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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計畫摘要 

第二章  計畫摘要  

隨著資料應用漸趨成熟，加上近年國內外數位政府的推動，資料相關

的深化應用，如資料經濟（data economy）、資料市集（data marketplace）、
資料信託等概念也應運而生，期待透過公私協力等機制，開發出因應新時

代的資料服務型態，讓原本零散在不同資料收集者或保管者，乃至於資料

開發者，賦予新的意義並服膺公共治理價值，或可從中得到經濟利益，或

可提升人民生活品質。  

我國自2012年政府積極釋出政府開放資料集，鼓勵政府應用資料創造

全新公共治理服務，並投入資金，輔導政府、產業運用開放資料，創造新

形態商業體系，以填補產業資料與應用缺口，創造經濟價值。  

有鑑於世界各國發展數位經濟、資料經濟之相關資料應用，本計畫擬

蒐集分析並綜整國際4個國家（如日本、歐盟、澳洲等主要國家）資料交

易市集運作個案，綜整各國做法，審視我國目前推行資料應用之狀況及挑

戰，透過相應的研究方法，研提我國推動各領域資料市集交易之短中長期

策略。  

 

關鍵字：資料市集、資料經濟、資料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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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計畫內容 

第三章  計畫內容  

第一節  計畫背景與目的  

隨著資料應用漸趨成熟，如開放資料、開放資料加值應用、巨量資料、

資料科學等，加上近年國內外數位政府的推動，資料相關的深化應用，如

資料經濟（data economy）、資料市集（data marketplace）、資料信託等

概念也應運而生，期待在資料深化其應用方式後，能有更完整的服務或產

業生態鏈，將資料的利益發揮到最大化，透過公私協力等機制，開發出因

應新時代的資料服務型態，讓原本零散在不同資料收集者或保管者，乃至

於資料開發者，賦予新的意義並服膺公共治理價值，或可從中得到經濟利

益，或可提升人民生活品質。  

我國自2012年推動政府開放資料迄今，積極在政府端積極釋出政府開

放資料集，更鼓勵政府應用資料創造全新公共治理服務。另一方面，政府

亦投入資金，輔導政府、產業運用開放資料，創造新形態商業體系，鼓勵

企業盤點各應用領域的資料集供給現況及缺口，提出補足資料缺口作法，

並實際驗證資料可用性，以填補產業資料與應用缺口，創造經濟價值。有

鑑於發展相關數位經濟、資料經濟之相關資料應用，如何讓使用者（包含

個人、資料服務業者、企業或政府組織）依據自身應用服務開發需求，快

速取得高品質之外部資料集為關鍵要素。為促進資料跨部門共享，提供已

完成資料清理及整合多方來源、品質佳之資料集取得服務，並具有資料鑑

價、定價與供需媒合能力，推動資料交易市集服務，為國際關注發展焦點。 

本議題主要研究問題與目的如下：  

 蒐集分析並綜整國際 4 個國家（如日本、歐盟、澳洲等主要國家）

資料交易市集運作的個案採擷，歸納、分析其推動背景、發展趨勢、

資料市集交易政策、資料定價機制及政府扮演之角色，供政府機關

實務應用參考，並發展適合我國國情與單位使用之版本建議。  
 綜整前述各國做法與我國目前推行資料應用之狀況及挑戰，如資料

儲存安全、資料交換機制、第三方服務等，以問卷調查、專家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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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訪視等方法，研析合理且公正的資料價值評估方法，如資料定

價方案之建議。  
 研提我國推動各領域資料市集交易之短中長期策略，及衡平資料提

供者（或資料收集者）、資料使用者及交易平臺（或其他資料交換

方式）三方之權利義務，研提管理規範或指引建議。  

第二節  文獻探討  - 世界各國資料市集相關作法  

一、  歐盟  

歐盟認為資料是一種非競爭性的資源，相同的資料可以支撐各式產

品、服務或生產方法，因為資料非競爭性的特性，私部門間較樂意彼此合

作、分享資料，讓資料發揮最大效益（European Commission, 2020）。大

量的資料可以揭露許多即時訊息，這些資料可以用來觀察、分析人類的行

為與活動模式，且私人企業所擁有的資料，若能有效配合政府解決相關政

策問題、滿足廣大的公共利益，例如救災、交通管理、流行病的預防、城

市規劃等，將是資料利用的公共利益化。  

2016年6月，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IDC）與Open Evidence共
同發表了一份關於歐洲資料市集的現況與未來展望的報告，該報告透過

研究調查450名資料市場的參與者、各項由資料所收集的資訊，使政府、

企業與一般民眾重視資料的價值與市場（ DataLandscape, 2016 ）。

DataLandscape（2016）認為資料市集是「一個雲端的第三方數據收集與處

理平臺，可供企業、政府與非營利組織操作於 IT系統中。為使資料市集能

更加完善的發揮其機制，第三方平臺須成為一市場運營商，管理相關收付

款機制，根據每一數據集擁有者與提供者提出授權使用費與訪問費，並利

用其數據進行分析與處理，提供給特定行業或政府採購、使用。  

為滿足開發資料市集，歐盟議會與理事會認為要先做到非個人數據、

企業與政府（B2G）、企業與企業（B2B），三者間的數據是可以共享並

且自由流通，更重要的是，遵守以下的原則：  

在非個人數據的方面，歐洲議會與理事會通過「第（EU）2018/1807
號條例」，此條例內容關於，在歐盟自由流通非個人數據的框架。條例內

容為：。  

 Free movement of non-personal data across borders. 
 The availability of data for regulatory control. 
 Easier switching of cloud service providers for professional users. 
 Full consistency and synergies with the cybersecurity package, and 
clarification that any security requirements that already appl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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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es storing and processing data will continue to do so when 
they store or process data across borders in the EU or in the cloud. 

 

在B2G的數據共享方面，委員會經公開程序所任命的23位專家組與各

利害關係方，如PSI 1方（公共部門機構）和再使用者（公共，私人，商業

和非商業參與者），會尊重並根據EUR-Lex和  Staff Working Document 2 
此兩項原則，與私營部門達成合作，私營部門將以優惠條件的方式，提供

私人數據給與公家機關使用，且為了使私人數據擁有更加完善良好的使

用，發揮數據所具有的最大效益，委員會與數據共享領域的專家提出三個

面向的建議，分別為：  

 整個歐盟 B2G 數據共享的治理  
 透明，公民參與和道德  
 運作模式，結構和技術工具  

最後在B2B企業間共享的部分，委員會在EUR-Lex和  Staff Working 
Document 這兩項原則中同時規範 IoT產業也應遵守如同B2G的共享模式，

使市場處於公平競爭的狀態，且此二項原則也連帶解決了數據常不授權

給使用者用戶，即使資料是第三方所產生的使用問題。  

滿足上述三者要件後，才為資料市集的開發定下基礎。歐盟認為完善

的數據共享、自由流通基礎，才得以使資料市集機制運作順暢，並透過資

料創新提高歐洲就業率、公私部門營利與公共利益的推動。  

 

二、  澳洲  

澳洲在2016年率先推出「Digital Marketplace」的網站，如圖1，期能

透過公私協力，達到資料的最大經濟利益，帶動資通產業（ ICT）產業的

蓬 勃 發 展 。 Digital Marketplace 是 澳 洲 政 府 依 照 聯 邦 採 購 規 則

（Commonwealth Procurement Rules） 所設立，是讓資訊服務的買賣方能

相互媒合的平臺，買家通常是澳洲的政府機構，包含聯邦政府和地方政

府。在此平臺上，可互相媒合供需雙方，進一步促成公私合力，讓政府的

服務能夠優化，中小企業的市場也可以擴大到政府部門，達成了雙贏局

面，且此平臺沒有過多的限制或准入門檻，也不用政府繁瑣的招標過程，

只要平臺上溝通確認，即可開始簽約執行，大大提升了時間成本，也因沒

有門檻，讓中小企業也得以觸及政府市場，不受以往招標所限制。具體來

1 PSI：「公部門資訊再利用指令」（The Directive on the re-use of 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
PSI Directive）  

2 這份是由歐盟所訂立的原則，內容為數據共享中法律、商業與技術方面有關"How to"
的指南，用來給予不同或相同部門進行數據傳輸時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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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平臺上可以：（1）在賣家目錄（seller catalogue）上尋找合適的賣家、

（2）邀請其他尚未註冊過的科技服務機構做為新賣家（new sellers）、（3）
聘請資訊數位專家（digital specialist）擔任顧問、（4）向市場發出意向書

（expressions of interest，EOI）、（5）當採購需求明確時，能尋求採購

計畫之建議報價（proposals and quotes），將有相關領域之其他賣家給予

預算範圍（budget range）的建議、（6）發佈協助培訓以建立團隊的數位

能力的機會（ training opportunities）、（7）在平臺上進行簽約並下載合

約（contracts）。  

而服務提供者（賣家）多是澳洲國內擁有資訊數位產品或服務的中小

企業，他們可在平臺上申請註冊帳號後，執行如：查看和回應在網站上所

刊出的機會、要求評估條件，以配對需求相符機會等功能。當賣家想要刊

登一則新的交易的時候，只需登入後，就賣家之需求填寫相關表格，像是

刊登何種類型看板，刊登時間（若刊登時間到仍未媒合成功時，將會被撤

下網站）等等，也有自填式的題項，讓賣家能就自身能力及需求，提出較

精準的描述。在此網站中的媒合機制，在於網站透過選擇不同類別之需

求，進而幫助買方篩選出較符合的賣家，並可以在網站上進行洽詢，藉此

較容易在眾多刊登機會中找到符合需求的買家。  

在此平臺上，對賣方而言，可輕鬆的將商品資訊置於網站上，且透過

網站的分類功能，能快速且精準地的尋找到有符合需求的買方；對買方而

言，可以透過分類功能，尋找性質相似的許多買家，並進行比價，選擇最

符合自身利益的賣家，進一步促成公私合力，讓政府的服務能夠優化，中

小企業的市場也可以擴大到政府部門，達成了雙贏局面，且此平臺沒有過

多的限制或准入門檻，也不用政府繁瑣的招標過程，只要平臺上溝通確

認，即可開始簽約執行，大大提升了時間成本，也因沒有門檻，讓中小企

業也得以觸及政府市場，不受以往招標所限制。自2016年8月創建以來，

已有325個政府機構註冊買家，包含內政、國防、國際貿易、農業等相關

部會，提供了3,789個機會，賣家部分則有2,252個數位資訊服務公司註冊，

至今已創造13億澳幣的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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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澳洲數位服務網站  

資料來源：https://marketplace.service.gov.au。  

  

三、  日本  

日本在數位政策推動上，因為「互連產業」（connected industries）的

創生，由原工業4.0科技發展（基於大數據、人工智慧與物聯網等的自動

技術），進化到工業5.0超智慧社會，目標在於強化產業間資料互聯的應

用面。在數位政策推動的經驗上，首先由專家學者組成國家戰略特區工作

小組，並直接設置於內閣府特命擔當大臣之下，並由內閣府地方創生推進

事務局作為幕僚機關，主要負責國家戰略特區內容之制度設計、與規制改

革事項之主管機關協調溝通、討論地方政府與民間業者之特區提案。該工

作小組定期召開國家戰略特別區域會議，與中央、地方政府與專家業者三

方共同研訂各區域之認定、區域計畫制定（包括特定事業認定）、法規監

管措施之協議討論。待區域計畫制訂完成之後，由內閣總理大臣邀集內閣

官房長官、內閣府特命擔當大臣（地方創生、規制改革）、相關部會首長、

民間重要專業人士（民間有識者），共同召開國家戰略特別區域諮問會議，

對於區域計畫進行認定，並調查、審議及決定規制改革清單追加等重要事

項。  

2019年6月，日本內閣府 IT總合戰略本部再更進一步提出「數位時代

的新 IT政策大綱」，其中針對資料的安全、安心與品質及如何促進政府與

民間之數位化發展尤其重視。具體內容中包含建構國際資料流通網路、確

保個人資料安全性、強化重點產業營運資料安全、公部門澈底數位化、整

備法制環境…等，均顯示日本政府積極發展資料經濟市場之目標與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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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資料市場是以資料信託機制作為主要的資料交易平臺，「資料

信託」 3的概念，即是受託人持有、保存或使用委託人之特定資料，並且

依據委託人的利益進行特定目的、管理或處分。資料銀行（情報銀行）作

為受託者，基於與資料當事人間的委託契約，透過個人資料保存系統

（personal data store, PDS）  管理個人資料，並且根據資料當事人指示或

事前指定的條件，於判斷合理性後向第三方業者提供資料。而這樣的交易

平臺也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視，在2018年制訂第一版《資料信託機能認定指

引》確保委託人能夠掌握個人對於自身資料的控制權，該指引中針對認定

標的、認定標準、契約範本及認定機制運作框架均多有著墨。雖此，但該

指引仍尚屬鼓勵性質，意即並未具法律上之強制效力。  

隨後由於資料經濟的蓬勃發展，政府再針對《資料信託機能認定指引》

進行第二版修正，更進一步針對資料銀行認定基準、契約範本應記載事項

及資料銀行認證團體進行更為具體的項目研訂。其中在資料銀行認定基

準部分，包含事業的適格性（經營條件、業務能力）、安全標準、隱私政

策、企業治理機制、事業營業內容與範圍（權利義務關係）、監督機制（資

料倫理審查委員會）。次者在契約範本應記載事項部分，含括授權契約的

具體條件（個資使用的概括同意 /個別同意條款），業務範圍、資料銀行

之義務、事業終止時之處理方法、損害賠償責任、準據法。最後在資料銀

行認證團體部分，要求認證團體資格、認證審查方式、許可證明（認定證）、

違反認定內容之處理方式、認證組織與資料銀行之契約、認證團體之運作

機制。  

在日本的資料信託機制中，資料銀行作為資料提供者的受託人，代為

進行信託管理及資料的處分。而隨著資料經濟的開放，日本的資料市場也

逐漸由資料託管走向資料交易，如圖2。在資料交易的機制中，市場經營

者作為中介者，媒介資料銀行與資料使用者之間的需求交易。而對於資料

市場經營者這個新角色，日本政府相關部門，包含總務省、情報通信審議

會、情報通信政策部會 IoT政策委員會、基本戰略工作小組、資料交易市

場工作小組均十分重視，並在《資料取引市場經營者認定基準》中，要求

市場經營者應具有完備的經營體制，對於三方（資料銀行、市場經營者、

資料利用者）的契約及揭露事項進行明訂，並制定資料交易的相關規則，

包含提供者資格、利用者資格、法令違反資訊…等。雖此，但該指引仍與

初版相同，屬鼓勵性質的行政指導事項，未具法律上之強制效力。  

3
其概念近似於我國信託法第一條 :「稱信託者 ,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 ,使

