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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先進國家雲端運算推動策略與巨量資料應用案例 

行政院雲端運算發展推動辦公室 楊玉奇 

壹、 先進國家近期推動強調三大方向、二大應用 

雲端運算已是國際政府關注數年之久的重要技術概念，可說是近 10 年來各國發展資訊應

用與服務時，最主要的技術架構。多數政府機構在雲端運算推動和產業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

色，是透過頒布政策、指導原則或設立標準，引導政府和民間發展雲端應用服務時，產生推

動效率且提升成功機率。其中，又以先進國家訂定的制度與法規，不但影響其國內雲端產業

的發展，更受到其他國家頻頻關注，成為學習和仿效的對象。 

臺灣推動雲端運算的過程中，也大量以先進國家的施行策略為標竿，參考並進而從中探

索適合的發展方向。有鑒於先進國家策略對於其他國家而言，具備特有的示範效果和影響力，

應進一步瞭解各國研擬相關推動策略的主要目的和預期效益。因此，本文以下將以歐盟、美

國、英國、日本、新加坡、澳洲等全球主要先進國家與地區為例，列舉其近年來的雲端運算

推動策略主軸，說明其政策目標和著力點，如表 1 所示。 

以上述 6 個先進國家或地區為例，整體而言，先進國家對於雲端運算的推動，皆顯示與

巨量資料分析的應用密不可分。發展的主軸集中在強化基礎建設（日本）、建立技術能量（美

國、新加坡）、發展資料經濟（歐盟）等三個方面，並以開放資料加值（英國）和發展為智慧

國家或智慧城市（新加坡），為雲端運算應用的可能途徑。 

表 1：主要國家雲端運算推動政策方針 

國家 政策 目標 著力點 

歐盟 EUROPE2020 使數位經濟與資料經濟成長

極大化 

促進資料流動、加強資料保

護 

美國 巨量資料研究與

發展倡議 

研發核心技術、培養巨量資

料分析人才、推動國家安全

與科技發展 

明定各重要領域及技術研發

計畫與六大政府部門連結，

以專案方式推動 

英國 巨量資料發展策

略報告書 

開放資料與加值，改造政府

使其跟上趨勢演進 

強化人才培養，驅動巨量資

料技術發展 

日本 世界最先端 IT 國

家創造宣言 

建立世界最高水準，且能廣

泛運用資訊科技的社會 

納入國家 ICT 建設發展政策

工作項目 

新加坡 2025 年資通訊媒

體發展藍圖 

全球第一個智慧國家 布局發展包括巨量資料分析

在內的 6 項潛力技術 

澳洲 公共服務大資料

策略 

提升公共服務品質，增加服

務類型、提高政策指導水準 

藉由政府部門應用以帶動發

展 

資料來源：各國政府網站，工研院 IEK 整理（2016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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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各先進國家雲端運算推動核心政策 

一、歐盟－促進資料流通，發展資料經濟 

歐盟在「數位單一市場」（Digital Single Market）策略規劃中，即明確指出強化數位經濟

為支持歐洲雲端應用發展的首要方向。其中，雲端運算和資料服務則是強化數位經濟的兩

項行動方針，歐盟執委會期望透過相關工作執行後，可在資料自由流通、發展歐洲特有雲

和雲端新興議題主導方面獲得效益。此外，因應資料流通，歐盟另外延伸出針對資料進行

管理、應用和保護的一系列措施，顯示出資料應用與雲端運算推動之間的高度關聯。 

 

圖 1：歐盟雲端運算推動資料經濟發展 

資料來源：歐盟執行委員會網站，工研院 IEK 整理（2016 年 11 月） 

 

