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路智慧新臺灣
─從專業技術戰力邁向全民戰力
  的轉型之路

臺灣網站前端技術網路社群（JavaScript.tw）發起人　王景弘

網
路在業界雖已長期累積各種應用基礎，但近幾年才在客戶端市場藉由行

動裝置與行動網路廣泛影響人民生活，並迅速帶來許多的應用與改變人

民生活。從經濟面的軟硬體供應鏈、各產業不同環節的供應鍊管理、B2C 以至

C2C 交易管道，再到各類訊息溝通的機制（包括一般民眾交流，政府為民服務

案件、影音傳播內容等等）。紛紛成為近幾年市場上的寵兒，在生活中放眼望

去可說所到皆有網路之蹤跡。

依國家發展委員會 103 年個人／家戶數位機會調查顯示，我國 12 歲以上民

眾 78％有使用網路的經驗，71.4％有行動上網經驗。另根據 TWNIC 發佈之 2014

年「臺灣寬頻網路使用調查」結果，近半年使用寬頻上網的受訪者中，有網路購物

經驗者占 29.67％，其中 64.27％使用桌上型電腦購物，18.16％使用筆記型電腦購

物，平板電腦加上手機的比例為 16.59％。

從純粹的數位經濟消費（行動應用服務 app 或線上數位服務 web），特別是

數位教育服務、數位娛樂服務（從遊戲到虛擬實境等），再串連到電子商務消費。

此一生態系實際上並非網路創造出來的產業，但在歷經過去十年的「數位化」歷

程中，網路滲透並重新調整這些產業在數位上的可能，也根本上改變這些事情的

面貌。

以上種種數據與現象，顯見此一數位浪潮，已在多數國人生活中佔有不可或缺

的地位，早已悄悄進入整個業界並產生不可逆的作用。政府為因應社會變遷，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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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新檢視國家級政策是否已正確因應這波「數位狂潮」，並且搶搭這波浪潮的不

只經濟市場，在看到網路應用具有「可驗證輸入內容」與「使用者能自行操作」之

自動化優勢，各種自動化的人民服務系統可說是如雨後春筍中冒出。

被動轉為主動　待磨合的數位社會

扣掉我們平常已經熟知的網路報稅、網路銀行等服務，今年政府力推開放資

料，以揭露資料的方式讓人民瞭解政府施政作為、增加人民資料運用的可能性，亦

是國家政策的主要方向之一。「網路」正全面改變我們傳遞訊息的模式，其中最重

要的部分莫過於是資料使用「主體」的改變。

過去各種臨櫃操作對應的是許多受過訓練的專業人力，民眾會需要經過專業人

力的指引、協助他們一一完成各種作業，而現在民眾除了既有的道路之外，將有其

他機會能夠透過應用服務的指示與自然人憑證，「自主」的進行各種服務的操作。

這樣轉變早已經在過去數年間在民間迅速的發生，這些操作經驗跟他們已經藉

由需要而學習每日之生活資訊或電子商務操作，相去並不會太遠，而現在我們將推

廣到更寬更廣的公共服務上。這長期而言將帶來一種明確的質變，使用者能夠透過

練習與默契的建立，自主的去連結各種資料來完成申報，用更少的時間、更簡易的

程序、更少的中間人，來達成自主的操作。

在數位深化的過程中，因為每年社會上的資訊系統發展腳步太快，政府因應產

業需要不斷頻繁修改規範，同時又有許多屬於難以周全與仍缺乏共識之處，又數位

產業屬於難以監管而且自由化的範疇，兩者形成複雜的博奕關係。有時只好頭痛醫

頭腳痛醫腳，多少有些制度面產生脫鉤的現象。

比如，雖然我們很早便已推出電子支付載具（悠遊卡）、電子商務信用卡付

款亦占 32.10％（TWNIC2014 年「臺灣寬頻網路使用調查」），對於屬網路支付

常用工具，亦有許多國外應用實例的第三方支付的專法通過卻遲至 2015 年 1 月

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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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如社群網站脈絡興起，社群工具成為更直接能夠面對使用者的管道時，多