受託人依信託本旨 ,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 ,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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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日本內閣府情報推進委員會  

資料來源：日本內閣府情報推進委員會。  

四、  新加坡     

新加坡在2014年由總理李顯龍確立「2025 智慧國度」（Smart Nation 
2025）目標，表示將透過應用數位及智慧方案，對民眾及企業提供更好的

服務，同時也協助企業掌握相關商機。其政策主軸聚焦運用資通訊科技協

助國內產業進行經濟轉型。基此，新加坡政府自2018年5月陸續推出「數

位經濟行動架構（Digital Economy Framework）」、「數位政府藍圖（Digital 
Government Blueprint） 」、「數位整備藍圖（Digital Readiness Blueprint）」，
作為達成新加坡智慧國目標之三支柱（Pillar）。  

資料經濟作為數位政策中重要的一環，新加坡通訊及新聞部（MCI）
主管資通訊技術、媒體、政府資訊溝通與公共政策，在策略書中宣示將建

立跨界公私部門的資料經濟生態系統，促進資料的獲取（acquire）、清理

（clean）、融合（ fuse）及分配（distribute）。在具體措施上，新加坡政

府以兩大方針進行推動，包含「建立公私資料協作框架」及「建立可信任

的資料中介機構以進行公私資料交換」。在私部門間的資料協作框架內，

包含資料分享策略、制訂相關法規及規範、資料分享操作化、及技術及機

關層面，由新加坡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 IMDA）發布可信任資料共享框

架，用以指導公司之間建立資料共享夥伴關係，框架內亦闡明應考慮的關

鍵法規、技術、保障措施，並提供了合作契約範本作為公司間資料共享協

議的依據。  

在公私部門間資料共享的框架下，政府擁有許多私部門認為有價值的

資料，而政府也能夠透過盤點清理既有資料，來協助推動跨部門資料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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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創新。新加坡透過定義公部門資料的範圍（scope）、種類（ type）、程

度（granularity）及安全措施（safeguards），作為與非政府實體（NGE）
及商業夥伴共享資料的前置工作。  

基於上述的策略目標，新加坡在 2018年 6月啟動了政府資料策略

（Government Data Strategy），預計在2023年以前，深化政府對於資料的

運用。該策略係以政府為中心，建立組織架構、技術系統、流程及能力，

以利資料在生命週期中被完整的管理及應用。對外，政府亦盤點核心資

料，主要包含個人、商務、地理資訊及感測器數據，建立通用的定義及格

式，以利資料之再運用。對內，新加坡政府亦為公務員建立中央統一的資

料庫，使公務員均能輕易安全的取用政府資料，運用在分析致力於改善政

策或公共服務。  

圖3：新加坡國家人工智慧發展策略  

資料來源：https://www.smartnation.gov.sg/why-Smart-Nation/NationalAIStrategy。  

在數位政府藍圖中有關資料應用的主軸及目標上，新加坡政府透過建

置技術堆疊資料庫（SGTS）來達到構建共通數位與資料平臺之目的。其

資料庫包含（1）資料層、（2）基礎設施層、（3）應用基礎設施層、及

（4）微型服務程式館。藍圖規畫中最終期望運用人工智慧、資料與資料

分析提供公共服務或進行政策分析。並明列具體關鍵績效指標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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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政府部會至少完成一項人工智慧專案，用以提供公共服務或進行

政策分析。  
 產出具重大影響力的跨局處資料分析專案。  
 將資料轉變為機器可讀格式並透過應用程式介面傳遞率達 90-
100%。  
 執行跨局處專案時，應於 7-10 日內完成所需的資料共享工作。  
 

五、  各國案例綜合分析     

由上述歐盟、澳洲、日本、新加坡的案例，尤其是各國政府主管機關

與相關產業、企業在共同經營資料市集並提昇資料加值應用方面，可先歸

納出以下幾點值得我國參考研商之處，也成為本研究後續探討的基礎。  

 為了研商資料市集的經營機制，尤其包涵了技術、經濟、社會、行

政管理等面向，容納多元利害關係人的審議委員會是最基本的組織

形式。  
 政府與民間組織皆有可能成為資料的提供者與使用者，因此對於資

料蒐集、儲存、交換、共享、安全等公平交易與競爭機制，也是此

跨域審議組織必須持續研議的議題。  
 為了精準且有效率地媒合資料供給者與需求者並發展創新加值應

用，具備法規調適機制的資料交易（包括定價、比價、議價）與服

務實驗平台，也是擴展資料價值的必要制度。  
 各國案例中作為資料供給與需求雙方的中介第三方，包括由公部門

主管機關來擔任，或由經過驗證認可的民間組織（如日本的資料信

託銀行）。  
 打造逐步健全的資料市場與交易機制，主要在促成更為多元應用領

域及利害關係人的資料或數位經濟生態體系（ ecosystem for 
data/digital economy）。  
 除了資料分析演算法（如人工智慧、區塊鏈等），資料來源也勢必

受益於新興的資料蒐集與傳輸技術，例如 5G 與物聯網（ IoT），因

此資料市場與交易機制也必須預期這些數位資料相關技術的發展。 

第三節  文獻探討  - 我國目前資料市集相關作法  

一、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以下簡稱國網中心），運用其技術，於2018
年4月建置了國家專屬的「國網中心資料集平臺」，將政府各部會之資料

集（data set），和科技部之專案計畫成果，與民間個人或業者所蒐集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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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彙整於一網站中並分類，由國網中心進行平臺運作之維護，藉由此彙

集，期望臺灣的產官學界可以減少研究時，蒐集資料所需耗費之成本，讓

民眾和資料服務業者能運用政府可開放之資料，將資料運用搭配創意，達

到資料效益最大化，本服務需有國網中心大資料分析平臺計算主機

（bravos）的帳號，並對該資料提出申請，經查核符合資格後才可取用。

目前國網中心已彙集49,416個資料集，區分四種資料使用形式：開放、同

意授權、申請審核、付費。資料類型部分，可區分政府治理資料，有38,502
個資料集，生活分類，有10,176個資料集，其他分類還有科研、醫療、交

通、國土航衛、資訊安全等分類，以及因應新冠肺炎所設立的COVID-19
資料集專區，為的就是讓大眾能快速取得資料，並有效運用，使資料發揮

其最大價值。  

二、  經濟部  

經濟部工業局2018年開始執行「資料經濟生態系推動計畫」，期媒合

服務生態鏈上下游業者，鼓勵擁有數據業者積極發展數據創新應用服務，

輔導新創團隊投入發展數據應用；在資料媒合方面，目前已偕同企業夥伴

成立「Data4Matching」、「DataYougar」等資料市集，蒐整大眾運輸、農

業、商業服務、媒體、社群、行銷相關議題的資料市集。  

此計畫期望能建構出臺灣資料經濟生態圈，如自然界中的生態系般，

有永續的概念，讓政府、民間企業、研究等各方相互配合、合作，進而帶

動各方開發各項創新服務，活化整體社會經濟，並能持續發展研究能量，

以期待持續有更好的作品產出，鼓勵開發更多以民眾應用面所發想的創

新服務。在此架構中，中央政府透過建置專責網站，宣傳各項相關工作事

項，並規劃配套之法律面和資源的協助，幫助各方解決服務轉型所可能遇

到的障礙。而地方政府、民間企業等其他角色，則可透過此計畫所規劃之

經費，獲得一定補助資源，而進行轉型，主要規劃了四大面向之目標，分

別為：（1）發展產業資料之資料經濟生態系，補助民間企業運用開放資

料，發展創新商業模式、（2）形塑地方資料服務生態系，辦理公私協力

資料應用工作坊，依地方政府需求媒合相關團隊，以解決在地議題，發展

在地服務，在2018年育成3個直轄市7個在地資料團隊，分別位於高雄市、

臺南市和桃園市；2019年更增加花蓮縣、臺中市和新竹市共12個地方團隊

加入、（3）推動國際資料合作生態系，和亞洲各國於2015年起，推動「亞

洲開放資料合作夥伴（AODP）」，透過舉辦高峰會和黑客松等活動，互

相學習和交流經驗、（4）擴散典範運用與環境配套，架設資料經濟生態

系之網站和社群平臺之粉絲團，專責推廣相關活動，如競賽訊息、補助申

請和成功案例（經濟部工業局 107年度專案計畫期末執行成果報告，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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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內政部  – GIS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為整合自身原有之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國土利用

現況調查成果圖、地籍圖、基礎圖資，以利供應國家社會各界應用，因此

建置「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簡稱「圖資服務雲」，前身為「國土測繪

圖資網路地圖服務系統」）。圖資服務雲主要目標在於為全民提供統一規

格的地理圖資，並讓社會各界介接應用。這項服務目前提供可套疊的圖資

包括：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圖、段籍圖、地籍圖、

行政區界圖、政府開放資料之各類圖資及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授

權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等各式圖層。  

同時從開放資料的角度出發，全面開放OGC WMS、WMTS（圖磚）

服務、以及Web Map API服務，讓有需要的使用者不必透過申請就可以免

費的使用。政府機關及民間企業可以介接該項服務於其網站網頁上，提供

網頁地圖定位標示、瀏覽、查詢等功能。特別是在Web Map API服務的服

務方面，一般的使用若僅要將地圖加入網頁，只要在畫面上框選範圍以及

新增自訂地標後，平臺會自動產生超連結網址（URL），使用者就能快速

產生靜態的地圖，貼在自己想使用的範圍內，例如貼在部落格或是  e-mail
當中。至於專業網頁設計者，只要在本服務畫面上點選位置以及新增自訂

地標，就可由這項服務自動產生超連結網址，再將該超連結網址插入其網

頁程式就能建置動態地圖元件，加入具備放大縮小操作功能的動態地圖。 

此外，目前國土測繪中心已經建立了國土測繪圖資e商城，其中包含

了購圖與收費區，目前構圖的流程（參見圖4）主要包括資料檢索、圖資

查詢展示，再利用自然人憑證登入進行申購。目前測繪圖資成果的提供，

主要是依據「國土測繪成果資料收費標準」及國土測繪中心測繪成果電子

資料流通作業要點來辦理，可供應資料類別包括： （1）控制測量成果資

料、（2）數值地籍測量原始成果資料、（3）GIS地籍圖資料、（4）土地

段籍資料、（5）典藏地籍圖掃描成果資料、（6）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成果

資料、（7）國土利用調查成果資料、（8）基本地形圖及輿圖成果資料、

（9）行政區域成果資料及（10）正射影像資料等10項。其中資料區分為

「限制公開」及「非限制公開」等二纇，限制公開資料僅限機關備文申請，

非限制公開則無限制。 4 

4
 供應對象及費用說明可參考以下連結：

https://www.nlsc.gov.tw/Home/MakePage/833?level=833。  

15 

                                                

https://www.nlsc.gov.tw/Home/MakePage/833?level=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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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國土測繪圖資e商城資料申請及供應流程  
資料來源：https://whgis.nlsc.gov.tw/Support/HowToApply.aspx 

如有退費需求，網頁中亦有相關規定，已繳費會員如還有未使用的付

費時數得申請退費，退費金額請見「圖資查詢系統可退費金額表」，並參

考「測繪圖資查詢／圖資e商城規費退費程序」，填具「測繪圖資查詢／

圖資e商城退費申請表」逕寄國土測繪中心辦理。對於測繪資料的檢索，

依照查詢的類別分為電子檔資料、繪製圖資與紙圖成果，本系統所申購之

圖資均為非加值型，如果有需要將系統提供的圖資改作或編輯而得之成

品或加值的衍生品，經過有償贈與或交易，已獲取利益為目的者，需要申

請向國土中心申請加值型圖資，其中包含地段外圍圖檔、臺灣通用電子地

圖數值資料檔、 像片基本圖數值資料檔及國土利用調查成果數值資料檔

等。  

 國土測繪中心提供的服務除了上述的國土測量圖資E商城、國土測繪

圖資服務雲外，尚有測量儀器校正服務、NGIS基本地形圖分組、e-GNSS
即時動態定位系統、全國衛星追蹤站暨基本控制點查詢系統、重測便民服

務查詢系統。測量儀器校正服務由國土測繪中心的測量儀暨校正實驗室

提供服務，目前提供的校正項目有電子測距儀（測距校正，基線長度95M）、

電子測距儀（測距校正，基線長度266M）、經緯儀（測角校正）、衛星

定位儀、航空測量攝影機、空載光達與小像幅航拍攝影機。其收費規定如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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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國土測繪中心校正實驗室收費標準表  