二、美國－NIST 規劃巨量資料互通性框架。 

美國政府在發布「Cloud First」政策方針後，各機關即開始自行著手在業務執行面上，

規劃或部署雲端的相關應用或服務。美國在雲端推動的動態特別受到國際關注，尤其是標

準或架構的發布，都是其他國家積極希望瞭解與參考的內容。NIST 正在著手規劃的巨量資

料互通性框架，已完成第一階段的工作進度，並且於 2015 年 9 月中旬正式推出第一版文件，

第二版文件預定於 2017 年 8 月發布，第三階段將以實務應用與參考架構進行磨合的工作期

程，則尚待發布。 

資
料
應
用

• 製作創新資訊產品與服務以促使歐洲服務產業
升級

• 改善企業靈活度並提升各部門生產力
• 更有效指出歐洲社會問題與挑戰
• 改善研究品質縮短創新時程
• 降低客製化服務成本
• 提高公部門效率

資
料
管
理

• 支持可提升競爭力、公部門服務與民眾生活品
質的「lighthouse」巨量資料提案

• 擴大公部門巨量資料與相關研究基礎設施的使
用、分享與建設

• 聚焦於科技、法律等公共研發創新議題
• 確保相關法律和政策對資料的友善
• 使用公共採購相關程序促進巨量資料市場化的

形成

資
料
保
護

• 制訂個人資料保護評估標準，若成員國依標準
認定第三國未達安全水準，原則上禁止轉移個
人資料

• 美國和歐盟及瑞士已建立通過彼此認可的安全
港架構，享有資料保護利益

• 資料保護法涵蓋所有歐洲境內公司，總部或伺
服器在境外亦然

• 搜尋引擎受資料保護法管制，所有個人均可要
求刪除個資的連結

建立標準

投資創意

安全信任

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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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巨量資料互通性框架 

資料來源：美國政府網站，工研院 IEK 整理（2016 年 11 月） 

三、英國－投資基礎教育，促進巨量資料知識流動 

英國近年的雲端運算推動策略，較明顯的在人才培育方面有所投入，同時將學校作為

雲端推動的主要對象。英國政府已使用多年的 G-Cloud 平臺，堪稱早期具代表性的政府雲

端應用，成功整合中央與地方各級單位的資料庫，建立一套全國公務機關共用的採購平臺。

近年，英國開始透過國際合作方式，擴大雲端與資料應用推動力道，於 2015 年成立的「英

法資料創新工作小組」即在 2016 年 7 月發布了英法兩國合作期間對提升資料潛在價值的工

作成效。 

 

圖 3：英國雲端運算推動近期成果 

資料來源：英國政府網站，工研院 IEK 整理（2016 年 11 月） 

階段 工作進度與內容

第一階段 設定巨量資料實作的共同參考架構組件，並建立適用於各領域、不同技
術與設備的NIST巨量資料參考架構。(2015年9月16日已正式推出NBDIF 

第一版文件) 

第二階段 定義NIST巨量資料參考架構組件之間的一般介面。(預定2017年8月正式
推出NBDIF 第二版文件) 

第三階段 建立巨量資料應用以驗證NIST巨量資料參考架構(時程待發布)

目的 文件 議題

開發一個具有共識
基礎的參考架構，
不偏向任一家廠商，
不預設所使用的技
術和基礎建設，使
任何利害關係人都
可不必擔心底層的
計算環境，為其給
定的資料進行分析
處理

Volume1 定義(Definition) 

Volume2 分類(Taxonomy) 

Volume3 使用案例與一般需求(Use Cases and General 

Requirements) 

Volume4 安全與隱私(Security and Privacy) 

Volume5 架構白皮書調查(Architectures White Paper Survey) 

Volume6 參考架構(Reference Architecture) 

Volume7 標準藍圖(Standards Roadmap) 

加強處理資料能力

強化基礎建設

加強政府開放資料

巨量資料
政策方針

1

2

3

• 英國教育部於2016年7月發布的學校服務雲端化指
導說明，提出下一階段將以學校單位作為雲端應
用的主要推動對象

• 整合中央政府、各級
地方單位、組織的資
料庫，並運用雲端環
境來建立一套雲端採
購資料庫的G-Cloud，
仍是英國政府雲應用
經典案例

代表性雲端應用G-Cloud

最新雲端與巨量資料政策動態

• 於2015年成立的UK-France Data Innovation 

Taskforce，在2016年7月發布英法兩國合作進行促進
資料價值潛力成長的策略方向

近期雲端與巨資推動策略行動

投入10億新台幣培養資料處理和數學
領域基礎人才，並推廣業界師徒制

建構完善的雲端環境以降低企業導入
巨量資料計畫的門檻

將巨量資料列入重點投資與研發的八
大前瞻技術之一

修訂立法採用開放政府架構支持開放
資料，建置國家資訊基礎架構集中管
理政府所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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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善用開放資料，打造全球最進步 IT 國家 

