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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訊人與台灣躍變
-從變局創新局



‧一個最壞的時代
‧一個最好的時代

十九世紀英國說家狄更斯在「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1859年) 那句膾炙

 人口的開卷名言：「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下

 面又說：這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春天，這也是
 一個令人絕望的冬天

 
。



思路影響出路
態度決定高度

格局影響布局
布局影響結局



The Age of Unthinkable 
-徹底改變思考的模式

• 這個時代最大的特徵是高度不可預測性。

• 任何遙遠地方發生的突發事件，都可能啟動複雜
 而難以預料的連鎖反應。

• 資訊科技的創新更可能釋放警人的社會改力量，
 在短時間內四面八方擴散。

• 我們要習慣辯證式、逆向式、批判式、全方位的
 思考。

• 社會或組織內部要廣泛培植多元的知識創造能
 力，以及建立智慧與知識分享機制。



新世界經濟的特徵

‧講求速度-你必須敏捷靈活

‧跨越國界-你必須與世界連線，熟悉國際
 間的網絡作業

‧知識密集-你必須持續學習

‧高度競爭-你必須具備核心競爭力，值得
 信賴



最重要的變革是什麼?
•我們主要面對的變革，並非是經濟變革，
甚至也不能算是技術變革。而是在人口結構
、政治、社會、思潮的變革，其中最重要的
是，世界觀的變革。



如何因應台灣的重大挑戰?

‧全球化競爭

‧M型社會

‧經濟發展轉型

‧人民對政府的信賴

‧兩岸關係發展

‧生態環境與永續經營

‧民主深化與公民社會

‧社會人口結構改變



我們不能用現在的自已
成就不同的未來

資訊科技創新應用，不斷
 釋放驚人的社會改造力量

運用資訊科技，提升台灣
軟實力、巧實力

善用資通科技，推動台灣躍變



資訊科技與台灣躍變
-為台灣加裝一對翅膀

生技起飛
觀光拔尖
綠色能源

醫療照護

精緻農業

文化創新

六大新興產業

http://www.tqc.org.tw/ocac/first/22/p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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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資通訊建設計畫進程



重點領域重點領域

人才培育人才培育——落實適性育才，提升國家競爭力落實適性育才，提升國家競爭力

基礎建設基礎建設
(infrastructure)(infrastructure)

(intelligence)(intelligence)

智慧台灣智慧台灣

文化創意文化創意
產業產業

公平數位公平數位
機會機會

優質網路優質網路
政府政府

貼心生活應用與產業貼心生活應用與產業

智慧生活智慧生活
環境環境

智慧交通智慧交通

系統系統(S) (O)(I)
(D)

(M)(M)

(W)(W) 寬頻匯流網路—建設寬頻網路、加速網路匯流

(101-105)



改變、改進，才能創造未來

資訊科技提供
變革契機



二、資訊人與全球征戰



你有雄心壯志征戰全球嗎?
您準備好了嗎?您敢勇於一搏嗎?



資訊人如何躍升台灣競爭力


 

如何支援現代成吉思汗--台商馳騁
 全球攻城掠地


 

如何支援現代孔明--
 

台商向世界借
 資源，以小摶大，以智取勝

照片資料來源:
天下雜誌2002/7/15



搶人才 搶手人才

全球競爭下的資訊人力新思維

重要資產 策略資本

人力 腦力



最終，新經濟版圖不在科技裡，
亦非在晶片，或是全球電訊網路
而是在人的思想疆域中。

知識工作者的創新能力是21世紀競爭關鍵



你是「碰不得」的人嗎?

‧太特殊

‧太專業

‧太懂得深耕

‧太會調適

–有意願，不斷充實自已的技能、知識、專業

資料來源：佛里曼，世界是平的



21世紀人才的新特質

‧融會貫通

‧創新實踐

‧跨界融合

‧三商皆高

‧溝通合作

‧熱愛工作

‧積極樂觀
資料來源：
李開復，做最好的自己



正確的價值觀-成功源於誠信

‧未來的競爭是價值觀的競爭。

‧擁有正確的價值觀，可以讓人做出正確的抉
 擇，意味著他(她)是一個有道德、講誠信、
 負責任的人，是一個值得信賴、託付的人。

‧只有從誠信出發，擁有正確的價值觀，才能
 對社會做出真獻，才能達到真正的成功。



態度

• 態度是行動的前提，態度受價值觀的指
 導，態度是為人處世的基本原則

– 積極

– 同理心

– 自信

– 自省

– 勇氣

– 胸懷



行為

• 行為受價值觀和態度的指導，是態度在
 學習、生活和工作中的具體表現

– 追求理想：樹立人生目標

– 發現興趣：尋找自己的興趣，激發自己的熱情

– 有效執行

– 努力學習

– 人際交流：培養自己的人際交往能力，贏得他人的
 信任

– 合作溝通




 

