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路發展趨勢研習營
活動紀實

王誠明　國家發展委員會資訊管理處科長

行政院長毛治國上任後，

為了翻轉政府、創造有感施

政，規劃了科技三箭，包括「觀

念溝通」、「行動落實」、「前

瞻施政」，並運用開放資料、

巨量資料及群眾外包，優化施

政建構雙向溝通。為落實這三

箭，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

稱國發會）於民國 104 年 1 月

24 日及 1 月 31 日，分別針對

中央部會正副首長與司處長，

舉行全天的網路發展趨勢研習

營，與會者對於研習營均表達

圖 1　毛院長致詞

高度肯定，也對網路應用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

兩次研習營活動均由毛院長致詞。院長提

及因應國內環境的變動，公務同仁的服務基本信

念必須與時俱進。行政團隊必須接受挑戰、發掘

問題、克服困難、解決問題，需要補足的部分，

就是架設實體世界與網路世界的橋梁。為了使政

府部門與網路世界接軌，行政院將著手擬定「網

路智慧新臺灣政策白皮書」做為未來施政基礎，

因此特別辦理本研習營，請專家指導。

院長指出，公務同仁在心態上要面對、認

識的第一課就是資料開放（open data），資料

開放不只是技術、也是心態，政府所做所為都將

被公開檢視、檢驗，因此，資料準備要更完整、

周密。資料開放的重點是將他律轉為自律，由

如何整理開放資料中，學習更嚴謹的做事方法，

提升工作品質。

其次，各單位對網路還不夠熟悉，蒐集輿

情的方式仍是傳統的新聞媒體，回應發新聞稿

的擴散度也不夠。應該要從網路掌握網友意見

及走勢趨向，借重專家的觀點、做法，虛心學

習網路世界互動模式。

最後，要善用網友力量，提升政府服務品

質。院長舉例，網友 Peggy 因為生病，以自身

使用網路醫療及社會福利經驗，串連所有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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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達第一手訊息。

然而，網民也不會平白無故地支持。要爭

取網民支持就必須記得：一、要用事實而非宣傳；

二、無法納網民為己用，要有一些戰術，而且要

瞭解一個事實：政府要澄清，民眾看熱鬧，媒體

要流量；三、以前資源和資訊不對等，現在表達

意見的成本趨近於零，所以漸漸從間接民主走向

直接民主；四、如果討厭媒體就自已成為媒體，

直接網上面對民眾；五、網路單一意見不會成

為氣候，網路溝通不是一對多，而是一對一，

要好好論述一個觀點，就能藉由一對一的說服，

進而達到說服千人的效果。

病後人生一站式服務網站長 Peggy 也感慨

地說：「政府網站服務常常是『知道的人就有，

不知道的人就沒有』，像這樣的「隨機偶遇」，

沒有資訊來源的病人如何能取得主動服務呢？

再者，機關常常將法規直接複製貼到網站，民

眾根本看不懂，對政策條文也不易理解。政府

提供的政策訊息散佈在各級政府，網站資訊甚

至是過時的，政策措施資訊更新有時間落差。

政府應該要認真地去瞭解線上服務是要解

決什麼實體問題，而此實體問題解決方式是什

麼，再看看線上服務是否真的解決了這些問題，

要用更誠懇的態度看待為民服務這件事，轉化

隨機的發現變成制度化的發生，讓民眾所需的

資訊和協助不再只是被「不小心發現到」。

成立病後人生一站式服務網，借重網友力量，

將已有的系統發展為更有用、更完整的服務。

因此，政府要發掘網路世界中有熱血也願意服

務其他人的夥伴。

本次研習營邀請 Google 臺灣董事總經理簡

立峰、和沛科技公司總經理翟本喬、Richi 里斯

特資訊媒體公司董事長戴季全與柯文哲競選幕

後「網路軍師」王景弘等 10 人擔任講師，演講

的內容多表達臺灣網路國土與網路優勢正面臨

挑戰，這是威脅，也是機會。

綜整演講內容，領導者（政府）必須學會

利用群眾智慧，創造新的價值。網路是虛擬國

土，我們已經失去了很多，必須設法爭取回來，

然而就目前來說，臺灣網上資訊都是繁體中文，

其他國家無法直接參考使用，而且內容也不甚

豐富，這意味著久而久之，其他國家就不再想

來我們的網站了。要如何國際化？語言和文化

都必須調適走出去。

臺灣政府機關底層的事務官是珍貴的資產，

有時卻也是推動創新的最大挑戰。當新科技出

現，政府推動使用時，經由行政程序，真正往

下推行時已變成舊的技術，行政流程趕不上科

技進步。人民要求反應愈來愈快，官員與新科

技疏離感卻愈來愈遠，很多民眾透過新聞只看到

媒體的片面之言，沒看到政府單位的及時澄清。

如果政府資訊能夠開放，就可以即時與民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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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

 第三卷  第一期 104 年 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