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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委員會 新聞稿 

深化部會網路意識、國發會辦理網路發展研習營 

[吳明蕙/國家發展委員會經濟發展處處長，電話：02-2316-5851] 

104 年 1 月 24 日 

面對數位革命的開展，為增進行政團隊對於網路趨勢與應用

的了解，國發會今日針對部會正副首長舉行「網路發展趨勢研習

營」，邀請熟稔網路發展與運用領域的菁英與社群領袖，辦理講習

與交流互動。 

一、院長勉勵同仁落實網路溝通，以優化施政 

首先，行政院毛院長在致詞中表示，行政團隊面對網路世界

必須有不同的思維，才能使施政更貼近民眾的想法。毛院長提出

三大重點，一是政府資料開放不只是一種技術，更是一種心態，

藉由主動公開資訊讓全民檢驗與運用， 院長並以禽流感事件農

委會因應作法為例，可增進民眾對政策的瞭解；二是行政團隊應

加強網路輿情分析，設法了解其想法，並據以回應網友意見；三

是行政團隊應借重網友長才，擴展雙邊合作關係，提高服務民眾

品質。 

院長期勉同仁透過今日研習營專家的經驗知識分享與交互

討論，可以激發出新的想法、新的體驗，並期望可以擴大施政的

內涵及成效。 

二、研習課程內容豐富，包含三大主題 

(一)國際前瞻資通訊發展趨勢 

Google Taiwan 簡立峰董事總經理指出，政府應思考如何運

用臺灣硬體的核心優勢，整合物聯網的機會，以及優秀的高科技

人才，吸引國際創投，進而掌握東南亞華人市場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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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沛科技翟本喬執行長指出運用網路溝通的成功關鍵，應就

事論事、以正確的論點爭取支持，進而透過網友散播資訊的力量，

爭取政策多元溝通的機會。 

Code for Tomorrow 基金會徐子涵發起人則分析主要國家

的網路發展政策，建議政府可借鏡英國開放資料、芬蘭公眾諮詢，

以及愛沙尼亞網路服務模組化輸出等成功經驗作法。 

(二)善用資通訊科技，落實政府前瞻治理 

OpenData / Taiwan 張維志站長指出現在是資料驅動的資

訊時代，強調政府應針對去識別化的公開資料，朝開放資料發展

以建立與全民對話新管道。 

智庫驅動(DSP) 劉嘉凱發起人建議政府應擔任創新的角色、

不要害怕失敗，強調資料運用的跨域合作，並建立「政府-公民」

的多邊合作夥伴關係。 

台灣網站前端技術網路社群(JavaScript.tw)王景弘發起人則

指出，首長與部會本身應作為網路節點，網路強調一對一的平等

溝通，所以沒有階級之分，只有知識與實力的分別；隨著網路普

及，未來沒有數位落差，只有知識能力運用的落差。 

(三)數位生活與網路經濟發展 

Richi 虛擬貨幣交換中心戴季全創辦人指出，當前法規環境

不利創新創業發展，政府應加以檢討，以利新創產業生存。同時，

分享 i-voting 於公館人行道徒步區設置的案例，建議政府於政策

規劃時即可透過公眾參與討論，同步修正內容方向，以利政策推

動。 

達文西個資暨高科技法律事務所葉奇鑫所長強調，政府應強

化網路基礎建設，並充分釋出去識別化資料，放手讓民眾運用資

料，發展創新商業模式；同時鬆綁相關法規，提供網路創業者友

善的創業環境。 

病後人生一站式服務網羅佩琪站長則分享如何運用網站作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9%81%94%E6%96%87%E8%A5%BF%E5%80%8B%E8%B3%87%E6%9A%A8%E9%AB%98%E7%A7%91%E6%8A%80%E6%B3%95%E5%BE%8B%E4%BA%8B%E5%8B%99%E6%89%80/504337236328294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6%89%80%E9%95%B7/10836589255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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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資訊提供者的角色，縮短資訊的落差，讓有需要的人快速地獲

得需要的幫助。透過寫文章的主動傳播方式，讓網路成為協助解

決實體世界問題的關鍵橋樑；同時，應重視網友的想法，從網友

中發掘智慧、縮短訊息落差；並強調政府開放資料，放手讓民眾

自行運用的重要性。 

TechOrange（科技報橘）張育寧總編輯認為，輿論的主控

權不在媒體手上而在社群，加上網友想要成為事件的紀錄者、觀

點的詮釋者、真相的守護者，所以政府應及早參與網路社群，多

與網友交朋友；並指出大量的小溝通比一次的大溝通有效，政府

不斷地與小眾團體溝通。 

三、張副院長就講座內容和與會人員交流、分享經驗 

最後，由張副院長擔任綜合討論主持人，蔡玉玲政委及杜紫

軍政委擔任與談人，就今日講座內容進行相互交流並分享經驗。

透過綜合討論過程，有助於提升與會人員對於網路的認知與了解，

並落實在未來部會施政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