自 2009 年通過《數位日本創新計畫》至今，日本已持續加強雲端基礎架構，2015 年起

在新政府主導下，正積極發展應用。2010 年總務省提出「智能雲戰略」，主張制定技術標準，

支持企業技術創新，發展行政、醫療、教育相關服務，產學研合作向民間推廣雲端運算。已

建置多年的霞關雲帶動了雲端產業發展，也提高政府效率且降低辦公成本，仍是日本迄今

最為人稱道的政府雲端應用案例。2014 年，由 Fujitsu、NEC、NTT、KDDI 等大廠，聯合設

計開發的雲端運算安全規則，廣泛受到全球雲端網路服務採用，被視為日本啟動巨量資料

時代的關鍵，對國際間亦產生重大影響。 

 

圖 4：日本以巨量資料帶動 ICT 發展應用 

資料來源：日本政府網站，工研院 IEK 整理（2016 年 11 月） 

 

五、新加坡－以資通媒體技術打造智慧國家 

2015 年 8 月發布的《Infocomm Media 2025》，是新加坡近期的核心科技政策，以打造智

慧國家為目標，試圖克服提高生產力、老齡化人口、創造高技術就業機會、建設凝聚力社

會等四大挑戰。新加坡更將巨量資料分析技術列入國家未來六大創新技術之一，規劃出短、

中、長期的發展目標，主要目的為利用資料和先進的通訊和運算技術，為經濟競爭力帶來

躍進。此外，新加坡也持續增加基礎設施、建立全國性感測器網路、建設資料港和資料市

場，進而提高收集、傳輸和分享資料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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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新加坡六大創新技術發展藍圖 

資料來源：新加坡政府網站，工研院 IEK 整理（2016 年 11 月） 

六、澳洲－透過公共服務帶動巨量資料應用發展 

澳洲政府則持續進行政府公共服務的雲端化工作，提出了涵蓋管理層面與業務執行面

的 10 項方案，並且開始將巨量資料分析與雲端應用相互連結。2015 年發布了以巨量資料作

為政府發展公共服務的方向指引，試圖界定影響政府發展巨量資料分析能力的關鍵因素。 

 

圖 6：澳洲雲端與巨量資料政策方針 

資料來源：澳洲政府網站，工研院 IEK 整理（2016 年 11 月） 

六
大
創
新
技
術

No ACTIONS No ACTIONS

1 財政部提出資源管理
指南，作為政府導入
雲端服務的評估依據

6 簡化對整體澳洲政府相關資訊
儲存和處理的義務

2 更新導入雲端後的代
理解決方案

7 更新並分享資訊，建立個案研
究資料庫

3 自2014起自動化拋轉
關鍵資料到政府雲上

8 政府協助分享擬定成功取得雲
端服務合約的案例經驗

4 檢視資料中心並建立
多用途服務清單

9 政府會檢討各部門的雲端服務
使用狀況

5 建立雲端服務小組 10 政府將繼續促進區域和國際標
準機構和技術委員會

最大化政府雲端價值

推動小企業雲端服務

支持雲端領域發展

雲端運算
政策方針

1

2

3

• 2015年1月發布，目標為界定影響政府部門發展巨量
資料領域和分析能力的關鍵因素

導入巨量資料能力，從基礎建設、企業流
程、人才技術、管理文化著手

妥善管理資料，保護隱私且重視資訊安全

成立專責機關監督管理巨量資料專案

訂定政府機構、分析人員、決策人員、
資料來源的相關責任



頁 6 政府機關資訊通報第 344 期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參、 國際資料分析應用陸續產生四大影響效果 