李國鼎先生：科技的創新，要靠人才，
 而人才的產生，則來自教育。


 

吳京先生：如果沒有人文環境的存在，
 創意也就失去了發展的空間。


 

以人文素養培育具國際競爭力的人才，
 是台灣企業與社會創新發展，再次脫胎
 換骨的關鍵。



人文係以人為中心，以人為主體的精神，強
 調人的自覺、德性，以及無我的態度與社會
 關懷。

素養則用以表達人的思想、精神、行為及與
 外界溝通所需的知能。

人文素養是一種安之於內的修為與形之於外
 的行為，是個人對自我生命價值及人類生存
 意義的關懷。

人文素養是知識創新人才的關鍵力



文創產業需要的人才

• 有國際觀、懂得尋找機會創造價值、做好
 風險控管和擁有人文素養的人才。

• 懂得與人相處、樂意為他人創造價值的軟
 實力人才，才是不可缺的菁英之才。

• 信任感是服務業的精髓，信任是一種以人
 為本的態度，若能與以客為尊的服務業法
 則相輔，便能在服務中賦予關係的信任感
 與善意，創造感動人的服務價值。(陳立恆)



台灣亟需革新人才培育思維

21世紀勞動力應具備資源、人際、資訊、系
 統、科技等五項基本能力

應具備三項技巧與素質

基本技巧-聽、說、讀、寫、數學能力

思考技巧-創意思考、決策、解決問題

、學習及論述能力

個人素質-負責、自重、自我管理、

社交、忠實正直的人格



台灣亟需以人文素養形塑人才品牌

台灣未來產業發展方向將由製造業蛻變為服務產
 業。

六大新興產業的本質是：知識導向的服務業，培
 育具國際觀、以客為尊、服務奉獻、信任、樂意
 為他人創造價值具人文素養的人才，是台灣發展
 服務業關鍵。

人文素養+專業能力
 

獨特台灣人才品牌



台灣亟需營造豐富的人文精神環境，
 提升城市競爭力


 

創意經濟興起，已然改變城市競爭的遊戲規則


 

城市所需的是一種人的氣息，其迫切性遠甚於商
 業氣息


 

進入創意經濟，競爭利器不再是價格、速度，而
 是生活風格、美感、魅力、次文化、價值觀


 

培育具台灣人文風格、品味、品德、品操的人文
 社會環境，可提升台灣各城市的國際競爭力



亟需加強之人文素養


 

廣泛閱讀，深入辯證，獨立
 思考


 

貫通不同知識、文化


 

外國語言文字


 

美學賞析知能


 

深入東西方人本思想


 

自學、自省、自思


 

人文關懷


 

完善人格


 

高尚道德情操、正確價值觀


 

社會責任感



您具備卓越領導人的兩種矛盾特質嗎?

• 意志堅定但是宅心仁厚

• 勇敢無懼但是謙冲為懷



三、鼓勵大家成為Public CIO



Source: What is good governance? ESCAP, UN

聯合國倡議的優質治理



資訊科技對公共治理的衝擊

• 數位公民崛起，公民社會快速發展

• 網路成為公共事務溝通互動的重要平台

• 促成政府資訊公開與透明化

• 網路社群活絡，強化社會動員力量

• 易與國際接軌，帶來全球化思維

• 加速政府服務整合及創新



數位公民興起

‧台灣12歲以上民眾，有72.6%使用電腦，67%上網
‧估計台灣目前有

 
1,365萬網路族

‧公務族群的數位能力是各族群中最優的



網民上網時數逐年增加

資料來源：本會「98年國內數位落差」調查報告



無線/行動上網日漸普及

28.3
21.2

13.7
5.3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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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60.0

80.0

100.0

合計 筆記型電腦 手機 可攜式行動裝置

偏遠鄉鎮網路族近半
 數擁有可上網手機，

但對於筆電相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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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會「98年國內數位落差」調查報告



