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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實務觀察與〈位置決定腦袋？ 

政府部門系統使用者角色差異下的 

資料協力意向〉觀點交流 
 

曾憲立
*
 

 

壹、前言 

謝謝《公共行政學報》的邀請讓我有機會和第 57 期作者曾冠球、胡龍騰、莊

文忠、張鐙文、張智凱（以下簡稱作者群）的「位置決定腦袋？政府部門系統使用

者角色差異下的資料協力意向」（以下簡稱〈資料協力意向〉一文）進行交流與對

話。〈資料協力意向〉一文主要討論公部門推動資訊分享，也就是跨機關電子資料

交換所遇到機關內使用者意願的問題，並以五都（不含桃園市）「免書證、免謄

本」應用服務系統之機關使用者進行系統性探究，機關使用者同時為「資訊貢獻

者」與「資訊受益者」，作者群發現官僚對於創新事務的接納還是來自制度的限制

或授權，因此可從制度面著手，從員工角度思索如何降低人員的勞務、責任或心理

負擔，進而與既有業務進行校準以獲綜效，作者群發現「位置決定腦袋」，當機關

使用者的角色一方面為「資訊貢獻者」，一方面又是「資訊受益者」時，的確可能

影響其協力意向。 

                                                      

特約邀稿。 
* 曾憲立為國立臺南大學行政管理學系助理教授，e-mail: hltseng@mail.nut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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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從以下三點補充個人的實務觀察，第一是近年數位政府發展方向與策略，

為和〈資料協力意向〉一文連結，會先說明桃園市「免書證、免謄本」的應用成

效，接著是一站式網路服務；第二是跨機關電子資料交換的資料類型與保護機制，

〈資料協力意向〉所調查的「免書證、免謄本」屬民眾個資「知情同意」

（informed consent）的申辦，近年隨個人資料保護意識抬頭以及國際間規範趨嚴，

例如歐盟於 2018 年 5 月正式實施「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對照我國個資法，是否會對跨機關電子資料交換造成阻礙；

第三是延續個人資料知情同意的議題，擴展〈資料協力意向〉一文的外在效度，也

就是未來機關間資料交換與應用的方向與可能議題，供作者群與其他對此議題有興

趣的研究者們參考。 

貳、數位政府的資料交換發展方向與策略 

「電子化政府」（ e-government ）這幾年或被稱為「電子治理」（ e-

governance）、「數位治理」（ digital governance）、「數位政府」（ digital 

government），Janowski（2015）回顧從 1993 年起數位政府發展，提出「數位化或

政府技術」（Digitization or Technology in Government）、「轉型或電子化政府」

（Transformation or Electronic Government）、「參與或電子治理」（Engagement or 

Electronic Governance）及「情境化或政策驅動的電子治理」（Contextualization or 

Policy-Driven Electronic Governance）四階段演化模型，依據「資通訊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是否改變了政府內部工作和

結構、是否影響政府與外部行動者的關係進行區分，數位轉型或數位政府即是透過

數位科技應用，改善政府組織內部流程、結構和工作日常，包括重新思考科技能讓

政府以數位形式做什麼、如何調整業務、能有什麼技術的發展，達到服務創新的目

標。依據聯合國對其定義，係指政府部門運用資通訊科技來達成改善資訊和服務的

傳遞與品質、改善公民參與決策制定過程的機會與品質、使政府更具課責性、透

明、有效率、效能等目標的相關過程與作為。 

我國從早期致力於政府網路基礎建設、發展網路便民及行政應用（1998-2000

年），到以發展服務流程簡化，將全國各機關整合在整合互通的基礎資通環境架構

下，提供主動及隨手可得的資訊服務（2008-2011 年），到今日（2017-2020 年）

是以發展跨機關一站式整合服務、打造多元協作環境為推動策略（國家發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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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2017）。〈資料協力意向〉一文探究跨機關一站式整合服務的「免書證、免謄