從政策走向上已可明顯觀察出「以雲端運算為體，以巨量資料為用」的趨勢，故近期國

際常見的雲端運算應用案例，大多也以資料分析與應用的樣態呈現。站在政府機關的角度，

發展雲端與巨量資料應用之目的，原則上都是以服務民眾為出發點。而觀察近年已發展出的

相關應用案例，根據其對民眾產生的效益，可發現至少在改善政府施政品質、促進公眾自主

決策、解決公共問題和創造民間機會等方面，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本文在下一節中，也將

以這四種影響類別，各列舉一代表案例說明之。 

表 2：近期國際資料分析與應用案例主要類型 

改善政府施政 公眾自主決策 解決公共問題 創造民間機會 

國家 案例 國家 案例 國家 案例 國家 案例 

巴西 開放預算資

料供外界查

詢與分析 

美國 民眾分析警

政資訊輔助

搬遷決策 

美國 MIT 監控垃

圾清運和不

當處理問題 

美國 電商業者整合地

址與商品資訊，

提供消費者即時

推薦購買資訊 

英國

芬蘭 

開放稅金使

用資料徵求

民眾回饋意

見 

肯亞 建 立 Open 

Duka 平臺，

提供市民、

記者和公民

團體工具和

資訊，開發

應用服務 

新 加

坡 

建立登革熱

地圖協助管

理疫情 

丹麥 室內裝潢廠商分

析政府能源政

策，提供客製化

節能施工規劃與

服務 

美國 芝加哥市府

分析食安資

訊改善市政

管理 

墨 西

哥 

提供學校評

估 資 訊 平

臺，幫助父

母 選 擇 學

校，提升教

育品質 

紐 西

蘭 

基督城建立

地震地理資

訊系統供外

界查詢和分

析 

英國 民間企業使用陸

軍測量局的地理

空間數據，發展

高品質的 LBS 相

關服務 

加拿

大 

利 用 T3010

慈善資訊回

報資料改善

慈善機構管

理與政策 

坦尚

尼亞 

民眾利用各

學校國考通

過率資訊選

擇教育場域 

獅 子

山 

即時彙整疫

情資料調度

醫療資源 

美國 建立紐約市商業

活動地圖，使小

企業也可以獲得

選址調查和決策

的參考資料，開

展新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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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政府施政 公眾自主決策 解決公共問題 創造民間機會 

國家 案例 國家 案例 國家 案例 國家 案例 

丹麥 提供地址資

料集，供民間

改善品質並

縮減資訊落

差 

烏 拉

圭 

賦予公民權

利針對健康

照護行使資

料導向的決

策 

美國 Ohio 

Zanesville 區

的非裔美國

人分析政府

資料打贏因

種族歧視無

法取得公共

水資源的官

司 

美國 Google、 Climate 

Central、ESRI 等

公 司 ， 利 用

NOAA 的即時氣

候巨量資料，發

展新服務 

印尼 建 立 Kawal 

Pemilu 網站

數位化選票

資訊以監督

選舉品質 

    美國 Foursquare、Uber、

RedLaser 、

Instagram 等企業

利用 GPS 資訊提

供新服務 

斯 洛

伐克 

開放工程承

包資訊供外

界分析與監

督 

      

瑞典 建 立

OpenAid.se

網站監控國

際合作資金

流向 

      

肆、 國際巨量資料分析與雲端應用案例 

一、改善政府施政－英國與芬蘭利用稅金資料改善施政品質 

英國與芬蘭都已利用釋出政府稅金相關資料的方式，鼓勵民眾參與國家預算編列決策，

而且發揮監督政府施政的功能。兩國民眾都可自行在政府網站上，取得該年度政府開支稅

金的過程，包括用途、金額、結餘等，以及即將在下一年展開的新支出規劃。民眾則透過網

站，回饋對於政策和預算支出的正反面意見，而且政府相關部門必須在限期內，回應民眾

的問題或疑慮；考量到可能面臨的潛在民眾監督壓力，確實促使政府官員做出決策前更加

謹慎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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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英國與芬蘭稅金資料開放利用計畫 

