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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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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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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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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策
新
知

81 第三卷  第四期 104年 1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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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CNS 29100 CNS29191(
ISO )

open data

ISO 29101
(

 )

 

(
)

 
 (

)

 
CNS 

29100  CNS 29191 
ISO 2910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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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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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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策
新
知

83 第三卷  第四期 104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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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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