數合法醫院卻因「醫療機構網際網路資訊管理辦法」提及「醫療機構除第三條所定

之網址（域）外，不得以其他網路工具提供網路資訊。」，而在 2014 年底遭發函禁

止提供各種院所醫療資訊，引起網路使用者與服務提供者批判的軒然大波。

除前述兩個例子外，亦實有許多仍待磨合的數位社會細節，在此難以一一

列舉。

全面檢視　重新啟動新臺灣

綜看網路智慧新臺灣的五大構面，包括基礎資通訊環境、政府透明治理、

智慧生活、網路經濟、智慧國土等，筆者認為白皮書描繪並非「智慧」「新」臺

灣，而是試著將「今日之臺灣數位政策需要」以全面檢視的方式，來給出過去長

期以來缺乏的整體政策。考慮到過程廣泛的廣納民間意見與多次公聽會，縱使相

信仍有許多遺珠之憾，但應可認白皮書內容已經由一定參與而制訂，並且以能追

溯的形式呈現。

網路智慧新臺灣政策構面的核心價值，莫過於是融數位於行政、融數位於生

活、融數位於環境，其中大略可以分成幾個面向思考，從簡單至困難分別是：基礎

資通訊環境是否普及、滯礙難行或因應數位需調整之制度、政策執行單位之資訊素

養提升與公民資訊素養的提升。

在白皮書脈絡中，首要目標應是重新思考既有制度應用在數位浪潮中滯礙難行

之處（實體演化至數位），與重新站在數位思考國家需要什麼樣的數位政策（數位

中單獨發展）。而此次政府施政中最困難也最令人憂心的點，恐怕在於這次會更難

有個有效 KPI 來驗證政策成效。

白皮書政策中從 2.1 政策資料開放、2.2 公共政策參與、2.3 數位政府服務、3

智慧生活、5 智慧國土等，其中多數內容主要思考的是政府數位服務與更多民眾參

與應用的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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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智慧」政策其中的困難點將會是如何教育民眾上特定平臺做特定操作，

或如何普及應用到所需的人民生活中，最後驗收這些服務成效的，主要應以「資訊

素養」作為結果驗收。簡言之，這波數位浪潮會是一次政府與全民是否都能逐步跟

上「數位公共服務」的一次更新，跟過去不少是政策施政後「人民申請」的角度，

這次的許多服務都可能是「持續」的公共服務，這種模式對多數人而言是仍然缺

乏想像的。能夠有多少人妥善運用數位工具，有多少人能夠將這些工具轉化為生

活中的基礎建設，如同陽光、空氣、水一般的倚賴這些公共資源，會是一個有趣

的革新。

而其中最大變數，筆者認為以「制度設計者」本身資訊素養程度最令人憂心，

如推動開放資料實施至今，就有發生部會不懂何謂結構化資料，把這些資料轉換成

「資訊廠商」之義務，導致資料內容鬧笑話、異動曠日廢時的情況。

民間在過去十年間最大差別就是「資訊技術提供者」在各產業滲透化，以前只

有「資訊廠商」處理「系統問題」，現在是各產業人都有基礎資訊素養訓練。比起

資訊專家學其他領域，其他領域學點資訊再與資訊專家合作，更為民間最為常見的

現象。

而既有業務除了少數因為資料量太大，所以過去就已跟資訊系統密切整合的業

務外，多數「智慧」業務，特別是廣泛而全面性的開放資料，資料提供者的資訊素

養程度更直接決定一個資料集或應用服務的生死。

過去數年數位應用最常見的錯誤莫過於當民眾已運用自行取得的政府資料，蓬

勃自行發展一套能獲得民眾認同的服務，卻硬要自己重造輪子，甚至要求民眾下架

民間版本。或是過於迷信 Portal 式 APP，卻忽略社群與搜尋引擎帶來的分散式內

容瀏覽習慣。又或是民間已有固定習慣討論之區域，政府卻忽略民間溝通管道、強

行自建平臺，導致使用率低落等。

自建平臺有自建平臺的自主性並非壞事。但在近幾年流行快速汰換頻繁的平

臺生態，往往政府追上一個平臺就要曠日廢時，而且需要耗用大把資源，而當政

府到一個段落後，民間又已發展到新的階段去。此一來一往之間，就造成大量資

源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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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資安為基礎 強化整體資訊素養

