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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行政院張善政副院長
建立數位政府服務新思維，
強化開放資料、大數據應用深度

因應大數據時代來臨，為強化資訊政策發展、創新服務

品質，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藉由行政組織調整、法規

鬆綁及資通訊技術應用，以達到數位政府服務目標。

擘劃政府資料治理
驅動數位政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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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國 發 會 於 104 年 10 月 30

日假臺北市立大學舉辦「公共

服務發展趨勢與展望研討會」。

邀請公共服務及服務品質等相關

領域之學者專家參與研討，約有

200 餘位學界及公務同仁共同參

與。國發會林桓副主委致詞時表

示，在服務角色轉變及民眾對政

府服務有更高的期待下，身為最

大服務業的政府機關應該與時俱

進，提供切合民眾需求的公共服務。

公共服務發展趨勢與展望研討會紀實

政府網站引進民間創意競賽活動紀實

國家發展委員會 ( 以下簡稱國發會 ) 與經濟部 104 年共同辦理政府網站引進民間創意競

賽活動，期間計有 36 隊報名參加，6 月 1 日假臺北科技大學會議中心由行政院張善政副院長

主持啟動記者會，已於 10 月 12 日決定獲獎名額及獎項，預計 104 年底前搭配資料服務產業

應用推動計畫成果廣宣活動辦理公開頒獎。



   

編輯室手札

善用資料力量，創新服務思維

 全世界資通訊科技發展與使用趨勢，從網站式服務、社群服務、到行動服務，

民眾日常生活與資訊服務愈來愈密切，資訊服務的提供也愈來愈生活化、便利化。

然而，隨著新興資通訊科技快速發展，政府機關如何善用科技，創新為民服務模式，

提升民眾滿意度，對各機關而言，極具挑戰性。因此，電子化政府推動也從行政簡化、

為民服務品質提升，逐步擴及政府良善治理、社會公平參與。下一階段電子化政府

除持續掌握雲端及行動化趨勢外，將更加重視公私協力，並以資料力量帶動社會及

經濟發展，提升施政效能。

本期《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以「擘劃政府資料治理，驅動數位政府服務」為題，

透過人物專訪單元，探討以資料治理思維，重塑我國政府資訊服務模式與未來展望；

在專題報導單元，將以資料新政為基礎，介紹不同面向之資料治理思維與新形態服

務推動成果；另政策新知單元，則分享政府重要政策之推動情形。

人物專訪單元，特別邀請行政院張善政副院長，從臺灣發展資訊服務之宏觀思

維，探討當前國家資訊發展面臨之挑戰，並以實際案例說明如何善用資料治理以驅

動數位政府服務之創新作為，深入闡述如何以巨量資料分析運用，提升政府施政效

能；並以政府開放資料促進跨域協作效能，期進一步提升我國電子化政府的成效，

促進國家發展。

專題報導單元，邀請相關專家學者分別就資料新政之發展與藍圖、開放資料契

機、推動巨量資料、隱私保護、跨域治理服務、開放協作等議題，探討提升政府資

訊服務之相關創新思維。

政策新知單元，針對善用個人資料打造民眾有感服務、資料治理及創新應用等政

府近期施政作為，說明推動現況與未來發展。

透過本季刊之發行，將使各界瞭解數位政府服務思維、創新作為，以及重要政策

推動情形，期望不久的將來，數位政府服務能建立一個資訊公開、多元參與以及協

同合作的政府型態，滿足民眾對資通訊服務的需求，以最有效運用資源的方式，提

供最需要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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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行政院張善政副院長

建立數位政府服務新思維，
強化開放資料、大數據應用深度

根據日本早稻田大學電子化政府研究所

（Waseda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e-Government）

發表的「2015 年全球電子化政府排名」研究報

告，針對全球 55 個主要國家電子化政府進行調

查，我國排名為第 17 名，較去年提升 1 名，顯

示我國多年大力推動電子化政府，建立完備的

整合電子化政府基礎資訊，積極開辦網路報稅、

自然人憑證、電子發票、iTaiwan 等行動便民服

務，成效已獲國際評鑑機構肯定。

臺灣從 1990 年代便積極推動電子化政府，

透過臺灣擅長的資通訊技術，讓政府的施政可

以透過各種電子化服務提供給民眾使用，而民

眾也逐漸在「網路取代馬路」的趨勢中，善用

政府提供的資訊服務。我國目前正邁入第五階

段電子化政府（106 年至 109 年），聚焦於資

料治理的數位政府理念，將秉持「以民為本」、

「公私協力」、「創新施政」，提供更優質的

民眾服務。

透過數據分析，提供更精緻化的
服務

隨著各種行動裝置和寬頻網路的普及，傳

統政府施政電子化以提高效率為主的做法，已不

足以滿足現代民眾對於政府施政的期待。因此，

政府應在過去基礎上提供更精緻化服務，舉例

來說，政府每年都會針對勞工就業狀況進行薪

資調查，過去只是純粹的數字統計結果，在大

數據（Big Data）技術發展日益成熟的趨勢下，

可透過資料的交叉分析、比對，得到更細緻化

作者：口述 / 張善政副院長  文字整理 / 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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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結果，看到的面向也比過去更為多元。

在資料的蒐集上，最近一、兩年，教育部

開始針對大學畢業生的出路及薪資進行調查，

畢業後念研究所或選擇就業的人口比例是多少、

不同學校畢業生的薪資差距是多少、哪些科系未

來的薪資調漲幅度較高，以及有多少人是學以

致用，這些問題過去因為沒有人問、也未做過

相關的統計，因此沒有足夠的資料量可以分析，

以呈現大學畢業生出路的全貌。而一旦有了這些

數據，就能更有效地調整教育資源，雖然目前成

立系所是由各大學自己決定，但透過大數據分

析可以更理性、客觀，將資源作最有效的分配。

大數據是一項工具而非政策，行政院無法

強制要求所有機關部會都要採用，只能站在協

助的立場；但大數據已經是全球的趨勢，接受

這種觀念、工具的人，未來將會立於重要位置。

另一方面，當機關要運用大數據時有沒有這樣

的環境，包括軟硬體或法令的配合也至關重要，

以上述教育部的例子來看，薪資部分就會跟財

政部有關，所以最重要的是，要讓各部會之間

的資料可以互通。

開放、參與，從電子化政府邁向
數位政府

電子化政府的下一步，是要達成「數位政

府」的理念。數位政府強調的是「由下而上、

草根的、社交的、具備開放資料精神」的政府，

過去力推的電子化政府，目標是透過 e 化來提

升政府效率，缺乏由下而上與民眾參與的精神；

數位政府服務強調的是，建立一個協力型政府

資訊服務架構，包括政府機關之間，以及政府

與民眾之間的協同合作，以最有效運用資源的

方式提供最需要的服務。

數位政府另一個重要元素是社交網路，近

年來政府施政十分關注臉書等社交網路服務網

站，以及政府部門與外部社群組織間的互動，

其實已具有數位政府的雛形；下階段電子化政

府將持續透過 4 項推動策略，朝向數位政府的

目標邁進。

一、跨部會資料分析，發掘民眾需求：以

資料科學研究方法，整合分析各機關資料，並

結合民眾政策參與的意見，主動發掘並篩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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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被服務的民眾以及所需的服務內容，進而

提供滿足民眾所需的服務。

二、網實流程整合，提升公共價值：訂定

服務績效評估基準，盤點機關公共服務，檢視

解決民眾需求的有效性，並參考網實整合模式，

提出更多「以民為本」的一站式服務，加速民

眾取得政府服務資源。

三、個人主導資料，服務隨選自訂：運用

分散於各機關之個人資料以及生活周遭與個人

有關資料，以數位保險箱概念，提供便捷安心

之個人化服務。持續推動並進行政府機關資料

盤點，對個人資料例如個人稅籍、電子發票及

教育學籍等，逐步由民眾自行決定運用方式。

四、善用開放資料，推動政府與民間協作：

針對各機關公開及開放資料，參考國際引入民間

智慧的做法，並輔以技術指導，提供共用策展環

境與開發規範，配合法規鬆綁與調適，建立信賴

關係，鼓勵民眾運用其智慧，開發多元創新的

亮點服務，發揮民間創新活力，促進經濟發展。

內部意見溝通、經驗分享，形成
共識

毛院長上任後即要求內閣重視並建立網路

與現實世界的橋梁，提出了觀念溝通、行動落

實與前瞻施政的「三支箭」，強調政府在施政

作為上應善用資通訊科技，主要運用「開放資

料」（Open Data）、「群眾外包」（Crowd-

sourcing）與「大數據」（Big Data），強化

政府與民間的資訊交流與意見溝通，共同協力解

決當前社會問題，並充分結合網路與實體資源，

為民眾創造最大福祉。

但就過去推動重大資通訊政策的經驗，問

題通常不在技術，而是人員心態與組織文化，其

次是法規影響與調適。舉例來說，行政院在推動

政府資料開放，初期是以「開放為原則，不開

放為例外」的做法，公務人員就產生諸多疑慮，

例如資料錯誤時的責任歸責問題、業務壓力無

形增加等，另在法規面上也存在著作權歸屬、

規費法、個人隱私保護等適法性疑慮。

面對這些疑慮，行政院透過內部意見溝通、

教育訓練與標竿案例經驗分享等做法，建立公

務機關的推動共識，並訂定相關行政規則供各

機關遵循，讓相關事務逐漸步上軌道。

深化科技應用深度，優化政府服
務

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開放資料，已展現

具體成效，例如在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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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015 年 資 料 開 放 評 比 」（Open Data 

Index），臺灣已進步到全球第 1 名，領先英美

及亞洲各國，雖然如此，臺灣尚有其他進步空

間，像是機關資料釋出主動性不足，過去釋出

資料限於「三顆星」（含）以上的開放格式檔

案，但專屬格式檔案的資料也有開放價值；機

關對開放的認知有待補強，應避免附加額外的

開放條件；此外，資料開放與應用鏈結較薄弱，

機關對民間需求理由未能完全掌握，對民間產

業應用不夠深化等，也都是目前在推動開放資

料所存在的問題。

面對上述問題，為精進資料開放品質，行

政院自今（104）年起要求各部會加速推動下列

事項：

一、建立「政院」、「機關」資料開放審

議二級制，確立機關資料開放決策的品質。部

會機關應由資訊長確認各資料項目的開放決策，

輔以法規單位確認法規限制；其次，於政院層

次建立跨部會資料開放審議機制，以及將資料

開放之相關決策對外公開。

二、擴大開放資料範圍，今年起各部會將

依法應公開的政府資訊（料）採現行格式（如

excel 等）優先開放，集中列示於政府資料開放

平臺（http://data.gov.tw），開放民眾利用。

三、擴大社會參與，邀請專業社會團體參

與（如環保團體、衛福團體等），充分溝通政府

與民間資料開放需求，研提各類推廣與加值創意

構想，結合原有資訊技術導向的社群（如 ODA

聯盟、g0v 社群等），擴大社群參與層面，合

作落實開發具有深度的應用。同時由民間成立開

放資料中心，介接、整理、修正政府開放資料，

回饋政府機關，蒐集整合民間資料，提供產政

學研綜整應用，邁向數據經濟新世代。

四、於「ide@ Taiwan 2020（創意臺灣）

政策白皮書」中納入開放資料應用策略與法制調

整的規劃，例如各部會應以開放、創新心態檢視

開放資料政策；中央部會透過首長政策支持擴大

開放；依據近期累積的資料開放法規檢討經驗，

請各部會檢視及鬆綁行政命令；屬跨部會議題，

由虛擬世界發展法規調適機制，協調跨機關法

規鬆綁事宜，逐步調整我國法規，以建立符合

政府開放所需的法制環境。

臺灣過往在許多的國際評比中，均獲得不

錯的成績。但能代表一個國家真正的資訊國力，

反而是其對於科技應用的深度，資訊應用深度愈

深，資訊國力就愈強。近年政府在開放資料和

運用大數據上著墨甚深，未來將積極結合雲端、

物聯網來優化政府服務，提供更快速、靈活及

整合性政府服務。

 Public Governance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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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全球國際化、分權化、市場化及數位

公民興起等主客觀環境變化，電子化政府服務對

於促成網路社會建構、公民社會發展，以及公義

社會的推動，具相當程度的影響力。民眾對於政

府服務的期望度逐漸提升，越發關注政府服務的

多元性與個人化；政府也藉由善用資通訊技術，

提供政府資訊、資源與服務。從外部民眾服務

角度而言，政府服務電子化不僅節省民眾時間，

亦擴大服務範圍與深度；從內部運作效能角度

而言，除加快政府部門與公務員之間資訊傳遞

速度外，更提升政府服務效率與品質。電子化

政府的多元應用型態涉及社會與經濟層面發展，

世界各主要國家皆致力於透過電子化政府服務

傳遞公眾價值，也因此，電子化政府已成為我

國提升政府服務創新力及國家競爭力不可或缺

的條件之一。

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發會）為行

政院重要政策規劃機關，擔負國家整體發展之規

劃、設計、協調、審議及管考等任務。本會資

訊管理處主責政府資訊管理政策之綜合性規劃、

協調、審議及資源分配，統籌推動電子化政府業

務，引導政府以資通訊整體解決方案，提供民眾

多元化使用環境，享受經濟、方便、安全及貼心

的智慧生活服務。隨著資通訊應用及技術的快速

發展，民眾對政府運作效率期待加深，傳統政府

以施政電子化提高效率的作法，已經無法完全

資料新政之構想與規劃

簡宏偉　國家發展委員會資訊管理處處長

摘要

隨著資通訊科技與應用的快速發展，電子化政府服務對於促成網路社會建構、公民社會發展，

以及公義社會的推動，具相當程度的影響力。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期望也逐漸提升，因此越發關注

政府服務的多元性與個人化，而政府也藉由資通訊技術之善用，提供更好的資訊、資源與服務。

本文將以資料新政之理念，透過資料治理、資料開放及巨量資料應用策略，說明我國下一階段

電子化政府的規劃構想，期透過多元應用型態之社會與經濟層面發展，傳遞電子化政府服務之公眾

價值，同時創新政府服務內容，提升國家競爭力。

關鍵字：電子化政府服務、數位政府、資料治理、資料開放、巨量資料、公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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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現代民眾對於政府施政的期待。有鑒於此，

行政院遂擬定 ide@ Taiwan 2020 （創意臺灣）

政策白皮書，作為我國走向數位化國家的政策指

導綱要，並且秉持「以民為本」、「公私協力」、

「創新施政」三項核心理念，為我國在 2020 年

前奠定政府數位化良好基礎。自此，電子化政

府推動將從政府行政簡化、為民服務品質提升，

逐步擴及政府良善治理、社會公平參與等核心議

題。下一階段政府資訊服務除持續掌握雲端及行

動化趨勢外，將會更加重視公私協力，並以資

料力量帶動社會及經濟發展。期以資料治理之

核心理念，打造安心、安適、安康之數位社會，

使民眾藉由資訊通訊運用，享受安全生活以及

永續環境，並提升國家經濟發展。

貳、資料新政—Gov3.0 政府治
理核心理念

綜觀全世界資通訊科技發展與使用趨勢，

從 1995 年網站式資訊單向提供；2003 年開始

的社群服務；一直到近年來因應行動裝置普及

而產生的行動服務，顯示出民眾日常生活與資

訊服務愈來愈密切，而相對的，資訊服務的提

供也愈來愈個人化、生活化、便利化。

IDC（國際數據資訊）指出，資通訊產業已

從大型主機時代的第一平臺、以個人電腦與網

路為主的第二平臺，轉向由雲端、行動、社群

與巨量資料（Big Data）交會而成的第三平臺。

在第三平臺這個新時代裡，雲端科技以及智能

設備（smart machine）將成為新的運算核心，

人們將透過 4G 等行動寬頻連結行動裝置、行動

應用軟體（App）與社群網絡，產生許多可分

析再利用的巨量資料，藉由社會、經濟及環境

等面向，進一步改變人類生活型態，並對政府

在治理、法規調適、資安與隱私維護上，形成

更大的效益。

此外，根據聯合國電子化政府研究報告可

以發現，2014 年電子化政府排名前 3 名的國

家－韓國、澳大利亞、新加坡均有一共通點，

圖 1　全球數位化發展趨勢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 整理（2014 / 04）

網路服務

網路服務

網站點擊流資料 使用者自製內容用
戶社群關係

行動位置資料 感測資料

．Amazon 電子商務網站
．eBay 線上拍賣購物網站
．Yahoo 入口網站
．Google 網路搜尋服務
．Google 廣告服務

．Linkedln 商務社群網站
．Youtube 影片分享網站
．Twitter 微網誌
．Facebook 社群網站

．iPhone 智慧型手機
．第一款 Android 手機
   （HTC T-Mobile G1）
．iPad 平板電腦
．Samsung Galaxy
   Tab（Android2.2）
．Android3.0
   （專為平板電腦設計）

．GE 工業網路解決方案
． 穿戴裝置（Google  Glass 

,Sony/Samaung 智慧手錶）
． 車聯網（Connected Car）

社群網站 智慧手機
平板電腦

萬物聯網

1995~2002 2003~2006 2007~2011 2012~

社群服務 行動服務 無所不在的服務

網站 網站 網站 網站 網站 基地臺 基地臺網站 網站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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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提供一體化的數位服務，並且推廣行動應

用；Gartner 預測 2015 年政府科技 10 大趨

勢中，前 5 項均為行動化與資料分析運用。因

此，參酌 2014 年聯合國電子化政府報告書以及

Gartner 趨勢預測可知，行動化、電子參與、開

放資料及巨量資料等，仍為各國政府資訊科技

發展方向。

我國自 1998 年開始推動以網際網路為基礎

之電子化政府，已順利完成第一階段的政府網路

基礎建設、第二階段的政府網路應用推廣計畫、

第三階段的優質政府服務，以及第四階段電子化

政府計畫。服務至今無論在提升效率及服務品質

方面，已有相當具體的成果，包括完成公文電

子交換、政府公開採購平臺、基礎資料庫（戶、

地、稅、工商、監理、勞健保、法規、環境資源）

系統、跨機關流程整合服務等。歷經前面四個

階段的努力後，電子化政府將要進入下一個轉

型改造的階段，未來發展將參考國際發展趨勢，

以資料為主，並逐漸朝向以公私協力提供數位

政府服務。欲達此目標，必須有核心建設以及

周邊環境的配合，核心建設包括人本服務提供，

而周邊環境包括法規調適以及資訊安全。

人本服務、法規調適，以及資訊安全在任

何一個階段的電子化政府服務都是核心理念。

然而，依據不同時期卻需要有相對應的推動作

法。例如在第一階段的政府網路基礎建設時期，

人本服務著重在如何做好基礎網路架構，讓民

眾可以在網站上得到機關服務資訊，此時法規

面就必須規範哪些是機關應公開的資料；第二

階段的政府網路應用推廣計畫，目標為促進政

府機關服務全面上網及全面實施公文電子交換、

書證謄本全面減量作業等，而法規面就必須規範

跨機關資料流通標準，防範民眾申辦資料外洩，

並應妥善保存電子資料；第三與第四階段的電子

化政府計畫重點聚焦提供電子化政府的主動服

務、分眾服務，並以受惠對象的角度發展全程服

務及跨部門間之協調，法規與資安也有相對應

作為。從國際趨勢而言，下一階段的數位政府，

在人本服務方面應著重資料流程的虛擬彙整運

用並利用資料作好政府治理工作，法規面則規

範各機關應如何公開、參與以及課責，資訊安

全方面應從技術層面為主的保護，提升為隱私

層面為主的保障。

參、以人為本的資料治理

未來電子化政府服務將走向以資料為核心

的治理模式，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義，電

子治理是指政府部門運用資通訊科技以達成改

善資訊與服務的傳遞、鼓勵公民參與決策制定

過程、使政府更具課責性、透明度與有效率。

未來將以資料達成治理目的，即為「資料治理

（Governance by Data）」，透過資料治理

手段，讓包括政府、公務員、企業、民眾與非

營利組織等在內的不同行動化使用者之間，達

成互動型態與權力關係轉換的新治理模式，則

是數位政府的核心推動策略。

舉例而言，以資料治理為主軸的數位政府

服務將利用資通訊與智慧科技，把日常生活食、

衣、住、行等事物，由實體轉至數位化、聯網化、

行動化進而智慧化，讓民眾與周遭各類資訊達

到零距離，並且可充分掌握公開與個人資料，

以多元創新應用，解決生活中無效率、不便利

問題，提高生活品質，發揮降低成本、減少資源

浪費等效益。並以民眾服務觀點推動跨機關整

合以及公私協力服務，強調由受惠者與服務對

象的全程以及全方位角度來規劃，透過資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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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整合，讓服務友善、便民，在安全可信賴的

基礎上，提供契合民眾需求的全程服務。試想，

如果政府數位服務可以像智慧型手機的語音服

務一樣，當民眾對著手機上的政府 App 說「我

要找工作」，App 馬上分析語句的意涵以及涉

及的機關與相關資訊，在民眾同意後，先到教育

部和勞動部取得民眾學用資料，再同步到經濟、

財政、勞動…等部會取得公司登記、職缺徵才、

服務地點等資訊，以及取得民間訓練和社服補助

資訊，彙整並即時提供民眾這些確實需要的資

訊，這就是理想中的以人為本的資訊服務。又如

當民眾對著手機上的政府 App 說「我肚子痛」， 

App 分析後取得個人醫療資訊、找到附近醫院

地址、線上掛號服務；當老人家穿戴裝置顯示異

常，直接通知醫療、社服…等單位作緊急處理，

這樣的服務，民眾才會感動與感心。 

然而要做到以人為本的服務，需要以大量

的資料傳遞作為後盾（圖 2）、高速聰明的運算

設備作為頭腦，以及無縫隙的網實服務整合作為

基礎。這需要政府與民間相互配合，政府有資

料、民間有技術創意，兩方面配合方能達成理

想。於是政府如何逐步完備應有的資料，以及如

何取得民眾信任、引進民間技術創意，就是下一

階段數位政府服務是否能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

此外，打造一個數位政府服務的個人資料（My 

Data）服務平臺，讓前述每一個有創意的政府

App 都可以被簡單快速的「組合」出來，則是

可以將創意快速實現的途徑。

肆、核心議題

如前述，若要做到以人為本的服務，政府

應有完備的資料，取得民眾信任，並引進民間技

術創意。首先，取得民眾信任是最重要的課題，

所以須有完善的個人資料善用與隱私保護機制；

其次，若要確認資料完備性，就必須開放政府

資料供民間應用與檢視，並且與民間協力試用；

最後，綜觀所有作為，應以滿足民眾服務體驗

為目標，所以必須用巨量資料分析及公民政策

參與來取得並確認民眾需求。

資料開放（Open Data）是全球政府的先

進指標，不僅代表政府施政透明度，也代表一

個國家的資通訊（ICT）建設與產業成熟度，甚

圖 2　Gartner 對於各式服務所需資料定義

資料來源：國發會資管處

Degree of
Digitalization

Process People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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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可以催化新一代網路與資訊服務產業，例如

金融資訊的開放，就能創造創新應用的新商機。

今（104）年 2 月 5 日行政院院會宣布，今年

為資料開放深化應用元年，將加速釋出政府資

料並構思推動策略，使我國成為國際上資料開

放的重要典範國家。目前我國已建立資料開放

諮詢二級制，由行政院及各中央二級機關資訊

長分別召集及推動資料開放諮詢機制，促進政

府主動發掘蘊藏資料與強化資料管理能力，以

落實資料活化應用。藉助民間參與協同合作，

由民間主動提出資料需求，促請機關研議開放，

並參與部會資料開放諮詢會議，共商平衡隱私

保護與開放應用解決方案，以兼顧政府資料開

放的質與量，且進一步整合民間業者及公民社

群團體，分析運用政府已開放資料，產出政府

資料應用亮點服務。

截至今年 10 月，我國整體開放已超過

17,700 項，較 102 年 12 月成長 600%，並開

放多項與公共利益及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高應

用價值資料，例如高速公路即時路側設施設備

及 ETC 交通資料、預算、決算、氣象雷達回波、

環境輻射偵測、雨量站觀測等資料。並已訂定

「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第 1 版」（104 年

7 月 27 日生效）：適用於機關擁有完整權利，

且可無償再利用之開放資料，並與國際公眾授權

（Creative Commons）相容，其條款授權更

加簡明，讓政府能放心開放資料，讓使用者能夠

安心使用政府資料。此外，亦訂定開放資料集標

準規範，包含「資料集詮釋資料標準規範」、「共

通性資料存取應用程式介面規範」、「政府資

料開放跨平臺介接規範」（104 年 7 月 27 日生

效）：豐富資料集之詮釋描述，以利資料使用

者便利、快速瞭解並取得開放資料集，並期逐

步達成系統介接自動取得資料集目標（M2M）。

未來工作重點將擬訂「政府資料開放進階

行動方案」，研擬跨域合作亮點，以引領部會

深化資料開放文化，並建立與民間資料中心介

接模式，發展資料創新應用，進而帶動產業轉

型升級，開拓資料服務商業新模式，逐步引領

資料加值產業，開創資料經濟發展。

圖 3　數位政府服務的個人資料（My Data）服務平臺

資料來源：國發會資管處

1. 民眾取得服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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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應用政府資料的需求，經分析相關數

據及與民間社群溝通後，大致如下：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於 102 年 4 月開站以來，

平均每月達 15 萬人次瀏覽政府開放資料，經分

析以民生經濟及文化相關資料最廣受民間喜好。

為充分回應民間需求及活化政府資料，經濟部

工業局於 103 年舉辦多場民間資料應用需求交

流會議，已優先針對 ETC、就醫用藥、國際物

流與關務及電子商務等 5 項資料主題，由國發

會協調有關機關進一步開放，今年仍將持續針

對食品安全、防災地理資料及教育等主題進行

供需媒合交流。

至於民間取得政府資料後之應用範圍，則

有無限的想像與可能，舉例來說，交通流量資

料，除可應用於交通疏導指示、路線指引外，用

於疾病擴散預測、經濟發展指標預測、觀光資

源規劃等巨量資料分析，亦有一定之利用價值。

鑑此，經濟部為推動開放資料產業應用，積極協

助公眾創意團隊，從創意、創新到創業階段，透

過分析運用政府已開放資料集，逐漸產生應用服

務。從公眾需求出發，提供具有實用性和未來商

機的服務，如利用 UBike、即時天氣與地理圖

資等資料，開發 YouBiker 服務，讓騎車者瞭解

即時車況，也間接舒緩交通壅塞。又如「Open

宜蘭」示範案，即是配合宜蘭縣內多達 100 個

的大眾景點及特色景點，輔導宜蘭民宿與周邊景

點進行結盟，有效提升住宿率，預期有 30% 的

民宿業者（約 200 家）投入示範案的運作模式，

可讓宜蘭民宿產業年產值增加高達 5,000 萬元。

就推動巨量資料（Big Data）部分，目前

政府推動巨量資料係採政學合作方式辦理，透過

學研界在巨量資料之研究創意與能量，對政府擁

有之資料進行深度分析，期能產生對施政有參考

價值之研究成果，解決政府當前重要施政課題並

深化電子化政府應用。目前分別採由下而上與由

上而下等二種合作模式進行：由下而上由學界

研提構想，部會對資料運用實務提供諮詢意見，

並釋出必要資料。由上而下由部會構思主題，

交付科技部徵求學界計畫。

圖 4　民間應用政府資料的需求分析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整理

消費性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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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透過政府機關與學術單位合作模式，

政府機關已從社會安全、經濟發展與環境永續等

三面向提出待解決課題，如傳染病預測、治安

維護、毒藥品防制、物價監測、掌握薪資水準、

環境品質預測等應用議題，交由國內學術單位運

用資料分析技術與方法解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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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政學研究成果於發展完成後，將納入機關

常態性業務，作為輔助機關施政之一環。

巨量資料之研究分析旨在分析民眾需求，

國發會已於今年 2 月 10 日推出「公共政策網路

參與平臺」（http://join.gov.tw）作為全民參與

公共事務的常設管道之一。此平臺主要是以公民

政策提議、強化政策溝通及政策公開透明為目

標，提供政策形成前的「政策諮詢（眾開講）」、

計畫執行中供各界監督的「重大施政計畫（來

監督）」、徵集群眾智慧的「公民提議（提點

子）」、方便民眾反映意見之「首長信箱（找首

長）」等 4 項網路參與服務，希望透過參與平

臺機制，讓民眾監督政府施政，也歡迎民眾提點

子，彙集群眾智慧，建立政府與民間理性對談，

周延政府施政。

目前民間也已提供許多免費之網路工具，

且為網路社群大量採用，政府機關如要加強與網

民溝通，採用網路社群所常用或熟悉之工具，貼

近網民之溝通習慣，也是一項值得鼓勵之作為，

例如善用網站分析工具（如 Google Analytic

及 Bing 網站管理員工具），瞭解使用者行為，

進行網站介面改善，強化使用者體驗；善用網路

協作溝通工具，與協作者共同合作完成工作任

務，如使用 Google Hangout 進行會議、使用

Hackpad 進行共筆編輯；善用網路直播服務，

將機關公開會議或與民對話過程，公開於網路供

大眾瀏覽，如使用 Ustream、LiveHouse in、

Youtube 線上直播等。

除了開放資料與巨量資料運用外，政府亦

已規劃推出「My Data」服務。政府機關依法

蒐集之民眾個資涵蓋出生、就學、醫療、居住、

稅籍等資料等，「My Data」的概念是將民眾

個人資料，如戶籍、地籍、學籍、出入境、財

產業技術輔導組 法規環境協調組 學研領域輔導組
經濟部 國發會 科技部

技術專家支援
領域顧問推薦

行政協調
法規調適
管考追蹤

領域顧問推薦
技術專家支援
分析技術協調

企業調薪 學生就業 毒品防制 新住民
就業就學

低所得
報稅戶背景

退休人力
再利用財政部 教育部 衛福部

內政部 財政部 勞動部

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長
執行秘書：科技會報辦公室執行秘書
小組成員： 經濟部、科技部、國發會及議題相關部會

代表、各領域產學研顧問及技術專家

行政院 大數據技術指導小組

科技會辦公室／院本
部業務處（依議題）

秘書處

圖 5　大數據技術指導小組架構

資料來源：大數據指導小組及推動現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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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報稅、消費紀錄等資料，搭配完善的身分認

證及資訊安全保護機制，提供民眾自行同意分

享他人或下載檢閱，而此作法有助突破目前無

論在產業端或跨機關間處理與利用個人資料流

通所面臨之個資保護限制，未來將持續推動並

進行政府機關個資盤點，對具產業發展價值者，

如個人稅籍、電子發票及教育學籍等資料都是

可以考慮逐步開放讓民眾自行管理。

最後，就基礎建設而言，應以現有的網路

及雲端運算應用環境為基礎，運用雲端運算、行

動裝置、社群網路及資料分析等技術，配合資

料科學創新發展趨勢，提供安全、高可用性的

基礎服務設施，轉型調整現有跨機關資訊介接

交換的平臺雲功能與交換通道，訂定共用性資

料格式與資料欄位標準，發展政府資訊交換總

目錄及組合式應用服務介面，提供機關、民眾

透過服務平臺進行一站式資料交換服務。並協

助政府機關藉由公私協力，於其上發展跨機關

創新應用服務及個人化整合服務，藉由資訊系

統雲端化提供彈性靈活之電子化政府為民服務，

達成資源減省、強化跨域協作效能、政府數位資

源透明開放、與厚植國內雲端產業發展之目的。

伍、改善與發展

臺灣在高科技製造業，以及科技驅動經濟

等領域向來位居優先地位，行動通話與上網費

率亦相對低廉。然而，世界經濟論壇（WEF） 

2015 年網路整備度指標評比，我國在 143 個國

家中排名第 18 名，在法規制度建立、提升民眾

網路與社群媒體覆蓋率上，都還有很大的進步

空間。

根據 2015 年 WEF 網路整備度報告，在

143 個國家中，臺灣在全球高科技製造業以及

科技驅動經濟指標居優先地位，顯示我國在基

礎建設以及負擔能力等方面的持續進步。惟民

眾使用個人電腦、固定寬頻、行動寬頻等方面，

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圖 6　臺灣 2015 年 WEF 網路整備度指標評比

資料來源：WEF, Glob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port 2015.

優勢  劣勢

整備度次指標
（第 2 名）

． 寬頻、雲端等基礎設
施完備度位居全球首
位

． 行動通話與上網費率
相對低廉

． 資訊時代所需的人才
培育待提升

衝擊次指標
（第 15 名）

． 新型態經濟活動與組
織運作模式仍需強化

． 資通訊科技應用運用
於生活各層面日趨廣
泛

． 主動、多元、包容的
政府數位服務機制仍
需完備

使用度次指標
（第 22 名）

． 民眾網路與社群媒體
覆蓋率仍需提升

． 企業運用資訊創新活
動比重仍待提升

． 政府對推廣資通訊科
技運用應有更明確願
景

環境次指標
（第 28 名）

． 現行法規制度、資安
及智財權保護亟待強
化

． 創新創業生態體系仍
待持續完善

WEF「全球資訊技術報告」
2015 年網路整備度指標臺灣排名 18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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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過去力推的電子化政府，目標是透

過 e 化來提升政府效率，但是缺乏了由下而上

和全民參與的精神，然而，新型態電子化政府

必須更重視與民間互動，透過政府透明開放來

擴大民眾參與，並運用網路智慧科技，提供創

新服務，才能更進一步滿足民眾在社會、經濟

與環境等方面的多元需求。

在資通訊基礎環境方面，應透過相關法規

鬆綁與調適，與推動一系列資通訊基礎及網路資

安隱私防護建設，以提升發展網路智慧應用的環

境與安全；在透明治理方面，除了提供數位政府

服務與深化政府資料開放外，也應該善用網路

工具與政府開放的概念，建置公共政策網路參與

環境，讓政府政策及計畫在形成、執行及評估等

階段，民眾可以透過 E 參與（e-participation）

的管道來實現對公共政策之參與；在智慧生活

方面，應廣泛利用網路智慧科技及行動裝置，

提升健康照護服務，創新教育方法與充實數位

教學內容，以及促進網路媒體與文化娛樂發展 ;

在網路經濟方面，應協助青年運用網路科技創

新、創業，並透過法規鬆綁與調適，及強化相

關基礎設施，提升電子商務及網路金融的環境

與安全；在智慧國土方面，應從國土的生態價

值為出發點，運用資通訊技術，以高度感知化

（instrumented）、網路化（interconnected）

及智慧化（intelligent），整合智慧防災、智慧

運輸及智慧城鄉等策略架構，達成國家永續發

展的目標。

因應資通訊發展趨勢，下一階段電子化政

府規劃重點將以資料治理為政府服務的主軸，

以資料開放 （Open Data）、巨量資料（Big 

Data）、個人資料（My Data）為工具，聚焦個

人資料自主管理、友善互信資料開放環境以及跨

域資料分析，透過「完備資料基礎、彙集網實民

意、促進公私協力、優化人本服務、提振機關效

能」等五項推動策略，達成「透明數位環境」、「便

捷數位生活」及「高效數位經濟」三大目標，為

民眾打造安心、安適、安康的數位社會（圖 8）。

圖 7　臺灣 2015 年 WEF 網路整備度指標各分項表現

資料來源：WEF, Glob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port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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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下一階段電子化政府規劃重點

資料來源：國發會資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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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資料開放之良善法制環境

戴豪君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資訊長 
顧振豪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價值拓展中心主任

摘要

資料開放（Open Data）自 101 年 11 月經行政院院會決議推動，除建構於促進透明，參與和合

作的民主治理面向外，亦希冀支持推動政府資訊 創新應用的發展，本文從推動資料開放有成的幾個

國家中，觀察其政策引領之脈絡，並就相關法律建構環境予以分析，期以提供我國面對資料開放以

來的諸多法律爭議與法制環境整備之建議。包括與資料開放有關之政府資訊公開法，政府資訊授權

規範、個人資料之保護等。為避免後續推動之障礙，本文建議應提供資料開放之詳盡指引、多樣性

的授權模式與規範、資料開放存取介面之服務層級協議、資料釋出後的風險評估及退場機制。未來

推動之方向除考量制訂專法模式外，或可於現行的政府資訊公開架構下，建立費用與責任相關規範，

以形成資料開放之良善生態系統。 

關鍵字：政府資料開放、政府資訊公開、民主治理、產業創新

壹、前言

從開放原始碼到資料的開放，每一階段的

開放運動推行都有其特定目標與政策論述。以

開放軟體或稱自由軟體（Open Source）為例，

代表從商業軟體轉向分享與促進創新的推動力

量。近年政府資料開放（Open Data）趨勢，

則富含著開放政府與運用科技對公部門進行透

明監督的色彩。資料開放的濫觴起於 2009 年美

國開放政府資料（Open Government Data）

之倡議，經過多個國家、組織與社群的參與，

開放資料已成為舉世新興浪潮。2013 年八大

工業國組織（G8）共同簽署「開放政府資料憲

章及技術附件（G8 Open Data Charter and 

Technical Annex）」，宣示將以開放為預設

（open by default）模式推動開放政府資料，

並承諾致力於開放公部門資料、以不收取費用，

並採用可再利用格式提供人民使用。G20 工業

經濟體（Group of 20）於 2014 年以推動開放

政府資料做為反貪腐的利器；聯合國亦認知，

於資訊社會快速發展之下亟需資料革命（Data 

Revolution）以做為實現全球發展的目標。

我國早於 1998 年即開始推動以網際網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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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的電子化政府，在電子化的過程中，數位資

料的保存與運用一直為備受關注的議題。在國際

趨勢影響下，無論是社群力量的關注，或政府

機關都出現資料開放之呼聲。行政院在 2012 年

11 月 8 日第 3,322 次院會決議推動政府資料開

放，期促成跨機關與民間協同合作，推動服務

創新，來創造民眾、政府、業界三贏。後續於

2013 年 2 月由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現

為國家發展委員會）頒訂「行政院及所屬各級

機關政府資訊開放作業原則（以下稱政府資料作

業原則）」，建立我國在資料開放的政策基礎。

政府藉由行政體系觀念的建立與引導，同時透

過產業面的輔導，希冀能形成整體社會資料開

放的氛圍。

資料開放源自於開放政府之理念，在政策

規劃上可分為促進透明、參與和合作的「民主

治理」面向；以及支持政府資訊的「創新應用」

（Data-Driven Innovation）兩個面向。資料

開放的進程係希望資料可以被任何人，包括政

策提倡者、學術研究者、資料開發和企業來下載

和使用。世界各先進國家，皆強調藉由公部門所

蒐集之資料，可提供一般民眾的應用程式使用。

並提供服務或應用的創新，將資料作最大限度

的使用。本文將觀察世界主要國家對於資料開

放歷程與政策之取徑，進而分析所涉法制議題，

嚐試從法源基礎、規範架構及可能法律議題解

決模式進行研析，希冀藉由法制環境之完備，

提供我國資料開放政策推動之參考。

貳、主要國家對於資料開放的法
制政策規劃

自資料開放芻議提出後，世界各國就資料

開放提出各項政策規劃與措施。惟資料開放涉

及各國內國法制對於資料使用、釋出規定或資

料相關權利等規範。本文期能整理主要國家進

行資料開放的法律政策，歸納關鍵法制議題，

作為後續推動之參考。但受限於各國內國法制

基礎不一致，及關注重點不同，僅就與我國推

動資料開放法制議題相關度較高之處進行分析。

一 、英國

歐盟於 2003 年時即制訂「公部門資訊

再 利 用 指 令 」（Re-use of 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 Directive, 2003/98/EC）， 依 促

