的島國，自然資源缺乏，總體經濟規模不大，20 世

紀 60 年代前，愛爾蘭實行封閉式的保護主義經濟政策，長時間依賴農

牧業，經濟增長十分緩慢。進入 20 世紀 90 年代，大量外資的湧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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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蘭經濟發生了質的轉變，外國企業成為愛爾蘭經濟和進出口貿易

的主力軍，然而對跨國公司來說，愛爾蘭正逐漸失去低技術低成本生

產者的地位，國內幾乎 2/3 的研發機構都處於外國企業的掌控之下。

面對競爭激烈的國際市場，愛爾蘭政府認為，要保持和鞏固原有的先

進科技研發領域，發展新產業，就必須增加研發投入，提高科技創新

能力，將產品結構轉向知識含量高、技術附加值高的產品方向調整。

目前愛爾蘭政府已確定將資通訊科技（ICT）、生物技術（主要包括

生物醫藥和食品）以及新型材料作為國家優先發展的技術優勢領域。  

愛爾蘭政府中有一個資訊社會政策部門，主要負責單位是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Policy Unit（ISPU），為發展、調和及實行資訊社

會議程的專屬機構。直屬於旗下的其他執行單位包括有：(1)資訊社會

內閣委員會（ the Cabinet Committee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負責

驅動資訊社會議程的實行。(2)E 化戰略秘書處（ the eStrategy Group of 
Secretaries General）：負責處理 e 化政策議題，並實行資訊社會內閣委

員會交代的工作。 (3)電子化政府執行小組 (the Assistant Secretaries 
eGovernment Implementation on Group)：確保各部門有效執行資訊社會

政策。此外，資訊社會基金會也在 1999 年成立，該基金會在財政和總

理部門間運作，以促進政府達成資訊社會政策所提出的行動方案之目

標。預期達到的整體目標包括：健全的電信傳播設備、促進普及參與，

尤其是透過數位包容的實踐、進一步發展 e 化政府，如線上提供公眾

服務、進一步提升 e 化商務的能力以促進愛爾蘭的競爭力、在知識經

濟上促進終身學習、促進研發（R&D）、促成一個支持性的法律和管

制環境。  

 

(一) 已推行的資訊社會政策行動方案歷程  

1999 年，愛爾蘭政府開始針對資訊社會的到來擬定出首部行動方

案，定名為「Implementing 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希望透過該行

動方案的執行，促進愛爾蘭資訊社會的平衡發展。該方案的預期目標

包括了電信傳播基礎建設、發展電子商務拓展商業機會、法律管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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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合、透過 ICTs 擴展公眾服務等。2002 年，愛爾蘭政府認為資訊

社會出現一些轉變，也為公眾政策環境帶來影響，資訊傳播科技的重

要性已經影響到各區域的經濟和社會互動。在這期間，愛爾蘭政府見

到歐盟的因應資訊社會到來而提出許多的議程，亦基於對資訊社會對

於未來經濟和社會發展能帶來的機會和挑戰所展開的期待，同時欲求

順應環境改變的趨勢，遂於 2002 年提出「New Connections-A strategy 
to realise the potential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行動方案，提供一個

策略框架，以鞏固未來的經濟和社會繁榮。其中的策略發展也將反映

出歐洲在 i2010 方案中的方向。  

1. 主要基礎建設：  

(1) 電信傳播基礎建設（Tele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進一步發展電信傳播服務的能力。廣建寬頻服務提供給商業和

公民使用。  

(2) 合法及管制的環境（Legal and Regulatory Environment）  

確保一個安全並合法的電子交易環境，提供交易雙方基本需要

的信任感。  

(3) E 化政府（eGovernment）  

透過 ICTs 促進更廣的商業處理和服務傳遞。在 1999 年的行動

方案中就已對此提出未來目標，即為透過建置網路標準、搜尋

服務、提供線上服務之 e 化、公民與商務的電子化服務，實現

政府資訊服務、互動服務及整合服務。2002 年的行動策略即將

原本的行動方案擴大執行。  

2. 支援服務：  

(1) E 化商務（eBusiness）  

面對新的競爭環境的挑戰，藉此促進商業競爭力。在 Enterprise 
Ireland’s ITS 2007 的報告中提出加強愛爾蘭高科技的國際化

貿易服務，該計畫的推展將有助於電子化商務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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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與發展（R＆D）  

以研發為基礎的科技發展和創新是一個很清楚的架構，對於現

階段愛爾蘭的資訊社會發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希望透過科學

和科技的創新，促成知識為基礎的經濟活動，而這也將有助於

E 化商務和以知識為基礎的經濟發展。  

(3) 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  

確保知識和技術的能力，以提升接受持續變遷的能力，並利用

ICTs 發展新的學習方式。終身學習的政策發展與主動的公民

權和社會包容之目標有著切身的關係，因此須創造出公民具技

能、動機和機會去使用資訊科技並從終身學習中獲益。自 1997
年起即有在 Schools IT2000 的計畫中開始推展此核心目標。  

(4) 數位包容（e-Inclusion）  

資訊傳播科技固然帶來許多的社會發展機會，相對的也會產生

一些近用上的不平等問題，而出現所謂的數位落差現象。社會

如果在不當的數位落差之下，意味著參與資訊社會的機會將會

減低，包括教育、學習訓練、購物、娛樂和傳播等方面的機會

不均衡。因為人們近用這些工具的難易度不一，更容易加劇既

有的社會不平等（如：失業、貧窮等）。因此國家資訊政策的

目標之一，也應確保資訊社會發展的包容性，在理解 ICTs 的

潛力與機會後，強化人民對於數位工具的近用機會與使用能

力，並嘗試減少社會排除與數位落差的問題。  

四、 西班牙  

(一) 西班牙資訊社會發展現況  

西班牙的資訊社會發展並非早期接受者，由於同屬歐盟國家，也

感受到資訊科技與知識經濟的全球影響，因此逐漸重視國家的 E 化策

略，以及如何追趕其他歐盟國家。據西國電信通訊業 Auna 協會之調

查報告顯示，儘管西國行動電話方面發展較迅速，但若以建立資訊社

會為目標而言，仍相距甚遠。西班牙行動電話普及率 88﹪ (普及率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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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排名第十，歐洲地區排名第八)，依目前成長速度看來，約需 3-6
年可與歐洲其他先進國家並列。然而，至 2004 年底為止，西班牙網際

網路使用者約達 1,430 萬人，占其總人口 34.2﹪，普及率於歐盟 25 國

中排名第 16；如欲趕上如瑞典、荷蘭及丹麥等普及率已達 61.7﹪之國

家，則尚需 5 年時間。在家庭網路普及率方面(西國目前為 30.8﹪)則
約需 3-4 年才會有與其相當之程度。  

西國的電子商務亦不普及，主要原因在於不使用網際網路者對於

該資訊科技管道興趣缺缺，其中 72﹪的人表示，看不見使用網路之好

處或效益。西班牙工商觀光部部長 José Montilla 指出，資通訊科技

(Tecnologías de la Información y la Comunicación, TIC)將成為改善西國

人民生活水準及經濟狀況不可或缺之工具。  

 

(二) Avanza 之歐盟匯整計畫  

2006 年，在新的「Avanza 之歐盟匯整計畫」的協議中，近五億歐

元的補助款將用來發展西班牙的資訊社會，這些補助款將提供給西國

的中小企業與其他利益團體，協助他們採用資訊科技於資通訊產業當

中，主要貸款內容包括中小企業 ICT 投資、青年學生資訊學習、以及

鼓勵 e 化參與。該政策另一主要目標在於希望至 2010 年西班牙在資訊

社會的發展項目上可達到歐盟的平均值，並且將西國的電子商務及家

庭網路普及率自目前之 8﹪及 30﹪分別提高至 55﹪及 60﹪。  

在 ICT 的生活服務層面上，SARA(Sistema de Aplicaciones y Redes 
para las Administraciones)是新推出的西班牙電子化行政之中央系統，

該系統提供西班牙中央與地方機關的 IT 連結與資料互換的平台。此系

統與芬蘭及英國使用的系統相同，西班牙政府認為推行這樣的系統將

有助於縮減數位落差。因應 SARA 系統，許多新的資訊服務也陸續被

推出，如在 2006 年開始實行的電子 ID 卡（eID card）。西班牙公民能

夠用這張 ID 卡來註冊公共服務的系統、線上付款、繳稅、申請結婚

與出生證明以及查詢退休金資訊等。到 2006 年末，已有超過 300 項服

務能透過 eID 卡來進行。西國政府希望這樣政策能同時減低目前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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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的行政支出與民眾辦理的時間，增進政府效率。  

 

五、 東歐三國（波蘭、匈牙利、捷克）  

東歐國家從原先的共產國家轉型為自由民主國家，均面臨著不小

的轉型壓力；在其轉型過程中，改變的不只是政治結構，包括產業發

展乃至金融環境也都需要許多的改革。在九零年代中期之前，東歐各

國政府的施政重心仍是放在國家轉型過程中所衍生的各式基本問題，

資訊社會政策的重要性尚未被重視。因此，回顧東歐國家的資訊社會

政策發展，往往起步較其他歐洲國家來得晚，大部份都是在 2000 年左

右才有較為完整的總體計劃，或者才成立專責機構，來負責規劃及執

行相關政策，資訊社會政策自然也被政府視為解決社會、經濟問題的

重要方法之一。  

作為歐盟新興的發展中國家，東歐國家在資訊社會政策的重點，

除了基礎設施的改善之外，自然也放在經濟層面居多，以提升經濟競

爭力、促進經濟發展及降低失業率作為目標。接著，本章節茲將東歐

波蘭、匈牙利、捷克三國之資訊社會政策發展分述如下：  

(一) 波蘭  

根據歐盟先進科技研究所 (Institute for Prospective Technological 
Studies)的研究報告，波蘭的資訊社會政策推展的時程較晚，一直到

2000 年之後才有相關的政策，在 2001 年 9 月波蘭政府為了回應歐盟

里斯本策略(Lisbon Strategy)，推出了「e 波蘭」計劃，內容包括發展

電信基礎設施，建立普及、廉價、快速及安全的網路接取服務，投資

國民的科技使用技能，推展網路內容及服務（特別是在波蘭文的部

分），促進資訊科技於偏遠地區的擴散，以及發展數位電視及廣播等。

分析其政策，除了提升固網及行動電話的使用率外，也包括了透過普

及服務、公共服務、教育、健康、福利等面向來發展該國的資訊社會

目標。  

到了 2003 年，所有波蘭的資訊社會政策，特別是與科學及資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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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都統一由科學研究及資訊科技部(Ministr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SRIT)來負責。該部會的主要目標包括統

整資訊相關政策、控管研究單位的資金運用、協商資訊相關政策之立

法流程、以及簽署資訊科技相關之國際協議等。  

作為一個新興的發展中國家，波蘭的資訊社會政策以迎合提升經

濟發展為目標，並希望藉此追趕上先進國家；另一方面，做為歐盟的

新成員，為了能繼續獲得歐盟在資金上的補助，波蘭的相關政策也同

時必需配合歐盟總計畫的要求。在過去幾年中波蘭推行了許多資訊社

會的相關政策，但受限於資金及人力資源上的缺乏，使得該國在資訊

社會方面的發展顯得緩慢而不如預期。  

(二) 匈牙利  

在推展資訊社會政策上，匈牙利沒有一個專責的機構來負責；同

時，政治人物對資訊社會政策的重要性也缺乏認知，因此也不被視為

當前主要的政策。而在相關政策推動上，主要是由幾個機構來負責，

包 括 國 會 資 訊 及 電 信 委 員 會 （ Informat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 
Committee of the Hungarian Parliament）、資訊及通訊部（Ministry of 
Informatics and Communications ）、 通 訊 管 理 局 （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of Hungary）及各級地方政府等。按時間劃分，匈牙利的資

訊社會政策可分為幾個時期：  

(1) 1994-1998 年間：主要偏重在基礎設施的部份，包括提供偏遠地區

網路使用的 Telehouse 等，這個時期開始建立匈牙利對資訊社會建

設的重視，但仍缺乏清楚的相關政策。  

(2) 2000-2002 年間：首相辦公室下開設了資訊委員會(Government 
Commission of Informatics)，負責建立清楚的資訊社會政策；同時

也開始推動國家資訊社會策略(National Information Society 
Strategy)，以長期的計劃促進匈牙利透過資訊科技，來達成提升生

活品質的目標。  

(3) 2002 年之後：剛上台的新政府推動國家發展計劃(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在資訊社會政策的推展上，主要以解決包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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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投資低於歐盟、網路使用人數偏低、相關法規不夠完善、缺乏資

訊技術、數位內容產業不發達以及基礎建設在地域上發展不均等問

題。  

(4) 2006 年以後：近來資訊及通訊部也在專家學者的意見下推出了

2007 年至 2013 年的長期發展計劃。同時，為了爭取更多的投資和

資金上的支援，相關政策也與提升經濟競爭力、促進區域發展等目

標習習相關。  

除了上述的資訊社會相關政策外，匈牙利政府還提出針對青少年族

群能融入資訊社會的 Sulinet program，以及強化基礎設施的國家資訊

基礎建設發展計劃(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Programmed)等。  

(三) 捷克  

負責捷克資訊社會相關政策的有包括於 2002 年成立的資訊部

(Ministry of Informatics)、運輸與通訊部 (Ministry of Transport and 
Telecommunication)及產業與貿易部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Trade)
等。其他的部門例如教育部、內政部、區域發展部及財政部等，都與

資訊社會政策的發展習習相關。捷克整體的資訊政策則是在 1999 年開

始推行，名為"朝向資訊社會之路"(The Road towards an Information 
Society)，其重點包括加強公民的資訊素養、落實國民接取網路的權

利、透過資訊科技提升公共行政的服務品質、建設發展資訊社會所需

的基礎通訊設施、透過認證及足夠的個人資料保護以達成充滿信任、

安全及有秩序的資訊社會、以及培養電子商務的發展以整合至全球經

濟的發展與透明公開的商業環境等。  

為了反映歐盟的 eEurope 政策，自 2001 年起，捷克也在國內推行

了類似的政策，但受限於預算縮減以及政策推行較晚等原因，使得捷

克在資訊社會的發展上，落後於其他中、東歐國家。  

六、 小節  

另一個值得觀察的面向，是這些東歐國家與歐盟的關係。身為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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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的新成員，歐盟本身已有如”eEurope”、”i2010”等相關資訊社會政策

可供參考，而為了獲得歐盟在資金上的補助，東歐各國的政策也有許

多與歐盟類似之處，或者是從歐盟的政策中選取與自身發展較為相關

的面向作為目標。然而，在執行上，東歐各國也常因資金及人力上的

不足，或者缺乏政府的大力支持，使得實際執行成果不如預期，也成

為了東歐各國在朝向資訊社會的目標上面臨的主要障礙。總而言之，

東歐各國目前在資訊社會政策上的發展雖不如西歐或者北歐國家，其

目標的重心也有所不同，但作為新興的開發中國家以及歐盟的新成

員，未來在相關政策的發展上仍然值得我們觀察。  

第二節  美國 

美國從 1950 年代就開始制定資訊政策，是最早制定資訊政策的國

家，這些資訊政策常常具有法律效力，因此在國家資訊政策上，美國

的網際網路發展計劃有著極強的連續性，自 1993 年推動國家基礎建設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NII）以來，資訊政策的發展可

說是最為完備。NII 的建設發展主要著重於普及硬體建設，而政策核

心即為「普及性服務」（Universal Service）及「平等接取」（Equal 
Access）。在此概念下，美國政府希望藉由 NII 使得每一個人都有相同

接近獲取資訊的能力，並將家庭、學校及工作場所等連結起來。除了

資訊基礎建設以外，在 NII 計劃中亦見有關身心障礙者之資訊近用議

題，亦即在 NII 中也能夠針對身心障礙者的特殊需求，透過軟硬體技

術上之整合，而能打破其原本在資訊獲取及溝通上的障礙。NII 主要

之負責機關為商務部及其所屬的國家電信資訊管理局（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NTIA）。  

美 國 政 府 於 1995 年進 一 步 成立了電 子 商 務 工 作 小 組 （ U.S. 
Government Working Group on Electronic Commerce），統籌電子商務發

展事宜。而在電子商務工作小組 1999 年的年度報告「Towards Digital 
eQuality」中則可比較清楚地看出美國政府對於資訊社會所勾勒的願

景，企圖利用資訊科技與網際網路更加強化市民社會的運作，並且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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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能化數位落差為數位契機（USWGEC，1999）。NTIA 早於 1995 年

便針對數位落差問題提出研究報告，並在 1998、1999 及 2000 年不同

時間點提出報告，研究數位落差情形的趨勢變化。其研究重點在於關

注城鄉地區、收入、教育程度及族群等不同社會階層在資訊近用上的

差異。而後 NTIA 又於 1999 年提出數位勞動力（The Digital Workforce）
研究報告，指出民眾資訊素養之養成以及勞動力供需不平衡的問題。

在勞動力供需失衡的議題上主要期望藉由公私部門合作的方式，結合

大學等高等教育資源，以提供符合市場需求的資訊技術訓練課程，協

助培育具備良好技能的勞動力。在民眾資訊素養之養成方面則長期向

下紮根，於中小學基礎教育中強化學齡兒童之數理能力以及電腦使用

能力、資訊倫理等資訊素養。  

另外，在美國電子商務工作小組之 2000 年年度報告中則總結柯林

頓政府的施政成果，並提出較為具體的六項資訊社會的政策目標，六

項目標可歸納成社會、政治與經濟三個面向。社會層面包括：創造數

位平等（creating digital equality），亦即確保人民無論哪種社經階層均

能享有平等的資訊近用機會、建立資訊社會（building an E-society），
亦即期許能利用資訊科技，從醫療、文化、教育等各層面著手提昇生

活品質。政治層面包括：增進公民權益（empowering citizens），亦即

透過資訊科技促進公民對於政治事務之參與。經濟層面包括：強化消

費者信心（enhancing consumer confidence）、創造全球市場（creating a 
seamless global marketplace）、促進網際網路普及（ facilitating the 
growth of the internet），綜合此三項目標亦為推動各種交易安全機制，

並藉擴展建設的方式將電子商務普及化，以建立資訊經濟之生產消費

運作機制。這些計劃作為美國資訊化發展的主要內容，對於推動美國

的經濟增長及保持其在世界競爭中的優勢地位有著重要的作用。   

但持續觀察美國近來的國家資訊政策，大多不再以談論整體的發展重

點應是什麼，而是延續過去將網路視為公共資源（Utility）的概念，

認為這是每個人都應能夠輕易負擔與使用的資源，將寬頻的普及視為

新的國家公共資源，因此致力解決城鄉的寬頻落差，所提出的政策方

針為「鄉村寬頻接取貸款計畫」和「社區寬頻連接貸款計畫」，針對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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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區，尤其是人數少於兩萬人、經濟能力差的特定社區，在這樣的

貸款計畫協助下，讓學校、圖書館、健康中心與公眾活動中心能提供

寬頻連接服務（Kruger and Gilroy, 2006）。  

第三節  亞洲各國 

一、 日本  

日本自 2000 年 11 月提出 IT 基本戰略，並在 2001 年的「e-Japan
戰略」提出「在 2005 年前建立起達 30Mbps~100Mbps 的高速網路，並

達到 3000 萬家庭可以寬頻上網及 1000 萬家庭可以透過高速寬頻網路

上網之環境」。其後日本總務省(MIC)並在 2003 年 8 月提出「平成 16
年 IT 政策大綱」，其中包括「實現無所不在網路」，並在 2004 年 12
月接著提出「u-Japan」報告書，希望在 2010 前實現一個「服務隨手

可得社會」(Ubiquitous Network Society)。從 e-Japan 至 2006 年日本「IT
戰略本部」於一月所提出的「IT 新改革戰略」中，可見到過去從 e-Japan
著重於 e 化的推動，至後來的 u-Japan 計畫則積極使用 ICTs 解決社會

可能發生的議題，如環境污染、老人醫療照護、行動汽車管理、經濟

成長與工作機會、人力資源提升以及公共風險與行政服務。日本

u-Japan 計畫發展的主軸著重於生活與福利層面，希望提升生活品質與

生活價值。  

u-Japan 計畫主要以如何應用資通訊科技來解決社會問題及促進

社會發展為主要規劃方向。日本正面臨整體出生率下降及人口平均年

齡老化的兩大問題，而上述現象代表著未來日本將要面對勞動人口的

減少、消費力衰退及總體經濟力的低落等可能問題。日本政府認為網

路化的社會環境可以累積及釋放大眾的潛在力量，進而激發民眾創

新，並透過經濟發展及創新的社會價值解決上述問題。故日本以發展

一個可以便於接近使用的網路化社會為政策推動的考量要點。  

u-Japan 計畫希望在 2010 年讓日本成為世界最先進的 ICT 國家並

領先全球」。然而在 u-Japan 計畫的規劃中面臨的新問題有下列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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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網路基礎設施從有線設備升級至無線網路。這種無所不在的網

路環境將會對未來的生活帶來什麼的衝擊？  

2. 過去推動電子化服務時，多將科技的運用視作一個獨立的重要

因素。而未來生活科技已滲入每一個生活細節，該如何解決這

種無所不在的網路社會因使用 ICT 科技而衍生的各種社會問

題？  

3. 當網路環境涉入生活的每一個部份時，如何提升民眾使用 ICT
的信任，以降低可能產生的負面態度？  

為解決上列問題，進而實現 u-Japan 所設定的政策目標，日本總務

省提出了一個未來社會的發展架構，嘗試就五個方向的政策推動追求

u-Japan 所需的基礎環境。這些政策內容包括：提升無所不在的網路整

備程度、強化民眾對於 ICT 的使用程度、發展優質的網路使用環境、

關注國際相關議題之發展，以及從研發上的努力取得技術上的創新領

先。  

每個政策規劃的議題皆應符合下列三種 u-Japan 的發展精神，包

括：追求一個提供無微不至的居住環境(universal)、從使用者觀點出發

的各種服務 (user-oriented)、以及一個符合日本特色的創新優質社會

(unique)。在 u-Japan 計畫中所關注的各個社會議題，則可依特色概約

分類如下：社會與居住、勞動及雇用、醫療及福利、教育及人力資本、

公共行政管理、交通運輸、公共安全及災難預防、國際事務參與、環

境及能源問題、經濟及產業發展。從上述議題可知，較 2000 年初期時

的 e-Japan 計畫比較起來，u-Japan 關注的議題已從重視資訊科技的發

展應用，回歸到社會層次議題的討論。科技的發展雖仍是未來的重要

部份，但整體而言，未來更著重是使用資訊科技對於社會各個維度所

存在的可能性，進而如何透過相關議題的探討，以追求一個以市民福

祉為依歸的優質社會生活環境。  

 

二、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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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歷過 1996 年的亞洲金融風暴後，南韓政府被迫重整國內的大型

財閥，並思考國內未來的產業走向、核心價值與如何再次啟動國內經

濟體(Yue and Lim, 2000)。經過三年的沈潛，1999 年南韓第一個資訊

政策「網路韓國 21」（Cyber Korea 21）政策被提出來，主要目的希望

能發展韓國的資訊科技產業。緊接著於 2002 年與 2003 年提出「數位

韓國 2006 願景」（e-Korea Vision 2006）以及「寬頻韓國 2007 願景」

（Broadband IT Korea Vision 2007）則是以跳躍的方式讓南韓在五年內

寬頻普及率成為世界第一，也成功地鋪設南韓的網路基礎建置。在這

個階段，南韓的數位內容產業脫穎而出，成為帶動國家產業發展的拉

手，一併開啟相關的資通訊產業與周邊服務業的機會。  

2004 年 6 月，南韓提出了「資通訊 839 戰略計畫」（ IT839 
Strategy），藉由八大創新服務、三項基礎網路之建設、及九大成長產

業的促進與推動，希望時至 2007 年，可以建設一個無所不在的網路環

境。除了希望改進產業的製造與研發能力，延續上一個資訊政策成功

扶植數位內容產業的經驗，實質上也希望直接讓南韓的國民生產毛額

（GNP）上升至兩萬美元。  

回顧南韓的產業發展與轉變過程，南韓政府希望藉由新的資訊政

策來解決的問題包括：  

1. 如何使南韓的資通訊產業在全球化的環境中更具競爭力，且維持其

外銷市場？  

2. 怎麼帶動南韓各個新興科技領域的發展？如何同時進行區域性的

經濟發展？  

3. 如何創造一個無所不在的家庭連網環境，以及一個更便民的生活環

境？  

為回應上述的問題，在 2006 年 3 月，南韓政府提出「無所不在的

韓國」戰略（u-KOREA），以協助資通訊產業的匯流，並著眼 2011 年

能讓南韓成為透過無所不在網路建構一個更便利的網路社會。就現階

段的政策而言，主要的關注仍在於廠商是否有能力開發出適合商業化

的無所不在網路技術與應用。  

 80



第七章  世界重要國家資訊社會政策之比較 

在實際執行上，南韓政府選擇回到地方層次實踐「無所不在的城

市」（u-City），分配好各自的產業重點後，在南韓 20 個城市建構完善

的數位環境與產業科學園區。並下放權力給地方政府來統籌與管理，

因此各個城市要如何招商、籌募資金、與產業結盟，都將交由地方政

府、第三部門團體與企業共同討論與合作。除加碼補助零組件業者的

研發、新興 IT 服務應用的研發外，並針對居家連網服務，希望一併帶

動相關的產業，如終端設備、照護服務、線上學習、居家購物金融等

產業。  

在回顧南韓國家資訊政策後可清楚發現，自 1993 年推出國家資訊

化的目標以後，政府一直扮演著重要的推手角色。儘管到了「u-Korea」
戰略希望能著重人民生活便利性，實現國內全民隨手可得的 e 化服

務，但在政策項目的比重上，仍是強調經濟面與產業發展層次，並追

求成為全球市場的領導者。  

 

