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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向數位轉型新時代，資料是關鍵的戰略性資產

3

因應人工智慧、物聯網、雲端運
算等科技興起，全球產業都加快
朝數位化、智慧化方向轉型

跨領域資料分析及應用，將促進
國家數位治理及資料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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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放數量多，但⺠間

需高應用價值資料
 機關未主動將具潛在價值之

共享資料轉化成開放資料

 ⺠眾期政府以公眾參與機制

推動機關加速釋出具價值的

資料

資料格式與品質

尚有提升空間
 政府部門資料欠缺共享利用，

機關資料標準格式仍有加強

空間

 機關未預設以API方式提供

即時動態資料

回應⺠眾資料需求

應有制度化機制
 現行大部分機關係內部自行

決定開放資料項目

 機關應更具體回復⺠眾資料

請求，且資料類型認定應以

公私協力審議其合理性

2 3

現況課題

參酌國際先進國家開放資料及資料應用相關政策，近程目標完備政府資料開
放及再利用制度，型塑機關開放文化；中⻑期策略則期透過健全資料服務產
業、資料治理政策及公私資料跨域共享，打造活化資料經濟之治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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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程目標

6

 建立高應用價值資料
評估程序

 推動優先開放之高應
用價值主題類別

 機關系統發展以資料
開放為原則

 機關須具體回應⺠眾
資料需求

 擴大發展領域資料標
準

 促進即時動態資料以
API提供

精進機關行政程序 強化資料流通品質 加速釋出高應用價值資料

我國已公布⾸部「開放政府國家⾏動⽅案」，承諾事項之⼀係「完備政府資料開放
與再利用制度」，將以公開透明、⺠主課責及公⺠參與的精神，推動機關完善技術
面及行政程序，帶動整體資料經濟生態之發展。



⼀、精進機關行政程序
機關系統發展應以資料開放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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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發展
生命週期

1
系統規劃

2
系統分析

3
系統設計

4
系統建置

5
系統測試
與整合

6
系統維護  導入基本作業流程

系統開發應著重資料數位化、標準化及結構化
，並將「資料以開放為原則」納入整體系統發
展流程。

 明定資料開放作法

確認資料產出之項目、格式標準及開放期程。

 避免資通訊技術影響開放

應確保開放資料提供的穩定性與可用性。

機關系統發展計畫提報、建議書徵求文件製作及資料建立前應配合開放
資料政策，明定資料開放範圍、格式標準及推動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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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已設有標準化回應程序與進度管理機制，請機關落實於14日
內具體回應⺠眾需求，俾讓⺠眾了解所需資料是否已開放、或正準備開放及預計
開放時間，並就無法開放的資料詳述理由，具體回應⺠間資料需求。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已建置
相關流程與功能

⼀、精進機關行政程序
機關須具體回應⺠眾資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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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政府資料流通利用環境

 建立領域資料標準審查機制

 邀集專家及利害關係人確保資料標準

符合領域所需或可銜接國際通用架構

 迄今已輔導機關訂定15項相關資料標

準，賡續推動5項主題領域相關標準

1.法規
2.水土保持
3.藝文活動及文化設施
4.氣象

5.健保特約醫事機構

二、強化資料流通品質
擴大發展領域資料標準

政府資料標準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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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資料

整合式服務

主動式服務

新科技服務

政府

民間
…

戶政

地政

交通

環境

農業

資料應用

共享資料

電子檔資料

感測器資料

推動機關就高度更新頻率之即時動態資料，應依「共通性應用程式介
面規範」優先以API方式提供資料，提升資料取用之即時性與便利性。

二、強化資料流通品質
促進即時動態資料以API提供

即時動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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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應用價值資料之定義：各機關應優先提供可促進公共利益、社會進步、經濟發
展、政府透明等具應用價值之資料。

4.優先釋出
高應用價值資料集

3.諮詢小組二級制
審議公布

2.公眾諮詢

1.主題範疇提案
• 國發會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眾需求與國家重要政策為基礎規
劃主題範疇，並請主管機關就業管領域提報主題類別下之高應用價值資
料集清單。

• 國發會彙集高應用價值主題類別及其相關資料集清單，並透過公共政策
網路參與平台「眾開講」徵集⺠眾意⾒，彙整後函請機關回應並評估調
整。

• 機關資料集清單與預計開放時程先經機關諮詢小組會議評估通過，再統
⼀提報行政院諮詢小組會議審議通過後正式公布。

• 機關應確保資料格式品質並於開放時程內優先提供高應用價值資料集於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且應定期檢視、評估與更新。

三、加速釋出高應用價值資料
建立高應用價值資料評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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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已規劃八項高應用價值資料「主題類別」，後續將透過諮詢小組審議機制及公眾參
與程序，請機關研擬高應用價值資料集清單並優先公布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予公眾利用。

建立主題專區公
布資料集清單

國家統計
(如人口統計、
經濟指標)

災害防救
(如淹水災害、
坡地災害)

健康
(如疫苗資訊、
Covid-19)

交通運輸
(如交通時刻、
路況動態)

能源管理
(如節能電器、
用電量)

氣候環境
(如空氣品質、
河川水質)

觀光遊憩
(如旅遊景點、
休閒農業區)

社會救助
(如身障資源、
老人福利)

三、加速釋出高應用價值資料
推動優先開放之高應用價值資料主題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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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政府提案，⺠間新創
等機制，促成公私合作，
解決特定應用議題

 結合新興科技促進跨域資
料整合應用，打造以資料
為核心的產業價值鏈

擴大公私協作生態
健全資料服務產業

 完備資料共享及中介管理
之技術標準與安全機制

 鼓勵⺠間資料共享，推廣
資料共享成功案例，提升
企業資料共享合作意願

2022年 2023年

2026年

2024年

 型塑機關開放文化，精進
⾏政程序並落實⺠間對開
放資料之需求

 加速發展高應用價值資料
與領域資料標準，提升資
料價值與流通品質

完備政府資料服務
深化資料應用價值

完善資料治理框架
推動公私資料共享

近程目標 中⻑程策略



簡報完畢
敬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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