進歐盟功能條約第 288 條規定，指令將欲達

成之目的結果拘束指向會員國，但完成的形式

與方法由會員國自由選擇將指令內化為內國法

律；英國隨即於 2005 年制訂公部門資訊再利

用法（Re-use of 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 

Regulations 2005）。雖然歐盟 2003 年公部

門資訊再利用指令出發點係處理資訊再利用之

經濟影響，並非著墨於公眾近用權利。易言之，

初期的再利用概念係從「經濟面」為思考，並強

調公部門資訊以原型（as is）呈現，故多以資

料提供與利用之透明及移除競爭障礙之角度予

以論述，與政府資料開放以促進民主治理及創

新等概念略有差異。在 2012 年英國發布「資料

開放白皮書：釋出潛力」（Open Data White 

Paper: Unleashing the Potential）中，則提

出具體實踐「資料開放」的方針與做法，並完

成「資料集再利用」（Re-use of Datasets）

之立法。此白皮書之內涵，與 2013 年歐盟執委

會修正公部門資訊再利用指令（The Revised 

Directive on the Re-use of 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  Directive 2013/37/EU）規範意

旨趨近一致。觀察 2013 年修正公部門資訊再利

用指令的重點修正內容為：（1） 依照會員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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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用文件之法律，提供可近用內容（Content）

給予再利用之權利；（2） 標準案件再利用

之收費基準由費用上限（Upper Ceiling for 

Charges）改為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s）

計算模式；（3） 擴大適用範圍到特定文化機構，

如圖書館、博物館及檔案局等；但不包括再利

用之權利，除非原本即允許再利用之資訊；（4） 

讓更多文件轉為具機器可讀性及開放格式。

英國資料開放白皮書之政策方針與作法，係

以建立透明化社會為目標，透過促進資料近用、

建立信賴，使資料使用能夠更聰明有效運用。

對於所謂資料開放，認為應具備三個要件，包

括：（1）可近用性；（2）數位化且具機器可

讀性格式，與其他資料具備互操作性；（3）於

授權條件中沒有任何使用或散布之限制。而「開

放政府資料」之範圍，係指對公眾公開成為「資

料開放」之公部門資訊，亦即「開放政府資料」

之公部門資訊應符合上述資料開放三個要件。

若公部門資訊未能具備「資料開放」所需要件，

則無法歸屬於「開放政府資料」範圍。英國在

政府資料開放法律體制，除了前述資訊再利用

法及白皮書外，亦修正 2000 年「資訊自由法」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OIA）， 使

公眾得以請求政府提供資料集，相關配套措施

包括：成立負責開放資料之公部門透明委員會，

擬訂開放政府授權條款（Open Government 

Licence for 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以

及推動開放資料憲章行動計畫及開放政府夥伴

行動計畫等。希望藉由前述之規範，並配合資料

釋出之授權條款及運作之資料開放平臺，以建

立有效的「資料開放生態系統」（Open Data 

Ecosystem）。

二、美國

2009年美國歐巴馬總統提出「開放政府倡議」

（Open Government Initiative），期能透過開

放政府，以實現「透明（Transparency）、參與

（Participation）與合作（Collaboration）」

三大目標。開放政府倡議除提出開放政府指引之

外，在開放政府政策上，提出建置 Data.gov 為

開放政府資料平臺，並要求聯邦政府單位提出聯

邦政府原始資料供使用。觀察美國可以迅速的推

動政府資料開放，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係依據其

著作權法第 105 條規定：美國政府之工作成果，

包括製作之文件與檔案等，原則不受著作權法

保障，但若透過指定、遺贈或其他方法而取得具

有著作權之工作成果，則不在此限（Copyright 

Act, 17 U.S.C. § 105）。由於美國聯邦政府

資訊並非著作權保護之標的，其屬於公共領域

（Public Domain），視為一種公共財，故在

資訊的釋出上，較無可能潛在的權利爭議；但屬

於各州政府的資訊則是回到各州本身規定處理。

美國未如英國設有針對資料開放的對應規

範，申言之，政府資料開放係屬於實踐「開放政

府」大原則的政策之一。當時尚未以專法規範，

而係由美國總統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及

總統備忘錄（Presidential Memoranda）來落

實；並遵循「政府資訊公開法」、「著作權法第

105 條」，與「行政管理與預算辦公室第 A-130

號函」，以釋出政府資訊與資料。美國總統於備

忘錄中指示行政管理與預算辦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負責規劃

與發布「開放政府指引」、「資料開放政策」，

提供執行指導綱要，要求各機關部會落實執行。

關於資訊再利用之責任議題，則以其他方式規

範，例如資訊品質與保留係透過資訊品質法

（Information Quality Act, PL106-554），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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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機關在資訊釋出前，須確定網站資訊已符合

資訊品質法指引之規定（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

進會，2014）。

資料開放政策備忘錄中述明所謂開放資料

必須且備公共性、近用性、描述性、再利用性、

完整性及即時性，並應進行資料開放後的相關

管理。美國行政管理和預算辦公室於 2013 年發

布「執行 M-13-13 資料開放政策備忘錄的執行

指導綱要」，目的在於澄清問題及提供執行細

節，以協助政府部門實施執行命令第 13642 號

及 M-13-13 資料開放政策備忘錄，並要求各機

關於 2013 年 11 月 30 日完成指導綱要之要求，

包括：（1） 建立及維運大型資料盤點目錄；（2） 

建立及維運公開資料清單；（3） 建立用戶參與

資料釋出程序；（4） 當資料無法釋出時，須以

文件記錄諮詢法律顧問之決定以資證明；（5） 

列出各部門應該負責管理資訊之窗口。由於資

料釋出涉及人民隱私之保障，為避免政府所持

有個人資料因釋出而受到侵害，其規範使用「公

平資訊實施原則」（Fair Information Practice 

Principle）來減輕資訊系統、程式及程序對

隱私之傷害，並以「馬賽克效應」（Mosaic 

Effect）來進行個案評估對於能辨識出特定人之

風險。同時依據該原則，政府釋出敏感性資料

前，機關應考量並決定某些既有資料與即將釋

出之資料，比對後是否造成識別個人身分或造

成安全顧慮問題。

美國近期在政府資料開放法制的進展，可

以 2014 年 5 月通過的「數位責任與透明法」

（Digital Acco 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Act of 2014, Data Act）為代表。該法的目的

是透過資料開放，促進政府治理帶來的激勵效

果，有助於政府治理過程的公開性與透明度。

數位責任與透明法之規範內容，使政府預算支

出資料更為公開且透明，並得以再利用之方式

提供。其次，擴大 2006 年聯邦基金責任與透

明 法（Federal Funding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Act of 2006）範圍，使得聯邦

預算的支出得以被更為有效的追蹤。由聯邦政

府建立政府財務資料共通標準，並可透過 USA 

Spending.gov 的一站式服務讓人民獲得完整

資訊。申言之，凡使用聯邦經費而為支出、契約

或受補助之政府機關單位或其他實體，都必須要

以電子格式、自動化、標準化方式公佈財務管理

及採購資料，使公私部門便於近用與進行分析。

該法之通過與施行，可望有助於形成政府財政

支出有效的問責機制，同時政府支出資料在有

效轉化為開放資料時，成為強化民主治理與激

發創新的重要公共資源（許慧瑩，2015）。

美國行政管理與預算管理辦公室及財政部

在數位責任與透明法施行一年後，公布其實施成

效，包括展開 57 項資料共通標準的研議，已經

有 15 項資料共通標準供聯邦機關上傳資料。財

政部依該法要求訂定資料交換標準，包括先進的

XBRL 格式。美國行政管理與預算辦公室並公

布 DATA Act Playbook ，提供 8 個實作步驟

作為機關執行數位責任與透明法的指引。美國衛

生教育福利部將所有接受政府補助程序予以簡

化，並將補助資料在 Grants.gov 網站上公開。

另美國在 2016 年度將有 8,400 億美元的政府

預算，會依循數位責任與透明法規範來執行，

將大幅提升聯邦政府開支的透明度。（Better 

data, Better decisions, Better government , 

2015）

三、紐西蘭

由 World Wide Web Consor t 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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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3C） 與「資料開放機構」（Open Data 

Institute）共同合作的「全球資料開放評估計

畫」（Open Data Barometer Project）就世

界各國與區域之政府資料開放的狀況予以評估

與排名。該計畫在 2015 年 1 月公布 「全球資

料開放評估報告」（Open Data Barometer 

Global Report - Second Edition），紐西蘭

與其他 86 個國家相較，被評比為全球第 4 名，

可見該國在資料開放的卓越表現。

紐西蘭政府並未就開放政府資料所需法

律規範另立專法，係利用既成的法律框架，

即 1997 年「 政 府 持 有 資 訊 之 政 策 框 架 」

（Policy Framework for Government-held 

Information, PFGHI）。該框架之目的在於協

助政府機關管理所持有政府資訊，以 1982 年

「官方資訊法」（Official Information Act）、

1987 年「 地 方 政 府 官 方 資 訊 與 紀 錄 法 」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 Information 

and Meetings Act）、1994 年「著作權法」、

1993 年「隱私法」，以及 1975 年「統計法」

為基礎而訂立。框架的主要內容乃規範公務人員

對於公部門機關所持有之資訊所擔負的法律責

任，並訂定 11 項公部門機關單位管理其所持有

資訊的原則，包括：可用性、適用範圍、費用

收取、所有權、代為管理、蒐集、著作權、保存、

品質、完整性及隱私保護。這 11 項政策原則不

但注意資訊安全與依據政府權力所獲取、使用、

揭露的資訊間之平衡。同時亦考量個人權利與

自由的保障，以及個人隱私的保護。紐西蘭仍

有類似其他國家之政府資訊公開法，作為提供

公眾近用政府資訊之重要法源。依據該法所釋

出之資訊不因提供第三人而失去著作權保護，

釋出資訊的事實也不會造成資訊接收者對該資

訊構成侵權。但資訊接收者若欲再利用該資訊，

則必須取得授權，否則可能會構成侵權（財團

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2014）。

2009 年的「開放政府資訊與再利用計畫」

（Ope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nd Data 

Re-use Project）係紐西蘭政府推動政府資料

開放的重要政策。推動過程中面對許多批評與

難題，故紐西蘭政府在推動資料開放的政策措

施思考上，以訂定跨機關可遵循的指引與提供

相關資源，或是以機關最佳實作為案例公開，使

各政府機關或單位得以參考使用，並按其業務

需求與規模進行調整。紐西蘭同時訂定「紐西

蘭政府開放近用與授權框架」（New Zealand 

Government Open Access and Licensing 

Framework, NAGOAL）供政府機關進行資料

再利用時，可參考之通用標準作法。該授權框架

涵蓋由政府機關所產製或由他人為政府機關所

產製資料，包括受著作權與不受著作權保護之

資訊，並提供資料開放近用與授權的政策原則、

依據該原則檢視所產製或釋出之流程、授權條款

與相關工具等，以協助政府機關採用。雖然鼓勵

機關採用與依循「紐西蘭政府開放近用與授權

框架」進行政府資料的釋出，但其不具強制性

而僅為建議（recommendatory）的性質（State 

Services Commission, 2009）。

四、韓國

韓國政府受到世界各國推動資料開放政

策的影響，於 2012 年加入「開放政府夥伴」

（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OGP）

的國際倡議，致力於推動資料開放，促成政府

資訊的公開透明。由於網路社群的關注與發

聲，韓國總統朴槿惠於 2013 年就任後，便推

動 Government 3.0，經由轉變政府資料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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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統、方式與思維，持續促進民眾對於政府

事務知的權利，加速主動開放政府的原始資料

（raw data）釋出，並建置基礎設施提供民眾

近用下載利用。韓國非常迅速地以專法方式制訂

「促進公共資料提供與利用法」（The Act on 

the Promotion of the Provision and Use of 

Public Data），奠基韓國資料開放的法制基礎。

該法之立法目的係為規定機關保有、管理

資料之提供及其利用活性化相關事項，透過保障

國民對於公共資料之利用權及公共資料提供民

間活用等作法，有效提升生活品質並促進國民

經濟之發展。依同法第 3 條規定基本原則來看，

規定應以平等原則保障國民接近及利用公共資

料之權利，並強調除另有法律禁止規定外，利用

者以營利為目的進行公共資料之利用，政府機

關不得禁止或限制。該法具體展現其立法思維，

從過往民主治理面轉向朝創新應用面向之趨勢。

韓國資料開放專法明確定義適用範圍，凡有關公

共資料之管理、提供及利用等事項，除其他法律

有特別規定外，應依其規定為之。該專法揭示

了政府機關對於資料保有、管理及利用等相關

事項，並為保障人民對於政府資訊的近用，就

不開放或得不開放之資料範圍有明確性的規範。

參照該法第 17 條規定，不開放或得不開放之資

料範疇，包括依據「公共機關之情報公開相關

法律」第 9 條規定，屬於非公開之資料；以及

受著作權法及其他法律規定保護之第三人權利，

且依法具正當理由得不提供授權利用之資料。

若上述資料得以技術進行資料分離時，應得將

該部分除外之資料開放。

同時，韓國政府應訂定公共資料之提供與

利用基本計畫，以每 3 年為期，由行政自治部

長官與未來創造科學部長官進行協議，在綜合國

家及各地方自治團體部門計畫後制訂。該基本計

畫應包括公共資料提供及利用活性化基本目標，

及促進方向、公共資料之提供型態與提供方案、

公共資料之登錄及利用現狀、提供及利用可能

之公共資料擴大、公共資料之民間活用促進相

關事項、公共資料之品質管理相關事項、公共

資料之提供技術開發促進相關事項、公共資料

相關制度及法令之改善相關事項、公共資料之

管理、提供及利用必要之教育、訓練相關事項、

公共資料提供及利用必要投資及財源籌措計畫、

與其他與公共資料之管理、提供及利用相關等事

項（第 7 條）。為審議與公共資料有關之政府

主要政策及計畫、推動事項之檢查與評價，專

法規定設置「公共資料策略委員會」（第5條），

各公務機關須將資料盤點結果與開放的決策提

交至公共資料策略委員會進行檢視與評估。

值得注意的是，為避免機關囿於責任問題，

而對資料釋出裹足不前。專法另有規範公部門

與公務人員，以及使用者利用公共資料之免責

規定。公務機關及其所屬之公務員及任職員工

如因公共資料之品質（故意或重大過失之情形

除外）、依據第20條規定公共資料目錄之排除、

依據第 28 條規定中止公共資料提供，以及業務

上之事由造成一時性提供中止等情形，導致利

用者或第 3 者產生損害時，不負民事、刑事上

之責任。公務人員或雇員依據本法忠實執行職務

時，得不受依據國家公務員法及其他法律提出之

不利益處分。若公共資料包含第三人權利之資

料，利用者對權利人造成損害時，不負損害賠

償責任，惟事前已知悉該公共資料包含第三人

之權利事實之利用者除外。韓國政府希望藉由

免責規範的建立，有效避免因「開放」而對公

務機關形成「責任」的壓力。在該法的第2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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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更設置公共資料提供紛爭調解委員會，就

提供拒絕及提供中止公共資料之紛爭進行調解。

藉由制訂全方位專法方式之規範，韓國建

立開放政府資訊的標準模式，明確訂出政府應

作為義務，並在責任事項上予以排除。韓國的

立法與政策的積極作為，使韓國在 Open Data 

Barometer 的排名中，在亞洲地區排名第一，

領先於日本及新加坡。

參、我國資料開放之法制架構檢
視

如本文前言所述，我國於 2013 年以行政院

院會決議作為推動政府資料開放的依據。行政院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現為國發會）即於 2013

年發布政府資料作業原則，明訂政府機關釋出

資料時需遵循之開放原則與注意事項，提供政

府機關進行資料開放作業的依循，並保留部分

彈性空間予各政府機關。除此之外，就資料開

放的平臺及資料集管理亦訂有規範。

觀諸我國進行政府資料開放的法源依據，

或有論者以 1995 年所制訂的政府資訊公開法

（以下稱政資法）為依據。惟參酌政府資訊公

開法之立法理由：政府施政之公開與透明，乃

國家邁向民主化與現代化的指標之一，為保障

人民知的權利，本於「資訊共享」及「施政公開」

之理念，制定本法以便利人民公平利用政府依職

權所作成或取得之資訊，除增進一般民眾對公

共事務的瞭解、信賴及監督外，更能促進民主

之參與。政資法雖指出具有一定民主治理之效

果，但政府資料公開法立法目的本係著重於人民

知的權利之保護，即資訊近用的權利（the right 

to access），而較無「再利用」觀點之闡述。

再者，資料開放多以資料集（dataset）為對象，

藉由開放格式所提供之原始資料，較有利使用

者得不受限制進行各種應用與分析，恐亦非政

資法原本所涵蓋範圍。

因此在資料開放的推動上，若以政資法為

主要法源依據，在特定問題即會產生適法之疑

慮。以授權與收費問題為例，資料開放強調藉

由開放之模式，形成透明與監督之機制，而有

利於民主治理之發展。此種著重於公共利益之

論述，難免就會陷於資料取得應否以無償方式

提供之爭議。參照我國政府資料開放平臺規範

說明，亦具陳政府資料之開放應以免費為原則，

收費為例外。但政府資訊或服務之提供，本有

一般性質之稅捐或就特定人提供所收取規費之

程序。參照規費法第 8 條之規定：「各機關學

校交付特定對象或提供其使用下列項目，應徵

收使用規費：…三、資料（訊）之抄錄、郵寄、

傳輸或檔案之閱覽。」以資料開放之概念觀之，

如認其與政資法所稱之資料公告有異，則該等

資料開放而置於公開網路提供予利用者下載之

行為，是否涉及特定對象、或其行為樣態是否

為傳輸，甚而能否主張免徵之事由，皆有討論

的空間，在法律定性上或規範要件上未能明確，

資料開放之爭議恐難避免。

再者，開放資料就資料或內容之再利用，

如屬智慧財產權之標的，則衍生授權問題；資

料或資訊是否具有著作權利可能有爭議。依英、

美兩國對著作權之認定即有不同模式，如認其

具有權利，則討論授權規範即有一定之意義。

依據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第 7 點規定，即就

各機關於政府資料開放時應定相關使用規範，第

2 項後段另規定就涉及著作權之授權利用者，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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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定明授權方式及範圍。此授權方式與範圍的

討論，係後端資料之運用階段，同時應考量在

最初的資料盤整階段，皆應對於有著作權利或

其它智慧財產權內容予以明確規範。國發會於

2015 年 7 月公布「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第

1 版」，就資料提供機關與使用者間之授權關係

進行規範，除約定授權方式與範圍，也部分導入

創用 CC 授權方式，並提出停止開放資料提供，

以及賠償或補償責任之免除等條款。

最後，在資料開放的過程中，個人資料是

否須另行處理或不予公開必須進行釐清。如認

政府資料開放所指涉資訊，屬於政資法第 3 條

定義之政府資訊，自得依該法第 18 條第１項第

５款之規定，即公開或提供有侵害個人隱私者，

不予公開。抑或得直接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

定為之，是否仍須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6 條

但書之規定，即於執行法定職務的必要範圍內，

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等各款情形之

一時，始能提供予各界再利用。惟實務上對於

是否該當「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

之情形，有嚴格之檢證過程。以內政部警政署

刑事警察局請求高公局提供高速公路電子收費

行車紀錄資料為例，法務部 103 年法律字第

10303501220 號函釋認為，利用該等行車紀錄

資料之作為，相關機關必須注意符合個資法第 5

條及行政程序法第 7 條比例原則之規定，以「最

小侵害方式」進行。

但以法務部近期針對資訊社會中巨量資料

運用之函釋（法務部 103 年 11 月 17 日法律字

第 10303513040 號函），就公務機關適用個

人資料保護法可能發生之誤解型態說明：「……

如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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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公務機關主動公

開或被動受理人民請求提供是類個人資料去識

別化後之政府資訊，除考量有無其他特別法限

制外，分別依檔案法第 18 條或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 18 條等相關規定決定是否公開或提供即可，

無須再擔心是否符合個資法所規範之『特定目

的內、外利用』的問題。」簡言之，如係開放

之資料屬於統計型態資料或已經去識別化或去

連結化之資料，只要能符合可資辨識之個人資

料之前提下，自可再提供外界所使用。此一解

釋似部分化解資料開放過程中如已採取一定「去

識別化或去連結化」措施，即可避免陷入個人

資料侵害之疑慮。

肆、資料開放的挑戰

參據世界主要國家對資料開放的政策規劃

及我國目前法制架構，可以發現各個國家皆有

其獨到的政策取徑。美國與英國的推動政策立

論於不同基礎，由於美國在著作權法對於政府

著作物的排除，使得資料開放的推動進展快速，

同時輔以資訊品質的要求，即便僅有政策性宣示

及行政命令或指引，都能讓聯邦資訊的開放有

更多的彈性。針對特定範疇的聯邦資料開放（如

聯邦支出、契約及補助），後續制定數位責任與

透明法來規範。而英國模式依據歐盟公部門資訊

再利用指令，初期係以經濟價值為論述，但後續

加入資料開放所關注的公民參與與民主治理的

概念；由於資料開放係以完整的法制架構與配套

進行，故英國在資料開放上的體系較為完整與嚴

謹。相較於韓國，其以專法的模式來全面處理

資料開放所涉及的組織、推動模式及免責規定

與糾紛處理等課題，就特定事務予以特定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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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依法行政之基礎。韓國專法之制訂背景有

其特殊背景及政治考量，但仍有值得參考之處。

根據 Open Data Barometer 的研究報告

指出，各國政府傾向不提供具潛在爭議性的政府

資料，但此類資料往往具再利用價值。例如政

府財政預算及交易資料、公司登記、土地登記

等資料（The World Wide Web Foundation, 

2015）。究竟資料價值如何決定，並非全由政

府單方來決定，不可諱言的，即便是具有爭議

性資料集，反而對創新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內容。

除了內容議題外，對於資料再利用的法律關係

及授權模式，應儘量予以明確與簡單化，避免

陷使用者於不確定的法律風險中。

除了推動政府資料開放法制爭議課題外，

我國於行政措施上仍有可臻完備之處，提供下

列思考方向：

1. 依政府資料作業原則與開放授權條款已

提供機關資料開放原則性規範，但就政

府機關資料釋出作業，恐仍需要更詳

盡指引。舉例而言，政府機關釋出資料

前，如何進行內部權利盤點、適法性

（例如個人資料、國家安全等）與衝擊

性評估（Impact Assessment）、資

料正確性之檢閱，與高價值資料集的選

擇與排序等事宜。

2. 僅有單一使用授權條款可能不足以因應

資料開放的複雜度，需考量使用者不同

需求特性，或因應不同類型政府資料

特性加以調整。前者如是否僅為單純資

訊，或有其它內容者；後者如健康醫療

資訊、地理空間資訊、電腦軟體資訊，

與博物館及圖書館的資訊等。各機關或

可視其資料性質，分別訂定或選擇不同

使用授權條款。

3. 開放資料依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進

行授權，隨著資料存取應用程式介面

（API）之運用日益普及，應進一步就

提供 API 之服務層級協議（Service 

Level Agreement）等，做較為詳盡

之規劃。

4. 資料釋出後後續品質管理與支援仍須持

續，政府應定期進行資料釋出後的風險

評估（Risk Assessment），並建置

退場機制，如發現不宜繼續開放的資料

時，予以適當處置。

伍、建議與結語

資料開放除以促進民主治理之目的外，亦

同時提供產業運用公部門資訊進行創新研發。我

國在政策推動上亦採取同樣的模式，由國家發

展委員會負責政府機關的資料釋出，經濟部工

業局則負責產業創新運用開放資料。參考其它

國家作法，法制架構面的補強是首要重點；考量

立法運作的現實與資訊快速流動的趨勢，效法美

國單就聯邦支出等特定範疇的資料開放而制定

專法，或仿照韓國制訂全面性資料開放專法模

式恐有緩不濟急之難，可列入政府對於政府資

訊開放的中長期法制規劃。在現有法制架構下，

政府已多次承諾將主動積極釋出公部門資料，

後續對於涉及問責（accountability）的關鍵資

料可考量釋出更多，以符合資料開放對於促進

民主治理的正向引導。

在法規調適部分，首要是確保對於資料主

張的權利，同時必須注意於資料開放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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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強個人資料保護及隱私衝擊評估之關注。

除前述的專法規劃外，以我國法制現況來看，另

一種可能是修改現行政府資訊公開法，藉由政

資法的修正納入資料開放的概念，將資訊近用

的概念擴及到資訊分享與再利用的範圍，可形成

一貫法令規範架構。如政資法能進一步以專章形

式處理費用與免責規定，相信能更有助於資料

開放之進展。考量民間產業之需求與利用推動，

如在產業創新發展條例相關經濟法令中，亦可

將鼓勵產業創新利用開放資料論述與獎勵機制

置入，以利經濟層面各項輔導措施之跟進。藉

由公部門與產業界一推一拉的兩部法令的連動，

應可有效形成適合我國的資料開放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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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量資料應用，
打造資料驅動決策的智慧政府

余孝先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巨量資訊科技中心主任
趙祖佑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跨領域研究群副總監

摘要

近年來全球暢談開放資料應用（Open Data），希望政府將資料釋出，社會大眾可加值使用，

促進公眾利益、也讓政府資訊更公開透明。除了開放資料外，政府各機關也握有相當大量且有價值

的資料，這些與公共利益息息相關的資料，如何透過有創意的加值應用，協助政府優化政策推動，

即為各國政府積極思考的議題。目前臺灣也從上而下地積極推動政府巨量資料應用，去年底毛揆上

任後發出三支箭，希望透過「開放資料 Open Data」、「巨量資料 Big Data」和「群眾外包 Crowd 

Sourcing」等資訊科技讓施政有感，行政院也規劃跨部會的巨量資料策略做法，希望能逐步具體落

實政府資料應用，邁向以資料趨動決策的智慧政府。

關鍵字：開放資料、巨量資料、資料經濟

壹、國際政府巨量資料推動策略

綜觀國際許多先進國家在推動巨量資料發

展，可分為三個面向來探討：一為制訂整體國

家發展藍圖，清楚擬定巨量資料發展架構，並

解決資訊安全等重要議題；二為成立巨量資料

中心，提供運算環境或計畫經費支持實作；三

為建置政府開放資料平臺、推動部會資料應用，

激勵政府單位提供可再利用加值的資料集，創

造新興應用價值。

一、制訂國家整體發展藍圖

歐美等先進國家於巨量資料發展有相當成

熟的推動架構，如歐盟早於 2012 年啟動「巨量

資料公部門與私部門論壇」（Big Data Public 

Private Forum），發展巨量資料藍圖，並於

2014 年提出「邁向資料經濟時代 」（Towards 

a thriving data-driven economy）， 將巨量

資料列入 Horizon 2020 發展項目之一。其中倡

議幾項希望歐盟各國重視且合作的巨量資料議

題，包括透過資料促進國家競爭力、解決公眾

議題；發展相關軟硬體技術，強化中小企業資料

應用能力；加速公共管理與服務數位化，並透過

共享發展政府資料應用等，希望透過歐盟各國間

的行動方案，有效率地推動巨量資料加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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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也從上而下制訂整體發展策略，2012

年由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OSTP）與國家科學

基金會（NSF）、MIT 等學研單位合作，共同

投入超過 2 億美金的經費推動各政府單位巨量

資料應用與基礎研究開發。2013 年國家標準技

術研究所（NIST）成立「巨量資料公部門工作

小組」（Big Data Public Working Group），

專責推動巨量資料整體技術架構與資料安全規

範。至 2014 年由美國總統顧問進行巨量資料政

策全面審查，盤點政府於健康醫療、教育、國

家安全、法制執行等應用價值與隱私保護議題，

提供未來政策建議。

在亞洲各國，也都將巨量資料發展列為國

家重點政策發展之一，如日本 2013 年將巨量

資料列為「科學技術創新總合戰略」，並納入

2020 年東京奧運 9 大科技應用；新加坡由資通

訊發展局（IDA）規劃建置國家級資料交易市集

（Data Marketplace），整合全國資料並制訂

數據品質等規範；南韓也成立專責機構韓國巨量

資料中心（Korea Big Data Center, KBiG），

協助韓國政府和民間進行巨量資料應用規劃與

實踐。從國際上的發展趨勢，可看到近年來各

國陸續提出巨量資料的策略作法，不管是成立

專職機構制訂技術藍圖、掌握計畫推動方向；

或是納入國家級研究計畫，透過資金投入技術

發展等，從上而下的整體推動架構，確實掌握

資料擁有者（Data Owner）、資料分析者（Data 

Analytics）、資料生產者（Data Producer）

和計畫推動者的權職分責，可加速釐清各國對於

巨量資料的整體認知，進而推動加值應用創造。

二、 巨量資料概念驗證，提供運算環境

與經費支持

為了協助政府和企業資料應用能力，韓國、

新加坡和澳洲等國成立巨量資料中心，提供資料

試驗和運算的完善環境，例如韓國主要由兩大專

責機構統籌巨量資料發展資源，分別為國家綜合

電算中心（NCIA）和國家資訊社會局（NIA）。

NCIA 主要負責提供基礎運算平臺，2007 年完

成部會機房共構、2014 年推動巨量資料共用服

務平臺，提供各部會巨量資料分析的共通環境。

而 NIA 掌管全國巨量資料應用預算，2013 年成

立韓國巨量資料中心，KBiG 主要有四項任務和

使命，分別為培育新創公司、培育巨量資料人

才、支援策略規劃和推動巨量資料應用等面向。

韓國巨量資料資源集中於 NCIA 和 NIA 兩大機

構，計畫補助由 NIA 負責統籌執行，而 NCIA

則提供分析共用平臺，兩者權職劃分相當清楚，

共同掌握與分配整體國家資源。

新加坡也於 2013 年成立關鍵創新中心

（Pivotal Innovation Centre），由資通訊發展局

（IDA）與美國軟體領導業者 Pivotal 合作，

Pivotal 提供硬體設施和應用工具，協助業者在

平臺上進行快速且彈性地概念驗證，並刺激更

多的創新應用開展，使新加坡成為亞太地區的

資料應用中心樞紐。而在軟體產業實力較強之

國家，如美國則較偏向以非專責機構的形式下，

讓各政府單位自行研擬規劃方向、預算投入、計

畫徵求方式等決策，並自行尋找合作夥伴建構

巨量資料運作平臺，根基於產業界的技術能量，

可支援政府執行巨量資料運算。

三、 建制政府開放資料平臺，創造新興

應用價值

開放資料（Open Data）為政府資料以開

放格式於網路公開，提供個人、學校、團體、企

業或政府機關等使用者，依其需求連結下載及利

用，尤其在推動與公共利益相關的政策議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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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顯著幫助與影響，因此國際上先進國家皆

已建立可為大眾使用的政府開放資料平臺。對

於資料開放程度，英國劍橋非營利組織開放知

識基金會（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

進行全球 97 個國家開放資料調查，針對各個面

向，如交通時刻、選舉結果、汙染指數、政府

預算公開等，就資料的機器可判讀性、免費下

載使用、即時更新、公開授權等指標進行評比，

前三名分別為英國、丹麥和法國，臺灣在 2013

年為第 36 名，2014 年晉升為第 11 名。

整體而言，各國透過開放平臺將政府資料

釋出，除了使政府資訊更公開透明外，也能夠透

過學界或業界的研發能量，有效地應用政府巨

量資料，協助政府政策擬訂，促進整體公共利

益。除了開放資料外，歐美各國也擬定資料收

費機制，讓業界有更多資料執行各種議題的加

值應用研究，例如農作物產銷預測、災害預警、

交通管理、甚至犯罪防治等。透過政府各部會的

內部資料，加以外部的結構與非結構化等數據，

提供公共議題之創新解決方案，為全球皆在努

力的方向。

貳、國際政府巨量資料創新應用

各國政府了解巨量資料可為其施政提供更

多面向的價值，包括政府透明化、民眾需求洞

察、服務分眾化、加速決策過程以及應用服務創

新等，因此無不積極思考如何利用巨量資料分析

解決現有施政上的問題、或是引領創新應用提

升政府效能，其效益大致可區分有下七大面向：

一、 行動化一站式資訊平臺，整合多種

資料源，加快處理效益

以警政治安應用為例，美國紐約市警察局

（NYPD）與 Microsoft 合作共同開發犯罪追

蹤監控系統（Domain Awareness System；

DAS），包括：以字幕顯示語音 911 報案內容、

顯示案發地點附近攝影畫面或輻射偵測資料、追

蹤嫌犯車輛移動的時間與路徑、與犯案相關的所

有報警電話與逮捕紀錄、監控攝影機可辨識可

疑物件並能用描述語言搜尋追蹤可疑人物 （如

穿紅色衣服的人）、警察配備行動裝置可透過

App 即時存取資訊以提高生命安全等；經過實

證，攝影監控工具有效防阻 16 起以上的恐怖攻

擊意圖，而警察可以現場確認輕度罪犯的身份

圖 1　國際政府巨量資料推動方向與實施策略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 彙整 （20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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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運算環境與經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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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學研界基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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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紀錄並直接開單，減少逮捕到警察局的工作。

二、 分析社群網路資料，即時獲得民眾

想法與行為洞見，加快反應決策

以社會經濟應用為例，聯合國全球脈動

（Global Pulse）計畫與商業分析軟體公司

SAS 合作，針對基於時間軸建構失業、情緒、

對應措施預測模型，並與官方統計數據作為互

補，了解民眾實際感受與對應措施以及政策實施

後的實際成效，其中包括分析社群媒體 / 網路內

容以了解美國和愛爾蘭的失業狀況（質性資訊

vs. 量化失業人數），例如愛爾蘭地區分析發現

失業 3 個月前會出現焦躁情緒、美國民眾失業

後在乎房子問題、愛爾蘭民眾則取消旅遊計畫，

對旅遊業有衝擊等，如此能提供決策者早期警

示能力與緩解失業後的負面影響性，並能評估

政策實施成效。

而在文化輸出應用方面，日本經濟產業省

則分析亞洲各國對日本數位媒體的喜好趨勢，提

高輸出效益與降低海外市場情報蒐集成本，例

如日本酷日本（Cool Japan）計畫新策略，分

析網路資料預測國外產品需求，有助海外市場

輸出，東京大學教授與日本經濟產業省（METI）

合作開發亞洲趨勢地圖（Asia Trend Map），

分析各國家最熱門的數位媒體為何、某個數位

媒體在各國家的人氣趨勢預測等；如此將可對

準特定商品高需求的國家，降低產品商海外市

圖 3　聯合國 Global Pulse 透過社群分析失業行為

資料來源：UN Global Pulse；工研院 IEK 彙整 （2015/09）

領先指標

預先警告

愛爾蘭地區分析發現
失業 3 個月前會出現焦躁情緒

Sentiment Analysis Cross-Correlation Analysis
． 部落格 / 論壇 / 新聞網

站（500,000 個）
．社群媒體（2 年）

． 與工作相關對話的語調 / 情緒（如快
樂、沮喪、焦慮）

．其他相關議題（如住房、交通）

．量化的情緒分數
    （Mood Score）
．與官方失業統計比對

美國民眾失業後在乎房子問題
愛爾蘭民眾則取消旅遊計畫 對旅遊業有影響

規劃降低影
響性之政策

 失業高峰 

Downgrading 
automobile   

Increased foreclosures 
and evictions

   Reduced health 
care spending

Increased vacation 
cancellations 

Decreased grocery 
spending   

Increased use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落後指標

圖 2　美國紐約警察局一站式犯罪追蹤監控系統

資料來源：NYPD；工研院 IEK 彙整 （2015/09）

一站式互動地圖，即時顯示綜合分析資訊

監控攝影機
（3,000+ 個）

車牌辨識攝影機
（數百個）

輻射偵測器
（2,600個）

逮捕記錄 / 恐怖份子
資料庫

報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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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情報蒐集的投資成本、提升廠商經營海外市

場的效益。

三、 分析行動位置資料，即時了解民眾移

動路線，規劃符合需求的公共服務

交通運輸與觀光旅遊應用方面，南韓首爾

市分析民眾夜間發話位置，規劃午夜公車最佳

路線，滿足民眾夜間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的需求。

首爾市回應民眾夜間搭乘安全又平價的大眾運

輸需求，和電信公司 Korea Telecom 合作推出

貓頭鷹深夜專用公車服務，作法是分析民眾夜

間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的可能需求與預測深夜回

家的方向，而後據以設計深夜公車路線與停靠

站（白天和深夜可能不同），目前已推出 9 條

午夜公車路線；而民眾可透過大眾交通應用程

式等系統了解深夜公車的抵達時間。

而日本觀光廳則分析旅客出遊的行動位置，

發掘新的觀光路線與景點，提供配套旅遊活動，

促進觀光產業發展；日本觀光廳和電信公司合

作，分析旅客手機位置資料了解觀光模式，由

觀光廳（中央政府）進行資料分析，將分析結

果提供給地方政府與旅遊業者，目的在促進觀

光產業發展。

四、提供個別化服務，提高生產效益

以教育學習應用為例，美國政府強調利用線

上學習系統與資料分析，提供學生適性化學習環

境。2012 年美國教育部發佈透過資料探勘與分

析增進教學效果之報告「Enhanc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rough Educational Data 

Mining and Learning Analytics: An Issue 

Brief」，學生可以根據學習步調得到個人化學

習內容推薦、老師可以瞭解個別學生的需要 / 問

題 / 學習風格，並評估整體課程成效與調整課

程，達到教學個人化的目標。

而農業生產應用方面，美國與日本業者根

據氣候、農地、作物等個別特性，綜合分析提供

播種、施肥等建議，具體實踐精準農業，並提供

農作物保險服務；例如：美國天氣集團（Climate 

Corporation）公司分析大量資料提供農作顧問

建議，並成為美國農業部風險管理局所實施聯

邦農作物保險方案的授權供應商；而日本富士

通（Fujitsu）公司提供 Akisai 農業雲服務，幫

助年輕農民投入耕作，確保生產量與品質，其

中重點包括：行動化一站式資訊服務平臺：整

合超本地氣候資訊與農作（如播種量、產量）

等資訊；種植建議顧問：如播種與採收時程建議、

農藥與施肥建議，提高產量與減少肥料等使用；

農作物保險：根據農作等特性提供風險管理計

畫，一旦氣候異常造成損失，可主動理賠；生

產履歷管理：從種植到食品銷售的流程管理，

可作生產履歷與食安管控，也可進行產量預測，

達到定時定量、固定價格採購目的。如此將可

讓精準農業概念具體實踐，提高農產量與降低

環境污染等問題，並降低新手進入農耕的門檻，

讓較難種植的作物可以有穩定的產量與品質。

五、資料交叉分析比對，進行詐欺偵防

以財稅應用方面為例，義大利彙整納稅人

消費資料分析估計支出，再與實際收入報稅資

料進行比對，找出報稅可能不實的納稅人；逃

漏稅在義大利是一大問題，根據估計 2012 年有

2,850 億歐元的逃漏稅，相當於 18%GDP；義

大利政府建置國稅調查系統（redditometro）

找出報稅不實的人，當申報收入與預估支出差

異大於 20% 時，列為進一步追查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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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群眾外包讓民眾直接參與公共事