照片來源：中時電子報、2008/02/28；eprice.com.tw

行動政府服務將日漸普及



網路成為搜尋生活資訊的重要管道

資料來源：本會「98年國內數位落差」調查報告



21-30歲年輕世代參與網路社群成常態
 微網誌使用快速竄起

58.6

38.1 36.6

7.1
2.9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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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 21-30歲

21-30歲年輕世代
超過四成擁有三

 
個以上社群帳號

資料來源：98年12月數位落差調查報告，行政院研考會



Web 2.0社會網絡活動參與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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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會「98年國內數位落差」調查報告



資料來源：本會「98年國內數位落差」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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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化政府使用率大幅提升



民生及權益資訊需求高

資料來源：本會「98年國內數位落差」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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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費用訊息

重大政策/法律變更

福利、權益資訊

只要是對民眾有幫助的訊息

流行疾病資訊

政府活動資訊

旅遊/藝文資訊

就業訊息

教育學習資訊

即時新聞

災害相關

不知道/無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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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成為重要的服務管道

政府資訊提供方式

資訊提供由被動轉為主動

思考手機等其他管道的可行性

思考串連網路社群力量(每人平均可接觸名單60人)可行性

網路族希望取得政府資訊的管道

簡訊(50.7%)
網頁查詢(47.5%)
電子郵件(28.7%)

U化、M化

國內無線／行動上網人口仍屬少數，但預期會有快速成長

偏遠鄉鎮民眾對於新科技相對陌生，未必有能力跨過數位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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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2.0時代的政府服務思維
‧參與社群的網路族，合計有38%透過MSN、E-MAIL等

 
社群管道主動轉寄H1NI、提防豪雨災害這類政府重

 
大訊息給社群朋友參考(9.8%經常轉寄，28.2％偶

 
爾轉寄)

‧平均網友名單規模為60人，逾八成是熟識者

‧50.7％願意將政府加入社群朋友

‧網路社群的資訊傳播威力驚人，未來將善加利用成
 

為公共資訊的另一傳播管道



20

民眾歡迎政府走入網路社群

50.7％願意

將政府加入社群朋友

圖片來源：http://www.masternewmedia.org/news/2006/12/09/social_networks_and_social_services.htm

結合民間資源


 

建立管理機制


 

有效運用資源


 

擴大服務層面


 

參與增進認同

平常時

讓大家彼此分享、

交換資訊

緊急時

實際發揮各種效用

政府部門也是
社會網絡的一環



電子化政府計畫進程

效
 能

第1階段
電子化/網路化
政府中程計畫
(87年-89年)

第2階段
電子化政府
推動方案
(90年-93年)

第3階段

 

…
優質網路
政府計畫
(97年

 

100年)

第2.5階段
數位台灣
e化政府計畫
(92年-96年)

基礎資

通環境

InternetInternet

效
率

線上服

務普及

EGEG方案方案

整合互通

服務互動

ee--TaiwanTaiwan

第4階段
智慧
政府計畫
100年-105年)

服務隨

手可得

e化治理

UU--TaiwanTaiwan

以web2.0

 技術
推動
分眾服務
主動服務
紮根服務
持續服務

Device
可攜裝置

Network
無線寬頻網路

Application
Web 2.0應用

Intelligent Taiwan
Intelligent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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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公共服務價值，建立社會信賴與聯結增進公共服務價值，建立社會信賴與聯結增進公共服務價值，建立社會信賴與聯結

發展主動發展主動服務服務
 創造優質生活創造優質生活

強化網路互動強化網路互動
 擴大公民擴大公民參與參與

普及資訊服務普及資訊服務
 增進社會增進社會關懷關懷

1.推動資訊改造，有效運用資源

2.整合服務流程，展現政府一體

3.革新資訊法制，加速創新應用

4.建立分眾服務，落實需求導向

5.加強應用推廣，提高使用滿意

願
景

目
標

策
略

優質網路政府計畫(97-100年)



+Energy-efficient Environment
-sensitive   

e政府今後發展重點:效能與節能

‧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方案(99/01-101/12)
‧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規劃中)



核心價值
公民導向
人本關懷
多元選擇
互動參與
公平正義

citizen-centric



電子化政府績效評估重點
以先進國家所常用之3大主軸規劃我國電子化政府服務重點

民眾的觀點

納稅義務人

政府服務使用者

社會公民

政府公開

公民參與

服務流程簡化

服務滿意度增加

服務項目增加

經費減省

公務員效率提升

內部組織與IT改

 善

政策達成

民眾服務

運作效率

透明與課責性

(較重社會關懷與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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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創新的關鍵:協同合作
-政府一體、服務一體



Less is more.
There is no page 2.

