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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公務機關巨量資料分析應用推動簡介 

國家發展委員會資訊管理處 劉宗熹 

壹、前言 

103年底毛前院長上任時提出「網路溝通與優化施政三支箭」之科技政策，

希望透過「開放資料」、「群眾外包」及「大數據」概念促進施政品質與效能，

協助政府解決施政重要課題；張前院長善政（時任行政院副院長）接受專訪時

亦提及：透過大數據分析，洞悉以前沒看到的現實，進而做出對症下藥的政策。

從兩位院長的談話內容明確顯示政府巨量資料分析為公務機關推動資料應用的

發展重點。 

為因應網路時代新趨勢，藉由網路科技及創意，讓政府機關施政更具前瞻

性，行政院於104年7月通過創意臺灣ide@ Taiwan 2020政策白皮書，其任務之一

是推動善用巨量資料分析提升政府施政品質，規劃以資料科學研究方法分析跨

域資料；另成立行政院大數據技術指導小組，責成經濟部、科技部及國家發展

委員會協助政府機關辦理巨量資料分析作業，針對民眾關心議題或重大施政課

題，如薪資、學用落差、人力資源運用等議題研析問題成因，俾以提出解決對

策。截至105年4月底，大數據技術指導小組架構下，已完成7項巨量資料分析議

題，並獲得初步分析成果。有鑑於大數據技術指導小組屬臨時性任務編組，為

持續推動政府巨量資料分析作業，行政院資訊通信發展指導小組第37次會議決議

增設資料應用推動指導小組，賡續推動公務機關、產業及學研單位發展資料應

用相關事宜，大數據技術指導小組解除任務。 

貳、推動策略 

為協助公務機關培養運用巨量資料分析能力，政府推動巨量資料分析應用

係以公務機關與學術單位合作模式，由公務機關從社會安全、經濟發展與環境

永續等三面向提出重要施政課題，如傳染病預測、毒藥品防制、物價監測、提

升薪資、環境品質預測、畢業生就業情形、新住民二代潛力發展等，由國內學

術單位或跨機關成立合作小組方式共同進行資料分析，藉此強化政府施政決策

品質，同時培育國內急需之資料科學人才；各項分析議題完成研究後，該項分

析作業納入機關常態性業務，作為輔助機關施政之一環，以確保政務推動符合

民眾與社會需求，並提升政務推動之政策、危機處理與前瞻創新品質與效能。 

一、 目前政府推動巨量資料分析作業，以政學合作及機關試辦二種模式進

行： 

(一) 政學合作：由行政院指定應用領域，由科技部向學界徵集研究計畫，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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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強化政府施政決策品質，培育國內資料科學人才。 

(二) 機關試辦：由行政院指定數項重要施政課題，擇定主、協辦機關成立跨

域合作小組，透過試辦方式讓公務機關實際進行辦理資料應用工作，培

養相關能力。 

為協助各部會辦理推動巨量資料分析領域事宜，行政院於104年5月2日成立

「大數據技術指導小組」（如圖1），由副院長擔任召集人，國家發展委員會、

經濟部與科技部擔任小組成員，分別就法規環境協調、產業技術輔導及學研領

域輔導等面向協助推動政府巨量資料分析，同時確立指導小組架構下各項分析

議題進行程序（如圖2）；各項議題辦理時限以6個月為期，由主責部會邀請相關

機關組成工作小組後，進行各項分析工作。 

 

圖 1：大數據技術指導小組架構圖 

 

圖2：技術指導小組進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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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技術指導小組運作初期指定分析重點以企業調薪、學生就業、毒藥