務，透過民眾反饋有效改善環境品

質

在公共環境應用方面，新加坡廁所協會提

供網路平臺讓民眾回饋公廁乾淨度，促進公廁

品質維護；民眾可以即時評分、反饋與了解各

地區公共廁所的乾淨狀態，方便民眾找到乾淨

的廁所來使用，也能促進公廁的品質維護，並

以地圖方式呈現並讓民眾上傳回饋公廁資訊，

此舉有助政府機關維持良好公廁品質。

而在社區環境應用方面，美國業者 See 

ClickFix 公司打造一個網路平臺，讓民眾回報

住家附近非緊急的問題，讓政府機關可以追蹤、

管理與回覆問題，促進民眾、政府、媒體之間更

透明化的溝通與協同合作，改善住家環境品質；

其服務管道包括網站、行動應用程式（Mobile 

App），以地圖方式提供互動工具，並讓民眾

以文字、照片、影音等方式回報住家附近非緊急

的問題，如道路坑洞、行道樹、治安等，並能對

問題回應和投票，促進及早解決，也能了解處

理狀態；SeeClickFix 也與政府機關合作，自動

將民眾回報的問題轉給適當的處理單位，並提

供工具讓政府機關進行問題的追蹤管理。此外

也提供工具給媒體網站連結SeeClickFix平臺，

可以在媒體網站呈現社區環境的問題，並讓民

眾回報問題。

七、開放個人資料，創造應用價值

在健康 / 能源 / 教育 / 財稅應用方面，美國

政府推動個人資料（My Data）計畫，讓民眾

可以存取下載個人資料（標準化數位格式），

並共享提供給第三方應用服務供應商分析個人

資料，發揮資料應用價值；其中一般民眾可以

下載並共享個人健康紀錄資料，包括從醫療服

務機構、醫學實驗室、連鎖藥店、疫苗接踵紀

錄等提供的數位健康資料；家庭 / 公司可以下載

並共享能源使用資料（每段時間的使用電量）

用戶可以更有效管理能源使用、了解如太陽能

新興服務的價值；學生 /家長可以下載學校紀錄，

包括就學紀錄、成績、就學貸款等，讓第三方

提供建議學校 / 課程的選擇、學費貸款支付、轉

學等；納稅人可以下載個人近 3 年的納稅申報

資料，方便民眾申請抵押 / 學生 / 公司貸款、未

來納稅申報等。

除上述現階段以「資料」為核心的創新應

用外，各國政府也關注到由於物聯網應用的擴

展，未來勢必成為與巨量資料結合的關鍵要素。

例如「智慧城市」是近年來許多國家積極推動的

圖 4　SeeClickFix 民眾回報平臺

資料來源：SeeClickFix  （20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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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重要計畫。亞太地區國家由於城市化發展快

速（例如：中國大陸規劃 2020 年城市人口比例

將從 2012 年的 52.6% 成長到 60%），加上原

本的基礎設施不足等等因素，更是積極發展智

慧城市應用。所謂「智慧城市」，指的是在城市

環境裡佈建了很多的感測器（Sensor），運用

感測器收集大量資料進行巨量資料智慧分析後，

提供如智慧能源、智慧交通 / 運輸、智慧醫療、

智慧安全、智慧教育、智慧休閒娛樂、智慧政

府、智慧建築等各種面向的應用，讓民眾的生

活環境更具便利性與高品質。

南韓是智慧城市的發展的先驅，早在 2006

年就確立「U-Korea（無所不在的社會）」總

體政策方針，之後又進一步提出「U-City（無所

不在的城市）」計畫，要運用先進的資通訊技術

發展都市建設。其中，位於南韓首都首爾附近

的松島（Songdo）是智慧城市的典範，也是一

個名符其實的「巨量資料」城市，松島在街道、

建築物等各種地方嵌入感測器，可以收集溫度、

能源使用、交通流量等資料，並進一步分析，

支援如依人潮自動調整街燈明亮、依路況自動

調整交通號誌、智慧電網等等智慧化的作業。

中國大陸這幾年也積極推動智慧城市計畫，

早在2012年11月住房城鄉建設部就發佈了「關

於開展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工作通知」，開展智慧

城市建設，目前已公布 193 個試點城市，此外，

住房城鄉建設預計在 2014 年編制完成指導與評

價智慧城市的國家標準「智慧城市評價模型及

基礎評價標準體系」，作為建設程度、水平和

效率的統一評估依據。在國務院 2014 年 3 月

所發佈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

年）」中，也特別要求要推進智慧城市建設，

發展物聯網、雲端運算、巨量資料等新一代資

訊技術創新應用，並提出 6 個智慧城市的建設

方向：網路信息寬帶化、規劃管理信息化、基

礎設施智能化、公共服務便捷化、產業發展現

代化、社會治理精細化。建設方向中所提及的

應用涵蓋多個領域，包括智慧交通、智慧電網、

智慧水務、智慧管網、智慧建築、教育、醫療、

養老、物流、電子商務等等。

參、臺灣政府巨量資料推動策略

2005 年臺灣通過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

各政府機關應主動公開部份資訊，然而當時只

能夠下載閱覽，尚未無法作加值應用。2012 年 

11 月 8 日行政院第 3322 次院會決議，推動政

府資料開放（Open Data），植基於「資訊公

開」概念之下，進一步向前推動邁入「資料開

放」及納入公眾參與公共政策議題理念，由滿足

人民「知道」政府資訊的權利邁向滿足人民「可

用」政府資料及參與政府政策決定的權利，期

集合公共智慧與創意，促進政府運作透明、監

督政府、改善公共服務品，推動政府透明治理。

並於隔年公布「行政院及屬各級機關政府資料開

放作業原則」，規定政府資料的公開原則，並由

國發會全力推動與制定規範。接連的政策推動，

至 2015 年 9 月政府開放資料平臺上，各機關

已開放超過近 1 萬 3,000 個資料集。除了開放

資料外，近年各部會也積極應用內部巨量資料，

希望能催生更多加值成果，提供未來政策建議。

一、打造資料為核心的數位化政府

臺灣從 1998 年開始推動電子化政府，

2003 年開始為期四年的數位臺灣 e 化政府計畫

（e-Taiwan），2008 年行政院接續推動優質網

路政府計畫（U-Taiwan），以普及資訊服務和

強化網路互動為主要目標。根基於前三階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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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基礎建設和應用推廣，2012 年更希望透過

資通訊整合服務，推動公共服務創新，逐步邁

向電子化政府。

今年由國發會擬訂的 ide@ Taiwan2020 政

策白皮書當中，首次與全民共同協作完成，建

構未來五年的數位政府策略規劃，以基礎環境、

透明治理、智慧生活、網路經濟和智慧國土等

五大構面，強化基礎環境和應用領域導入，並

透過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與實體的徵詢會議，

希望打造資訊更透明、為民服務的數位化政府。

而臺灣政府各部會的資料開放進程，也由國

發會全盤性地持續推動，以「免費為原則、收費

為例外」，配合「主動開放」、「制定開放資料

共同規範」、「共用平臺（data.gov.tw）」、「示

範宣導」等 4 大策略推動政府資料開放工作。

國際政府目前的開放資料大多也以免費為原則，

然而於特定商業用途上，可與相關機關採用收費

約款條件，向政府購買資料做加值應用。現階

段國發會也持續在評估政府資料開放例外收費，

在資料分級的架構下，擬訂部會資料的收費相

關準則，希望藉此機制讓政府資料不僅只開放

於網站上提供下載閱覽，而是可吸引更多產學

研單位運用政府資料，推動更大的加值效益。

二、 透過學研能量加值運用政府部會資

料

在學界與人才培育方面，主要交由科技部

執行，鼓勵學研單位運用跨部會的政府資料，

協助公部門解決與人民福祉、經濟發展相關的

議題，包括健康照護、毒藥品防治、穩健財政

收支、自然環境保護、災害預警、居住正義、

治安維護、賦稅合理、提升薪資、穩定物價等，

補助具創新思維和技術突破之研究，並培植巨

量資料應用人才、加速技術工具開發和強化資

安管理等領域，鼓勵學研單位運用各部會巨量

資料交叉分析，提出政策研擬之策略方案，將

政府資料效益最大化。此類型的跨部會巨量資

料應用計畫，為首次嘗試的徵求方式，可看到

政府機構對於巨量資料應用有別於以往的思維，

期望透過先期的計畫試驗，引領幾項具有指標

性的成果，不僅強化學研單位的研究能量，更

進一步期望將成果導入未來政策推動方向。

目前除了由上而下的議題規劃外，也同步

徵求由下而上的創新構想，鼓勵學研單位提案，

以多方整合政府內部資料、開放資料甚至第三

方資料等，協助解決與公共福祉相關的議題。

此外，法人單位也會提供相對應的軟硬體支援，

如國網中心，可扮演運算平臺的角色，提供學研

機構巨量資料運算環境；工研院和資策會等具有

分析巨量資料技術能力，也可提供相關技術服

務。然而在實際推動上仍有許多困難點需突破，

例如涉及敏感資料的個資議題、部會提供的資

料品質、處理資料的資訊能力、對於欲解議題

的掌握程度等，皆為目前需要解決的問題。

此外，科技部也嘗試透過產學合作計畫，

強化學術能量與產業應用之鏈結。以往產學合

作計畫以業界和政府單位共同出資模式為主，

以先導型、開發型和應用型三大計畫種類，鼓

勵產業開發前瞻技術、協助業界開發創新產品

和提升產品附加價值等面向，參與企業需負擔

一定佔比之配合款。然而談到政府資料應用上

的產學合作模式，可思考更多元化的計畫機制，

例如企業以提供資料替代配合款，讓資料價值融

入計畫當中，以促使業界更有誘因參與產學合

作；業界亦可以以提供技術的角色進入，提供服

務予政府單位，做為未來長期合作的先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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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或是透過產學合作計畫，開發可跨部會使用

的平臺，如提供部會輿情分析工具等，皆為可

思考之推動方向。

政府各單位掌握許多重要的資料，且與人

民生活息息相關，若能善用巨量資料將會產生

相當大的價值，然而是否能實際加值使用，並

且產生有效益的影響，實際關鍵在於各部會對

於巨量資料應用的思維，若願意大刀闊斧地嘗

試和內部資源持續投入，再輔以各單位於經費、

技術、運算環境等方面的協同合作，有機會催

生更多巨量資料創新研究，並將成果實際應用

於公眾事務和政策推動上。

三、國家重大議題之巨量資料分析

針對國家級重大施政議題之大數據分析，

則由行政院召集的大數據技術指導小組所領導，

整合經濟部、科技部和國發會等三大部會，針對

特定議題，提供相關技術支援和顧問服務，並協

調行政和調適法規等相應對策。目前以此架構

下，首先推動六項重要議題，分別為企業調薪、

低所得報稅戶背景分析、學生就業概況、毒藥品

防治、退休人利再利用等六大領域。每項議題從

開始的問題界定、團隊組成、執行分析與評估、

協調建議至施政建議評估等，每一工作項目都需

有各部會共同參與討論，延攬外部專家與技術，

提供施政建議要點。

國家重大巨量資料應用議題，使用資料可

能涉及國家機密、個人隱私等具高度敏感性的

資料使用，因此需以更高規格的架構下運作，

建構完善資料使用機制且將成果效益擴散至國

家層級之施政方向。

四、推動產業應用與加值提升

談到巨量資料，產業界的應用也為各國皆

高度關注的領域，全球市場研究機構對巨量資料

應用所產生之產值與影響有不同的評估，但大致

對於巨量資料特性有共通的想法。巨量資料不

外乎談到四 V，大量 Volume、及時 Velocity、

多樣 Variety 和真實性 Veracity，以往的儲存系

統或分析方法已不敷使用，需要更高度橫向擴

充性、彈性與即時分析的技術平臺，每個技術

層面都需要多方廠商提供解決方案。然而較少

人談到第五個 V-Value 價值，為什麼要分析資

料 ? 希望達到甚麼目的 ? 對於產業應用價值而

言，在於提升企業營運效率、降低成本，甚至

開創新興商機，因此掌握產業資料應用的價值，

為相當重要的關鍵思維，甚至是引導整個巨量

資料計畫成功的關鍵。

國際顧問公司麥肯錫（McKinsey）於 2011

年建構兩維度的評估模型，評選在巨量資料應用

極具發展潛力的領域，希望提升各個領域資料

應用的思維和效益。在巨量資料應用潛力構面，

包括資料擁有的多寡、企業利潤的變動程度、客

戶與供應商的多寡、交易量的密集度、產業領先

者與落後者的變動性等指標；在巨量資料獲取

能力構面，指標包括企業分析人員、內部 IT 資

產多寡、資料可存取程度和企業使用巨量資料

的文化等。經過各指標的綜整，評選出包括政府

應用、金融保險、資訊、醫療保健和電子產品等

相關產業，皆為投入巨量資料分析可有高度發展

潛力的應用領域。此評比的確有相當大的參考

價值，然而都需回到國內的產業現況來看，例

如國際上談論的製造業可能比較偏向傳統產業，

而臺灣除了中小型製造業外，也具備高科技製

造業能量，在於指標的權重可能就會有所不同。

因此如何汲取國際上在於巨量資料領域的投入，

建構適地性的推動架構，投入資源具高度潛力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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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應用領域，且適時引入國外領導廠商能量，

為目前政府需思考的推動方向。

我國主要以經濟部在推動產業巨量資料應

用與發展，輔導業者導入巨量資料技術以提升

企業營運績效，在有限的資源下，輔導與推動

的重點與優先順序，必須經過審慎思考與評估。

目前所籌組的大數據產業輔導團，結合法人單

位、工協會等能量，優先導入包括製造業、交

通運輸和電子商務應用，皆為臺灣整體產值較

大或產生資料量較大之領域，希望先期打造幾

項典範案例驅動整體產業發展。

肆、結語

「巨量資料」（Big Data）不僅是一個新

技術名詞，它也是社會與產業變革下所帶來的

新觀念，因為網際網路的出現，再加上社群、

行動、物聯網逐步興起普及，帶來大量聯網的

人與物，因而產生了大量數位資料，而且這些

資料，不只是過去我們所熟習固定格式的資料，

更多是自由形式、迅速產生的資訊，例如社群

網站中的使用者自製內容、感測串流資料等等。

新科技所產生的大量新型態的資料，對人

類帶來了兩個意義，一個是怎麼有效處理這些

資料，另一個是怎麼運用這些資料創造價值，

前者的需要（技術）來自於後者的需求（應用），

所以巨量的關鍵在於，怎麼以資料為基礎來提供

創新服務 / 應用以及做決策，目的是要增進社會

國家利益與創造商業收益。事實上，我們看到

巨量資料應用的領導業者，也是以「資料驅動」

（Data Driven）作為核心文化，認為只有資料

的運用能大幅超越同業，才能真正走在競爭對

手的前面。

為了喚起政府機關與民眾對於巨量資料核

心意義的認知，美國、歐盟及澳洲政府都在推

動相關計畫，釐清什麼是巨量資料，讓政府機

關 / 民眾能清楚了解巨量資料與傳統資料環境的

差異為何，並且盤點巨量資料應用案例，讓政府

機關與民眾更有感了解資料的應用能帶來怎樣

的價值，幫助他們想像在自己的組織能運用資料

發展怎樣的創新應用與帶來怎樣的效益，促進投

入巨量資料的應用發展。綜觀國際政府巨量資料

推動架構，從制定全國發展藍圖、各機關權責劃

分、推動政府開放資料，至成立資料工作小組、

實際分析跨部會資料以提供政策建議等脈絡，可

看出推動巨量資料應用需從上而下明確地劃分

職責，且跨部會的分工協調、分析環境與軟體技

術工具完善、法規調適等都為重要的討論議題。

而在巨量資料分析應用領域而言，全球調研機

構所評比的領域當中，皆提及政府機關掌握大

量重要數據，與公共利益息息相關，具有高度

加值潛力，實為極需投入的重要應用領域。

巨量資料應用發展有兩大挑戰，第一是不

知道怎麼開始應用，第二是難以評估其投資報

酬率（Return on Investment），正因為這兩

大挑戰，讓許多政府單位躊躇不前，為了降低

這樣的障礙，我們看到韓國、新加坡等國家，

以建置巨量資料試驗中心的方式，讓企業能從

小範圍的概念驗證開始著手實作巨量資料應用。

巨量資料試驗中心提供有三種功能：測試平臺、

資料集、資料科學專業顧問，「測試平臺」提

供軟硬體基礎環境與分析工具，有的國家運用

開源代碼自行打造，有的國家與業者合作由業

者提供；「資料集」則是在平臺上提供企業可

整合分析的資料源，如連結政府開放資料或者

與企業結盟提供；「資料科學專業顧問」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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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建構使用者分析的專業能力，由具備專業

的單位（業者或政府機關）以提供實作指引、

分享技能知識、協助開發試行專案的方式，藉

由技術、資料、分析技能三者合一的培育環境，

讓巨量資料應用真正開始落地，發揮實質效益。

綜覽我國的推動架構，主要分為政府資料

應用和產業加值應用等兩大方向。主責機關如

科技部、經濟部及國發會等部會，分別主導學

界應用、產業應用和開放資料原則等，較高層

級如科技會報辦公室，則擬定大方向指導方針，

並推動國家重要議題的巨量資料應用。資料類型

包含廠商內部資料、一般政府開放資料、政府敏

感和機密資料，共通性可使用的如社群資料等。

從目前國內政府開放資料來看，具有產業加值

效益的政府開放資料甚少，因此國發會也正研

擬各機關如何透過資料例外收費機制，讓產業

界可付費購買政府資料，做更有效的加值運用。

若能更加開放且快速地運用和整合政府資料，

將使資料應用產生更大效益，可加速推升整體

產業發展。

從國際到國內，近幾年不斷在談論巨量資

料應用，尤其以政府的角色更為重要，政府從上

而下的推動目標都希望讓資料更公開透明，促

進更多的民眾參與，進而讓施政方向符合人民

需求、提升公家機關運作效能。要從以往較為

保守的體制，轉換為更開放、以資料趨動決策的

智慧政府，並不是一蹴可及，而是需要各方的

互相支援，從政府部會、法人公協會、學研機

構乃至產業能量，在大方向的架構下各司其職，

一步步地推動巨量資料應用，共同打造以資料

趨動的智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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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資料及其治理：臺灣的情境
Public Data and Its Governance:

 Taiwan in Context

莊庭瑞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合聘副研究員

摘要

含有眾人的個人資料、活動紀錄，以及異動歷程的資料集，無論來自政府部門或是商業團體，

本文中我們概稱為公眾資料。公眾資料源自公眾，理想中自當也可被公眾所用。一般認為，公眾資

料經處理後，若已不含有可直接或間接識別特定人的個人資料，就可以釋出使用，但在實務與學理

上，卻有各種議題需要探究。本文概略回顧個人資料以及公眾資料的議題與事件，對臺灣所處的情

境以及新近發展，進行觀察與評論，並提出建議。 

關鍵字： 公眾資料、治理、個人資料保護、開放資料、去個人識別

壹、前言

「公眾資料」（Public Data），意指因眾

人活動而產出的資料彙集。公眾資料一詞中的公

眾，有兩種意涵：「眾人」與「公共」。一方面，

這些資料彙集自眾人；另一方面，常是因為公

共事務而產出了這些資料。公眾資料的產出、

彙集與使用，其議題討論與決策，自然需考量

眾人主體性以及資料的公共性兩方面。主體性，

意指個體在自身相關資訊上的自主權利；而公共

性一詞，在於表達這些資料來自眾人，應該是眾

有的資源，可用以增進眾人福祉。公眾資料常含

有個人資料，也就是該資料彙集內含有可為個人

識別的各類屬性資料。許多公眾資料因其本質，

例如彙集自電子運輸票證使用紀錄的資料集，而

含有眾人（可直接或間接識別）的個人資料與

活動紀錄。含有個人資料的公眾資料，如何而

能被再次使用，而能顧及個人隱私與公共利益，

是數位時代的難題。

臺灣是高度數位化的社會。在寬頻網路以

及有線電視普及率、行動電話門號數量、電子商

務（如股票線上交易以及網路購物環境）、小

額支付工具（如悠遊卡以及一卡通）等方面的

進展非常快速，競爭十分激烈。對於新型態的

數位產品和服務，民眾樂於嘗試，喜歡其所帶

來的各種便利，「臉書」（Facebook）在 臺

灣的使用情形就是個例子。在臺灣，幾乎人人

都有臉書帳號，一些政府部門以及民間團體甚

至以臉書為重要的訊息發送管道。臉書以及「谷

歌」（Google）所提供的服務在臺灣廣受歡迎，

兩家公司儲存處理眾多使用者的個人資料，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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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並不是臺灣公司。臺灣也沒有可相比擬的本

地資訊服務企業（對比於對岸的微信與百度）。

「開放資料」（Open Data）是近年來眾

人琅琅上口的熱門詞，意指將原本只做內部使

用，或僅供特定人並限定使用的資料集，以開

放使用的方式提供公眾自由下載、散布、混用，

而且不限制其使用目的。一般認為，資料的開放

使用，更能發揮其潛在的經濟與社會價值。釋

出開放資料的主體可以是商業公司、研究機構、

非營利團體，以及公部門。政府部門和企業因為

本身在運轉經營上的需要，會持續生產大量的資

料與文件。這些資料包括地理空間資料、人口統

計、社會經濟指標等，一般稱為「公部門資訊」

（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公部門資訊

常是因為公共行政事務而產製，或是源自公共

出資的研究機構或計畫。因為這些資訊的普遍

價值，許多國家持續推廣它的使用與功能。

「開放政府資料」（Open Government 

Data）是這幾年來非常受到重視的話題。公部

門資訊的釋出使用，除了經濟與社會效益的議

題，對於政府資料的公共性，以及其開放與否

的決策過程，更是眾人關注的焦點：公部門的

資料開放措施，是否進而達到了公民政治參與，

透明化政府治理的作用？但不是所有公部門產

出的資料集都屬於公眾資料的性質。一些公部

門的資料產出，例如地理空間、氣象水文、環

境觀測等資料，不含有個人資料，也不是彙集

自眾人的活動紀錄。這些資料「是否」以及「如

何」開放的議題，相對上比較容易，本文不另

作討論。

「個人資料」（Personal Data），根據《個

人資料保護法》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

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

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

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

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

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政府部門以及商業公

司因為行政業務或經營管理上的需要，維持大

量個人資料以及其異動紀錄，這些原始資料可以

整理彙總為統計資料，幫助這些部門與經營者瞭

解其業務現狀，對一般大眾及研究者也有用處。

隨著開放資料的趨勢，資料持有者逐漸考慮將

保有的資料集另行整理後，整批釋出給特定人

或是公眾使用。

含有眾人的個人資料、活動紀錄，以及異

動歷程的資料集，無論來自政府部門或是商業

團體，在本文中概稱為「公眾資料」。公眾資

料源自公眾，理想上自當也可被公眾所用。一

般認為，公眾資料經處理後，若已不含有可直

接或間接識別特定人的個人資料，就可以釋出，

自由為眾人所使用，但在實務與理論上，卻又

有各種作法跟學說，限制了公眾資料的使用。

對於大眾資料的使用以及治理，以下概略回顧

這些議題，並專注於臺灣的情境，提出建議。

貳、個人資料與公眾資料

關於個人的一些資訊如財務狀況、健康情

形、住所地址、交友網絡、閱讀紀錄、信件日

記等，一般認為是個人隱私，除非個人自願或

有必要，他人不需要知曉。「是否」以及「如

何」揭露關於自己的個人資訊、更正檔案中關

於自己的錯誤個人資料，以及去除不必要的個

人資料紀錄，被認為是個人的資訊自主權利。

沒有個人資訊自主，不僅個人處於被窺視狀態，

無法自在，也會侵害個人在表達和通訊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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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社會、政治體系的順利運行，也須仰賴對

個人的隱私保障：買保險套不需記名，參加教

會不需報備，選總統不需要亮票。因此，個人

資料保護在歐盟被視為基本人權議題，於 2009 

年 12 月生效的《歐盟基本權利憲章》第 8 條，

有關個人資料之保護：「一、人人有權享有其個

人資料之保護。二、這些資料僅得於特定目的，

且在其個人同意或法律正當依據下，公平地被

處理。人人有權取得對其個人所蒐集的資料，

並有權更正之。三、這些規定的遵循需有獨立

的機關監察之。」

然而，彙集自眾人的個人資料或活動紀錄

的公眾資料，常有經濟以及社會上的價值。一

般認為，如果這些資料處理後，其中已不含「可

為個人識別的資訊」（Personal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那就可不受個人資料保護的限

制，作特定目地外的使用，因為這些處理過後的

資料已經不是個人資料。所謂「可為個人識別的

資訊」，一般認為是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在

美國的話，社會安全號碼）、住所地址、個人

電話號碼等可以直接用以連結個人身分的資訊。

然而許多案例告訴我們，這不是周全的作法，

1997 年美國麻州州長 William Weld 將州政府

雇員的保險醫療紀錄彙集，經「去個人識別」

（de-identification）後釋出供研究使用。麻省

理工學院（MIT）研究生 Latanya Sweeney 卻

以州長的生日、性別、住所郵遞區號三項資訊組

合，指出資料中屬於州長本人的保險醫療紀錄。

資訊服務業者美國線上（AOL） 於 2006 年釋

出 650,000 名使用者在三個月內的搜尋紀錄，

雖然該資料已經「去個人識別」（改用代碼來標

示使用者），不過仍可經由推理，揭露某些特定

個人的搜尋紀錄。可以說，只遮蔽公眾資料中與

個人識別資訊有關的欄位，並不能保證不能經由

其他欄位資訊組合，或是經由參照其他資料集，

而能辨識出特定人的個人屬性資料。

即便公眾資料已處理為統計資料，確實不

能用以識別任何人的個人屬性資料，該項統計資

料可能仍然揭露特定群體的獨有特質，而可作為

差別待遇使用。例如：假設經由健保醫療資料統

計顯示，某偏鄉人口患有重大疾病比率遠高過

全國平均值，如果醫療保險公司知道某被保險人

戶籍設在該鄉，自可推論其將患有重大疾病的

機率高過常人，而給予差別保險費率。事實上，

這種對個人或群體的「描繪」（profiling） ，

其過程之中對於可為個人識別資訊的蒐集處理，

並不是絕對需要的環節，而是對該個人或群體

進行系統性監控，用以建立其行為模式，而能

預期其未來活動。的確，眾多網路資訊服務業

者以置入「小幫手」（cookie） 在使用者瀏覽

器的方式，聯合紀錄使用者的瀏覽歷程，用來

精準投放個人化的線上廣告。也就是，眾人的

個人活動紀錄，被商業公司蒐集處理，分析後

用以對付自己。這些例子指出公眾資料在治理

以及倫理上議題。

「治理」（Governance） 意指形式或非

形式的組織，透過成員互動以及問題決策的程

序，以解決集體的問題。例如，政府、部落，或

是人際網絡，透過法律、常規，或是權力關係，

以管理眾人共有的資源。公眾資料依其集成於眾

人活動紀錄的性質，若視為眾有資源，就非單

一個人可以獨斷，其管理使用便是眾人的問題。

眾有的實體資源，如眾人使用的灌溉水道系統，

政治經濟學家 Elinor Ostrom 同時也是諾貝爾

獎得主指出，其治理體制可有多種型態，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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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設計的原則，如：清楚的界線（資源範圍

以及使用群體），以及適應於當地條件的資源

生產以及使用規則。對於知識、環境及資訊等

非實體的眾有資源，其治理體制的形成也可參

照這些原則。

不過資訊服務提供者，目前多以單方的「使

用條款」（Terms of Use） ，要求使用者同意

後才能使用其服務，並同時取得蒐集處理其個人

資料的權利。但資訊服務提供者也同時配合政府

要求，在某些情況下提供使用者的個人資料給政

府單位。這些情形直到 Edward Snowden 揭

露美國國家安全局要求知名的資訊服務提供者，

直接提供大量使用者的活動紀錄，才為一般大眾

得知。美國電信業者，也整批提供給美國國安局

可能是所有用戶所傳送簡訊的「電信後設資料」

（telephony metadata）。這類後設資料雖然

不包含通訊內容本文，但卻包括收發兩方的電

話號碼（電子信箱）、通訊時間、訊息長度與

樣態等資訊。這種事前「無所不收」 （collect 

it all）、事後永久保存的作法，已超出常人對政

府通信監察的認知。其後還關聯到一項個人資

料移轉境外的訴訟，簡述如下：

2011 年起，奧地利青年 Max Schrems 認

為美國網際網路服務業者（如臉書），在處理歐

盟境內使用者的個人資料時，不符合歐盟法規，

持續提出訴訟。 Snowden 事件揭露臉書未能

告知歐盟境內使用者，就將其個人資料提供給

美國國安局。Max Schrems 認為這種情形已違

反歐盟與美國雙邊關於個人資料移轉境外的「安

全港」協定，要求臉書歐洲總部所在國愛爾蘭

的個人資料保護專署介入調查，但卻不被受理，

遂提出訴訟。歐盟法院認為歐盟各國的個人資

料保護專署必須介入調查這類投訴。這類事件

指出，個人資料的蒐集處理，尤其當涉及境外

移轉使用時，將是雙邊貿易協定重要的一環。

而國家勢力對於公眾資料的監控作為，因為不

透明的性質難以治理，而且將影響跨境經貿活

動的正常發展。

參、臺灣的情境

公眾資料在臺灣的使用以及其治理議題，

有其特有的情境。以下就身分證制度與資訊系

統、個人資料保護、通訊保障與監察，以及大

眾認知與公民行動等四面向，概略回顧與評論。

一、身分證制度與資訊系統

臺灣的行政部門一直以來以「電子化政府」

（e-Government）的願景，持續推動各項「多

用網路、少用馬路」的線上服務。這些線上服

務包含政府文書的申請辦理、法規資訊的線上

查詢，以及民眾意見反映與回覆等作業層級的

項目，基本上以「便民服務」為考量，簡化縮

短作業流程。另一方面，政府沿用日治時期建

立的戶政系統，再加以一人一號的身分證制度，

使得每位公民的基本資料與身分查證等工作，

可由各政府機構的資訊系統互通處理，維持公

民個人資料的一致性與可連結性質。

以身分證制度為基底，臺灣建立了強制性

的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並搭配單一保險機構中

央健康保險署。健康保險憑證（健保 IC 卡）號

碼，就是身分證統一編號；保費歸戶計算，也

與戶政資訊相關。臺灣的綜合所得稅申報制度，

也依存於戶政系統以及身分證制度。內政部製發

的自然人憑證也依存於個人的身分證統一編號，

目前已使用於多項跟個人密切相關的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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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所得稅申報以及個人金融事務。臺灣公民的

個人資料已大量、持續、廣泛的儲存於公部門

資訊系統。這種情形眾人或許認可，但對於這

些資料的再次與交互使用，並沒有廣泛的認知，

也少有機會及場合，表達意見或是深入討論。

身分證統一編號除了使用於公部門，也密

集使用於個人金融以及各種日常生活。開設銀

行帳戶、申辦信用卡、求職和薪資作業都需要

身分證；電信服務門號、行車與駕駛執照、高

速公路電子收費等，這些事務跟個人的通訊與

行動自由高度相關，申請辦理也都需要身分證。

在臺灣，個人的身分證統一編號可以用來串連靜

態的個人背景資料（如所擁有的車輛種類以及車

牌號碼），查詢動態的個人活動資料（如該車輛

經過的高速公路電子收費和時間），並回溯分

析個人歷程資料（如個人或家庭歷年綜合所得

稅申報資料）。這些涉及個人資料的資訊系統，

有些是政府部門因為公共行政目的而設置，有些

是私部門為商業或其他目的而建立，而有些是

由特許事業所建立維持。資訊系統之間的互通

取用，以及資料集的釋出使用，也就需要考量

該有的原則與界線，以保障個人的隱私與權益。

二、個人資料保護

臺灣於 1995 年始立法制定《電腦處理個

人資料保護法》全文 45 條。2010 年立法修正

名稱為《個人資料保護法》，全文 56 條。總統

府於同年 5 月 26 日公布新法，但其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定之。延遲到 2012 年 9 月 21 日，行

政院才發布除第 6 條以及第 54 條條文外，其餘

條文自同年 10 月 1 日施行。未能施行的《個人

資料保護法》 第 6 條內容為：「有關醫療、基

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

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但亦列有四款例外

情形，不在此限。未能施行的第 54 條內容：「本

法修正施行前非由當事人提供之個人資料，依第

九條規定應於處理或利用前向當事人為告知者，

應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一年內完成告知」，

未告知而處理或利用者，並有罰則。

《個人資料保護法》區分公務機關或非公

務機關，分別規範於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

時，對當事人應有之作為。第 5 條：「個人資

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

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

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

聯。」不過第 16 條以及第 20 條，卻也分別列

出「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情形七項，分別適

用於公務機關與非公務機關。只要適用其中一項

情形，就可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其中共同適用

的情形包括以下三項：「為增進公共利益」、「學

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

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蒐集者依

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以及「經

當事人書面同意」。

何種情形可視為「增進公共利益」，各方

看法可能不同。資料要如何處理或揭露才「無從

識別特定之當事人」，也難有絕對或是一致性

的判定標準。本文已舉例多項個案，說明資料

持有一方，儘管事先已作必要處理，認為所釋

出的資料集不含特定人的個人資料，但研究者或

是有心人士經由與可公開取得的資料集比對後，

常能篩選出特定人的個人屬性資料。至於「經

當事人書面同意」這項例外情形的爭議在於，

當事人可能並不清楚所簽下的同意書，是同意

了對方哪些使用權利？這些權利的確切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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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當事人有無撤回同意的權利。常見的情形

是當事人不加思索，簽下無所不包的個人資料

的利用與移轉同意書。《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6 

條明訂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的醫療、基因、

健康檢查等資料。此條雖暫未施行，若一旦施

行，且「經當事人書面同意」後，這些敏感性

個人資料，是否即可以為任意目的處理或利用？

其間顯有扞格之處。

臺灣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制還有一明顯缺失：

沒有專責獨立的個人資料保護機構。歐盟國家皆

設有個人資料保護專員公署或是專責機構，且多

獨立於行政部門，以保護公民的個人隱私不被

政府機關或是商業團體侵害。香港《個人資料

（私隱）條例》在 1995 年 8 月制定，不過要

等到 1996 年 8 月成立了「香港個人資料私隱

專員公署」之後，該條例才於 1996 年 12 月正

式生效。新加坡政府於 2012 年 12 月通過《個

人資料保護法》之後，隨即於隔年一月成立「個

人資料保護專署」（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該專署委員五名由新加坡通訊

與資訊部聘任，並設有指導委員會，成員包括

民間與學界人士。

臺灣於《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時代，

法務部為協調聯繫機關，修法為《個人資料保

護法》後，法務部也於 2012 年 9 月修訂《個

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但對於個人資料檔案

的「安全維護、業務終止資料處理方法、國際傳

輸限制或其他例行性業務檢查」，實由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 22 條）。對於新興議題，如

公部門釋出公眾資料涉及個人資料保護的時候，

其法律依據與作業程序，也由持有資料的機關

認定，而無獨立的個人資料保護機構進行監察，

而只能依靠民權團體發聲警示。對於《個人資料

保護法》後續修法，公眾資料處理為不可為個

人識別的標準採用以及品質認定，以及身分證

晶片卡化等高度政策性議題，目前的情形常是，

行政院政務委員、國家發展委員會、內政部、經

濟部以及其他部會，各有意見但未能以全觀角度

提出完備政策。若能有專責獨立的個人資料保

護機構，除了可推展個人資料保護的公眾認知，

處理投訴主動調查，在公眾資料釋出的政策層

面，也可制衡現行自行作為的行政機關。

三、通訊保障與監察

臺灣的《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於 2014 年 1 

月修正，第二條明示：「通訊監察，除為確保國

家安全、維持社會秩序所必要者外，不得為之。

前項監察，不得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

且應以侵害最少之適當方法為之」。 該法所稱

通訊，包含：「利用電信設備發送、儲存、傳

輸或接收符號、文字、影像、聲音或其他信息

之有線及無線電信；郵件及書信；言論及談話」。

個人使用電信服務，產生通信紀錄存於電信服務

業者，而眾人通訊紀錄的彙集，也是本文所稱

的公眾資料的一種。基於營運需要，電信業者

在一定期限內會保存使用者的通信紀錄（為計

費帳務等需要）。《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14 

條卻也要求，「電信事業之通訊系統應具有配

合執行監察之功能，並負有協助建置機關建置、

維持通訊監察系統之義務」。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3-1 條：「通信

紀錄者，謂電信使用人使用電信服務後，電信系

統所產生之發送方、接收方之電信號碼、通信時

間、使用長度、位址、服務型態、信箱或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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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等紀錄」。依此定義，通信紀錄的性質跟一

般所說的「電信後設資料」類同，雖然不包含通

信內容本體，但這些紀錄揭露了使用者的通訊時

間、位置與對象。分析特定群體的通信紀錄歷

程，可得知其間聯繫密切程度、信息傳遞網絡，

以及是否同時地出現。

通信紀錄無疑是個人隱私，但 Edward 

Snowden 揭露了美國國安局要求電信業者和資

訊服務商的配合，長時間保留所有使用者的電

信後設資料，以為情報分析之用。《通訊保障及

監察法》第 7 條，「綜理國家情報工作機關首

長得核發通訊監察書」；第 11 條，檢察官有事

實足認「通信紀錄及通信使用者資料於本案之偵

查有必要性及關連性時」，「應以書面聲請該管

法院核發調取票」。同法第 16 條雖然要求，「通

訊監察執行機關、監督機關每年應製作該年度通

訊監察之相關統計資料年報，定期上網公告並送

立法院備查」，不過對於臺灣電信業者有無長

時間留存用戶的通訊紀錄，以配合臺灣政府進

行情報分析或是犯罪偵查，一般大眾並不清楚。

另一方面，《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僅明訂

「電信事業」之通訊系統應具有配合執行監察

之功能。「電信事業」跟根據《電信法》定義，

為「經營電信服務供公眾使用之事業」，而「電

信服務」則定義為「指利用電信設備所提供之

通信服務」。臉書、谷歌，以及眾多網際網路

上的營運者所提供的資訊服務，一般認為非屬

於電信服務。這些資訊服務者也難認定需為《通

訊保障及監察法》所規範。的確，當政府單位

跟網際網路資訊服務業者要求調閱使用者個人

資料以及其通訊紀錄，其必要的法律依據以及

程序究竟為何？這是資訊服務業者經常面對，

需要解決的問題，也是近年來民權團體極為重

視的議題。

四、大眾認知與公民行動

維護自身的個人隱私、重視自己的個人資

料，是數位時代眾人共有的認識。然而，對於個

人動態資料被廣泛蒐集處理的情形，一般大眾

可能不甚清楚。例如，隨身的行動電話隨時通

報給電信業者（有時還包括通訊監察機關）自

己所在。從個人手機的位置、移動及使用歷程，

可以推算出住家與工作地點，通勤路線，是否出

國，上班或是休假，以及誰是密友等資訊。一

般人也會填報個人資料以換取免費貨品、服務，

或是參加抽獎活動。不多思索使用了免費的網路

資訊服務，卻也同時自願揭露了鉅細靡遺的個人

資訊給服務提供者，如經常上網的位址、個人

瀏覽習慣、自己的人際網絡等等。也接受了業

者投放的個人化廣告。對於資訊服務業者的使

用者條款，亦或是個人資料使用的書面同意書，

也不常細究其實質內容。

至於眾人的個人資料、活動紀錄、異動歷

程，彙集成為政府部門或商業團體持有的公眾資

料，其所關聯的公共性議題（例如，資料可否

開放使用）、商業利益（例如，是否作目的外

使用），亦或是數位公民權利（例如，能否促

進透明治理），這些跟個人沒有直接利害關聯的

諸多議題，一般臺灣民眾的認知和態度，本文認

為這需要進一步探究。如果一般大眾對這些議題

沒有基本的認知，各界就無從對話，進行討論。

如果行政部門不瞭解大眾對這些議題的意見取

向，便難以擬定可推展的政策。以下以電子收費

車輛的行駛歷程為例。國道高速公路局在保留收

費起訖時間與地點資訊，但去除車牌個人資料

之後，目前已經每日彙集這些資料，定時發布，

44

P
u

b
lic

  G
o

v
e

rn
a

n
c

e
 Q

u
a

rte
rly

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

 第三卷  第四期 104 年 12 月  



並開放各界使用。

對於公眾資料使用的認知與態度，就這個

例子，我們可以問：眾人可否理解，這項公眾資

料的使用，有公共性（以眾有資源增進眾人福

祉）與主體性（維護個人的資訊自主權利）兩方

面？眾人是否認知，這些資料在商業使用上的

潛能，以及其可能受惠的團體？眾人能否知道，

這些資料的分析，有助於檢驗不同路程資費模

型的效用與差異？在明瞭大眾對這些議題的認

知（及落差），以及對這些議題的意見傾向（與

分歧），資料持有者國道高速公路局也就較能

研擬能被接受的公眾資料使用政策。舉例來說，

如果多數人重視資訊自主權利，那就應該提供

「退出」（opt out）的內定選項，讓電子收費

車輛的擁有者，能夠退出（除電子收費）目的外

的任何資料利用。同樣的，如果眾人看重這些

資料的商業潛能，或許這些資料就應該作商業

授權，而且收益可以用於補貼路程資費。如果

公眾認為這些資料應該用來檢驗路程資費模型，

那就該如此進行。

臺灣人權促進會（以下簡稱臺權會）長期

關注隱私權議題，1998 年與眾多民間團體反對

身分證健保卡兩卡合一的「國民卡」計畫，該

計畫最後以停止與委外廠商議約告終。臺權會

也引領民間意見，促成立法院於 2005 年提出

關於《戶籍法》第8條的憲法聲請書。《戶籍法》

第8條於 1997 年增修為：「人民年滿十四歲者，

應請領國民身分證，請領國民身分證時，應捺指

紋並錄存，請領國民身分證，不依前項規定捺

指紋者，不予發給。」大法官會議於 2005 年 9 

月 28 日以釋字第 603 號令解釋，「戶籍法第

八條第二項、第三項強制人民按捺指紋並予錄

存否則不予發給國民身分證之規定，與憲法第

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意旨不符，應自

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再適用。」

2012 年 6 月，臺權會以及關心隱私權的團

體及個人，對於衛生福利部及所屬中央健保署，

在聲稱已進行去個人識別處理後，將全民健保資

料整理釋出到「健康資料加值應用協作中心」，

作為「全民健保研究資料庫」，表示無法接受，

並以存證信函主張行使退出這項健保資料庫的

目的外利用，但遭到健保署拒絕。對此臺權會提

起訴訟，但於 2014 年 5 月經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駁回。經臺權會上訴至最高行政法院，最高行