三、 新加坡  

亞洲經濟自 1970、80 年代蓬勃發展後，四小龍新加坡、台灣、韓

國與香港在整體社會上的發展脈絡常被拿來做比較分析。在 90 年代末

期，四小龍有了不同的發展狀況。韓國遭遇了亞洲金融風暴後快速回

甦，進而成為一個以創新為發展優勢的經濟體；香港則在 1997 年回歸

中國大陸。台灣與新加坡同樣面對經濟發展轉型的問題，如何因應網

路社會的來臨，成為了這兩個國家後續政策、經濟發展的主要關鍵。

台灣與新加坡缺乏天然資源，皆屬靠外來貿易發展的國家，由於無法

自給自足，故需要在全球經濟分工發展上扮演明確的角色以取得充足

資源。新加坡善用其處於全球運籌位置而成為貨運的轉運中心，而台

灣過去則以代工生產做為連結全球經濟市場的利基而獲得經濟成長。

這兩國皆屬於藉由政府政策介入規劃社會整體發展，在發展上有雷同

之處。再加上新加坡社會環境轉變較少，可以清晰的回顧整體資訊社

會政策發展脈絡，在發展我國未來的網路社會政策時，參考新加坡過

去二十五年的資訊政策可為借鑑之用。  

 81



網路社會發展政策整合研究 
 

新加坡為一城市型國家(city state)，缺乏天然資源，過去一向以國

際貿易發展為主。如何透過 ICT 將新加坡建立成一個跳脫空間侷限，

進而善用數位資訊以發揮知識經濟特性，成為後續發展的重要考量。

透過回顧新加坡的資訊社會政策脈絡，有助於瞭解新加坡的政策規劃

走向，其資訊社會發展的政策最早可以追溯至 1980 年代，至今則可分

成六個主要計畫的階段，分述如下：  

1. 國家電腦化計畫 (National Computerization Plan )：時間起訖於

1981~1985 年。最初以提供更多的電子化市民服務為始，目標在於

節省人力資源以及改善政府運作效率，嘗試由更充足的資訊以做決

策的制定，是當初電子化政府的一種先驅性應用服務。  

2. 國家資訊科技計畫(The National IT Plan)：時間起訖於 1986 ~1991
年。強調建立一個充滿活力、以外貿為主的資訊產業，應用 IT 來

增加其他產業的生產力。將 IT 視為整體經濟發展重要的一環，認

為健全的資訊通訊產業為協助新加坡成為區域商業營運中心的重

要關鍵。  

3. 資訊科技 2000 智慧島計畫(IT2000 Report-A Vision of Intelligent 
Island)：時間起訖於 1992~1999 年，以「國際資訊科技計畫」為基

礎，目標在於將新加坡塑造成一個資訊科技普及的智慧島。透過 IT
改善生活品質及經濟競爭力，將人力資本轉換成實質產出，讓新加

坡成為一個全球的資訊科技交換中心。為完成 IT2000 計畫，新加

坡政府另外發展出 Singapore One 計畫，藉由寬頻網路的建設來達

成各項普級服務及建全基礎建設，如政府、家庭、教育及商業等層

次，並持續以建置更多的商業互動服務為後續發展的目標。   

4. 資通訊科技 21(Infocomm 21)：時間起訖於 2000-2003 年，本計畫

嘗試創造出一個讓大眾都能瞭解及使用資通訊科技的環境。這時 IT
產業已趨成熟，亞洲經濟的成長並使得 ICT 科技綜效得以提昇資通

訊科技產業的多樣發展，及促成新加坡成為一個充滿活力及具有反

應能力的資通訊科技發展環境。電子商業的實踐及應用，及多元電

子政府服務上線，使民眾更能普及的使用 ICT 科技，讓新加坡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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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能夠促成 ICT 發展及具備全球產業競爭優勢的國家。  

5. 連結新加坡計畫(Connected Singapore)：時間起訖於 2003~2006 年。

藉由資訊與通訊產業的互通、創新與合作，提供數位交換的環境，

提倡新加坡成為一個數位交換中心，以及促進政府的企業變革這四

個部份的策略來達成「連結新加坡計畫」所設定的家庭寬頻上網達

50%、推動 3G 應用服務、創造就業機會及提升國民生產毛額。透

過資通訊科技創造新經濟機會、創造顧客價值及文化經驗。  

6. 智慧型國家 2015(Intelligent Nation 2015, iN2015)：時間起於 2006
年，目標著眼在十年後成為一個智慧型國家。由新加坡資通訊發展

局  （IDA）主導， iN2015 透過資通訊科技使得新加坡成為一個具

有活力的全球城市及達成智慧型國家的目標。透過追求三個 I 來達

成此目標：Innovation（創新型國家）、 Integration（整合型國家）、

Internationalization（國際化國家）。深入了解新加坡 iN2015 國家政

策，三個標竿目標的意義分別為，  

(1) Innovation：希望創造新的商業模式、服務，以及在全球化的

環境下尋求更好的解答以提升新加坡的國際競爭力。  

(2) Integration：整合現有資源及能力以追求經濟的進展及數位機

會的實現。  

(3) Internationalization：得以接觸使用全球資源，藉以將新加坡的

創意、服務及產品販售到全球市場。  

除此之外，「智慧型國家 2015 計畫」還包括「下一代國家資通訊

基礎建設與人才發展計畫（Next Gen NII）」、「人才發展計畫（Manpower 
development）」以及「 iGov2010」計畫。新加坡政府想藉此將資通訊

科技融入民眾的生活、學習、工作與休閒活動之中，讓新加坡成為全

球首屈一指的科技城市。也明確指出希望於 2005-2009 年再次提升新

加坡電子化政府的功能，諸如：電子服務的豐富性、電子參與的互動

性、政府內部的連結性以及國家競爭力等。在資通訊科技的研發方面，

RFID 則是新加坡另一個亟欲發展的科技應用領域，研究中心積極的擴

展 RFID 頻率分配，並要求相關產業做出回應來迎合 RFID 應用，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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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管理、圖書館管理、公文系統、地鐵系統等，應用層面相當廣泛。  

就最新的 iN2015 發展上，可以看到幾個政策發展的走向：第一是

下一代國家寬頻網路的建置，發展更充足的頻寬以提供後續發展之

用。第二是促使資通訊產業能夠以創新為導向。第三點則是培養瞭解

世界發展脈動的資通訊產業人力及合適的工作環境。第四點是提供一

個能隨時因應市場需求的電子化政府。  

從以上四點，新加坡的資訊政策仍著重於維持亞太金融中心的發展構

面，並以資通訊產業做為後續十年發展的基礎。從 1980 年代開始，可

見到新加坡最先以發展資訊科技產業為主，後續則將資通訊產業視為

發展新加坡資訊經濟的重要一環。接著則考量如何善用網際網路、新

興資訊科技及相關電子商務的應用，將過去實體的貨運港口的概念，

轉化成全球資訊中心成為全球資訊轉運的樞紐。進而如何讓智慧國家

的概念昇華成全球的資通訊資本市場，進行研發、應用並獲益於各種

創新，提升新加坡整體競爭力以追求經濟發展上的優勢。  

第四節 資訊社會政策之跨國比較：社會需求與政策方
向的取捨 

在資訊社會議題的關注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科學

與科技政策委員會主張透過資通訊科技來維持知識社會中經濟與社會

的需求，並透過資通訊科技來協同合作進行科學研發，並以探討國家

資訊政策、企業與經濟體的發展、勞動市場在資訊社會的變動情況，

資訊科技對職業中技能、工作機會與工作內容的影響、電子商務的付

費機制和跨平台安全、以及能源科技、生化科技等創新科技的研發應

用等問題為主。世界資訊高峰會（WSIS）在 2005 年的會議中則曾這

樣宣示：  

資通訊科技的未來優勢與價值，大家都深刻的體認，但目前所看到的

仍是資訊硬體資源分配不均、應用發展有著極大落差的情況，因此在未來

的發展上，應盡全力將數位落差的消極力量轉為數位機會的創造力量，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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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位處邊緣、落後、具高風險的國家與人民（WSIS，2005）。  

回到國家資訊社會政策的討論，究竟國家資訊社會的藍圖，應從

社會變遷後的需求面來規劃，還是以科技應用的好處與可能性來描

繪，亦或應以國家整體經濟的成長為主要考量呢？許多學者皆指出國

家資訊政策的規劃，應從國家發展歷史、文化、地理優勢、社經發展

背景等面向綜合考量後，才能規劃出適切的國家 e 化政策（Castells and 
Himanen, 2003；Hill, 1995）。  

綜上所述，我們從所蒐集的各國資料中綜合歸納出各國的社會發

展現況與因應的資訊社會政策表（表十），以及各國資訊社會政策所訂

出的行動綱領之比較分析（表十一），當我們列舉出各個國家在面臨社

會轉型時所遭遇的問題與社會需求時，他們的整體資訊政策便顯得合

理，各國政策制訂背後的驅力究竟是社會力還是經濟力也變的較為清

晰明白。綜合來說，歐盟強調社會整體認同的營造與生活品質的維護

應和經濟發展並行，當我們細探歐盟國家，又會發現由於各自經濟發

展脈絡的差異，而在現階段的資訊政策發展上有著不同的目標，如芬

蘭等北歐國家原本在 ICT 鋪設與普及率上便十分領先，下一階段的政

策目標便著眼在如何增進社會福利以及持續累積研發能力。而南歐與

東歐等後進的開發中國家，相較於其他歐盟國家，在既有社經條件與

寬頻建置皆較落後的情況下，只能先投入資源在硬體建置上，並遵循

歐盟總綱所訂定的方針，才能讓資訊社會發展的經費更充裕。至於日

本政府則重視如何建構一個以人為中心的未來社會，以及資訊科技在

社會各維度被使用的可能性，在資料的蒐集過程日本相當謹慎的進行

多次人民調查與專家意見的調查，政策方向多在如何解決 ICT 對社會

的衝擊以及如何開發新的社會應用服務；相較之下，南韓以經濟發展

為重心的產業路線便顯的相當明確。  

透過各國資訊政策比較的議題整理，可以區分出各國議題規劃大

至可分為四個面向：網路社會基礎建置、社會經濟發展、電子化政府

及永續發展社會（如圖十）。其中社會經濟發展的議題取向與第五章我

們所歸納出的台灣產業重要議題雷同。除經濟發展議題外的其他面向

可以提供作為我們議題規劃的選項參考。在網路社會基礎建置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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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皆以認知到這些議題是網路社會發展的基本條件，相關議題包

括：寬頻網路的基礎建置、數位包容和平等近用的數位機會、以及能

符合資訊時代知識經濟發展的教育訓練及人才培育。在電子化政府部

分則是以提升行政效率、改善公部門公共服務品質、增進網路民主與

公部門資訊透明化議題為主。永續發展社會層面主要參考日本、北歐

及歐盟政策規劃，相關議題包括：建置可支援社會福利的資訊系統、

運用科技解決社會問題、提升老人醫療照護、智慧型居家和安全系統

建置、及愛護自然資源避免環境污染等。  

 

圖十、各國資訊社會政策議題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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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各國資訊政策之綜合整理  

國家  / 計畫名稱  欲解決之社經需求  因應政策  

歐

盟  
i2010 

(1) 歐 盟 各 國 的 高 失 業

率  
(2) 歐 盟 國 家 網 路 普 及

率與應用差異大  
(3) 基 礎 研 發 能 力 落 後

美國與日本  
(4) 如 何 讓 歐 洲 民 眾 都

能 公 平 的 使 用 網 路

並參與社會，以及提

昇人民的生活品質  

(1) 提出 i2010 政策的三個綱

要：建立一個整合性的資

訊空間、刺激創新與鼓勵

ICT 投資、創造一個充滿

包容與提升生活品質的

知識型社會。  
(2) 重視法案的制訂與規格

標準的統一，強調社會整

體認同的營造與社會關

係的維護應和經濟發展

並行。  

歐

洲

地

區  

芬

蘭  

INTENT 

2010 

(1) 持 續 保 持 國 家 競 爭

力  
(2) 過 去 過 度 注 重 資 訊

技術的競爭力，忽略

了 芬 蘭 人 民 的 實 際

社會需求  

(1) 包括七大政策項目，強調

生產力改進計畫要在長

期計畫下實踐，公務部門

的電子化改革應先著重

在地方政府的改革與官

方訊息完整整合的方向

上。  
(2) 將 服 務 帶 給 所 有 的 公

民，尤其是沒有使用或不

想要使用的人民。  

 87



網路社會發展政策整合研究 
 

表十、各國資訊政策之綜合整理  

國家  / 計畫名稱  欲解決之社經需求  因應政策  

愛

爾

蘭  

新連

結：資訊

社會之

前瞻策

略  

(1) 希望改變過去「低端

技術低成本生產」產

業形象  
(2) 國 內 接 近 三 分 之 二

的 研 發 機 構 都 是 外

資支援  

(1) 愛爾蘭政府將資通訊科

技、生物科技與新型材料

訂 為 國 家 優 先 發 展 領

域，並廣建寬頻基礎服

務、建置一個安全合法的

電子交易管制環境，強調

研究發展能力與高科技

產業的國際貿易服務。  

西

班

牙  

Avanza

之 歐 盟

匯 整 計

畫  

(1) 提升國家競爭力  
(2) 提 高 國 內 網 路 普 及

率  
(3) 改 善 公 部 門 行 政 服

務  

(1) 近五億歐元的補助款將

提供西國的中小企業，協

助他們採用資訊科技並

進入資通訊產業，主要貸

款內容包括中小企業投

資、青年學生資訊學習、

以及鼓勵 e 化參與。  
(2) 推出智慧 ID 卡，提供許

多生活上的資訊服務。  

東

歐 -

波

蘭  

e 波蘭  

 

(1) 提升國家經濟，跟上

其他歐盟國家  
(2) 產 業 發 展 與 金 融 環

境 等 都 面 臨 轉 型 壓

力  
(3) 希 望 從 歐 盟 計 畫 中

獲得經費補助  

(1) 為了回應歐盟里斯本策

略（Lisbon Strategy)的採

用，推出了「e 波蘭」計

劃，內容包括發展電信基

礎設施，建立普及、廉

價、快速及安全的網路接

取服務，投資國民的科技

使用技能，推展網路內容

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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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各國資訊政策之綜合整理  

國家  / 計畫名稱  欲解決之社經需求  因應政策  

日

本  
u-Japan 

(1) 人口老年化、消費力

衰退，社會環境該如

何因應與發展  
(2) ICT 科技所衍生的新

社 會 問 題 該 如 何 解

決  
(3) 如 何 降 低 人 民 對 網

路 的 擔 憂 與 不 信 任

感  

(1) 追求一個提供無微不至

的 居 住 環 境

（ universal）、從使用者

觀 點 出 發 的 各 類 服 務

（user-oriented）、以及一

個符合日本特色的創新

優質社會，藉由全國社會

調查與專家調查，擬定出

國內的資通訊科技發展

方向以及如何利用 ICT
滿足日本社會的人民生

活。  

亞

洲

地

區  

南

韓  
u-korea 

(1) 國 家 生 產 毛 額 的 提

升  
(2) 持續國內 IT 產業競

爭 力 且 擴 大 外 銷 市

場  
(3) 延 續 數 位 內 容 產 業

的發展，再次興起經

濟 翻 轉 與 新 產 業 扶

植  

(1) 著眼 2011 年，讓南韓透

過無所不在網路，建構一

個更便利的網路社會。主

要的關注在於廠商是否

有能力開發出適合商業

化的無所不在網路技術

與應用。利用「u-City」
的建置來實踐

「u-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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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各國資訊政策之綜合整理  

國家  / 計畫名稱  欲解決之社經需求  因應政策  

新

加

坡  

iN2015 

(1) 如 何 維 持 東 南 亞 知

識經濟的樞紐地位  
(2) 如 何 提 升 新 加 坡 資

訊人才的競爭力，符

合國際貿易需求  

(1) 提出「下一代國家資通訊

基礎建設與人才發展計

畫（Next Gen NII）」、「人

才發展計畫（Manpower 
development ）」 以 及

「 iGov2010」計畫，希望

整合現有資源及能力追

求經濟的進展及數位機

會的實現。  

美

洲  

美

國  

鄉 村 寬

頻 接 取

貸 款 計

畫  

(1) 解 決 鄉 村 的 寬 頻 落

差 與 寬 頻 應 用 的 商

業化  
(2) 增加數位頻譜利用  

(1) 除了「鄉村寬頻接取貸款

計畫」外，還有「社區寬

頻連接貸款」都是美國近

年來的政策。  

（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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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各國資訊政策行動綱領之分析比較 

構面  

項目  美

國

歐

盟

芬

蘭

愛

爾

蘭

西

班

牙  

東

歐

日

本  

韓

國  

新

加

坡

寬頻網絡基礎

建置  
+ +  + + + + + + 

數位包容與數

位機會  
 + + +   +   

網路社

會基礎

建設  
教育與文化  + + + + +  +  + 

人力資源發展   +    + +  + 

創新與研發   + + +  + +   

國際協同合作   + +   +    

數位內容   +      + + 
社會經

濟發展  
資通訊產業發

展： （RFID、

數位電視、汽

車導航 ) 

       + + 

政府民主與政

治參與  
 +        電子化

政府  公共行政效率   +  + +   + + 

健康照護   + +    + +  

老年人的服務        +   

生活品質   +     +   

永續發

展社會  

環境保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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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台灣網路社會發展議題設定民眾及專家意見 

在分析未來全球趨勢、台灣在全球發展中經濟產業發展的位置及

世界各國對於未來社會的政策規劃後，本研究希望能聚焦未來台灣網

路社會發展的議題，因此進一步透過智庫平台徵稿收集民眾多元意

見，並以專家問卷及深訪的方式收斂產關學者對於台灣未來網路社會

發展議題的意見。  

 

壹、民眾意見  

本計畫藉由智庫平台徵稿活動匯集民眾對未來網路社會發展之相

關意見，相關資料收集方式詳見附錄二。民眾之意見整理如下：主要

有可以區分為經濟發展、產業發展與人力規劃、醫療照護、政治參與、

網路教育、科技發展、交通訊號橫向聯繫、智庫平台、個人隱私權等

九個方向。  

 

一、經濟發展  

在國家層次，經濟上國家要的是總體競爭力，在知識經濟時代，

廠商規模不再是決定競爭力的關鍵，即使是傳統產業或中小企業，也

可能開發新技術、新產品與新利基；因此知識經濟時代企業經營重點

是在於透過適當的組織，傳遞知識，整合知識，國家角色應依據不同

的社會結構，如歐陸國家就該扮演保護駭客文化的角色；自由資本主

義國家如美國，在合理競爭機制下不予介入，使創新者能自由發揮，

促進生產力與競爭力。在企業層次，Peter F.Drucker 將知識定位成「後

資本主義社會」中競爭的新基準，在知識經濟時代，企業所面臨的大

環境已逐漸轉變，對企業而言，如何創新知識，如何將「知識」這項

資源有效地管理，成了當前企業最重要的課題。因此，除了妥善應用

創新精神在企業之外，對於缺乏創新知識的產業而言，營造貿易與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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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自由化的經營環境，或者邁向網路化，使這些做法帶來知識擴散效

果，使知識差距不大；或以法規的觀點來說，立法機構以及企業要摒

除舊有的生產方式，建立資源生產力、創新和競爭力連結的基礎經濟

架構，法律應該考量不同文化下的差異，而不是一味參考資本主義龍

頭的美國式作法，產生對於智慧財產過度保護的措施，才是利於駭客

文化（創新精神）與經濟成長共存的正途。在個人層次，駭客精神應

該是被鼓勵、持續相互呼應的。雖然有「防駭條款」這類的法律，一

不小心就可能在最大的場域 --網際網路裡誤觸法網，但資訊科技的發

展帶來的交流互動、共享成果不容抹煞，如 Linux 這類社群所讚揚的

自由化、共享精神更是進步的最佳典範，更何況，知識經濟國家發展

的重點也是在於個人創意的累積，因此個人層次方面，駭客的工作倫

理是值得推崇的。  

 

解決民生經濟以及就業上，政府有許多方法可以實踐。政府可以

從就業與產業兩方面進行著手，增加國內就業機會，提升產業全球競

爭力。在就業的部份，譬如擴大內需方案、減少外籍勞工的引進，增

加本地勞工的就業機會、免稅優惠吸引廠商在偏遠地區設廠增加工作

機會等等。而在產業部份，可做的譬如促進產業升級，輔導傳統產業

避免淪為夕陽工業、輔導產業進行數位化，將市場拓展至全球等等。

短期目標在於就業機會的增加，長期目標在於整體經濟的成長，使民

眾不再為生計問題所苦，產業不再為金融風暴所惱，才能追求更高的

生活品質，追求社會各方面的均衡發展。最後，綠色 GDP 本身就是為

了要解決傳統 GDP 本身無法衡量所得分配不均等社會問題而設立的

衡量指標。在計算綠色 GDP 時，必須要在普通 GDP 之外扣除警備、

軍備、消防等「防弊」所需之費用支出，因為提倡者認為這些防弊支

出本身無法帶來益處，所以沒有生產力，而沒有生產力，自然無法計

入「國家生產毛額」中。  

 

二、產業發展與人力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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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聚落  

在既有能源逐日耗竭尚未尋得新的替代能源之際，以台灣目前相

當優良的資訊基礎建設為根基，以資訊科技作為串接各個重要科技研

發單位的介面，透過網路合作環境，可以逐步驗證「虛擬聚落」的可

行性與合理性，並能夠減少不確定的情況下，無謂的能源或投入資本

的浪費。以產業發展過程來看，除了技術的研發之外，周邊產業的帶

動以及商業應用的創新，都是不可或缺的；單純的技術發展，是無法

支持一個產業聚落的形成。是以，近年來科技產業領域專家學者就注

意到了產業的製造、服務與資訊運作將以知識作為基礎、持續的創新

將成為決定科技產業持續發展的重要關鍵。而創新的重要關鍵，即在

於透過有效連結或機制將各種腦力激盪的成果，整合型塑成有用的資

訊。  

 

科技人力  

 短期上來說，我們不可能在短期內全面改革所有的投資環境，因

此必須有重點策略及推動措施，以利越來越多的國際人才能夠且樂意

為台灣所用，來台工作與發展。而在這科技人才全球競攬的時刻，自

信開放，建構具競爭力之優質環境，以長期留住及吸引人才，當是首

要方向。是以，從整體經濟戰略方面的考量建立人才引用制度，是適

度維持我國競爭力的重要方針。在實際的作法上，就經濟上來說，要

吸引人才必須要全盤考量的就是人才的生活品質是否達到水準之上，

也就是說，一般高科技人才是屬於受過高等教育的知識份子，除了來

源地區別不同以外，這些工作者在消費以及環境適應的考慮上，勢必

選擇最有利於自己或最相近的結構位置進入某個公司。因此，回歸到

人性的考量，上述曾經提及，以往的國際競爭是產品成本和價格的競

爭，然而全球化使可以在國際間買賣的東西，在各地的價格都差不多，

但教育及生活環境等因素常無法進口，任何國家在這些方面比別人

好，國外人才就會靠過來利用這些資源。因此，提供優質教育、醫療、

休閒購物、交通等之國際社區居住環境乃是提升國際人才來台工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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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之首要課題。不同於觀光旅遊類型的網站，對於吸引高科技人才的

訊息發佈方面，要考量的勢必要整合制度以及文化方面的資料。以往

政府在推動電子化政府主要是探討資訊和傳播科技在政府各層級和公

部門的治理過程和結構，以加強良善治理為目的；且政府在鼓勵資訊

化的行動中所應扮演的角色在於提高利多的誘因、降低資訊化的成

本，以及減少採行資訊化的風險，因此因應電腦科技與通訊科技的相

結合，相對的，對於整合式單一窗口(one-stop)的資訊服務，仍嫌不足。

因此，本文認為公共管理者應超越對於資訊界定僅為電腦而已的概

念，而是必須由整體的角度切入，探討組織、人員以及從資訊運用的

角度統整與協調政府相關資訊運用工作。舉例來說，在政府部門方面，

由於網際網路的特性為可以增加效率、節省開支和拉近與廣大公民的

距離，因此推動政府部門辦公自動化、網路化、電子化，除了對於本

國公民的服務之外，更可以有策略性的考量，也就是主動透過類似電

子商務的思維，建立交通、教育、醫療，甚至必要的支出花費等資訊

供有意申請來台工作的科技人才閱覽，正是搶得第一印象，獲得人才

的先機所在。  

 

教育就業  

自 80 年代開始，台灣的產業結構即逐漸出現變化：我國的出口不

再是以非耐久消費財為主，而轉以機器設備與中間財產品的出口為大

宗（吳忠吉，2003），同時，由於生產自動化的發展，我國廠商也多走

向以機械代替人工的生產方式，時至 90 年代期間，受全球化競爭的影

響，國內產業結構調整速度加快，許多廠商移至海外佈局，尋找更便

宜的勞工以減少勞工成本，加上資訊科技的發展，更進一步促使了全

球經濟的結合與經濟活動的運作，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之下，使得台灣

的傳統產業逐漸沒落，起而代之的是資訊電子等高科技產業的興起，

同時產業結構也由勞力密集型產業轉向了資本與技術密集產業。從行

業別的變化來看，就行政院主計處的統計資料中顯示，2003 年我國服

務業產值已佔全體產值的 67.81％，其就業人數佔了全體就業人數的

57.90％（製造業 34.38％），服務業逐漸吸納了大多數的就業人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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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漸漸主導了經濟結構的發展方向，從職業別的變化來看，據行政