本」，以服務系統之機關使用者為研究對象，提供包含申辦業務查詢、書證謄本列

印、報表稽核及資料安全認證與傳輸等功能，而且不限於民政、地政、財政及區公

所之人員。及至去年（2020 年）桃園縣所提供的各項服務包括：戶籍謄本（含全

戶、個人戶、門牌整編）、土地登記簿謄本、建築物登記簿謄本、地籍圖、建物測

量成果圖、商業登記、工廠登記使用執照存根、土地使用分區證明、財稅（財產、

所得與稅籍）謄本等資料，所跨業務單位包含民政局、地政局、研考會、及各相關

單位暨附屬一級機關、各區公所、戶政事務所、地政事務所等共 75 個機關單位，

受理業務承辦人員超過 2,500 人，成功查詢次數單月超過 7 萬次（桃園市政府資訊

技術局，2020）。類似免書證這樣的「一站式服務」便民措施，是由機關間個別彼

此商議的資料傳輸機制與管道，可發現所涉及的單位與服務的規模已然廣大，若以

六都規模來想像，即時的便民服務、提昇行政效率、改善政府組織內部流程等有

形、無形價值更得以彰顯。 

「服務型智慧政府 2.0 推動計畫（110 年至 114 年）」以「擁抱數位未來，打

造開放與創新的智慧政府」為願景，強調政府以數位化方式營運政府各項業務，以

開放透明施政與積極創新服務精神，打造資料友善環境，落實智慧政府，並依此設

定了三大目標四大策略，進行跨域資料勾稽與串連正確性，串聯跨機關、跨業務資

料，運用分析與演算法提供決策輔助，推動在 T-Road 網路資料傳輸基礎上（國發

會，2020），T-Road 是在政府原有的骨幹網路中，建置一條資料傳輸通道，由國

發會規範資料傳輸的格式和準則，讓全國各級機關的業務資料在此通道下連結、交

換時，有統一標準可以遵守（KPMG, 2020），第一階段已有勞保局、健保署、教

育部開始導入應用。跨機關電子資料交換，在新興科技應用、資料儲存與應用的安

全性將是相關的重要研究議題。前述數位治理的願景與目標，在近來不時傳出資安

與個資外洩事件，民眾端需要輔以對數位政府信任的提升（吳齊殷，2020），政府

端有賴公務同仁資訊素養的提升，方能促進各種線上申辦的有效推行。 

參、跨機關電子資料交換涉及個資保護的相關議題 

「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事件後，個人資料保護意識抬頭，民眾

更希望能了解個人數據的流向與保存是否洩漏其隱私，例如數位生活與消費動態中

的各種「數位足跡」（ digital footprint ）（ Kreuter, Haas, Keusch, Bahr, & 



‧公共行政學報‧  第六十期  民110年3月 

‧134‧ 

Trappmann, 2020），雖然政府與企業均開始意識到能從個人數據中得到具有價值

的資料經濟，進而調整內部作業流程或服務傳遞方式，但隨歐盟於 2018 年 5 月開

始進行更為嚴格的個資保護，也就是「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另配合資料保護法指引（The Data Protection Law 

Enforcement Directive），及「透明方針」（Guidelines on Transparency under 

Regulation），對設立於歐盟境內之「個資處理控管者」（data controller）及「受

託處理者」（data processor）進行規範，此規範亦影響我國政府機關與企業，例如

我國就有六家本國銀行於歐盟境內設立分行，故須簽署「跨境傳輸原則 SCC」

（ Standard Contractual Clauses ） 或 申 請 BCRs （ Binding Corporate Rules ）

（European Union, 2018）。為符合 GDPR「適足性認定」（adequacy decision），

國家發展委員會也於 2019 年 9 月啟動個資法修法作業，並與歐盟進行協商，修正

的重點乃規劃成立個資保護獨立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2019），數位政委唐鳳也

於 2020 年 7 月底說明個資獨立專責機關組織草案可望送立院審查（蘇文彬，

2020），值得注意的是，跨機關電子資料交換未來是否有包括：「資料保護影響評

估」（Data Protection Impact Assessment, DPIA）、資料處理原則遵循公正性、合法

性、透明度、資料當事人之權利、國際資料運輸、監管機關之命令等規範，若發生

個資侵害事故應於知悉後通報個資主管機關必要時並應通知當事人等參考 GDPR

的處理機制（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 2018），這些更趨嚴格的規定，是

否會對跨機關電子資料交換造成阻礙，或者是機關內使用者的抗拒、降低民眾線上

申辦的意願或提高申辦的困難，都是未來可以關注的研究主題。 

肆、電子資料交換的應用領域 

〈資料協力意向〉從制度面以機關外部制度與機關內部制度兩個構面，共六項

要素，分別為：政策目標理解、業務互賴、平行法規、機關創新文化、業務相容

性、職責明確性，用以框架資料協力機制，從員工角度思索如何降低人員的勞務、

責任或心理負擔，進而與既有業務結合。從政策執行相關研究中可以發現，一線人

員與個人屬性很可能會對組織知覺帶來某種中介效果，對此，作者群認為政府在力

推創新服務之餘，『亦應為內部顧客設想並開拓更有效的溝通管道，從事這類科技

與制度創新工作，應成立一跨機關性質的委員會，同時邀請資通科技背景以外（如

組織理論、行為科學）的學者專家參與，以確保創新更能落地』，雖然過去對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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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協力的相關研究，如作者群所說仍為一「年輕領域」，而且研究範圍傾向「單

一組織觀點」，但數位治理由資通訊科技貫串公共服務，資料交換、個資、資安保

護等議題不因機關職掌而有所不同，不因應用領域而有所差異，近年除公共行政學

者、資訊科學、科技法律、認知行為、社會學與經濟領域均有研究者相繼投入，未

來可預期此領域的蓬勃發展。 

作者群認為政府資料協力不是政策上游單方面說了算，尚應顧及政策下游執行

者的立場與考量，特別是官僚制度本身蘊含的誘因與反誘因，可能引發員工對於數

位簽章、收據與證明的不適應，傳遞資料的雙方在業務相容性、業務互賴和職責明

確性三項是否有共識，將影響資料協力的意願。而此議題本人認為，將隨著線上申

辦業務數量增加，以及電子資料不單只是跨單位，還有因民眾個資知情同意

（informed consent）而衍伸的「第三方服務」（Third Party Service, TPS）更顯重

要，第三方服務目前已有健保署於 2019 年開發完成健康存摺的「軟體開發套件」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s, SDK），可讓健康存摺資料廣泛應用於各醫療資訊健

康管理產業 APP（健保署，2019）；以及「金融科技新創業者」（FinTech 

Firms），如麻布記帳等服務。但當資料發生毀損滅失、外洩或第三方業者不當利

用時，相關責任應如何歸屬、分擔與追究（臧正運，2020），新興科技導入的影響

因素，非單一組織內的調適而已，特別是政府所面對的多方利害關係者眾（民眾、

企業、機關間），任何新興科技的導入都需評估不同層面的影響，此將是業務主管

機關不可迴避的重要議題。 

最後，本文作者群將資料協力的公共服務與第一線政策執行者做鏈結，提供學

術理論和統計驗證。是故，本人嘗試從近來與法律、科技等領域的接觸經驗，討論

數位政府資料交換發展的未來方向、個資保護議題、資料交換在第三方應用的顧慮

與〈資料協力意向〉一文進行實務對話，期待未來更多相關的學術對話可以激起公

共行政學界對於數位治理相關議題的持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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