政法院以原判決適用法律有誤且事證尚有未明，

廢棄原判決並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再為調查。

目前該案還在審理中。

除了以司法程序挑戰行政機關對於所持有

公眾資料的處理利用情形，臺權會也關注國家

對公民的通訊監控情形，認為應當遵守合法性、

符合比例原則、需有正當法律程序、必要性、

告知當事人等原則，更強調監督機制的重要性。

自 2014 年中起，臺權會開始執行「臺灣網路

透明報告」，透過這個計畫，呈現臺灣政府向

網際網路資訊服務業者索取使用者個人資料，

以及要求移除內容的現狀。藉由正式公文要求

這些案件的統計資料，促成政府機關提出標準

作業流程及法令依據，讓公眾瞭解政府網路監

控的實際狀況。

肆、建議

目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6 條（醫療、

基因等個人資料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以及

第 54 條（修法前已處理或利用非由當事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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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個人資料，應為告知者，應自施行起一年內完

成告知），行政院一直未能施行，也沒有提出預

計施行的時程，而是採取讓立法院自行提出修法

的拖延策略，讓原本應該受到法律保護的公眾

及其個人資料，持續處於保護狀態不明的情況。

這種情況需要立即解決。臺灣沒有專責獨立的個

人資料保護機構，以至於公務機關在蒐集處理公

眾的個人資料的時候，欠缺制衡的一方。公務機

關對其所持有的公眾資料，常在自行聲明已「去

個人識別」處理後，便轉為特定目的外的利用。

但這些聲明背後的實際作為，以及其法律依據

是否堅實，並未得到該有的監察檢視。若有獨

立的個人資料保護機構，就可以督察這些作為。

對於來自民眾的投訴，無論是對於公務機關或

是非公務機關，獨立的個人資料保護機構，也

更能專注於這些事務的監理與調查。

目前公眾資料的釋出，多是由資料蒐集一

方單獨決定資料是否釋出以及其釋出方式，包

括資料釋出的時程與頻率，資料格式與後設資

料描述、去個人識別的方法以及資料檢核程序。

臺灣的公部門機關推行開放政府資料，雖然設

有開放資料委員會，邀請民間人士參與討論，

不過對於公眾資料進行「去個人識別」的處理，

這方面似乎並沒有既定的程序，可以讓公眾檢驗

其處理方法。以中央健保署所釋出，聲稱已去個

人識別的健保醫療紀錄為例，中央健保署並沒有

揭露其所採用的方法，民間團體無從驗證其說

法。以隱晦的方法，並不能達到保密的效用（隱

晦的方法一旦洩漏，再無挽救機會），反而應該

以公開周知的方法進行資料的去個人識別處理，

並邀請眾人查驗是否達到宣稱的效果。對於公

部門蒐集處理個人資料的程序、彙集為公眾資

料的程式，以及其它關於公民權益的數值計算，

也應該公開這些程式的原始碼，讓眾人能夠檢

視是否有漏洞，或是有系統性的偏差。電子收

費里程計算程式，國民年金資率模式以及搭配

的人口估算資料等，都應該公開，走向透明治

理的方向。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1 條，規範非公務

機關在國際傳輸個人資料的作為。若有下列情

形之一，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限制之：「一、

涉及國家重大利益。二、國際條約或協定有特別

規定。三、接受國對於個人資料之保護未有完

善之法規，致有損當事人權益之虞。四、以迂

迴方法向第三國（地區）傳輸個人資料規避本

法。」目前臺灣民眾常用的資訊服務，如臉書、

LINE、微信等，許多是境外公司，在臺灣並無

法人代表，若有或僅是廣告業務代理性質。這

些商業公司大量蒐集處理臺灣民眾的個人資料，

但似乎沒有看到政府部門進行例行性業務檢查，

確保這些公司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這些

資訊服務業者必然傳送臺灣民眾的個人資料到

其他國家，而某些國家（如海峽對岸）對個人

資料之保護以及基本人權之保障，實有令人非

常憂心之處。臺灣政府在這方面，目前尚未完

備資料保護相關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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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協作服務應用：
阿宅的鍵盤革命

陳貞樺　報導者文化基金會記者

摘要

近年來，出現了一群人，他們有的人是科技公司裡的工程師；有的人是程式自由工作者；有些

人甚至是頂尖電腦黑客。在他們之間的共同點是，他們都擁有程式專業以及對改造社會的熱情，並

運用自身能力幫助人們。

 八仙塵爆後，他們在短短幾小時內，利用臺北市資訊局、各醫院的資料，建立傷者資料查詢系

統、捐血資料查詢系統等，讓民眾可以在一個平臺上，迅速找到原本分散的資訊；為了讓民眾瞭解

政治人物的財務狀況，他們利用圖形辨識系統，加上鄉民力量，將 60 萬筆政治獻金資料電子化釋

出，使政治更加透明。

不管是哪個專案，擅長用自己擅長的程式能力解決問題是他們的特色。這群工程師將這個專長

發揮，當社會出現問題時，總是第一個跳出來除錯。雖然大眾鮮少注意到他們，這些阿宅們其實散

落在社會各個角落，企圖用自己的專長打造這個世代的鍵盤革命。

本文將以擁有不同程式專長，並在各領域發揮，讓社會變得更好的工程師們為報導主體出發，

描述工程師們如何運用開放原始碼的概念，以彼此協作的方式改變社會，打造他們心目中的鍵盤革

命。 

關鍵字：黑客、開放資料、開源精神、零時政府、群體協作

壹、前言：零時政府誕生

踏入中央研究院的大會議室，放眼望去，

人手一臺筆記型電腦，耳邊傳來的則是一般人無

法理解的程式語言，彷彿置身於科技業的研討會

上。但仔細觀察，前方講者闡述的理念卻不是

科技趨勢，也不是軟硬體的研發概念，而是跟

一般人切身相關的議題，像是政治獻金透明化、

福利法條彙整等。

這是個以「寫程式改造社會」為理念的公

民社群－「零時政府」（g0v）的聚會。零時政

府成員多為工程師，成立宗旨在於希望藉由自己

的程式專業，促進社會達到資料更公開的理想，

並因此發想許多結合社會議題與資訊軟體的專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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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零時政府發起的專案開始在社會

上引起注意，像是為改善教育部字典、增加語言

翻譯及字詞功能的「萌典」，以及利用社群力

量檢舉網路錯誤新聞的「新聞小幫手」等都是。

在數位科技普及的二十世紀，改變社會的

方法不再只有上街抗議，運用程式面對數位網

路，一樣可以快速影響社會各層面。

一、融合公民與開源精神

零時政府（g0v）名取自於政府（gov，

government），將 o 去掉改成 0，代表社群是

以數位原生的資訊世代為核心。可知零時政府

的目標就是致力推動透明資訊，運用程式將議

題簡化，讓民眾可以更容易監督政府。

 而運作整個社群的核心精神就是「開放原

始碼」精神。開放原始碼是從資訊界開始擴散

的概念，最初稱作「自由軟體」。意即軟體應

該是自由的，不應該被大公司或是發明者控制，

任何人都應該有權利修改。

  最 著 名 的 例 子 就 是 芬 蘭 工 程 師 Linus 

Torvalds 發起的 Linux 開發模式。他將 Linux

的開源碼放在網路上，確保任何人都可以修改

和自由使用這個軟體。這類理念需要搭配開放

協作方式進行，相較於傳統封閉的開發模式，

效率更為快速。它讓全世界有意於改善這個計

畫的人都變成了貢獻者，Linux 的功能也因此越

來越完備。

值得一提的是，零時政府是臺灣第一個將

開源精神融入公民參與的社群。零時政府秉持

去中心化、成果開放的精神，希望用群眾的力

量改變社會，讓每個人都可能成為貢獻者。

開放社群所秉持的就是「開放原始碼」精

神－一切資訊公開透明。開放原始碼的概念最

早可以回溯到六零年代。當時，售賣大型電腦

的廠商如 IBM，把一些軟體及原始碼一併送給

客戶，讓客戶能夠因不同需求而自行更改軟體，

又稱作自由軟體。人們認為軟體應該是自由的，

這樣才不會受限於軟體創作者，並且還能繼續

修改軟體，發展其他不同的服務。

舉例來說，如果有人將自己創作的軟體釋

放出來，別的工程師除了使用外，還可以針對這

個軟體的缺點進行改善，再加上自己的創意去

發展服務。但如果一開始沒有人願意釋出軟體，

就變成每個人都要自己重新做，必然會耗費很

多時間。因此開源的概念，有點像是「站在社

群的肩膀上創作」。

二、開放促使發揮群眾力量

時至今日，開放原始碼的概念已普遍存在

於科技界，工程師習慣將自己或修改後的程式

丟到一個稱作 Github 的開源專案平臺上。每個

人都可以檢視原始碼，並將它變得更完善。

而臺灣的開放社群，除了線上協作交流外，

線下活動也很活躍。線下活動包含了大型年會、

社群小聚和黑客松（Hackathon）工作坊。其

中黑客松是比較常見的聚會，黑客松顧名思義就

是「Hack」加上「Marathon」，運作方式是

由參與者自主提出專案，邀集不同專業者加入，

在一天內聚在一起「Hack」出成果。

「其實開放原始碼就是一個手段，一個好

的出發點。」零時政府發起人之一的吳泰輝舉

例說，零時政府的專案通常是透過政府的公開

資訊，再利用程式爬資料作成視覺化的圖表或

淺顯易懂的網站。

他提到零時政府的創始專案，就是因為成

員試圖解決「政府是否亂花錢」這個問題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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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他們將原本繁雜的政府預算數字，視覺化

為動態圖表，讓民眾可以輕易看到自己的納稅

錢被花到哪裡去。

吳泰輝還說，很多人可能會質疑零時政府

成員會不會濫用資料。但因為還有開放原始碼

的這個過程，就可以讓每一個執行動作都攤在

網路上，並能受到大眾檢視。「開放原始碼的

精神就是去發現問題，而非找漏洞攻擊。」　　

他分析，開放原始碼可以利用群眾力量讓

系統或網站變得更好，資訊不應該是被藏起來

的，而是可以被群眾利用。

三、 尊重專業的群體協作

 零時政府主要是採取分散式協作的方式，

如果人們有興趣加入某個專案，就可在線上直接

參與，成員稱之為「跳坑」。因為所有協作軌跡

都會在系統中記錄下來，成員藉著跳坑，一起建

構出具體專案的內容。這有些類似開放原始碼

的概念，任何人都可以在線上更改或加入自己

的想法。之後再藉由參加黑客松（Hackathon）

聚在一起討論專案，並用程式、設計等不同專

業完成它。

 「協作的方式讓進入的門檻降低了，因此

人們就更願意投入。」零時政府另外一位發起人

高嘉良說，其實一直有一群工程師在關心不同

的社會議題，但沒有一個場域可以讓他們發揮。

零時政府出現後，讓宅宅們有機會發揮專長，

投入他們感興趣的專案。他觀察到，工程師原

本就具備技能，當他發現不用一個人做完全部，

會有志同道合的人來一起完成，他們就會更容

易投入了。

 「但協作模式也很容易遇到立場不同的

人。」高嘉良指出，如果只是工程師各自進行自

己有熱情的議題，而非建立在開源的基礎下，大

家可能因為想法不一樣，而很難做下去。他說，

因此在這個情況下，開源精神就可以很巧妙地

解決這個問題。高嘉良舉例，如果要做核能專

題，可能會出現支持或反對的人，但他們可以

共用一個輻射資訊平臺，直接在上面提出論點，

一切討論都是公開透明的，大家可以在平臺上

建立共識。

除此之外，雖然零時政府以工程師居多，

但因為專案類型多元，因此漸漸吸引不同專業的

圖 1  在黑客松中，每個參與者會貼上不同的專

業技能貼紙

資料來源：零時政府

圖 2  零時政府參與者依照不同專案各自帶開討

論，場面歡樂

資料來源：零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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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來參與。「越來越多本來就熟悉議題的人，

他們的問題意識比較明確，可以馬上指出數據

中的問題。」高嘉良指出，工程師大多會先把

數據抓下來再找問題，但專家可以馬上指出數

據的癥結點。「兩邊合作好的話，就可以減少

很多摸索的時間。」他笑說。

貳、利用程式造福社會

政府雖然從 2005 年就公布了政府資訊公

開法，各部會陸續釋出了許多資料，但因法規

定義模糊，各行政機關對法規的瞭解程度不一，

造成釋出資料非常有限等各種奇怪現象，像是

格式為不能複製的 PDF 或加密的 EXCEL 檔案、

資料缺東缺西、不確定是否能公開資訊等。

 比起資訊公開，「開放資料」的釋出，是

政府更大的考驗。如果將「資訊公開」比擬為

作好的菜，「開放資料」則是處理過的食材。

以政府行政為例，資訊公開可能是公布政府機

關的公報、舉行相關記者會等資料，但開放資

料則專指各種原始資料，例如稅金應用數據、

政府官員考察經費、活動收支等，讓民眾可以

使用軟體進一步編輯、分析及應用。

 直到 2012 年時，才由行政院和國發會規

劃政府開放資料的原則，2013 年則開始規劃資

料加值的相關應用。在政府與民間的推動下，

現在在網路輸入「開放資料」，已經可以看到

中央以及五都的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但利用開

放資料的加值服務，還停留在起步階段。

 但有一群人，卻能透過自己的程式能力，

將拿到的資料加以分析，提供給人們進一步使

用。他們秉持著「等政府，不如自己動手砍（資

料）」的精神，在不同領域中，已經發展出令

人驚豔的資料加值服務。

一、市府預算視覺化

 政府往往手中握有與人民切身相關的大量

資料，但因開放資料概念才剛開始在臺灣萌芽，

許多民眾其實不知道怎麼使用和分析。除了可能

是資料格式難以分析外，很多情況是因為某些資

料常常存在分析的高門檻，讓一般人難以理解，

因此平常也不會想要觀看，而錯失監督的時機。

但今年出現了一個例子，讓民間力量首次

與政府單位合作，各自利用專業讓政府資料以

一般人都能理解的方式釋出，它就是臺北市政

府今年釋出的「市府預算視覺化」。

這個專案是在開放社群相當活躍的唐鳳以

及張維志等人，與臺北市政府公民參政組的召

集人呂家華所促成。他們希望透過讓市府公務

員與民間協力的過程，將「參與式預算」的概

念普及，讓民眾在預算訂定的過程中，就可以

參與討論，落實公眾參與公共決策的目的。

過程由臺北市資訊局主導，與主計處開

始溝通，希望釋出臺北市政府的預算檔案，並

將原本無法以機器分析的 PDF 檔案轉為可辨

識的 EXCEL 檔，並同步釋放到開放資料社群

OpenData/Taiwan，讓民間自由使用。

最後由網友王景弘利用零時政府三年前的

「政府預算視覺化」的程式碼，結合機器清理過

的檔案完成了「臺北市 2016 預算」的資料視覺

化。透過鳥瞰圖、泡泡圖等呈現方式，將原本

讓人眼花撩亂的數據化為一目了然的圖表。民

眾除了可以直接觀看各局處所分配到的預算外，

也可以進一步點擊不同單位，看更細項的預算

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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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於 9 月發布這個成果，並公開

於網路供民眾查詢。這個政府與民間首次合作的

創舉，引發媒體及網友熱議。專案新穎的呈現方

式也打破了一般民眾對預算書複雜難懂的觀念，

成功吸引人群點閱，一日就創下了 30 萬的點閱

率。

二、研發交通數據 
走進新竹市警局，這座日治時期的古蹟內

部散發著濃濃的陳舊感，威嚴的氣氛讓人不禁

拘謹了起來，不敢隨意靠近。也因為這樣，民

眾對於警察機關的業務與相關資料，很少會主

動瞭解。警官柯維然年紀輕輕，則想運用程式，

打破這樣的情況。柯維然是新竹市警察局的巡

官，就讀警大期間，在交通鑑定老師的鼓勵下學

習資訊程式，加上自己的統計專長，開始利用交

通事故的數據，進一步研發交通事故分析系統。

「警察機關的資料，最能反映一個城市的

情況。」七年級後半段的柯維然，說話時可以

感受到他的熱血。他指著螢幕上自己建置的交

通資料分析系統，相當細心地解釋一個個數據

背後的意義。

柯維然研發的交通事故系統，不僅可以直接

從資料庫擷取資料，使用者可以選擇「轄區」、

「日期時段」及「路段」等，去蒐尋所需的資料，

等於直接將紙本數據電子化。

他還將數據視覺化，經過統計後再將之視

覺化，讓警察可以一目了然交通事故的相關數

據。「未來十年一定是資料導向」，柯維然認為，

警政單位雖然有很多一手資料，但長久以來多

採取經驗論，由資深的老鳥警員判定哪個路口

危險。

「警察單位對數據的敏感度太低了」，柯

維然皺眉繼續說，雖然他早在兩年前就把這個

系統建置好，但是叫好卻不叫座，長官們還是

依循舊有習慣做事。他指著螢幕上的肇事路口

分析表說，每年都會有易肇事路口的評定，但

圖 3　臺北市政府預算視覺化讓人一目了然明白預算分配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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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路口的肇事量排序往往與現實差距很大。

「舊的系統無法把每個路口的流量都算

進去，所以就算件數很多，也不代表一定很危

險。」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柯維然自己調了新

竹市路口的流量數據，自己清理資料，最後匯

入系統，做出來的結果更精確。

除了交通資料分析，柯維然也主動投入刑

事調查的系統建置。「刑事員警和其他警察比較

起來，更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系統。」他笑著

說，他常常去找刑警聊天，然後開始進行研究。

柯維然說，因為是第一線勤務公職人員，警察

局掌握犯罪地點、嫌犯通聯記錄及犯罪數據等

非常多數據。

「在開放資料這塊，警察局其實可以做很

多事。」他也談到，分析這些數據需要專業知

識，但因為相關的數據並非開放資料，因此目

前只能靠本業「非程式專長」的警察自己分析。

未來警察單位應該多和學術單位合作，研究相

關數據背後的現象，回饋給社會。

三、即時化公眾議題

2014 年 7 月 31 日凌晨，高雄發生了十幾

年最嚴重的石化氣爆事件。事件發生後，不管是

網路資訊或是主流媒體等資訊，都是混亂且龐

雜的狀態。這時候，有一名熱血工程師陳信屺，

開始整合混亂的資訊，讓民眾可以迅速了解狀

況，製作結合時間和地理資訊的線上服務－「時

間地圖」。

 陳信屺指出，時間地圖的靈感起源於有一

次他到臺南旅行，在參觀古蹟時，常常不知道它

的歷史脈絡。那時他心想：「如果有古地圖可以

對照今昔就好了。」當下的他靈機一動，於是開

始研究國外的相關的工具，並改良成中文介面，

再加上臺灣的地圖資訊。

當時臺南市政府正好要舉辦黑客松比賽，

陳信屺就利用自己改良的服務，加上中研院開放

的古地圖，製作出「臺南百年文史地圖」，最後

獲得冠軍。透過這個服務，使用者可以隨著年份

瀏覽古蹟簡介，同時在地圖上看到古蹟的位置。

賽後他甚至將這個服務放到網路上，供民眾免

費使用。

「其實我最想將這個服務應用在公共議題

上。」陳信屺說，在網路爆炸的年代中，一個人

無法看到全面的資訊。尤其當突發事件發生時，

大家更難以在短時間難搞清楚狀況。因此當高雄

氣爆發生時，他迅速利用「時間地圖」的軟體，

再搭配網路上各式各樣的資料，做出各處氣爆狀

況，甚至被轉貼到《蘋果日報》等主流媒體上。

之後他也嘗試做出歷年的高雄氣爆事件時序圖，

試圖喚起人們重視石化產業的危險性。但由於

高雄石化管線的圖資沒有公開，因此只能做初

步的事故標示。

 最讓他失望的是，當他觀測後臺流量後，

發現最多人觀看的主題地圖，竟然是《聯合報》

製作的「百貨公司周年慶」。陳信屺苦笑說，一

些比較公眾事務、或是文化性的主題，卻少有

人觀看。「科技只是輔助，不會是主角。」他

強調重點還是在人民的「民主素養」。他舉例，

像是他曾經把立法院的法條都用程式抓出來，

用新介面清楚排列來解釋法條意思，但是不會

看的人，還是不會去看。

 不過，因為參與許多公共議題專案，陳信

屺接觸了許多想要改革的公務人員。「最好的

情況是，第一線的事務官就有程式能力。」陳

信屺觀察，公務人員最了解哪個環節需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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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一點程式能力就足以改變現況。「或許政

府也需要來一場程式革命。」他笑說。

參、網路協作改變世界

去年（2014）三月，一群學生衝進立法院，

開啟為期近一個月的太陽花運動。這場運動之所

以能夠展現能量，除了年輕一代藉此表達對立

法院代議失職的不滿外，最重要的更要歸於「網

路協作」的力量。 　　

其 中 一 個 例 子， 就 是 零 時 政 府 透 過

hackfoldr 架設學運入口網站。透過這個網站，

民眾可以迅速看到現場所需物資、直播、相關

文章等等。不但省去以往搜尋的時間，也讓一

群陌生人能夠直接在線上溝通。因為網路協作，

不但有效突破傳統社運必須耗費大量資源集結

人力、物資、傳遞訊息的困境。

其實網路協作早就應用於各式各樣的專案

和領域中。在協作模式下，每個人都是平等的。

協作力量讓任何人都有機會能夠貢獻己力，為

了同一個目標付出且不求回報。在臺灣，透過

程式力量以及這類的網路合作模式，著實創造

不少令人驚訝的成就。

一、政治獻金數位化

政府已公布 6,000 多個政治人物的獻金專

戶圖檔，人們雖然想分析，看到資料數量龐大

又是無法分析的圖檔，多半只好放棄。但有一

群人，卻運用他們的程式能力，在 24 小時內就

讓共 60 幾萬筆獻金專戶資料電子化。

發起這個專案的工程師王向榮，曾經發起

「新聞小幫手」這個專案，幫助人們篩選網路

新聞中的錯誤資訊。在網路時代，常常會出現

許多錯誤新聞，這時候只要安裝「新聞小幫手」

的應用程式，一旦看到錯誤的資訊，只要按一個

鍵就可以回報到系統中，可藉此幫助其他人不

被錯誤資訊誤導。同理，他人檢舉的錯誤資訊，

也會在該則新聞出現時，顯示「這則新聞被人

舉報為錯誤訊息」，讓人們可以互相幫助篩選

資訊。

圖 4　結合時間與地點的高雄氣爆時序圖，依照時間先後解釋事件

資料來源：時間地圖，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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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向榮提到，當初公民團體帶著有六個政

治人物、共兩千多筆政治獻金圖檔的 USB 到黑

客松尋求幫忙。「要拿到這些資料，並不是這麼

簡單。」他說，監察院對於政治獻金資訊的規

定很嚴格，限制一定要年滿 20 歲的國民才能查

閱。還有，資料只能列印，無法以電子檔攜出，

且開放查閱的時間只有平日上班時間，一般上

班族根本沒有時間。

「因為無法電子化，列印的公民團體成員，

不知道這些資料能如何使用。」王向榮笑著說，

他認為這些資料非常珍貴，民眾應該要知道這

些政治獻金的資訊，於是一群工程師就開始設

想解決方法。

「最後我們決定用『Google reCAP TCHA』

的模式試試看。」王向榮像是發現新大陸一樣，

眼睛發出光芒。「其實它就是一種圖形辨識系

統。」他說，「我們平常在 GOOGLE 上要輸

入的認證碼，目的是用來防止機器人攻擊的辦

法。」但 GOOGLE 也將它用來辨識地圖的門

牌，以及電子化書籍。它會將機器無法辨識的

圖像，顯示在使用者的需要辨識的頁面上，透

過使用者輸入的答案，確認圖檔中的文字，既

可以增加準確度又可以防堵機器人，一舉兩得。

為了將這個技術應用到政治獻金的圖檔分

析上，花了一個月研究如何用程式將圖檔切割

成一個一個的欄位，他稱之為「切豆腐」技術。

然後，王向榮開始在網路上號召鄉民，一起加入

「政治獻金數位化」的任務，希望電子化更多政

治獻金檔案。他將這項任務分成「監察院調查兵

團」以及「鍵盤護國兵團」。前者負責去監察院

列印資料，後者則是負責圖檔的人工辨識輸入。

「其實最辛苦的是去監察院印資料的人。」

王向榮提到，監察院規定要調閱列印政治獻金

檔案，必須年滿 20 歲，且必須在周一到周五的

上班時間去印。「上班族要上班，學生又未滿

20 歲，很難滿足這樣的條件。」最後是由一名

在監察院附近工作的上班族，翹班去印了八、

九成的資料，並掃描上傳。「超熱血的啊！」

王向榮大笑地說。

 接著王向榮把掃描的圖檔用切豆腐的技術

分隔完後，再上傳到 PTT 八卦版請鄉民協助輸

入。「第一波有三十多萬筆資料，釋到 PTT 後，

鄉民 24 小時內就打完了。」能在這麼短的時間

內引起這麼大的迴響，王向榮說連他自己都沒

想到。　　　　　　　

「一個禮拜後，甚至每個欄位都被輸入了

六、七次。 」他笑著說，鄉民似乎欲罷不能，

最後工程師們用程式去計算輸入最多次的答案，

藉以提高準確度。

 這次的成果讓社會見識到「網軍協作」的

力量，除了將資料視覺化成易理解的呈現方式

外，王向榮也將完成的資料庫開放讓民眾使用。

「未來我也希望將中選會的資料數位化出來。」

他笑著說，自己是玩資料玩很兇的人，所以未

來也打算運用「切豆腐」技術，創立服務讓更

多人可以運用更好用的資料格式。

二、靠鍵盤救災

當災難發生時，政府會在第一時間出動

搜救。人們面對驚心動魄的災難畫面時，卻愛

莫能助。但自從「開放街圖」（Open Street 

Map）出現後，只要一臺電腦，一般民眾也能

為救災盡一份心力。

「開放街圖」是 2004 年由英國發起的開源

地圖服務。透過協作模式，由全世界各地的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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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者（Mapper）一點一點描繪出的地圖；大到

城市，小至鄉間小路。因為它開放授權的特色，

也能應用作為導航、殘障地圖、自行車地圖等

不同的服務。

其中，「開放街圖」最為人所知的，還是

它的救災功能。近期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今年四

月尼泊爾大地震時，在「人道救援開放街圖小

組」（Humanitarian OpenStreetMap Team, 

HOT）號召下，世界各地都有網友線上繪圖，

協助當地救援。

「救災需要在短時間內累積大量資訊，以

前沒辦法做到，現在可以！」臺灣「開放街圖」

分會社團法人籌備小組召集人說，「開放街圖」

這樣一個大型協作平臺所能提供的資訊，恰巧

彌補了救災的時間落差。

 參與「開放街圖」多年的鄧東波，提到過

去救災的例子時，可說是如數家珍。「海地發生

地震時，因為沒有官方地圖，救援非常困難。」

鄧東波說，就有人開始在網路上號召大家畫圖。

結果，整個海地的詳細地圖，網友在短短 28 天

就畫完了。「我們主要是標示出主要道路、建

物，再讓專家去判斷更詳細的部分。」「開放

街圖」的成果同時也被聯合國搜救隊製成地圖，

可以更快標記物資、醫療點等。

「在還沒有微軟提供的衛星圖前，我們都

是人手一個 GPS，走遍大街小巷來繪圖的。」

目前是中研院資訊所研究助理的鄧東波，專長

是地理資訊。他在2009年接觸「開放街圖」後，

便一頭栽進這個龐大的開源協作社群。他提到，

因為科技發達，以前難度很高的繪圖，現在只

要一個滑鼠，就可以做到。

「過去地理資訊被認為是專業的，但隨著

科技開放，這面牆已經被打破了。」經過多年觀

察，鄧東波發現在開放資料和協同模式的兩大趨

勢下，只要有一點專業，就可以輕易產製圖資。

「現在狀況是，很多資訊背景的人，都了解地

理資訊的專業，但反過來卻不是那麼一回事。」

他無奈地說，如果地理資訊的人才沒辦法與時

俱進，就會漸漸被整個世代淘汰掉。

 鄧東波教授地理系學生時，深深感受到地

圖 5　立委政治獻金資料視覺化

資料來源：零時政府，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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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本科與資訊工程專業的鴻溝，學生大多不想

去了解背後的運作模式。「他們會認為『開放

街圖』只是描圖而已，不知道這有什麼專業可

言。」他提到，如果學生不願意去了解，就無

法深入探究系統背後包含多人線上協作描圖、

圖像如何自動化等工作，其實非常龐雜。

「阿呀，我其實也是這樣一路學過來的

阿。」他笑著說，「參與就是種學習，協作過

程中就會學到他人貢獻的知識。」他認為，只

要懷著一顆開放的心，不論老手、新手，只要

能貢獻的，就絕對是好手。

三、 生態資料協作

「路殺」（路死）兩個字，可能會讓很多

人覺得驚悚與陌生，但它代表的卻是臺灣生態圈

常見的「死亡模式」。「路殺」指的是野生動物

遭受車輛撞擊或輾壓致死的現象，隨著臺灣觀光

業趨盛，越來越多生態區遭開發，造成動物被撞

死的意外層出不窮。儘管這樣的數據對生態保育

很重要，過去卻很難統計，因為路死多為突發，

光靠研究員，實在很難蒐集全臺的資料。

但 2011 年出現一個臉書社團，為蒐集路死

數據開啟了一線生機，它就是「路殺社」。一打

開路殺社社團，一張張死亡動物的圖片配上時

間地點的描述，每個網友都化身為生態觀察家，

他們將偶遇的路死案件拍照上傳到社團，再由

社團內專家辨識歸檔。而一手創立這個社團的，

就是擔任特有生物保育中心研究助理員的林德

恩。

「其實剛開始只是好玩。」專長是研究兩

棲爬蟲類的林德恩，在臉書剛風行時，為了方

便聯繫其他研究員，於是創了一個社團。「剛

開始覺得空白怪怪的，於是我就先丟了一張死

掉的蛇的圖片上去。」林德恩笑著說，其他人

也就陸續上傳死掉的動物圖片，漸漸地加入的

人越來越多。原本以爬蟲類路死為主軸的社團，

也出現其他動物路死的圖片，甚至還吸引不同

圖 6　網友協力編輯救災地圖實況

資料來源：零時政府，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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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的專家加入，幫忙辨識物種與分類。

「本來以為民眾不太關心死掉的動物，才

發現很多人都是默默關心，並且缺少分享的管

道。」林德恩熱切地說，語氣中不難聽出他對

動物的熱愛。「很多成員都是生態素人，沒有

任何生態背景。」因為臉書進入門檻很低，所

以人們很容易就可以貢獻自己的資訊，加入的

社員也越來越多。

「但臉書也是把雙面刃，畢竟它不是專門

用來資料蒐集的平臺。」林德恩提到，因為臉

書使用者撰文的高自由性，社員上傳的資料格

式常殘缺或混亂；同時，隨著資訊量越來越大，

人工處理漸漸無法負荷龐大的資訊，林德恩於

是開始尋求社員的協助。

「我覺得我們運氣真的很好，有不同領域

的專家跳出來幫忙解決問題。」當林德恩向社員

求助，社團中各種專長的人才紛紛跳出來幫忙。

他感動地說，當時有工程師幫忙爬梳雜亂的資

訊，並且分欄整理後匯進資料庫；也有程式設

計師幫忙開發 APP，結合手機定位的功能，提

高資料品質；還有設計師幫忙設計 Logo 等等。

「一個社團要發展得好，絕對不可能靠一

個人。」林德恩有感而發地說，協作模式促使大

家一起挖掘、解決問題，社群才能運轉得比較

好。「我們希望集公民力量，成就普通科學研

究難以達成的大範圍與長期監測。」林德恩說，

這項全民參與的「公民科學」計畫，不但可以

讓民眾了解生物知識，也可以潛移默化落實環

境教育。

 從開源社群發起的協作模式，與一般常見

的科層制分工非常不同，打破了傳統上對下的

關係，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並且為同一個目標

而努力。現在這種合作方式，也開始漸漸影響

其他專業領域的社群。不論力量大小，只要願

意貢獻己力，全都是有用的幫手。

圖 7　路殺的物種及地點等資料視覺化

資料來源：臺灣路死觀察網，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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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鍵盤革命 社會改革新
契機

  零時政府提倡的開源精神以及社群協作，

其實在國外早已行之有年。而臺灣雖然號稱科

技之島，但在「以科技監督政府」這塊領域卻

遲遲未發展。「開源協作的模式，其實在軟體

界已經是很主流合作的方式。」高嘉良說，但

這樣的協作方式，在其他領域卻是不常見的。

他認為在不同領域一樣潛藏很大的可能性，但

因為每個領域有不同的習慣，就要發明適合他

們專業的不同工具。

他舉例，像是在法律界或立法院，因為律

師或立法委員沒有人會運用協作的方式去寫條

文。所以有時一個法案，可能有十個版本，假

設對其中一個版本有意見，也沒有工具去改善。

「所以就變成說，立法這件事情有個很大的進

入門檻。」高嘉良說。 

 隨著科技發達，公民參政也有不一樣的契

機，從洪仲丘案到太陽花學運，網路在社會改革

這條路上，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高嘉良提

到，代議士失靈的情況下，「未來幾年可能會出

現一些突破性的方式。」他舉例，學運時可以

看到 50 萬人用網路工具號召上街，可是 50 萬

人怎麼達成共識，這卻是一個未解的問題。

高嘉良說，零時政府目前做的，就是每個

人用開源的方式發展不同的議題，讓各方意見

公開交流，希望將能量累積起來。未來希望用

這樣的精神去推動更開放的政府和開放資料，

讓公民可以透明檢視政府，才能對公共政策有

正確的判斷。

 最終社會將會面對的，將是該如何凝聚公

民意識。「公民要如何去達成共識，其實是全世

界正在試圖解決的問題。」高嘉良說，世界各國

都在嘗試用不同的方式來達成社會共識，並陸續

開始用開源的方式來分享工具。不管成功於否，

這些不斷嘗試的過程和經驗，都讓我們更邁向

參與式民主的社會，看到解決問題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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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代碼、分類及名稱的
國際標準：比較聯合國 M.49 和

萬國碼聯盟通用區域資料庫 CLDR

廖漢騰   聯合國大學計算與社會研究所研究員
陳舜伶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鄧東坡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地理資訊研究

壹、緒論

以代碼來處理有關地理及語言之識別、分

類及名稱已經是當前網際網路及資訊產業的重

要國際化（i18n）與本地化（L10n）的主要技

術手段之一（Singh 2011）。透過國家代碼和

語言代碼的協助，網站、電腦及智慧型手機應

用程式設計者可以提供使用者介面進行國家或

地域的界面；這些代碼協助研究者可以對相關

數據進行跨國或跨地域的統計與比較。當世界

變得更加數位化且網際網路更為普及時，國家

實體及疆界的數位化及編碼化更形重要。

一語言社會學者認為，關於語言代碼的國

際標準，已逐漸形成新興的語言識別全球制度

（global regime of language recognition），

驅動此變化的是資訊科技產業及網際網路的發

展（Kamusella 2012）。同理可推論，關於

國際代碼的國際標準也有可能因同樣的科技發

展，逐漸形成新興的國家識別全球制度（global 

regime of country recognition）。這種因資

訊科技發展而使內建於技術物的編碼及程式碼

取得實體上之強制性的規範效果，相關理論討

論包括著名的雷席格（2002）提出的「程式碼

即規範」（英文原文為 Code is Law）。那麼，

如果內建於數位及網際網路世界的國碼真的形

成新興的國家識別全球制度，是否就有「國碼

摘要

以代碼來處理有關地理及語言之識別、分類及名稱已經是當前網際網路及資訊產業的重要國際

化（i18n）與本地化（L10n）的主要技術手段之一。舉例來說，中華民國（臺灣）的 ISO 國碼為

TW 或 TWN，使用者有可能看到「臺灣，中國的一省」或「臺灣」不一的界面，研究者有可能面

臨資料統計、交叉、或製圖時出現遺漏。對此，本文以「程式碼即規範」的理論出發點說明「國碼

即規範」的效應，對聯合國 M.49 文件和萬國碼聯盟通用區域資料庫 CLDR 進行有關國家代碼、分

類及名稱的系統性比較。比較結果突顯了「國碼即規範」因不同資料來源產出不同效果，如在人機

互動方面考量國名，萬國碼聯盟通用區域資料庫以較短的「常用名」比聯合國 M.49 較長的「官方

名」更具實用性。

關鍵字：程式碼即規範，國碼，國名，國際化，本地化，人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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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規範」的效應？