院主計處統計資料中顯示，從事技術與管理人員的勞工比率（包括民

意代表企業主管及經理人員、專業人員技術員及助理專業人員與事務

人員）從 1992 年的 31.43％至 2005 上升到 42.35％（服務工作人員及

售貨員 18.77％，農林漁牧 5.81％，生產操作及體力工 33.08％），從

數據中可見，我國對勞動的需求逐漸轉向以專業人員、技術人員為主，

然而，這種產業結構的調整對勞動需求組合的改變，將造成勞動市場

中就業機會的不足的現象，引發結構性失業問題。  

然而，過往諸多學者強調教育投資與薪資呈正比，即對教育的投

資愈多，薪資所得將會愈高，而臺灣自從 1994 年大學法修正公佈後，

高等教育的發展邁向多元自主的新階段，同時，高等教育在自由化及

教改需求等政經因素下迅速擴充，並始有普及化的現象，據行政院主

計處統計，大學以上教育人數則由 1999 年的 26.20％上升至 2005 年

的 34.78％，然而，在一些較為專業的行業領域中，如生產者服務業

與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裡，確實可發現就業者的教育程度較高，

該行業反映出的平均薪資也較高，但就主計處的統計資料中顯示，在

一些平均薪資較高的行業如運輸、倉儲及通信業上，就業者的教育程

度多為高中職及國中，高教育者的就業人數反而不多，同時，其他平

均薪資較低的行業，如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及其他服務業裡，教育

程度高的就業者亦有提昇的情況出現，此外，從產業多數就業者的教

育程度中發現，政府近年極力推廣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為提高

該行業裡勞工的研發能力，當局不斷培養高等教育人才，以提昇台灣

生產研發能力，但在該行業裡，大學以上教育程度的就業者數反而下

降，專科程度的就業者卻漸漸提昇。在勞工市場供不應求及失業率居

高不下的情況下，教育程度似乎也如勞動市場區隔理論所言，教育程

度只是雇主選擇勞工的一個參考標準，薪資報酬並不會反映在教育程

度的高低上，以致於在一些平均薪資較低的行業中有較多的高教育程

度就業者出現，這種現象也反映出，政府廢除技職體系的政策，是否

得當？以及大學以上的教育課程，是否有與業界及經濟發展方向作結

合？實一重要研究課題，為使台灣在全球經濟環境下仍保有其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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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教育與研發技術、經濟發展方向的連結相當重要，若教育發展無

法契合產業需求，將延滯整體的經濟發展，因此，政府的各項教育政

策制訂時，應顧及國家經濟未來之主要方向，在技術及基礎科學不同

研究領域發展的比重導向中，訂定適當之政策。  

 

三、醫療照護  

老年科技  

對於行動不便的老人而言，易於操作的代步工具是非常重要的。

譬如電動輪椅，或者是曾經在電視節目上看過可上樓梯的輪椅，對於

沒有電梯的公寓而言相當方便。或者是可升降的電動床，可自動翻身

的電動床，都是老年人的好幫手。監控安全用的新科技也十分重要。

許多行動不便的老年人，若是不小心在浴室滑倒而無法求救時，監控

系統就可以發揮作用。這種系統可加裝在容易滑倒的角落，或者容易

發生意外的地方，譬如廚房的瓦斯爐旁，若有異狀產生時可以隨時通

知醫院。除了監控易發生意外的場所，另外紅外線體溫監控器，則可

隨時注意老年人的體溫是否低於正常值。另外，退休的老年人失去了

工作的重心，如果沒有了嗜好與休閒活動，很容易出現心理疾病。如

何透過科技讓老年人獲得娛樂，或者與子女互動而不用舟車勞頓是非

常重要的。除了醫療保健，透過新興科技增加老年人的心靈品質，對

於老年人的生活有相當大的幫助。譬如影像電話讓老年人能與親友互

動、設計給老年人用的電腦設備，讓老年人能夠快速上手，透過網際

網路來遨遊世界，增加生活的樂趣。另外，在醫療的部份，若是能夠

讓院方與病患家中電腦連線，看病時不用本人親自到醫院，透過問診

的方式了解身體狀況，甚至透過網路連結測量血壓心跳的器材，對於

行動不便的老年人而言有相當大的好處，也可以培養良好的醫護關係。 

 

社區醫療資訊系統  

社區醫療資訊系統（Community HealthCare I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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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S）運作方式共分為三種：第一種利用書面方式，記錄該病患之醫

囑資料，將帶回的書面資料統一輸入至醫療資訊系統；第二種則是將

病患基本資料轉檔至筆記型電腦中，由使用者攜帶至社區，依實際需

要查詢或異動至筆記型電腦，事後帶回醫院端再上傳至主機；第三種

則是透過 VPN，由使用者輸入 ID 及密碼後登入醫院端主機，查詢病

患相關資料。除了技術層面之外，若可以再針對針對身份辨識、資料

加解密、存取控制提出可行的安全機制，尤其是制度上的設計，便可

滿足病患在家即可查詢健康資訊、以及醫師到社區從事居家服務時，

提供更廣泛且方便的資訊服務。綜合以上，從技術面上來說，資訊科

技一方面繼續在「數位化」及「科技匯流」等趨勢不斷進步，可以提

供更強大的醫療輔助；然而，在國家以及社會制度的設計上，我國仍

屬於落後技術發展的情況。舉例來說，我國制度經常傾向師法美國，

然而卻經常忽略的以往既存的社會結構與背景，家庭醫師的設計，即

是最好的例證。在社會組織方面，近兩年來由於數位技術的進步，促

使國內學者以及業界人士開始成立共同標準的協會，以規範數位化醫

療資訊、影像的規格，這是好的起步，但法規上 (如轉診等 )仍待進一

步的研商整合，這是迫切需要改善之處。由於台灣醫療環境競爭壓力

下，醫療院所為求能永續經營，各經營者皆積極追求醫療品質與效率

之提昇。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醫院資訊系統，已在醫院經營中佔有

舉足輕重的地位。醫院經營者，莫不積極改善暨有系統，以強化本身

在醫療市場的競爭能力。除了擔負醫院盈虧的角色之外，醫療資訊系

統的發展，在更寬廣的層次上來說，是可以扮演積極角色的，除了急

診前的資訊提供、社區照護之外，即時、有管控的系統更可以保護醫

療資料免於非法的讀取與維護資料的正確性、預防可能的醫療糾紛，

甚至對於健保體制，也具有透明化的作用。本文期待，科技的發展，

除了來自人性之外，更要避免貪婪利益團體的綁架，才能夠扮演最大

化社會利益的積極角色。  

 

照護政策產業化  

照顧政策若要「產業化」、形成一種社會經濟事業，一項基礎的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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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條件就是各部門要建立一個溝通無障礙、資訊或資源可相互連結的

平台，而此整合性平台的建立，不僅代表著各部門能拋除「本位主義」

的封閉心態，也代表著福利需求者的權益能受到相當的保障及滿足。

資訊平台的內涵包括有 1.硬體資源之連結，如設施設備之相互支應及

提供等；2.軟體資源之整合，如專業技能之輔導切磋、服務內容提供

之交流學習、制度規範之標準化訂定等。目前政府雖然擬定許多社區

照顧的相關方案政策，但在此一整合性層面的積極態度仍然不足，例

如照顧服務中的兩個首要的主責單位：社政與衛政，其資源仍無法確

實整合，各有一套服務評估標準以及個案管理的資訊系統；再者台灣

對於整體的照顧人力資源管理機制仍未建立，導致訓練成本的浪費及

照顧人力無法「適得其所、合其所用」，甚至因而造成外籍看護工人數

逐年升高的問題，這些均是影響照顧資源整合及資訊平台建立的主要

因素，阻礙了照顧政策在未來成為一種社會經濟事業之發展。  

 

四、政治參與：  

政策執行  

建議應將政策概念與潛在顧客具像化，判斷政策對目標與非目標

顧客群體之正負面影響。其次，小規模試行政策，有必要時亦可從行

銷管理學之操作方法論汲取知識，並用於推廣政策上，使之落實執行。

當本階段之時，顧客間必定早已累積出對此政策之偏好與意見，或對

執行面上的建議與修正概念。從企業的角度看來，「顧客的抱怨，是天

使之聲」早已成為定律般的存在，對政府亦然。最後，政策的結果必

將會為顧客帶來某些效用上的增減，此時政府不應塞耳閉目，而應將

顧客的意見視為對現行實務的意見。須知要滿足所有顧客向來不易，

但作為政府仍應勉力為之；要惹惱顧客相當容易，但不是每個顧客都

願意對企業發表其抱怨。政府如果是一間企業，或至少想要達到如企

業般的營運效率，便應察納雅言，不要只關在辦公室中閉門造車；因

為沒幾間公司是靠著理論推導就能蓬勃發展，同理，政府何嘗不是？  

1.設立公共建設網站：內含「建議公言會」、「3d 電腦模擬圖」、「公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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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施工進度」、「討論區」、「意見信箱」。  

2.規定建築設計師要做「3d 電腦模擬圖」：以利民眾觀看，並找出可

改進之處。  

3.增加誘因提高民眾參與：「參加會議獎勵」、「提供意見經採納獎勵」

等。  

例：公共建設真正親民的工程是民眾提出建議時，若要建設時(由
承辦單位通知里長並轉通知里民並告知若無法到場可至「公共建設網

站」填寫建議 )先開「建議公言會」聽取當地民眾的需求及建議 .在專

家統合意見後，委由建築設計師設計再將「3d 電腦模擬圖」放在「公

共建設網站」供民眾查閱，之後再開「公聽會」就「建議公言會」民

眾的建議 (可行或不可行 )提出說明，民眾若有新的想法也可在此時提

出之後專家統合意見，由建築設計師作最終設計，以減少目前「公聽

會」民眾只能就設計師設計好的進行討論，畢竟設計師不是當地民眾

不能明瞭當地需求 .，在幾小時內要提出看法，參與感不足。若能施行

將提升民眾參與公共建設的意願，畢竟和自己的生活習習相關並減少

設計時沒有民眾意見的盲點及更改上的麻煩，更重要的是大幅減低落

成啟用後與民眾認知的誤差 .降低而後不適用時公帑的再次支出 .減低

財政負擔 .皆大歡喜。  

 

網路政治參與  

政治參與上，我們可以發現很多網站也從 Web1.0 轉成 Web2.0 的

互動型網站，如政治人物、候選人的 Blog，都可以透過他們自己之手，

親自完成公告與其他的分享。在 Web1.0 之時，更新網站或架設網站

對於 LKK 的政治人物是絕對不可能實行之事，而在 Web2.0 卻辦得

到，也就是網路的近用性提升了。但細看整個的操作，Web1.0 時是每

個重要政治人物都得有這種網站，而在 Web2.0 時也還是如此，從留

言版變部落格，假他人之手變成假自己之手，從小範圍的更新變成大

範圍的更新而已，似乎與人民更貼近一點，但是在政治操作上卻沒有

什麼不同，政治人物與人民只是透過網路科技媒介的轉變去作類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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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罷了。  

 

五、網路教育  

「學習」對於教與學兩方都是長遠的發展過程，並不是在過程中

藉由單獨改變學習的工具就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學習過程中當中包

括環境的軟硬體設施的規劃、教學內容、教材設計、學習的互動方式

等等，是需要將「人」與「環境」彼此互動一併拉進來討論的才能找

出真正適合學習、達到學習成效的方式。因此若僅僅將學習從實體的

教室轉換到虛擬的網路空間上課，以「學習成效」為成果來討論，對

於實質上增進的學習成效，似乎無法立即劃上等號。ETR＆D 曾經刊

載一篇教學經驗，內容敘述一位英國教授如何透過科技工具的協助，

有效的提升英國公開大學在職學生的課程修畢率，其最有效的科技工

具，竟是早年早已隨著網際網路發展的電子郵件。在擁有多項科技工

具的今天，這不禁使我們省思，所謂的數位學習，是否不應該只是一

味追求規格、標準？是否應該回歸到教育、學習的本質，思考學習目

標、學習對象、學習中應有的策略、學生學習動機的提升、學生需要

何種的學習支援等議題的規劃以及對於其個人及學習者而言，工具的

易用及普遍性的思考？不可否認的，有特定的規格與標準，的確能讓

學習平台更具有系統，也更能掌握住線上學習者的學習歷程。然而在

科技工具之外，無論數位科技如何演變，學習的主角始終是人，是否

唯有從學習者、教學者及教材的性質來作整體的思考，搭配上數位科

技的輔助，才能提供給學習者更適性、有效的數位學習環境？  

在目前台灣的教育環境當中，數位學習多半仍被定位為輔助的學

習工具角色。在這個前提下，若學習者在傳統學習中已經能夠完成學

習設計所要求的學習目標的話，就未必一定要以數位科技來加以輔助

學習。特別是有許多知識需要透過面對面互動傳承的學習經驗，還是

需要傳統的學習環境空間，透過更直接的方式，例如同儕的互動、資

訊、資源的交換來傳遞給學習者，而無法透過文字、多媒體等介面傳

達；有些內隱性的知識，無論科技再怎麼演變，基本的學習概念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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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整合於數位學習的課程設計思維中，如此才能在發揮科技工具的效

果下，仍兼顧到教學者、學習者以及教材之間的整體性與適切性。數

位多媒體取代舊時的文書教本，不同教師、不同教育單位的知識資料

交換容易。教學時，除了制式內容外，師生間還可從網上即時獲取所

需資料討論，需要死記的教學內容可能將越來越少，相對的學生需學

習的是應用知識的能力，此點或許可促使學生更富創造力。課後同一

門課的師生可經由共用網路空間傳遞訊息、繳交作業、交換意見。教

學地點可能依所需移至各處，學生親身體驗的機會大為增加。  

因此，對於數位學習的定位，應該重新思考，譬如對於學習經驗

不足以及需要重複學習的學習者而言，的確透過數位學習的多媒體應

用，也可以有效彌補學習者感官經驗的不足；而數位科技一再重複的

特性，也能讓需要精熟學習的學習者，得到更多的練習機會。然而在

學校環境中，同儕合作與資源交流的模式，這些無法從軟硬體設施測

得的變化，應可從學習的需求入手，找出符合實際學習模式的環境，

使數位學習作為學習型態的進化歷程才更有意義。教育學習上，多年

來一直提倡的遠距教學、非同步教學、網路學習法，在技術上是有不

斷的革新，我們從中山大學網路大學的例子中可以看到，他是所謂的

典範轉移，將技術轉移至各所學校來當作教學互動。除了中山大學，

也有許多自行創設網路教學的公司，目的是符合自己公司的需求，將

教育訓練用更多元的方式達成。從教育學習的例子上，可以發現到這

項網路的技術一直在對人機互動、教學品質作更有效果的實驗與改

良，企圖對網路教學能與實體教學更為相像。雖然我們也了解到此項

技術是 Web2.0 的一方先驅，但是發展至目前，成果卻不是令人相當

滿意，所謂網路教學欲等同實體教學，仍然有漫長的路要走。  

 

六、科技發展  

未來高速網路的傳輸速度可與個人硬體儲存設備相比，多數個人

儲存設備被伺服器提供的網路硬碟取代，太陽能電池板及螢幕面板顆

粒經奈米製程成為噴霧，只要經過噴灑及規劃，接觸光源及電極後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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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任何地方產出電力，或顯示畫面，而使用者在街上便可像使用公

用電話般，處處都可經由無形螢幕接收資訊，過去及今日的 3C 產品

也因此縮小甚至無形化。如果以上的假設成立－事實上以今日科技觀

之，這樣的未來不算遙遠。那麼我們生活上的許多事物都可能成為數

位資料，存進蓬勃發展的「個人網路資料銀行」中。此銀行可收存個

人各式資料，如身份證、戶口資料、信用卡、個人創作、學生作業⋯

等。如此一來，一個人即使空手也能出外購物，而購完的商品經物流

送至家中，購物商場提供給顧客的最大價值或許將不再是大量堆疊的

低價商品，而是成為交誼或運動中心，為顧客佈置一趟購物之旅。就

目前的科技技術，在未來更有可能達到這樣子的「網路社會」世界：

一、無線寬頻技術，隨手可得，已經存在於無形之中；二、傳輸通道

加密技術精進，增加信賴感；三、可持式裝置電力問題得以解決，功

能更為完善；四、生物科技的結合；五、後台功能已經變得豐富完善

且穩固，將以大一統的局面出現。人類打從出生，就存在一種 DNA
排列組合，這個屬於人體內的基因組合體，將會在醫學史上有重大發

現，我們可以將它儲存在某個生物公司，人類所有的行為，都將透過

「無線網路」做個人的基本辯識依據，人類也被殖入晶片組，與個人

DNA 組合體結合，因為每個人都有一個獨一無二的辯識裝置，透過

Meta-directory 就可以記錄你所有的東西，你所有的行為都將被傳送到

「網路」另一端的一個系統，也因為加密技術的精進，讓這些資料更

準確的被確認，「無線網路」的技術無形於生活，我們就可以拿著手持

裝置，經由個人晶片組做個人辯識，可以做任何自主意識的事情。所

有的可持設備，也將做的更小，可以讓你摺疊任意大小，所有電力，

可以經由人體的熱能，得以發電，而且只用語音的方式來進行輸入與

傳達。可持裝置將更智慧，幫你規劃你可能想不到的事情，因為現在

的電腦與未來的電腦的唯一差別是，它會依照你的習性，做更多的思

考，但是他不會幫你做決定，只對你做更多不一樣的規劃，永遠只做

提醒你的工作，因為你才是最重要的主體。  

 

七、交通訊號橫向聯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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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因其地域性及經濟發展的導向，無意間造就了電腦科技的蓬

勃發展，但長期以來忽略基礎建設的資訊橫向聯繫，成為電腦大國，

但道路資訊的聯繫，卻停留在路邊告示牌，好一點的有 led 電子顯示

板，現在多一個道路 gps，但都是直向的傳遞，並沒有橫向的聯繫，

常常有這些設備，還是會搞不清楚要怎麼走。有幾點想法如下：  

1.請交通主管單位先設立一個以「道路安全改善」討論為主的網站  

2.設立常態性的「道路安全改善小組」  

3.提供誘因於學界，產業界將道路安全改善的構想移植在「測速器」、

「車用全球定位系統」「pda」上，只要有行駛於道路上，均可得到及

時的相關資訊，提供道路安全及增加道路使用率  

例：陽明山道路行駛注意事項：先由「道路安全改善小組」從「道

路安全改善」網站搜集資料再邀集當地居民、常行駛當地汽車、大客

車駕駛人、駕駛教練開會討論，何地(km)爬坡要用幾檔駕駛、何地(km)
下坡要如何安全駕駛汽車、大客車，結論再由駕駛教練開汽車、大客

車行駛一遍，確認無誤，再將汽車、大客車駕駛技術告示牌設立在常

會疏忽的地方，並將資訊公布在網站供大眾、「車用全球定位系統」、

「pda」、「測速器業者」免費下載。無論新手、老手駕車經過都會聽到

如：「前方險降坡、請用一檔行駛使用引擎剎車法、保持距離」的警告

音，以機動提昇駕駛安全性。若遇狀況，附近車輛可用「車用全球定

位系統」報警，訊號傳至「道路安全改善」網站，再由網站傳輸到附

近道路的駕駛，提醒注意前方狀況。  

 

八、智庫平台  

目前的國家政策網路智庫正是一個不錯的嘗試，由政府提出各種

不同的議題，讓關心相關政策走向的民眾可以參與討論，甚至於影響

未來政策的發展。不過，在討論實際運作成效時，個人認為可以從以

下幾個層面來進行：首先，是在使用率的部份。做為一個廣納社會大

眾意見的討論平台，自然必須增進自己的能見度，吸引更多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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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個人認為必須定期地進行宣傳、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並且與

各產官學界的網站進行連結，此外，也要針對相關議題，邀請特定的

團體來參與討論，以增進使用率。否則，空有平台而無人使用，不免

浪費了資源，相關政策的討論也不具備代表性了。另一方面，更深層

來說，使用率的問題也反映了到底是誰能接觸、使用網際網路的問題。

雖然我國的網路普及率已日益提升，但仍有許多族群處於資訊使用上

的弱勢，形成了數位落差的問題。因此，如何消弭數位落差的問題，

便成了促進網路上政治參與的更大前提。接著，是在於使用情形的部

份。一直以來，如何促進公民進行理性討論公共議題都是相當重要的。

個人認為除了資訊教育，培養資訊素養外，從小的公民教育也是個重

要的環節。在有了設計完善的平台之後，如何促進品質的提升，更是

有待大家所要努力的。因此，除了在網站管理上，必須定立適當的規

範外，更應該透過文化的形成，讓網際網路在政治參與的過程中更具

影響力。  

 

九、個人隱私權  

去年底（2006），擁有 200 多萬會員的「無名小站」部落格（Blog），
以二千二百萬美元高價賣給國內最大入口網站業者－雅虎奇摩（yahoo 
kimo），就遭到民進黨立委湯火聖先生質疑，質疑當年無名小站是利

用台灣學術網路（TANET）的資源而成立，後來無名逐漸涉及營利和

私人公司化的發展，在去年將其部落格賣給雅虎奇摩後，無名小站將

非營利期間獲得的會員資料等資料庫轉移至私人公司，涉嫌公器私用

和有會員資料隱私外洩疑慮。這種會員資料在未經會員的同意下，即

發生資料讓渡予另一家商業公司的同時，過程中侵犯了會員個人隱私

權問題。在理論上而言，完整的隱私權意義，包括消極被動不受干擾

的權利，及對個人資料積極主動控制支配權。隱私權保護的客體包括

（吳尚昆，2005） : 

1. 個人屬性的隱私權。如 :姓名、肖像、聲音等。  

2. 個人資料的隱私權。當個人屬性被抽離成文字的描述或紀錄，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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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名的客體為獨一且個人化。  

3. 通訊內容的隱私權。  

4. 匿名的隱私權。  

尤以第二項個人資料的隱私權特別獲得 OECD 的重視，並對其限

制收集原則、保護原則等各細項提出規範，其中限制收集原則即強調

有關個人資料的收集，原則上應予限制，資料的收集應適法，且應以

公正的手段為之，並應通知資料主體或得其同意。然就目前許多的社

群網站，無論是發生網站合併或公司移交等情況，多未盡到告知會員

及獲得其許可將個人資料移轉至另一公司的動作，致使會員個人資料

如此地被任意移交、讓渡。網路裡的各式社群網站雖帶予許多人生活

上的樂趣，但同時其中也隱藏著資料外洩的危機，除了依靠法律條文

的保護外，使用者也應學會積極地了解法律、使用法律，讓各網站、

網路社群不致任意妄為的讓渡會員的個人資料。  

 

 

貳、專家意見  

本研究透過文獻的歸納整理，設計專家問卷以瞭解產官學界對於

台灣未來網路社會各項議題的重要性評估及處理的優先排序看法。網

路社會的發展議題參考資料來源包括：先進國家網路社會政策重要議

題整理 (如歐盟、日本、韓國等 )；及日本科學技術政策研究中心

NISTEP(National 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Policy)對未來重要議

題研究之結果（參見附錄五）。為選取台灣網路社會未來發展之走向，

透過專家問卷針對各項議題「應解決之時間點」及「未來社會應發展

之重要性」二部份的意見加以蒐集分析。總共蒐集國內產(1 位)、官(3
位)、學(6 位)共十位專家學者的意見。問卷以未來網路社會的發展議

題走向為主軸，希望透過專家評比重要性，以及議題被解決的急迫性

及應發展的時間點  (2007~2008、2008~2009、2010~2016、2016~2020、
2020 以後 )，來達成本次問卷調查的目的。問卷回收後並再邀集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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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過問卷的專家進行深度座談來收斂議題方向。  

 

一、未來網路社會發展議題之問卷調查結果分析（圖十一）：  

未來網路社會發展議題的問項分為三個面向 (實際分數請見附錄

六)，分別是網路基礎建設(包括寬頻網路建置、數位包容與數位機會、

教育文化 )、社會經濟發展(包括人力資源、創新研發與協同合作、產業發

展 )、和永續社會發展 (醫療照護、生活品質、公共安全與災害預防 )。
首先先針對網路基礎建設面向的重要性與急迫性做一探討。在寬頻網

路建置次構面上專家認為最重要的議題是「資訊安全法治環境的完備

度」；在數位包容與數位機會次構面是以「有利於身心障礙與弱勢團體

的資訊技能訓練」議題最為重要；在教育文化次構面上「提供終身學

習環境」被認為是最重要的議題。而這些議題應被解決的時間性上大

抵隨著重要性增加也愈顯其時間之急迫性。  

第二，在社會經濟發展構面中，專家認為「培養前瞻科技的研發

人才」是人力資源次構面最重要的議題；在創新研發與協同合作次構

面中以「增加產研合作」最為重要；在產業發展次構面中，則是以「利

用 ICT 技術重新刺激傳統產業升級」和「提高服務業部門的生產力」

最為重要。  

第三，在永續社會發展面向上，「高齡社會的醫學及社會福利」和

「緊急醫療資訊網」是醫療照護次構面中最重要的議題；在生活品質

次構面裡，「日常生活的安定與穩定」重要性評分最高；公共安全與災

害預防次構面中則是以「天然災難預測與防制系統」和「社區安全監

控偵測系統」等議題最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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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問卷調查之結果 

 

二、專家座談會摘要  

除了問卷調查結果外我們另外邀集三位填寫問卷的專家進行面對

面討論，試圖釐清專家們的意見並進一步藉此收斂議題。綜合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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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的意見，大抵可分為兩個部分，在網路社會基礎議題上，與會專

家建議建置一個弱勢群體社群網站善用科技提供符合實際民眾需求的

服務，成為優質人性化服務的典範。另外，專家認為談論網路社會時

網路負面影響的部分較少被提及，解決網路發展負面社會影響是建立

優質網路社會的要件之一。第二，在人力培育方面，與會專家建議高

階人才培育相當重要，是我國研發及創新產業不可或缺的基礎。另外，

創新服務產業較多屬於高階勞動力，但網路社會的發展會產生許多非

典型及不適當就業的弱勢勞工應該被關注。  

 

參、小結  

綜合民眾意見、專家問卷調查及座談結果，得知國內民眾以及專

家認為在網路社會的發展議題上必須優先處理下列議題：  

1. 網路社會基礎建設：在社會「基礎建設」上，主要包括提升民

眾資訊素養及整體資訊環境發展，而非僅著重「硬體建設」的

設備建置。為降低民眾對於使用資訊科技的不安，在資訊安全

部份應從改善整體環境、制度著手。網路應用若要能普及與滲

透於人們的生活，需要建立在人們信任網路的基礎上，相關法

令應必須要能因應及配套以利加強人民的信任無所不在的網

路社會。另外，提供符合特殊族群 (如身心障礙者、偏遠住民、

罕見疾病患者等)之資訊服務。  

2. 產業經濟成長：首要議題著重於研發人才的培育及提升研究能

力，進而在 ICT 的利用下提升既有產業、扶植新興產業。並利

用數位化科技的蓬勃發展，發展文化及創意產業，提升既有內

涵之附加價值。  

3. 優質生活環境：社會安全是優質生活的必要條件也是網路社會

的信任基礎，這個部分議題可分兩個部分，第一部份反映在民

眾未來智慧型居住環境上，包括以社區為主之居家安全設計與

無障礙空間。另一部份則涵蓋防災及自然環境資源的管理維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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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醫療看護系統：結合急診資訊、e 化救護車等系統建置緊急醫