校正項目  
收費

（元）  
備註  

電子測距儀（測距校

正 ,基線長度 95M）  
9000  

電子測距儀（測距校

正 ,基線長度 266M）  
10000  

經緯儀（測角校正）  6000  

衛星定位儀  9000 
校正觀測資料需用記憶體，校正過程可

能會使原有資料遺失 ,資料請先自行先

備份，謝謝。  

航空測量攝影機  100000  

空載光達  60000  

小像幅航拍攝影機  40000  

資料來源：https://sicl.nlsc.gov.tw/Explanation。  

 國土測繪中心建置的NGIS基本地形圖分組網站，是國土資訊系統

（Nation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NGIS）的9大資料庫之一，所

建置的各項圖資皆屬高度共用的基本底圖。提供各項工作計畫內容、最新

建置情形與成果資料流通供應方式等資料查詢，再由國土測繪圖資e商城

提供成果查詢瀏覽的服務。 5 

 e-GNSS即時動態定位系統是國統測繪中心建構之高精度之電子化全

球衛星即時動態定位系統，為架構於網際網路通訊及無線數據傳輸技術

之衛星即時動態定位系統，意旨具有電子化、網路化（e）的多星系衛星

導航定位系統（GNSS）。GNSS即時動態定位（RTK）已成為國際測繪科

技與定位技術之主流，結合衛星定位、寬頻網路數據通訊、Mobile Phone
行動式數據傳輸、資料儲管及全球資訊網站（Web）等5項先進主流科技

之核心定位技術-虛擬基準站（Virtual Base Station，VBS）為基礎之網路

化即時動態定位（Network RTK）技術。  

5
 NGIS 基本地形圖分組網站說明可參考：

https://www.nlsc.gov.tw/Home/MakePage/120?level=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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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網路化RTK示意圖  

資料來源：https://egnss.nlsc.gov.tw/content.aspx?i=20150625101919243。  

本系統可提供之服務項目有即時性衛星動態定位服務、衛星觀測資料

後處理動態定位服務、衛星觀測資料電子檔供應服務。  

 全國衛星追蹤站暨基本控制點查詢系統的前身為「全國衛星追蹤站資

料整合系統」，原係配合內政部推動並簽署完成之「GPS連續觀測站資料

共享合作備忘錄」，納入中研院地球所、中央地質調查所、水利署、內政

部及國土測繪中心之資料，建立資料共享單位。後續再納入合作單位高雄

市政府、中央氣象局、新竹縣政府、彰化縣政府、南投林管處及臺中市政

府之測站資訊，乃查詢國內GNSS連續觀測站資訊之整合平臺。本系統自

2015年度起納入基本控制點相關資料，擴充為「全國衛星追蹤站暨基本控

制點查詢系統」，現可查詢一、二、三等衛星控制點（ TWD97 及

TWD97[2010]）、一等水準點、絕對重力點及一、二等重力點資料。一般

民眾或其他機關（單位）人員，可利用圖臺功能查詢衛星追蹤站站名及其

設置單位，亦可依點位等級、坐標系統查詢基本控制點，作為日後規劃設

置點位時參考，避免重覆建置造成資源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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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全國衛星追蹤站暨基本控制點查詢系統官網  

資料來源：https://track.nlsc.gov.tw/CORS/Portal/map.aspx。  

 重測便民服務查詢系統提供當年度地籍圖重測作業資訊，供地主（土

地所有權人）掌握重測作業，如期到場配合辦理重測事宜。其系統功能具

有重測作業資訊查詢；重測地主專區提供地主以自然人憑證登入或逐一

輸入地號及身分證統一編號作為認證條件查詢本人所有地籍調查資訊；

重測結果公告提供地主於地籍圖重測結果公告期間瀏覽公告文、地段地

號查詢及異議處理之相關資訊。 6 

四、  資料收費國內外理論建議  

資料科學對構建更智慧的系統，以及提供創造知識的可能基礎，產生

了廣泛的興趣，並且對來有著樂觀的想像（Anderson, 2008）。而具有高

度效率的資料市場將促成更有效與更具影響力的進步，讓各種團體能夠

根據自己的策略購買到可用的資料集，以避免資料規劃與運用上額外的

人工成本與特殊技能要求。這些資料的使用者可以清楚了解自己使用的

資料是如何被收集和清理，並且可以從這些搶手的資料集中產生可獲利

的加值應用。相反，現有的資料市集主要是臨時性透過非正式的伙伴關係

或私人協議來進行資料交易。在這個新興市場中，最主要的挑戰就是缺乏

公認的方法來評估資料或資料集的價值。無數的資料使用者都在為資料

進行加值應用來產生利潤，也都有自己的方法來自定義出其資料估價模

型。這些資料市集定價的利害關係人包括收集資料或資料服務的公司、收

集標的團體資料的組織增加知識、以及將不同來源資料進行整合的第三

方等。因此，當前資料市集的特徵，不同組織在資料價值鑑定方面的聯繫

較少。  

在當前的資料市集當中，買賣雙方之間在關於交易前資料如何被收集

和整理、以及交易後如何使用資料等部分，完全是不透明的。這在某種程

度上是由於企業或市場上的競爭策略所導致，但可能會阻礙到市場的發

6
重測便民服務查詢系統說明可參考以下連結：https://cris.nlsc.gov.tw/cris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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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就像Akerlof等學者（1978）在對資訊不對稱的市場進行分析時所證明

的一樣。由於缺乏透明度導致參與交易的各方彼此誤解並產生了所謂的

「檸檬市場」（ lemon market）。這個市場當賣方比買方擁有更多有關產

品的資訊時，就會出現所謂不對稱的現象，這樣會使得賣方有可能會在銷

售商品時，收取超出其質量所對應的價格。如此一來反而會降低了市場上

所有商品的價值，因為購買者不太願意冒險去購買這樣的商品，因為他們

擔心會用不公平的價格購買到不合格的商品。這樣的市場運作因為無法

鼓勵優質產品的賣家來出售其商品，市場可能會因為劣質產品氾濫而最

後走向解散的下場。因此，對於資料市集的價格評估機制或原則釐清，某

種程度可以減少「檸檬市場」資訊不對稱所產生的問題。  

    如果真的存在著資料估價的標準模型，該模型將可能考慮從許多方

面來評估資料的價格，例如資料的使用期限、資料的可靠性以及其他因素。

如此一來賣方能夠在市場上以最優質的價格來販售資料，買家也可以進

行適當的比較來獲得最合理的價格。換言之，當資料市場的估價或交易經

驗瑞能大量被收集整理時，這將大大改善並促進更有效的資料市集推動，

也間接使得資料科學的發展會更加進步。  

目前從學術領域的相關研究來看，這類相關的研究並不算多。但有一

些研究已經將資料評估價格的原則跟模式建立起來。Moody與 Welsh
（1999）的研究是將資料視為原始材料，資訊系統被當作是製造商，資訊

則是最終需要被評估價值的產品。而該研究針對資訊提出一些在估價時

需要注意的原則，值得本計畫參考：  

 資料收集的成本應作為衡量價值的基準。應該針對每個資料收集的

成本進行標準化。  
 管理資訊的成本應該被納入估價的原則當中，例如由系統中汲取資

料的成本應被評估。  
 多餘收集的資料其價值應被視為零，以避免重複計算。  
 無用資料的價值應被視為零值，可以透過資料使用情況進行統計。  
 可以使用資料的用戶數和對資料的取用次數來加乘資訊的價值。例

如首次使用資訊時，可以收集成本來計價。以後的每多一次使用都

會增加計價。這允許資訊的價值可以根據不同使用者的情形而產生

彈性。  
 價格可以根據資訊的新舊進行折舊，越近期的資訊價值越高，時間

久了以後價格應漸漸遞減。  
 價格應考慮資訊的精確性。  

另外Heckman等學者（2015） 則是發現資料市場中，資料的定價策略

通常是由賣方提出，而且幾乎看不到收集資料的成本、清理資料的成本和

交付給買方的成本。這種資訊不對稱的現象導致定價不夠透明，一面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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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在市場上以最佳定價來交易，並且傷害了買方，使他們無法有策略地

來評估資料服務提供者的定價。而更多具有標準化的資料定價模型將使

得資料市場更結構化，並且改善資料交易各方的經驗。該研究透過問卷調

查方式，了解資料科學專家對於資料價格評估的重要參考原則，可分為對

使用者的價值標準、資料的屬性與測量成本等三個部分：  

 對使用者的價值  

 資料本身節省使用者時間、精力與金錢的程度。  

 使用資料本身的投資報酬率。  

 風險暴露的程度，特別是能降低隱私權外露風險的資料價格

較高。  

 資料的排他程度。資料的提供具有排他或非排他性質，或資

料結合自兩個不同的來源，都可能會影響價格。  

 資料所有的程度。例如終身擁有、租賃或是某段時間的使用

許可，也都會影響資料的價格。  

 資料的屬性  

 資料的年分。  

 資料的可信度。  

 資料的精確性。  

 資料的品質（例如遺漏欄位、欄位格式錯誤等）。  

 資料結構化的程度（例如存文字資料、表格資料）。  

 測量成本  

 收集資料的成本。  

 資料儲存成本與運作成本。  

 資料作為服務產品的成本，例如資料處理的服務、分析報告

或資料加總的處理。  

 交付資料的方式，例如一次交付、批次或連續。  

由之前的研究來看，確實有一些研究開始注意到資料或資料價格訂定

的標準或原則，相當值得本計畫之後研析參考。或許可以由使用者的加值

價值、資料的品質、以及資料管理的成本等三大構面進行建構。同時，這

三大部分的細項原則，可以參考Heckman等學者（2015）的研究所提出的

內容，並且透過專家確認再進行未來的收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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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設計與方法  

針對上述議題，本計畫所涉及的利害關係可表達如圖7的資料多方利

害關係人，圖形左邊是資料提供者，包含廣義公部門、私部門以及個人；

中間是資料平台 /市集，包含資料中樞 /平台以及資料服務兩大類；右邊是

資料與加值服務使用者，包含廣義公部門、私部門、個人、及開發者，資

料與加值服務使用者所產生的服務，應可透過如資料生命週期的回饋路

徑，再度成為資料市集中的資料提供者。  

具體來說，本計畫研析對象是：(1) 探討「非個資」的資料市集交易

與應用，包括「個資去識別化」後的可開放資料、(2) 探討資料提供者為

「公部門」的資料市集交易與應用，也包含若民間組織參與此資料市集之

機制、(3) 資料交易的價格機制，包括無償取得不限制使用途徑的的免費

開放資料。也就是對公部門、私部門、中介者，究其資料加值應用領域，

如社福、環境或人資等，收集世界各國文獻，並期能找出在不同領域及模

式中政府應扮演的角色及應有的作為。  

 

圖7：資料多方利害關係人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表2呈現了本計畫的研究設計摘要，首先是透過中英文期刊資料庫、

國內外政府與智庫網站，蒐集整理分析國內外政府資料市集的相關文獻

與案例；另一方面也以個別訪談或焦點團體座談諮詢政府、產業、學術界

專家、以及資料市集方案的目前與未來內外部使用者，總結作為我國規劃

的參考。  

 22 



第三章 計畫內容 

此外，為初步瞭解我國中央與地方政府機關對於資料市集的實施現況

與未來發展的看法，本計畫擬規劃透過問卷調查蒐集資訊、法規與業務人

員、以及潛在內外部使用者的意見。  

表 2：研究設計摘要  

研究目的  資料蒐集方法  資料來源  

各國資料交易市集比

較分析  

(a) 文獻蒐集整理分析 
 中英文期刊資料庫 

國內外政府、智庫網站 

(b) 個別訪談 / 焦點團

體座談 

 政府、產業、學術界

專家 

 潛在內外部使用者 

臺灣資料交易市集推

動機制探討  

(a) 文獻蒐集整理分析 
 中英文期刊資料庫 

國內外政府、智庫網站 

(b) 個別訪談 / 焦點團

體座談 / （問卷調查） 

 政府、產業、學術界

專家 

 內、外部使用者 

臺灣資料交易市集機

制推動策略規劃  
(a) 個別訪談 / 焦點團

體座談  

 跨域專案團隊 
 內外部使用者 
 政府、產業、學術界

專家 
 我國中央與地方政

府機關資訊、法規與

業務人員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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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計畫規劃  

第一節  研究進度  

如上述研究設計摘要，本計畫著重在世界各國資料市集相關議題的文

獻與經驗探討，蒐集分析各國資料市集動模式與實際案例經驗並探討相

關議題，相關工作項目與詳細時程安排如表3。  

表 3：本計畫預定時程表  

工作項目  
109 年  
5-6 月  

109 年  
7 月  

109 年  
8-10 月  

109 年  
11 月  

109 年  
12 月  

110 年  
1-2 月  

計畫書撰寫  
 

      

各國文獻收集與建

立訪談架構  

      

期中報告（7 月底）  
 

      

專家座談個別訪談  
（機關問卷調查）  

      

期末報告初稿  
（11 月底）  

      

持續滾動修正  
補充內容  

      

結案報告修正本  
（2 月中）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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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人力配置  

類別  姓名  現職  
在本計畫內擔任之具體工作性

質、項目及範圍  

主持人  曾憲立  臺南大學助理教授  
研究規劃與執行、領導研究團

隊、綜整研究成果、撰寫成果

報告  

協同主持人  蕭乃沂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副教授  
研究規劃與執行、撰寫成果報告 

協同主持人  廖興中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副教授  
研究規劃與執行、撰寫成果報告 

研究助理  黃詩芸  
臺南大學行政管理所  

碩士生  

資料蒐集、協助撰寫部分報告、

計畫聯繫、進度控管、統合助理

工作  

研究助理  王姿驊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碩士生  

資料蒐集、協助撰寫部分報告、

預算核銷與研究會議安排紀錄

等行政協助事宜  

研究助理  郭毓倫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博士生  

資料蒐集、協助撰寫部分報告、

預算核銷與研究會議安排紀錄

等行政協助事宜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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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計畫經費   

國立政治大學委託或補助計畫經費核定清單  

委託單位：國家發展委員會           計畫代碼：NDC-MIS-109-002 

計畫名稱：資料深化應用與市場機制之研析  

計畫類別：■學術性專題研究計畫     □非研究類  （必勾選）  

計畫主持人：曾憲立   

執行期限：109 年  5 月  4 日至  110 年  3 月  31 日  

補助項目  核定經費  說                            明  

人事費  959,712 

職稱  姓名  月支  ×月數  ＝  合計  備註  

1.主持人  曾憲立  (16,000+306)×10.5＝171,213 服務單位：  
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2.協同主持人  蕭乃沂  (16,000+306)×10.5＝171,213 服務單位：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3.協同主持人  廖興中  (16,000+306)×10.5＝171,213 服務單位：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4.專任研究助理  石純瑜  