目前臺灣並非許多（含聯合國等）正式國際

組織的會員，但在國際間仍與許多國家保有實際

及密切的往來，自然成為「國碼即規範」或「新

興的國家識別全球制度」理論的重要案例之一。

的確，臺灣官方將 2006 年 5 月加入國際標準

組織 ISO 會員受阻，並認為 ISO 在國家名單之

稱呼臺灣為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的作法

是應中國之要求，亦是中國對臺灣外交打壓案

例之一（大陸委員會2009）。除了對 ISO興訟，

臺灣官方在面臨數位或網路使用者界面被名為

「臺灣，中國的一省」或「臺灣，中國一省」時，

已不只一次以外交途徑進行抗議要求更名為「臺

灣」，具體事件包括泰國機場某電信業者提供

的免費上網界面選單（東森新聞，2015），還

有 2015 年米蘭世博的手機應用程式（東森新聞

政治中心，2015）。的確，中華民國（臺灣）

的 ISO 國碼為 TW 或 TWN，依照不同來源的

資料來源或對照表，使用者有可能看到「臺灣，

中國的一省」或「臺灣」不一的界面，可以說

從臺灣的案例來看，的確新興的國家識別全球

制度似乎已成形，然而「國碼即規範」的效應

似乎並不是如此僵硬不變，或有修改的空間，

如國碼轉換成國名由程式碼中介的過程。

值得注意的是，數位網路科技的發展及國

家政府角色的變遷，雖然為國家的數位及網路化

帶來更多可能性，卻同時也使國家代碼、分類及

名稱的國際標準承襲國際編碼的舊有政治問題，

因此學者、政策制定者及網站設計者有必要對

此課題取得基本知識後，以進行深入探討。

筆者認為，當務之急應通盤檢視國家代碼

在數位及網路環境設計、營運及使用的國際實

踐，以求理解全世界、臺灣使用者及設計者所

面臨的資料缺失和名稱選取的挑戰。解決問題

要具創造及普世性，必需要對問題及現有的拼

湊修補進行澄清、整理，並理論化以求根本及

系統性的解決。隔靴搔癢（scratching an itch 

from outside one's boots）不如設身處地替別

人想（in someone's shoes）。

本文旨在對兩套常用的國家代碼、分類及

名稱的國際標準資料集做出初步系統化比較，以

期能完備對現有問題的澄清與認識，有助於為

政策制定者、學者、網站設計者等在處理以國

家為單元的資料集時，能妥善處理包括潛在缺

失臺灣國碼的問題，以最符合軟體及網站的國

際化（i18n）及本地化（L10n）的論述及作法，

來擘劃資料治理及驅動數位服務。

貳、國家的數位及網路化：國碼
國際標準的實踐問題

要開始探討是否有新興的國家識別全球制

度，無法迴避的是要處理國碼國際標準的實踐與

應用。比如說在網際網路治理文獻中，網際網路

名稱與號碼指配機構 ICANN 關於指派國家頂級

域名的「治理實驗」採用的是 ISO 二字母碼的

國碼（Mathiason 2008）。雖然該組織總想避

免何謂國家的政治問題，但這有關國碼的問題本

質上難以迴避，如 2003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質疑

ICANN 官方為何可以存在 .tw 域名（MacLean 

2004）。

本節將大致列舉一些較知名的國家代碼、

名稱及分類的國際標準與實踐，以總結出一些

「國碼即規範」理論問題。

一、國家代碼及名稱的國際標準

可 簡 稱 為 國 碼 的 國 家 代 碼（country 

62

P
u

b
lic

  G
o

v
e

rn
a

n
c

e
 Q

u
a

rte
rly

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

 第三卷  第四期 104 年 12 月  



codes）泛指用來標誌國家的一組縮寫或符號

（Hartmann and James 2002），目前有多

種國際的國碼標準（CIA 2011; Law 1999），

通常由數字或字母組成的短字串，在地理資訊系

統（GIS）領域來說是地理編碼（geocoding）

的一部分（Folger 2009）。

在眾多國碼標準中，國際標準化組織 ISO

第 3166 號訂出的國家代碼是較受廣泛使用的。

這標準的設立主要是為了資訊交換，而和該國

的「法律地位或其領土疆域無關，…，以避免

反映出其政治立場」（羅禮曼，1995）。此國

際標準內容的主要部份為英文字母順序之國名、

正式名稱、二字母碼、三字母碼、數字代碼及

備註項。在網路上使用 ISO 第 3166 號的國家

代碼作出分組列表的知名單位包括聯合國及萬

國碼聯盟，以下分別說明。

（一）「聯合國地理方案」與「M.49 文件」

聯合國地理方案（United Nations geos-

cheme）或譯聯合國地圖（陳宜幸 2009），指

一種地理分組方案，主要是根據聯合國統計部

門 M.49 文件中描述的分類編碼（江艾恩、吳俊

毅，2014）。M.49 文件除列出國碼和國名外，

尚包括該國所對照的大陸（洲）分組、次大陸

（洲）分組，以及其代碼（UNSD 2013）。

舉 例 來 說，M.49 文 件 列 出 巴 勒 斯 坦 的

國 家 數 字 代 碼 275， 英 文 國 名 為 State of 

Palestine，分類在次大陸（洲）分組代碼為

145 的西亞之下，亦在大陸（洲）分組代碼

142 的亞洲之下（UNSD 2013）。除了國碼、

國名、大陸（洲）分組、次大陸（洲）分組及

其分組代碼的資訊外，M.49 文件還包含其他關

於已開發和發展中區域、最低度開發國家、內

陸發展中國家及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分類編碼，

本文稍後會對此說明。 

（二） 「萬國碼聯盟」與「通用區域資料庫

CLDR」

萬國碼聯盟（Unicode Consortium）為國

際之產業非營利組織，該組織免費提供規格及

資料做為軟體國際化（software international-

ization，又縮寫為 i18n）的基礎，廣泛應用在

各主要作業系統、搜尋引擎、應用程式及全球

資訊網 WWW（Unicode 2015a）。該聯盟提

供名為「通用區域資料庫」（Common Locale 

Data Repository，縮寫為 CLDR，亦有中譯為

「通用語言環境數據倉庫」）的資源，係軟體

得以支援世界各地不同語言的關鍵構建組件，

並按全世界各領域專家的建議與討論不斷更新

其內容，目前最新的版本為 2015 年 9 月 17 日

釋出的 CLDR 28 （Unicode 2015a）。

CLDR 按照國際權威的國家代碼和語言代

碼，編整出國家和語言基本資訊，並對全球資訊

使用者的「區域設置」（locale，亦有中譯為「地

域設置」）做出標準化的識別及服務，如 zh-tw

這區域設置代碼就是語言碼 zh（中文）及國碼

tw（臺灣）的結合，用來識別在臺灣的中文使

用者。針對區域設置使用者的資訊服務習慣需

要，通用區域資料庫提供資訊包括：數字、日期、

時間、貨幣格式、字元分類及排序規則等實用

資訊（Singh 2011）。

CLDR 含有題為筆者中譯為「地域涵括

表（UN M.49）」技術文件，其英文原文為

Territory Containment （UN M.49）。 如 其

題名括號中的內容所明示，此表根據的正是聯

合國地理方案中的 UN M.49 文件，因此聯合國

的 M.49 文件和萬國碼聯盟的地域涵括表（UN 

M.49）都是實作聯合國地理方案中的地理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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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然而此表內容是否和聯合國地理方案 UN 

M.49 的官方文件相符則有待進一步詳細比較。 

二、國家分組的實踐

國家分組的實踐大致可以粗分成在研究計

算合計數（aggregate）以及在人機介面選取

國家的需要。許多跨國及跨地域的比較研究需要

計算合計數，例如：比較東亞和拉丁美洲區域

的經濟成長因素，那麼就需要相對照的國碼及

分組對照表，以進行相關的統計工作，把這些區

域分組所包括的國碼分別列出，並利用國碼的

資訊交換特性來從相關資料集中提取所需資料。

換句話說，若資料集因某因素少了特定國家（如

臺灣），那麼其資料集在計算合計數時（如東

亞）就會有所缺失。

跨國的網站亦有利用這些分組來提供較簡

化的國家選擇器（country selector），以方便

在人機互動界面上，能有按地圖或按地域查找，

並選取一個或多個國家的需要，而不用仰賴冗

長且通常序列並無統一的國名列表中逐一費力

查看。又如，在選取國家或語言時，網站可以

先給出一些大致的國家分組，如歐洲、亞太、

美洲及非洲與中東地區，以加速使用者找到需

要的選項（Liao 2015a）。

儘管有 M.49 文件，聯合國主要機關及聯

合國系統並無單一的地理區劃或區域分組方法，

聯合國各機構及其委託的各研究報告，各有其

依統計、研究、組織等需要有不同的分組實踐，

如以下所舉例的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統計

司、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UNDP 及世界旅遊組織

UNWTO。

（一）大陸（洲）分組

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統計司 UNSD 編

制了 M.49 文件，將世界先粗分為 5 個「大陸

（洲）」分組：非洲、亞洲、歐洲、美洲及大洋洲，

再各別細分出「次大陸（洲）」分組如中非、

東亞、南歐、北美等。這樣按 UN M.49 文件所

進行的大陸（洲）相關分組，在中文文獻中被

稱為「聯合國地理方案」（江艾恩、吳俊毅，

2014）或「聯合國地圖」（陳宜幸，2009）。

以 M.49 文件為基礎，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

《2009 年人類發展報告》中則採取了 6 個大陸

（洲）分組，將原來的美洲拆成「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地區」和「北美洲」（UNDP 2009）。

（二）地理分組

和聯合國地理方案的大陸（洲）分組有別，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區域局亦有其使用的地理分

組共 6 組：阿拉伯國家、東亞和太平洋地區、

歐洲和中亞、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南亞、

撒哈拉以南非洲（UNDP 2014）。

同樣以 M.49 文件為基礎，聯合國《千年

發展目標：2014 年》的報告中的區域分組則有

10 組，包括發達地區（臺灣或譯為已開發地區，

此為報告中文用語）、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

東南亞、東亞、南亞、西亞、高加索和中亞、

大洋洲、還有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而這 10 組除

了「發達」地區以外的 9 組可以併為「發展中」

地區；該報告重申這樣的區分只是為了「便於

統計分析」並指出「在聯合國系統中，稱某些

國家或地區為“發達＂或“發展中＂國家或地區，

並無成規」（依報告內容及標點，以繁體中文

說明，原中文報告係使用簡體中文）（聯合國，

2014：55）

世 界 旅 遊 組 織 的 地 理 分 組（UN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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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s）則是先粗分為 5 大組：歐洲、亞洲和

太平洋地區、美洲、非洲及中東；各組除了中

東之外還有不同的分組和合計數單位。如歐洲

下面有其北歐、西歐、中 / 東歐和南 / 地中海歐

洲的分組，還額外加了歐盟 28 國（EU-28）的

合計數單元 （UNWTO 2015a）。

（三）指標分組 

不同於大陸（洲）分組和地理分組，指標

分組主要是按社會指標的結果將國家進行分類。

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人類發展報告》系列

就使用其人類發展水平分類 HDI 進行分類，把

HDI 值等於或大於 0.900 的國家定為發達國家，

而其他國家被定為發展中國家，再按 HDI 值高

低細分為高人類發展水平、中等人類發展水平及

低人類發展水平。這樣按指標結果分組的作法，

就和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系列的按地理預

設作法相當不同。

世界旅遊組織的 2015 年報告採取 2015

年國際貨幣基金 IMF《世界經濟展望》分類，

將世界一分為二：發達經濟體（Advanced 

economies）及新興經濟體（Emerging eco-

nomies）。

總結來說，這些國家分組實踐，不論用於

統計、製表、繪圖，都需要相關的「國碼 --分組」

對照或對映表的數位資源。除了研究者的需求

外，也有人機互動界面的應用。

三、 承襲傳統編碼的舊有政治問題：臺

灣為例

目前臺灣並非聯合國會員，因此在許多國

際資料集裡，臺灣的資料很有可能因國碼不存在

而缺席。儘管如此，上述提及的許多國家代碼、

名稱及分類的應用上，臺灣並非完全缺席。

首先 M.49 文件官方版本（UNSD 2013）

雖沒有列出臺灣，但萬國碼聯盟官網釋出的

「 地 域 涵 括 表（UN M.49）」）（Unicode 

2015a）則有臺灣。

就聯合國及其週邊組織的相關報告而言，

也未必全然排除臺灣的資料。比方國際貨幣基金

IMF《世界經濟展望》資料庫，不同於聯合國官

方資料入口網站 UNdata 沒有系統性收錄臺灣

資料，就有收錄國碼為 TWN 的臺灣系列資料。

而在國家分類上，臺灣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歸

在「發達經濟體」一類。雖然臺灣並未系統性

的納入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人類發展等報告，

但在世界旅遊組織的《亞洲旅遊趨勢》中，系統

性地被納入分析並以 Taiwan （pr. of China）

的英文名出現於報告中（UNWTO 2015b）。

這些以臺灣為例的差異性發展，展示了國

碼雖然在實踐及應用上多以資料交換、方便統計

分析、提供人機介面的務實與便利性考量，但

仍承襲傳統編碼（legacy code）的舊有政治

問題。因此從雷席格（2002）宣稱的「程式碼

即規範」的理論出發，國碼或許有形成新興的國

家識別全球制度的重要性，或有「國碼即規範」

的效應。從臺灣為一例，研究者需要更普遍化

地對「國碼即規範」的效應進行理論和實務的

考察，本文首先就從聯合國地理方案 UN M.49

和萬國碼聯盟通用區域資料庫 CLDR 的系統性

比較，就比較結果來推論是否有不同的規範性

價值。

參、聯合國 M.49 和萬國碼聯盟
CLDR 的比較

儘管 CLDR 地域涵括表是根據聯合國 M.49

文件所編出，兩者內容或因其組織及使用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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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有出入。本節整理出兩份資料來源分別在

國家代碼、分類及名稱的異同處。

資料方面，本文使用的聯合國地理方案 UN 

M.49 文件，係來自於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

統計司官方網站的 m49regin.htm 網頁（UNSD 

2013），而 CLDR 地域涵括表則是來自於萬國碼

聯盟官網釋出的 CLDR 28 （Unicode 2015a）

中的 supplementalData.xml 檔案（Loomis and 

other CLDR committee members 2015）。

比較操作方面，為求系統性比較，並突顯

兩相對照的缺漏值（missing data），筆者使

用聯集方法合併兩個資料集成一合併表，再分

別對國家代碼、分類及名稱進行比較。由於兩

資料集共同採用的國家代碼為聯合國地理方案

中的數字代碼（numeric code），所以在聯集

合併根據的索引值就是數字代碼。

為讀者便利設想，以下報告部分涉及國碼

時會用括號列出相關代碼，並以斜線分隔號的形

式依數字代碼、三字母碼及二字母碼的方式於內

文標出，如臺灣（158 ／ TWN ／ TW）。為求

研究公開透明以確保問責品質，相關資料操作的

過程和內容結果都在國際程式託管平臺 Github

中的 pyCountryGroup 釋出（Liao 2015b），

並將依未來研究需要或來源資料改版持續更新。

本節以下僅以 M.49 和 CLDR 分別代稱所

擷取的資料集，而精確來說這兩資料集都是描

述聯合國地理方案 M.49 的內容，前者為聯合國

的 M.49 原始文件，後者為萬國碼聯盟 CLDR

的地域涵括表（UN M.49），以下關於分類的

比較結果，亦可再次確認兩份文件在實作聯合

國地理方案時，是否有一致的結果。

一、國家代碼

就國家代碼數量上相比，M.49 含有 241

個、CLDR 有 257 個、而筆者整合出來的合併

表則共有 259 筆資料。細究其異，CLDR 刪去

了 2 筆國碼，增加了 18 筆，使得這兩資料來源

在國碼的交集共有 239 個。

CLDR 刪 去 海 峽 群 島 Channel Islands

（830 ／缺漏值／缺漏值）及薩克島 Sark（680

／缺漏值／缺漏值）。

CLDR 增加的 18 筆國碼則可分為以下類

別：

● 13 筆次大陸（洲）分組代碼為 QO 的大

洋洲邊疆群島，在此不個別詳述。

● 2 筆「主權國家」（按公共領域圖庫

〈自然地球〉Natural earth 的 type 欄位內容

sovereign country）：科索沃 Kosovo（983

／ XKK ／ XK）及臺灣 Taiwan（158 ／ TWN

／ TW）。

● 2 筆目前由西班牙管轄的加那利群島

Canary islands（缺漏值／缺漏值／ EA）及休

達和梅利利 Ceuta & Melilla（缺漏值／缺漏值

／ IC）

● 1 筆 資 料 處 理 用 代 碼， 未 知 地 區

Unknown Region（缺漏值／ ZZZ ／ ZZ）

兩相比較，CLDR 之所增加的大洋洲邊疆

群島很有可能是求網際網路頂級域名使用的二

字母碼的查找方便，如頂級域名 .cc 的可可群島

Cocos  （Keeling） Islands（166 ／ CCK ／

CC）。此外，CLDR 所編纂的地域涵括表 UN 

M.49 增加了聯合國官方網站所無的科索沃、臺

灣、可可群島等等，顯見聯合國官方網站 UN 

M.49 並無列出所有國際標準化組織 ISO 3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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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碼在列的資料。

二、國家分組

就國家分組相比，M.49 和 CLDR 在大陸

（洲）及次大陸（洲）分組，除了上述缺漏國

碼資料部分有異之外，就只有一個國家的次大

陸（洲）分組存有差異，其他分組內容一致。

就互有缺漏的部分，M.49 和 CLDR 可以

在大陸（洲）及次大陸（洲）分組相互補充：

● CLDR 刪去海峽群島 Channel Islands

及薩克島 Sark 在 M.49 被分組為歐洲（150）

下的北歐（154）。

● CLDR 增加的 13 筆大洋洲邊疆群島內容

被分類於大洋洲（009）下的新次大陸（洲）分

組類別。

● CLDR 增 加 2 筆 主 權 國 家， 科 索 沃

Kosovo 加入了歐洲（150）下的南歐（039），

而臺灣 Taiwan 加入了亞洲（142）下的東亞

（030）。

● CLDR 增加 2 筆關於加那利群島 Canary 

islands 及休達和梅利利 Ceuta & Melilla 的資

料則是分類於非洲（002）下的北非（015）。

就分類資料有衝突的部分，筆者發現在南

蘇丹 South Sudan（728 ／ SSD ／ SS）在聯

合國官方版的 M.49 被歸類為東非（014），在

CLDR 則被歸類為北非（015）。若參考如聯

合國（2014）《千年發展目標》報告的非洲次

區域相關地圖和分組，南蘇丹應被歸類為東非

（014）無誤，萬國碼聯盟應被通知並更正此筆

資料。這分類的比較結果，確認了兩份文件都

是實作聯合國地理方案的大陸（洲）及次大陸

（洲）分組，除了應更正南蘇丹之外，的確有

一致的相關分組。

在其他國家分組資料方面，CLDR 還增加

了歐盟 European Union [EU] 的分類，不過

CLDR 並無納入下列原始 M.49 文件中有的分

組資料：

●已開發和發展中區域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regions

（無代碼）

●最低度開發國家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199）

●內陸發展中國家

  Landlocked  developing countries

（432）

●小島嶼發展中國家

  Small islan d developing States

（722）

在資料治理及服務方面來看，CLDR 提供

的 XML 等文件格式的可再利用性遠比聯合國官

方網站的 m49regin.htm 網頁來的高，但在其

他國家分組資料方面，CLDR 所提供的資料又

有不夠完備之處。

三、國家名稱

就國家名稱相比，CLDR 的國名總體上來

說比 M.49 來的簡要。表 1 列出兩者英文國名的

差異，在 239 有交集的國碼中，有 194（81%）

的對照國名是一模一樣的，而有 2 個名稱是名

稱不同但長度相同，有 5 個是 CLDR 名稱較長，

而有 38 個是 M.49 名稱較長。

Unicode CLDR 關 於 國 家 / 地 域 名

（Country/Region Names）的技術文件中說

明其設計的指導方針：「ISO 名和『官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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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不是最好的名稱」（英文原文為 The ISO 

names and the “official＂ names are often 

not the best ones），並以 Google 搜尋引擎

查詢的結果數量來比較，發現短的常用名較佳

（Unicode 2015b）。該文件也有提及「政治

敏感名」的處理考量，如緬甸、香港及澳門的

英文名稱：

● Myanmar [Burma]

● Hong Kong [SAR China]

● Macau [SAR China]

括號內的內容或需要審慎考量去留以避免

政治爭議。CLDR 還有針對一些國碼提供更短

的名稱的選項，可以使用 alt=short 參數提取。

值得一提的是，臺灣的 CLDR 國家名稱為

Taiwan，且並未在「政治敏感名」一節內容中

提及。

肆、規範性價值的分析與啟示

在通盤檢視國家代碼在數位及網路環境設

計、營運及使用的國際實踐來說，本文以上比較

及分析結果只是第一步。雖然本研究範圍有限，

但對使用者及設計者所面臨的因國碼所衍生之

資料缺漏及名稱選取的諸多挑戰來說，具有啟

發性。以上結果顯示，相對於聯合國的 M.49 原

始文件，萬國碼聯盟 CLDR 的地域涵括表（UN 

M.49）收錄之國碼數較多（增加如臺灣和科索

沃等）；所採用的大陸（洲）分組及次分類大

陸（洲）分組近乎完全一致（除了萬國碼聯盟需

更新南蘇丹的次大陸（洲）分組需修正為東非

之外）；所採用的英文地名長度總體而言亦較

短，因其偏好使用「常用名」而非「正式官方名」

的設計選擇。

此對照突顯了在資訊治理和數位服務方面，

「國碼即規範」有其操作空間：使用不同資料

表 1    國家名稱比較

分類 數量 國家例子（以 CLDR 名 [ 數字代碼 ] 列出

名稱一致 194 從 Afghanistan[004], Albania[008], Algeria[012], 等 等 到 
Yemen[887], Zambia[894] 共 194 個

名稱不同但長度相同 2 Cape Verde[132], Côte d´Ivoire[384]

CLDR 名稱較長 5
Myanmar （Burma）[104], Congo - Brazzavil le[178], 
Palestinian Territories[275], Vatican City[336], Pitcairn 
Islands[612]

M.49 名稱較長 38

An t igua  &  Ba rbuda [028 ] ,  Bo l i v i a [068 ] ,  Bosn ia  & 
Herzegovina[070], Brunei[096], Congo - Kinshasa[180], 
Faroe Islands[234], Falkland Islands[238], Hong Kong SAR 
China[344], Iran[364], North Korea[408], South Korea[410], 
Laos[418], Macau SAR China[446], Moldova[498], Sint 
Maarten[534], Caribbean Netherlands[535], Micronesia[583], 
Russia[643], St. Barthélemy[652], St. Helena[654], St. 
Kitts & Nevis[659], St. Lucia[662], St. Martin[663], St. 
Pierre & Miquelon[666], St. Vincent & Grenadines[670], 
São Tomé & Príncipe[678], Vietnam[704], Svalbard & Jan 
Mayen[744], Syria[760], Trinidad & Tobago[780], Turks & 
Caicos Islands[796], Macedonia[807], United Kingdom[826], 
Tanzania[834], United States[840], U.S. Virgin Islands[850], 
Venezuela[862], Wallis & Futuna[876]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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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或對照表會有不同效果，端看治理或服務

的需要。像在人機互動方面考量國家名稱，萬

國碼聯盟採用長度較短之「常用名」比聯合國

採用長度較長之「官方名」M.49 原始文件更具

實用性。

就本文設定範圍之比較結果來看，「國碼

即規範」效應目前是具操作性來產出不同的資訊

治理和數位服務。其關鍵在於資料來源的選擇，

以及此選擇背後所反映的規範性價值及資料組

織所處的政經關係網絡。具有聯合國官方性質，

M.49 原始文件的國碼納入及排除無可避免的帶

有聯合國官方的政治性；相較之下，萬國碼聯

盟 CLDR 謹記的是國際軟體及網絡產業對於其

事業的國際化（i18n）及本地化（L10n）務實

需求，關注的是實際使用者的習慣及便利性，所

以國名傾向用常用名而非官方名，這也解釋了萬

國碼聯盟的地域涵括表（UN M.49）與聯合國

原始 M.49 文件有出入的部分。從更廣的「程式

碼即規範」的理論出發點探究來「國碼即規範」

的目前效應，我們可以推出資料編碼看似技術

的工作，其背後仍有不少具規範性價值的選取，

而國碼的治理及應用是重要案例。

以臺灣為例，臺灣的國碼及國名在數位環

境中面臨傳統編碼帶有過去政治問題所衍生出

的挑戰：如國碼被排除所導致的國際資料缺漏，

以及國名對照表選取不當所產出的不親善名稱。

為改進此情況，臺灣官方當然可以繼續以國家本

位及官方正名等論點提出要求，不過這類論點在

國際社會及全球使用者來看，或有過度本位主

義並將問題推往官方及政治性命名的規範問題。

超越此思考的想法，比照萬國碼聯盟的作法，應

該是提出以使用者為中心、為使用者提供常用名

的規範性價值。因此，臺灣面臨國碼及國名挑

戰需要進行說服臺灣以外的行動者時，可以增

加一個體貼世界各地使用者務實習慣及便利性

的論點。比方說，面對仍使用官方國名的網站，

建議其改用更具現代性及全球使用者親和力的

國際常用名標準。面對排除臺灣資料的資料網

站，建議其以務實及研究考量來允許第三方對

其資料進行補充性使用，幫助全球研究者縮減

系統性資料缺漏的不良影響。

如此從國碼出發，對於更廣大資料編碼及

電腦程式編碼的領域來說，我們需要有具創造力

及普世性的考察與分析能力，針對因資料排除、

轉換產出等問題，以及現有的拼湊修補情況進行

澄清及整理的工作，並經由實際的比對或實做

中歸納提出系統性的根本解決。特別在國碼的相

關議題上，從國際化（i18n）及本地化（L10n）

的務實運用策略來說，隔靴搔癢（scratching 

an itch from outside one's boots）不如設身

處地替別人想（in someone's shoes）。位於

臺灣的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及資訊系統設計者，

不應只滿足於解決臺灣所面臨的問題，應該更進

一步，以具同理心及全球通盤考量的視角，主動

參與具建設性的國際資料治理與數位服務事業。

伍、結論

經比對截稿前（截至 2015 年 10 月 22 日

止）最新版本的聯合國 M.49 文件和萬國碼聯盟

的地域涵括表（UN M.49）有關國家代碼、分

類及名稱的異同結果：顯示「國碼即規範」暫定

理論在資料交換及人機互動方面的規範性影響。

這對臺灣國碼及國名議題上有務實的啟發，同

時在理論化是否有「新興的國家識別全球制度」

時也提供了初步研究發想。

M.49 的聯合國原始版本在編碼、列表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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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官方名，反映的是聯合國的政治形式考量；

相比之下，萬國碼聯盟所編纂的 M.49 地域涵括

表在編碼、列表及使用常用名，則較具務實，

並以使用者為中心考量。其中，特別值得中華

民國（臺灣）政府注意的是，在臺灣的國碼和

國名方面，同樣是聯合國地理方案，聯合國的

M.49 原始版本並沒有納入臺灣的國碼和國名，

但萬國碼聯盟的版本則不但有納入臺灣的國碼，

並且按常用名的 Taiwan 做為符合使用者親和性

的國名。

據此事實和關於「國碼即規範」理論的規

範性價值比較，中華民國（臺灣）政府在面對

所謂 ISO 國名正名的議題上，或許更應採取符

合國際社會、國際網路及軟體產業界的務實、

具使用者親和性的常用名的作法，建議那些仍

使用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相關單位，應

考量常用名的規範性價值以平衡或補充官方名

的聯合國政治形式上的規範性價值。「國碼即規

範」的理論，未來應擴及應用於其他的國際標

準組織和權威資料來源的考證研究，來進一步

驗證是否國碼的存有與否決定了在統計、製圖、

比較研究、人機界面設計眾多實作領域的（通

常是數位）存在或缺席。

總之，在數位資訊網路時代，以代碼來處

理國家及地區之識別、分類及名稱已經是例行

有年，並有國際實作的國際化（i18n）與本地

化（L10n）的技術手段。由於國碼在網站、電

腦及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開發有其國際化與本

地化界面的需要，在相關跨國比較數據亦有統

計、製圖、比較研究的需要，政府部門應有一

套的相關資料治理建議、進而對各種資料來源，

針對因國碼問題導致的資料缺漏（如未納入國

碼為 158/TW/TWN）或對使用者不親和的國碼

對照名稱（如把國碼為 158/TW/TWN 轉換成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的資料集或資訊系

統）進行補充及修正、進而驅動更好更具國際

性的數位服務。展望未來，以國碼為索引的資

料集及資訊系統將持續擁有現行「國碼即規範」

的影響力，並成為「新興的國家識別全球制度」

的重要基礎，除在理論及規範性價值方面需要

更多相關研究，在資訊系統實作以及研究資料

操作方面，或有必要編纂出一套標準作業流程，

針對相關的國際資料缺漏的補齊、修正經驗及結

果進行一站式的整合交流，如此不但可以在短期

內增加使用者親和性，也為長期的國際資料治

理、相關服務的完備，以及維護更新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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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與資訊服務

許明暉  衛生福利部技監

壹、開辦時期的資訊系統

臺灣全民健保整合原有的公、勞、農保，

以「全民有保」的概念擴大成立，健保資料庫規

模遠遠超出戶政、稅務的資料庫，是全國最大的

個人資料庫，其中健保收入面與支出面的資料，

就包含約 60 萬個投保單位、2,300 萬個保險對

象、1 萬多家醫療機構、3 萬多名醫事人員，以

及每月約 2 千萬筆醫療就醫紀錄，系統建置是

一大挑戰。

健保籌備時期大規模對約占全國人口 43%

的未納保人口進行調查與建檔。此外則承接原

公、勞、農保之既有資料，不過各機構所提供

的資料格式、欄位定義皆不盡相同，在彙整、

分析過程中發現許多錯誤，因此在資料轉檔、

彙整之後，還須逐一加以比對及更正，完成承

保基礎資料庫之建置。

貳、醫療費用電子化申報

全民健康保險是臺灣一項重要的社會保險

政策，採全國強制性納保。人民生病到醫療院

所就醫時，除了部分負擔之外不需再支付費用，

醫療費用由加入合約（與健保簽約提供服務）的

醫療院所，按月彙總資料向中央健康保險署（以

下簡稱健保署）申請費用，再由健保署審查後

核付醫療院所。健保署統一訂定醫療項目及藥

品價格。

全民健康保險開辦時規劃有書面、媒體及

連線三種方式，供醫療院所向健保署（及健保

局）申報醫療費用。書面申報是每月將所有書面

申報資料寄至健保署；媒體申報是將標準的申

摘要

臺灣全民健保在籌備時期，即把資訊系統列為關鍵基礎設施，並逐步推動醫療領域電子化，包

含健保 IC 卡的發行，20 年來，資訊科技已成為臺灣全民健保營運的重要支柱。

資訊領域有所謂的摩爾定律，其意涵是指積體電路的運算能力約每隔 18 個月便會增加一倍，

價格同時也會減少 50%。20 年前臺灣全民健保開辦之時，資訊系統的硬體設備與今天相較，效能

有限而且價格十分昂貴。由於規劃者的方向正確，執行者的持續推動，使臺灣成為國際上利用健康

資訊科技（Health IT）支持全民健康覆蓋（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的良好範例。

72

P
u

b
lic

  G
o

v
e

rn
a

n
c

e
 Q

u
a

rte
rly

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

 第三卷  第四期 104 年 12 月  



報電子檔儲存於媒體（如磁片或光碟），再將

儲存媒體寄健保署；連線申報則是透過網路進行

申報。初期大多數醫療院所以書面申報，但是健

保署核定價格的用藥品項有兩萬餘種，各種醫療

項目與器材也有 1 萬餘種，再加上各種繁複的

適用狀況與價格變動，使得人工填寫書面申報表

非常沒有效率，且錯誤率非常高。因此資料量

大的醫療院所，紛紛採用資訊系統，媒體申報

逐漸取代了書面申報，成為最主要的申報方式。

至於連線申報，由於技術較為繁複，且所需投入

成本較高，所以初期並未被廣泛接受。網際網

路普及之後，健保署改善連線申報方式，連線

申報才慢慢受到重視。2002 年健保署開始強力

推動 IC 卡，醫療院所被強制性要求使用電腦讀

卡設備，以及架設與健保署連線的 ADSL 線路。

在健保署推動下，申報方式全面改採連線方式，

媒體申報逐漸減少，也停止接受書面申報。

臺灣醫療院所的電子化與全民健保的開辦，

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其中電子化的申報系統是

許多醫療院所開始電子化的第一步，由於健保

署的推動，在全民健保開辦第六年（西元 2000

年）電子申報即達到 100％。也由於電子申報

的催化，許多醫療院所也積極投入其他功能構

面的數位化。

參、以電腦檢核健保申報資料

健保署利用申報資料進行檔案分析（Profile 

Analysis），從中找出規則，並建立指標，供

行政人員與審查醫師參考，已行之多年。

檔案分析是運用統計原理，以電腦為工

具，分析醫療院所服務型態，然後將審核人力

集中型態異常的醫療院所，提高審核效率。檔

案分析的原理，在將目標群體分為同質團體

（Homogeneous Groups）後，比較某一個

體之統計值與母群體異常的程度。檔案分析源起

於流行病學的研究方法，從醫療提供者之服務

量、醫療照護的成本（費用）、醫療服務之利用

率與品質等層面，比較醫療提供者的執業型態。

檔案分析除可用於醫療服務之審核外，亦可用

於品質的改進、績效評估與利用率的比較。從

病人角度來看，檔案分析有助於瞭解病人就醫

的行為模式，以找出多用或少用醫療服務之病

人，並嘗試建立適當計畫，使其導入正確的就

醫模式。檔案分析不能提供明確因果關係判定，

也無法明確釐清每個案件的醫療行為是否適當，

但可以描繪出大體的輪廓圖，提供指標值界定

問題範圍，再以專業審核醫師人力，進行內容

分析，以確定問題所在。

檔案分析依統計學原理，計算分析對象 （如

某一醫師某一分類之病人）之各項統計值，包括

病人數、平均值、標準差、極大值、極小值與差

距等統計值。上述之統計，可與同擠團體比較 

（同一區同層級醫療院所同類病人之統計值），

以瞭解其分布之異常程度，在常態分布的假設

下，若前者之平均值超過後者平均值的 2 個（或

3 個）標準差，則稱為異常；除與同擠團體比較

外，亦可與預先設定之正常值或理想值比較 （如

醫師每日看診人數，不得超過 200 人）；或直

接判讀各項統計值的長期趨勢；或者與本身的

歷史資料做比較。

健保署把每月的申報案件，依組織架構，

採分區分析。將檔案區分為三大類，包含醫師

檔、醫院檔與病人檔。為使檔案內部同質性提

高，先依醫院層級分層，再就各醫院層級分科

別或申報案件類別進行分析。依科別分析的項

目包含：看診次數、平均費用、平均用藥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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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用藥天數、使用檢驗頻率、使用特殊處置

頻率等。依案件別分析的項目包含：案件比例、

看診次數、平均費用、平均用藥種類、平均用

藥天數、使用檢驗頻率及使用特殊處置頻率等。

由分析結果，可以瞭解每位醫師或每家醫院每月

服務量與整體平均值的差別，是否有特別多的看

診次數；醫師或醫院是否偏好多開藥、開藥天數

偏短或偏長、多檢驗或者偏好特定的處置行為與

檢驗項目等，以確實掌握醫療供給者服務型態。

病人檔分析項目包含：就診次數、接受檢

驗頻率與用藥總天數等。分析結果可以顯示病

人是否有連續就醫的現象、每月用藥總天數是

否超過 30 天，以及是否經常使用特殊檢驗的情

形。

以上的分析項目，分別計算整體平均值、

標準差、最大值與最小值；或者，以前一年同

期三個月或前六個月平均值為參考值，再與個

別分析單位比較，並標記其異常情形，做為檔

案分析的結果。

由於電腦科技的發達，使人類愈來愈能掌

握大量資料的分析，檔案分析的適用範圍，也因

此而擴大。全民健康保險，應用檔案分析的方法

來輔助審核作業，建立領域專業知識，不僅可

以節省大量的行政人力，還可以提高專業審核

的效率與一致性，減少人為因素之影響。此外，

檔案分析可用於不同醫師病人服務品質之比較，

藉此提高醫療之效果，使病人得到更好之服務，

故其運用相當廣泛。

檔案分析制度是審核與管理的有效輔助工

具，具有迅速、量化與品管等優點；當然，該

制度也非萬能，它無法明確地界定醫療適當性，

此一缺點需要專業審核醫師來配合，才能使審

核的工作更趨完善。

肆、健保 IC 卡（本段建議請作者
提供各版本健保卡圖片，含
紙本正、反面－蓋戳章、IC
卡等，內容將更豐富）

除了電子申報之外，健保 IC 卡（Health 

Smart Card）的推動，也是臺灣健康資訊科技

發展重要的里程碑。全民健保開辦即發行紙本

健保卡，每一位被保險人都領有健保卡，每一

張健保卡背面，都有六個具有編碼的空格，每一

次就醫，醫療院所會在空格處蓋上戳章，雖可

以防止申報弊端，卻會造成紙張與印刷的浪費。

自西元 2004 年起，全面換發健保 IC 卡，除原

有防止申報弊端的功能之外，更可登錄就醫資

料。健保 IC 卡之設計，係 .. 建議納入卡片有關

資安及隱私保障設計理念 .. 為具密碼運算模組

之 32K Java Card，可以處理 1024bits RSA 

非對稱加解密，可運算 10 萬次以上。卡片採用

接觸式介面。

民眾持健保 IC 卡看病，醫師會將診斷、用

藥等資料儲存在 IC 卡。同時，IC 卡也登載個人

過敏藥物、器官捐贈意願、接受安寧療護意願等

資料。衛生福利部另外發行醫事人員卡，要讀

取病人健保 IC 卡上的資料，需同時具備病人 IC

卡、醫事人員卡、專用讀卡機，同時讀卡機需

連上健保專用網路進行認證，以保障個人隱私。

伍、電子病歷

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醫療體系都包含基

層醫療與醫院。基層醫療以提供門診服務為主，

使用的病歷主要為門診紀錄。相較之下醫院的情

形就複雜許多，除了有全科醫院與專科醫院的差

別，規模上病床數可以是數十張病床與數千張

病床的差異。病歷的構成十分的複雜，各類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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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提供者都需參與病歷的製作。病歷不僅是一

種文字記錄，也跟醫院的流程有密切的關聯性。

因為每個醫院的作業流程，不全然相同，自動

化的程度，也有明顯的差異，要發展一套所有

醫院都適用的電子病歷系統，有實際上的困難。

比較可行的是訂定各類病歷的交換標準格式，所

有的醫院都能按照標準的格式製作檔案，如此便

可以進行跨院的病歷交換。目前已有電子病歷交

換的國際標準，標準交換發展組織 Standards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SDO） 中 的