療資訊網。針對「高齡化」社會的趨勢，發展高齡化醫療資訊

應用及服務。  

5. 新興科技社會影響：面對資通訊科技的發展，如手機、網路等

新的溝通媒介會對社會產生不同程度正、負面影響，如何防患

資訊科技的負面影響，如網路詐騙、資訊超載、相關身心疾病

等是未來應該正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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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網路社會發展議題設定 

本整合研究案是以建立 I-Hub Taiwan 為網路社會的發展願景，希

望台灣發展成為經濟發展、政治民主、社會繁榮、文化融合、文明與

智識薈萃與傳散樞紐。共三期的網路社會發展規劃以達成建構網路社

會基礎、促進社會經濟繁榮、及達成永續社會經營等三大目標為要。

本研究第一年的計畫設定以創造網路社會資源及機會均等，建構一個

符合社會正義的基礎環境，讓社會中不同的群體不論是在社會、教育

文化資源或是網路資源擷取應用機會上能有相同的發展機會，達成社

會包容及創造社會機會的目標。第一期共提出三個議題的政策規劃，

分別是網路社會正義及數位機會政策規劃、教育發展與資訊教育機會

政策規劃、及社區參與及公民賦權政策規劃。第二及第三期的議題設

定則是藉由整合前面幾章針對全球網路社會的發展回顧及台灣產業脈

絡的剖析，參考各國相關政策並佐以專家意見，來選取 2015 網路社會

優先之政策制訂議題。 

從網路社會及我國產業發展的脈絡分析歸納出我國經濟產業重要

議題包括：優質及創意人才培育、完善資通訊發展法治環境、培育數

位內容及網路應用服務產業、創新研發開創新興產業、及勞動市場供

需預測和勞動安全網之建立。除經濟產業發展議題外，從各國資訊政

策比較歸納可以得知其他面向重要的發展議題包括：在網路社會基礎

建置方面，相關議題有寬頻網路的基礎建置、數位包容和平等近用的

數位機會、以及能符合資訊時代知識經濟發展的教育訓練及人才培育

等。永續發展社會層面相關議題有建置可支援社會福利的資訊系統、

運用科技解決社會問題、提升老人醫療照護、智慧型居家和安全系統

建置、及愛護自然資源避免環境污染等。從產官學專家意見得知必須

優先處理的議題包括：網路社會基礎建設、產業經濟成長、優質生活

環境、醫療照護系統及新興科技的社會層面影響等。透過這些研究結

果的綜合規納，第二及第三期的議題設定參見圖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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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第二以及第三期的議題設定 

 
一、第二年網路社會發展議題設定  

綜合上述的研究結果，本研究第二的政策議題規劃將以促進社會

經濟繁榮為標的，在完善的網路社會基礎架構下，規劃台灣成為東（南）

亞社會經濟發展樞紐平台為主，主要的目標在於促進產業升級、國家

競爭力及追求社會繁榮，以累積社會資本。亦即，在台灣為全球重要

的生產製造節點、優質的勞動生產力、及民主開放的資訊基礎建設等

優勢下，透過政策規劃讓台灣成為全球重要的創新產業、研發人才的

流通樞紐。相關議題設定如下： 

 

1.回應知識經濟發展，高階優質及創意人才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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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生產網絡之中，創新與技術發展決定了一個國家或企

業是否處於領先的地位，便宜的勞動力已不再是決定經濟競爭力的主

要因素。全球經濟的發展型態由過去的勞力與技術密集產業轉移成知

識密集產業，知識成為生產力提升與經濟成長的主要驅動力。台灣具

有健全的資訊硬體生產及使用環境，在條件已具有先天優勢。但我們

沒有如同其他國家的研發及創新產業的發展，這與高階人力的培育有

很大的關係。我國高等教育擴散迅速但人力資源素質良莠不齊，教育

與職業不相稱的情形日形嚴重。在勞動力全球化發展趨勢下，人力流

動無國界，國內科技人力將面臨更嚴峻挑戰。  

經建會「我國 94-104 年科技人力供需分析」預估台灣在 2005 至

2015 年間碩士及以上程度科技相關科系年平均畢業人數約 2 萬 7 千

人，扣除國內外進修等流失因素後，年平均碩士及以上程度科技人力

供給約 2 萬 2 千人，若與預估之需求數約 3 萬 1 千人相較，長期整體

科技人力亦出現仍需加強人力培育之情形。  

台灣本身具有充沛的高教育程度人才，但卻未能與產業的需求相

契合，造成人力需求上的缺口。因應未來產業趨勢，我們必須檢視高

階人力供需不符的現象，培育具備全球觀點及跨領域專才的高階人

才。另外，企業研發人力上缺乏碩、博士級等人力的投入，如何透過

產學合作或其他機制的建立，是提升產業研發能力的關鍵。  

 

2.提升網路社會信任基礎、完備網路社會制度與法治環境  

知識的創造及運用是知識經濟的基礎及競爭力的來源，無論在資

訊安全的保護、智慧財產權的使用及相關保障等資訊社會的關鍵議題

裡，都是建立在一個完善的基礎社會環境之上。未來應強化硬體、軟

體、法制及政府效率上等發展，提供企業一個安心的發展環境。  

資訊科技的興起改變了日常生活運作的方式，如網路拍賣、電子

金融等透過資訊科技而運作的項目，如何讓民眾在資訊科技的使用

中，感覺安心並受到保障？唯有從制度及法律層次加以改善，以讓民

眾擁有實體保護，並降低使用資訊科技的風險，才能促進整體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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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進而改善整體使用資訊科技的社會環境。網路社會中不論是硬

體載具或是軟體應用皆會被整合在同一個網路架構下，例如家庭閘道

器與家電、醫療、監視設備的整合，再結合 RFID 的技術更能自動化

感應簡化操作手續，讓民眾享有便利的網路生活。無所不在網路生活

的發展主要的價值在於「以人為本」的技術革新，透過資料庫的管理

帶給人們更多便利增加民眾的生活品質。但是這樣的便利必須要有民

眾對於網路科技的信任作為基礎，相關法令應必須要能因應及配套以

利加強人民的信任無所不在的網路社會。建立或修改適用於 u 化網路

社會的相關法律制度，以增加民眾對於網路生活的信任及安全是發展

優質網路社會生活不可或缺之基礎。  

 

3.結合數位內容與行動科技，扶植數位內容及網路應用服務  

行政院院會於 2004 年通過「服務業發展綱領及行動方案」草案，

提出我國應選擇具有發展出口潛力之服務業，以期提升服務業的附加

價值，迎合全球知識經濟發展潮流，加速我國產業轉型。數位內容文

化創意等產業即是重點發展項目之一。數位內容產業因為屬於知識型

高附加價值產業，具有龐大商機與發展潛力，因此漸漸成為先進國家

未來發展的重要產業，許多國家如英國、加拿大、日本、韓國、中國

大陸等，分別由政府規劃相關產業發展策略並進行推動事宜。我國於

2002 年 5 月，即由行政院通過「加強數位內容產業發展推動方案」，

成立「經濟部數位內容產業推動辦公室」，作為數位內容產業推動與

服務之單一窗口。透過動畫產業、遊戲產業、數位出版典藏、行動應

用服務與數位影音應用等分項數位內容產業的推動，希望能透過數位

科技的廣泛運用，使台灣成為亞太地區推動資訊社會、創造數位機會

最成功的國家。 

資訊業中行動通訊設備、無線網路應用及數位內容的整合應用服

務將成為主要趨勢。尤其有優質的數位內容才能創造出行動生活的美

好願景，如何利用數位化科技發展創意及文化等數位內容產業，提升

既有內涵之附加價值，結合新興科技與未來生活至資訊服務業，以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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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提升經濟發展及人民的生活品質，是提升網路應用服務業產值

重要的關鍵。  

 

4. 因應高齡化提早擬定勞動策略，預估彈性勞動風險建置勞動安全網  

網路社會重要的特徵之一即是跨國彈性生產的模式，地區性的中

小企業被水平整合在跨國企業的生產網絡裡，生產方式的變動亦造成

勞動模式的轉變，亦即新的產業結構與勞動型態，彈性、臨時化及不

穩定是未來網路社會的勞動特徵。  

根據勞委會 2002 年的調查，國內企業使用非典型勞動力的情況，

使用部分工時工作者為 12.4%、定期人員為 21.38%、人力派遣為

3.25%、外包工為 21.48%由於這類「非典型雇用」關係工作型態，常

具有不確定性，工作條件較差，僱用關係模糊，因此常發生勞資爭議。

此外，2003 年「非典型工作型態之分析與探討計畫」調查報告顯示，

事業單位預計未來一年內，對各種非典型勞工僱用數增加僱用比率，

11.19%的事業單位會開始使用派遣勞工，遠高於其他非典型僱用增加

的比率，顯示事業單位對派遣勞工的使用有擴張的趨勢，經建會則預

估會由 2003 年的 7 萬 8 千人增至 2008 年的 30 萬人。此外，面對未來

的高齡化社會，勞工的工作年限將被延長，而且高齡者更有機會成為

非典型雇用關係的替代勞動力。  

主計處對於未適當就業（低度就業）的定義，將就業者未適當就

業的情形分為：「工時不足」、「所得偏低」、與「教育與職業不相稱」

等三種類型。從 1980 年到 2003 年中，台灣地區勞動市場之未適當就

業人口在整體的就業人口所佔比例皆高於 15%；從 1980 年的 15.03%
一度上升到 1985 年的 22.67%，之後逐年下降至 1994 年的 15.27%，

到 2003 年則又上升至 20.18%。其中，有很大比例的不適當就業人口

集中在「所得偏低」、「教育與職業不相稱」兩個項目中，相較之下，「工

時不足」的比例是較低，而且變動的程度也較小。在長期的發展趨勢

上，「教育與職業不相稱」的狀況雖然在 1992-1993 年間有大幅的下

降，但 1993-2003 年則是呈現緩慢上升的趨勢；而「所得偏低」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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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雖有較多的波動，但大體上還呈現持續緩慢降低的狀況。總體來說，

未來台灣的勞動力教育水準高於就業市場需求的狀況將會越來越嚴

重。  

資訊科技的發展加深了彈性組織的發展及非典型的工作型態，長

期追蹤勞動市場的供需發展，才能及早因應勞動力供需不符問題。尤

其必須及早因應我國即將面臨高齡化社會之趨勢，事先針對勞動力需

求及勞動型態的轉變提供完善的規劃及供需推估。對於非典型工作型

態則需回到制度面建構一套令勞動者安心的彈性勞動制度。  

 

5.善用無所不在網路科技，建立人性化網路社會之具體典範  

善用網路科技的發展將有利於縮短身心障礙及弱勢群體不論是在

生活、學習或是工作面向上和其他人的差距，在知識社會的潮流趨勢

下，資訊科技可以讓弱勢群體得以降低身體及物理空間的限制，進入

主流社會及勞動市場。網路社會的溝通形式使得個人自主性增加，不

但可以讓我們進入無遠弗屆的網路世界，在家裡就可以工作和維繫朋

友網絡，個人無論在工作上或生活上的控制能力將會更強。另一個重

要特徵即是社會情境模糊性，這個特性將有利於身心障礙者及弱勢群

體先天受限的社會環境得以獲得克服。  

結合無所不在網路科技及語意網絡發展，發展並建置符合需求有

利於身心障礙及弱勢團體的支援科技平台以利其尋找工作、學習與娛

樂，增加弱勢群體的數位機會建立台灣成為優質人性化網路社會的典

範。例如運用網路技術整合弱勢群體就業流程中職能評估、職業訓練、

轉銜服務、追蹤輔導、就業媒合等各階段平台，提升弱勢者就業機會

與工作生活品質，建立人性化網路社會標竿。 

 

二、第三期網路社會發展議題設定  

在社會機會均等及經濟繁榮的發展脈絡下，本研究第三期的規劃

以台灣成為東（南）亞永續社會發展之典範，達成台灣社會成為優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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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全面提升人民生活品質為規劃之主要目標。創造更舒適便利的

生活型態、安全的居家環境及完備的安養照護社會安全體系。相關議

題設定如下：  

 

1.防範新興科技之負面社會影響擬定因應對策  

 過去社會所認定的大眾傳播方式已大幅改變，社會生活的型態也

隨著溝通方式而移轉。資訊科技所帶來的資訊豐富、成本低廉的媒體

特色，雖然帶給日常生活許多便利，同時也為社會發展上帶來不同程

度的衝擊。以有線電視為例，其所呈現的多元價值應如何呈現在民眾

面前？網際網路上的垃圾郵件、無窮盡的網頁、暴力及色情等負面資

訊，是否會造成瀏覽者的「資訊超載」現象？隨著寬頻無線網路的建

置，「無所不在」的服務特色，又如何影響生活方式？民眾對於網路生

活的不信任感及個人隱私的擔憂會如何影響無所不在的網路社會發

展？面對資通訊科技的發展，如手機、網路等新的溝通媒介會對社會

產生不同程度正、負面影響，如何防患資訊科技的負面影響，如網路

詐騙、資訊超載、相關身心疾病等是未來應該正視的議題。 
網路社會中資訊科技的使用已成必然趨勢，未來 u 化社會網路上

的訊息及服務更是無所不在，如何從使用者的角度了解使用者需求，

提升高品質網路內容，避免網路負面發展影響所帶來的社會衝擊，是

網路社會發展上應關注的議題。  

 

2.考量使用者需求的創新關鍵生活應用  

為建構全面 u 化的網路環境，提供安全便利的優質生活願景，行

政院資通訊推動小組規劃未來相關食醫住行育樂等各生活領域之關鍵

應用，例如「居家用品感測網路化」、「優質社區安全防護」、「移動車

機生活服務」、「情境式學習服務」、「生產履歷商品服務」、「推動緊急

醫療資訊網」等。這些 U 化生活的應用都是民眾未來切身所需，應可

增加非常多的便利性，而且攸關台灣產業的競爭力，不過我們必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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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不是科技本身，而是要關心相關人文、社會、文化等層面的問題。

例如是不是有人願意戴感測器在身上嗎？隨時被監測的心理感受又是

如何呢？在政策擬定上我們常會以科技導向而非需求導向來規劃，因

此要發展 u 化關鍵生活應用時必需從使用者角度出發，唯有了解民眾

需求並考量整體配套方案才能真正落實服務。  

 

3.因應高齡化社會，建立優質照護體系  

 人口老化、年輕人口迅速萎縮衝擊著許多先進國家的醫療結構及

社會福利制度。台灣 2005 年老人人口佔總人口的 9.7%，2014 年預估

將會增加至 11.6%，2025 年將爬升至 20%。老化人口的經濟安全、社

會及健康照護、休閒消費及生活品質等規劃迫在眉梢。瞭解高齡人口

之日常生活、醫療照護及休閒消費需求，運用 u 化科技提供全方位需

求服務，是達成有尊嚴 u 化社會之重要基礎。因此我們需要針對「高

齡化」社會的趨勢，評估老化人口相關服務之供需、鼓勵高齡化資訊

應用相關服務的發展，並定時評估這些應用服務對於提升老年人生活

品質的實質影響究竟為何。  

 

4.資通訊科技發展與環境正義的因應 

 目前台灣以資通訊硬體產業製造所標榜的成就，已經成為國外

「Challenging the Chip」(Smith，2006)一書中，描述高科技產業污染、

勞動人權、健康的負面教材。為達到永續經營的網路社會，以及一個

優質生活的社會空間，經濟成長應該以永續發展為目標，而非以 GDP
為目標。目前國際環境保護相關組織、消費者主義紛紛呼籲與倡導，

認為資通訊硬體製造過程以至於廢棄料的處理完整生命週期中，員工

健康、地下水的汙染、毒物釋出、土地開發、水資源運用等環境課題

必須被認真討論。對台灣而言，由於身為資通訊產品的主要製造國，

政府如何規範廠商在相關製程的每一個環節以最高環境標準自詡？如

何管理國內電子廢棄物流向？並促進無毒化生產以及延伸生產者責

任？如何達成永續發展優質社會的目標，取得資通訊科技發展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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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衡？亦或是積極發展資通訊科技為綠色科技促進社會發展？這些

會是未來網路社會發展的重要課題。  

 

5.發展台灣成為優質的網路文化社會  

 豐富的文化及藝術可活化人類生活、增進生活品質。邁入新世紀

的網路社會，整個社會呈現多元與快速的發展，研究網路文化，結合

網路社群推動網路文化及藝術活動是數位文化政策的重要一環。Web 

2.0 的各種技術發展，開啟了新的社會運用技術(social computing)，人

們開始用新的方式進行串聯與互動，正如同 Wikipedia 由一群志願者來

共同撰寫，互相合作進行知識的貢獻，del.icio.us、Flickr 上的人們則

是透過分享書籤跟影像來尋求同好以及樂趣，透過 Youtube 的影音平

台，則讓更多喜歡影音多媒體的人豐富了彼此的生活。在過去，人們

要尋找同好不是那麼容易的事情，但現在卻很容易在網路上找到－不

管是動漫畫、電影、運動、音樂等，透過 Web 2.0 的技術，讓集體創

作更加容易，也迸出了文化的火花。了解這些新型態的網路社群型態

對於文化創作與藝術的影響，是研究未來網路社會的新興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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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一、參與國際會議報告書 

出國報告書撰寫計畫主持人：曾淑芬、吳齊殷  

一、會議簡介  

會議名稱：New Asian Dynamics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會議日期：2006 年 9 月 27～29 日  

會議地點：Kursus Centre, Copenhagen, Denmark  

主辦單位：NIAS 北歐亞洲研究所(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出國人員：  

元智大學資訊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曾淑芬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吳齊殷  

 

二、會議背景、會議議程及會議內容  

(一) 會議背景  

”New Asian Dynamics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研討

會由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主辦。這個會議邀集全球相關產

官學者主要討論有從不同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脈絡探討亞洲各

國科技資訊政策及發展策略的優劣勢。亞洲在科技及創新發展的主要

驅力為何？亞洲各國未來的發展規劃對北歐和全球發展的影響為何。

有鑑於亞洲科技及創新研發中心的快速發展，除了媒體常報導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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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印度的發展外，日本、韓國、新加坡及台灣在科技研發的進展上更

是值得關注。許多觀察家認為歐洲若是要保持競爭力及維持科技優勢

則必須和這些亞洲國家的科技研發中心共同合作。這個研討會聚焦討

論下列議題： 亞洲各國主導科技研發的力量為何？在歐美技術優勢競

爭下，各亞洲政府、企業及學界如何維持其持續的成長，其優劣勢為

何 ？ 參 與 此 會 議 一 來除 了 可 以 將 台 灣 在 網 路 社 會 發 展 的 i-HUB 
Taiwan 規劃藍圖與其他亞洲各國交流外，更可藉由此會議讓北歐及全

球其他國家對台灣網路社會規劃有所瞭解，透過意見交換討論，建立

與亞洲及其他國家的連結關係。  

主辦單位 NIAS(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y)是北歐之亞洲研

究中心（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y），為北歐地區（斯堪地那維亞）

最重要的亞洲研究單位。於 1968 年，由北歐各國聯席之部長級會議，

所共同贊助成立。如今該單位已經發展成為北歐斯堪地那維亞地區，

研究亞洲各國經濟發展之首屈一指的研究機構。NIAS 的首要目標是

透過研究、分析與溝通以達到提供北歐各國對亞洲發展的認識與瞭

解，一個道地的洞察亞洲的觀點（Asian Insight）。多年以來，NIAS
致力於結合北歐各國研究亞洲的相關機構，經常在歐洲及亞洲各地，

舉辦相關的研討會或工作坊，以凝聚共識，有助於北歐各國因應亞洲

急速發展的對策。  

今年（2006）於 9 月 26 日至 29 日在丹麥距離首都哥本哈根有兩

個半小時車程的北海岸小鎮 Gilleleje，NIAS 邀集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The Swedish School of Advanced Asia Pacific Studies(SSAAPS), 
University of Oslo, The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Stockholm 
(KTH), The Norweg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TNU),
以及  Swedish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Finland (Hanken)等北歐著稱之研究亞洲的大學或研究機構，共同舉辦

了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w Asian Dynamics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這是近年以來，在北歐地區舉辦的一場最

具代表性的亞洲研究會議。會議重點是邀集北歐各國以及亞洲各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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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專家和企業界人士，共聚一堂，在三天紮實而緊湊的論文發表會

議裡，深入而有系統地探討亞洲各國（尤其是印度、中國韓國、日本

和台灣）近年在科技創新及經濟發展所取得之驚人的成就。  

此次會議的議程分為二部份：一是上午的 thematic session，一是

下午至傍晚的  parallel paper session。上午的場次，由全體與會人員共

同參與聆聽演講與討論，下午則依照個人之興趣選擇參與不同主題的

論文發表場次。若以會議的效果而言，這樣的場次安排，似乎相當理

想，尤其上午的討論甚至激辯，往往發人深省，在各國與會人員的激

辯下，往往會碰撞出智慧的火花，讓與會者都覺得不虛此行。會議的

尾聲，並非只是虛應故事、行禮如儀的閉幕儀式，而是一場結結實實

兩個小時的結論報告與反省討論。各場次的主持人或評論人，必須根

據各報告人的論文要點，總結出有意義的觀點，提交主辦單位彙整，

最後再提出建議供與會者審思與詰辯。換言之，此次會議是玩真的，

會議移至北海邊的寧靜小鎮舉行，其目的就是要讓與會者能心無旁

騖，在會議期間，集中心力，貢獻自己所知，與他人分享，並從他人

的意見裡，得出下一步研究的方向。總之，此次會議相當成功，而我

們二人的與會，也讓台灣不致在此重要會議中缺席或被忽略。  

 

(二) 會議議程  

 （請見附錄四）  

(三) 研討會總覽及內容摘要  

此次會議共有來自芬蘭、瑞典、挪威、丹麥（北歐四國），加拿大、

美國（北美地區），以及台灣、日本、南韓、及中國（東亞地區），和

印度（南亞）等國的學界或企業界代表，近五十人全程與會。  

在開幕式中，主辦單位進說明了此次會議的籌備經過與主旨；一

方面呼應本次會議所設定的全球化主題，另一方面也將北歐各國有關

亞洲研究的特色展現出來，別具意義。大會主席的致詞中，除了揭示

了本次大會的主題：「在全球化世界之下的亞洲重要國家的發展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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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還特別強調大會對於擴展國際學術社群的企圖，促進北歐與亞

洲之間的交流合作也是本次大會的主要目標。這些課題固然為國際社

群所共同關切的焦點，但從另一角度觀察，它也同時深切地反映出當

前北歐各國所亟欲參與的亞洲國家的未來發展。  

大會於 9 月 29 日舉行閉幕式，主要目的在總結三天來的會議討論

成果與共識，以及探討將這些共識進一步做為未來規劃相關會議或合

作研究的可行性。總而言之，此次會議的成果確實極為豐碩又貨真價

實，對台灣社會思考自己未來的發展策略，絕對有參考的價值。  

 

內容摘要  

1. Keynote Speech 

”New Asian Dynamics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研
討 會 有 三 位 keynote speakers 。 其 中 值 得 注 意 的 keynote speaker 
Youngrak Choi 博士，他是 Korea Research Council of Public Science 的

主席，亦是大統領諮問政策企劃委員會委員 (Member of 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Policy Planning)。   他以 ”Rise of New Asian R&D 
Forces”為題，在他的演講中他以國家創新體系比較中國、印度、韓國

及台灣的發展及優劣勢。他發現在 R&D investment, Open system, 
Manufacturing capabilities, SMEs, Global R&D network, Market 
mechanism/incentive schemes in R&D, Change management, Innov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support institutions 等面向上台灣具有較高優勢。但

是 在 Human Resource, Basic science, Universities’innovation 
capabilities, Reform of education system, Enterprises’innovation 
capabilities, Gap between R&D and commercialization, Software 等面向

上則是較居劣勢。Choi 博士認為人力資源、開放的全球經濟連結、政

府角色、企業的彈性、政府及企業的緊密關係、技術學習及策略性選

擇發展的產業是決定一個國家競爭力及創新發展的重要關鍵。Choi 博

士報告的簡報檔請參考附錄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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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7-29日三天的研討會共分成六個場次分別就下列議題進行發

表及討論：  

(1) Global strategies for R&D and the special role of Asia 

(2) Chang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regimes 

(3) Universities, science centers, technology clusters and the 
localization of innovative capabilities 

(4) Business strategies: measuring and managing intellectual 
capital 

(5) Design and innovative capabilities 

(6) Ethics and the place of value in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我們的場次是在最後一天的第一場，我們以東西方在科技及其應

用發展的比較，並探討政府角色為題，提出創新及科技研發不應僅以

經濟發展作為考量，社會公義及社會發展的目標才是未來網路社會發

展的規劃方向。報告簡報檔請見附錄 3.3。  

3. 29 日總結討論：  

最後總結討論場次中有三個重要宣示：第一，此次研討會有較多

數的研究及個案是針對中國大陸及印度的科技及經濟發展進行發表，

但是東亞研究不應只有中國或是印度。日本先進科技的發展對於東亞

的引領作用、原亞洲四小龍 (新加坡、台灣、韓國及香港 )在全球及區

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性不可被忽略。第二，創新及研究發展不應只有經

濟面向的考量，必須要考量社會需求及使用者為主的取向。創新是社

會的創新不是科技的創新。第三，新的研究發展方向應包括下列可能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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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national collaboration, R&D loca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innovative capacity 

New Asian “Fabric of innovation”, small medium size enterprise as a 
driver 

The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 University 

National and sector R&D labs and their functions 

Politics and policy of R&D innovation 

Innovation: what it means and not mean in Asian countries 

Innovation vs. creativity 

Market approach: emphasize demand side 

Hub cities, Science Park, local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environment 
and their linkages  

Property right,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ndard setting 

Fashion and cultural goods: user-interface is important 

 

三、會議心得與結論  

本次會議為有選擇性的國際性會議，會議雖由北歐各國共組之

「亞洲研究學會」主辦，但其目標是具戰略性意義的，參與的學者或

企業界人士，亦都積極爭取對某些議題的詮釋與定義權。乃是不折不

扣的全球性會議。主辦單位深具籌辦此類有指向性的國際會議的經

驗，會議首日的註冊與開幕等工作，進行的井條有理，與會人士都甚

為滿意。同時，會場所在地以及住宿地點附近極為安詳寧靜，有助於

參加會議者的心情沈澱與專注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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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下次參加類似會議的準備，我們認為屆時應有更完整的後勤

支援，國內產官學界，都應全力以赴，爭取更多論文發表的機會。此

外，針對台灣社會各界的可能參與方面亦有一建議：鑑於歐洲各國學

界與企業界都爭相爭取在此項會議上，展示新產品、新概念與新創意，

未來似乎可以朝此方向努力。此次台灣和日本雖然未能列入此次會議

的討論主題國家，但未來可以及早籌備，並考慮由台灣領銜提出：例

如，以東亞資訊社會發展項目或是其他可能的共同議題的構想，讓北

歐各國有機會正視台灣資訊社會發展的雄厚潛力。  

總之，此次參與丹麥會議，成果可說是極為豐碩。最值得高興的

就是我們的研究成績，得到與會者一致的肯定，我們強調的社會發展

應先於經濟發展的論點，也引起與會代表們的熱烈回應與討論。日後

類似的國際整合性會議場合，當更積極參與，盼望能藉此讓全球的產

官學界，更注意到台灣的資訊社會發展與研究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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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智庫平台運作進度之期末報告 

一、 網路社會發展資料蒐集與建置  

為了廣納社會大眾對於網路社會發展的意見，本研究團對於 95 年

10 月 30 日起於「國家政策網路智庫」中設立專題討論，命名為”電子

化政府新興科技應用與前瞻議題  :網路社會的未來”，並提供  95 年 10
月 16 日於台大集思會議中心舉辦「政府 E 化十年回顧與展望研討會」

當中的「電子化政府新興科技應用與前瞻議題」場次之摘要。目前已

就該子議題裡的三篇議題(第四代行動通訊發展與展望、邁向 U 化社

會-歐盟與亞洲各國之政策比較及電子投票之評估與展望等)提供摘

要，供使用者下載閱讀。  

截止 12 月 28 日止，共累計 1169 參觀人次，民眾回應 2 篇。此

外，本研究團隊並於 12 月初起分別舉辦「徵文」及「有獎徵答」兩

項活動。(活動網址 : http://www.npthinktank.blogspot.com/ ) 

 

二、 寄發邀請函  

除了已整理完成之專家名單外，還將以 10 月 16 日出席「政府 E
化十年回顧與展望研討會」之來賓為對象，寄發智庫平台使用邀請函。 

 

三、 專題討論議題徵稿  

已將原先計劃設立的「網路社會正義與與數位機會政策規劃」、「教

育發展與資訊教育機會政策規劃」及「社區參與及公民賦權之政策規

劃」等三個討論區，修改為與「U 化社會-歐盟與亞洲各國之政策比較」

之主題結合，在此頁面下設計相關問題，邀請參與者在此討論這三個

面向之議題。其中三項問題分別為 : 

1. 您認為在未來十年，台灣最需要發展的科技走向是什麼?是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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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通訊，生物科技，能源科技，或是其他重要的議題?  