創新服務指導原則

Simplification
Standardization
Modularization
Virtualization
Integration

single window



Service 2.0
 

-主動、互動、感動與行動

‧主動服務
‧主題服務
‧分眾服務
‧全程服務
‧紮根服務
‧永續服務
‧參與服務
‧行動服務



主動服務-民眾e管家

只要上網下載「e管家軟體」

並安裝在電腦上….

e管家軟體

e管家就會主動將服務送
 到您的電腦上

e管家提供您更貼心的功能



企業e幫手



政府e公務願景
建構優質辦公環境、提升協同作業效能

主動服務整合創新

公務訊息服務
(整合主動傳送)

業務訊息、個人訊息

公務訊息服務
(整合主動傳送)

業務訊息、個人訊息

整合通訊服務
(溝通協調交流)

多元通訊
業務交流、人際網絡

整合通訊服務
(溝通協調交流)

多元通訊
業務交流、人際網絡

決策支援服務
(參考規劃執行)

知識管理
系統化處理

決策支援服務
(參考規劃執行)

知識管理
系統化處理

政策計畫、法令規章
訓練養成、考銓任免
福利補助、生涯規劃

政策計畫、法令規章
訓練養成、考銓任免
福利補助、生涯規劃

政策法令、福利津貼、通訊職掌、標準作業程序、參考案例…政策法令、福利津貼、通訊職掌、標準作業程序、參考案例…

提升公務協調聯繫效率

各
類
通
訊
管
理
介
接

資訊安全

應
用
服
務
介
接

人員查找、通訊機制
論壇交流、知識查詢
專家諮詢、好友互動

人員查找、通訊機制
論壇交流、知識查詢
專家諮詢、好友互動

有效查找、保存管理
參考評估、應用回饋
系統處理、分析預測

有效查找、保存管理
參考評估、應用回饋
系統處理、分析預測



機會均等

中高齡

婦女

新住民

推動民眾上
網基礎訓練 無障礙空間

 推動

政府與民間
網站無障礙

數位落差
調查評估

基礎調查
•個人/家庭
•身心障礙者、新住民

計畫評估
‧國民電腦轉贈
‧縮短婦女數位落差
‧推動民眾上網效益

偏鄉無線

 上網試辦

圖書館
資訊設備
借用服務
學校、機關
無線上網

公平參與

資訊社會融合 e-Inclusion

推動資訊
代理人服務

紮根服務:  
創造公平數位機會

（詳後說明）



建立無障礙網路環境



e-Government e-Governnance

電子化政府下一步要往那裡走？



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理念架構
重點工作

資訊改造
(流程改造、

流程整合)

創新服務

績效評估

分眾服務

主動服務

持續服務

紮根服務

目標對象

企業

民眾

公務員

電子化政府DNA

可攜式行動裝置（smart 
phone、PDA phone、小

 型數位裝置）

D（Device）

N（Network）

無線寬頻網路應用發展

 技術：Wi-Fi、WiMAX

Web2.0社會網絡發展

民眾服務（提升知名度、服務滿意度、使用率↑、主動服務

 
）

政策達成（社會關懷、提升就業率、振興經濟、節能減碳）

運作效率(基礎建設、資通安全、共通平台、機房共構)

A（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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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網路政府要素

IntegratedIntegrated

創新創新
InnovativeInnovative

互動互動

InteractiveInteractive

即時即時
InstantInstant

個人化個人化

IndividualizedIndividualized

社會融合社會融合

InclusiveInclusive

整合





Jump into the cloud?
Source: Phil Dunkelberger, What We’ve Learned After 40 Years of Cloud Computing



政府雲端服務

• GSN (Government Service Network)
• GPKI
• GSP (Government Service Platform)
• Gov-ware

G-Cloud?