HL7（Health Level 7） 就 發 展 了 一 個 臨 床

文 件 架 構 Clinical Document Architecture 

（CDA）的標準，使用 XML 作為一個中介語

言（meta language）。HL7 CDA 明確宣稱

它的設計目的－是為了資料交換，不是為了文

件製作。

衛生福利部 10 年前曾經針對臺灣所有的醫

院進行一項研究調查，探討各醫院使用的病歷

格式種類有多少。發現：全世界的醫院（含臺灣）

在住院病人出院時，均會製作出院的病歷摘要

（出院病歷摘要就是一種格式）。此外，還有護

理人員製作的護理紀錄、外科醫師針對每一次

手術所製作的手術記錄，都是常用的病歷格式。

該項研究結果顯示，臺灣醫院運作所需使用的

病歷格式有 121 種。因為醫院的規模有相當差

異，並不是每一家醫院都需要用到所有的病歷

格式。也不是每一張醫院製作的病歷都有跨院交

換的必要。目前臺灣的全國電子病歷交換機制，

僅交換出院病歷摘要、門診紀錄、檢驗結果與

影像檢查報告。對於醫院內部使用的電子病歷

並未強制要求遵循標準格式製作，但如需交換，

醫院需將其轉換成標準格式之檔案。

因為全民健康保險的引導，臺灣醫院的數

位化已經相當廣泛、深入。大部分的醫院都可以

達到美國 HIMSS EMR adoption model 第三

級和第四級。依照臺灣的法規，以電腦製作的病

歷，需要加上數位簽章之後，才符合電子病歷的

定義。臺灣醫院實施電子病歷採單張報備制，如

住院病歷（admission note）、出院病歷摘要

（discharge summary）、護理紀錄等都算一

個單張。醫院每實施一張，就需向當地衛生局報

備一張。報備完成後，醫院即可不再列印該項單

張的紙本病歷，也才能取得與全國電子病歷交換

中心（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Exchange 

Center, E.M.R. Exchange Center, EEC） 連

線的資格。醫院內的電子病歷系統，須遵守電子

病歷製作及管理辦法的相關規定。但對其電子病

歷的格式內容並無強制規範。大部份的醫院設

置病歷管理委員會，無論是紙本病歷和電子病

歷，其內容與格式都應獲得院內病歷管理委員會

的核可。醫院的醫院資訊系統沒有與 EEC 直接

連接。與 EEC 連接的是一部 EMR gateway。

醫院把院內電子病歷系統的六個月內的電子病

歷，轉成標準的檔案，儲存在 EMR gateway

上。EEC 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為所有醫院 EMR 

gateway 上的 XML 檔案產生所引，並為醫院

診所提供搜尋與調閱的服務。EMR gateway 有

兩種版本，其中醫院使用的是標準版本，可以存

放自己醫院內的電子病歷 XML 檔供其他醫院診

所調閱，也可以調閱其他醫院的電子病歷。另診

所則是用較簡單的版本，稱作 light gateway，

只具有調閱其他醫院電子病歷的功能。病歷交

換的機制是，病人憑藉健保 IC 卡，在 A 醫院看

診時，可以委請醫師調閱在 B 醫院的病歷資料。

民眾到 A 醫院看診時，簽署紙本同意書授權 A

醫院的醫生可以調閱自己在 B 醫院的病歷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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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透過索引系統調閱完病歷後，如要將 B 醫

院病歷儲存在 A 醫院，仍須得到病人同意。

因為有雲端藥歷的成功經驗，目前健保署

鼓勵醫院也將其他電子病歷單張上傳至健保署，

並額外給付健保費用。也因此，健保署集中儲

存的民眾臨床資料將逐漸完備。

陸、健康存摺

健康存摺是透過網際網路的便利性，提供

民眾可簡易且安全地，取得自身在健保體系下的

就醫詳細情形及健保費支付情況，以增進民眾

健康知能（Health Literacy）。此系統在 2014

年上線。在醫病關係資訊不對等之常態下，此項

服務讓民眾能取得醫師與醫事機構向健保署申

報的就醫資料細項，即使在不同的醫事機構就

醫，也可以主動提供自己的「健康存摺」給予

醫師做參考，使醫師快速瞭解自己的就醫情形，

有益於建立醫病間良好的溝通管道，減少重複

用藥、用錯藥的機率。

健保署每月會依據特約醫事機構申報資料，

以及每日健保卡之上傳資料，提供最新的資料

讓民眾查詢；醫事機構申報至健保署的每月醫

療費用申報資料，皆經過嚴謹的檢核程序，資

料正確性較高；健保卡每日上傳資料乃是醫事

機構於 24 小時內完成上傳之資料，雖然資料正

確性較低，但因具備即時性，仍具有一定程度

的參考價值。目前只要使用健保 IC 卡，即可從

健保署網站取得健康存摺。

很多國家在發展 eHealth 時，都嘗試為民

眾建立終身的個人健康紀錄（personal health 

record）。臺灣的健保因為全民納保，由健保

申報資料衍生的健康存摺，是一種快速建立全

國個人健康紀錄的有效方法。

柒、結論

臺灣全民健保應用資訊系統成功的要素包

含：1. 全面性的系統整合：從民眾的納保、保

費的收取、醫院的作業流程、醫療費用的申報、

稽核與撥款都有專用的資訊系統，且系統間可

以共享資料、互相勾稽；2. 共用的架構可提供

多方面的功能：例如原先行政上作為財務用途

的申報資料，發展成為可以提供公共衛生監測

新興傳染病發生的工具，也是做為確保用藥安

全雲端藥歷的基礎，與健康存摺的資料來源。

醫事人員卡不僅是民眾就醫時醫事人員的憑證，

也成為電子病歷數位簽章的工具。健保 IC 卡除

了是民眾就醫時的就醫憑證，也可作為從線上取

得健康存摺資料的工具。原本作為線上申報醫

療費用給付的專用網路，也提供電子病歷交換

之用。每一個資訊系統的元件都被重複的使用，

這是能夠降低成本、增加效率的重要原因。

美國 Institute Of Medicine （IOM）以安全

（safe）、有效（effective）、有效率（efficient）、

即時（timely）、公平（equitable）與以病人為

中心（patient-centered）做為醫療品質的六個

目標。要利用有限的資源，提供全民覆蓋，又

符合這六個目標的醫療服務，善用資通訊科技

是重要的關鍵。在全民健康覆蓋的目標達成之

後，下一個世代以個人化（Personalized）、

預 測（Predictive）、 預 防（Preventive） 與

參與（Participatory）這 4 個以字母 P 作為開

頭的單字做為主軸的 P4 medicine 或精準醫療

（Precision medicine）將會更仰賴資通訊工

具做為關鍵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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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大數據政策推動現況

鐘嘉德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執行秘書
柴惠珍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組主任
高崎鈞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副研究員
曹元良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副研究員

壹、緣起

大數據（Big Data）分析與應用是近年來

國際發展的重要趨勢，其應用將為經濟及社會

各層面帶來各種機會，善用大數據不僅可促進

經濟成長，更可以應用在防災救災、疾病預防、

醫療衛生、環境保護、生活品質及食品安全改善

等。因此，各國政府推動大數據應用蔚為風潮，

並倡議邁向資料經濟時代。

行政院毛院長上任後亦將決定利用開放資

料、大數據與群眾外包（Crowd Sourcing）協

助政府運用網路與新科技創造有感施政。其中，

在推動大數據方面，是以厚植國內大數據分析能

量、建構政府大數據服務平臺、協助政府前瞻施

政規劃、發展大數據服務新興產業為主要目標；

鼓勵學研單位運用政府大數據進行災害防救、防

疫醫療、智慧運輸、財稅及教育等面向之研究，

驅動臺灣產業跨領域創新應用，進而擴大政府

資料的加值效益、優化政府施政、培植大數據

分析應用、技術工具開發、資訊安全隱私保護

等領域人才與研發應用能量，驅動臺灣產業跨

領域創新應用，催生數據化產業。

另外，政府也將逐步建立雲端化政府大數

據共用平臺與基礎設施，在符合資安管理驗證

標準、個人隱私與法制倫理規範的前提下，串

連相關資料，透過大數據方法深入分析，強化

全面性、全方位之政策擘劃能力。

貳、從「政府開放資料」到「大
數據」政策推動

推動大數據，必須從政府開放資料（Open 

Data）政策推動談起。自民國 101 年、102 年

政府擘劃開放資料政策以來，繼之於去（103）

年大力推動，包括國發會訂定各式規範、督促

各部會建立資料開放策略並進行開放資料盤點，

經濟部工業局藉科發基金計畫支援，針對企業

輔導、扶植新創、人才培育、大專校院青年資

料開放應用，以及國際合作等，進行產業推動，

並已有相關成果展現。我國 Open Data 國際評

比也已自 102 年的第 33 名進步到 11 名，並期

望今（104）年能順利進入前 10 名。

政府開放資料推動近三年以來，在政府資

料釋出、產業推動、國際合作、認知推廣及社

群互動等方面，皆有重要里程碑達成（如圖1）；

行政院毛治國院長也於今年初宣示今年為政府

開放資料深化元年，意即在經歷近兩年「認知

推廣期」之累積後，已正式邁入「深化應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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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政府開放資料政策推動里程碑

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整理

圖 2　政府開放資料驅動產業新價值

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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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階段，除了開放資料由「單一部會資料」

進階至「融合跨部會資料與公私資料」，並透

過各類競賽解決特定議題外，也著手研擬「資

料經濟價值指標」，藉此協助政府及產業在資

料經濟的時代，能有一套資料成熟度、價值之

評鑑方法與指標（如圖 2）。

在開放資料推動工作逐漸邁入穩定階段後，

政府也進一步思考如何從政府資料應用擴展到

產業資料創新應用，而推動大數據即是促進政

府、產業資料分析應用的關鍵，藉由政府資料、

產業資料的混搭分析與應用，交互結合開放資料

與大數據，期能促進政府施政及企業治理效能、

公共社會福利，以及產業創新發展。

在政府資料應用方面，依照資料特性分類，

除了可完全開放給社會大眾應用的「政府開放

資料」之外，尚有「政府敏感性資料」、「政

府機敏性資料」兩類資料，其中政府敏感性資

料必須經過處理（如去識別化）後，方可提供

學研單位分析應用，而政府機敏性資料（如國

防相關資料）則屬於不可開放資料，僅供政府

機關內分析應用。

參考資料經濟構成三要素（如圖 3），政府

是最主要的資料持有者，除了政府開放資料之

外，尚未開放之政府敏感性資料、政府機敏性資

料，則是提供部會及學研單位進行大數據研究分

析的重要資料來源，進而成為協助政府決策的重

要關鍵；而政府正規劃推動之重要方案（如行政

院生產力 4.0 發展方案、下階段雲端運算方案、

打造數位化金融環境 3.0 等），也將大數據納

入基礎架構，作為方案的重要關鍵技術與核心項

目。另外，政府甫規劃成立大數據產業輔導團，

提供產業所需之大數據技術及應用諮詢服務，協

助產業順利跨過大數據技術門檻，運用政府開

放資料及產業端資料進行大數據分析，協助提

API
+ +Technology

Application

Data

–
圖 3　資料經濟三要素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整理

政
策
新
知

79 第三卷  第四期 104 年 12 月  



升企業決策效率及創新應用，提升產業競爭力。

參、大數據政策推動現況

今年開始，行政院為了推動政府開放資料

深化應用，開始規劃大數據政策，針對「產業

資料 / 政府資料」、「政府開放資料」、「政府

敏感性資料」、「政府機敏性資料」等四種資

料屬性，依序規劃推動「大數據產業輔導團」、

「開放資料聯盟」、「政學合作方案」、「大

數據技術指導小組」對應，另外也規劃了「基

礎環境整備」策略，來解決運算平臺及法規相

關環境面的議題（如圖 4）。

有關「開放資料聯盟」、「政學合作方案」、

「大數據技術指導小組」、「基礎環境整備」、

「大數據產業輔導團」等政策內容，分述如下：

一、 開放資料聯盟（Open Data Alliance）

經濟部工業局於 102 年即成立開放資料聯

盟，結合社群及產業加值，並成立數據平臺，

加速資料產業成長。該聯盟以促進 Open Data

產業運用與發展為宗旨，任務包括：透過情報

分享、資源整合與產業合作，促進 Open Data

加值應用服務之發展、彙整 Open Data 產業需

求，並提供政府施政參考、促進 Open Data 產

業國際化，以推動國際交流與合作、推廣企業

與民眾使用 Open Data 服務與應用。

在政府近年極力推動開放資料下，已具初

步成果；政府部門及開放資料聯盟之共同努力，

目前政府開放資料平臺（data.gov.tw）開放超

過 1 萬 2 千個資料集。

二、政學合作方案

針對政府敏感性資料（如包含個資之資

料），規劃善用學研界在大數據之研究創意與能

1.

2.

3.

4.
( )

 3.0IOT

     

 

圖 4　大數據政策推動現況

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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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推動政學合作方案（如圖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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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政學研究成果於發展完成後，將納

入機關常態性業務，作為輔助機關施政之一環。

政學合作方案的議題徵集機制分為「自上而

下」（Top-down）、「自下而上」（Bottom-

up）兩類；自上而下：由國家發展委員會協助

發掘部會應用主題，盤點各部會欲解決之業務

議題，交由科技部徵集學研計畫解決，學研所

需研究經費由科技部支持；自下而上：由學研

單位發想資料應用議題並研提構想，部會對資

料運用實務提供諮詢意見，並針對資料可得性、

完整度、機敏性進行盤點，釋出資料。鑑於此

類政府大數據應用可能涉及敏感資料，為符合

個資法相關規定，暫以學研界為資料釋出對象，

相關研究成果如欲發表，需先徵得政府擁有該

資料機關之同意後方可對外發表。

透過上述議題徵集機制，共計有 12 案通過

試行，議題屬性包括：「社會安全」、「經濟

發展」、「環境永續」三類；研究主題包括：

健康照護、治安維護、矯正教化、毒藥品防制、

居住正義、原住民生活發展、穩定物價、提升

薪資、穩健財政收支、賦稅合理、自然環境保

護及災害預警等。

三、大數據技術指導小組

為加速推動政府機關大數據分析研究，行

政院成立「大數據技術指導小組」（如圖 6），

由科技會報辦公室整合科技部、國發會、經濟

部、相關領域顧問，及技術專家成立技術輔導

團，針對行政院重大施政議題進行大數據分析，

分別就法規環境協調、產業技術輔導及學研領

–

圖 5　大數據政學合作方案

資料來源：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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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圖 6　大數據技術指導小組架構

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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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個人資料去識別化驗證標準規範

資料來源：經濟部標檢局，工研院巨資中心與資策會科法所綜整

82

P
u

b
lic

  G
o

v
e

rn
a

n
c

e
 Q

u
a

rte
rly

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

 第三卷  第四期 104 年 12 月  



圖 8　國網中心運算實驗平臺

資料來源：國研院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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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大數據產業輔導團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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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輔導等面向，協助相關部會推動政府大數據

分析，提高政策制定精準度。

目前計有「企業調薪」、「大專院校畢業

生就業薪資分析」、「新住民及其二代就業就

學分析」、「毒品防制」、「財稅資料低所得

報稅戶背景分析」及「退休人力再利用分析」

等六項議題，由各業務主管機關與大數據技術

指導小組合作，進行大數據分析應用。

四、基礎環境整備

面對政府機關及社會大眾對於推動大數據

可能造成的個資外洩及隱私權保護等疑慮，在

大數據政策規劃中，特別將個人資料保護相關

國家標準，列為基礎環境整備的一部分。 

透過宣導，鼓勵機關符合 CNS 29100、

CNS29191 標準，確保政府資料在隱私權保護

及個人資料去識別化能符合標準程序及安全，

讓政府及產業可以放心應用數據，消除侵犯個

資之疑慮（如圖 7）。

在政府大數據資料運算平臺方面，由國研

院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機中心（國網中心）扮

演建置國家資料中心角色，作為產政學資料共

構及大數據分析應用平臺，藉此發展資料經濟

生態系，催生數據創新產業。該平臺命名為「大

資料分析平臺 Braavos」，已於 104 年上線並

開放使用；提供大數據共用設施、大數據雲端

服務平臺、大數據分析應用服務，以具技術支

援之雲端服務模式，滿足產、政、學、研之各

式大數據儲存與運算需求（如圖 8）。

五、大數據產業輔導團

為協助企業，規劃由經濟部工業局號召法

人、公協會，籌組大數據產業輔導團，透過企

業與民間的力量加速推動，規劃將大數據優先

導入製造業，交通運輸及電子商務等領域運用，

進而輔導國內產業發展大數據的新興產業。其

整體推動策略乃以價值倡議、共創機制出發，建

立服務能量打造典範案例，以促成產業數據化，

並透過推廣擴散，由服務需求驅動來催生數據

化產業（如圖 9）。

肆、結語

綜整各國政府推動大數據發展目標，多以

「優化政府施政」、「厚植資料分析能量」、「促

進產業發展」為主；我國在大數據政策推動上

起步雖不算早，但發展目標與各國方向一致。

後續推動方面，除持續推動大數據政學合

作方案、發掘政府大數據議題，擴展大數據技

術指導小組、大數據產業輔導團推廣輔導範圍，

亦將善用累積之經驗並擴大運用於「行政院生

產力4.0發展方案」、「下階段雲端運算方案」、

「打造數位化金融環境 3.0」、「智慧城市」等

政府重大施政方案及措施，以倍增擴散大數據

推動效益，達到優化政府施政、厚植資料分析

能量、促進產業發展之政策推動目標。

 Public Governance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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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治理服務串連－
新北市智慧里長行動服務的

發展構想與規劃

林春吟 新北市政府資訊中心代理主任

壹、前言

依我國地方制度法，地方自治團體自省劃

分出的縣、市及直轄市，到鄉（鎮、市、區）

公所（如圖 1），其中村（里）長是依法選舉產

生的最基層代表，無給職，由鄉（鎮、市、區）

公所編列事務補助費，鄉（鎮、市、區）長對

里長雖無任免權，但在行政體制上，里長與鄉

（鎮、市、區）公所在業務上有直接隸屬的關係，

受鄉（鎮、市、區）長的指揮監督，辦理村（里）

公務及交辦事項，而鄉（鎮、市、區）公所也編

制村（里）幹事，協助村（里）長處理自治事務、

公文書及相關交辦事項，是村（里）事務的法

定執行者。

村（里）長接受鄉鎮市區長的指揮監督，

辦理村里公務及交辦事項，本身自主決策權雖

有其限制，但村里制度擴大了基層公民參與公

眾事務的機會，村（里）長也擔負地方民意向

上傳達的重要使命，兼具行政與政治性的角色，

且有地方民主自治的象徵性，都是其特殊且不

容忽視的原因。

地方自治從組織結構上可以看出，縣市政

府的政策規劃及施政措施、鄰里意見反應都有

層層下達上傳，層轉結構裡又有其他選舉產生

之組織代表，制度上雖有在上級政府指揮監督

下，執行上級政府交付事務，並負行政執行責任

等相關規定，然因各具民意基礎，讓不同組織

間在政策執行及協同合作上，有更複雜的跨域

治理推動議題，惟可藉由資訊系統的導入使用，

形塑一定程度的作業標準化，分析對其不可避

免或有助益之系統，建置後的推展策略，都是

規劃開發前的重要工作。

村（里）長的工作，包含里內公務，如里

年度工作策定及執行、里長證明事項之開立、

里內公共建設推動、里內緊急事件之反映及應

變、召開里民大會、里鄰工作會報及基層建設座

談會等；另也要扮演縣市政府的行政協助角色，

除宣導市政外，也須協助推動區政及戶政工作、

區（里）環境維護、區（里）民活動中心維護、

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及傳染病防治協助通報、受

虐兒童、婦女及里內獨居老人之通報、訪視及

救助等協助作業，業務範圍橫跨縣市政府各局

處及各鄉鎮市區公所，強化村（里）長與其銜

接之行政機關間的跨域合作，將有助於服務效

率提升及更多的市政服務宅配到家，這些作業

是評估規劃系統功能的重要參考，然村（里）

長的數位化能力及其既有運作模式，卻可能是

推動資訊系統的可能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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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創新便民服務意識抬頭，現在的村

（里）辦公處服務已不復以往被動，許多村（里）

長不僅主動服務，整合村（里）內民間資源做有

效的規劃運用，並積極爭取各方經費補助，改

善里內生活環境品質。隨著社群網路、行動載

具及即時通訊等數位服務的盛行，村（里）長

們也有運用這些具有廣大使用者的資通訊服務，

讓各項努力有更多揭露的走向。而在資訊交流頻

繁的情形下，善用及推廣部分村（里）長的創

新服務，對其他村（里）長的服務產生競爭學

習的正向趨力，再整合行政部門的需求及資源，

協助並推動讓這股力量更快速、全面的擴散，

形塑彼此互利的夥伴關係，是跨域合作成效加

乘之關鍵議題。

為連結這股最接近民眾的服務力量，新北

市政府規劃建置智慧里長行動服務系統，針對市

府各機關與里長間的業務合作，藉由資訊系統

的協助，建立市府與里長間的快速聯繫及溝通

管道，加速訊息流通及問題處理時效，並結合

里長本身經營的社群服務，讓資訊的觸角延伸

至與市民互動中；另整合里長常用的服務功能，

提供全方位的智慧里長行動服務。而隨著雲端

運算、行動科技的快速發展及普及化，讓數位

工具的使用更加簡便，也更具有機動性，塑造

了推展本項服務的有利環境。

貳、公務訊息傳遞與確認

以新北市為例，新北市 29 區內計有 1,032

里，土地面積超過 2,052 平方公里，幅員遼闊，

行政部門傳遞予里長的訊息包含：會勘通知、施

圖１　地方自治團體架構示意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資訊中心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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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通告、活動講習、社福津貼發送等業務聯繫

內容，其中不乏具時效性或民眾福利發放事項。

除了地域交通是訊息傳送要考量的問題外，里

長與市府間的聯繫也因受限於行政流程及方式，

造成里長與市府間的溝通常有時間落差。公務

訊息從市府透過電子或紙本公文發送給區公所，

再由區公所完成內部陳核後，再以書面、電話或

到場等方式告知里長，所以常造成里長抱怨「要

我辦理或通知的事情，知道時都快來不及處理，

有的還過期！」、「要給的資料，都要等到里幹

事過來時才給，一次還給一疊」，市府跟里長

間的訊息傳遞耗時情形，對於身處偏鄉的里辦

公室影響更鉅。而紙本遞送在成本考量上，亦

無法有效確認里長的收受情形，所以快速且確

定的傳送機制，是市府與里長雙方共同的需求。

另眾多的紙本或電子郵件資料，其歸納整理、存

放及查找，也造成里長業務執行的另一種負荷。

訊息傳遞一向是資訊技術超越傳統管道的

強項，電子郵件、即時通訊等現有機制都是信

手拈來可供運用的機制，然雖立即可用但都會

面臨訊息來源可信度及訊息彙整的持續營運問

題。智慧里長行動服務的公務訊息傳送機制，

即是針對發訊者（行政部門）跟收訊者（里長）

間建立一可信任的訊息傳送機制，發訊端與新

北市公務同仁的公務帳號及單一登入機制整合，

所有訊息發布前都須先經系統權限驗證，直接

勾稽人員及所屬機關，訊息的可信度及可靠度

獲得確保。

採用資訊技術除直接加速訊息傳送效率外，

針對傳送程序亦簡化過往層轉方式，由資料提供

者直接將資訊傳送至里長，對於區公所與里長間

的指揮監督及行政程序關係，則採用副知方式，

扁平化訊息傳遞結構。市府各局處發送訊息給

里長時，同步副知區公所及里幹事，縮短訊息

圖２　智慧里長行動服務功能規劃面向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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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層級、提升傳送時效；並設計訊息讀取確

認功能，讓訊息發送機關可以即時掌握訊息被閱

讀情形，以對未讀取重要訊息的里長做重點追蹤

或輔以其他管道通知；而系統資料夾提供彙整

收納及搜尋查找功能，除方便里長整理或查找

該里關心或重要的相關訊息外，所接之訊息亦

提供將其方便的轉貼至如臉書（Facebook）、

噗浪（Plurk）、Google+ 等社群網站的功能。

在系統設計時，因考量里長的資訊化程度

及服務使用便利性，故操作界面規劃即參考一般

收發電子郵件之軟體介面，讓使用界面容易使

用，同時支援個人電腦、平板電腦及智慧手機，

以一雲多螢的方式，減少特定工具的使用門檻。

參、里訊息公布與社群網絡

里長業務執行上，一直有向里民公布傳遞

訊息的需求，為了協助里長方便將市政相關訊

息再傳遞給里民，除提供方便的訊息轉發分享

功能外，智慧里長也規劃里長資訊服務網，提

供里長使用既有機制外的另一個直接公布里內

訊息的網頁，以應網路及行動族群的需求。

然一直以來，因行政部門無法強制所有里

長必須在網站上登打並提供資訊，故若僅提供一

個讓里長公布訊息的平臺，都會面臨里訊息資料

發布無法全面性與持續性的問題；另里長的數位

處理能力及使用意願也都是協調推動的挑戰點。

為讓市政訊息周知管道更為全面且快速直

接，故在設計里資料公布機制時，除提供里長可

維護網站上的里介紹、里公布欄資料外，也讓

行政機關加入成為里公布欄的資料提供者之一，

在機關登打訊息要傳送給里長時，可同步選擇

直接公布在該里的網頁里公布欄內，一來解決

只靠里長維護資料，可能面臨的資料介接問題；

二來可加速訊息的發布，無需再等候里長的檢

• 2,052
• 396.7
• 1,032

圖３　新北市行政區域分布地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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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處理。而里資訊服務網採各里公布欄分開呈

現訊息的方式，除了因應地區性的訊息特色外，

亦為後續行動服務的各里訊息開放資料及訂閱

推播預做準備。

部分對於數位服務接受度較高的里長，其

里民服務除了使用傳統機制外，也自發性的增

加各項新的資通訊軟體運用，如：里長公布的

聯絡資訊，除了電話及電子郵件外，也開始提

供 Line、Yahoo 等即時通帳號；另外里長主動

在臉書（Facebook）設立粉絲團，無論是用個

人的名義或里辦公室成立臉書粉絲團，將該里的

活動、綠美化措施、上課資訊、銀髮共餐、建設、

資源回收及環境消毒作業等資訊公開，讓民眾

更清楚里長在做的事，也促使里民間的比較、

里長間的競爭學習。

社群媒體可以為公關實務帶來正面助益，

藉由平臺上的圖文露出、提問、評論及回應等機

制，讓其他公眾更加清楚瞭解，透過雙向互動

並可匯集公眾意見、呈現可能的議題，讓資訊

更為透明公開，是有助於提升公眾感知的機制。

臉書（Facebook）在臺灣每月活躍使用人

數達 1,600 萬人，也是目前最被中高齡族群接

受及使用的社群網絡，另臉書粉絲團提供軟體平

臺，成立粉絲團無須投入技術建置成本，經營者

只要專注於粉絲團的經營，故從客群聚集及整體

營運成本來看，是個適合里長採用的平臺工具。

為進一步擴散這股經營力量與效果，在里

長服務網裡也建立了各里里長粉絲團的內容連

結，讓里長的經營成果得到更多的露出，提昇

里長使用意願，而從里長服務網直接導引前往

里長粉絲團，可節省須登入臉書及找尋粉絲專

頁的程序步驟，降低民眾訊息獲取及使用門檻。

此外，也有部分里長嘗試採用行動應用程

式（APP）提供里民服務，不過 APP 受手機系

統平臺（如 iOS、Android）版本及行動載具廠

牌尺寸的影響較大，其技術門檻較高，且有推

動里民下載安裝的議題，整體經營成本與門檻

甚高，且服務內容多屬訊息揭露，此機制推廣

於各級政府部門而言都屬不易，是否屬於適合

里長運用之數位工具，就目前的服務型態而言，

尚待觀察。

肆、民意反應及通報

為利各里蒐集民情、反映民意、解決里內

公共事務及其他重要事項，得視需要辦理里民

大會或基層建設座談會，由民政局督導各區公

所辦理，相關會議以里長為主席，里辦公室評

估議題需求，可請區公所指派所屬單位，或邀

請其他機關、團體派員列席共商議題，相關會

議有出席及表決人數之規定，其決議或建議，

圖４　智慧里長 -- 公務訊息發布服務概念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資訊中心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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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可立即解決者外，即由里辦公處將建議案轉

請區公所函請相關機關辦理，如屬重大提案應

提區務會議或里長里幹事聯繫會報處理列管。

除正式召開的里民大會或基層建設座談會

外，里長日常對里內事務及問題之反應、通報

與建議，常是透由電話連繫，隨之而來的就是

「打電話反映問題，也不知道派人處理了沒」，

除了反應事項不易彙集整理，後續的處理時效、

追蹤列管及資料分析也相形不易。為減少可能

的案件遺漏，並能更主動處理追蹤及分析各里

業務，結合市府既有的案件處理系統，提供里

長通報之系統功能。

智慧里長通報的案件處理係整合市府既有

的案件辦理系統，市府各局處或區公所同仁在

單一服務平臺上，循原有的機制處理包含民眾

陳情及里長通報等案件。由各管道進入的各類

案件彙集至同一資料庫，持續累積後續以數據

分析民意的基礎。

智慧里長系統裡的里長通報服務，讓里長

可以不受空間及時間限制，在第一時間向市府通

報里鄰內各類案件（如市容、公安及路霸等），

若使用行動裝置進行通報，亦可方便運用拍照及

座標定位（LBS）等功能，將參考的圖片影像及

位置等訊息一併傳送給承辦機關，加速承辦機

關對問題的研判及處理。里長可隨時於系統內查

閱所通報案件的處理情形，也方便盤點檢視自

己曾通報的案件；里長在收到承辦機關所發出

的處理結果，也可填寫滿意度調查及相關建議，

以及回饋案件處理建議，這些都是過往里長採

電話通報案件時難以達成的。

伍、推動成果與展望

新北市智慧里長行動服務計畫自 102 年 10

月起，採分階段推動公務訊息發布、里長通報服

務及里長服務網等，並頒行訊息發布及通報處理

實施計畫，明訂緊急訊息及 5 大類業務訊息皆

須透過智慧里長系統發布訊息。本服務上線迄今

歷經新北市第 1 屆及第 2 屆里長的使用，1,032

位里長中，104 年具常態登入使用的里長為

64.7%，較 103 年成長了 10.3%；104 年每月

平均公務訊息發布量約 2,200 則，較 103 年成

長36%；104年每月平均里長通報量約230則，

較 103 年成長 23%。

從各月公務訊息發布數量，可以發現 6 至

8 月颱風季節的訊息發布量約為平時 1.5 倍，本

次杜鵑颱風來襲，本府各局處及區公所計發布

123 則訊息予里長，包括：通知領取沙包、垃

圾停運、水庫放水、水門關閉及停水取水等。

圖５　智慧里長 -- 里長服務網服務概念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資訊中心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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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里長通報項目中，屬於路平、燈亮及

水溝通類的通報案件約佔 38%，廢棄物及路霸

類的案件約佔 8.5%，水電瓦斯、交通號誌與市

容公安類的案件，則各約佔 7.2%。

里長服務網中已連結 55 個里長粉絲團，分

布於 17 個區，以三重區、板橋區、淡水區、永

和區及土城區較多，而尚未設定里長粉絲團連

結，主要位於新北市的東北及東南方，與國發

會對新北市各區數位發展分級間亦有相當的關

聯性（如表 1）。

以品質管理循環（PDCA）來看，本項服

務已歷經規劃（Plan）、建置推動（Do），欲

提升服務質量及擴大效益，則須將注意力移轉

至各項服務使用情形的了解與分析（Check），

進而研擬對應及執行改善措施（Act）。

以本次杜鵑颱風停水復水時間通知為例，

雖然市府有整體復水時間預估，但市民最在意

的仍是自家復水時間，當訊息須精細到巷弄時，

里長傳達訊息的角色更形重要，如何讓里長平

時就習慣採用此一系統發布機制，使之成為常

態的訊息公布管道，讓里民具有使用信心，以

利緊要關頭直接派上用場，是後續要持續關注

及推動的方向。

本服務執行過程中，各使用對象也針對本

身的需求回饋了後續精進的建議，例如：有機關

提出與里長的文書採電子方式即可，有里長提

出能否提供將訊息轉發至 Line 群組的需求等相

關意見。在以系統服務進行跨域合作的過程中，

相關成員不再是被動參與，而是透由系統提供

的便利服務，誘發更多的作業變革想法。

陸、結論

新北市智慧里長行動服務，為市府各機關

與里長間搭起了協同合作的橋樑，雖然已有初

步成果，但仍須讓這橋樑達成全面擴展的目標，

在扁平化連結市府與里長後，將里長與里民也納

入服務的串連序列裡，除訊息傳遞外，導入各

項申辦案件宅配到家等更多樣的市政服務合作，

讓里長成為數位政府服務的前哨站，是後續將

面對的挑戰。

資訊科技是推動跨域合作很好的工具，藉

由系統的使用可以讓作業程序具標準化及一致

性，公部門所規劃建置的數位便民服務，隨著家

戶連網率及無線上網持續提升，降低市民服務

使用的門檻，在在為推動服務的使用提供成功

關鍵基礎，而作業程序中累積的各項數據資料，

更是分析研擬下一階段創新作為，驅動進階服

務的動力。

圖６　智慧里長 -- 里長通報系統服務概念

資料來源：新北市智慧里長行動服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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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７　新北市智慧里長行動服務入口

資料來源：新北市智慧里長行動服務系統

表 1　國營事業多無法達成之公司治理評鑑指標

備註：框列處為尚未設定里長粉絲團之區

1 級區域 2 級區域 3 級區域 4 級區域 5 級區域

板橋區
三重區
中和區
新莊區
新店區

永和區、樹林區
鶯歌區、三峽區
淡水區、汐止區
土城區、蘆洲區
五股區、泰山區
林口區、深坑區
八里區

瑞芳區
三芝區
金山區
萬里區
烏來區

石碇區
坪林區
石門區
平溪區
雙溪區
貢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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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政府，在地行動，
臺南市的策進階段

趙卿惠  臺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

壹、前言

臺南市政府為了打造一個公開透明的政府，

以落實民主參與的普世價值，過去四年來，市

府努力讓施政資訊公開極大化，透過公開資訊

的取得，保障市民「知」的權利，並增進對政

府公共事務的瞭解與信賴；目前積極推動開放

政府資料，藉由開放格式、便於加值應用的原

始資料提供，滿足民眾「用」的「權益」，未

來更積極朝向由人民當家作主、接受全體市民

監督的開放政府。

隨著資訊與科技通訊之發展與普及，人民

不僅能夠快速掌握並利用資訊，亦想表達對於

公共政策的想法與意見，甚至進一步參與政府

決策。「開放政府」是市民直接監督、民主課

責的落實，因此「透明、參與、協力」是臺南

市政府打造開放政府的三大目標。

一、透明

透過政府施政資料的開放，使市民得以閱

覽、利用，甚至回饋意見或主張，以提升政府

透明度，增進市民的參與。

二、參與

促進市民的參與，擴大服務的能量，以提

升政府效率，強化政府決策品質，進而提供市

民參與政策決策過程之機會。

三、協力

以創新工具及系統，經由透明與參與，建

構公私協力合作，提升加值應用成果，並為全

民所共享。

貳、臺南市「開放政府」的推動
策略及概況

圖 1　臺南市開放政府的目標與面向

資料來源 :   臺南市府團隊整理，源自於蕭景燈博士演講內容引述
David Tallan 之著作與概念

開放資料

透明 參與

協力開放決策 開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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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在「開放政府」推動策略上，

以「開放資料、開放服務、開放決策」三個面

向執行。

開放資料

資訊公開，能保障人民知的權利，這樣的

資訊若是單純靜態或不完整的，只是揭露資訊的

透明，並無法滿足現代公民希望參與政府的要

求，因此政府的開放資料，以符合「完整公開、

機器可讀取、可被應用」的條件，創造透明參

與的價值，落實政府透明化目標。

開放服務

以開放資料為基礎，提供市民參與政府服

務，經由協力合作，彙集市民智力，並進一步

透過應用程式介面之開放，擴大民間參與量能。

開放決策

藉由開放資料之分享，開放服務之參與，

讓多元的民意發聲，多元的創意激盪，透過溝

通、對話，甚至理性辯論，使更好的資訊由市

民流向市府，達到貼近民意、市民參與的決策。

藉由「開放資料、開放服務、開放決策」

三項執行策略，分別規劃其具體行動方案與內

容。

一、開放資料

（一）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建置臺南市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將市府的

開放資料以通用開放資料格式，集中列示在該平

臺，以提供較佳的品質與存取方式，此一開放平

臺的價值不只在於公告各項應公開的施政資訊，

亦可視為一個內容服務平臺，讓資源有限的軟

體服務業者，將人力專注於軟體本身與服務流

程上，創造臺南開放資料活化加值之效。

（二）警報告示

圖 2　臺南市推動開放政府的策略與作法

資料來源 : 臺南市府團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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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是政府的重要施政之一，本著「超前

部署、料敵從寬、禦敵從嚴、預置兵力、隨時防

救」之策略，在實體防災的基礎上，結合網路科

技警報告示，以開放資料的精神，提供多元防災

警報，讓市民有多元的管道易於收到防災訊息，

進而提早準備、預防，亦能協助通報或傳達訊

息，讓政府防災得到更大的效益。

（三）行程公開

公開市長行程，不僅是開放資料的一環，

亦是滿足市民知的權利，更是市民監督市長、

檢驗市長施政的管道。

（四）野生臺南

蒐集以臺南市政府開放資料進行開發的網

站、行動應用軟體 APP 或是各種形式加值運用

的成果，後續亦規劃蒐集並逐步開放市府 API

及其文件、相關多媒體素材等，提供外界進行

創新應用開發。

二、開放服務

以開放資料為基礎，提供市民參與政府服

務，分享政府權力，經由協力合作，彙集市民

智力，並進一步透過應用程式介面之開放，擴

大民間參與量能。各項開放服務作為說明如下 :

（一）Open 1999

1999 市民服務熱線係當前民眾反映市政問

題最普及的管道，可視為一個彙集民意的平臺。

Open 1999 計畫主要致力於案件資料的公開，

讓全民監督政府，提供一個標準化的應用程式

介面，結合民間力量，共創公私協力服務。

（二）管線圖資

從平面到立體、從靜態到動態，以 3D 科技

建置與防災系統連結之臺南市「公共管線圖資

資料庫」，並開發手機 APP 公共管線圖資查詢

功能，不僅提供施工單位現場正確的資料，亦

讓市民能隨時得知住家或個人所在位置範圍內

圖 3　臺南市開放資訊平臺架構

資料來源 : 臺南市府團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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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管線圖資，滿足市民知的權利，協助監督工

程品質。

（三）區里會議

區里會議可主動向市民報告各項建設成果

及未來展望，並藉由傾聽地方建言及需求，建立

與各區里、民眾之溝通平臺，讓市民在施政資

訊公開報告的基礎上，共同參與在地建設，共

同解決生活相關問題，共同提升市政服務品質。

（四）公益臺南

透過開放資料為基礎，市府利用民間行善

的資源整合公私協力的力量，打造全方位與建

構完善的開放服務，讓食物愛心銀行、福利地

圖、「住安心　享溫馨」（弱勢家庭住宅改善、

弱勢職災勞工房屋修繕）、達人志工及民間捐

款等資源，發揮最大效益、正面行善的力量。

三、開放決策

（一）重大會議

市府重大會議的決策，其會議紀錄在會後

最短時間內公開，讓參與者與市民可以得知其內

容，達到直接監督市府的目的。市政會議亦以全

程、同步的方式直播，讓市民在沒有任何限制、

不需任何授權下，可以立即取得、資料完整、

且共享市政會議開會及決策過程。

（二）區里會議

區里會議可與基層市民面對面的溝通、聆

聽其意見，不僅是瞭解民瘼與基層需求的最佳

管道，亦是決策品質的提升，更是直接民意與

施政決策的落實。

（三）市政提案

市政提案機制以網路公民為主要對象，民

眾可透過此機制對市政提出建議，進行線上討

論，參與決策過程。相關資訊於提案期間完全

對外公開，於提案結束後亦將保留於網站上供

外界查閱，有效落實並深化公民參與和監督，

與市民協力打造更美好的臺南市。

（四）公民論壇

讓人民瞭解政府在做什麼，最直接的方式

是使民間能參與決策的過程，讓人民從瞭解到參

與，進而直接監督，這是公民論壇的精神。飛

雁新村與新市政中心引入審議民主之精神，在

決策前期將以「願景工作坊」與「城鄉論壇 」

形式廣納各方多元的觀點與主張，透過彼此充

分地意見交流，作為市府最終決策參考。

飛雁新村

飛雁新村開發案是臺南市政府積極推動「開

放決策」的專案，透過舉辦一系列的「願景工作

坊」與「城鄉論壇」方式，作為民眾參與市府

政策的管道。藉由公民參與，讓不同立場的聲

音可以多元、公平的表達、討論，以尋求共識。

因此，「願景工作坊」的召開，邀集了眷

村文化、樹木保護、生態保育、公共藝術、交通

運輸、都市計劃、文化遺址、法律、審議式民

主等各面向專業的市民或團體，以及土地所有

權人、開發計畫施行者、當地里長及市府代表，

透過完整的論述、多元的對話，聚焦「開發區

內樹木保留」、「開發量體對地區之衝擊」、「遺

址挖掘及古蹟再利用」與等議題進行討論，不僅

讓審議式民主的過程和既有行政程序相互融合，

亦藉由此一民主、理性的決策平臺，集合眾人

的智慧，共同尋求飛雁新村合宜的發展方式。

接著，將「願景工作坊」之成果，再由以

登記抽籤方式選出與會公民的「城鄉論壇」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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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與決策討論，最後投票彙整成總成果報告，