2. 您認為在未來十年，國家發展的政策規劃，應以經濟成長為

重，或是以解決社會問題為目標?抑或是其他面向?  

3. 您認為資訊科技應該怎麼促進生活品質?例如在教育學習、社

區發展及政治參與等面向，資訊科技可以扮演一個什麼樣的角

色? 

四、 公共論壇開台與各討論區的內容建置  

已在「國家政策網路智庫→專題討論→主議題」下，放置「網路

社會發展政策整合研究」單元，下設電子治理、電子民主、電子化政

府新興科技應用與前瞻及下一代電子化政府等四項子議題，做為討論

之平台。  

 此外，本研究團隊已整理 95 年 10 月 16 日舉辦之「政府 e 化十年

回顧與展望研討會暨國際學術論壇」中「電子化政府新興科技應用與

前瞻議題」之內容摘要(見附錄三)，置於智庫平台上，並在這個議題

範疇之下提出三個問題，以做為討論區之主題，三個問題分別為：  

1. 您認為在未來十年，台灣最需要發展的科技走向是什麼?是行

動通訊，生物科技，能源科技，或是其他重要的議題? 

2. 您認為在未來十年，國家發展的政策規劃，應以經濟成長為

重，或是以解決社會問題為目標?抑或是其他面向? 

3. 您認為資訊科技應該怎麼促進生活品質?例如在教育學習、社

區發展及政治參與等面向，資訊科技可以扮演一個什麼樣的角

色? 

五、 辦理網路社會發展徵文  

在徵文部份，本研究團隊計劃先以專家學者為對象，就網路社會

之相關議題為主做簡短介紹與分析，之後再邀請參與民眾，想像未來

2015 年台灣社會的樣貌，留下今日對未來生活的期望與想像的刻劃。

因此，我們以「網路社會的未來」為題進行徵稿，錄取稿件 4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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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篇致贈稿酬 2000 元整，並刊登於「國家政策智庫平台」中。  

六、 辦理網路社會發展有獎徵答  

本研究團隊為鼓勵民眾瀏覽「國家政策智庫平台」，我們從刊登的

內容中設計了九道選擇題，邀請民眾來信答覆。截自 12 月 21 日活動

結束止，共收到 55 封來信，其中有 54 封全數答對，已於 12 月 27 日

起陸續郵寄活動贈品或開放至元智大學自行索取(活動贈品為側背購

物袋)。  

 

工作項目  時程控制  工作說明  工作內容  

網路社會發展

資料蒐集與建

置  
 

起 :95/07/01 
訖 :95/10/30 

蒐 集 台 灣 地 區 網路 社

會發展現況、網路社會

發展問題、未來可能問

題、網路社會發展延伸

議題、世界各國網路社

會 政 策 發 展 情 形 等 資

料。  

就「政府 E 化十年回顧

與展望研討會」中，「電

子 化 政 府 新 興 科 技 應

用與前瞻」子議題裡的

三篇議題 (第四代行動

通訊發展與展望、邁向

U 化社會 -歐盟與亞洲

各 國 之 政 策 比 較 及 電

子 投 票 之 評 估 與 展 望

等 )提供摘要，供使用

者下載閱讀。  
寄發邀請函  
 

起 :95/08/01 
訖 :95/08/31 

寄 發 智 庫 平 台 使 用 與

公 共 論壇 的 邀 請 函 予

網路 社 會 相 關 發 展 單

位、機關與團體。  

除 已 整理完 成 之 專 家

名單外，並且以 10 月

16 日出席「政府 E 化

十年回 顧 與 展 望 研 討

會」之來賓為對象，寄

發 智 庫 平 台 使 用 邀 請

函。  
專題討論議題 起 :95/12/01 設立「電子化政府新興 將原先計劃設立的「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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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時程控制  工作說明  工作內容  

徵稿  
 

訖 :96/01/05 科技應用與前瞻議題  :
網路 社 會 的 未 來之 專

題討論區」，邀請各界

參與討論，匯集相關意

見。  

路社 會 正 義 與 與數位

機會政策規劃」、「教育

發 展 與 資 訊 教 育 機 會

政策規劃」及「社區參

與 及 公 民 賦 權 之 政 策

規劃」等三個討論區，

修改為與「U 化社會 -
歐 盟 與 亞 洲 各 國 之 政

策比較」之主題結合，

在 此 頁 面 下 設 計 相 關

問題，邀請參與者在此

討論這 三 個 面 向 之 議

題。其中三項問題分別

為 : 

(1)您認為在未來十

年，台灣最需要發展

的科技走向是什麼?
是行動通訊，生物科

技，能源科技，或是

其他重要的議題?  

(2)您認為在未來十

年，國家發展的政策

規劃，應以經濟成長

為重，或是以解決社

會問題為目標?抑或

是其他面向?  

(3)您認為資訊科技

應該怎麼促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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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時程控制  工作說明  工作內容  

品質?例如在教育學

習、社區發展及政治

參與等面向，資訊科

技可以扮演一個什

麼樣的角色? 

公共論壇開台

與各討論區的

內容建置  
 

起 :95/11/01 
訖 :95/01/31 

於 智 庫 平 台 上 建 置 公

共議題內容、公共論壇

及 網 路發 展 大 事 記 等

內容。  

已在「國家政策網路智

庫 → 專 題 討論→ 主 議

題」下，放置「網路社

會發展政策整合研究」

單元，下設電子治理、

電子民主、電子化政府

新 興 科 技 應 用 與 前 瞻

及 下 一 代 電 子 化 政 府

等四項子議題，做為討

論之平台。  
辦理網路社會

發展徵文  
 

起 :95/12/01 
訖 :95/01/05 

公 開 徵 求 網路 社 會 發

展的相關徵文活動，提

昇 智 庫 平 台 的 知 名 度

與運作範圍。  

於 12 月 初 起 辦理徵

文，除了邀請專家學者

就 網路社 會 之 相 關 議

題 為 主 做 簡 短 介 紹 與

分析，也已邀請參與民

眾，想像未來 2015 年

台灣社會的樣貌，留下

今 日 對 未來生 活 的 期

望與想像的刻劃。徵文

活動於 97 年 1 月 5 日

截稿，錄取稿件 4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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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時程控制  工作說明  工作內容  

辦理網路社會

發展有獎徵答  
 

起 :95/12/01 
訖 :95/12/21 

針 對 智 庫 平 台 上 建 置

的公共議題內容、公共

論壇 及 網 路發 展 大 事

記，並設置有獎問答。

已於 12 月初起辦理，

至 12 月 21 日活動結束

止，共收到 55 封來信，

其中有 54 封全數答對

問題，已於 12 月 27 日

起陸續 郵 寄 活 動 贈 品

或 開 放 至 元 智 大 學 自

行索取。 (活動贈品為

側背購物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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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政府 e 化十年回顧與展望研討會暨國際學術論
壇」中電子化政府新興科技應用與前瞻議題之會議內容

摘要整理 

 
為吸收歐美日等先進國家在網路社會政策及電子化政府發展與影

響等面向之具體經驗，同時，匯整國內在總體電子化政府影響評估之

相關研究結果，本研究團隊已於 95 年 10 月 16 日順利於台大集思會議

中心舉辦「政府 E 化十年回顧與展望研討會」。當天除了邀請國外學

者  Toshio Obi 及 Helen Margetts 等人發表演說外，更就「電子化政府

推動成效評估與挑戰」、「電子化治理之影響與發展」、「電子民主之發

展與未來」及「電子化政府新興科技應用與前瞻議題」等議題邀請公

部門及學界代表共襄盛舉，進行討論。  

有鑑於本次研討會的圓滿舉行，以及當天出席來賓的熱烈回應，

因此，本研究計劃所規劃的智庫平台，將改以當天「電子化政府新興

科技應用與前瞻議題」場次所討論之議為基礎，在平台上提供相關資

料，並以此延伸出相關問題，邀請產官學界人士及一般民眾，透過此

智庫平台進行討論。  

以下，茲將當天「電子化政府新興科技應用與前瞻議題」場次三

篇議題內容及本研究期望能繼續延伸之方向分述如下 : 

 

(一) 第四代行動通訊發展與展望  

1. 議題內容摘要  

本篇議題之發表者為宜蘭大學電資學院趙涵捷教授，趙教授首先分

析了目前我們所使用的第三代通訊(3G)的環境，以及未來在發展新一

代的通訊(4G)時，我們的需求及目標；對於未來的網路世界而言，聲

音(如：PSTN 話質)與影像(DVD 影片)的頻寬需求愈來愈大，特別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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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行駛環境中 (如：高鐵 )，頻寬更顯得不足。此外，下一代的通訊

網路將擁有更高的多媒體資訊承載能力、更快的傳輸速率以及採 IP 來

傳遞資料等多項功能，而且，下一代的通訊網路將不會只是單一標準

化的無線通訊介面，而是許多技術及標準的集合，同時，可以預期未

來服務網路必會是一整合之 All-IP 網路。  

接著，趙教授也介紹了目前台灣的發展現況以及在電信國家型科技

計畫中，TW4G(Taiwan 4G)研究團隊的分工情形與目標。在台灣的發

展現況部分，目前共有五家業者取得 3G 執照，包括網路系統採

WCDMA 的遠傳電信、威寶電信、台灣大哥大、中華電信等，另外一

家亞太行動寬頻則是採取 cdma2000 作為其網路系統。估計在 2005 年

底，用戶數已達到 37 萬戶。  

最後，趙教授指出，目前國際組織已開始討論 4G 的環境，大多一

致認為 4G 環境應該是整合的環境，特別是在核心網路方面，希望能

夠銜接各種不同的 Access 技術，如 UMTS/GPRS、WLAN 及 WiMAX
等  。而目前世界各國尚在探究 4G 的發展方向，只有現在積極參與研

究，建立自有的關鍵技術，才有機會讓臺灣在未來 4G 無線通訊技術

上佔有一席之地，進而得以提高台灣相關產業之產值與競爭力。  

 

2.延伸之討論方向  

針對未來通訊技術的發展，如何運作於現有電子化政府的架構

上，以使用者的需求思考，以提供更優質與完善的公共服務，是本研

究認為可以繼續探討的議題；另外，在 4G 的發展中，如何能能提供

更完善的電信服務，健全產業發展，同時又能兼顧不同類型民眾的需

求，增進普及服務與社會包容，也都是值得繼續討論的面向。  

 

(二) 邁向 U 化社會-歐盟與亞洲各國之政策比較  

1.議題內容摘要  

本篇議題之發表者為元智大學資訊社會學研究所曾淑芬副教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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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吳齊殷副研究員，此篇探討的脈絡在於當各

國面對資訊社會的來臨，相繼推出 U-society、I-Society 等政策時，不

同的國家，推行的重點是什麼?從社會問題的角度切入，所要提出的問

題便在於規劃未來的網路社會時，試圖解決的社會問題是什麼? 而在

這個過程中，政府的角色又是什麼? 

首先，曾副教授提到的是歐盟的情況。當前歐盟面對整合的問題；

當歐盟越來越大的時候，數位落差的問題也越來越嚴重；此外，勞動

力，以及經濟競爭力的問題，也都是歐盟當下所必需面對的。因此，

歐盟希望能在數位匯流的趨勢下，建立起完善的基礎建設，做為各國

之間交流的平台。同時，也要提升公民的資訊素養，以及資訊科技能

力的訓練。同時，資訊科技(ICT)也被當作整合與認同的工具，在社會

包容的政策下，進一步整合弱勢族群於社會中。  

而在日本方式，其  U-Society 的政策首先明確點出所面臨的社會

問題，包括人口老化、出生率下降以及新科技所帶來的風險等。對日

本而言，ICT 是可以被當作解決社會問題的一個手法；在過程中，一

方面強調使用者導向及介面的友善，讓使用者於任何時間、任何地點

都可充分融入於這樣的環境之中。另一方面，對政府而言，ICT 則被

當作社會的基礎建設，包括老年照護，以及智慧型家電的使用等目標。 

而另外一個值得觀察的國家則是韓國。其發展方向則和歐盟及日

本有所不同；韓國近年來特別強調數位內容的發展，便是希望能撇開

過往製造代工的角色，找到新的產業目標，進而提高競爭力。  

分析其近來所提出的政策，主要是延續發展的概念，並且在政府

主導下進一步提升產業的發展，與歐盟及日本所追求的社會包容等目

標，在思維上有所不同。  

將焦點轉回台灣，首先便要釐清發展的脈絡，以及我們所遇到的

問題；究竟對我國而言，我們為什麼需要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又可以

為我們帶來什麼?社會的需求和民眾的需要，是否透過資料科技，就能

被解決?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此外，如何運用資訊科技，對勞工就業、文化教育、公共安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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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防災等層面有所助益，也都是未來應繼續發展的目標。  

更深層來說，我們該走的是歐盟與日本的類型，抑或是韓國的發

展類型?如何運用我們作為資訊硬體大國的優勢及可能性，變成有特色

的網路社會，並且運用資訊通訊的優勢來解決現在的社會問題，讓台

灣成為東亞的主要樞紐，都是我們當下所要努力的方向。  

 

2.延伸之討論方向  

就使用者而言，到底網路社會政策的發展應朝向何方，才能符合

需求，是值得各方思考的問題；另一方面，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我

國在網路社會政策的發展上，其推行的比重及先後順序應如何安排，

也都是本研究希望能透過智庫平台，匯集各方討論的議題。  

 

(三) 電子投票之評估與展望  

 

1.議題內容摘要  

本篇議題之發表者為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王明禮助理教授，

王助理教授首先介紹了包括美、英、歐盟、瑞典及日本等國運用手機

(SMS)、電話、數位電視、多媒體資訊站、網際網路等等方式投票的

經驗。對於民主發展較為成熟的國家而言，民眾通常對政治參與較為

冷淡，對投票也不熱中，在導入了電子投票系統之後，選民普遍肯定，

但投票率未有顯著提昇。  

接著，王助理教授也繼續就電子投票方案之評估要素進行說明，

包括需求面之考量 (如投票爭議之降低、擴大參與、提高效率等 )，技

術面的變數 (如安全性、可驗證性、可親近性、穩定性、供應度等 )，
以及環境面的變數(如選民結構、選務人員的平均技術水準、賄選普遍

性等)。   

最後，王助理教授也針對網際網路投票、手機簡訊投票等主要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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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投票方案進行說明，並且提出他的建議；依先實驗後實施、規模先

小後大之原則，分階段次進行。漸次擴及爭議性較低之小型選舉或地

方公投。依前階段之實驗心得，將所使用之投票方式集中在極少數最

有希望長期經營者，以增加此等方案之實驗頻率，以務求盡力將各個

環節調整至最佳化。待實驗成熟後，再全面實行，並考慮採取投票所

電子化與網際網路投票之混合型式。  

 

2.延伸之討論方向  

在實務上，如何利用電子投票的技術，提高投票率，同時提升大

家對於投票公正性的信任，都是值得我們討論的議題；此外，如何提

升民眾對於政治的參與，並且以理性的態度進行思辯討論，是每一個

民主國家所要追求的。在資訊科技的運用上，不只是電子投票的設計

與導入，如何藉此發揮審議式民主的精神，提升民眾對於公共政策的

關切，提升對於政治事務的理性參與，更是當下我們所必須面對及思

考的。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此智庫平台集思廣益，讓我國的民主政

治走向更完善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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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New Asian Dynamics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相關資料  

(一) 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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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討會 Keynote Speech 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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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七大領域之範疇與主題詳表 

 
資訊與傳播領域  

範疇  主題  

一個可以滿足進階需求的搜尋系統。  

一個提供全球點對點可穿透式波長路徑的網路。  

使得那些在數量及差異性上，可被短周期、而非藉由控制系統

而是自我組織時，使得單一設備在需要資訊以進行彼此間的交

互，已制定的家庭資訊設備可已藉由科技來進行順暢的運作。

1. 大規模的

資訊傳送

處理  在家庭裡的閘道器，應可以支援所有媒體，如數位廣播、快速

通訊溝通、無線區域網路、及有線接取使得跨媒體的服務可以

透過軟體數據機做同時接取多種媒體及自動選則最佳媒介以

適應不同的狀況。  

透過網格科技整合那些消耗三階磁性電腦，一種大型的 p2p 系

統可以自動的造成一個社群使得民眾可以進用 1 個 petaflop 的

計算能力。  

一個軟體可以下贏棋類比賽的冠軍。  

透過進階的模組可以去預測疾病及災害，同時模擬大規模的生

態環境或其他系統。  

一個叢聚的平行運算系統而能夠管理十萬或更多的運算錯誤

或任務，以確定能有效的運作。  

2. 高生產力

計算  

高生產力運算使得浮點數的運作更快，大概是 Earth Simulator

速度的一萬倍。  

廣泛的使用提供語音辨認及模糊搜尋電子秘書終端機，除此之

外，資訊系統代理人應該管理及經營資料庫。  

3. 人力支援

(智慧性

支援 ) 一個可攜式的對話裝置允許殘障的人們可以將想法轉換成聲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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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與傳播領域  
範疇  主題  

使得電腦可以電子化及磁化人們腦中的資訊。  

電話中的對談將可以廣泛的被翻譯。  

透過關連某些特定議題及架構下，一個系統可以自動的得到網

路新的訊息及有價值的資訊。  

軟體可以幫忙處理如法官、律師或專利機構類專業事務一半以

上的業務。  

科技使得可以讓異質的、不同的地球資訊網絡化且互相連結。

可以將零碎的事實與資訊組合建構起文字為基礎且易讀的狀

態，使得其變成一清楚的描述。  

一個在外部的「腦」，是可穿且透過自然界面就可運作的。如

字典般可儲存大量的個人資訊，如知識、經驗及資訊，這些功

能是為了擴展及加強腦的記憶功能。  

一個可以攜式的彈性顯示器，可以像報紙般的折疊。  

控制科技可以去地方化聲音影像，在任何有規畫的區塊裡。  

為了讓人住得更舒服，資訊科技變成量化測量的好工具。  

多元形式的廣闊可接取性環境使得輸入、臉部表情都會用作人

機界面的協調方式。  

廣泛的使用機器人可以與人類球員對抗。  

就算不戴眼鏡，也用在家裡看到 3D TV 的立體影像。  

廣泛的使用聲音保護科技可以去隔離環繞的噪音，確保在機

場、高速公路或鐵路邊居民的安靜。  

在維持原有的品質下，一種極低的 HDTV 壓縮架構到 4Mbps

甚至更低，以及 CD 等級的聲音可以轉換到 32Kbps 的訊號或

更小。  

4. 超透明通

訊與人機

介面  

一種感覺傳達的系統，可以去描述特定圖片、音樂或圖片以吻

合某人的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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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與傳播領域  
範疇  主題  

一種遠端散佈的會議系統，透過虛擬代理人，可以使得參與者

分享資訊以及開始自然語音的對話。  

奠基於腦波上的心靈機器，某些想法可以被電腦接受。  

一般高品質的的聲音綜合，能夠將文字資訊發音成可辨認的人

聲。  

自動的收回與資訊相關的語音 /影像內容。  

符合理論上對於資訊系統所迫切需要的安全性及個人性保護。

透過在公共場所的監視分析臉部特徵，行為、長相及聲音，幫

助定位出想被找出的罪犯以及資料證明。  

需要一種普及性科技擴充自整棟大樓的管理系統及家庭安全

系統，來自地震偵測系統，因此可以在地震波來臨前，或震央

中心在遙遠處時就能確保人類性命的安全。  

一種可高度被信賴的網路系統可以偵測到嘗試惡意侵入個人

及團體隱私及秘密的駭客。  

網路警戒科技可以自動的監視線上非法的行動，如多媒體軟體

的版權或隱私權保護等。  

一種安全性軟體可以辨認透過臉部及聲音來辨認個人達 99%

或更高。  

可以偵測到在網路骨幹上的侵入及病毒的軟體。  

一種能追溯侵入網路上可疑封包地址來源的能力。  

可以不要接受垃圾郵件的網路。  

5. 資訊安全  

理論上可以公開的取得演算法數位避免浮水印被移除。  

一個可以辨認線上內容是否對於年輕人會造成傷害與否。  6. 發展中的

社會系統

所需的資

訊科技  

一個區域性的班全系統使得家庭安全系統間可以互相連結，運

用個人的機械人能夠提供災難防護，罪犯防治及看護，此外的

許多服務都可一併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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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與傳播領域  
範疇  主題  

一個著作權管理系統可以去促進在獲得合理利潤下去生產及

散布線上內容。  

將近一半的自治單位可以引進投票系統使得居民更公平、安

全、簡單且便宜的進行投票。  

廣泛的運用電子錢包去使得塑膠貨幣變得更易使用。  

營業額一億日幣以上的虛擬公司不需要實體辦公大樓，同時所

有的商業流程都在網路上進行。  

所有病人的圖表，包括相關的影帶都可被數位化並被其本身管

理，同時檢查資料以及其他資料都在醫療研究機構中共享，使

得病人與醫療機構間會產生新的醫療看護機構。  

大部份的人 (99%以上 )都至少可以透過 PC、手機或其他移動設

備去收發 E-mail。  

一個追蹤全球食品發展主要地區的系統。  

廣泛的使用遠端繪畫或音樂成效系統，使得參與者有身歷其境

的感覺。  

中央式系統以至於可以廣範的監控及報告氣壓狀況，汙染及化

學物質、花粉狀況、以及其他居家附近、巷道的空氣狀況，並

提供一切民眾所需求的資訊。  

在許多領域裡，人類的創造力模型與透過機器所展現出來的新

點子已被證明是相當有用的方式。  

將量子加密法加以實踐。  

透索出一個機制使得人類的大腦可以去直接接受一大堆的資

料，而不是透過影像文字與聽覺聲音去進行記憶。  

一般意圖的量子計算將會是合用於分散式的演算法的方式。  

7. 資訊與電

信傳播的

新規則  

一個系統可以讓人們可以透過設備在深海或者地下透過非常

高頻率的振動或地心引力的波去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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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與傳播領域  
範疇  主題  

資訊預測科技使得自然溝通與控制在太陽系間的溝通變為可

能。  

一個行政系統容許一千個使用者可以自動連結終端機並且不

需要透過管理者就能使用。  

使得物體可以相互辨認出現與否、自然狀況、以及現況使得他

們可以自動的避免危險的狀況及工作合作的態度。  

科技使得許多小型的單一功能機器人可以合作與共同分工處

理困難的任務。  

一個微溝通晶片或感應器可以透過熱、光、無線電波或噪音去

進行幾乎永久不變的運作。  

一個醫療晶片可以鑲嵌在人體病透過生物能源資源去維持生

命所需要的監控與心臟脈動。  

醫療科技是奠基於奈米晶片以及微感應器可以有外部溝通及

矯正能力，同時可以放置在人體內或者是血管中。  

8. 無所不在

的網路運

作  

一個系統可以在某個範圍內透過無線資訊終端機去進行  

ad-Hoc 的資訊交換模式。  

可以自動建構軟體應用去提供所需的服務，並可以自由取得相

關不同功能的元件。  

軟體的可攜性可以適應任何環境運作，並且可以在任何環境提

供最佳化的方法去使用。  

自動辨認科技使得大規模軟體以及自動的訂正邏輯的能力可

被包含在相關的程式裡。  

在偵測硬體錯誤、改變與自動回應失誤以產生回應碼以回報至

錯誤的功能，並能修改及改變本身的程式碼以克服相關問題。

搜尋科技使得使用者可以透過模糊的指令去找到需要的資訊。

9. 大規模網

路的軟體

科技  

一個系統可以累積使用者認知的知識去辨認出不同的物件，像

是建築、人、車與其他物件，且其準確度高達 99.9%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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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與傳播領域  
範疇  主題  