另一個好例子則是資安政策，白皮書中談資安政策（1.3）時提到「因此我國

應以明確的資安立法、產業政策、行政手段及資訊安全標準等不同方式，引導智慧

網路與應用建設及營運的資源流向以創造資安需求」。除專業資安人員以外著墨甚

少，但其實資訊安全最基本的「木桶理論」已說明，擁有最專業的資訊安全人員只

是開始。真的想根絕網路犯罪，仍需要透過所有資訊系統使用中下游的人，一起擁

有資安素養才可能預防。

而在這個 B2C 甚至 C2C 業務非常盛行的網路，其實使用者自己的核心素養才

是真正重要的。舉例許多使用者習慣所有的資訊系統都使用同樣的帳號密碼、使用

生日作為系統密碼等，在這樣使用者甘願便宜行事犧牲安全的角度，不論業者採取

何種防範措施，往往難以杜絕民眾的投機心態。而這樣的資安意識缺乏，往往也導

致許多更為不幸的後果。更不用說「社交工程」根本就不透過系統，而透過客服或

其他「人」為管道來進行攻擊。

使用者也可能無心之中下載惡意病毒程式側錄密碼等，導致系統商根本無處可

防。在這個 80％人口連網的時代，擁有一個讓自己系統安全的「資訊安全素養」，

純粹倚賴「防毒軟體」或「專業資安廠商」是不夠的，網路資安意識可說是網路版

的「公民與道德」，是人人都該作為進入網路世界前的基本認知。

我們接下來要面對的是如何提升「整體人民」的資訊素養，而絕非只是少數

節點或專業系統的佈建，此一過程需要政府與民間兩者緊密合作，互相瞭解彼此程

度、一同攜手合作。

作為一個長期資訊從業人員，對於政府制訂數位政策、全面性的思考數位政

策表示肯定，但同時亦應思考過去政府許多地方長期與數位政策脫鉤，缺乏數位近

用的能力，第一線有時沒有能力操作或整理資料的窘境，發生在政府內部的數位

落差，是值得被正視的。我國長期以來政府資訊系統委外政策，將專業問題交給專

業者解決、業務端資訊能力不足的模型，考慮到民間資訊系統發展的歷程與歷史脈

絡，恐怕在此時需要對照與省思，重新思考如何更為普及的提升業務端資訊素養，

以讓政府資訊系統真正能落實其設計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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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書畢竟是大方針概要彙整，具體方向雖有一定定義，但執行上恐還是需要

根據接下來施政當時社會數位狀態去思考，畢竟網路仍在活躍而活潑的青春期，一

年多變與複雜演化是他的特色。而長期來看，強化整體行政機關各領域人員的基礎

資訊素養，恐怕是接下來要執行這系列複雜而多元的數位文化政策中，最迫切需要

的事情。

而這其中最值得提出的事情莫過於是一定年齡層底下其實早已內建所謂的資

訊素養（所謂數位原生代），因為他們從小就接觸許多資訊工具，也因為大量的資

訊進出而演化出不同的想法、價值與目標，並且倚賴資訊工具處理日常所需的每件

事物與資訊來源，與傳統的數位移民世代（只倚賴資訊工具作為工作聯繫與完成目

標的一環）對資訊倚賴程度截然不同。

政府在政策由數位移民世代再推動給數位原生代，這中間價值觀與對數位工

具想像的鴻溝，恐怕需要謹慎思考與面對，切莫掉進不同世代看法帶來的主觀陷

阱。這會是近數十年來，最嚴重的一次社會代溝，應謹慎因應，透過「互視」、「對

話」、「互相交流」來度過這價值觀的轉換過程。

白皮書象徵的數位政策，應是讓政府從過去以「民間企業」掛帥角度，邁向

「全民資訊素養」與「全民資訊能力」的檢驗。這一步肯定是不容易的，但數位社

會應已是全球不可逆的趨勢，我們應積極面對，從過去肯定少數專業廠商戰力，因

小島小民、網路與資訊裝置普及率皆高，而能有優勢的挑戰轉型人民能夠快速理

解、因應、反應政府作為與世界潮流的「全民數位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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