(40,900+2,520+3,291+1,867)

×4+40,900×(6/12)×1.5×1.019

1＝225,573 

與子計畫 1 合聘，本計畫分
擔 4 個月薪資，每月提撥
48,578 元 ， 含 每 月 薪 資
40,900 元，勞提、勞退、健
保 (2,520+3,691+1,867)/月，
支 領 期 間 ： 109/12/1-
110/3/31。  
另 提 撥 年 終 獎 金
40,900×(6/12)×1.5 個 月 ＋
提列 1.91%補充保費。  

5.兼任研究助理  黃詩芸  7,000×10.5＝73,500 服務單位：  
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6.兼任研究助理  王姿驊  7,000×10.5＝73,500 服務單位：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7.兼任研究助理  郭毓倫  7,000×10.5＝73,500 服務單位：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業務費  465,861 

1. 專家訪談與焦點座談費用 59,750 元。  
2. 專家諮詢費 50,000 元。  
3. 資料檢索費用  20,000 元。  
4. 翻譯潤稿費 20,000 元。  

5. 問卷調查費用  60,000 元。  
6. 文具費 12,000 元。  
7. 郵電費 5,000 元。  
8. 電腦耗材費 30,000 元。  
9. 影印費 20,000 元。  
10. 臨時工資 80,000 元。  
11. 國內交通費 25,000 元。  
12. 雜支費 84,111 元。  

行政管理費 0 
本計畫為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辦電子治理研究中心 109 年委外服務計畫之分支計

畫，行政管理費已於總計畫經費中編列  

合     計  1,425,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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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說明：  

1. 人事費項目請於說明欄依職稱分別列示並請詳註說明記酬方式。  

2. 工讀金支給標準請參閱會計室「臨時工讀金應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3. 其他費用項下其他，請詳註其他費用未列明項目（例：餐飲費，本項未列明核銷時

不予核銷）。  

4. 國內差旅費部分，差前需填具申請單，差後十五日內核銷，逾期歉難受理。  

5. 國外差旅費部分，出差人員應於出差前簽報機關首長核准其出差行程及日數，差後

十五日內核銷，逾期歉難受理。  

6. 管理費請依校內規定按預算總額提列百分之六以上；營利機構委託者應提列百分之

十以上，並請於說明欄註記計算方式。計畫編號由研發處編配；計畫代碼由會計室

編配。  

第四節  需國發會支援項目  

 提供參考資料與文件，提供資料市集現階段發展策略與可能規劃之

參考資料。  
 參加或列席專家與焦點座談會，協助單位 /專家約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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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政府部門研究計畫基本資料表（GRB）  

 

 

 

 

 

 

B 表  

計畫中文名稱：資料深化應用與市場機制之研析  

英文名稱：A research of mechanism on data application and data marketplace 

甲、計畫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辦 109 年度電子治理委外服務計畫案  

乙、執行單位：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執行單位之簽約人：朱斌妤    

丙、年度：109  主管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  

丁、研究性質  □基礎研究  ■應用研究  □技術發展  □商品化  □其他  

戊、研究領域ˍˍ（參見Ｃ表）  

己、計畫屬性  □科技類  ■非科技類  

庚、全程期間  109 年 5 月－110 年 3 月  

辛、本期期間  109 年 5 月－110 年 3 月   

壬、本期經費來源          ※本期經費 1,425 千元  

 

 

 

 執行單位出資   ---------％    資本支出（單位：千元）經常支出（單位：千元） 

ˍˍˍ單位委託（補助）ˍˍˍ％     土地建築ˍˍˍ      人事費 959 千元  

ˍˍˍ單位委託（補助）ˍˍˍ％      儀器設備ˍˍˍ      材料費 465 千元  

ˍˍˍ單位委託（補助）ˍˍˍ％      其   他ˍˍˍ      其  他ˍˍˍ 

        合計：100％  

癸、關鍵字：資料市集、資料經濟、資料治理  

 

★參與計畫人力資料：  

A 

表  

主計畫名稱 :資料深化應用與市場機制之研析  

主計畫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計畫執行單位_______電子治理研究中心________________ 

主計畫主持人_________朱斌妤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全程期間 109 年 5 月 4 日至 110 年 3 月 31 日           

※總經費_8,330_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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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計畫  
人員姓名  

專   長  
領   域  

職級  學歷  性別  
參與  
人月  

參與性質  

1 曾憲立  公共行政  助理教授  博士  男  10.5 主持人  

2 蕭乃沂  
公共行政  
資訊管理  

副教授  博士  男  10.5 協同主持人  

3 廖興中  公共行政  副教授  博士  男  10.5 協同主持人  

4 黃詩芸  公共行政  無  碩士（肄） 女  10.5 研究助理  

5 王姿驊  公共行政  無  碩士（肄） 女  10.5 研究助理  

6 郭毓倫  公共行政  無  博士（肄） 男  10.5 研究助理  

填表人：曾憲立                       聯絡電話：0928-443-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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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附錄一、研究人員學經歷說明書  

研究人員學經歷說明書  

類別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研究顧問  

姓名  曾憲立  性別  男  出生年月日  1982/12/19 

學歷（擇其重要者填寫）  

學校名稱  學位  起迄年月  科技專長  

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博士   電子治理、政策

分析、永續治理  
經歷（請按服務時間先後順序填寫與現提計畫有關之經歷）  

服務機構及單位  職稱  起迄年月  
國立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2017-迄今  

電子治理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員  
兼專案經理  

2013-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  2015-迄今  

之近  
相五  
關年  
研內  
究曾  
計參  
畫與  

計畫名稱  計畫內擔任工作 計畫支援機關  起迄年月  
智慧政府下 MyData 個案推

動與模式建構：數位身份識

別與服務流程優化  
計畫主持人  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9/5-2020/3 

循證式數位治理以及溝通策

略研析  
協同主持人  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8/4-2019/3 

數位國情總綱調查（5）：區

域發展策略  。國家發展委員

會委託  
協同主持人  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7/4-2018/3 

數位國情總綱調查（4）：因

應行動服務及共享經濟（資

源）發展之策略  
協同主持人  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6/4-2017/3 

數位國家治理（2） : 國情追

蹤與方法整合  
協同主持人  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4/4-2015/2 

近五年相關之著作及研究報告名稱：（另紙繕附，不得超過兩頁）  

主持人簽章：曾憲立                 填表人簽章：曾憲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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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學經歷說明書  

類別  （）主持人  （○）協同主持人  （）研究顧問  
姓名  蕭乃沂  性別  男  出生年月日  1967 年 5 月 22 日  

學歷（擇其重要者填寫）  

學校名稱  學位  起迄年月  科技專長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奧本尼分校  
公共行政與政策

學系博士  
1994/8~2000/5 

數位治理、政府

資訊管理、系統

思考、政策模擬

與分析  

經歷（請按服務時間先後順序填寫與現提計畫有關之經歷）  
服務機構及單位  職稱  起迄年月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  副教授  2011/2-迄今  

電子治理研究中心  副主任兼研究員  
2008-2009、
2014/4-迄今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助理教授  2004/8-2011/2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2000/8-2004/7 

中國行政學會  副秘書長  2006/1-2007/12 

公共行政學報  執行編輯  2005/8-2007/7 

之近  
相五  
關年  
研內  
究曾  
計參  
畫與  

計畫名稱  計畫內擔任工作  計畫支援機關  起迄年月  

智慧政府下 MyData 個案

推動與模式建構：數位身

份識別與服務流程優化  
計畫主持人  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9/5-2020/3 

數位治理人力資本與職

能策略研析調查  
主持人  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7/4-2018/3 

社會發展計畫審議及評

估制度之調整規劃研究─
社會福利類別  

協同主持人  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5/10-2016/4 

開放政府與巨量資料之

政策機制  
協同主持人  科技部  2015/4-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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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治理研究中心：政府

巨量資料分析與政策端

應用效能提升之研究  
協同主持人  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5/3-2016/3 

核能議題的政策論證與

風險溝通：網路輿情分析

的應用  
主持人  科技部  2015/1-2015/12 

邁向跨部門協力的電子

治理：個案研究與能量建

立  
主持人  科技部  2012/8-2015/3 

政府應用巨量資料精進

公共服與政策分析之可

行性研究  
主持人  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4/4-2015/2 

近五年相關之著作及研究報告名稱：（另紙繕附，不得超過兩頁）  

主持人簽章：蕭乃沂                 填表人簽章：蕭乃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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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學經歷說明書  

類別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研究顧問  

姓名  廖興中  性別  男  出生年月日  1972 年 1 月 13 日  

學歷（擇其重要者填寫）  

學校名稱  學位  起迄年月  科技專長  

美國克里夫蘭州立大學  
都市事務管理

學院博士  
2005/8~2010/12 

地理資訊系統

應用、空間統

計分析、公共

健康研究  
經歷（請按服務時間先後順序填寫與現提計畫有關之經歷）  

服務機構及單位  職稱  起迄年月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  副教授  2019/8-迄今  

電子治理研究中心  研究員  2012/4-迄今  

臺灣透明組織  
執行長兼研究發

展部主任  
 

之近  
相五  
關年  
研內  
究曾  
計參  
畫與  

計畫名稱  計畫內擔任工作 計畫支援機關  起迄年月  

數位國情架構精進調查與政

府數位成熟度評估  
計畫主持人  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9/5-2020/3 

數位國情總綱調查（6）：區

域數位分級與數位國情世代

進展研析  
計畫主持人  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8/4-2019/3 

開放政府服務策略研析調查

─政府資料開放應用模式評

估與民眾參與公共政策意願

調查  

協同主持人  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7/4-2018/3 

近五年相關之著作及研究報告名稱：（另紙繕附，不得超過兩頁）  

主持人簽章：廖興中                填表人簽章：廖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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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二、研究人員最近五年已發表與計畫內容相關之學術性、

著作  

一、  主持人－曾憲立  

 期刊  

朱斌妤、曾憲立（2016）。資料開放品質。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4（4），
54-66。  

李仲彬、曾憲立（2016）。公共議題的網路輿情分析：以英檢列國考

資格及考試院整體議題為例。國家菁英季刊，12（2），57-75。  
黃東益、謝翠娟、曾憲立（2016）。數位治理趨勢下我國公務人員資

訊素養之培育與發展。國家菁英季刊，12（2），21-41。  
曾憲立、洪永泰、朱斌妤、黃東益、謝翠娟（2018）。多元民意調  

查方法的比較研究。調查研究。  
曾憲立、朱斌妤（2016）。民意聽聞的藝術  - 電話與巨量調查的比

較。人事月刊，368，17-26。  
曾憲立、朱斌妤、吳濟華  （2015）。我國能源相關法案對企業經營

影響之研究–以企業環境友善行為為例。公共行政學報，48，37-
42。（TSSCI）  

Chu, P. Y., Huang, Tseng, H. L., & Chen, Y. J. (2019). Will Facebook  
encourage citizen participation? The case of Taiwan legislators’  
Facebook strategie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6(1), 14. 

Tseng, H. L., Y. C. Lee, & P. Y. Chu (2015). Improvisational capabilities 
in e-Commerce adoption: A nultiyear comparison. Journal of 
Glob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18 (1), 48-66. 

 專書文章  

Tseng, H. L., T. Y. Huang, & P. Y. Chu (2017). Big data analysis on 
public opinion: A case study on free economic pilot zones in Taiwan. 
In Y. C. Chen (Ed.) Routledge Handbook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Government (ch.9). UK: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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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會議論文  

朱斌妤、黃東益、洪永泰、李仲彬、曾憲立（2015）。電子治理公共

價值架構之國情追蹤。2015 第十屆 TASPAA 國際學術研討會，

臺北。  

朱斌妤、黃東益、洪永泰、李仲彬、陳俊明、曾憲立（2015）。數位

國家治理（2）：國情追蹤與方法整合。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編

印  

曾憲立、洪永泰、朱斌妤、黃東益、謝翠娟（2016）。不同民意調查

方法之比較研究：以住宅電話、手機、及網路調查為例。2016 年

中國政治學會年會，花蓮。  

Chu, P. Y., T. Y. Huang, C. P. Lee, & H. L. Tseng (2015). A national 
status survey on public value and electronic governance. 2015 
TASPAA,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Chu, P. Y., Tseng, H. L., Lee, C. P., Huang, W. L. Huang, T. Y., & Hung, 
Y. T.  (2017). A longitudinal research of public value and electronic 
governance development in Taiwan.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lectronic Governance (ICEGOV2017), 
India. (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 Series). 