資料來源：英國與芬蘭財政部，工研院 IEK 整理（2016 年 11 月） 

二、公眾自主決策－民間社群使用警政資料提供區域治安分析服務 

Crime Mapping 和 Stumble Safely 是兩個由民間社群團體架設的區域安全資訊服務網站，

其服務模式非常具有公眾自主決策的代表性。網站背後連結了警政單位的資料庫，Crime 

Mapping 的重點放在揭露各類街頭犯罪案件資訊，不但對當地居民有幫助，對於遊客、出差

者、外來人士甚至在考慮搬遷居住地區者，都提供重要的資訊幫助。Stumble Safely 則針對

特定地區內的夜生活聚點，顯示如餐廳、夜店、三溫暖、娛樂場所等地點附近的犯罪案件

紀錄。兩者的服務都讓民眾對週遭環境提高警覺，進而決定自己的路徑和動線。 

 

圖 8：區域治安事件與狀態分析系統 

資料來源：Crime Mapping, Stumble Safely，工研院 IEK 整理（2016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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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決公共問題－新加坡提供登革熱即時疫情資訊 

新加坡每年登革熱疫情平均為 2 萬例，國家環境衛生局（NEA）利用了開放數據控制

的登革熱的傳播。該網站資料庫串連了疾病發生的資訊與位置地圖，刊登登革熱疾病和預

防措施。NEA 監測登革熱的資料來源，除透過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GIS）蒐集孳生源位置、病例及血清學之地理分布外，並將平時的孳生源調查結果加以進行

分析，以進行日常蚊子監視行動，主動監測易發生登革熱或蚊子密度高的地區。這些資訊

使 NEA 能依據監測結果，預測約 3 個月後的風險，在流行發生前，即快速對危險性高的地

區，即時介入作為，降低傳染源，防止可能的登革熱傳播。 

 
圖 9：新加坡登革熱地圖 

資料來源：新加坡政府網站，工研院 IEK 整理（2016 年 11 月） 

四、創造民間機會－民間企業分析政府資料提供創新服務 

政府推動資料分析應用進而為民間創造機會，是推動工作上相當難以達到的成果，在

丹麥和美國則各有一例，兩者皆利用介接政府資料而發展了新服務，獲得超額利潤。丹麥

室內裝潢廠商 Huset 將政府節能補助、地方商業登記、地價等資訊加以整合，提供民眾居家

能源使用效率改善的建議，以及節能施工承包商和工程預算的推薦和規劃。美國電商服務

整合公司 ShopSavvy，充份整合地圖、地址、門牌、商品位置等資料，提供以條碼、商品名

稱、商店名稱進行比價服務，以及當消費者鄰近商店時顯示與個人需求相關的商品電子 DM、

動態廣告等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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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室內裝潢與零售業者創新服務模式 

資料來源：Huset, ShopSavvy（2016 年 11 月） 

伍、 結論 

一、基礎架構規劃與促進資料流通為先進國家政策重點 

綜合以上先進國家近年推動雲端運算與巨量資料分析應用的策略，可發現基礎架構規

劃和促進資料流通，幾乎是各國政策內容中的必要重點。正足以反映發展應用之前必先奠

定良好基礎的道理，先進國家即是長期持續的投資基礎建設，進而能長期保持在雲端運算

和巨量資料應用的領先地位。 

由此可知，雲端運算應用推動沒有捷徑，紮實的基礎建設和充足的資料來源是重要關

鍵，追隨先進國家擴展應用的同時，政府也應不時檢視基礎建設是否需要擴充或更新，否

則應用面的效益與價值亦難以發揮。 

二、先進國家善用民間參與效益，補強政府公共服務品質 

長期以來，政府推動雲端運算應用時，大多是以政府提供民眾更多便利服務為出發點，

由政府部門發想服務的提供方式。然而，隨著民間掌握巨量資料分析的技術益發成熟，只

要能夠取得資料，由民間自行開發的服務，似乎更貼近民眾需求，且具有比政府服務更好

的效能。 

因此，政府此時應思考的是如何做好資料的流通與維護，將資源公平合理的釋出給民

間，一旦發展為服務，反而能夠幫助政府減輕施政上的壓力，同時轉而將資源專注投入在

民間無法克服的難題上，這才應該是政府推動雲端運算和巨量資料服務的終極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