品防制、新住民潛力願景等 4 項議題，隨著上開議題陸續產生初步分析成果，

行政院陸續指定「低所得背景分析」、「促進銀髮人力運用及資源整合」與「高

工職畢業生生涯發展趨勢」等議題；至此，巨量資料分析應用議題共有 7 項議

題。 

前揭應用議題之主、協辦機關及與應用議題內容（如表1）： 

表1：巨量資料分析應用議題簡介 

名稱 主、協辦機關 議題簡介 

企業調薪 主辦機關：財政部 

協辦機關：勞動部 

運用財政部國人薪資所得資料與勞動部勞

保投保資料勾稽，客觀反映國人實際薪資。 

大專院校

畢業生就

業薪資 

主辦機關：教育部 

協辦機關：財政部、勞

動部、內政部、國防部、

銓敘部、 

運用教育部大專畢業生資料、勞動部投保

資料及財政部薪資所得資料等分析大專畢

業生就業及薪資水準，作為政府規劃教育

政策參考。 

毒品防制 主辦機關：衛生福利部 

協辦機關：法務部、教

育部、內政部、勞動部、

司法院 

彙整分析各毒品防制業務主管機關之業務

資料，瞭解毒品使用的輪廓、檢討評估目

前的處遇模式，解決當前毒藥品濫用問

題，並作為毒品防制政策規劃之參考。 

新住民及

其二代就

業就學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教育部、勞

動部、經濟部、財政部、

衛生福利部 

分析新住民及其二代在就業、就學與家戶

經濟相關資料，透過資料分析洞察不同類

型、不同因子的消長趨勢，作為未來切合

新住民所需之政策參考。 

低所得報

稅戶背景 

主辦機關：財政部 

協辦機關：內政部、勞

動部、衛生福利部、原

民會、退輔會、農委會、

金管會 

分析「綜合所得稅所得總額20分位統計分

析表」最低分位報稅戶之所得、財產及投

資情形，推估其真實收入情況，作為政府

施政參考。 

退休人力

再運用 

主辦機關： 勞動部 

協辦機關：退輔會、教

育部、銓敘部、人事行

政總處 

運用軍、公、教、勞保各類退休人力相關

數據資料，找出退休人力可再投入就業市

場之潛在勞動力，作為促進退休人力再就

業相關政策措施之規劃參考。 

高職、高工

畢業生就

業就學 

主辦機關：教育部 

協辦機關：勞動部、內

政部、財政部、國防部、

銓敘部 

延續大專院校畢業生就業薪資議題之分

析，增列高職畢業生就業狀況與就業後回

流就學情形，藉以檢視我國技職體系發展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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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政府巨量資料分析作業要項 

大數據技術指導小組架構下推動之 7 項巨量資料分析議題，已於105年4

月全數執行完成，並獲得初步分析成果；在各項議題之主、協辦機關與大數據

技術指導小組共同合作下，逐漸累積辦理巨量資料分析經驗，本會從中萃取重

點工作項目說明如下，提供公務機關參採： 

一、 政府巨量資料分析三要素（如圖4） 

(一) 資料：依據分析作業所需取得之資料，包括公務機關依職掌而蒐集之資

料、政府開放資料、公開資訊或公務機關外部可取得之結構化、非結構

化資料。 

(二) 資料運算資源：泛指各類為進行巨量資料分析而準備資料處理、儲存、

運算之資訊軟、硬體。 

(三) 資訊科學家：係指具專業領域知識、熟悉統計方法及電腦科學之資料專

家；由於公務機關同時具備三項專長之專家非常少，爰政府巨量資料分

析作業以團體合作方式，由業務單位、統計單位及資訊單位共同成立工

作小組辦理相關工作。 

 

圖4：政府巨量資料分析三要素 

二、 政府巨量資料分析執行程序（如圖5） 

(一) 問題定義 

1、釐清政策推動瓶頸或民意輿論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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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策推動、政府業務執行過程遭遇之困境，或蒐集民眾意見、媒體

輿論，釐清巨量資料分析執行方向。 

2、訂定待解決課題或預定創造之價值 

訂定巨量資料分析工作預期達成之目標，進一步研定預計探索之問題，

期望找出輔助公務機關解決施政課題之參考。 

(二) 前置整備 

1、確定分析範圍、資料需求以及分析方法 

經過前開問題定義階段已明確得知巨量資料分析作業之目標與預期

價值後，依其規劃分析範圍，例如哪些業務領域需要被探索、哪些機

關的業務資料可以挖掘出潛在知識、哪些資料串接之後可以找出更多

有利分析的資料集等。最後再依據資料性質、問題性質找出可能可以

獲得預期結果決定數據分析（統計分析）方法。 

2、組成工作小組 

邀請相關業務機關（或資料提供機關）擔任協辦單位，除建立業務資

料流通與再利用之程序與管理機制外，另協助檢視分析過程與結果之

合理性，確保分析方向正確；主辦單位內部則由業務單位、統計單位

與資訊單位共組資料科學專家團隊，分別就領域知識、統計方法與資

訊技術共同執行資料分析與解讀作業。 

3、運算資源與資料資源整備 

準備巨量資料分析作業所需電腦運算資源，泛指各項資料科學專家團

隊進行資料分析所需之電腦軟、硬體；有關資料資源整備作業，除了

蒐集分析所需資料項目外，重點工作係檢視資料內容是否能滿足分析

所需，包括資料內容之定義、資料品質、使用限制（如法規規定、時

間區間、地區範圍等）。 

(三) 執行分析作業 

1、資料分類、分級 

將資料以各種屬性進行資料分類、分級工作，俾利進行資料分析作業，

如地區、年齡、國籍、職業等。 

2、資料清理、儲存與運算 

去除無效資料（dirty data）後執行資料勾稽、統計相關之資料運算與

資料儲存工作，去除無效資料之目的在將資料內容不具意義、錯誤或

極端值之紀錄清除，避免造成分析結果異常。 

3、跨域資料勾稽與串連正確性 

不同領域之資料彼此串聯與勾稽時，必須確定資料之間具有相同資料

定義，或資料具有串連可彰顯其正確意涵；例如食品檢驗資料串連原

物料檢驗資料，兩者均為檢驗資料，彼此卻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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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確保資料分析過程之安全與隱私 