 研究、應用計畫  

李仲彬、朱斌妤、 黃東益、黃婉玲、洪永泰、曾憲立（2016）。 數位

國情總綱調查（4）─因應行動服務及共享經濟（資源）發展之策

略。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電子治理研究中心之專題研究成果報告

（編號：NDC-MIS-105-001）。臺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協

同主持人）  
曾憲立、蕭乃沂、宋同正（2020）。智慧政府下 My Data 個案推動與

模式建構 :數位身分識別與服務流程優化。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

電子治理研究中心之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編號：NDC-MIS-108-
002）。臺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計畫主持人）  

黃東翼、胡龍騰、李仲彬、黃婉玲、曾憲立、朱斌妤（2017）。 數位

國情總綱調查（5）：區域發展策略。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電子治

理研究中心之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編號：NDC-MIS-106-001）。

臺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協同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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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協同主持人─蕭乃沂  

 期刊論文  

陳敦源、蕭乃沂、廖洲棚（2015）。邁向循證政府決策的關鍵變革：公

部門巨量資料分析的理論與實務。國土及公共治理，3（3），33-
44。 

黃心怡、蘇彩足、蕭乃沂（2016）。再探開放政府資料的政策與發展。

國土及公共治理，4（4），18-28。  

 學術會議論文  

廖洲棚、蕭乃沂、陳敦源（2015）。Big data with a text mining core: 
issues and applications on the case of 1999 Taipei citizen hotline。
臺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建構

永續與公平的社會：公共行政的角色與挑戰」，臺北。  

蕭乃沂、廖洲棚、陳敦源（ 2015）。Big data and public opinions 
explor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reflection on internet public 
opinions analysis in government。臺灣透明組織協會2015年兩岸

公共政策與民意論壇─公民參與與公共政策學術研討會，臺北。 

 研究、應用計畫  

陳信木、謝美娥、蕭乃沂、林佳瑩（2015）。社會發展計畫審議及評

估制度之調整規劃研究─社會福利類別。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電

子治理研究中心之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編號：104100606）。臺北

市：國家發展委員會。（協同主持人）  

陳敦源、廖洲棚、蕭乃沂、陳恭（2015）。電子治理研究中心：政府

巨量資料分析與政策端應用效能提升之研究。國家發展委員會委

託電子治理研究中心之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編號：ndc104035-1）。
臺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協同主持人）  

曾憲立、蕭乃沂、宋同正（2020）。智慧政府下 My Data 個案推動與

模式建構 :數位身分識別與服務流程優化。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

電子治理研究中心之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編號：NDC-MIS-108-
002）。臺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計畫主持人）  

蘇彩足、蕭乃沂（2015）。開放政府與巨量資料之政策機制。科技部

委託之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編號：MOST104-2420-H002-018）。

臺北市：科技部。（協同主持人）  

蕭乃沂、陳恭、郭昱瑩（2017）。第五階段電子化政府服務精進─國
際趨勢與民眾需求探勘。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電子治理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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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編號：ndc105033111-3）。臺北市：國

家發展委員會。（計畫主持人）  

蕭乃沂、黃東益（2015）。核能議題的政策論證與風險溝通：網路輿

情分析的應用。科技部委託之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編號：

MOST104-NU-E004-001-NU）。臺北市：科技部。（計畫主持人） 

三、  協同主持人─廖興中  

 期刊論文  

莊文忠、余致力、楊和縉、廖興中（2015）。Democracy in Taiwa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DI Survey in 2014, ' ASIAN DEMOCRACY REVIEW, 
4, 111-133.  

廖興中（2018）。地理資訊系統與空間分析在公共行政的應用與展望。主

計月刊，753，26-30。  
廖興中（2018）。全球各國貪腐與電子治理發展之關係：空間異質性的初

探。臺灣政治學刊，22（1），89-141。  
廖興中、徐明莉（2017）。臺灣地方政府貪腐現象之時空掃描。公共行政

學報，53，1-23。  
廖興中、吳怡融（2016）。全球電子治理發展之政策趨同初探：以區域空

間自相關為分析方法。民主與治理，3（2），23-52。  
廖興中（2016）。時空掃描在 2011-2015 年地方特考土木工程類科不足額

現象的分析應用。國家菁英，46，42-56。  
廖興中、廖洲棚、陳敦源（2015）。1999 臺北市民當家熱線受理違規停車

處理之空間資料探勘 :以核密度分析為工具。行政暨政策學報，61，
51-77。  

蘇偉業、廖興中（2019）。Managerial flexibility versus employee-friendly 
flexibility: the internal labour market of Taiwan’s civil service, '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41(3), 157-168. 

謝京辰、廖興中、楊銘欽、董鈺琪（2019）。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資源潛在

空間可近性分析－以臺灣北部四縣市為例。臺灣公共衛生雜誌 , 38
（2） ,316-327。  

 學術會議論文  

廖興中（2019）。中國一帶一路與貪腐傳染的可能性：空間群聚的視角。

「多元文明與跨域對話：區域研究的新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臺灣

師範大學東亞系。  
廖興中、黃婉玲、李洛維、朱斌妤、黃東益（2019）。臺灣各鄉鎮數位發

展分類研究：集群分析與潛在全象分析的啟發。2019 年臺灣公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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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為美好未來展現

學術社群影響力」 ,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廖興中、徐明莉、吳重禮（2019）。臺灣各縣市貪腐資料時空再掃描 -以

地方法院判決資料為例。2019 年臺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

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為美好未來展現學術社群影響力」, 東海

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廖興中、張鎧如、李天申（2019）。臺灣各村里災害脆弱性評估 --整合資

源可近性與脆弱性的觀點。2019 年臺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

合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廖興中（2018）。公民合產相關因素研究：高雄市 1999 資料之空間異質

性分析。 2018 年臺灣政治學會年會暨「變動中的大國關係與民主治

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 淡江大學蘭陽校園。  
廖興中、蘇偉業（2018）。公務人力流動資料之空間分析初探。2018 年

臺灣公共行政與公共事務系所  聯合會年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變動

中的公共行政：新價值、新議題與新挑戰 , 東吳大學政治系。  
廖興中（2017）。臺灣閱讀起步走計畫政策推行相關因素之空間分析。2017

年「臺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
公共政的創新與改革 ,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廖興中（2016）。各國電子化政府發展之相關因素分析：Geographical and 
Temporal Weighted Regression 之應用。2016 年臺灣政治學會年會

暨「民主的挑戰與深化：臺灣新政局的契機」國際學術研討會 , 世新

大學行政管理系。  
廖興中（2015）臺灣。地方政府貪腐現象之時空掃描。2015 年臺灣公共

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建構永續與公

平的社會-公共行政的角色與挑戰」 , 臺灣大學政治系。  
廖興中（2015）。貪腐控制與電子化參與的關聯：地理加權迴歸的分析。

2015 兩岸學者論壇-公民參與與公共政策學術研討會 , 世新大學管理

學院。  
鄭敏惠、廖興中（2015）。中國大陸省級政府貪腐現象之空間自相關分析

-以 2000 年至 2010 年之數據為例。「2015 兩岸四地廉能治理」學術

研討會 , 世新大學管理學院。  
Juang, Wen-jong; Yu, Chilik; Yang, Ho-Chin; Liao, Hsin-Chung, (2015) 

'Democracy in Taiwa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DI Survey, ' 2015 Seoul 
Democracy Forum, Korea Democracy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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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書文章  

廖興中（2017）。關貿單一窗口 -行政透明的再思考。聯合國反貪腐公約

暨教學個案論文集 , 法務部廉政署 , 343-362。  

 研究、應用計畫  

周成虎、張國偉、廖興中（2015）。兩岸青年交流對兩岸關係與政策推動

之影響。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莊文忠、劉育津、洪綾君、廖興中（2015）。市政府資料庫或資料叢集盤

點之研究。臺北市政府研考會。  
許雲翔、成之約、廖興中（2016）。綠色工作之勞動議題與我國推動綠色

工作之調查。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施能傑、蔡秀涓、胡龍騰、廖興中（2015）。衛生福利部及所屬機關（構）

專員級人員進階職能培訓多元評鑑。衛生福利部。  
陸宛蘋、張鎧如、李天申、廖興中（2018）。災害救助資源整合網絡先導

性研究計畫。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司。  
廖洲棚、廖興中、黃心怡（2018）。開放政府服務策略研析調查─政府資

料開放應用模式評估與民眾參與公共政策意願調查。國家發展委員

會委託電子治理研究中心之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編號：NDC-MIS-106-
003）。臺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協同主持人）。  

廖興中、朱斌妤、黃東益、羅晉（2020）。數位國情架構精進調查與政府

數位成熟度評估。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電子治理研究中心之專題研

究成果報告（編號：NDC-MIS-108-001）。臺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

（計畫主持人）。  
廖興中、朱斌妤、黃東益、黃婉玲（2019）。數位國情總綱調查（6）：

世代與行動分析。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電子治理研究中心之專題研

究成果報告（編號：NDC-MIS-107-001）。臺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

（計畫主持人）。  
廖興中、吳怡融、蘇毓昌（2018）。職訓業務管控機制與行政透明研究。

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廖興中（2018）。合產相關因素研究：臺北市市民當家熱線派工案件之空

間異質性分析。科技部。  
廖興中（2017）。空間資料探勘與民意調查於地方廉政應用研究。新北市

政風處。  
廖興中、林長郁、郭乃菱（2017）。臺北市公共服務及社服設施空間分析

之市政應用。臺北市政府研考會。  
廖興中（2016）。空間資料探勘：以 1999 市民當家熱線資料為例。科技

部。  

 40 



附錄 

 

蘇偉業、廖興中（2016）。我國行政機關內部人力市場人力流動之空間分

析。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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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最近三年內參與其他政府

委託研究計畫之情形及摘要  

 
計畫主持人-曾憲立  

一、計畫名稱：數位國情總綱調查（4）─因應行動服務及共享經濟（資

源）發展之策略  

二、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李仲彬、朱斌妤、 黃東益、黃婉玲、洪

永泰、曾憲立  

三、委託獲補助單位：國家發展委員會  

四、執行期程：2016 年 4 月 1 日  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  

五、經費：2350 千元  

六、摘要：  

 研究源起與目的  

本計畫奠基於前三年度研究，除持續針對架構中主觀的態度認知指標

進行測量，以及比較不同調查方法（包括住宅電話調查、手機調查、網路

調查）的使用，本計畫因應開放政府的風潮，加入政府開放資料（Open 
Government Data, OGD）的分析，探究政府開放資料在電子治理公共價值

架構下的應用。另外，本計畫為了解網路輿論對傳統民意的導引效果，先

選定四項網路聲量較大的公共議題（同性婚姻合法化、核電存廢、一例一

休、Uber合法化），特別以電話調查的追蹤樣本設計，蒐集民意資料，結

合巨量資料進行分析。  

此外，本計畫因應全球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與行動載具的快

速發展對電子治理造成的衝擊，本年度針對共享經濟發展進行相關的文

獻初探，並擴張主觀調查中行動載具相關題型，以期梳理出共享經濟與行

動服務的發展趨勢，用以研提未來相關政策。  

總之，本計畫植基於前三年度研究的基礎，以跨時資料審視我國數位

國家發展面向、電子治理的相關動態，乃至於數位國家治理發展所追求之

公共價值的實踐程度；同時因應科技發展以及調查方式的發展，應用不同

資料蒐集方式，進行調查方法的整合與檢討；並回應國際新興議題的發

展，分析行動服務與共享經濟的發展對電子治理的影響，研提具體的因應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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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研究發現  

 電子公共價值治理指標的國情追蹤部分  

整體而言，從2015年至2016年期間，民眾在運用網路來促進人際

互動以及增加生活品質的正向意見提升了，對於網路資訊以及朋友

的信任增加，同時使用臉書來發表意見頻率更高。但對於政府提供的

服務，除了感受其服務量增加外，對於其他面向的正向意見則大都呈

現下降的趨勢。  

 巨量資料分析部分  

巨量結果調查的四個政策中，以一例一休討論聲量最大，推測因

為觀測期間（105/07/01-105/09/30）正好是法案爭議性頻繁的時間，

包含立委拒絕主持會議，教師節放假等議題，而由四個議題聲量起伏

可以發現，網路討論與國內新聞有相對應的討論峰度，但是對國外新

聞反應較弱。  

 行動服務與共享經濟發展部分  

 行動載具成為主要的上網設備之一，其重要性甚至超過傳統

的桌上型電腦。從跨年度資料分析的結果來看，使用手機或平

板電腦等行動載具上網的比率有逐年上升的情形，透過行動

載具上網儼然已成為一種趨勢。  

 有 6 成以上的民眾會使用行動載具上網表達自己對當前大家

關心問題看法，會透過行動載具將重要公共問題傳給他人的

比率更高達 8 成，顯示雖然使用行動載具撰寫文字，不如使用

傳統電腦來得方便，但許多民眾已習慣透過行動載具表達意

見或發送訊息。  

 使用行動載具參與公共議題的習慣，並未隨著年齡的增加而

減少，中高齡者似乎更加仰賴行動載具作為網路意見表達的

工具。另一方面，不同職業別的受訪者中，則以專業人員使用

行動載具傳遞公共問題或提出看法的比率較低。  

 目前民眾對於 Uber 的接受度並不高，有 4 成左右的受訪者不

願成為 Uber 的司機或透過 Uber 叫車，另還有 3 成的受訪者

沒聽過 Uber。40~59 歲年齡層的民眾對於 Uber 的接受度最低，

而 60 歲以上的民眾的受訪者，則有很高的比率根本沒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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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er。不同職業別的受訪者中，則以從事農林漁牧的受訪者沒

聽過 Uber 的比率最高。  

 

關鍵詞：電子治理、公共價值、網路輿情、調查方法、巨量資料、  行動

載具、共享經濟、開放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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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計畫主持人 -曾憲立  

一、  計畫名稱：數位國情總綱調查（5）：區域發展策略  

二、  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黃東翼、胡龍騰、李仲彬、黃婉玲、曾

憲立、朱斌妤  

三、  委託獲補助單位：國家發展委員會  

四、  執行期程：2017 年 4 月 1 日  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  

五、  經費：3300 千元  

六、  摘要：  

聯合國從2003年開始持續建構與修正的電子發展階段論、電子化政府

準備度指標，已經成為各國用來了解本身電子化政府相較於國際之優劣

的重要指標；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每年針對世

界各大經濟體之資訊通訊科技發展與整備度的調查，也成為評斷國家競

爭力的重要依據，進而影響國家資訊產業的架構。  

為了與國際電子治理趨勢接軌並發展我國電子治理架構，本計畫於

2013年建構完成電子治理公共價值評量架構，包含政治性、社會性與操作

性三大價值；此外，資訊科技的發達、網路與行動載具的普及以及Web 2.0
等社群網路的盛行，諸多新興技術的崛起，逐漸改變了民意蒐集的方式。

本計畫將以跨時資料審視我國在數位國家發展面向、電子治理的相關動

態，乃至於數位國家治理發展所追求的最終公共價值的實踐程度，同時因

應科技發展以及調查方式的變遷，整合不同問卷調查法，並以定群追蹤調

查（panel study）的設計，探討傳統調查與新興調查方法之間整合互補的

可能。除此之外，本計畫聚焦於發展因地制宜的區域電子治理策略，除了

量化指標的調查之外，也以焦點團體座談的形式蒐集民眾需求，提出未來

電子化主動服務的政策建議。  

具體而言，本計畫包含的內容有：對現有電子治理公共價值架構之檢

視、對相關國際組織及先進國家政府數位相關指標發展文獻的檢閱、區域

電子治理發展現況的整理、調查方法的分析比較、國內區域間的比較等，

整合提供數位國情全貌以及未來發展建議。  

 