做為公民決策意見書，提供市政府做為未來施

政決定參考。

新市政中心

新市政中心為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後的新

議題，社會各界有不同的聲音。因此，市府先蒐

集市議會及各界的意見、臺南發展現況、困境

及未來願景，考量平衡南北發展，形塑「服務

核心」、「產業核心」與「生活核心」，以帶

動大臺南整體發展，初步研擬十項評估原則指

標，選定七個建議位置，透過「開放決策」模

式，以網路「新市政中心主題網站」及實體「公

民論壇」方式，邀請市民共同參與規劃這座城

市未來的發展，研擬出新的願景與方向。

首先，將資料公開於「新市政中心主題網

站」，並蒐集網站上多元、專業的討論意見，

以專人整理，定期回應之方式，方便大家參考

與表達進一步的看法。

接著，舉辦「願景工作坊」與「城鄉論壇」

等方式，讓更多的市民參與、不同的專業發聲，

透過充分的對話與討論，集眾人的智慧，共同

參與大臺南未來的發展與決策建議。 

參、臺南市「開放政府」的執行
成效

一、公私協力、創新加值應用效果

有關臺南市政府資料開放以「透明、參與、

協力」開放政府三大目標辦理，市府規劃之開放

資料平臺，展現本府施政透明，鼓勵民間參與

的態度與決心。平臺於 103 年 7 月，以與國際

趨勢接軌及在地化資料公開為目標，規劃並正

式啟用開放資料平臺。開放資料執行成效面上，

目前平臺資料仍持續增加中，截至 104 年 9 月

底已累計 466 個資料集，1,808 個資料項，13

個創新應用，總類含跨 10 個群組 27 個組織，

累積瀏覽次數已逾 58 萬人次。

目前透過公私協力之推動，完成 Open1999

的平臺及標準化 API 開放，民眾可透過網頁、

電話及 APP 進行事件通報與查詢。禽流感與登

革熱等疫情資料的開放，利用了民間現有平臺時

開放決策．全民參與

願景工作坊

成員：登記發言人士 / 專家
學者／民間團體

成員：一般市民登記抽選

城鄉論壇
老樹

交通及設計
文資保存及再利用

其他議題

分桌論壇
輪流參與不同主題

匯集結論

研擬議案報告書納入市府決策

圖 4　臺南市飛雁新村開放決策架構

資料來源 :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網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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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軸呈現疫情資訊及市府相關作為。臺南市「公

共管線圖資資料庫」，市民與廠商能利用手機

APP 公共管線圖資查詢功能，協助監督工程品

質，發揮市府、市民及工程單位協同合作之服

務。

二、 公開透明、增進行政效能與服務成

果

臺南市政府推動開放服務中的 Open 1999

包含了二個層面、一個指標性功能，第一個層面

是案件資料的公開，透過資料的公布，可以達到

全民監督政府、促進透明治理，以及提升市民

對市府的信賴。另一個層面是主動提供了簡便、

多元的服務管道，包含 Open 1999 主題網頁的

案件通報功能，市民朋友可以看見這個城市裡

大家最關注的市容問題，也可以共同監督市府

的行政效能。另 Open 1999 最具指標性的核心

功能，係經由開放標準化的應用程式介面（API）

圖 5　臺南市開放資料平臺資料成長情況

資料來源 : 臺南市府團隊整理

圖 6　臺南市公共管線圖資開放資料

資料來源 :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網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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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讓民眾延伸運用，以促進更多元的通報管

道，提升民眾參與度，同時使資料應用更靈活，

以達公私協力之效。

（一） 重新檢討現行派工項目及處理期限，

縮短行政處理流程

自 104 年 3 月 14 日起，調整原有 1999

便民服務的 20 項派工為 9 大類 35 項派工，並

縮短處理期限，調整後的派工項目實施後，案

件平均結案天數由 103 年度平均結案天數由 3.5

天縮短為 1.2 天，顯示簡化行政效率的措施已

有所成效。自 104 年 3 月 14 日起至 104 年 9

月 30 日共完成 15,153 件派工案件。

（二） Open 1999 主題網包含下列功能

1. 案件公開功能：網站公開 9 大類 350 多

項的派工案件，市民朋友可以看見這個城市裡

大家最關注的市容問題，也可以共同監督市府

的行政效能。

2. 網頁新增案件功能：網站提供了新增派

工案件的功能，透過簡潔的畫面，民眾可以透

過網頁快速通報並上傳照片。未來結合 LBS（行

動定位服務）功能，讓資訊的呈現更充足，提

供市民更多的通報管道，更讓民眾通報案件以

視覺化的方式呈現。

（三）提供標準化的應用程式介面（API）

1.Open 1999公開了應用程式介面（API），

透過 API，民眾能利用電腦讀取下載所有公開案

件資料，也可以自由設計相關 App 來協力通報

案件，或做其他的加值應用，達到公私協力的

效果。

2. 設置 API 說明專頁詳細說明目前提供的

新增案件功能 API 以及案件查詢 API 規格。未

來市府將逐步提供更多功能的 API。

圖 7　臺南市 Open 1999 服務功能與架構

資料來源 : 臺南市政府研考會網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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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市府公布 API 後，5 月 11 日已有民間開

發者利用此 API 開發一支臺南 1999APP，是公

私協力的成效與結果。

三、全民參與、直接民主與廉能政府

市府開放決策使地方政府的治理面向，不

再是上對下的政策規劃，而是引入參與式民主

精神，使得民眾不僅透過選舉參與政治，更可

以在日常生活中參與政策的推展、溝通與制定，

邁向直接民主之目標。目前臺南市開放政府之

開放決策規劃面向上，已辦理部分，包括：市

政會議網路直播、區里會議、飛雁新村開放決

策以及新市政中心開放決策等四項。未來將續

就公益臺南、市政提案、公民論壇等直接與民

間息息相關之開放政府決策提供服務。

目前已辦理之開放決策工作項目中，飛雁

新村與新市政中心開放決策，皆引入審議式民主

的精神辦理。飛雁新村採願景工作坊與城鄉論壇

形式執行，透過意見的充分表述，讓各方充分瞭

解彼此的聲音並受到尊重。市府重大決策藉傾聽

民意以達凝聚市政共識之效，確保「公民參與」

之精神得以落實。開放政府是根植於施政透明、

公民參與及協同合作的制度，進而深化民主課

責，最重要的是建立廉能防腐、陽光透明的政

府。

肆、結語

開放決策的推動，將激起公民主動參與政

府施政的熱情。在開放決策推動過程中，除了來

自熱心的公民參與外，亦須面對特定公民參與

的困境，而如何在制度設計上擴大公民的參與，

是亟待解決的課題。推動開放政府，將處理民

眾要求開放更多政府資料問題，已開放的政府

資料，可能僅限於某一段時間，若民眾要求開

放更早年度的資料，則有更早年度資料不齊全，

或未數位化的問題。另外政府資料亦包括多元

資料應用與統整問題，如飛雁新村專案資料所

需資料則包含市府資料、中央主管機關資料以

及企業廠商、民眾土地個資等相關資料，未來

要求整體性資料開放需求會愈多，涉及諸多資

圖 8　臺南市政府 Open 1999 網頁

資料來源 : 臺南市政府研考會網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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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整合與技術問題必須解決。

開放政府資料涉及許多法律規範，諸如政

府資訊公開法、政府採購法、個人資料保護法、

檔案法、著作權法等，亟需建立政府資料開放平

臺之資料開放程序或內控機制，因此政府資料

開放平臺之資料規範須更周全。政府資料的開

放，經由視覺化的處理，以圖表、圖文、地圖等

形式，讓資料具有可讀性、可親近性、平易性。

有關資料再利用部分，中央尚在研議討論階段，

因此在開放資料後，為縮短資料落差，推動的

開放服務架構，勢必面臨資料再利用等權益等

問題，政府必須有所因應，以杜絕未來利益衝

突或法律爭議。

隨著民主政治的發展，資訊與通訊科技的

普及，民眾快速掌握資訊與利用資訊，形成與政

府溝通對話的管道與機制，已較過去更有可能

直接參與，了解公共事務的內容與趨勢。政府

公共服務面對公民對於社會改善、對應層出不

窮的新興事物與權利需求，也應即時透過開放

政府的運作模式，提供更便捷與有效率的服務，

以增進政府整體行政效能。因此地方政府公共事

務權力運作體制須轉變，以透明參與協力，落實

全民政治。臺南市在開放政府的推動上，可以

藉由現況問題或需求資料的彙集、公開，經過

討論、對話、辨論，透過投票決策機制，讓市

民自己參與在地施政決策，實現「透明、參與、

協力（合作）」的開放政府。

參考文獻

1. 臺南市政府。2015。臺南市開放政府 - 簡報資料。臺南：臺南市政府。

2. 臺南市政府。2015。推動開放政府 資料開放讓公民參與 - 簡報資料。臺南：臺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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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參與提點子

莊明芬  國家發展委員會資訊管理處副處長

壹、緣起

民眾參與公共政策係民主制度建立與民主

深化的重要關鍵，隨著數位時代來臨，民眾參與

公共政策的管道，正逐漸產生變化，從過去參與

方式如座談會、諮詢會、說明會、公聽會及聽證

會等，其機制係由上而下的研擬過程，較偏重

反映少數社會主流價值的溝通模式，已漸漸無

法滿足廣大民眾的需求。隨著行動上網的普及，

以及社群媒體高度發展，其容納多元與包容的價

值觀，對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產生了質變與量變，

同時對政府公共治理帶來機會與挑戰。因此，民

眾對參與公共政策制定以及對政府回應速度與

執行力之期待也相對提高。打造一個雙向暢通的

溝通管道，讓民眾可以暢所欲言，反映對政策建

言及對政府的期待，為目前政府施政的當務之

急。另外，建構完整的資訊公開環境、促進民眾

參與、提升政府治理運作效益，集結眾人智慧，

擴大施政量能也是政府責無旁貸的責任。

貳、國際發展趨勢

在公民參與公共政策運作機制上，除國際

組織對電子參與的積極呼籲外，本文將介紹公

民參與運作發展成熟的國家，包括新加坡、英

國及美國，藉以取其菁華，建構適合我國國情

之公民參與機制。

一、國際組織的倡議

聯合國 2014 年發表「電子化政府調查」

（United  Nations E-government Survey 

2014 ）報告，提出 E 參與（E-participation）

指 標， 涵 蓋 三 大 層 次， 包 括 資 訊 透 明（E- 

information）、意見諮詢（E-consultation）

及決策制定（E-decision-making）。這份報

告直指，藉由 ICTs 科技的進展，將有利於擴大

政府與民眾溝通互動，聯結民間及社群資源建立

夥伴關係，使政府精確掌握民意，政府在制訂

政策過程的決策體系中，適度授權民眾，吸納

民眾創新理念，使雙方成為政策公共價值的共

同創造者及貢獻者，永續發展民主價值的基礎。

世界銀行在 2014 年出版的「資通訊科技

能否填補課責的缺口」一書（Can ICTs Bridge 

the 「Accountability Gap」）表示，以透明

政府為核心，漸次發展至參與政府、協力政府

乃至共創政府的境界，希望達到此一境界，有

賴資通迅科技貫穿其間，扮演加速者的角色，

以資訊為基礎，往外擴展至公民參與、協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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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應原則：使用者在「論壇」發起之文

章，其具體意見將轉由權責機關處理。機關回

復的意見將由網站管理人員發布，並以電子郵

件回復發起人。

三、 美國白宮請願網「We the People」

美國於 2011 年 9 月 22 日成立白宮請願網

「We the People」，提供民眾針對當前政府

政策進行請願的管道，或協助提供目前政策法

規上不足之處，達到連署門檻，白宮將會審視

案件性質，分請主管機關審閱，並提出正式的

官方回應。

在參與資格上，民眾年滿 13 歲且在請願網

註冊使用帳號後，即可進行請願或參加簽署。

一般請願書欲獲得美國政府官方回應，必須通

過簽署門檻，在請願網提出請願後，可取得該

案之連結網址，以利請願人透過各種管道進行

宣傳，第 1 階段須於 30 天內獲得 150 份簽署

支持，第 2 階段原規定須於 30 天內獲得 5,000

份簽署支持，因愈來愈多民眾使用該網請願，

為確保請願案具一定公共性，及避免行政部門

圖１　資通訊科技促進課責示意圖

資料來源：參考文獻 2，第 285 頁

作，最後是公民賦能，每一個發展脈動逐漸加

深公民參與決策制定的力道，保障民眾參與公

共事務的權利，建立政府與公民間的信賴關係，

從而提升政府治理運作效益。

二、 新加坡政府公民參與平臺「REACH」

新加坡政府於 2006 年 10 月推出公民參

與平臺「REACH」，以收集公眾意見為主，

成為政府機關與民眾互動的平臺。2009 年 1

月，REACH （reaching everyone for active 

citizenry @ home）正式上線。

（一）REACH 平臺三大關鍵作用為：

收集和衡量新加坡民眾的意向、擴大觸及

範圍並與民眾互動、透過公民參與，提倡積極

的公民精神。

（二）新加坡公民參與平臺處理流程：

1、任何使用者透過登錄 Facebook 的帳

戶，可在「論壇」依據不同的主題發表意見，

任何使用者亦可針對其他人發布的主題，以

Facebook 帳號加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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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費過多行政資源於未具公共議題之請願，美

國政府爰於 2013 年調整第 2 階段簽署數由 30

天內獲得 5,000 份簽署提高至 10 萬份。

統計至 2014 年 10 月底計有 206 件獲得

官方正式回應，並公告於網站上，公開供民眾

點閱，過程公開透明。惟亦有部分民眾希該平

臺能再發揮更具體的效用，因有部分通過連署

提案之議題如槍枝管制，民眾迄未滿意政府的

回應及解決之道。

四、 英國下議院線上請願平臺「e-Petitions」
英國國會於 2011 年夏天正式推出電子請願服

務，目的是提供大眾參與政策的便捷管道，要

求政府重視某項特定議題，進而制（修）訂相

關法令。進行請願或參加簽署者，必須是英國

國民或生活在英國的居民。

（一）請願流程：

1、提出前先搜尋之前是否已有相同的請願

（相同的請願，將不被接受）。2、請願者提出

一個新的請願書，需選擇負責的政府部門，並

提供真實姓名、地址和電子郵件（須以個人身

分）。提交的請願書將由負責的政府部門檢視

請願內容（如與現有請願重複，含機密、誹謗、

虛假或誹謗言論，及問題的關鍵非屬政府責任

等將不被接受），至少需 7 天，被接受的請願

書即發布在請願網站。

3、請願書開放的期間可長達 1 年，請願者

亦可自訂在 1 年之內關閉請願書。

4、請願書發布之後，請願者會收到連結網

址，可以分享給希望邀請簽署的人來進行宣傳。

參加簽署的人同樣要提供姓名、地址和電子郵

件。

5、獲得 10 萬簽署的請願書，將有資格提

交至國會進行辯論。

（二）進入辯論階段：

1、請願書達到 10 萬簽署的門檻，由下議

院主席通知後座議員事務委員會（Backbench 

Business Committee）說明請願書訴求。

2、須有一位國會議員代表表態支持，因此

請願者在達到簽署門檻後，若無國會議員支持

者，民眾須自行連繫國會議員支持。

3、委員會決定是否將請願排入討論議程。

4、安排討論議程。

（三） 網站公布回應內容，並公開委員會討

論的內容。

由於英國採內閣制，線上請願的運作流程

與下議院息息相關，任何請願案都需經由正式的

議會流程，方能轉為具體政策方案，雖然請願流

程冗長繁複，惟如有建設性或社會高度關注的請

願議題，主責機關不待連署成案即會進行回應；

至近期歐洲處理敘利亞難民問題，在英國亦連

署成案（禁止難民進入英國）進行辯論。

參、我國公民網路參與機制發展
現況

過去我國公民網路參與機制的設計，隨著

資通訊科技的發展，亦建置公民參與環境，強化

多元管道進行互動溝通，在第四階段電子化政

府階段（100-105 年），強調促進公平政策參

與，大力推動政府資料開放政策，建立公開透明

政府，同時持續檢核各部會及直轄市、縣市政

府網站，以充分揭露政府資訊，傳達政策資訊，

提供民眾參與公共議題之環境。此外，亦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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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Web 2.0 應用技術，結合社會網絡運用社群

媒體，強化公民集體參與，提升政府公開、透明

及課責。近期更在民眾高度關切的重大政策上，

如經貿國是會議、全國能源會議、金融產業發

展與金融消費者保護措施政策、自由經濟示範

區及內閣踹共等，創新啟用網路直播、實體會

議等網實整合作法，或利用開源軟體蒐集民意，

或直接與網友面對面溝通，獲得初步成果，惟

政府在網路參與機制的常設管道上，參酌上開

國家網路平臺設計及運作機制，仍有努力空間，

包括建立常態管道徵集群眾智慧，政府有效性

回應，並將民眾建議納入政府決策體系一環，

相關行政管理機制與規範，須進一步完善規劃。

爰為促進我國國民網路參與公共政策，國發

會參考英、美國家發展經驗，及依據 103 年 7

月「經貿國是會議」全國大會總結報告之決議、

「ide@Taiwan 2020 （創意臺灣）政策白皮書」

之「透明治理構面」核心理念，於本（104）年

2 月 10 日正式推出「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

（http://join.gov.tw）（簡稱參與平臺）。

一、公民參與機制具體規劃

參與平臺提供四項網路參與服務功能，包

括政策形成前的「政策諮詢（眾開講）」、計

畫執行中供各界監督的「重大施政計畫（來監

督）」、徵集群眾智慧的「國民提議（提點子）」

及便利民眾反映意見之「首長信箱（找首長）」

等（公共政府網路參與平臺架構詳圖 2）。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分三階段建置及推

動：第一階段於 2 月 10 日開放「政策諮詢（眾

開講）」及「首長信箱（找首長）」，「眾開講」

設計理念係由部會主動針對政策形成前的議題

規劃上架，上網徵詢各界意見，至「找首長」則

對各部會首長信箱進行整合，便利民眾向首長陳

情反映個人意見；第二階段於3月31日開放「重

大施政計畫（來監督）」，針對已經著手進行

的政策，提供各界監督政府施政，以利民眾瞭

解重大計畫或政策施政進程，並給予反饋意見；

第三階段則於 9 月 10 日開放「國民提議（提點

子）」，由民眾主動針對公共議題提供創意見

解或政策建言，為使提議具公共性質，須經二階

段附議程序，達到附議門檻成案者，政府機關須

正式具體回應。因本項服務係我國首次推動徵詢

圖２　公共政府網路參與平臺架構

資料來源：國發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

1. 國民提議（提點子）
104.09.10

公民主動發起
徵集群眾智慧

2. 政策諮詢（眾開講）
104.02.10

政策形成前徵詢
各界意見

3.重大施政計畫（來監督）
104.03.31

計畫執行中提供
各界監督

你揪團 我回應
Join.gov.tw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

4. 首長信箱（找首長）
104.02.10

連結各部會首長信箱
反映意見

參與
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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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智慧的網路提議機制，本文將作更多著墨，

說明整體機制規劃過程以及實施之階段性成果。

二、國民提議（提點子）服務說明

為完善國民提議（提點子）服務，國發會

於本年 7 月 17 日公告「公共政策網路提議試辦

實施要點」，系統服務於同年 9 月 10 日上線，

試辦 6 個月，包含提議者認證、提議、檢核、

附議及回應等五項程序，各項程序說明如下（網

路提議附議流程圖詳圖 3）：

（一）提議者認證：

採匿名制，凡我國國民以多元帳號（Facebook、

Google 及 Yahoo）登入，並經手機及電子郵件雙

重認證後，即可就公共政策提供創意見解或政策

建言。雙重認證的設計原則希望不造成民眾濫用

網路參與機制，並確認一旦提議成案後，主責機

關可連繫提議者進一步溝通政策建議內涵。

（二）提議：

以行政院及其所屬各級機關管轄之職權為

範圍，不包含總統府及其他四院。由提議者勾

選最多三個權責機關辦理，或由參與平臺管理

機關協助判斷業務職權歸屬。

（三）檢核：

經參與平臺管理機關 7 日內初步檢核提議

內容之職權範圍、提議原則，及通知權責機關

於確認，若無疑義，於隔日即進入附議程序。

（四）附議：

採二階段附議，第一階段應於 15 日內取得

250 份附議，第二階段應於 30 日內取得 5,000

份附議（含第一階段附議數），即可成案。

（五）回應：

權責機關對成案之提議，應研擬具體回應，

聯繫提議者瞭解提議訴求，並得召開研商會議，

邀請提議者列席說明。成案之提議處理期間以

不超過 2 個月為原則，並須將回應資料公開於

參與平臺。

秉持資訊公開透明之原則，參與平臺將公

開提議者（暱稱）、檢核過程、參與附議者帳號

（暱稱）及權責機關回應等資料開放外界查詢。

另外，為保持行政中立，我國網路提議機制參考

英國國會請願網作法，遇有全國性選舉，於投

圖３　網路提議附議流程圖

資料來源：國發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

1. 對類似提議，不做併案處理

2. 不限制成案或不成案之議題再次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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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日前 75 日暫停提議，並於投票日前 30 日暫

停附議。因此，105 年 1 月 16 日適逢總統及立

法委員選舉，網路提議將於本年 11 月 2 日起暫

停提議，12 月 17 日起暫停附議，並於 105 年

1 月 18 日重啟試辦。

三、國民提議（提點子）試辦推動成果

（一）提議情形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提點子」服務功

能自今年9月10日上線以來，截至10月29日，

短短不到 2 個月內共有 50 多項提議，如「將幼

稚園小、中、大班都納入小學義務教育」、「將

公益彩券盈餘確實運用在弱勢族群生活需求，並

請求公開。」、「廢除『健保補充保費』政策」、

「裁罰高速公路車輛利用行車安全距離超車」、

「是否贊成將國家撥給政黨的競選費用補助金

門檻由3.5%降為3%，並設置10%的上限?」、

「應對可參與健保資格做出限制與規範」、「引

進鞭刑」等多元議題正處於附議階段。

參與平臺另設有協作機制，民眾於正式提

議前，可於參與平臺提出協助，基於共同協作

理念，由提議的民眾開放志同道合者協助提供

意見，完備提議內容。

（二）成案情形

已成案提議之連署情形表

提議日期 提議名稱 提議程序 附議數 分享數

104.09.24

讓癌症免疫細胞療
法的修法法案，在
2015 年 12 月 底
前送入立法院以及
加速癌症新藥的引
進速度

1041006 進入第 1 階段附議
1041007 進入第 2 階段附議
1041014 完成二階段附議

5,518 14,000 個推文至 Facebook，
61 個推文至 Google+

104.09.26
廢除「股利扣抵率
減半」政策，恢復
昔日全額扣抵

1041007 進入第 1 階段附議
1041008 進入第 2 階段附議

5,002 6,201 個 推 文 至 Facebook，
22 個推文至 Google+

本平臺首先成案的提議，係民眾於本年 9

月24日提議「讓癌症免疫細胞療法的修法法案，

在 104 年 12 月底前送入立法院以及加速癌症

新藥的引進速度」，本提議於 10 月 6 日開始進

入附議，並於 10 月 14 日通過 5,000 位國民附

議；另一案則是民眾於本年 9 月 26 日提議「廢

除股利扣抵率減半政策，恢復昔日全額扣抵」，

本提議於 10 月 7 日開始進入附議，並於 10 月

29 日通過 5,000 位國民附議。2 項提議獲得逾

5,000 位國民的連署支持正式成案，依據訂頒之

「公共政策網路提議試辦實施要點」，權責機

關衛生福利部及財政部必需著手研擬回應內容，

並於 2 個月內公開說明。

就已成案研處情況，以衛生福利部針對「讓

癌症免疫細胞療法的修法法案以及加速癌症新

藥的引進速度」的處理程序分析，該部於 10 月

17 日進行初步回應，說明對此連署案的回應規

劃如下，略述如下（摘自參與平臺提點子機關

回應網頁）：

本案 10 月 14 日成立當日，適逢召開《細

胞治療管理專家會議》。由於本案提案內容與細

胞治療管理高度相關，在會議上初步徵詢出席

專家之意見，並達成以下共識：「針對醫療迫

切需求病人，將採取開放態度，研擬品質及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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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管理配套制度，並儘快成立部級專家委員會，

規劃細胞治療得採醫療技術及醫療產品併行方

式，讓細胞治療運用更多元且彈性」。

（三）後續處理作為及步驟：

依據公共政策網路提議實施要點第 8 點，

衛生福利部須於 2 個月內即 104 年 12 月 14 日

前完成具體回應。該部回應時程規劃為：

第一步問題釐清，10 月 31 日以前，聯繫

原始提案人，釐清並確認提案內容；第二步資

料提供，11 月 15 日以前，盤點議題相關資料

並公開；第三步討論研議，12 月 13 日以前，

進行訴求研析及可行性評估，必要時召開會議

徵詢意見； 第四步於 12 月 14 日以前正式回應，

回應情形將公開於參與平臺，以利關心此議題

的民眾瞭解。

由以上衛福部初步回應，可瞭解政府機關

對成案的處理作法已與過去大為不同，政府以

更慎重的態度處理民眾連署成案的議題，與當

事人進行溝通，並力求處理過程公開透明，研

處結果亦同步公布在網站，供大眾檢視。

肆、結論與精進作法

國民提議（提點子）此一機制係為首創，

乃是我國公共政策參與之重要里程碑，制度初

始或有諸多須經實作後才能體悟之問題，必須

據以檢討精進，因而設有 6 個月試辦期。在試

辦過程中，承各部會結合各機關網站或社群媒體

進行宣導推廣，希能有效引領民眾熟悉網路公

共政策參與機制，及針對公共政策提供創見或

政策建言，透過附議過程，形成共識，彙集群

眾智慧協力擴大施政量能，建構網路民主規範。

有關我國民眾網路參與機制的精進做法，

國發會將持續蒐集參與平臺實作經驗與各界意

見，力求精進，以打造完善合宜的提議機制，

具體作法如下：

一、檢討參與平臺的標準作業流程，使其

更具彈性與合用。如提點子功能檢核機制、成案

天數及附議門檻數、以及行政機關處理之行政成

本，避免影響正常業務之運作等，皆須進行評

估，考量衡平性，使制度的運作能夠穩定發展。

二、強化資訊公開與開放資料。民主國家

政府資訊公開與資料開放是施政透明的展現，

亦為民眾參與的基礎，是以參與平臺所有提議

者的提案，連署數及機關回應等資料，將以公

開資料集方式，公開各界檢視運用。

三、國民提議（提點子）作為公共政策議

題網路投票（i-Voting）結合晶片身分證（eID）

前導實驗場域。現階段網路投票最為人所垢病

之處為技術上無法真正做到人別確認，雖透過

電子郵件及手機驗證，甚至特定服務卡，如悠

遊卡整合臺北市服務且具身分認證之臺北卡，

仍無法具有普及性及居住地一人一票之驗證。

目前國民提議及附議程序結合未來晶片身分證

的啟用，將可轉化目前以電子郵件附議之缺失，

提供民眾直接線上表達公共政策的意見及投票，

讓公共政策網路參與機制更加完善，更具代表

性。

國民提議（提點子）的濫觴，翻轉了傳統

公共政策參與模式，開啟政府與民眾更深化的

互動溝通管道，協助政府擴聽與助聽民間的聲

音，有利於社會創新能量納入政策過程，此一互

動參與過程，充分展現民主學習機制，培養積

極負責的公民素養，政府與民眾為共同決策者。

國民提議（提點子）已啟動，未來仍有待大家

共同努力，攜手共創施政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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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資訊系統（GIS） 
在政府審計之創新應用

曾彬凱  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簡任稽察兼科長
洪鳳儀  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薦任審計

壹、前言

近年來，我國審計機關在審計部林慶隆審

計長之領導下，與國際審計緊密接軌，將政府審

計之價值與功能賦予新的時代意義，更為踐行

「創新」之核心價值，積極引進前瞻審計技術，

以激發政府審計永續成長的新動力。本文將以

臺北市違規停車取締執行情形審計為例，說明審

計機關在傳統民生議題查核中，創新引進地理資

訊系統概念，藉由空間分析方式及相關電腦審計

技術，深入檢視政府施政作為，促進公部門之

良善治理，發揮政府審計最高價值。在案例中，

將發現審計證據經過數位化與圖像化之處理，

不僅查核事實更容易具體展現，同時亦能確保

審計意見公信力；而審計機關自我期許之監督、

洞察及預警等角色功能，亦將奠基於更紮實穩

固基礎上，迎接未來審計工作數位化之挑戰。

貳、地理資訊系統（GIS）簡介

在 20 世紀以前，人類運用測量及製圖技術

作成地圖，以描述地球表面空間事物之工具。爾

今隨著科技進步，則結合各種地圖圖層，創造了

儲存、分析及管理真實空間地理資訊的整合系

統－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簡稱 GIS），據以描述二度（平面）、

三度（立體）及四度（空間與時間）等地理現

象，更有效率地解決與空間規劃相關之議題；

此外，亦可藉由套疊、環域、路網、空間內插、

地形及 3D 動態模擬等空間分析技術，將分布於

個別圖資之物件予以串連，建立相對空間關係，

並獲得更多屬性資訊（如圖1）。經過多年研究，

GIS 已發展成為跨學門、跨領域之科學技術，

並在交通、水利、國防、商業等各種領域上，

獲得廣泛運用。

參、行政部門推動地理資訊系統
（GIS）之概況

政府為提升各部門空間決策品質與行政效

率、有效整合空間資訊，於民國（下同）79 年

圖 1　

資料來源： http://ttieng.com/gi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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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內政部成立「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95

年更將推動層級提升至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先後推動包括「國土資訊系統基礎環境建置計

畫」（87 年～ 92 年）、「國土資訊系統計畫

（基礎環境建置第二期作業）」（93 年～ 96

年）及「國家地理資訊系統建置及推動十年計

畫」（95 年～ 104 年）。各項計畫多年執行結

果，已陸續建置高度共同之基本底圖（即核心

圖資），包括基本地形圖、臺灣地區通用版電子

地圖、門牌位置資料、數值地形模型、地籍圖與

影像資料等；另逐年分階段結合國家重大建設，

如國土規劃、國土復育、國土保安、國土監測

及防救災應用需求，建置相關圖資與應用系統，

拓展施政應用層面。

至於地方政府發展地理資訊系統之目的，

不僅係為了配合中央推動國土資訊系統之政策，

更為呼應民眾對政府服務品質及效率之殷切要

求，以及提供機關業務推動所需之查詢、管理，

以至評估規劃、決策分析等用途。如臺北市政

府依據各單位業務職掌，已發展行動 APP、市

政行銷、交通服務、災害應變、都市計畫、工

務建設等 GIS 基礎建設；同時整合各類地理資

訊服務，以擴大其加值應用範圍，快速提升人

民智慧生活（如圖 2）。

肆、GIS 審計創新應用案例—臺
北市政府取締違規停車執行
情形之審計

相對於行政部門推動建置 GIS 之目的，主

要在於有助政府施政，或提供人民地理資訊加

值服務；審計機關則藉由 GIS 之空間資訊分析、

影像比對等功能，突破傳統查核限制，強化監

督能力，同時亦可據以研提前瞻性意見，妥適

扮演「良善公部門治理」架構之關鍵角色。下

文謹以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查核「臺北市政府

取締違規停車執行情形」之案例，說明審計機

關依據嚴謹系統化審計流程（如圖 3），將 GIS

創新應用於傳統民生議題之查核過程與成果（查

核架構如圖 4）。

一、 考核政府對於「違規停車」之處理

成效，踐行「以民為本」之審計價

值

停車問題向為都會區開車族的夢靨。依據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統計顯示，民國 102 年

交通違規案件高達 108 萬餘件，其中違規停車

（簡稱：違停）案件所占比例最高。惟民眾即

圖 2　臺北市政府地理資訊系統首頁展示圖

資料來源：臺北市相關地理資訊系統網站

臺北市道路管線管理系統 臺北市民政局門牌整合檢索系統 臺北市山坡地資訊系統

政
策
新
知

111 第三卷  第四期 104 年 12 月  



INTOSAI

BSC

GIS

審計機關 行政部門

關切
民生議題
促進政府
良善治理

賡續推動
利民措施
增進
人民福祉影

響
公
共
安
全

嚴
重
困
擾
市
民

圖 3　政府審計系統化流程圖

資料來源：審計部

圖 4　「臺北市政府取締違規停車執行情形」查核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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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受停車問題嚴重困擾，卻仍為了一己之私而

違規停車，不僅阻礙交通，甚至造成交通事故；

而當違停行為發生於消防通道、消防栓附近，

或學校、醫院等公共場所出入口，更可能造成

延宕緊急救災時效，影響公共安全之嚴重後果。

審計機關積極促進國家良善治理，嚴謹篩選攸

關人民生活、公平正義之重大議題進行調查，

爰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乃規劃辦理「臺北市政

府取締違規停車執行情形」專案調查，根據臺

北市用路人違規停車影響公共安全之事實，考

核臺北市政府相關取締防治作為是否具體有效，

並據以研提適切審計意見於有關機關，希能有

效減輕臺北市違規停車及其影響公共安全風險，

踐行審計機關「以民為本」之審計價值。

二、查核策略

由於臺北市違停件數甚多，審計機關無法

以傳統稽察方式就個案逐一審視政府取締成效，

爰藉由民眾違停地點之地理特性，以議題分析

（Issue Analysis）方式研訂查核重點及策略；

嗣向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等機關蒐集違停案件

資料，經整理轉換為地理數位化資訊後，運用

GIS 電腦軟體－ QGIS 就各項查核重點深入分

析並掌握事實，據以研提審計意見於有關機關。

本案例之主要查核議題及查核策略如表 1：

三、調查發現事實暨機關因應改善措施

表 1　查核議題與策略分析表

查核重點 GIS 主要分析功能 查核策略

警察拖吊違停車輛之成效 屬性表查詢

1. 蒐集交通警察大隊舉發或民眾檢舉之違停案件資料。
2. 將相關地理資訊匯入 GIS 電腦軟體進行查核比對。
3. 全面檢視警察以拖吊方式處理違停車輛之相關案件，進而分
析其拖吊作業有無便宜行事。

對於民眾舉發案件，警察有
無積極取締告發

套疊分析

1. 利用 GIS 電腦軟體之套疊分析等功能，批次查核民眾相關舉
發違停及警察違規取締案件之關係。
2. 深入檢視警察機關對於民眾違停影響公共安全之取締作業是
否積極允當。

民眾違停地點行為影響公共
安全者，政府於其地點附近
有無提供足夠停車設施

環域分析

1. 運用臺北市圖資中心共通平臺所提供坐標轉換工具，將違停
地點附近停車場之地址定位成座標。
2. 運用 GIS 電腦軟體進行整合，以瞭解其空間分布特性。
3. 蒐集統計相關停車資訊，以瞭解車輛違停地點附近停車場之
使用情形。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表 2　臺北市影響公共安全之違停案件檢舉告發統計表

舉發或檢舉違停場所（處） 交通警察告發（141,031 件） 民眾檢舉（127,794 件）

消防通道（共 175 處） 561 1,039

消防栓（共 83,802 處） 905 2,289

消防分隊（共 45 處） 34 1

學校（共 342 處） 3,654 817

醫院（共 45 處） 428 0

合        計 5,582 4,146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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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係以臺北市 103 年 1 至 4 月間發生

車輛違停之案件為查核範圍，經統計結果發現，

警察舉發案件計 14 萬 1,031 件 1，同期間民眾

藉由 1999 臺北市民當家熱線檢舉違停案件則有

12 萬 7,794 件。至於交通警察舉發及民眾檢舉

違停案件之地點中，位於消防通道、消防栓、消

防分隊前，以及學校、醫院等可能影響公共安

全之公共場所出入口者 2，分別計有 5,582 及

4,146 件（詳如表 2）。

經運用 GIS 分析結果：發現違停於大馬路

旁之車輛遭拖吊比率明顯較高，至於違停在消

防通道等巷弄地點之車輛則比率甚低，產生與

消防通道 24 小時優先取締告發拖吊之規定未合

之缺失，業經通知促請臺北市政府檢討改善。

茲將各項缺失之詳情及臺北市政府相關因應改

善措施分述如后：

（一） 警察對於大馬路旁違停並舉發之車輛，

其拖吊比率遠高於巷弄違停車輛；至

於違停於消防通道等巷弄地點之車輛

拖吊比率甚低，違反有關規定，且危

及消防救災公共安全

1. 經運用 GIS 屬性表查詢功能，發現 103

年 1 至 4 月間交通警察所舉發案件，其車輛

違停地點發生於非巷弄（即大馬路旁）者，計

92,396 件，其中警察舉發後將違停車輛拖吊移

置者計 31,652 件，拖吊比率 34.26％；至於警

察舉發違停地點發生於巷弄者計 48,635 件，其

違停車輛遭警察拖吊移置者計 1,267 件，拖吊

比率 2.61％。上開資料顯示，警察對於巷弄違

停之車輛以拖吊方式處理之比率甚低，無異變

相鼓勵民眾將車輛違停於巷弄，相關執法方式

容有改善空間。

2. 進一步藉由軟體套疊分析功能發現，

臺北市共 175 處消防通道，其中 60 處曾發生

民眾違停情事，違停件數共 561 件，惟警察

舉發後將車輛拖吊移置者僅 68 件，拖吊比率

12.12%，不符臺北市政府訂頒「臺北市政府消

防通道劃設及管理標準作業程序」有關消防通

道須 24 小時淨空之規定；且違停於消防通道之

車輛可能因此於災害發生時延宕緊急救災時效，

危及公共安全。

圖 5　警察舉發違停案件拖吊情形分布圖

（本圖所示案件地點位於臺北市和平東路、建國南路與其鄰近巷弄）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114