巨量資料分析經常需要使用各領域之原始資料進行分析作業，然而原

始資料如具有機敏性質，資料分析過程必須隨時檢查資料是否儲存不

當造成盜用或冒用，而侵害資料當事人權益。 

5、解讀資料勾稽結果合理性 

解讀勾稽過程產生之數據是否偏離預期，如偏離預期且無法找到合理

解釋，必須回頭檢視資料內容是否存在無效資料，導致資料串接結果

偏離合理範圍。 

(四) 研析產出結果 

1、研析分析意義 

各項資料勾稽作業完成，並統計出數據發展趨勢或群聚分布後，從業

務領域觀點洞悉資料整體呈現意涵，並以落實於業務推動層面，研析

分析結果對業務推動之影響。 

2、確認結果價值 

檢視分析結果是否已達成前所預定達成之目標，或是打破現有業務現

況，挖掘出創新價值，進而精進業務發展方向。 

 

圖5：巨量資料分析作業程序 

肆、政府巨量資料分析之隱私保護作法 

因應國內推動資料應用（如巨量資料分析及開放資料等）而引發民眾對資

料隱私侵犯疑慮，行政院自104年3月起著手研議建立個人資料去識別化驗證標準；

在蔡前政務委員玉玲督導下，由法務部於vTaiwan平臺與民間社群討論「個人資

料去識別化議題」，凝聚民間與公務機關之推動共識；隨後責成經濟部建立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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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資料去識別化驗證標準（如圖6）。 

 

圖6：個人資料去識別化驗證標準規範文件架構 

為確定個人資料去識別化驗證標準確實可行，行政院指示財政部、內政部

與衛生福利部，分別就職掌所蒐集之民眾個人資料試辦導入個人資料去識別化

驗證標準，其中財政部之「102年度所得稅核定資料」已於104年8月底導入完成，

並經過第三方機構驗證後確認導入成功，其他兩個部會刻正執行試辦導入中。

未來公務機關必須視法規規定或資料應用內容，適時導入去識別化驗證標準，

導入原則如下： 

一、 法規明文規定者（如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 

二、 擬開放之政府資料含個人資料者 

三、 跨機關流通之資料含有個人資料者 

另外責成法務部協助釐清公私部門導入資料去識別化之法律責任，協調司

法機關進行個人資料去識別化之法律意見。依據法務部「公務機關利用去識別

化資料之合理風險控制及法律責任」之研析報告指出：公務機關保有之個人資

料，運用各種技術予以去識別化，而依其呈現方式已無從直接或間接識別該特

定個人者，即非屬個人資料，自非個資法之適用範圍。 

伍、後續推動方向 

因應國際間政府開放資料、巨量資料及數位服務個人化（My Data）等資料

應用發展趨勢，藉以提升政府施政效能，並發展資料經濟產業，有必要建立一

個溝通、協調並建立合作關係之管道，整合政府端、產業端以及學研端資料應

用量能，共同發展我國資料應用相關措施。鑑於大數據技術指導小組為臨時性

任務編組，為常態推動公務機關辦理巨量資料分析作業，行政院「國家資訊通

信發展推動（NICI）小組」第37次會議決議增設「資料應用推動指導小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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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接續推動政府巨量資料，該指導小組成立後，大數據技術指導小組解除任

務。 

 

圖7：資料應用推動指導小組組織架構 

透過「資料應用推動指導小組」之跨機關、跨業務協調管道，打造政府、

產業、學界之合作模式，提升我國資料應用價值，解決政府施政課題，運用個

人資料去識別化標準，避免資料應用衍生隱私侵害之疑慮；另外，從法規、人

力、技術與資訊資源等面向帶動資料經濟產業發展；最後，建構共用性資料運

算平臺合作模式，鼓勵公務機關釋出資料提供學界研究，提升資料應用鏈結綜

效。 

隨著大數據指導小組架構下推動之7項應用議題結束，各主辦機關已累積相

當多推動經驗，後續本會將陸續邀請各議題主辦機關分享議題分析過程與結果，

並從實務經驗撰寫分析作業程序，提供公務機關參考及運用。 

陸、資料參考來源： 

一、 創意臺灣 ide@ Taiwan 2020 政策白皮書。 

二、 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NICI）小組」網站

<http://www.nici.ey.gov.tw/cp.aspx?n=A9ABCFE4B8529CD7> 

三、 財政部大數據薪資分析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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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育部 99-101 學年度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薪資分析結果簡報。 

五、 衛生福利部運用巨量資料分析規劃毒品防制政策-初步成果。 

六、 內政部 105 年新住民及其家戶巨量資料專案分析簡報。 

七、 財政部財稅資料低所得報稅戶背景分析。 

八、 勞動部退休人力再運用分析。 

九、 教育部運用巨量資料分析高工職畢業生就業及就學情形分析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