關鍵詞：電子治理、公共價值、區域發展、調查方法、巨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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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 -曾憲立  

一、  計畫名稱：  智慧政府下 My Data 個案推動與模式建構 :數位身分

識別與服務流程優化  

二、  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曾憲立、蕭乃沂、宋同正  

三、  委託獲補助單位：國家發展委員會  

四、  執行期程：2019 年 5 月 16 日  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五、  經費：  

六、  摘要：  

數位時代中，由資通訊與資料科技所驅動的創新服務與管理（以下簡  
稱科技驅動）是政府未來建構電子治理的重要基礎，另一方面，世界各國  
政府也開始把對巨量資料（或大數據，big data）與開放資料（open data）
的重視逐漸移轉到對個人資料及隱私保護的政策法規上，個人資料的自  
主管理與客製化應用（以下簡稱my data 或MyData），乃至於資料彙整單

位的治理模式與服務提供，是政府尋求如何兼顧個人隱私與加值效益的  
創新領域，必須從創新實用的角度尋找可能的突破點，發展資料加值與創  
新應用服務策略。  

由於科技驅動的潛在創新應用通常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企圖兼顧個  
資自主管理、隱私保護、創新應用的MyData與資料治理方案也是如此，  
諸如軟硬體科技本身的適用性、潛在服務接受者 /使用者辨認與需求及接

受程度、對外服務流程與內部行政流程的重新設計、對現行相關法規的影  
響與調適、跨業務領域 /機關 /公私部門所需的配套資源與能量等，因此在

服務方案內容與傳遞方式的設計與其專案管理，都必須能因應上述的不

確定性。  

本計畫蒐集分析並綜整國外推動MyData模式與並探討數位身份識別  
證（New eID）應用於數位服務的相關議題，接軌國際做法，整理如資

料  治理成熟度（data governance maturity）、資料生命週期管理

(Information Lifecycle Management； ILM)等相關資料治理之評量策略或

作法，以我國  特定政府機關發展導入MyData服務為規劃情境，提出導

入科技驅動創新應用的專案管理流程建議。作為後續實際導入的基礎計

畫，並藉以統整導  入經驗以回饋未來MyData方案推動模式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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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協同主持人 -蕭乃沂  

一、  計畫名稱：第五階段電子化政府服務精進─國際趨勢與民眾需求探

勘  

二、  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蕭乃沂、陳恭、郭昱瑩  

三、  委託獲補助單位：國家發展委員會  

四、  執行期程：2016 年 4 月 1 日  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  

五、  經費：950 千元  

六、  摘要：  

二十餘年來資訊通訊軟硬體技術（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以下簡稱 ICT）的快速演進，除了在商業上的創新應用與獲

利模式，也對各國的中央與地方政府產生了實質的影響，而許多先進國家

也有其整體發展策略藍圖。即將於民國106-109年實施的第五階段電子化

政府計畫-數位政府（ the 5th phase e-government program，以下簡稱5EG），

象徵了我國自87年以來第一階段電子化／網路化政府中程計畫的又一里

程碑，5EG即為我國中央政府在因應並善用 ICT的又一階段的中程政策，

象徵了未來四年的整體規劃，企圖引導各級政府機關善用 ICT以追求更為

優質創新的公共治理。  

然而也由於 ICT快速演進的特質，一方面5EG亟需定期對於相關技術

有其前瞻評估，另一方面也由於政策利害關係人（個別民眾、社區、營利

企業、非營利組織、與政府本身）勢必因技術演進而有不同的期待與需求，

使得5EG在前瞻技術、法規、政策方案、與政策管理機制上都有漸進調適

的可能。本計畫即以此5EG發展為背景，搭配各國與我國的相關政策內容

分析、實體意見蒐集管道（如個別與焦點團體訪談）、與虛擬討論平臺（如

網路公共論壇、社群媒體等），交叉討論國際趨勢、利害關係人需求、與

ICT應用於公共治理的潛力與相關議題，企圖對5EG中程政策的精實演進

有所貢獻。  

本階段報告首先探討5EG與「創意臺灣政策白皮書」（ ide@Taiwan 
2020）與新政府「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的連結，同時參酌整理國際數位

政府趨勢，企圖提出有助於5EG未來發展的計畫重點（包括前瞻技術、法

規政策、應用服務等面向）與搭套的政策管理機制，同時也提供後續的實

證資料蒐集分析的基礎。後續並參考美國Smart Disclosure、英國midata、
與芬蘭MyData的架構，聚焦於My Data作為我國5EG資料驅動理念的核

心，並提出My Data元素融入未來四年5EG的芻議。  

整體而言，我國5EG在資料驅動（Big Data、Open Data、My Data）的

核心理念上應有更具體的規劃與執行，也更能符合其協作治理多元化、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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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營運智能化、數位服務個人化的推動策略。各子計畫在推動上應廣邀請

學術、企業、非營利組織的參與，除了涉及Big Data與Open Data應用領域

的利害關係人，尤其是攸關前瞻技術的區塊鏈與個資自主管理與個人化

服務（My Data），更需要多元參與以利建構適合營運模式的實驗雛型，

並研擬相關法規與行政流程上的可能調整。  

如以個別面向來看，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發會）可考慮可要

求與資料驅動（Big Data、Open Data、My Data）有關的子計畫，明確涉

及相關法規（如個資、資安、資訊公開、資料開放等）與行政流程應如何

搭配調適；並於2018年開始，另以獨立My Data實驗計畫，探討跨子計畫

間在資料層級上可能發展出來的共同規格與個資管理機制，尤以目前具

備初步經驗的「4-02-衛福部健保署-健康智慧行動躍升」、「4-01-國發會

資管處-我的智慧生活」、與「3-03-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電子發票服務躍

升計畫」計畫，建議可以從中優先考量。  

 

關鍵詞：電子化政府、數位政府、電子治理、數位治理、公共政策、資料

驅動、大數據／巨量資料分析、開放政府資料、個資自主管理與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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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協同主持人 -蕭乃沂  

一、  計畫名稱：  智慧政府下 My Data 個案推動與模式建構 :數位身分

識別與服務流程優化  

二、  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曾憲立、蕭乃沂、宋同正  

三、  委託獲補助單位：國家發展委員會  

四、  執行期程：2019 年 5 月 16 日  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五、  經費：  

六、  摘要：  

數位時代中，由資通訊與資料科技所驅動的創新服務與管理（以下簡  
稱科技驅動）是政府未來建構電子治理的重要基礎，另一方面，世界各國  
政府也開始把對巨量資料（或大數據，big data）與開放資料（open data）
的重視逐漸移轉到對個人資料及隱私保護的政策法規上，個人資料的自  
主管理與客製化應用（以下簡稱my data 或MyData），乃至於資料彙整單

位的治理模式與服務提供，是政府尋求如何兼顧個人隱私與加值效益的  
創新領域，必須從創新實用的角度尋找可能的突破點，發展資料加值與創  
新應用服務策略。  

由於科技驅動的潛在創新應用通常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企圖兼顧個  
資自主管理、隱私保護、創新應用的MyData與資料治理方案也是如此，  
諸如軟硬體科技本身的適用性、潛在服務接受者 /使用者辨認與需求及接

受程度、對外服務流程與內部行政流程的重新設計、對現行相關法規的影  
響與調適、跨業務領域 /機關 /公私部門所需的配套資源與能量等，因此在

服務方案內容與傳遞方式的設計與其專案管理，都必須能因應上述的不

確定性。  

本計畫蒐集分析並綜整國外推動MyData模式與並探討數位身份識別  
證（New eID）應用於數位服務的相關議題，接軌國際做法，整理如資

料  治理成熟度（data governance maturity）、資料生命週期管理

(Information Lifecycle Management； ILM)等相關資料治理之評量策略或

作法，以我國  特定政府機關發展導入MyData服務為規劃情境，提出導

入科技驅動創新應用的專案管理流程建議。作為後續實際導入的基礎計

畫，並藉以統整導  入經驗以回饋未來MyData方案推動模式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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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主持人 -廖興中  

一、  計畫名稱：數位國情架構精進調查與政府數位成熟度評估  

二、  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廖興中、  朱斌妤、黃東益、羅晉  

三、  委託獲補助單位：國家發展委員會  

四、  執行期程：2019 年 5 月 16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五、  經費：  

六、  摘要：  

聯合國的電子化政府準備度指標（e-government development index）、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每年針對世界各大經濟體

的資訊通訊科技發展與整備度調查報告、以及早稻田大學（ Waseda 
University）的（ IAC International Digital Government Rankings）十多年來

的各國數位政府評比，都是世界各國政府用來瞭解自身電子化政府進程、 
進行國際比較以及評斷國家競爭力的重要參考。為了使我國電子治理架  
構能夠接軌國際趨勢，本計畫團隊自  2013 年起以操作性、政治性與社會

性三大核心價值為基礎，建構出我國電子治理公共價值架構，逐年針對  
題目修正檢討並進行調查。希冀透過長時間的調查以及比對各項資料，  
來呈現全國性的結果。  

而隨著  Web 2.0 等相關社群網路的興起、行動載具的大量普及，民

眾接受調查與表達資訊的管道出現了重大的改變，影響計畫團隊蒐集民

意  取向的模式。基此，過去幾年的計畫開始將針對我國數位國家發展面

向  以及數位治理的相關動態，突破傳統單一調查方法的侷限，同時採用

傳  統室內電話調查、手機調查、網路樣本調查、巨量資料等方式，進行

民眾意見的蒐集，並就不同調查法之資料完善度進行比較，藉以評估數位

國家治理發展所追求之公共價值的實踐程度，讓結果更貼近臺灣實際數

位國情的全貌。  

另外，在  2017 年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電子治理中心的數位國情總綱  
調查計畫中，發現到過去的調查主要是呈現臺灣整體的狀態。但是，2010
年之後地方政府陸續出現合併與升格的現象，實際上可能會使得數位治  
理的發展及對應的問題出現區域差異的可能性。因此，黃東益等學者  
（2017）在當年的數位國情總綱調查中，嘗試觀察六個直轄市之間數位治

理公共價值指標達成的程度差異，開始考慮到納入或結合區域微觀評  估
的可能性，嘗試建立臺灣數位治理的多層次樣貌。  

到了  2018 年，數位國情的調查開始嘗試納入數位治理公共價值治理

指標跨年資料的蒐集與比較。同時透過文獻分析與問卷調查的方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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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對社會帶來的正面與負面影響進行分析。正面影響的部分，聚  
焦於網路對公民參與以及政治效能感的影響；負面影響的部分，著墨於  
網路成癮、網路霸凌、網路隱私、網路言論自由等議題的分析。同時還選

定了  3 個公共政策議題（假新聞、減塑政策、31 項惠臺政策），從網路

輿論資料庫中撈取相同期間內的文字資料後進行分析，並進一步與傳統

民意調查結果比較。  

由此看來，數位國情調查歷年來，不論在架構的建立、調查方法的設  
計、區域差異性的比較、跨時間的分析、甚至針對網際網路影響的調查，

都有豐碩的嘗試與成果。民眾對於電子化政府服務滿意度以及使用意願  
等面向，給予肯定，且近年來主觀態度變化不大。過去的調查發現，臺灣

在數位治理方面已有顯著成果，在相關國際評比表現優異，持續調查資料

蒐集雖仍可作為政策參考，但是數位治理環境也不斷快速變化，目前已經

執行六年的數位國情，但應因應數位治理的不斷發展的環境，應針對問卷

內容修正，尤其針對表現有待精進部分，持續蒐集民眾與專家意見，以提

供政策建議。  

其次，近年來針對數位成熟度的評估研究，主要是根據分析的單位多  
以國家為主，沿用不同的電子化政府發展階段來進行評估。亦有針對地  
方政府的電子化政府發展程度進行的評估。然而這類的評估研究，主要  
著重的面向是以電子化政府的具體作為為主，較少從機關組織層次，評  
估其策略管理、組織管理、人力素質與資源等部分。因此，為評估機關單

位資訊與數位能力，研究團隊跳脫原有硬體設備之指標，嘗試建立「機關

數位成熟度評估指標」，該指標名稱與架構將參考相關國內外文獻，同時

與委託單位共同研議，透過深入的文獻檢閱來建立評估指標。未來可提供

政府機關資訊部門人力、預算、及策略規劃的參考基礎。  

簡而言之，本計畫有著兩大目標。首先，嘗試從創新精進的角度出發， 
調整電子治理公共價值評估內容，並進行數位國情調查。其次，則是從機

關組織的角度出發，建立機關數位成熟度的評估指標。期望透過這兩大主

軸的研究成果，國家的數位治理發展政策，帶出更創新永續的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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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主持人 -廖興中  