10. 其他議題  
無論規模大小，大部份的公司都會進行無紙化的工程並且透過

數位化以及網路去改善生產力的狀況。  

 
 
 

電子系統領域  
範疇  主題  

在某些方面，透過量子計算而可達到較透過磁力處理邏輯較好

的運用。  

在某些方面，透過自旋電子學而可達到較透過磁力處理邏輯較

好的運用。  

一個可以瞭解人類臉部感受人工智慧的晶片。  

1. 整合性系

統  

一個可以穿戴在身上以輸入聲音及輸出的自動翻譯設備。  

一個 LSI 的微處理器，而其脈衝可以達到 50GHz 或更高。  

一個有 100M 個閘道器的  LSI，且可以即時處理邏級運算改變

的功能。  

一個 LSI 包含有 3nm 的電晶體閘道器。  

一個 LSI 包含有 256 gigabyte 的容量或更大。  

一個 LSI 可以有可以透過高溫超導體材料而寫入。  

一個 LSI 可以在一個晶片上透過光學互相連結。  

一個 LSI 可以不透過電壓而運作。  

一個 LSI 可以容許錯誤及自我修復的功能。  

2. 矽電子  

一個在現有程度的投資下，生產出小規模的半導體碎片設備，

以支援高混和、低容量生產且允許兩階的磁性縮減。  

有機材料設備。  

可供家庭使用的 10-Gpbs 寬頻網路。  

3. 光及語音

設備  

波長數十埃長的軟 X-ray 鐳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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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系統領域  
幾乎所有的家庭照明都被半導體照亮設備所取代。  

使用沒用到的無線電頻率 (約 1-10THz)的語音感應科技。  

超電壓 /深度電壓的鐳射的兩極真空管。  

透過一條單一光纖，容許可以轉換 100Tbps 的多工訊號的光學

多工通訊設備。  

超低損失的中空光纖。  

安全光學量子溝通系統。  

語音水晶基礎的語音整合電路。  

大容量光學緩衝記憶體。  

一個透過 DC 且範圍為 1000Ghz 的硬式寬頻揚聲器。  

一個能夠辨認卡中央頻率、頻寬、模組方法與錯誤訂正方法，

且可透過軟體改變，名片大小的無線電軟體。  

一個無線的終端機當需要的時候可以透過自然能源去趨動不

在一起的感應器自動運作，並不需透過外在的能源供給，依照

所感應的價值送出警告給中央系統。  

4. 無線電子  

一個無線的系統彼此可透過網路進行溝通。  

可以透過電子及細胞大小的生物機械結合所達成的新電子科

技。  

透過自我組織以及其他下至上的方法，以製造出奈米大小的整

合性電路。  

一個可以透過亮點檢查食物或環境的化學縮片分析系統。  

5. 生物電子  

一個可以埋植進人體的微機械為基礎的健康照護系統。  

建立在單原子與及分子為基礎的設備組合的科技與基因工程。

一個可以運用單一分子為切換元件的邏輯 /記憶體  LSI。  

與人類一樣有五種感官的感應器。  

6. 分子及有

機電子  

包含奈米碳電晶體的 LSI。  

一個可以透過原子或分子大小去記憶一個位元的資料。  7. 儲存設備  

一個磁性硬碟每平方吋有 10terabit 的儲存密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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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系統領域  
一個光學記憶體擁有每平方吋 1 terabit 或更多的儲存能力。  

一個大範圍的探察陣列記憶體擁有 10terabits。  

一個平面版展示器大於 A3 的尺寸且有高度的畫質映像。  

3D 的畫面可以不需特別的眼鏡且未失真就能看到。  

一個顯示器使得人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去投射影片於其

上。  

一個有機放射到整面牆的播放器。  

8. 展示  

可折疊式成如報紙大及等厚，解析度相同的顯示器。  

燃料電池已經取代了大多的行動設備的電池。  

新的材料提供較瓦斯來得好的能源轉換效率。  

9. 能源轉換

/儲存設

備  一個也許附在 IC 標籤上的產生器，以用來保溫或感受能量。

LSI 允許在一個晶片上處理儲存、溝通、訊號處理及取回功能

及視聽的內容。  

高畫質的影像播送系統允許蒐尋過去幾年的電視、電影及音

樂。  

可掛在牆上，同時具有可溝通、感應、顯示、發光及其他功能

的設備面版。  

10. 數位家庭

器具  

全面無線的辦公室及家庭環境，完全無需透過實體線路的連

接。  

一個單一晶片的無所不在電腦，能隨時隨地的與任何人交換資

訊。  

附在生活中事物的 RF 標籤可以幫助找到其位置及狀況。  

11. 無所不在

的電子  

提供一個不需指令就可便利提供資訊服務給使用者的系統。  

變成每個家庭都有的物品，可以從事洗滌、清潔及其他任務。

透過使用微型機器，包含感應器、控製器及推動器的機器人可

以送到人體內去進行醫學實驗。  
12. 機器人電

子  
手術的績效可透過裝有感應器及操作者的遠端搖控微機器進

行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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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系統領域  
一個可以自動駕駛車到特定區域的系統。  

一個車裡裝備有感應器，可預測及診斷錯誤及意外的自行駕駛

系統。  

13. 車相關電

子  

透過車與車間的基地台，可容許 100Mbps 或更快的通訊。  

透過壓縮及其他處理，HDTV 影像可以不延遲的被傳送到任何

遠端的地方。  

每一個時間區隔內可以傳送 100Gbps 或更快。  
14. 網路電子  

大範圍的光學跨連結網路設備。  

一個可以不用接觸、距離十公尺也能達到高精確的生物矩陣認

證系統。  

廣泛的使用可攜的認證科技以用來認證個人 DNA 的資料。  

不用接觸的診療、有毒氣體及生化武器等。  
15. 安全電子  

一個地殼移動的感應器使得在地震發生前幾分鐘能夠準確的

預測。  

 
健康醫療照護與福利領域  

範疇  主題  

說明癌症移轉時的病理生理學。  

為了癌化的病理生理學而有益於健康的設備。  

說明動脈硬化的病理生理學。  

透過血液檢查早期預防所有癌症。  

透過技術選擇對肝臟出現問題時最佳的診斷方式，避免使用腎

臟切片的方式。  

糖尿病的基因療法。  

口服胰島素。  

家族性膽固醇過高的基因療法。  

透過免疫學治療癌症。  

1. 個人專屬

藥物技術  

癌症的基因療法。  

 253



網路社會發展政策整合研究 
 

健康醫療照護與福利領域  

範疇  主題  

血色沉著症的治療儀器，可將特定成份從血液中移除。  

基因療法會考慮到侷限性的治療對動脈硬化的傷害。  

分析癌症的抗藥性。  

有效的放射療法以及加強藥物對癌症治療的效果。  

藥物供給系統。  

切除式的癌症治療。  

利用低溫來降低癌細胞的活動力。  

利用免疫療法來抵抗特定感染。  

預防避免免疫系統疾病的攻擊。  

治療免疫系統疾病的方法。  

預防器官以及組織移植排斥的方法。  

治療肝炎的藥。  

完全治癒遺傳性過敏皮膚炎以及其他過敏疾病的方法。  

激烈地減少醫原性感染機會，並且不影響 phylaxis 的抗癌代理

和免疫抑制的藥物。  

說明生物結構在空間環境中的轉變。  

說明內分泌干擾物的影響並且測量。  

在血液學中透過造血幹細胞規律化以及差異化的治療方式。  

避免無形的貧血、骨髓衰竭異常還有其他自發性的血液失調。

透過造血幹細胞來控制排斥的科技。  

2. 說明生物

的防禦系

統以及治

療的應用  

預防醫院內感染的科技。  

透過移植神經幹細胞來復原車禍癱瘓。  

完全移植人工腎臟的科技。  

天然的組織儲存，成長以及移植。  

利用胚胎幹細胞來恢復受傷的器官。  

機器照護人（心理以及生理）。  

3. 補救生物

功能並且

將焦點關

注於生活

品質，並

且支援生 為肌肉萎縮症所做的再生肌肉治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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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醫療照護與福利領域  

範疇  主題  

完全移植人工心臟跟人工肺臟。  

完全移植內分泌器官。  

有感覺的人工肢體。  

人工血液。  

活品質  

評估以及治療的方式讓人們在皮膚損傷時能有較高的功能。  

一個集合病人用藥紀錄的系統，並將個人資料記錄在一張卡片

中。  

利用微型機器治療的科技。  

視覺化科技，以訊號傳遞新陳代謝的變化。  

4. IT 在醫藥

上的運用  

幾乎可以偵測所有身體地疾病的影像系統。  

量化心理壓力的科技。  

安寧照護的環境、設備以及科技。  

完全治癒精神分裂症的方法。  

找到注意力缺陷過動症的造成原因。  

發展測量以及訓練的課程去改進未能達到日常生活活動功能量

表的人們。  

增加社會基礎建設去改善殘障人士的生活。  

增加醫療人員，可詳細回答病人的問題跟要求。  

發展門診病人診所提供第二選擇以及它的搜尋系統。  

5. 以人為中

心的醫學

並且建立

健康照顧

支援系統  

給沒有語言能力的人的溝通系統。  

預防高齡骨質疏鬆。  

蛀牙以及牙周病的預防以及治療。  

預防基因疾病的系統。  

預防早產兒的科技。  

標準化並且散播醫學經濟的測量。  

透過血液跟尿液的檢測了解生活型態所造成的疾病風險。  

6. 預防醫學  

基因組的方式去診斷疾病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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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醫療照護與福利領域  

範疇  主題  

有效的 chemopreventive 藥物來對抗癌症。  

針對某些成癮的醫療管理人。  

針對肥胖有效抑制的藥物。  

擴張並增加給一般大眾的健康資訊系統，為的是要透過基因資

料促進個人化醫療。  

完全治癒愛滋病的感染。  

傳染性蛋白質疾病的治療。  

能在一小時候確認病原體並且檢測藥品的治癒率自動裝置。  

完美的檢測出受感染的人們以及受感染的包裹的系統，並且裝

置在各個機場跟港口。  

找到避免及解決原本在家禽身上而會感染人的禽流感的方法。

7. 避免發生

以及再度

出現感染

疾病的測

量  

解決耐藥性的方法。  

量化計算生物學的方法。  

完全植入的排尿控制設備。  

提供給家庭的健康以及突發事件的管理系統。  

解釋個人老化歷程。  

避免神經組織疾病的方法。  

治療阿茲海默症的藥品。  

避免不孕症。  

監控幼兒安全的機器人。  

8. 高齡社會

的醫學以

及社會福

利  

提供給老年人自動安排健身計畫的系統。  

 
 
 

製造業領域  

範疇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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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領域  

範疇  主題  

科技能利用透過可適用於外在環境的智能材料及零件來增進

機器的自動運作能力。  

可以讓非專家學習與重新使用專家的思考過程及技能的支援

系統。  

透過具有高度彈性、安全性及便於保養的自動適應系統，讓網

絡中的儀器能因系統的內、外在環境進行調節。  

讓產品裝有 IC 晶片，儲存產品資料，以建立終身追蹤系統。  

具有先進、複雜的功能，可以進行遠端追蹤、檢查儀器的科技。

1. 利用先進

資訊科技

於製造技

術  

日本用於支援自動適應、大量及多元的小型產品及縮短傳輸時

間的原創製造用軟體。  

一個可以支援最佳化、效率提升、許可申請及其他生產流程，

如設計、研發、製造、運作、維修及轉讓等的先進虛擬製造及

操作系統。  

建立數位圖型科技，以達成縮短研發及設計過程、增強產品競

爭力的目標，同時，所有的產品評估過程中，包括優勢、效能、

可靠程度、生產力及對環境的友善等都可以進行評估。  

建立關於物料使用的使用週期資料庫，做為產品設計的基礎。

建立可以檢查人類腦波，將人類思考傳送至電腦中的支援科

技。  

2. 利用虛擬

設計於製

造技術  

建立高速鑄模科技，能在 10 分鐘內生產或完成透過 3D 圖像製

作的原型。  

一個可以客製化產品的科技，當中個人一些明顯特質 (如體格、

感覺、五感、壓力及基因資訊 )等都可以進行測量、製作、分析

及使用於產品設計。  

3. 高附加價

值產品的  

4. 製造技術  

用於觀察及具體化人們在特殊需求進行規劃前所須價值之模

擬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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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領域  

範疇  主題  

可以重新裝配的生產系統，將大量的生產能快速及有彈性地調

整到許多差異性的生產。  

透過微小的反應裝置來建立藥物及化學物品的隨選製作技術。

可以不用製模，便能形塑及製作的一次性產品。  

透過先進的光束科技、機器控管及感應科技來建立超高精確流

程的科技。  

在微層上結合光電子學、微電子及微機械，成為超小、可穿式，

可用於任何地方時間的包裝技術儀器。  

透過精確的表面行塑，來達成鑄造、燒結及塑行的工作。  

透過在極小的層級中進行超分子結構控制以進行由下而上的

流程，來生產高附加價值的產品。  

讓生產過程中，達到長度及位置上及表面光滑上達到埃層級，

以及在時間上達到千萬億分之一的科技。  

5. 極微型機

械科技  

透過微型操作、微型控制或控制物資結構以達到創新功能的製

成科技。  

透過生產過程中，能源使用的大型能源儲存系統來進行科技的

最佳化。  

建立生態導向的工廠，一件產品從誕生到拋棄，都考慮到對生

態的影響。  

建立可反轉的生產系統，顧及資源循環再利用的系統。  

建立對於工業區及個別公司在潛在災害及危險上的評估系統。

在生產過程中廣泛運用發出低二氧化碳的能源，例如非化石的

能量，廢熱發電系統及穩定的燃料電池系統等。 

法規上訂立生產者對於回收廢棄產品的責任；在生產上，也要

利用再循環科技，製造易於組合的產品。  

6. 降低環境

負擔之回

收導向的

製造技術  

基於自然及生物學上的機制，在生產上達成安全、乾淨、高能

源使用效率、高成本效益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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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領域  

範疇  主題  

透過縮減主要廠房來節省能源及空間，或者透過於工作流中引

進模數、重組模數或者建構模數間的通信以提升廠房使用能

力。  

在製造業中，數位及先進工業機氣人會重塑就業市場及勞動參

與。  

為保障人力安全，將用機器人於危險的生產過程中。  

透過對於人類行為的及時分析，對人類可能的差錯提出警告。

在製造業中，女性將占研發及工程的部門超過 50%。  

為傳達製造上的資訊及知識而建立全球性的共通語言，建立跨

文化及語言，人力、機器及資訊系統間溝通的界面科技。  

透過基於生命科學而發覺的新定律來製造及設計科技。  

發展讓所有的員工，包括女性、行動不便及年長者能感覺工作

氣氛友善的操作支援系統。  

7. 人力及機

器人於製

造中的參

與  

在機器人具有自我修復的情形下發展生產系統科技。  

利用微生物居於超高壓或極端環境的功能於製造流程的科技。

利用無地心引力、極小地心引力或其他環境於製造流程的科

技。  

8. 特殊環境

下的製造

科技  
使用或模仿微生物的環境，使製造流程的科技更有效率。  

以重量輕，強度高的混合材質取代常見的鋼鐵，以用於大型結

構的工程。  

在大型結構中，以強度高、效力高的黏著取代焊接。  

在大型結構中，黏著不同材質的技術。  

在大型結構中，以液態或固體狀態的低損毀接合科技來取代常

見的熱融接合。  

9. 運用於社

會基礎設

施的前瞻

製造科技  

對於建造無需改建與維修的大型結構時，在初步設計時模擬及

精確預測地心引力、溫度、接合時的熱力等混合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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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領域  

範疇  主題  

避免因人口成長所造成的食物危機，發展沙漠地區的農作物種

植技術。  

透過對於物體表面材質的創新，擴增生產設備使用週期的科

技。  

塑造堅硬的薄片於複合的表面上，以應用於承軸及特別工具的

平滑表面上。  

自動潤滑的機器能商業化地使用，排除於生產過程中潤滑的需

要。  

擴增能在乾燥環境下生產的科技，因而不必在工作中潤滑。  

機器零件科技能透過功能性的零件 (如電黏流動 )來容許特定僵

硬及阻尼的規則。  

10. 表面修改

與界面控

制技術  

微機械與極端微機械可以改變物體的表面特質。  

在科技教育的計劃中，確保知識及技術能透過手冊上不明確的

知識轉換為詳盡明確的知識。  

大學及高等教育的學生可以在製成相關領域中自由選擇，並能

獲得學分。  

在人力資源的流動上，橫跨產官學界，形成結盟計劃以引發製

造科技上的創新。  

11. 其他相關

議題  

履行在日本基礎及中等教育上注重科學及數學的計劃，使得日

本能成為世界上科技及自然科學上的領先國家。  

 
產業結構領域  

範疇  主題  

1. 透過區域

傳播及集

中將產業

透過政治的誘因及合作決定去推動資訊科技、進一步的交通系

統及去中心化的產業。日本的非都市區中長期的附加價值成長

比率將會超過都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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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結構領域  

範疇  主題  

回應到金融及風險的考量，社會網絡理論及其他社會關係的理

論及組織將會發展到新型態。就結果而論，OECD 國家與發展

中國家可能會著重於推動社會資產、當地社區及互信的政策。

一個對於資訊、醫療、財務及其他科技的研究與發展系統將會

配合民眾的需求，特別是在那些發展中國家會較已發展國家來

得明顯。  

網路商業運作的促進是基於國際間標準，以結果來說，國際間

法律治理商業行為、交易、稅務、競爭與智財權的標準會展現

在國際間脈絡。  

基礎建設

最佳化  

在日本的許多部份，當地貨幣不像國家貨幣，只有在某些特定

的地方才有價值並可以用來解決環境問題、促進當地經濟並且

鼓勵社區活動。  

在名單內的公司裡他變成商業的實踐標準，進而在產品的發展

及策略的建立上皆會在獨立的計畫之下，個人或獨立運作的單

位可以參與而不屬於任何的公司。  

以公開原始碼的例子來說，分散的貨品及服務，無論是價格或

者是已發展好的貨品在銷售及支持的部份上可以去符合顧客

的需求。  

在討論這些具差異性的商品及服務時，科技標準和模組化標準

及加強發展實踐的能力，將造成改善貨物及服務的 R&D 效率。

在評估及利用資料庫、知識庫及知識網路上的方法上，建立在

組織內部將會建立起這些相關的方法並使得其可以廣泛的獲

得這些技能。  

2. 知識管理  

在 R&D 的計畫管理上，將建立起計畫、績效、控制與評估研

究計畫的方法，同時使得平均增加 50%的 R&D 生產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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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結構領域  

範疇  主題  

一個為貿易而建立起的合作資料庫與知識庫系統將可以跨過

過去的邊界，使得更為寬廣，並在經濟的趨動之下，將主動交

易這些知識。  

為了解決公司及產業的問題，這些科技問題將廣泛的要求一些

已被驗證過的解答，並變成一種普遍的方法去加速探索新的科

技發展。  

廣泛的運用電子貨幣與微付款使用。  

在整體企業運作的系統下，需要在清單內的公司去進行量化的

評估他們的運作風險並且將這些結果分時段性的去公布這些

指標，這將有效率的造成風險可透過數值化去加以呈現，並建

構起最佳化的文件資料，並使之成為日本主要的企業。  

資源配置將有效的最佳化及被計畫。  

在亞洲及拉丁美洲及歐洲大陸上，獨特的企業治理模式通常都

會與美國與英國在股東導向上的經營模式會有所不同。  

在某些新型態的企業上，那些沒有股份的利益關係人家將被認

為只是有這種性質的人，這些人同時被認為有股東合作的擁有

權，以及假定可以去爭奪剩餘的利益。  

在尋找對公司發展的權力時，有效率的堅持與刺激的系統，將

在勞動生產力方面會有 50%的增長。  

透過實驗性經濟的研究與其他範圍，個人心智與神志可被分

析，而這將造成資訊決策的結果可被預測。這個成果將被應用

在設計商業組織以及公司發展產品科技的市場結構上。  

日本公司股東權益的知覺造成日本的利害關係人將造成日本

股東權益擴展像美國的股東一樣。  

3. 合作決

策、治理及

管理  

競爭、溝通與合作將被透過賽局理論來進行分析。這樣的結果

通常都會應用在實際世界裡政策制定與合作決定制，並交造成

在公部門與企業部門上制度的設計實務運作上顯著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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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結構領域  

範疇  主題  

全球治理將被視為一種建立在監視與控制的組織架構，組織與

顧客間間的合作關係、個體在一般的治理活動都包括在國際間

的治理架構下。  

無貨幣的會計方法及使用實體單位的貨幣單位是同實存在

的，並且有多維面向的評估方針對這兩種積效做公部門、環

境、社會資本與人力資源等面向的評估。  

日本的政府部門將改變至電子化政府，並將結合科技與個人證

明及個人資訊的證明，成為公部門服務如財務會計、付款、健

康保險、福利與其他手續的基礎。  

在日本科技將會被整合至風險管理以加強對於風險的管理，無

論是在公部門或者是社會上去認知到風險以及風險可能帶來

的影響，並應對此去進行風險的排序。針對這個結果，將假設

未來對於社會狀況的需求將會有一個一致的架構去進行風險

防護的提議、採取、以及完成相關流程的建立。  

財務及其他政策將變成特別以及能夠控制通澎與緊縮的主要

關鍵，並對於其他經濟波動造成影響。  

4. 公部門治

理及管理  

在日本，評估一個人對於當地社會的貢獻是看其在非營利組織

裡的發展，於是乎這樣的評估結果將會用來設計非營利組織的

成員角色。  

為了減少市場風險可能對經濟市場所造成的幣值波動及國際

商品價格的影響，日本主要的公司都會測量與控制每一天的風

險因素。  

5. 風險管理

與財務  

在快速提升的公司資料量與科技結果分析的結果上，較好的科

技預測使得可以去進行不同層次的風險評估。為了在這方面佔

有優勢，遠景的規畫以及其他工具的發展，使得風險控制可以

透過利潤收入而使得經濟風險的波動因而減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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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結構領域  

範疇  主題  

在日本，在公部門及企業部門的先進的科技策略分析行為的建

立流程，都將使得即時的佔有有效的決策制定及環境競爭優

勢。  

一般來說，在評估全球專案風險的系統皆已建立。  

在融合保險以及資本市場的進步時，皆會先一步在整個市場結

構下建立一個風險控制的系統將會被稱為風險警告轉移系

統，因此不同的公司風險以及個人的風險將會是多變的，這些

風險皆被轉移至投資者以及大型整合風險管理上。  

在日本，債券市場是相對的小的。那些未在清單上的公司可以

籌措小型的基金少約千萬大至上億元日幣。  

因為主要的競爭來自高專業知識的專業經理人以及特精於某

些專業的人力需求，握有 MBA 學歷的人握有日本有名號的公

司前 25%的工作。  

一個社會環境將會鼓勵女人去在工作、婚姻、生育及教養間得

到平衡，同時變成日本在推動婦女就業時的主要現況。  

在日本有名的企業中，婦女將佔有 20%的資深管理者的位置。

在能力的建立與既存的重教育以及重新訓練計畫時，改進專業

技能以及兼職及短暫的工作者生產力，將是未來日本所應該實

現的部份。  

在日本，一些比較簡單的工作轉換以及企業的退休金將成為可

攜式的，因此這些退休基金將被寄放在某些方案內，在工作轉

變時以至於前一任的雇主將會把下一任的退休基金方案進行

移轉。  

6. 人力資源

管理—在

教育、競爭

與合作間

的關係  

雇主契約會清楚的與個人動機與與報酬做清楚的介紹，一方面

連結人力資源的評估方式使得評估方式較為深入。就結果來

說，較高的人力資源流動率造成 2%或達到更多年度的勞動生

產力，這將造成改善公司提供給消費者的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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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結構領域  

範疇  主題  

那些在海外雇用超過半數勞工的日本基礎的多籍公司，有 1/3

的關鍵管理者是交由海外員工來任職。  

超過 50%的日本公司在完成企業資源規畫系統時，會成功的改

善需求預測的系統與全球運疇系統，契約格式等。並使得即時

訂貨交易必然地，一個明顯的減少則是在庫存生產與分配系統

上。  

建立起的彈性生產系統允許超過 50%被列出的製造商透過各

人化，製造後訂單生產方式，取代統的大量製造程序。  

在隱私資訊的管理以及保護上，顧客導向的生產模式是為了確

保顧客的個人資訊唯有當受到顧客授權時，否則其他人皆不能

使用。  

7. 商業上的

競爭與合

作  

智慧型的標籤是為了產品辨認、品質控制、產品追溯而生產。

在確定櫃檯時，機器人與資訊系統可以用作替個人服務部門以

及廣泛替代收銀服務。  

訂單以及其他的商業交易大部份都可以藉由行動電話以及語

音去處理。  

在日本，系統需求可以清楚的被定義成組織是否是公部門或者

企業部門，造成有效率的企業管理以及 IT 投資以及即時重建

IT 環境的需求。  

8. 較高產業

服務以及

服務部門

生產力  

在電視以及廣播媒體，廣告資料可以被視為是為個人的觀點而

設計的。  

超過一半的日本出名公司採用著重於把基礎的商業政策做企

業社社會責任的管理計畫。  

環境會計或其擴展是廣泛的被採用的。  

9. 環境管理  

國家信任的概念被擴展，而且立法被發展至促進為了保護個人

與企業基金與保護自然環境、公共財產、以及生活環境。就結

果而論，不同的公共價值將使得國家受到不同方式的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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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結構領域  