GSN Backbone Architecture
Abroad

Kaohsiung
network center

Miaoli

Yunlin

Changhua

Nantou

Kinmen 

Penghu Pingtung Taitung

2G

Taoyuan

Hsinchu

Tainan

Chiayi

1G

1G

1G

1G

1G

1G

1G

45M

1G
1G45M

1G
HiNet

Ilan

4G

Hualien 1G

1G

TW IX465M

TANet
155MHiNet

1G
NHRI

100M

TANet100M

HiNet

ASNet155M

1G

1G

1G

TANet
100M

Taichung 
network center

East 4

Taipei 
network center

1G 1G

Wenxin1G

Kuokuang



GSP平台提供前端服務
 與後端介接示意圖



GSN網路安全服務
‧GSN 閘口阻擋惡意IP服務

‧GSN 閘口入侵防護服務(GSN IPS)

‧網頁瀏覽安全服務
 

(Web Security)

‧GSN閘口阻擋垃圾郵件服務
 

(Anti-Spam)

‧垃圾郵件加值計價服務

‧GSN監看中心監控及通報機制

‧GSN ADSL入侵防護服務

‧外部使用者安全連線通道(SSL VPN)服務

‧用戶網路安全漏洞偵測服務

‧用戶Mail Relay掃描服務

閘
口
安
全
機
制

用
戶
端
安
全
機
制



36個網站互動應用元件已開放
 

下載

活動花絮

最新消息 主管簡介

新聞評鑑

電子報

聯絡資訊

RSS
服務

意見調查

線上報名

會員管理

意見信箱 表單下載

組織架構

行事曆

討論區 部落格

通訊錄管理

網站導覽

影音專區

廣告輪播

常見問答

業務職掌

相關網站

路徑檢查 機關徵才

GPKI認證

機關公告

施政計畫

子網站建置

業務資訊

雙語維護

資源管理

申辦須知

法規維護

線上表單

施政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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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Application:例如公文製作系統

使用機關5,946個(全部機關計8,484個)，使用人數20萬(公務員計33萬)



政府應用雲端運算服務之挑戰

• 雲端運算之管理

– Who manages it ?
– Who owns it ?
– Where it is located ?
– Who has access to it ?
– How it is accessed ?
– How to manage risks?



雲端運算之治理議題

‧信任問題

‧法律問題

‧社會控制權問題

‧責任配置問題

‧資源配置問題

‧平等參與問題

‧個資與隱私保護問題

‧人力資源培育應用問題

‧跨國司法管轄問題



推動策略
‧策略指導原則

–Plan big, start small, and scale up

‧優先推動Infrastructure, Platform共享服務
–從小小雲到小雲、中雲、大雲

–以GSN、GSP、GPKI、Gov-ware為基礎，逐步邁向

 G-Cloud (Virtual Private Cloud )

‧發展有國際競爭潛力的、獨特的台灣雲端服務
 (Software +Service)，以利開拓國際市場

–分享政府累積的資通安全經驗，發展獨特的雲端安全服務

‧掌握最有利的推動時機
–行政院組織改造、地方政府改制

–大型系統更新

‧跨部會合作推動



"Cloud Computing is a Trap" 
- GNU founder Richard Stallman

仔細傾聽各種聲音

" Computers without borders”
“The Cloud may be the ultimate 
form of globalization”



76

推動國際交流與合作
24.Czech 
Republic

已與捷克及以色列簽訂電子化政府合作備忘錄，推動各項實質合作。

‧計有21次出訪活動，赴15個國家推廣我國電子化政府經驗。
‧已成功爭取於100年在台灣主辦「國際政府資訊科技理事會」第45屆年會





四、結語



全面推廣e政府

• 網路行銷

• 媒體行銷

• 社會行銷

• 公務行銷

• 國際行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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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組織尚未全面法制化，人力受限

委外服務廠商專業及服務能力不一

機關內擁有眾多異質系統，資訊整合不易

資訊系統重複投資開發，資源共享不易

縱跨中央與地方、橫跨機關部門，整合不易

社經環境快速變遷，服務需求需更即時、多元

政府財政困難，資訊預算成長不易

科技日新月異，資訊發展架構無法快速因應

政府e化挑戰與機會



�凱因斯：發明新觀念並不難，難在於從舊觀念中跳出
�普魯斯特：真正的探知之旅並不在於發現新大陸

而在用新的眼光看事務

e政府是觀念、服務與價值革命



勇於追求理想

堅
定
信
念

努
力
實
現

發揮熾熱的改革理念



Moving quickly
資料來源:digital Washington, 2000

火速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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