一、  計畫名稱：數位國情總綱調查（6）：區域數位分級與數位國情世

代進展研析  

二、  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廖興中、黃婉玲、黃東益、朱斌妤、洪

永泰  

三、  委託獲補助單位：國家發展委員會  

四、  執行期程：2018 年 4 月 11 日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  

五、  經費：2,370 千元  

六、  摘要：  

在2017年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電子治理中心的數位國情總綱調查計

畫中，發現到過去歷年的評比主要是呈現臺灣整體的狀態。但是，2010年
之後地方政府陸續的合併與升格，實際上可能會使得數位治理的發展及

對應的問題出現區域差異的可能性。也因此，黃東益等學者（2017）特別

在該次的數位國情總綱調查中的某些部分，觀察六個直轄市之間數位治

理公共價值指標達成的程度差異，開始考慮到納入或結合區域微觀評估

的可能性，嘗試建立臺灣數位治理的多層次樣貌。  

基於補充區域微觀的可能性，本計畫的核心目標安排兩大部分。首先

主要是以過去兩次鄉鎮市區數位發展分類研究的結果為基礎，參考其他

國外文獻，修正公平數位機會發展指標並完成本年度我國地區數位分級

調查研析。加上數位機會發展指標分析的對象為鄉鎮市區，因此本計畫將

納入地理資訊系統與空間分析方法，以地圖化的方式展現臺灣各地區數

位發展的差異。  

其次，則根據歷年數位國情總綱調查，整合多元調查方法，以跨年度、

世代、與領域的觀點，綜整分析臺灣的數位國情。探討 ICTs發展對政治、

社會、經濟、教育文化、永續發展等政府治理各層面的影響，協助政府規

劃未來中長程我國電子治理發展的前瞻性方向、政策架構及社會重要議

題因應策略等。同時，持續著重與世界網路計畫（World Internet Project, 
WIP）、聯合國永續發展大會的永續發展指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等國際重要研究指標接軌。  

簡而言之，本研究嘗試結合區域數位分級與數位國情世代進展分析，

一面從微觀的角度審視臺灣各鄉鎮的數位發展狀態；另一面則是延續過

去數位國情調查的精神，並納入不同年度資料的比較。除了兼具微觀與宏

觀的分析比較外，在納入時間軸線的審視，有助我國對於區域數位發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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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數位國情進展的狀態有更立體的瞭解，有助未來的數位發展政策規

劃與推動。  

研究目的 : 

建構公平數位機會發展指標，並針對鄉鎮市地區數位分類進行研析，

以利相關單位規劃未來區域發展計畫，並作為後續推動數位機會強化相

關計畫資源配置之參考。  

 數位分類架構的再檢視。以過去國家發展委員會兩次研究的分類架

構與指標為基礎（數位基礎環境、數位人力資源、社會經濟條件），

結合國外文獻檢閱與專家座談確認可應用性。  
 數位分類指標資料的收集。與國家發展委員會及各機關合作溝通，

確認並收集各構面對應之指標或替代指標。必要時可自行創造。  
 時空分析的可能性。進行跨年度的比較分析，並利用地理資訊系統

進行區域差異性的空間分析。  
  國際數位治理經驗的比較與銜接。結合國內外電子治理發展趨勢

與國際間電子化政府相關評比指標，對應電子化政府國際評比績優

國家，持續進行國際政策變化與我國追蹤比對分析，並綜合出臺灣

國情發展及使用者需求，以強化並修正電子治理公共價值（Public 
Value of E-Governance）架構與問卷量表。  
 多元調查方法的整合精進。整合包括電話家戶訪問、行動電話訪問、

網路問卷、或其他新型態民意蒐集方式等，取  4 至  6 種民意蒐集

方式，進行相對主觀與客觀資料蒐集並建構調查資料庫，以充實分

析資料的廣度與深度。  
 跨領域與世代差異分析。利用本年度調查資料，整合應用歷年的調

查、評比或主客觀資料，進行跨域（領域或職業）與跨年分析，提

出臺灣不同領域或世代之間異同與演進的觀察。  
 數位治理發展影響研究。針對數位國情架構中包括網路成癮、網路

信任與人際關係發展等指標，進行國際間發展比對，並針對數位政

府國際評比績優主要國家，持續蒐集政策變化，並進行我國發展變

化之追蹤比對分析。  

綜合上述的研究目的，本計畫希望延續前幾年數位發展分類與數位國

情分析相關數據的蒐集分析，期待未來能夠建立一個完整的臺灣數位發

展數據資料庫，做為臺灣在數位治理政策，在整體面與區域面相關政策思

考的參考。另外，也將繼續在公共價值架構（PVEG）的基礎上面，選擇

新興且關鍵的議題進行深入的探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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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主持人 -廖興中  

一、  計畫名稱：開放政府服務策略研析調查─政府資料開放應用模式評

估與民眾參與公共政策意願調查  

二、  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廖洲棚、廖興中、黃心怡  

三、  委託獲補助單位：國家發展委員會  

四、  執行期程：2017 年 4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  

五、  經費：1,200 千元  

六、  摘要：  

 
研究緣起與目的  

隨著各國政府推動政府開放資料與網路公民參與的步伐逐漸加大，對

於政府開放資料與網路公民參與相關措施成效評估的需求也隨之擴大。

由於截至目前，學術界仍缺乏一個具共識的政策評估模式，來協助實務工

作者評估政府開放資料程度與應用成效，以及民眾參與公共政策對政府

決策品質和官民信任程度的改善情況。因此，本計畫聚焦於依據開放政府

理念推動的政府資料開放以及公共政策網路參與等措施的效益評估，以

釐清相關措施在促進政府透明、公共參與溝通以及公私協力等開放政府

許諾的良善治理願景的實踐程度，並據以提出改善策略，作為政府施政參

考。  

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計畫規劃透過多元研究方法，包括文獻回顧、網路問卷調查、深度

訪談、焦點團體座談以及準實驗設計等，來蒐集相關的評估資訊。  

 

本計畫預期達成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了解全球推動政府開放資料標竿國家的主要策略以及效益評估模

式。  
 了解我國政府開放資料的應用模式並提供效益評估建議。  
 了解業務單位因應政府開放資料政策，推動資料治理之誘因基礎，

以及影響開放資料的支持體系的關鍵因子。  
 了解我國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的推動成效，並針對未來發展研提

策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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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研究概況與後續規劃  

目前本計畫已完成目前國際與各國政府推動開放資料之標竿國家的

主要策略與評估模式之整理；在開放資料的應用模式與個案的整理上也

有基本理解；而對當前電子化政府與新興公民參與之間的理論與實務發

展整理也有相當程度的探索。此部分內容主要呈現在第二章的文獻檢閱。 

另外，針對政府開放資料之公務員調查、政府開放資料之使用者調查、

以及Join平臺提點子之使用者調查等三項之評估模式與研究設計。除Join
平臺提點子使用者調查已於2017年7月26日正式執行外，其餘調查將陸續

於8月執行。詳細的評估模式與調查規劃將在第三章與第四章呈現。  

 
關鍵字：  開放政府、開放資料、公民參與、效益評估、Join 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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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主持人 -廖興中  

一、  計畫名稱：合產相關因素研究：臺北市市民當家熱線派工案件之空

間異質性分析   
二、  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廖興中  
三、  委託獲補助單位：科技部   
四、  執行期程：2017 年 8 月  至 2018 年 7 月  
五、  經費：429 千元  
六、  摘要：  

本研究主要是以高雄市106年各里的1999陳情率作為公民合產現象的

指標，利用傳統迴歸與強調空間異質的地理加權迴歸，分析老年人口比

率、女性人口比率、原住民人口比率、大學畢業人口比率、所得中位數與

人口密度與公民合產現象的關聯性。本研究發現，在傳統迴歸的結果顯示

老年人口比率及大學畢業人口比率等兩項變數，與1999陳情率是正向的

關係，顯示年長者比率較高的社區可能對於社區問題的挖掘與揭露是有

較高可能的。同時，高等教育者比率較高的社區，也會出現較多陳情的現

象。至於，原住民人口比率、所得、以及人口密度，則是與陳情率呈現反

向的關係。至於地理加權迴歸分析的結果，則顯示老年人口比率、女性人

口比率、原住民人口比率、與所得等變數，在高雄不同區域間與陳情率的

迴歸係數有著正反向的差異存在。而大學畢業人口比率與人口密度這兩

項變數，則是分別呈現與陳情率正向與反向的相關性，只是在不同地區有

著相關程度大小的差異。換言之，從公民合產的行為來看，似乎年長者較

高比率的社區、以及高學歷居民比率較高的地區，其合產的現象會較蓬

勃。而原住民人口比率較高的地區、經濟條件較好的社區、人口密度較高

的區域，反而公民合產的現象較為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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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供應對象及費用（電子檔、紙

圖、電信網路服務）  

關於國土測繪圖資e商城之收費規定依其供應對象與費用分為電子

檔、紙圖、電信網路服務三種。  

一、  電子檔資料供應對象及費用  

資料類別  提供對象  提供項目  
計費  
單位  

單價

（元）  
備註  

控制測量  
成果資料  

機關公文

申請  
（限制公

開）  控制測量

成果檔  
  

高程測量成

果資料  

免費  

申請限

制公開

成果需

填寫管

制同意

書

（ PDF
、

ODT）  

重力測量成

果資料  

一等基本控

制點  

不限  
（非限制

公開）  

二等基本控

制點  

三等基本控

制點  

數值地籍

測量原始

成果資料  
不限  

數值地籍測量原始成果

檔  

宗地筆

數

（筆）  
2 

以「段」

為資料

供應單

位，依

總筆數

覈實計

算。  

GIS 地籍

圖資料  
不限  地籍圖檔  

首次申請；  
非加值型  宗地筆

數

（筆）  

2 

更新申請；  
非加值型  

1 

土地段籍

資料  
不限  

地段外圍

圖檔  
首次申請；  
非加值型  

1,000 
本資料

係利用

57 

https://www.nlsc.gov.tw/uploadfile/1070301/1070301%E6%B5%81%E9%80%9A%E4%BD%9C%E6%A5%AD%E8%A6%81%E9%BB%9E_%E9%99%84%E4%BB%B6%E4%B8%80_%E7%AE%A1%E5%88%B6%E5%90%8C%E6%84%8F%E6%9B%B8.pdf
https://www.nlsc.gov.tw/uploadfile/1070301/1070301%E6%B5%81%E9%80%9A%E4%BD%9C%E6%A5%AD%E8%A6%81%E9%BB%9E_%E9%99%84%E4%BB%B6%E4%B8%80_%E7%AE%A1%E5%88%B6%E5%90%8C%E6%84%8F%E6%9B%B8.pdf
https://www.nlsc.gov.tw/uploadfile/1070301/1070301%E6%B5%81%E9%80%9A%E4%BD%9C%E6%A5%AD%E8%A6%81%E9%BB%9E_%E9%99%84%E4%BB%B6%E4%B8%80_%E7%AE%A1%E5%88%B6%E5%90%8C%E6%84%8F%E6%9B%B8.o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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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類別  提供對象  提供項目  
計費  
單位  

單價

（元）  
備註  

首次申請；  
加值型  

鄉（鎮、

市、區）

（個）  

4,000 
地籍圖

檔萃取

各地段

段 外

圍，再

經資料

處理及

圖形編

修後，

以 鄉

（鎮、

市、區）

為管理

單位編

製圖資  

更新申請；  
非加值型  

500 

更新申請；  
加值型  

2,000 

典藏地籍

圖掃描成

果資料  
不限  

典藏地籍

圖掃描檔  

A0 尺寸  
幅  

960 
  

A2 尺寸  260 

臺灣通用

電子地圖

成果資料  
[ 各 圖 幅

圖層說明

表、成果

資料說明

書及中文

字碼使用

方法 ] 

不限  

臺灣通用  
電子地圖  
數值資料

檔  
（樣本圖

資）  

首次申請；  
非加值型  

幅  

150 
以比例

尺五千

分之一

圖幅範

圍為資

料供應

單位  

首次申請；  
加值型  

600 

更新申請；  
非加值型  

75 

更新申請；  
加值型  

300 

主

題

圖

臺 灣

地 區

道 路

首次申請；  
非加值型  

套  350,000 
原則以

臺灣地

區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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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lsc.gov.tw/uploadfile/%E9%80%9A%E7%94%A8%E7%89%88%E9%9B%BB%E5%AD%90%E5%9C%B0%E5%9C%96%E5%90%84%E5%9C%96%E8%99%9F%E5%9C%96%E5%B1%A4%E5%85%A7%E5%AE%B9991230.pdf
https://www.nlsc.gov.tw/uploadfile/%E9%80%9A%E7%94%A8%E7%89%88%E9%9B%BB%E5%AD%90%E5%9C%B0%E5%9C%96%E5%90%84%E5%9C%96%E8%99%9F%E5%9C%96%E5%B1%A4%E5%85%A7%E5%AE%B9991230.pdf
https://www.nlsc.gov.tw/uploadfile/%E9%80%9A%E7%94%A8%E7%89%88%E9%9B%BB%E5%AD%90%E5%9C%B0%E5%9C%96%E5%90%84%E5%9C%96%E8%99%9F%E5%9C%96%E5%B1%A4%E5%85%A7%E5%AE%B9991230.pdf
https://www.nlsc.gov.tw/uploadfile/%E9%80%9A%E7%94%A8%E7%89%88%E9%9B%BB%E5%AD%90%E5%9C%B0%E5%9C%96%E8%B3%87%E6%96%99%E8%AA%AA%E6%98%8E%E6%9B%B8.pdf
https://www.nlsc.gov.tw/uploadfile/%E9%80%9A%E7%94%A8%E7%89%88%E9%9B%BB%E5%AD%90%E5%9C%B0%E5%9C%96%E8%B3%87%E6%96%99%E8%AA%AA%E6%98%8E%E6%9B%B8.pdf
https://www.nlsc.gov.tw/uploadfile/%E9%80%9A%E7%94%A8%E7%89%88%E9%9B%BB%E5%AD%90%E5%9C%B0%E5%9C%96%E8%B3%87%E6%96%99%E8%AA%AA%E6%98%8E%E6%9B%B8.pdf
https://www.nlsc.gov.tw/uploadfile/%E4%B8%AD%E6%96%87%E5%AD%97%E7%A2%BC%20%E4%BD%BF%E7%94%A8%E6%96%B9%E6%B3%95.rar
https://www.nlsc.gov.tw/uploadfile/%E4%B8%AD%E6%96%87%E5%AD%97%E7%A2%BC%20%E4%BD%BF%E7%94%A8%E6%96%B9%E6%B3%95.rar
https://www.nlsc.gov.tw/uploadfile/%E4%B8%AD%E6%96%87%E5%AD%97%E7%A2%BC%20%E4%BD%BF%E7%94%A8%E6%96%B9%E6%B3%95.rar
https://www.nlsc.gov.tw/uploadfile/%E6%A8%A3%E6%9C%AC%E5%9C%96%E8%B3%87.zip
https://www.nlsc.gov.tw/uploadfile/%E6%A8%A3%E6%9C%AC%E5%9C%96%E8%B3%87.zip