範疇  主題  

為了減少過度的投資，需求面的管理計畫是廣泛且有效的改善

了日本的交通、電力、以至於溝通的基礎設施以減少每小時及

每季的波動。  

在舒適 /不舒適的進階投資裡，喜好 /討厭以及其他的感覺將會

影響人們對於消費財貨與服務時的感受，這將使得在建立方法

時，顧客的分析、測量及評估將直接被感知所影響，故這樣的

方法僅試用於 R&D、銷售、與財貨的行銷與服務。  

發展貨品與服務的概念不只是符合特別的需求，同時也是為了

促銷娛樂、文化活動，使之變成許多產業活動與科技發展的主

流。  

為了促銷個人習慣活動，大學、公司與地方政府的皆嘗試建立

機制以促進不論是娛樂、美術、或文化的活動，且同時連結到

學術以及科技進展。  

以藝術、電影、戲劇、音樂與文學等領域為例，這些藝文活動

的發展受限於小量的收視客戶。而這些小量的收視客戶可以被

歸類於經濟型的變數，而非增進消費者的數量，透過系統的發

展，但也同時減少使用的費用。這個系統鼓勵消費者去響樂、

獲得重製、或者是是相關網際網路與其他溝通的活動。  

10. 藝術、文化

與娛樂所

主導的產

業  

大學變成主要的分析藝術、電影、戲劇聞學以及其他的藝術性

活動與文化活動，同時扮演一個在培育一群以支援文化行動與

相關活動。  

 
社會結構領域  

範疇  主題  

1. 為了人口

稀少區域

足以讓社區使用自然以及未開發的能源並且形成物質回收循

環的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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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結構領域  

範疇  主題  

透過中央控制水資源、能源系統、污水、廚餘等，跨越個人家

戶，設計知覺與網絡科技以保護人們的健康與安全。  

分散式的生態廢水處理科技，用以確保水源品質的控制、自然

的循環、以及公共設施的保護。  

建造房屋時利用科技使用自然能源以及支援系統取用雨水以

及地下水。  

讓每個家庭廢棄物處理與回收時可以丟棄以及收集的科技。  

而設計的

社會基礎

設施科技  

長時間以及高信賴的水資源淨化科技。  

為了建築物、橋樑、水壩等結構基於新原料發展出新建造材料。

利用智慧機器人用於建築工地以促進更快以及更安全的建造

工作。  

將足以維持與破壞的建造科技合併入建築物及一般的工程結

構。  

因應世代、生涯週期、商業環境改變的需求的高適應家庭與建

築物科技。  

耐久與高性能的鋼筋結構，為了有效的改善鋼筋結構的效能。

設計抵抗地震評估以及反地震強化建築物的科技，保護高樓大

廈以及蒐集海溝中的地震，收集長時間的地震波。  

基本隔絕以及震動控制裝置，足以改善建築物安全及保護建築

物的科技。  

2. 結構性能

的改善  

監控、評估與維修建築物的結構與環境性能的科技。  

安全及有效的毀壞淘汰後的電力機器的科技。  

整修或是延伸水壩的壽命的科技，可以避免泥沙淤積在蓄水

池，並且能適當以及有效的排除淤沙。  

3. 社會基礎

建設的重

建、維修

與管理  有效的增強建物結構的科技，可以透過詳盡的檢查估計建物的

牢固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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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結構領域  

範疇  主題  

短時間建造天橋或地下道的科技，可以在建造時維持交通順

暢。  

可以回收而不是必須毀壞的基礎建設的科技，可以修復或管理

以延伸基礎建設壽命的科技。  

家庭配有智慧型控制裝置，足以幫助年長者自主飲食、盥洗、

如廁、休閒娛樂等，不必透過其他人的照護。  

鐵路月台邊建置為視覺損傷使用的感應系統。  

在城市的公共空間建構一個無所不在的電腦環境，提供有用的

資訊給年長者、視盲者，讓他們可以自在的移動與並感到安全。

增加集體房屋 (讓一般民眾可共享的房屋 )與團體房屋 (由年長

者所共享組成的住家 )，及其他因應低出生率、高齡社會的各

種居住形式。  

建構一個資訊分享系統，紀錄無論是小的損傷或是嚴重的謀殺

的犯罪者的位置，讓任何人可以被告知並事先避免潛在的危

險。  

任何人都可以沒有障礙、安全移動的公共空間的科技。  

4. 回應高齡

社會所建

立的社會

基礎結構

科技  

足以計算年長相關的視覺動態的公共訊號系統。  

設計一個足以讓土木工程結構與建築採用的生命週期評估方

案。  

計畫與設計建物所可能包含的社會文本、地理特性、氣候的資

料庫。  

足以讓社區使用自然以及未開發的能源並且形成物質回收循

環的科技。  

設計促進在城市中有效使用資源的支援系統。  

5. 社會基礎

科技下的

環境科技  

可以讓不同利益團體使用的支援合作決策系統，包含知識、環

境與各種資訊的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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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結構領域  

範疇  主題  

一個整合能源、水的有效使用的系統，像是小社區或是一個密

閉房屋可以整合燃料電池、自然能、雨水等。  

透過發展地下水管理科技，偵察地下水的流動與品質以增加地

下水的利用。  

有效的處理難以分解、有毒的物質水資源處理系統，以達到不

浪費的水資源處理與循環。  

測量並評估污染水資源的致癌物質的科技。  

一個結合衛星以及地面觀察的系統，透過長時間對廣大地區水

循環以社會活動預測，足以事先偵測洪水以及乾旱。  

整合河流流域管理科技用以改善河流品質至足以游泳的品質。

6. 綜合的水

資源管理

科技  

容易且便宜的替代水資源的延伸與下水道輸送管的科技。  

房間環境控制科技處理空氣污染問題，確保安全、舒服足以恢

復健康。  

廣泛使用區域能源供應系統，使用燃料電池、廢電發電方法等。

使用自然能源、空氣循環、與光線，建立自給自足的能源結構

系統。  

發展感應科技和室內環境控制科技，不只是用來溫度與濕度調

整，而且應該包含處理新空氣污染物質。  

可以有效使用社會經濟與社會資源，重塑以及轉換空間的科

技。  

內部與外部物質的環境控制能力專家。  

7. 適合環境

度量的建

物規格  

房間環境控制科技處理空氣污染問題，確保安全、舒服足以恢

復健康。  

利用自動化的監控系統讓可疑人物可以在早期就被發現。  8. 社會基礎

結構下的

保全科技  

無論人在何處都可以被定位的系統，可以應用在譬如災害發生

時對該區域人們的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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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結構領域  

範疇  主題  

國家級的災難防治系統，可以在離震央 50 公里前偵測到地震

波。  

藉著地殼活動的分佈以及過去地震的資料，建立足以預測中期

(5-10 年 )主要地震 (8 級以上 )的科技。  

適用於高樓大廈的滅火科技。  

能正確模擬地震時地殼運動的科技。  

高正確性雨水預測科技足以提供有效的洪水與山崩。  

災難防治系統足以利用個人行動裝置確保快速的疏散。  

發展一個預測山崩系統讓政府及時行動使人們避免災害。  

透過雨水的預測與管理 (運輸、儲藏與處理 )對人們警告與疏

散，減少人們遭受河流以及道路相關的傷害。  

設計都市遭受電力或水資源全面性嚴重中斷的支援恢復系統

科技。  

災害中可以營救人的災害營救智慧救援科技。  

廣泛的採用地震風險管理科技，建立長時間的地震可能性評估

技術。  

建構有效的資訊與社會系統，用以改善社區災害防治與福利能

力。  

利用系統模式化有效的反應策略，用以估計與預測災害的分

佈。  

災害後得以立即提供暫時居住房屋的科技。  

設計都市遭受電力或水資源全面性嚴重中斷的支援恢復系統

科技。  

災害中可以營救人的災害營救智慧救援科技。  

9. 災難防治

科技  

廣泛的採用地震風險管理科技，建立長時間的地震可能性評估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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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結構領域  

範疇  主題  

建構有效的資訊與社會系統，用以改善社區災害防治與福利能

力。  

利用系統模式化有效的反應策略，用以估計與預測災害的分

佈。  

災害後得以立即提供暫時居住房屋的科技。  

建立起聯繫社區成員間的關係，以避免成員因情緒性衝突所造

成的犯罪。  

建立一個系統讓社區成員得以參與社區建設與管理，並對他們

所被賦予的社區角色感到滿意。  

讓人們可以確認並瞭解自然和人為災害的潛在風險，讓政府可

以建構災害緩和的方法。  

為了建立維持與保護社區中獨一無二的特性，透過制度化方法

重視社區建築設計和社區設計協會。  

10. 涵蓋公共

議題的社

會基礎建

設管理  

發展有效的執行工具以有效處理討論坊或其他公眾參與。  

一個可轉換班號的鐵路系統，以縮短旅行時間及乘客換車的需

要。  

時速達每小時 500 公里的磁浮列車可以商業運作。  

對於高速公路的短程運輸時間預測科技。  

協助駕車系統，幫助解決駕車上遇到的問題。  

在高速公路上，能讓車輛自動安全及順暢地開至目的地的系

統。  

能運於亞洲經濟圈及越太平洋航線的高速船。  

可以航行於北極洋或其他地方的商用破冰船。  

11. 新運輸系

統科技  

以通氣噴射運行，可達 25 馬赫的太空梭。  

廣泛運用透過感應車輛間交通狀況的汽車防撞系統。  12. 交通安全

科技  為避免十字路口的意外，而使用汽車間聯繫的汽車防撞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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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結構領域  

範疇  主題  

利用自動校正系統避免飛機於起飛及降落時發生意外，可於航

機不穩時自動復原至正常的情況。  

廣泛運用透過感應車輛間交通狀況的汽車防撞系統。  

透過鐵軌及車輪的新材質，以及鐵路結構及車體設計，讓新幹

線列車在時速 350 公里下仍能符合噪音標準。  

於支站擴增火車運能以降低尖峰時刻的負荷量。  

透過鐵軌鋪設物料上的更新來降低運行時的噪音。  

解決車體廢棄問題的回收科技。  

在鐵路及高速公路的設計上，透過流線式的連結來降低時間和

金錢的成本；增強與海港及機場間貨運的有效運送。  

燃料電池的運輸系統 (汽車，船隻等 ) 

讓所有陸路及海陸運輸工具都能遵守排放標準。  

13. 運輸領域

中的環境

管理  

對環境友善的超音速飛機，降低噪音及污染。  

能降低成本同時兼顧環保要求的物流系統。  14. 有效率及

對環境友

善的物流

系統科技  

在都市內進行大公眾的運輸以緩和因電子商務興起的大量小

件運輸。  

製程中廣泛運用虛擬實境科技於建造評估。  

擴增地下的使用空間。  

於沙漠或極圈設計與建設城市的科技。  

透過科技了解競標廠商的科技技能及過去的經驗，以增加公共

標案的品質。  

15. 其他議題  

達成國際水準的計劃。  

 
社會科技領域  

範疇  主題  

1. 安全、穩 提供多元資訊與服務的居家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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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技領域  

範疇  主題  

藉由科技對於災害的預防、犯罪的防制與福利措施，來促進地

方社區的組成。  

制定一套國內家戶生活風險的估價系統以及家庭保護系統的

價值。  

一套針對老人未來需求，減低老人決策憂慮的資訊系統。  

智慧卡的個人應用，如：個人認證、安全管理、金融交易、與

跨國消費。  

定的每日

生活  

預防犯罪的多層安全認證機制。  

汽車自動駕駛，以預防交通事故。  

能高度感知環境危險、藥物、毒物的機器人。  

一套透過及時分析衛星影像的災害防治與監控系統。  

大眾運輸交通系統（航空、鐵路等）的微物疾病監控系統。  

一個中央監督的食物管理系統，整個流程的控管：包括生產製

造、配送、加工與販售。  

可及時治療大規模恐怖組織毒物污染攻擊的機器人。  

2. 都市安

全、保全

與穩定感  

一個可供中央與地方政府存取資料的安全資訊儲存服務。  

居家醫療照護的機器人。  

人們可透過網路在家安全的連結自己的醫療記錄。  

政府服務與表單申請可透過網路傳送。  

一個婦女可用的支援系統：包括生育與幼兒教育。  

3. 服務的普

及取用  

人力資源系統：整合不同專業人力與區域分化問題。  

一個讓老人與身心障礙者容易連結的資訊網絡。  

透過方便移動、行走的儀器及系統，戲劇性地增進行動不便及

年長者的社交活動。  

一個可以讓行動不便及年長者可以舒適地發揮所長的工作環

境，及可以塑造這樣工作環境的科技。  

4. 老人與身

心障礙者

的支持  

可以協助看護方便容易地替病人洗澡的看護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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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技領域  

範疇  主題  

一個舒適和平的末期病患的照護環境。  

透過讀取與理解腦部活動的科技，來協助殘障者的口說與書寫

溝通能力。  

可刺激幼兒腦部對於思考、創作與溝通能力的科技。  

預防老年癡呆病症的腦部損傷抑制系統。  

5. 腦科研究

的社會應

用  
釐清那些有蹺課、偏差行為與學習障礙學童的腦部機制，並找

出治療方法。  

科技將透過顯示多元的科學知識、評論及價值判斷，以一個有

組織及分析性的方式來概述問題，以協助在某個國際問題中相

關的國家來建立理性決策。  

促進國際溝通的科技，不僅是翻譯文字，同時理解文化、風俗

以及語調背後的社會意義。  

建立便於攜帶的語音翻譯儀器，使得國際性的溝通更加順暢。

科技將透過整合關於傳染疾病模型的全球社會、經濟活動的數

據，來預測傳染病的發生與擴散。  

6. 可解決國

際問題的

科技  

一個完整的商品追蹤系統，清楚的紀錄商品在全球的什麼地

方。  

不需面對面也能讓缺乏社交能力的青少年，增進與他人互動的

科學系統。  

一個讓學習者能理解非實體現象的虛擬學習模擬系統。  

充分運用多媒體技術來製作電子書，讓不愛讀書的人們也能吸

取新知。  

7. 可支援教

育與學習

的科技  

進階網頁的語言翻譯功能，讓人們在搜尋各國網路資訊時，都

可以直接翻譯成本國語言，並建立一個科學資料庫。  

藉由數位影像和虛擬實境科技，傳承與保護非實體的文化資

產：如傳統表演藝術、工藝技巧。  

8. 文化與技

藝的傳承

與保存  透過資訊儲存科技來修復有形文化資產，避免受到損失或破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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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技領域  

範疇  主題  

透過奈米技術、生化科技及材料科技來建立保護、復原有形文

化資產的科技。  

綜合時空和語言的新變數，重新建構教育與溝通系統。  

建立一個公共資料庫並集中到一個公共機構或大學，供大眾使

用且作為社會上知識性產出的基礎設施。  

廣泛運用實證研究的政策制定途徑，以澄清並形象化

(visualization)社會問題。  

9. 知識生產

系統  

介紹一個新的社會決策系統，讓打破專家與非專家的界線且能

進行交流與溝通。  

一個使駕駛與旅遊更便利與舒適的智慧型交通系統，提供語音

導航、景點與活動介紹。  

符合人民需求的機器人租賃服務（照護、園丁、家管）。  

透過科技來擴增休閒時間；例如透過一個系統可以讓人們輕易

地找到工作或家事上的代理人，鼓勵用新的方式來度過空閒時

間。  

10. 娛樂科技  

機器人擁有仿兄弟姊妹與仿朋友的行為，提供孩童學習社會技

巧。  

環境污染、天災與傳染病的早期警告與預防系統。  

建立 ELSI（道德、合法性與社會議題）研究循環制度，與前瞻

研究平行，形成對研究策略的規劃；最終，ELSI 的研究基金將

超出整體研究基金的 3%。  

在生物倫理議題的爭論上，應邀請大量及多元的日本民眾參與

公共討論。  

處理 NIMBY(人人討厭的公共設施 )問題，建立討論的形塑及說

服相關團體的流程。  

11. 科技的價

值化

technolog

y 

assessme

nt）  

在科技價值的議題上，應針對 NPO 組織與日本市民對於日本

社會的期望來建構，接近兩百個項目應該被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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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專家問卷各項分數得分與結果 

 
一、網路基礎建設  

 
題目  重要性  

平均分數  

時間性  

平均分數

家戶寬頻網路的普及率推動  3.9 2 
各城市提供無線上網服務  3.2 3 
使用數位電視上網  2.6 3 
使用行動手持裝置上網  3 3 
無所不在網路整合服務  3.7 2.6 
更高效能的電腦網路運算能力  3.4 2.6 
全方位人機通訊介面  3.4 2.8 
資通訊科技的新標準  3.4 2.9 
資訊安全法治環境的完備度  4.3 2.2 

寬頻網路建

置  

配合無所不在網路的資訊安全技術  4 2.3 
讓所有民眾皆可近用資訊科技與服務 4 1.6 
提高身心障礙者的數位可及性（如網

頁資訊的特殊設計、載具設計等）  
3.9 2.1 

擴展電腦公共服務站功能（如：資訊

代理人概念）  
3.3 2.3 

有利於身心障礙與弱勢團體的支援科

技（用於尋找工作、學習與娛樂）  
3.9 1.8 

有利於身心障礙與弱勢團體的資訊技

能訓練  
4.3 1.5 

數位包容  

與  

數位機會  

為偏遠、人口稀少區域而設計的社會

基礎設施科技  
4.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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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解決國際溝通與文化交流問題科技 3 2.6 
強化民眾的資訊素養  4.1 1.8 
建置整合的虛擬校園系統  3.1 2.5 
建立良好互動的網路學習平台  3.6 2.3 
提供終生學習環境  4.3 2 

教育  

文化  

文化與技藝的傳承與保存  3.9 2 

 
 

二、社會經濟發展  

 

題目  重要性  

平均分

數  

急迫性  

平均分數

國內勞動力皆擁有一般性的資訊技

能  
4.5 1.8 

人力資源  

培養前瞻科技的研發人才  4.7 1.7 
提高國內 ICT 研發的比例  3.8 2 
增加國際研發合作  3.9 2 
跨平台的研究溝通系統  3.5 2.2 

創新研發  

與  

協同合作  
增加產研合作  4 1.9 
有效的人力資源管理（包含教育、

競爭與合作關係當中的資源管理）
3.8 1.7 

設置重點式的前瞻產業科學園區  3.1 2 
政府加強投資重點發展產業  4.1 1.8 
扶植新興網路通訊產業  4 1.7 
提高服務業部門的生產力  4.3 1.8 
發展數位內容產業  3.9 1.6 
適合數位內容產業的智財權法令  3.9 1.6 

產業發展  

利用 ICT 技術重新刺激傳統產業升

級  
4.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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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藝術、文化與娛樂消費來驅動產

業進行研發與生產  
4.1 2 

 
 

三、永續社會發展  

 題目  

重要性  

平均分數  

急迫性

平均分

數  

遠端病患照護系統  3.4 2.3 
個人醫藥諮詢系統  3.6 2.2 
個人化藥物治療監控系統  3.9 2.3 
疾病及時檢測系統  3.8 2 
緊急醫療資訊網（如：急診資訊、e 化救

護車設備）  
4.4 1.5 

醫療  

照護  

高齡社會的醫學以及社會福利  4.5 2.1 
日常生活的安全與穩定  4.6 1.2 
創造更適合老人居住的智慧型生活環境  3.9 2.1 
都市安全與穩定感  4 1.9 
居家設備感測網路化  3 2.7 
食品產銷履歷追蹤環境  3.7 2.2 
強化地方社區的關係與信賴感  4.1 1.7 
智慧型交通導航與駕駛系統  3.4 2.5 

生活  

品質  

發展交通安全與車禍預防科技  3.3 2.8 
完善城市的無障礙空間發展  4.1 1.8 
天然災難預測與防治系統  4.5 2 
可能犯罪地點的資訊統整  4 2.1 
社區安全監控偵測系統  4.4 1.7 

公共安全

與  

災害預防  

社會基礎建設下的保全科技  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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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開放式回答結果分析  

網路社

會基礎  

1. 符合使用者需求網路服務滿意度亦可為指標。  
2. 每一家庭皆有資訊使用者(或資訊代理人)之比率可

以為一指標。  
3. 數位化、網路化科技運用對社會負面衝擊如何防制

應予考量，否則不是數位機會，而是威脅。如網路

犯罪、垃圾郵件以及網路媒體取代傳統傳播媒體趨

勢等。  
4. 各級學生學習能力因數位科技有所質變亦可為指

標。  
5.  先挑幾個點推行，擁有幾個成功案例後再尋求建立

更多的成功案例。  
人力資

源  
1. 非典型人力資源(如部分工時、個人工作室、退休有

效人力、志工)等因網路社會，可能演變為常態。  

產 業 創

新 研 發

與 協 同

合作  

1. 創新和文化、觀光、景觀等之結合應有相關指標。

2. 產研合作端看領域，有些可以很成功，有些「研發」

成果與產品落差較大的產業則不易在台灣成功。  
3. 任何研發若能與藝術文化及娛樂結合，它就是生活

化的表現，不但具有真正的市場，也可使研發更有

趣及貼近人群。  

未
來
網
路
社
會
發
展
議
題
走
向 

醫療照

護  

1. 推廣增進已投資醫療資通訊相關應用系統，使病人

確實感受預期效益。  
2. 醫療照護環境的全面建立可以迎接快要到來的老年

化社會。  
3. 緊急救災搶救病患及流行病防治系統等資源整合、

演練以應危機處理。  
4. 病歷兼顧隱私權之數位化網路分享應用，宜在短期

內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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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品

質  

1. 可考量納入環境空間相關指標。  
2. 豐富的文化藝術、無汙染的環境以及純正、自由的

宗教信仰應是優質生活的必備內涵。  
3. 文化及藝術活化人類生活增進人的品質，應全力配

合 ICT 加以推動。  
4. 智慧型交通系統及車禍預防科技等是「戰術」，台灣

目前最需要的是好的「戰略」，我們應該注意如何提

升人的品質，而不要一直被媒體給「庸俗」化及「八

卦」化。  

公 共 安

全 與 災

害預防  

1. 災害發生後，各體系動員通報及迅速回應，並以資

通訊科技輔助。  
2. 無障礙空間發展包括大眾運輸工具對身障者、老弱

婦孺之體貼考量。  
3. 這些都是防止人身受害的設施，對人的生活有助

益，也對提升人品質有正面的效益。  

 

五、重要且急需解決問題  

為了挑選出重要且急需解決的議題，統整以上的結果，同時考量

時間及重要性兩個指標下，本研究依回收結果挑選出「非常重要且非

常急迫」(「非常重要」及「非常急迫」指平均分數皆為 4~5 分)以及

「非常重要且急迫」(「急迫」指平均分數為 3~4 分)的題目(題目已加

底線 )，共 32 題。  
 
議  題  
種  類  

問   卷   題   項  歸納議題  

社會福

利  
1. 身心障礙者之醫療照護需求  
2. 婦幼人身安全保障  
3. 身心障礙者之教育輔助需求  
4. 提供弱勢人口的就業服務  

1. 弱勢族群就學就

業就養需求  
2. 婦幼人身安全  
3. 就業及職災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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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解決失業問題攀高  
6. 職災預防與保護  
7. 縮減弱勢家庭貧窮問題  
8. 提供弱勢族群、原住民等教育機會  

網路社

會基礎

建設  

1. 國內勞動力皆擁有一般性的資訊技能

2. 有利於身心障礙與弱勢團體的資訊技

能訓練  
3. 資訊安全法治環境的完備度  
4. 提供終生學習環境  
5. 為偏遠、人口稀少區域設計的社會基

礎設施科技  
6. 強化民眾的資訊素養  

1. 增進大眾資訊技

能及素養  
2. 促進資訊整體環

境健全發展  
3. 縮短特殊群體之

數位落差  

優質生

活環境  
1. 日常生活的安全與穩定  
2. 天然災難預測與防治系統  
3. 社區安全監控偵測系統  
4. 國土資源的有效管理與規劃  
5. 強化地方社區的關係與信賴感  
6. 完善城市的無障礙空間發展  

1. 民眾居住環境之

安全及智慧型居

住環境  
2. 自然環境之維護

與防災  

醫療看

護系統  
1. 人口老化帶來的醫療照護需求  
2. 高齡社會的醫學以及社會福利  
3. 緊急醫療資訊網  
4. 提供特殊需求老人醫療照護資源  

1. 老齡化社會的醫

療照護問題  

產業經

濟成長  
2. 培養前瞻科技的研發人才  
3. 高科技產業研究能力的提升  
4. 新興產業的扶植與培養  
5. 傳統產業的轉型與升級  
6. 提高服務業部門的生產力  
7. 利用 ICT 技術重新刺激傳統產業升級

8. 政府加強投資重點發展產業  

1. 研發人才的養成  
2. 研發能力的提升  
3. 新興產業的發展  
4. 傳統產業的轉型  
5. 文化產業發展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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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由藝術、文化與娛樂消費來驅動產業

進行研發與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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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網路社會發展政策整合研究」期末報告座談會
及回應 

 
一、時間：96 年 1 月 30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30 分  
二、地點：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7 樓簡報室  
三、主席：  陳副主任委員俊麟  

記錄：郭月娥高及級分析師  
四、出席人員：許清琦委員、謝清俊委員（書面審查）、廖弘源委員、

鍾乾癸委員（請假）、宋餘俠委員（書面審查）、何沙

崙委員、何全德委員、卜小蝶副教授、王郁琦主任  
五、列席人員：曾淑芬副教授、吳齊殷副研究員、翟本瑞教授、左正

東助理教授及本計畫研究團隊人員、黃忠貞科長、張

杏枝專員、呂昭輝專員、余敏雄科員、王國政分析師  
 

委託研究期末報告座談會審查意見表 

委託研究案名稱：「網路社會發展政策整合研究」－總綱計畫  

研究主持人：曾淑芬       現職：元智大學資訊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協同主持人：莊庭瑞    現職：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副研

究員  

研究期間：   95 年   7 月  至 96  年  2  月  

本會研究發展處意見   

一、 研究方法：  

綜觀本總綱計畫內容，分別運用國

內外文獻分析、專家德菲法、專家

已在總綱計畫中加強說明。

總綱計畫是以文獻歸納及政

策比較做為主要方法，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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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等方法進行研究，惟並未有