P
u

b
lic

  G
o

v
e

rn
a

n
c

e
 Q

u
a

rte
rly

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

 第三卷  第四期 104 年 12 月  



機關改善措施： 研議消防通道淨空成效衡量指

標，並制訂相關規章以有效確

保淨空

臺北市政府研議消防通道淨空成效之衡量

指標，並制訂相關作業規章，明訂違停取締及

拖吊之作業程序，除責由消防局及警察局等單

位規劃專責勤務，逐月檢討執行及成效，如發

現缺失情事，責令限期改善；對於未依規定執

行勤務通報者，將從重追究疏失人員責任。此

外，市府將組成聯合稽查小組，定期實地查勘，

針對缺失限期改善後仍未達標準者，將提報市

政會議檢討查處，以有效確保消防通道淨空，

避免影響救災時效。

（二） 警察巡邏取締地點分布未臻均勻，易

引發民眾質疑執法公平性；若干違停

案件經民眾重複檢舉仍未取締告發，

疑有執法怠惰情事存在，亦待檢討改

善

經運用 GIS 套疊及環域分析功能，就交通

警察舉發違停案件與民眾於同期間檢舉之案件

進行比對，發現交通警察舉發案件之車輛違停

位置較為集中（如圖 6），顯示警察巡邏取締地

點分布未臻均勻，易引發民眾質疑執法公平性，

顯有改善空間。另分析發現，若干違停案件之地

點因位處交通繁忙之地，遭民眾多次檢舉（檢舉

次數逾 20 次以上者，最高檢舉次數達 73 次），

但警察始終未予舉發者計 17 處，相關事實顯示

警察疑有消極執法之情事，勢將無法有效維持

交通秩序，亦待檢討改善。

機關改善措施： 統計違停熱點列為重點執法區

域，增加執法強度，有效嚇阻

違停情事

為加強民眾檢舉違停地點之取締，臺北市

政府將依據「1999 臺北市民當家熱線」檢舉違

停地點等方式，加強分析違停熱點。目前初步

分析結果發現復興南路一段、港墘路等地為違

停熱點區域，將責由警察局各轄區分局及交通

警察大隊規劃專責勤務，增加執法強度，加強

巡查取締；如發現違停情事，即予告發驅離或

圖 6　消防通道等區域違停案件分布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圖例

1999 檢舉違規停車地點
交通警察舉發違規停車地點
臺北市區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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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吊移置，以有效遏止駕駛人僥倖心態，確保

公共安全。

（三） 發生車輛違停之消防通道附近 200 公

尺內設有路外停車場之比率近七成，

且公有停車場之停車使用率甚低，顯

示民眾停車所需資訊似有不足，政府

相關停車政策之宣導尚待加強

經運用 GIS 進行環域分析，發現交通警察

於消防通道所舉發違停案件地點附近 200 公尺

內，存在路外停車場者計 390 件（詳圖 7），

占相關違停案件 561 件之比率為 69.52%；另

查前揭違停地點附近 200 公尺存有路外停車場

者計 126 處，其中公有停車場 10 處；經進一

步比對前揭 10 處公有路外停車場使用率資料，

發現使用率低於 80% 者即有 7 處，其中 1 處之

停車場使用率更僅有 23%，顯示民眾未善加利

用附近停車場，顯示民眾停車所需資訊似有不

足，政府相關停車政策之宣導尚待加強。

機關改善措施： 加強停車政策宣導，引導用路

人合法停放車輛，減少違停發

生機率

臺北市政府除賡續利用官網及相關文宣，

向民眾傳達停車政策，強化消防通道禁止停車之

宣導作為外，並將發布新聞稿，開發北市好停

車 APP 軟體、利用資訊可變標誌（CMS）宣導

相關停車訊息，並於各公民營路外停車場周邊重

要節點設置停車場指引標誌，引導用路人合法停

放車輛。經宣導強化改善結果：初步統計，違

停地點鄰近公有停車場已有八成提升其使用率，

已逐步發揮改善成效，降低違停發生的比率。

伍、GIS 審計效益

本案例除說明審計機關突破傳統之限制，

創新引進 GIS 資訊化應用於審計重要民生議題

之相關查核過程及成果，更反映運用 GIS 之審

計方式可為未來審計工作帶來之價值與效益。

茲說明如下：

一、 拓展地理資訊化應用審計範疇，順

應國際創新趨勢

審計機關以往著重運用 ACL 或 EXCEL 等

應用軟體進行資訊化應用之審計工作，就時間、

金額等非關空間之資料進行比對後，發覺異常

圖 7　消防通道內違停地點附近停車場分布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圖例

路外停車場
消防通道中舉發違規停車地點
消防通道
舉發違規停車地點 200 公尺範圍
道路

承德路

市民大道

新生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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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作為審計證據。至於 GIS 審計方式則可應

用地理資訊快速考核行政機關有關空間議題之

規劃與管理施政作為；對於違規、欠缺合理或

未符合經濟效益之情事，提出相關審計意見，

展現審計機關關切社會人心脈動、監督政府施

政成效之決心。

二、 活用電腦軟體功能，有效提升審計

意見之公信力

運用 GIS 審計進行查核，除不受行政部門

建置 GIS 系統僅能提供特定範圍及功能之限制，

更可針對跨機關、跨領域之查核事項進行分析，

同時克服空間資料通常至為龐大、審計機關不易

分析處理之窘境；相關查核結果因係建立於空

間立體事實，得以有效提升審計意見之公信力，

對審計功能之提升大有助益。

三、 建立空間分析模式，增加審計查核

面向

GIS 審計因具備空間分析之功能，審計人

員對於查核議題中，涉及地點或場所等空間關

係，均可採用套疊、環域等分析功能，諸如查詢

某特定距離內或相鄰之地物，以及交集、穿越，

或被包含等情形，甚至查詢點與線間之距離等，

透過判讀提出意見，促使機關改善。此外，審

計人員亦可進一步運用 GIS 所提供之路網、空

間內插、地形及影像分析之功能，尋求例如最

短道路距離或時間、推算未知區域的空間資料、

計算坡度坡向或土方體積、辨識不同影像間差

異以瞭解土地使用情形等，蒐集作為審計證據，

增加審計意見來源之多元面向。

陸、結語

審計機關要具體展現價值，最終取決於是

否改善人民的生活，而完善的公共治理則是改善

人民生活的必要條件（林慶隆，2013）。GIS

相關產業在當前國際上正處於重要蓬勃發展階

段，而地理資訊科技更被列為三大具前瞻性新

興技術之一，成為政府及企業提升競爭力的重

要工具，應用範圍並至為廣泛。對審計機關而

言，創新運用地理資訊進行 GIS 審計作業，更

可有效考核行政機關之規劃與管理施政作為。

展望未來，審計人員允應積極關注行政機關之

推展狀況，並增加應用 GIS 之相關專業能力，

慎選議題以擴充查核範疇，展現審計機關關切

社會脈動、掌握施政成效之決心，達成國際最

高審計機關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upreme Audit Institutions, INTOSAI）所

揭示「審計機關應被視為對民眾生活產生正面

影響之機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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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委員會 104 年
電子治理策略管理訓練紀實

謝翠娟 國家發展委員會資訊管理處高級分析師

面對共享經濟、群眾外包、行動裝置互

動等新型態公民參與模式崛起，加上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政府資料開放（Open 

Data）、及巨量資料（Big Data）加值服務的

需求日殷，如何善用資通訊科技策略發展電子化

政府為民服務，是現今各級政府機關正積極面對

的重要議題，而公務員需要的能力不再只限於

傳統學理，更需要的是擴展視野與國際接軌及

各種實務經驗的導入。電子化政府服務的優化

與加值，以及公務員世界觀及資訊職能的養成，

是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發會）持續推

動的業務重點之一，國發會於今（104）年已是

連續第 3 年委託電子治理研究中心規劃辦理「電

子治理策略管理訓練課程」，旨在促成政府機

關中高階資訊策略級主管及儲備主管向各界精

英快速學習。

今年課程搭配資訊應用趨勢規劃，內容包

括：電子治理與公共價值、政策行銷與民眾參

與、開放資料與巨量資料、未來趨勢與創新應

用、標竿學習等重點主題，除廣邀學術、資訊、

行銷、民調、創研等各領域達人以演講、座談、

工作坊及參訪等方式分享交流各種數位服務創

新經驗與實務外，也邀請多年主辦「全球電子

化政府排名」的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小尾敏夫

（Toshio Obi）來臺分享各國推動電子化政府

服務重點及推展良善電子治理的策略。

訓練課程主要對象為政府機關（構）承辦

電子治理相關業務同仁或主管，具學士學位且工

作資歷 8 年或薦任 8 職等（含相當）以上現職

公務人員，為使參訓者可兼顧公務辦理需要，課

程設計特別採行隔周上課規劃方式辦理，學員可

選擇參與 5 週 10 天的「全程」課程，或僅參加

2 週 4 天的「單梯」課程，全程參訓學員除學習

時數外，亦能於完成學習成果發表後，獲得政

治大學社會科學院行政管理碩士學程（Master 

for Eminent Public Administrators, MEPA）

3 學分之學分認證。課程一開始，國發會高仙桂

副主任委員也跟學員分享近期的趨勢觀察，由

於共享經濟的崛起，Uber、Airbnb 等新創公司

改變了民眾工作型態與工作參與的方式，同時

也創新商品的服務型態，面對資通訊科技快速

進步以及主客觀環境的改變，政府提供服務及

電子治理的觀念與應對策略的轉變，乃至於個

人基本資料的保護與授權，是下一階段電子化

政府發展的重要議題。

行政院宋餘俠副秘書長也撥空與學員分享

IT 管理與策略思考，以許多案例說明我國電子

化政府發展歷程中遇到的阻礙、突破方式與策

略。宋副秘書長靈活的透過數個小故事，具體

描述了運用創意思考來找到解決困擾或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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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例如推動電子化公文初期，傳統紙本公文

書寫為了書寫對齊，故需公文用紙上印有欄框，

而欄框顏色又因文化特色，因此多數機關單位都

採紅色印刷以寓意吉祥。推動電子化公文，第

一步需先溝通所有資料包括欄框顏色可以由較

為經濟的單色印表機印出，但紅色欄框變黑色，

究竟應該如何溝通說明，是當時的煩惱，有個聰

明的文書主管提出創意，調整當時「文書手冊」

的策略，只改 1 個字就解決那個讓推動團隊煩

惱的問題，就是把文書處理實施要點內容中提及

公文用紙欄框得以『紅』色列印，改為得以『墨』

色列印，『墨』這個字也剛好能對應印表機的

『墨水匣』的慣用稱呼；其後又逐步完成去框、

橫式書寫、電子交換、直至公文全程電子化等進

展。宋副秘書長期勉學員思考問題時不妨突破既

有框架，以尋找創意突破的契機，學員都聽得津

津有味，除了對於政策形成多了豐富的參與感，

更獲得不少寶貴的經驗。

今年在「電子治理與公共價值」系列課程

重點，包括：我國電子化政府發展歷程、數位國

情概況的分享，以及國際電子治理政策規劃的方

向與趨勢。課程除說明網路民調、書面調查與

面訪等各種民調方式搭配的應用策略外，也安

排新型態的民調方式分享，如新興的APP民調。

另「政策行銷與民眾參與」系列課程，則讓學

員觀察學習各國不同領域政策行銷與政策溝通

的技巧及經驗。如年代主播陳園淳分享新聞採訪

邀請的訣竅時，則傳達：邀請採訪單位如何規劃

有趣、吸睛的採訪通知，將有助於增進媒體對活

動或訊息的採訪興趣；另活動時間也要兼顧各種

媒體截稿時間，若想於電視臺中午 12 點到下午

2 點的黃金時間播報，活動相對合適的時間規劃

為早上 10 到 11 點。

除此之外，在「開放資料與巨量資料」系列

課程，則安排創意資料科學家養成之路的分享，

讓學員透過業界達人的互動式分享中，進一步瞭

解政府資料開放與導入巨量資料（Big Data）

分析等政策的國際趨勢與衍生議題的調適策略，

學員更透過工作坊的體驗，具體感受資料加值

的威力，以及挑戰跨領域資料整合解析的觀察。

在「未來趨勢與創新應用」課程則邀請超過 3

間以上民間企業分享其服務創新實務及應用新

興科技趨勢的經驗與作法，並安排「標竿學習」

參訪，走訪包括新創公司、大型物流公司或軟

體公司等新型態企業，讓學員更能近距離觀察

並體驗新形態的客戶互動與服務經營策略。

圖 1  行政院宋餘俠副秘書長分享 IT 管理與策

略思考課程

圖 2  與會人員專心聆聽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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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課程，也規劃一系列的學員互動學習

時間，並有不同主題的專家學者參與分組討論，

更設有專屬線上論壇，讓學員間自由分享資訊、

取得課程講義或補充資料、參與議題研討或與

分組導師空中交流討論等，學員互動熱烈積極。

第 2 週及第 3 週課堂上就開始陸續出現學員們

分享的各種點心，課堂氣氛更顯活潑熱情，除了

學理與經驗的學習，跨領域的學員間互動學習，

也無形增進學員的跨域理解及協調力，課程最

後透過學員的學習成果發表，充分展現學員對

各種新興主題的觀察規劃與應用創意。

完整課程資訊請上電子治理研究中心官網

查詢：http://www.teg.org.tw/

圖 3  典通股份有限公司團隊特聘研究員兼總

經理楊雅惠及資深研究員兼專案經理彭

佳玲分享不同調查法之介紹與 APP 調查

介面操作主題

圖 5  中央研究院陳昇瑋研究員分享創意資料

科學家的養成之路

圖 4  年代新聞陳園淳主播分享政策行銷―從

電視到網路主題

圖 6  學員熱烈互動討論中

 Public Governance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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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府資訊科技理事會
2015 年大會紀實

王誠明　國家發展委員會資訊管理處高級分析師

「國際政府資訊科技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ICA）」係由

約 20 個國家的中央政府機關所組成，為參與電

子化政府等資訊科技應用有關之國際專業組織，

網址為 http://www.ica-it.org。國家發展委員會

代表我國加入該組織，為履行會員國義務，加強

與各會員國之交流溝通，每年均派員出席該組織

年度會議。經過多年努力，我國於 2010 年成功

爭取由 ICA 仲會員（associate member）提

升為 ICA 正式會員（full member）。2011 年

ICA 第 45 屆年會亦由我國主辦，本會藉由該次

機會邀請來賓參加百年國慶相關活動，讓所有

外賓均體驗到臺灣的創新與進步。

本（2015）年第 49 屆年會由瑞典主辦，

大會前一日之國家代表會議通過由日本擔任

下一屆主席，我國國家代表國發會資管處簡

宏 偉 處 長 續 擔 任 ICA 副 主 席 並 兼 任 ICA 計

畫委員會委員。本次 ICA 大會主題為「解放

行 動 化 政 務 – 著 重 社 會 挑 戰（Unleashing 

mobile government–addressing societal 

圖 1  ICA2015 大會我國出席代表，右起國發會資管處簡宏偉處長、

王誠明高級分析師、財政部張志龍分析師、政治大學蕭乃沂

副教授、文化部莊舜清高級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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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我國先前於本年 5 月之計畫

委員會議建議主軸議題增列巨量資料分析之主

題，經討論後確認增列，並推派（財政部財政

資訊中心）以電子發票之巨量資料分析為報告

主題，進行報告。會議議程大綱如下 :

49th Conference Programme
“Unleashing mobile government – 
addressing societal challenges＂

Cybersecurity to protect our Citizens 

in the Digital World; providing practical 

solut ions on how governments can 

minimize security risks for citizens´ 

personal data and own agency enterprise 

data; what sources of big data are being 

used by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but most importantly, how are governments 

applying this emerging field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make decisions and achieve 

desired societal outcomes for their citizens, 

enabling mGovernment to address societal 

challenges are some of the topics this 

year´s conference will focus on.

Session I:

 STRATEGY & CHANGE MANAGEMENT

The  wor ld  o f  I T  has  i n  recen t 

years witnessed a series of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s caused by simultaneous 

emergence of new technologies.   These 

transformations have practical impact 

on the enterprise´s existing computer 

infrastructure and the organization´s 

human resources, especiall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without receiving the 

attention it deserves.

The formulation of a comprehensive 

master plan of IT implementation, which 

combines the needs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business processes with diverse 

opportunities the new technologies enable 

is imperative, however this macro view is 

usually set aside for other more “critical＂ 

short term demands on IT services.   The 

open issues we will confront during this 

session are:

． How do you build a comprehensive 

master plan for IT?

． What tools and services are available 

to build such a plan?

． What are the constraints which must 

圖 2  ICA 2015 大會分組討論改以敏捷式思考

（Agile）與情境問題解決導向之模式，

討論一個問題從過去、現在、未來的角

度，應該如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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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building 

the plan?

Session II:   

INTEGRATION OF MOBILE TECHNOLOGIES WITH 

CITIZEN-CENTRIC  APPROACHES

The steady integration of mobile 

technologies  into the everyday lives of 

people, businesses and governments 

provides a new context for policy-making 

for governments and can give rise to new 

forms of engagement and relationships 

in the public sphere. Smart phones in 

combination with easily accessible apps 

creates opportunities for a fast and wide 

penetration of digital public and social 

innovations – and not simply a support 

for existing government processes. As 

a result, new approaches are needed 

to support a shift from governments 

anticipating citizens´ and business´s 

needs （citizen-centric approaches） 

to citizens and businesses determining 

their own needs and addressing them in 

partnership with governments （citizen-

driven approaches）. This session explores 

different ways of coping with this new 

policy-landscape.

Session III: 

 GOVERNMENT ANALYTICS FROM BIG DATA

This discussion picks up from last 

year´s top rated panel on big data 

initiatives. We have allocated two hours for 

presentations and table discussions that 

will allow us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s 

experience.  What sources of big data are 

being used by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What can be inferred from social 

media? What can we discover by tapping 

into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oT）? What 

techniques are being used to manage 

and analyze the tremendous volume of 

data? Finally and most important, how are 

government´s applying this emerging 

field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make 

decisions and achieve desired societal 

outcomes for their citizens?

Session IV:  

CYBERSECURITY TO PROTECT OUR CITIZENS IN 

THE DIGITAL WORLD

Cyberattacks are clearly on the rise. 

Government CIOs consistently rank 

Cybersecurity high on their agendas. Even 

as governments across the world invest 

heavily to protect its citizens' data and 

other information assets, all that could be 

easily undermined through the actions of 

an unwitting employee or contractor. This 

panel will give us an all-round view by 

sharing what their governments are doing 

to protect their information assets, the 

citizens' data.

Session V:  ENABLING mGOVERNMENT 

Focus on gov app innovation. Most 

governments collect and publish enor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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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unts of data, but have limited resources 

to get it into the hands of their citizens in 

creative and engaging ways. This Session 

will provide the opportunity to be part of 

an event that draws together people from 

government, industry, academia and of 

course, the general public to mash up, 

reuse, and remix data by focusing on “life 

events.＂ Keyword  “mobile.＂

This session aims to provide some 

examples of possible gov apps that are 

based on a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 

and can trigger innovation based on a 

private-public-research partnership.

Following a small presentation of 

similar approaches visualized by MoE and 

eGovlab and depending on participation, 

we will split in groups during this workshop 

（ideally 2-3）.  Each group will address a 

societal challenge and come up with app 

solutions that reflect the topic assigned 

to this group comprised of ICA members, 

Nordic/Baltic representatives, Swedish 

private/public sector and academia.

從本次 ICA 大會各項報告與討論得知，瑞

典、歐盟和以色列報告電子化政府的推動，都

強調開放政府（open government）、開放資

源（open source）、開放檔案格式（open file 

format），以及開放平臺（open platform），在

電子化政府的推動上也都強調智慧政府與數位政

府（smart government/digital government），

以及人本服務（citizen centric）的概念。這與

我國理念相當，我國下一階段電子化政府將推

動數位化政府發展，並且更加重視資料力量，

以公私協力帶動社會及經濟發展。不過比較有

意思的是，對於所謂的開放技術標準（open 

technology standard）部分，很多國家都認為

直接採用業界的標準，而不是像英國由國家從

上而下定義開放技術標準。

瑞典資訊長在主題演講時提到，該國打算

逐步淘汰專屬辦公軟體，但是目前並沒有策略和

時間表，這個觀點與整個大會的「開放」概念

有異曲同工之妙，也獲得一些國家的發言響應。

此外，就行動化而言，各國主軸之行動化服務均

與在地（LBS）個人服務有關，包括 App 追蹤

行蹤確保安全回家、民眾用 App 針對簡單案件

照相報案等，新加坡對在地個人服務與萬物聯網

投資最大，目前已由政府統籌，在全國各地廣佈

感知器，這對於該國日後提供在地或遠距服務，

將產生強大效益。

本次會議另一個比較有趣的是，在分組討

論的作法上首度採用類似敏捷式思考（Agile）

與情境導向問題解決模式，討論一個問題以過

去、現在、未來的角度，應該如何解決。敏捷式

思考主要是以反覆調整之原則，針對整個服務或

圖 3  ICA 2015 大會分組討論，其中一組之討

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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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的發展過程，從需求蒐集至服務提供，

分解成不同階段。與傳統的瀑布式規劃比較，可

以降低風險，也能在做中學，並持續反覆改善，

以回應新的需求與要求，達到開發時設定的目

標。傳統瀑布式的規劃或開發方式，可能要到服

務或研究結論被正式發表的時候，其他人才能知

道結果，但此時若要做任何修改卻已經太遲了。

過去幾年，歐美政府多已體驗到運用傳統方法

帶來時程延遲、超支及效果不彰的風險。因此

轉而求助於敏捷方法，英國 GDS 便是一個好的

例子。此次 ICA 大會藉由分組討論來訓練大家，

也可說是一項創舉。

綜整而言，隨著近年來新興資通訊科技的

快速發展，各種行動裝置和社群網絡普及，傳統

政府以施政電子化提高效率的作法，已經不足以

滿足現在民眾對於政府施政的期待。政府機關

如何善用新興資通訊科技，創新為民服務模式，

進一步提升政府服務品質與滿意度，對各機關而

言，極具挑戰性。因此本次 ICA 會議主題圍繞

在行動化與數位化，希望產生一些創新資訊服

務模式，讓政府如何融入現今高度連結的社會，

利用資料與科技服務民眾，滿足民眾的需求，

同時保障民眾的隱私及權益。透過分組討論交

流，我們也發現各國政府目前之電子化政策與

我國推動方向大致相同，皆有政府資料開放、

行動化政府、政府雲端服務、資料安全等項目，

各國代表所分享的執行過程中遭遇的困境以及

問題如何解決，均可做為我國後續施政參考。

 Public Governance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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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網站引進民間創意
競賽活動紀實

柯炳式　國家發展委員會資訊管理處分析師

壹、活動緣起

行政院於本（104）年 1 月 16 日邀集民間

開放資料社群代表座談，聽取對政府資料開放政

策建言，與會人員建議「政府網站應該要重新設

計，讓所有想用的人可以自由使用」，張善政

副院長表示認同。同年 2 月 10 日行政院召集社

群代表、經濟部工業局、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及國家發展委員會資訊管理處等共同討論「政

府網站引進民間創意競賽規劃」，會中決議由國

家發展委員會及經濟部共同辦理本次競賽活動，

表 1　參賽類別

類別 分組

第 1 類
跨機關網站服務串接

1. 電子化政府入口網 http://www.gov.tw/

2.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http://data.gov.tw/

第 2 類  
網站親和性設計

    指定組

1. 公平交易委員會 http://www.ftc.gov.tw

2. 中央選舉委員會 http://www.cec.gov.tw

3.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http://www.vac.gov.tw

4.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http://www.dgpa.gov.tw

5. 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 http://www.asc.gov.tw/

                  自選組

1. 內政部移民署 http://www.immigration.gov.tw

2.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http://www.ntbt.gov.tw

3. 交通部觀光局（旅遊網站） http://taiwan.net.tw/

4. 經濟部工業局 http://www.moeaidb.gov.tw/

5. 經濟部 http://www.moea.gov.tw/

6. 教育部 http://www.edu.tw/

 

引進民間創意改善政府網站可用性及親和性。

貳、競賽活動規劃

經綜合考量機關網站維運資源、民眾使用

量、跨機關串接服務、網站代表性、類型均衡

性等因素後，選出本次競賽活動建議網站名單。

一、 參賽類別分為兩大類，包含「跨機

關網站服務串接」及「網站親和性

設計」，分組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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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獎勵方式：主辦單位視實際參賽情

形進行調整，各獎項得從缺。（表

二）

三、 政府網站引進民間創意競賽啟動記

者會

四、  競賽期程（公告日104年6月1日）

參、評審作業

本案活動期間計有 36 隊報名 72 件作品，

至 8 月 3 日交件截止日，計有 21 件作品完成繳

件程序。

部分參賽者表示，時間太短無法完成作品、

第 2 類必須至少於自選組及指定組各選 1 個網

站、需同時製作 2 個網站、資料庫與無障礙等

技術功能需要較長時間完成及門檻過高等因素，

未能如期完成作品。

評審作業程序如下

一、 初評

由工作團隊及外部專家組成評分工作小組

進行初評，並於 9 月 9 日進行審查溝通會議，

針對初評結果進行檢視及討論，以供委員評審

圖 1  行政院張善政副院長於本年 6 月 1 日上

午於臺北科技大學會議中心主持啟動記

者會

參考。

二、 委員與團隊座談

為讓各評審委員充分瞭解各參賽團隊的創

意構想，邀請各參賽團隊於 9 月 25 日依序與委

員們座談 15-20 分鐘，讓各委員與團隊充分溝

通。

三、 決選共識會議

10 月 12 日召集本案各委員各機關代表共

同討論，以共識決方式決定獲獎名額及獎項。

表 2　獎勵方式

競賽類別 獎項名稱 獎項名額 獎項總額 獎項內容

第 1 類
跨機關網站服務串接
（共 2 組）

金獎 各 1 隊 2 隊 獎金新臺幣 60 萬元獎狀乙紙

銀獎 各 1 隊 2 隊 獎金新臺幣 40 萬元獎狀乙紙

第 2 類
網站親和性設計

金獎 1 隊 1 隊 獎金新臺幣 30 萬元獎狀乙紙

銀獎 1 隊 1 隊 獎金新臺幣 25 萬元獎狀乙紙

銅獎 1 隊 1 隊 獎金新臺幣 20 萬元獎狀乙紙

針對第 2 類 11 個機關網站所有參賽作品，將依機關網站別各評選出 1 個優勝
作品，分別頒給獎金新臺幣 10 萬元，獎狀乙紙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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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得獎公布

後續主辦單位將主動與得獎團隊聯絡，針

對得獎作品補充相關資料後，適時公告得獎名

單，並邀請參與推廣與宣傳活動。

預計本年底前搭配資料服務產業應用推動

計畫成果廣宣活動辦理公開頒獎活動。

伍、結語

本次辦理政府網站引進民間創意競賽，原

以鼓勵民眾運用創意創作政府網站為主要考量，

惟考量係政府第一次辦理類似活動，活動規劃給

予參賽團隊網站實作時程似乎過短，且政府網

站必須各種功能完整方能服務民眾，經委員會

討論，本次參賽作品網站與各機關期待尚有落

差，惟基於鼓勵性質，仍給予適度獎勵。未來

辦理類似活動，將評估提供較寬裕的實作時間，

以徵集更多的作品。

政府網站是政府為民服務的重要櫥窗，網

站品質良窳亦攸關民眾對政府機關的印象，國

家發展委員會未來將結合政府網站檢核機制，

持續致力於政府網站的經營，以提升服務品質。

圖 2  活動企劃內容並建置「政府網站引進民

間創意競賽」活動網站 https://wdc.tca.
org.tw/，加以行銷。

資料來源：https://wdc.tca.org.tw/

 Public Governance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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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日大型群聚活動風險管理與
 緊急應變交流研討會紀實

曾淑娟 國家發展委員會管制考核處企劃師

國發會為宣導全災害管理的風險管理觀念，

提升大型群聚活動安全，於 104 年 9 月 30 日

於新店大坪林聯合開發大樓 15 樓國際會議廳辦

理「臺日大型群聚活動風險管理與緊急應變交

流研討會」，邀請日本與國內學者專家專題演

講，共有中央與地方各災害業務主管機關人員

約 190 人參加。

本次研討會由國發會曾雪如主任秘書主持

開幕，曾主秘致詞時特別指出風險管理與跨域

合作之重要性；行政院葉欣誠政務委員代表行

政院致詞時，也強調大型活動安全管理及跨部

會協調之必要；內政部陳威仁部長更表示，目

前正研議精進相關管理原則與措施。另外，包

括農委會沙志一副主任委員、行政院災害防救

辦公室周國祥主任、內政部消防署葉吉堂署長

及嘉義市消防局蘇耀星局長等也到場指導，共

同關注全災害管理課題。

國發會負責國家整體發展之規劃、設計、

協調、審議及管考等業務，面對急遽變遷的國內

外情勢，從國家永續發展、資源統籌規劃的視

野與高度，協調推動重大政策， 除經濟發展外，

同時關注社會發展議題，期能發揮國家發展策

圖 1  行政院葉欣誠政務委員

代表行政院致詞

圖 2  國發會曾雪如主任秘書

開幕致詞

圖 3 內政部陳威仁部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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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運籌總部功能，開創國家發展新格局。

鑒於近年來國內跨年晚會、觀光燈會、演

唱會及路跑等大型活動頻繁，如何強化風險管

理與緊急應變，已成為政府重要施政課題。我

國與日本災害管理學術界素有交流，本次研討

會特別邀請到日本早稻田大學長谷見雄二教授、

政策研究大學武田文男教授及東京消防廳平本

隆司課長，與國內學者專家或業務主管機關專

家就「大型群聚活動安全與風險管理」、「大

量傷病患之緊急應變與醫療救護」以及「因應

大型群聚活動風險之災害防救對策」等 3 項議

題進行專題演講，分別由葉欣誠政務委員、周

國祥主任及葉吉堂署長擔任討論議題主持人，

藉由臺日各領域學者專家跨國經驗交流、分享，

進一步促進跨機關合作，強化政府減災、整備、

應變與復原重建的災害防救能力。

本次研討會中，日本學者專家長谷見雄二

教授提出辦理大型群聚活動時，需特別重視活動

設計、建物設計及事前危機管理籌劃。當活動

超過規定人數、沒有明確避難途徑、避難處所

或避難引導，加上突發事件（火災、爆破、暴力）

下之異常心理狀態等風險因子，都會使事故風

險增高。

武田文男教授則介紹日本的災害對策基本

法、消防法、消防組織法、警察官職務執行法、

危險物質規制法等相關法規內容。例如災害對策

基本法主要特色在於規範包括：強化市町村責

任、強化通報義務、市町村長研判相關資訊後

發布出動命令及市町村長應重視的事前措施等，

強化減災更甚於防災之觀念和相關作為；而實

務經驗中最困難之處則在於如何貫徹、落實避

難指令。

平本隆司課長以東京演唱會等活動為例，

說明大量傷患救護之困難及處置方式經驗，並

特別強調應訂定相關事項之標準作業程序、平

日加強演練、事故現場緊急處置因應及前進指

揮官之作為強化等。

國內講座中央警察大學簡賢文教授、長榮

大學何三平教授、衛生福利部王宗曦司長、內

政部消防署陳文龍副署長、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圖 4　日本專家長谷見雄二教授專題講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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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安副局長等學者專家，也從今年 627 八仙

樂園發生塵爆事件之應變、復原、大量傷病患

緊急處理、救治與醫療資源調度，以及災害預防

等分享經驗、進行研討，現場並開放問題詢答

及與會人員綜合座談，在熱烈互動中圓滿閉幕。

災害管理並非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應以創

新思維規劃、推動「全災害管理」和「跨域合

作」之機制和策略方針，以竟其功。本次研討

會透過國內外學者專家理論與實務經驗之交流

分享，對強化我國全災害管理各項具體策略、

加強政府與民眾自主管理，以及提升風險意識、

促進溝通及跨域合作等，應有相當程度之助益，

期能提升我國全災害管理能力，為臺灣打造一

個安全樂居的永續環境。

圖 5　與會學者專家與參加研討會人員綜合座談

圖６  臺日學者專家與行政院葉欣誠政務委員、國發會曾雪如主任秘

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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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務發展趨勢與
展望研討會紀實

莊千慧  國家發展委員會社會發展處專員

近來，隨著公民參與理念及網路雲端科技

發展，政府、企業及民間的傳統界線漸趨模糊，

改變以往政府是公共服務唯一決策及提供者的

角色。為了引領各機關與時俱進，擘劃公共服

務發展新方向，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國

發會）於本（104）年 10 月 30 日在臺北市立

大學舉辦「公共服務發展趨勢與展望研討會」。

就資通訊科技運用、服務創新、感動服務及政

府服務品質獎評獎機制等 4 大關鍵議題，邀請

國內公共服務、服務品質等相關領域之專家學

圖 1  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李

仁芳教授專題演講

圖 2  第一場次綜合座談

圖 3  第二場次綜合座談 圖 4  第三場次綜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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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共同研討，約有全國各地 200 餘位學界及公

務部門同仁共同參與。

國發會林桓副主委致詞時表示，在服務角

色轉變及民眾對政府服務有更高的期待下，身為

最大服務業的政府機關應該與時俱進，提供切

合民眾需求的公共服務。因此，透過各位與會

來賓深入討論，不僅是匯聚未來服務發展的趨

勢，更將拋磚引玉，帶動各機關持續創新精進，

提供民眾更高效率、高品質的服務。

經過各場次討論，與會各界專家學者達成

共識，建議未來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務應朝行

動化、在地化、跨部門及虛實整合等方向發展，

而群眾智慧更將是協助政府創新精進服務的利

器。另外，因應臺灣社會少子化及高齡化趨勢，

現行政府提供服務的模式應大幅改變，未來引

導各機關因應新發展趨勢創設更優質服務。

本研討會討論聚焦在政府應考量服務對象

所在地域或族群的差異，運用多元創新策略，提

供客製化服務。尤其是科技創新逐漸打破地域

及組織限制，讓一站式的整合型服務成為可能。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吳肇銘教授指出，在技術

發展的同時，政府更應加速法規鬆綁、跨機關整

合與公私部門間的協作，以打造更優質的服務體

系，如目前許多地方政府提供資料異動跨機關通

報服務，也推出民眾申辦案件免附相關證明文件

等措施，可供機關規劃整合型服務參考。此外，

吳教授也指出，現今已進入網路社群世代，善

用民眾的集體智慧是服務提升的關鍵，藉由運

用巨量資料分析將民眾建議轉變成服務創新的

根源；或透過「群眾外包」或「公共諮詢」方式，

導入群眾智慧共同精進服務措施，讓民眾就公

共服務提供意見或選擇，或由民眾提出構想，

再由政府落實等。藉由政府與民間的跨域合作，

提供更能切合民眾需求的服務。

另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陳敦源教授及東

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項靖教授都提到，我

圖 5　與會人員聆聽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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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第四場次綜合座談

國人口結構正朝少子化及高齡化轉型，這是各行

各業都無法避免的挑戰，亦將大幅衝擊並改變政

府服務體系，政府的內部分工及外部服務提供

都需隨之調整。國發會將於政府服務品質獎評

 Public Governance Quarterly

獎中，納入考量因應社會趨勢創新服務之內容，

以促使各機關即早因應規劃。

國發會為引導各機關全方位提升服務品質，

推動「政府服務創新精進方案」，並設置「政府

服務品質獎」，迄今已辦理7屆評獎，共計1,143

個機關參獎，從中評選出 203 個得獎機關，作

為各機關學習的標竿，帶動整體政府服務品質

提升。隨著內外在環境的轉變，公共服務措施

或遞送方式應隨之轉型，國發會亦將參酌研討

會討論結果，將服務新趨勢及策略導入公共服

務發展後續方案中，引導各機關持續創新精進，

提供民眾更高效率、高品質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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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共治理協調會報紀實－
精進跨域治理與創新效能作為

鄭清照  國家發展委員會管制考核處專員

「行政院公共治理協調會報」為行政院層

級的重要連結平臺，是中央與地方政府溝通、互

動的重要機制。一方面傳達國家重要施政方針，

協調跨機關公共治理相關議題與交換研考工作

經驗，發揮「跨域治理」精神；另一方面也符

合近來「新公共管理」改革趨勢，促進政府以

具彈性及多元化、跨域合作等治理模式，進行

公共事務的協調合作及創新作為。

本（第 4）次會報於 104 年 11 月 19 日及

20 日（星期四及五）假行政院環保署環境督察

總隊會議室舉行，由行政院環保署魏國彥署長

及國發會林桓副主委共同主持會報，各機關（含

中央機關及地方政府）出席人員計有 120 人。

議程計有：專題演講、業務報告、政策資訊、

討論事項及機關提案協處事項。

本次會報邀請總統府資政陳冲進行提升政

府治理效能專題演講，並以房屋市場公共議題

為例，與現場所有研考人員分享房市議題應從

供需面、交易面、資金面及租稅面等完整思維，

說明管考工作可藉由政策規劃、關照全方面因

素、執行配套及考核監督等邏輯一致性思考。並

強化政策溝通，陳資政也與現場同仁交流意見、

圖１　總統府陳冲資政以房屋市場公共議題為例，分享優質公共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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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行政院第 4 次公共治理協調會報全體參與人員合影

回應相關治理問題。

另本次會報共同主辦機關行政院環保署，

亦針對「資源永續循環利用推動計畫執行情形」

分享報告，就目前國家重大環境政策的規劃重

點分享政策推動及治理經驗。

另外，考量目前各國政府面臨國內外治理

環境激烈變化，各項重大與新興公共事務與公共

問題處理的複雜性日增，民眾對政府需有良善

治理及卓越績效的期待也未降反增。因此，如

何強化政府績效管理制度以因應這項挑戰，已

成為政府施政的重要課題。國發會特別提出「政

府績效管理策進方向」討論案，蒐集各機關意

見，以完備政府績效管理及設計機制。

此外，本次會報也就國發會近期規劃的政

府績效管理制度創新業務進行意見交流，並針

對各級政府研考業務遭遇的 10 項問題與困難

提案，進行面對面討論，尋求解決共識；透過

標竿學習與交流分享創新活動，進而師法學習

驅動創新作為。未來本會報將定期辦理，作為

以跨部會與地方政府雙向溝通、經驗交流的平

臺。

 Public Governance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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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國際政府資訊科技理事會 2015 年大會紀實

「國際政府資訊科技理事會」（ICA）2015 年（第 49 屆）年會由瑞典主辦，我國國家代

表國發會資管處簡宏偉處長續任 ICA 副主席並兼任 ICA 計畫委員會委員。本次 ICA 年會主題為

「解放行動化政務 – 著重社會挑戰」，會中並推派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代表以電子發票之巨

量資料分析為題進行報告。

行政院公共治理協調會報紀實

「行政院公共治理協調會報」本（第 4）

次會報於 104 年 11 月 19 日及 20 日假行政院

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會議室舉行，由行政院環

保署魏國彥署長及國發會林桓副主委共同主持

會報，各中央機關及地方政府出席人員計有

120 人。會中除專題演講、業務報告外，並針

對研考業務遭遇的 10 項問題與困難提案，進

行面對面討論，以尋求解決共識，提供跨部會

與地方政府雙向溝通、經驗交流的平臺。

國家發展委員會 104 年電子治理策略管理訓練紀實

國發會委託電子治理研

究中心自 104 年 10 月 1 日

至 11 月 20 日辦理為期 5 週

10 天針對政府機關中高階

資訊策略級主管及儲備主管

之「電子治理策略管理訓練

課程」。國發會高仙桂副主

委致詞時，強調共享經濟崛

起，Uber、Airbnb 等新創公

司已改變民眾工作型態與工

作參與方式，同時創新商品

的服務型態，政府提供服務

及電子治理在觀念與應對策略上應有所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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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張善政副院長
建立數位政府服務新思維，
強化開放資料、大數據應用深度

因應大數據時代來臨，為強化資訊政策發展、創新服務

品質，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藉由行政組織調整、法規

鬆綁及資通訊技術應用，以達到數位政府服務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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