附錄 

資料類別  提供對象  提供項目  
計費  
單位  

單價

（元）  
備註  

層

數

值

資

料

檔  

及 鐵

路 圖

數 值

資 料

檔  

為資料

供應  
單位  

 

 

首次申請；  
加值型  

 

1,400,00
0 

 

更新申請；  
非加值型  

175,000 

更新申請；  
加值型  

700,000 

臺 灣

地 區

水 系

圖 數

值 資

料  檔  

首次申請；  
非加值型  

套  

50,000 

首次申請；  
加值型  

200,000 

更新申請；  
非加值型  

25,000 

更新申請；  
加值型  

100,000 

臺 灣

地 區

建 物

及 區

塊 圖

數 值

首次申請；  
非加值型  

套  

250,000 

首次申請；  
加值型  

1,000,00
0 

更新申請；  
非加值型  

1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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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類別  提供對象  提供項目  
計費  
單位  

單價

（元）  
備註  

資 料

檔  
更新申請；  
加值型  

500,000 

臺 灣

地 區

地 標

數 值

資 料

檔  

首次申請；  
非加值型  

套  

3,000 

首次申請；  
加值型  

12,000 

更新申請；  
非加值型  

1,500 

更新申請；  
加值型  

6,000 

臺 灣

地 區

交 通

路 網

圖 數

值 資

料檔  
（ 樣

本 圖

資）  

首次申請；  
非加值型  

套  

50,000 

首次申請；  
加值型  

200,000 

更新申請；  
非加值型  

25,000 

更新申請；  
加值型  

100,000 

國土利用

現況調查

成果資料  
[ 土 地 利

用分類系

統表及資

料說明書

機關公文

申請  
（限制公

開）  

國土利用

現況調查  
成果數值

資料檔  
（ .SHP
樣本、  

首次申請；  
非加值型  

幅  

150 
以基本

地形圖

（比例

尺五千

分 之

一）圖

幅範圍

首次申請；  
加值型  

600 

不限  
更新申請；  
非加值型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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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lsc.gov.tw/uploadfile/1070301/%E4%BA%A4%E9%80%9A%E8%B7%AF%E7%B6%B2%E5%9C%96%E6%95%B8%E5%80%BC%E8%B3%87%E6%96%99%E6%AA%94%E6%A8%A3%E6%9C%AC%E5%9C%96%E8%B3%87.zip
https://www.nlsc.gov.tw/uploadfile/1070301/%E4%BA%A4%E9%80%9A%E8%B7%AF%E7%B6%B2%E5%9C%96%E6%95%B8%E5%80%BC%E8%B3%87%E6%96%99%E6%AA%94%E6%A8%A3%E6%9C%AC%E5%9C%96%E8%B3%87.zip
https://www.nlsc.gov.tw/uploadfile/1070301/%E4%BA%A4%E9%80%9A%E8%B7%AF%E7%B6%B2%E5%9C%96%E6%95%B8%E5%80%BC%E8%B3%87%E6%96%99%E6%AA%94%E6%A8%A3%E6%9C%AC%E5%9C%96%E8%B3%87.zip
https://www.nlsc.gov.tw/up_page/file/%E5%9C%8B%E5%9C%9F%E5%88%A9%E7%94%A8%E8%AA%BF%E6%9F%A5%E6%88%90%E6%9E%9C95222027.zip
https://www.nlsc.gov.tw/up_page/file/%E5%9C%8B%E5%9C%9F%E5%88%A9%E7%94%A8%E8%AA%BF%E6%9F%A5%E6%88%90%E6%9E%9C95222027.zip


附錄 

資料類別  提供對象  提供項目  
計費  
單位  

單價

（元）  
備註  

（ 95 至

104 年、

105 年迄

今）] 

（非限制

公開）  
.GML 樣

本）  更新申請；  
加值型  

300 

為資料

供應單

位，申

請限制

公開成

果需填

寫管制

同意書

（ PDF
、

ODT）  

基本地形

圖及輿圖

成果資料  

機關公文

申請  
（限制公

開）  

像片基本

圖數值資

料檔（不

含正射影

像及等高

線）  
（樣本圖

資）  

首次申請；  
非加值型  

幅  

150 

首次申請；  
加值型  

600 

不限  
（非限制

公開）  

更新申請；  
非加值型  

75 

更新申請；  
加值型  

300 

免申請  
使用  

經建版地

形圖數值

資料檔  

比 例 尺

1/25,000 

免費  

請至國

土測繪

圖 資 e
商 城 -
開放資

料 下

載] 

比 例 尺

1/50,000 

比 例 尺

1/10,000 

行政區域

成果資料  
免申請  
使用  

直轄市及縣市界線數值

資料檔  

免費  

鄉鎮市區界線數值資料

檔  

村里界圖數值資料檔  

地政事務所轄區圖數值

資料檔  

61 

https://www.nlsc.gov.tw/up_page/file/LUI/LUInote95-104.pdf
https://www.nlsc.gov.tw/up_page/file/LUI/LUInote95-104.pdf
https://www.nlsc.gov.tw/up_page/file/LUI/LUInote105.pdf
https://www.nlsc.gov.tw/up_page/file/LUI/LUInote105.pdf
https://www.nlsc.gov.tw/up_page/file/95222027%20GML.rar
https://www.nlsc.gov.tw/up_page/file/95222027%20GML.rar
https://www.nlsc.gov.tw/uploadfile/1070301/1070301%E6%B5%81%E9%80%9A%E4%BD%9C%E6%A5%AD%E8%A6%81%E9%BB%9E_%E9%99%84%E4%BB%B6%E4%B8%80_%E7%AE%A1%E5%88%B6%E5%90%8C%E6%84%8F%E6%9B%B8.pdf
https://www.nlsc.gov.tw/uploadfile/1070301/1070301%E6%B5%81%E9%80%9A%E4%BD%9C%E6%A5%AD%E8%A6%81%E9%BB%9E_%E9%99%84%E4%BB%B6%E4%B8%80_%E7%AE%A1%E5%88%B6%E5%90%8C%E6%84%8F%E6%9B%B8.pdf
https://www.nlsc.gov.tw/uploadfile/1070301/1070301%E6%B5%81%E9%80%9A%E4%BD%9C%E6%A5%AD%E8%A6%81%E9%BB%9E_%E9%99%84%E4%BB%B6%E4%B8%80_%E7%AE%A1%E5%88%B6%E5%90%8C%E6%84%8F%E6%9B%B8.odt
https://www.nlsc.gov.tw/up_page/file/%E5%83%8F%E7%89%87%E5%9F%BA%E6%9C%AC%E5%9C%96%E6%A8%A3%E5%BC%B5.zip
https://www.nlsc.gov.tw/up_page/file/%E5%83%8F%E7%89%87%E5%9F%BA%E6%9C%AC%E5%9C%96%E6%A8%A3%E5%BC%B5.zip
https://whgis.nlsc.gov.tw/Opendata/Files.aspx
https://whgis.nlsc.gov.tw/Opendata/Files.aspx
https://whgis.nlsc.gov.tw/Opendata/Files.aspx
https://whgis.nlsc.gov.tw/Opendata/Files.aspx
https://whgis.nlsc.gov.tw/Opendata/Files.aspx
https://whgis.nlsc.gov.tw/Opendata/Files.aspx


資料深化應用與市集機制之研析 

 

 

資料類別  提供對象  提供項目  
計費  
單位  

單價

（元）  
備註  

正射影像

資料  
不限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正射

影像數值資料檔  
幅  1,200   

UAS 正射影像數值資料

檔[供應範圍 ] 

二、  圖籍資料（紙圖）供應對象及費用  

資料類別  提供對象  提供項目  紙張尺寸  比例尺  
單價

（元

）  
備註  

GIS 地籍

圖資料  
不限  

地籍圖  
輸出品  

（道林紙）  
（樣張）  

A0 尺寸  

測圖  
比例尺  

110 
本資料 係利用

地籍圖 檔依據

所申請 比例尺

及紙張 尺寸繪

製輸出 之地籍

圖。其中測圖比

例尺係 指該地

段辦理 地籍測

量完成 時公告

地籍圖 所使用

之比例尺；特殊

比例尺 則係依

據使用者需求，

以人工 運用電

腦技術 調整之

出圖比例尺。  

特殊  
比例尺  

160 

A1 尺寸  

測圖  
比例尺  

70 

特殊  
比例尺  

120 

A3 尺寸  

測圖  
比例尺  

30 

特殊  
比例尺  

80 

土地段籍

資料  
不限  

地段示意圖  
（道林紙）  
（樣張）  

A0 尺寸  
依鄉

（鎮、

市、區）  
300 

本資料係利用

地籍圖檔萃取

各地段段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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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lsc.gov.tw/uploadfile/1070301/1070302_UAS%E6%AD%B7%E5%B9%B4%E6%88%90%E6%9E%9C%E7%AF%84%E5%9C%8D%E5%9D%90%E6%A8%99(%E5%90%AB%E5%9C%96%E8%99%9F).ods
https://www.nlsc.gov.tw/uploadfile/%E5%9C%B0%E7%B1%8D%E5%9C%96%E8%BC%B8%E5%87%BA%E5%93%81%E5%BD%B1%E5%83%8F%E6%AA%94.jpg
https://www.nlsc.gov.tw/uploadfile/%E5%9C%B0%E6%AE%B5%E7%A4%BA%E6%84%8F%E5%9C%96%E5%BD%B1%E5%83%8F%E6%AA%94.jpg


附錄 

資料類別  提供對象  提供項目  紙張尺寸  比例尺  
單價

（元

）  
備註  

A3 尺寸  

範圍大小

調整  

60 

圍，再經資料

處理及圖形編

修後，於單圖

幅內繪出單一

鄉鎮市區之地

段接合示意

圖；適用於作

業規劃及展示  

典藏地籍

圖掃描成

果資料  
不限  

典藏地籍圖

複印圖（道

林紙）  

A0 尺寸  

依圖籍保

存現況  
而定  

340 

 ●官有林野圖

複印圖樣張  
●舊地籍圖複印

圖樣張  
●地籍藍晒底圖

複印圖樣張  
●160 磅地籍藍

晒圖複 印圖樣

張  
●地籍原圖複印

圖樣張  

A2 尺寸  90 

基本地形

圖及輿圖

成果資料  

機關公文

申請  
（限制公

開）  

像片基本圖  
（光電專用

紙）  

73cm× 
57cm 

1/5,000 

300 

●供應採電子檔

列印輸出 [供應

品質說明]。  
●像片基本圖樣

張  
●一萬分之一地

形圖樣張  
●二萬五千分之

一地形圖樣張  
●五萬分之一地

形圖樣張  

基本圖  
（光電專用

紙）  
1/10,000 

經建版地形

圖（道林

紙）  

1/25,000 

1/50,000 

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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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lsc.gov.tw/uploadfile/A02-%E5%AE%98%E6%9C%89%E6%9E%97%E9%87%8E%E5%9C%96%E6%A8%A3%E5%BC%B5.jpg
https://www.nlsc.gov.tw/uploadfile/A02-%E5%AE%98%E6%9C%89%E6%9E%97%E9%87%8E%E5%9C%96%E6%A8%A3%E5%BC%B5.jpg
https://www.nlsc.gov.tw/uploadfile/1070301/%E6%97%A5%E6%93%9A%E8%88%8A%E5%9C%B0%E7%B1%8D%E5%9C%96%E8%A4%87%E5%8D%B0%E5%9C%96%E6%A8%A3%E5%BC%B5.pdf
https://www.nlsc.gov.tw/uploadfile/1070301/%E6%97%A5%E6%93%9A%E8%88%8A%E5%9C%B0%E7%B1%8D%E5%9C%96%E8%A4%87%E5%8D%B0%E5%9C%96%E6%A8%A3%E5%BC%B5.pdf
https://www.nlsc.gov.tw/uploadfile/A01-%E5%9C%B0%E7%B1%8D%E8%97%8D%E6%9B%AC%E5%BA%95%E5%9C%96%E8%A4%87%E5%8D%B0%E5%9C%96%E6%A8%A3%E5%BC%B5.jpg
https://www.nlsc.gov.tw/uploadfile/A01-%E5%9C%B0%E7%B1%8D%E8%97%8D%E6%9B%AC%E5%BA%95%E5%9C%96%E8%A4%87%E5%8D%B0%E5%9C%96%E6%A8%A3%E5%BC%B5.jpg
https://www.nlsc.gov.tw/up_page/file/%E5%85%AD%E5%88%86%E5%AF%AE27-12-OK-1.jpg
https://www.nlsc.gov.tw/up_page/file/%E5%85%AD%E5%88%86%E5%AF%AE27-12-OK-1.jpg
https://www.nlsc.gov.tw/up_page/file/%E5%85%AD%E5%88%86%E5%AF%AE27-12-OK-1.jpg
https://www.nlsc.gov.tw/uploadfile/1070301/%E5%9C%B0%E7%B1%8D%E5%8E%9F%E5%9C%96%E8%A4%87%E5%8D%B0%E5%9C%96%E6%A8%A3%E5%BC%B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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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不限  
（非限制

公開）  

衛星影像地

形圖（光電

專用紙）  
73cm× 
57cm 

1/50,000 
●十萬分之一地

形圖樣張  
●衛星影像地形

圖樣張  
●衛星影像地圖

樣張  
●臺灣全圖樣張  

衛星影像地

圖  
（光電專用

紙）  

1/50,000 

臺灣全圖  
（道林紙）  

120cm×90
cm 

1/400,00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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