專節針對研究之方法及採用理由

予以說明，建議應就研究方法及研

究目的有更具體的說明。  

專家問卷調查與意見作為佐

證。我們認為要規劃未來網

路社會發展的相關策略必須

要先能掌握科技及全球發展

趨勢，並分析台灣在這樣的

全球發展趨勢下之優劣勢及

機會為何。並參考他國資訊

政策的發展經驗提供我們除

了從技術和經濟產業面向考

量外更多元的想像及定位。

二、研究資料：  

第四章以我國 ICT 基礎及網路社會

發展之優勢與機會作為探討重點，

建議增加我國所面臨之挑戰相關資

料之蒐集與探討，以助於政策建議

上的全面性。  

已在總綱計畫第五章中闡述

我國在全球發展的優劣勢。

三、研究結論：  

（一） 第三章台灣發展現況及社會問

題部分，說明本章之目的為：「針

對這些領域（教育文化…等）的

現況，探討國內社會變遷過程

中，社會問題之成因與可能的解

決策略。…期能呈現台灣社會發

展成為網路社會過程中可能面

臨之問題與挑戰」（頁 37-38）惟

全章內容僅為台灣社會問題之

概略描述，未見其與「網路社會

發展」課題之連結，建議予以補

（一） 新版總綱計畫中重新

改寫，將重心放在全

球趨勢發展及網路社

會的發展，國內社會

問題部分已經刪除。

（二） 技術預測的部分已在

新版總綱計畫中改寫

成第三章，新版以資

通訊科技、網路軟體

發展及網路社會特性

推估未來網路社會樣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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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  

（二） 第五章前言指出本章「藉由日本

的預測結果結合經濟部 2005 年

進行的產業預測，…提供本研究

三個子計畫作為科技與社會銜

接的橋樑」（頁 49），惟內文中僅

以 兩 節 分 述 我 國 及 日 本 之 預

測，未針對上述功能提出綜合性

分析，說明如何作為本研究三項

子計畫之參採，建議予以補充。

四、研究建議是否具體、可行？  

本研究旨在檢討我國網路社會發

展的脈絡，並分析比較國外網路社

會政策發展方向，綜合歸納出適合

我國之網路社會發展主軸與重點

領域（詳如計畫書）。惟本期末報

告並未對我國網路社會發展主軸

與重點領域做出具體之建議。僅有

「以人為本以解決民眾社會問題

與未來社會需求為基調」（頁 70）
等文字，似為發展之主軸，卻欠缺

具體論述；而針對本研究主題之

「未來 4 年」部分，也僅就第 2 年

議題設定進行說明（頁 71），缺漏

甚多。  

已在新版總綱計畫第一章及

第八章分別加以說明發展願

景與第二、第三期議題設定。

五、建議本研究應（可）修訂部份？  

（一） 第三章建議加強「台灣發展現況

及社會問題」與「網路社會發展」

（一） 第 三 章 已 在 新 版 總

綱計畫中刪除。  

（二） 已 在 新 版 總 綱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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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連結論述。  

（二） 第四章建議增加「我國網路社會

發展所面臨的挑戰」相關探討，

以充實策略研析之完整性。  

（三） Web 2.0 時代到來，除傳統單向度

的資訊傳遞功能外，Wiki 及 Blog
成為主流平台，網路交易行為及

各種點對點傳輸（P2P）等新興模

式亦蓬勃發展，有關網路社會之

參與度及互動性，甚至網路倫理

等課題，建議在考量發展策略時

應予以重視。  

（四） 本研究應對我國網路社會發展主

軸與重點領域做出建議，目前報

告初稿仍不夠完整，建議予以加

強說明政策建議具體可行之處。

第五章中闡述我國在

全球發展的優劣勢。  

（三） 已 在 新 版 總 綱 計 畫

第三章中說明 Web.2
的應用。  

（四） 已 在 總 綱 計 畫 加 強

願景規劃說明及在總

結報告整合三個子計

畫之政策建議。  

 
審查意見：   
（一） 許清琦委員：   

1、  總綱計畫：研究方法包含分析

世界各國資訊社會政策，未來

國內(資訊 )社會之需求，並探

討未來科技之發展，以做

2015 網路社會之基礎。研究

資料對先進國家資訊社會問

題與政策，由著眼各國社經問

題與需求出發，去了解各國政

策制定的目標，資料分析甚

已修正，總綱計畫第八章已

經加入未來兩年研究主題。

未來可在三年期完成後以時

間軸向完成 roadmap 議題之

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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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對台灣社會發展的需求，

也能引用過去學者的研究成

果，作本案的基本思考。研究

結論應有 3 年研究主題之

roadmap。建議本研究應修訂

部份包括：三年研究主題之

roadmap 要規劃；2015 年之願

景，包含 3 個子計畫之領域：

網路社會正義、教育發展、民

主自由與公民賦權之願景，也

要出來，並應與總綱精神一

致。  
（二） 廖弘源委員：   

1、  總綱計畫：研究方法資料準備

豐富，但應該更 focus，並尋

求一套完整的 case 加以研

究。研究資料完整，但不宜再

擴充太大，以免日後無法聚

焦。研究結論修訂及建議本研

究應修訂部份均請參考總結

報告。  

計畫標書中要求完成 13 個

議題，第二及第三期計畫將

扣緊願景目標做政策建議避

免失焦。  

（三） 王郁琦主任：   
1、  總綱計畫：研究資料豐富。研

究結論對世界趨勢掌握精

準，應可對我國形成未來之網

路社會政策做出具體貢獻。建

議本研究在規劃此一大格局

之整合研究中，未來應考慮加

入法制議題研究。  

已在第二年計畫規劃中加入

法制面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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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何沙崙委員：   
1、  總綱計畫：研究方法方面，

scenario development 在西方

先進國家大量使用作為發展

政策的重要方法，講求

methodology，請研究團隊多

利用相關的方法發展自己的

一套作業方式(本會研展處可

提供相關資訊)。總綱計畫在

結論部分未能 highlight 我國

網路社會發展政策的主軸及

重點領域，只有列出專家座談

或訪談的內容是不夠的，應加

以整理並排列出其重點，作為

構建 2015 願景的發展方向。

第二年度議題的大規劃亦可

包含在內，不必另行規劃，甚

至第三年的主題也應在總綱

計畫中呈現。現存第二年度規

劃議題的內涵仍有再酌的空

間，例如非典型勞動與 e 化社

會的關係為何？有必要納入

討論否？應有較詳細的說

明。建議本研究應修訂部份：

第二及第三期將參考所建議

之方法。整體主軸及重點領

域已在新版中修正。非典型

勞動的重要性已在總綱第二

章全球趨勢發展補充說明。

（1） 總綱計畫應有明確的

指引，標出未來網路

社會發展討論的主軸

及重點領域。  

已在新版中第八章修正。  

（2） 總綱報告與其他報告 已將三個子計畫格式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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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前後呼應，尤其是

報告撰寫的方式應求

取一致，否則將來整

合成 2015 的發展願景

報告有很大困難。  

未來第二及第三期計畫將避

免相同問題出現。  

（3） 總綱計畫亦可仿類似

經濟部產業技術白皮

書的方法呈現，同時

反映未來發展重點的

分類內容及時間軸(請
參考) 。  

本期總綱計畫主要目的在於

規劃議題，未來可在三年期

完成後以時間軸畫出各議題

之政策建議。  

（五） 何全德委員：   
（1） 應從政策角度看政府應

扮演角色，提出執行方

案。  

已在各子計畫政策建議中加

入政府負責之機關。  

（2） 加強總綱計畫與子計畫

間的整合。  
已在總結報告中加強總綱與

子計畫的連結。  
（3） 所提出的願景如何

localization，例如互信

等，要有更多討論。  

網路社會的基礎在於信賴，第

二期計畫中將已將此議題加

入，相關政策建議應可在第二

期完成時提出。  
（六） 陳俊麟副主任委員：   

1、  期待提出挑戰或翻轉現有政

策的規劃，可針對如數位中

心、資訊代理人、e-learning、
e 化服務等議題深入探討。  

計畫團隊依趨勢發展、比較

分析、質量性等方法提出研

究結果及建議，委託單位可

依團隊建議方向中對於現行

作法進行檢討。  
2、  法律上的規範與 human 

behavior 如何整合，應多思

考。  

已在第二期計畫規劃中加入

法律制度面的議題。  

（七） 謝清俊委員：（書面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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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總綱計畫：研究資料各國方面

甚佳，惟專家訪談方面人數略

少。研究建議可與目前政策參

照、檢討。建議第二期計畫繼

續做專家訪談，並考慮專家之

專長組合，另各子計畫間，宜

有橫向整合。  

總綱計畫是以文獻歸納及政

策比較做為主要方法，專家

問卷調查與意見作為佐證，

在計畫書中即是以十位專家

為調查對象，訪談人數較少

實因時間緊迫不易同時邀集

這十位專家所致。同意第二

年將擴大專家專長領域。三

個子計畫已在新版總結計畫

中進行政策整合。  
（八） 宋餘俠委員：（書面審查）   

1、  本研究以「I-Hub Taiwan」為

未來網路社會發展願景，可就

「I」之意涵多加描述，例如

所引用新加坡「 iN2015」資料

「 i」即代表 innovation、
integration 及

internationalization，是否可賦

予我國之「I」更多詮釋。  

已在總綱計畫中加入 I-Hub 
Taiwan 的解釋。本計畫 I-Hub
的意義有兩層，在實體世界

層次代表著希望台灣能在未

來發展中成為國際

(International)經濟、政治、

社會及文化流通的重要樞

紐；在虛擬世界層次，則意

指網路(Internet)相關科技發

展已經與我們的日常生活不

可劃分，越來越多的應用服

務將跨過物理空間及網路的

整合平台，提供在台灣的我

們以及世界上的眾人隨手可

得的 e 化服務。  
2、  有關第二、第三年後續研究議

題規劃，雖已提出方向之描

述，是否可進一步歸納如同第

已在新版總綱計畫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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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年「數位機會」、「網路教育」

及「網路民主」更明確的領域

別建議。  
3、  三子計畫皆已提出各項政策

建議，若干如社區資訊素養皆

重複提及，是否於總結或個別

報告予以突顯，並予以統合提

出共同建議。  

已在新版總結報告修訂。  

4、  部分英文縮稱(如 UNS)於首

次出現時，可註明全稱及中

譯、意涵等。  

已在新版總綱計畫修訂。  

（九） 本會研究發展處：（書面審查，

詳附件）  
 

一、 研究方法：  

綜觀本總綱計畫內容，分別運用國

內外文獻分析、專家德菲法、專家

座談會等方法進行研究，惟並未有

專節針對研究之方法及採用理由

予以說明，建議應就研究方法及研

究目的有更具體的說明。  

已 在 總 綱 計 畫 中 加 強 說

明。總綱計畫是以文獻歸納

及 政 策 比 較 做 為 主 要 方

法，輔以專家問卷調查與意

見作為佐證。我們認為要規

劃未來網路社會發展的相

關策略必須要先能掌握科

技及全球發展趨勢，並分析

台灣在這樣的全球發展趨

勢 下 之 優 劣 勢 及 機 會 為

何。並參考他國資訊政策的

發展經驗提供我們除了從

技術和經濟產業面向考量

外更多元的想像及定位。  

二、 研究資料：  

第四章以我國 ICT 基礎及網路社

已在總綱計畫第五章中闡

述我國在全球發展的優劣

 292



附錄 

會發展之優勢與機會作為探討重

點，建議增加我國所面臨之挑戰相

關資料之蒐集與探討，以助於政策

建議上的全面性。  

勢。  

三、研究結論：  

（一） 第三章台灣發展現況及社會問

題部分，說明本章之目的為：「針

對這些領域（教育文化…等）的

現況，探討國內社會變遷過程

中，社會問題之成因與可能的解

決策略。…期能呈現台灣社會發

展成為網路社會過程中可能面

臨之問題與挑戰」（頁 37-38）惟

全章內容僅為台灣社會問題之

概略描述，未見其與「網路社會

發展」課題之連結，建議予以補

充。  

（二） 第五章前言指出本章「藉由日本

的預測結果結合經濟部 2005 年

進行的產業預測，…提供本研究

三個子計畫作為科技與社會銜

接的橋樑」（頁 49），惟內文中

僅以兩節分述我國及日本之預

測，未針對上述功能提出綜合性

分析，說明如何作為本研究三項

子計畫之參採，建議予以補充。

（一） 新 版 總 綱 計 畫 中 重

新改寫，將重心放在

全 球 趨 勢 發 展 及 網

路社會的發展，國內

社 會 問 題 部 分 已 經

刪除。  

（二） 技 術 預 測 的 部 分 已

在 新 版 總 綱 計 畫 中

改寫成第三章，新版

以資通訊科技、網路

軟 體 發 展 及 網路社

會 特 性 推 估 未來網

路社會樣貌。  

四、研究建議是否具體、可行？  

本研究旨在檢討我國網路社會發

已在新版總綱計畫第一章

及第八章分別加以說明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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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脈絡，並分析比較國外網路社

會政策發展方向，綜合歸納出適合

我國之網路社會發展主軸與重點

領域（詳如計畫書）。惟本期末報

告並未對我國網路社會發展主軸

與重點領域做出具體之建議。僅有

「以人為本以解決民眾社會問題

與未來社會需求為基調」（頁 70）
等文字，似為發展之主軸，卻欠缺

具體論述；而針對本研究主題之

「未來 4 年」部分，也僅就第 2
年議題設定進行說明（頁 71），缺

漏甚多。  

展願景與第二、第三期議題

設定。  

五、建議本研究應（可）修訂部份？  

（一） 第三章建議加強「台灣發展現況

及社會問題」與「網路社會發展」

之連結論述。  

（二） 第四章建議增加「我國網路社會

發展所面臨的挑戰」相關探討，

以充實策略研析之完整性。  

（三） Web 2.0 時代到來，除傳統單向

度的資訊傳遞功能外，Wiki 及

Blog 成為主流平台，網路交易行

為及各種點對點傳輸（P2P）等

新興模式亦蓬勃發展，有關網路

社會之參與度及互動性，甚至網

路倫理等課題，建議在考量發展

策略時應予以重視。  

（一） 第三章已在新版總

綱計畫中刪除。  

（二） 已在新版總綱計畫

第五章中闡述我國在

全球發展的優劣勢。

（三） 已在新版總綱計畫

第三章中說明 Web.2
的應用。  

（四） 已在總綱計畫加強

願景規劃說明及在總

結報告整合三個子計

畫之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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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研究應對我國網路社會發展

主軸與重點領域做出建議，目前

報告初稿仍不夠完整，建議予以

加強說明政策建議具體可行之

處。  

（十） 本會資訊管理處：（書面審查）  
1、  總綱計畫：尚未能清楚看出

2015 年我國網路社會發展願

景目標產生方式，以及 2015
年藍圖與現況的差距。本計畫

需求之一為經由擴大參與機

制的建立，在本計畫 3 年的期

程內持續探討我國網路社會

發展，所建立機制為何？如何

運作？建議加以說明。所引用

經濟部技術處科技預測內容

較偏重資通實體技術，應增加

網路服務內容  (如 Web 2.0)
之預測。整體而言，建議以長

期經營管理角度，讓總綱計畫

的研究機制充分吸納各界意

見，完整展現整體網路社會發

展重要議題及優先序位。  

已在新版總綱計畫加強三年

願景規劃藍圖。我們認為要

規劃未來網路社會發展的相

關策略必須要先能掌握科技

及全球發展趨勢，並分析台

灣在這樣的全球發展趨勢下

之優劣勢及機會為何。並參

考他國資訊政策的發展經驗

提供我們除了從技術和經濟

產業面向考量外更多元的想

像及定位。  
Web 2.0 的發展已在總綱計

畫第三章加以說明。  
同意審查意見將在第二及第

三期計畫延攬不同領域專家

增加多元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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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網路社會發展政策整合研究」期末報告修正本
審查意見及回應 

委託研究案名稱：「網路社會發展政策整合研究」－總綱計畫  

審查意見  執行機關回覆說明  

(一)研展處   

檢視本期末報告修正本，研究

小組依初稿審查意見，就相關內容

進行修正與增補，惟仍有部分建議

請研究小組參酌修正： 

一、 有關我國網路社會之 SWOT

分析，研究小組業依本會審

查意見（頁 207）修正為第五

章「全球產業發展趨勢與台

灣之優劣勢」，經檢視該章乃

針 對 台 灣 產 業 發 展 進 行

SWOT 分析，惟本研究之主

體為網路社會發展，建議應

先對網路社會發展與整體產

業發展之關連性或範疇予以

說明釐清。 

1.已於第一章增列台灣社會整體發

展議題（頁 6-8） 

2.新增第六章社會面之規劃（頁

57-62），用以與第四章、第五章，

共築經濟、產業、社會三個方向進

行台灣網路社會整體分析。 

二、 第八章「網路社會發展議題

設定」之各年議題說明中，

第二年第 2 點「提升網路社

1.本計畫所列之各項議題說明乃簡

要之說明，詳細議題內容待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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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信任基礎、完備網路社會

制度與法制環境」與第三年

第 1 點「防範新興科技之負

面社會影響」、第 5 點「發展

台 灣 成 為 優 質 網 路 文 化 社

會」，若干內容（如網路社會

法制環境之完備與網路色情

之防範、增加民眾對網路生

活的信任基礎與優質的網路

文化社會內涵等）似有重疊

之處，建議未來進行各期研

究時應注意部分議題之同質

性，避免重複研究。 

計畫書提出將做詳盡之說明。 

2.審查意見所列三項議題，本計畫

著重之重點各有不同，「提升網路

社會信任基礎、完備網路社會制度

與法制環境」乃著重法治面、「防

範新興科技之負面社會影響」著重

社會面、「發展台灣成為優質網路

文化社會」著重文化面。 

三、 提升公民參與為網路社會之

重要發展內涵，而公民參與

之實質意義在讓民間意見在

參與過程得到具體影響。本

研究進行時運用「國家政策

網路智庫」作為研究資料蒐

集方法之一（見計畫書）並

辦理徵文活動，惟期末報告

中未見網路智庫所徵集意見

之採納情形，建議予以說明。

本計畫整理智庫平台辦理民眾徵

稿之文章，共歸納為九類，與專家

問卷以及座談一同做為議題規劃

之參考，見總綱計畫第八章。 

四、 有關附錄七、八審查意見回

應部分： 

（一） 許 委 員 清 琦 所 提 應 規

見總綱計畫第一章、第三節（頁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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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2015 年 願 景 （ 頁

211），研究小組雖於第

一章有若干論述，惟描

繪出 2015 年網路社會

發 展 願 景 為 本 研 究 之

核心之一，建議應於章

節 上 予 以 凸 顯 並 多 作

說明。 

（二） 針 對 何 委 員 沙崙所 提

意見（頁 212），研究小

組回應：「非典型勞動

之 重 要 性 已 在 總 綱 第

二 章 全 球 趨 勢 發 展 補

充說明」，經檢視該章

後 並 未見相 關 具 體說

明，建議予以增補。 

本 計 畫 乃 沿 用 網 路 社 會 學 大 師

Castells 之見解，其認為勞動力的轉

變乃是網路社會中重要的發展之

一，見第二章（頁 16）：「從生產者

的角度而言........臨時化工作及彈

性 化 工 作 的 趨 勢 則 會 大 幅 增

加。」，及（頁 16）：「第四條軸線

是產業及勞動力的轉變⋯⋯.造成

勞動型態愈趨臨時化及不穩定的

型態。」。 

（三） 陳 副 主 委 所 提 增 加 資

訊 代理人 等 相 關 議 題

之探討（頁 214），係屬

本研究之內容，建議研

究 小 組 應 於 報 告 中 具

體回應。 

已於總結報告處理，新增資訊代理

人議題，見總結報告第二節（頁

39）。 

五、 有關報告（含總綱、各子計

畫及總結報告）之格式： 

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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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請依「本會專案研究作

業要點」所訂之體例增

補書脊、提要、頁眉、

註釋，每章並應自單頁

打印。 

（二） 附錄之 審 查 意見回 應

部分，請敘明修正章節

與頁數。 

(二)資管處   

一、 研究團隊已依審查意見列

出 3 年發展議題，惟議題宜以全

貌表達，並就 95 年議題研究成

果檢視，提出待持續研究議題

（目前僅提出研究團隊認為最

迫切性及最重要議題），俾讓後

續議題選擇及資源分配較有彈

性。 

初版報告第八章本計畫即以全貌

表達第二期與第三期應該著重之

議題，此外，第二期「善用無所不

在網路科技，建立人性化網路社會

之具體典範」，乃子計畫一「網路

社會正義及數位機會政策規劃」議

題之深化。 

二、 由 2015 願景及第 2、3 年

議題設計仍待強化在地化

（localization）議題規劃，例如

與其他國家的網路社會發展比

較，我國發展特色為何？又第 3

年議題-公民導向知識型政府，

敘述內容較為抽象，前瞻性議題

亦待規劃。 

1.研究團隊之第 2、3 年議題乃根據

國外的政策規劃，並輔以國內社會

發展，進行在地與全球之連結，國

內發展特色詳見第一、四、五、六

章，國外發展詳見第七章。 

2.公民導向知識型政府，本研究團

隊已修正為「資通訊科技發展與環

境正義的因應」詳見第九章（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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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三、 智庫平台的意見有無處

理？如何助益本研究？宜有整

體說明。 

本計畫整理智庫平台辦理民眾徵

稿之文章，共歸納為九類，與專家

問卷以及座談一同做為議題規劃

之參考，見總綱計畫第八章。 

四、 第六章以表列清楚呈現各

國資訊政策綜合整理及行動綱

領分析比較做法甚佳，惟建議可

於其中補充對我國網路社會可

能待解決需求之因應政策的建

議及與本研究所提規劃的關聯。

本計畫之方法乃透過各國資訊政

策之分析，參考專家問卷調查及意

見剖析未來可能之議題。詳細政策

分析部分非總綱計畫之目的，各子

計畫已針對其相關主題進行建議。

五、 第七章，以 10 位專家問卷

來呈現我國網路社會議題重要

性及急迫性，建議可表列補充各

議題的權重(weight，即被提及的

次數 )及與本研究所提建議的相

對關聯。 

結案報告初版已將各議題之分數

列於附錄六「專家問卷各項分數得

分與結果」。 

六、 附錄七係附錄八的部分內

容，請併入附件八處理。另格式

與文字校對請整體檢視修正。

已合併。 

七、 短期、中長期期程劃分的

基本假設及重要里程碑

（milestone）為何？請補充。另

各子計畫仍未一致引用(如：

2016 used in 子計畫一)，請整體

審視。 

 

1.「2010 社會發展策略」此一報告

已將網路社會發展規劃至 2010，因

此本研究短期之目標設定至

2010，中長期目標為 2011 至 2015，

以配合政府施政期程，此亦為委託

單位之建議，見總結報告「委託研

究期末報告修正本審查意見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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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處修正建議第五點。 

2.遵照辦理，各子計畫一併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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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九、「網路社會發展政策整合研究」案期末報告再修

正本審查意見及回應 

96.05.14 
審查意見  執行機關回覆說明  

總綱計畫—整合規劃未來 4 年我

國網路社會發展：  
一、有關於附錄八本會研展處審查

意見第三點所做回應（頁 200）：
「研究團隊於研究計畫書中提出

種種平台運作之策略與方法，然由

於平台系統開發無法配合研究團

隊之需求，因此種種規劃之想法無

法確實執行。」依本案契約書第 6
點，研究團隊應運用本平台經營線

上討論並納入研究參考。按運用

「國家政策網路智庫」進行相關資

料蒐集之機關、研究單位數目眾

多，本平台並非專為單一研究團隊

或機關所建置，功能修正需經多方

評估後為之，研究團隊應善用本平

台現有功能進行相關資料蒐集。相

關回應文字爰建議酌予調整以明

權責。  

1.相關回應文字已調整為「本計畫

整理智庫平台辦理民眾徵稿之文

章，共歸納為九類，與專家問卷以

及 座 談 一 同 做 為 議 題 規 劃 之 參

考，見總綱計畫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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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於附錄八本會資管處審查

意見第一點所做回應指出：「第二

期『善用無所不在網路科技，建立

人性化網路社會之具體典範』，乃

子計畫一『網路社會正義及數位機

會政策規劃』議題之深化。」惟僅

處理子計畫一之深化，是否已能完

整涵蓋第一期「建構完善網路社會

基礎」應探討之議題，建議整體檢

視，以由上而下角度規劃議題全

貌。  

1.延伸子計畫一之深化乃專家座

談會議之結論，而建立網路社會之

具體典範亦為外審專家於期中、與

期末會議中強烈提出之建議，因此

本計畫列為第二期之議題。  
2.此外，本計畫第二期目標為促進

經濟發展，然不同於過去論述僅強

調產業面之規劃，本計畫更從弱勢

族群升級著手，嘗試從第一年數位

機會平等的基礎，規劃弱勢族群的

支援科技平台，使其得以尋找工

作、娛樂與學習，從工作與消費兩

層面促進經濟成長，並呼應本計畫

以人為本的宗旨。  
第三點所做回應：「⋯由於上述智

庫平台諸多功能無法有效與研究

團隊想法契合，因此研究團隊執行

時多以徵稿方式進行意見收集，然

意見本身仍舊欠缺深入之論述，所

以對本研究助益不大，故並無放置

於計畫結案本文中。」經查本案需

求之一為營造持續性的網路社會

政策討論平台，建議仍應於結案本

文提供外界參與之實質內容及檢

討。  

1.研究團隊已將智庫平台民眾徵

稿之相關內容整理並參考，相關內

容補充於第八章（頁 9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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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點回應：「結案報告初版已將

各議題之分數列於附錄六專家問

卷各項分數得分與結果」惟從附錄

六中仍難以看出與本研究所提建

議的相對關聯，建議酌予調整。  

1.第八章（頁 108-109）以及圖十

一，目的為解釋專家問卷中迫切且

重要之議題，原始附錄六已列各議

題次數表，今新增：五、重要且急

需解決問題之統計，用以補充說

明。  
第七點回應：「⋯此一報告已將網

路社會發展規劃至 2010，因此本

研究短期之目標設定至 2010，中

長期目標為 2011 至 2015，以配合

政府施政期程，此亦為委託單位之

建議⋯」經查本會除前於相關審查

會議與研究團隊達成 2015 年為推

估目標年外，其餘期程規劃並未建

議，係完全尊重研究團隊意見，故

仍請具體歸納所提及之短中長期

相關假設及里程碑，供各議題研究

參據。  

1.本計畫中長期規劃乃延續「2010
社會發展策略」之網路社會發展規

劃，因此以 2011 至 2015 年為推估

目標。  
2.延續此推估目標，本計畫參考專

家問卷認為急迫之時程，因此將短

期重要且立即可行之政策建議規

劃至 201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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