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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亞洲資訊長論壇」是提供亞洲區各產業具發展指標之資訊部門主管，及資深技術、業

務專家相互溝通聯誼的研討會，探討資訊技術趨勢及未來管理政策方向，迄今已舉辦6年，均於

亞洲區主要金融中心－香港及新加坡召開。 

本次研討會於新加坡舉行，以論壇討論及演講報告方式進行，同时展示資訊軟、硬體設

備最新開發技術及應用。重点在探討未來資訊科技的挑戰，並針對未來如何提昇資訊部門投資

效益之議題，相互溝通創新的見解。研討內容涵蓋知識彙集及協同合作、企業Web 2.0、綠色資

訊、雲端運算及網路資訊安全等議題。 

本報告主要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說明參加本次會議的目的，第二部分說明會議過程摘

要內容，第三部分說明本會心得與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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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負責全國財政資訊計畫整合，擔任全國財政相關單位資訊技術提供

之重要角色，所推動之電子報繳稅業務更為我國電子化政府之重要指標。有鑒於資訊科技日新

月異，適時參與國際性趨勢研討會議，瞭解其他國家資訊發展及資訊管理運用及推動的經驗，

以掌握資訊最新發展，適時引進新技術、新觀念及新作法，俾利本中心推動賦稅資訊系統整合

再造更新整體實施計畫、電子申報繳稅整體資訊作業及電子發票推動計畫等前瞻性業務及日後

管理配置發展之參考。同時藉由國際性研討會議，提高我國公部門財政資訊單位在全球資訊界

之能見度，培養具國際觀之資訊整合規劃專業人才，有助於達成財政部「財政國際化」之業務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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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本次會議由主題報告「加速改變步調」開啟討論主軸，后續為專題報告及資訊長圓桌會

議以討論方式進行。會議行程詳附錄一，過程摘錄如下： 

 

一、主題報告(Keynote Speech) 
 

（一）題目：加速改變步調－新經濟思維年代，擴展 IT領導統御的疆界（Accelerating The 

Pace Of Change－ Pushing The Boundaries Of IT Leadership In The New Economy） 

（二）主講人：Chubb Insurance Group of Companies 亞太地區 CIO 

（三）內容摘要： 

全球經濟危機的陰霾遠離，全球經濟在逐日復甦中，在 2010年及可預見的未來，全

球將隨處可見市場擴展的機會。然而全世界正以前所未見的速度移轉改變，此改變對

資訊長所帶來的問題為何？資訊部門的策略除由成本控制思維移轉至創造企業價

值，並應同時注意如下議題： 

1. 思考產業變化程度及對企業組織的影響 

2. 重新評估 IT投資策略以確保專案投資效益 

3. 投入並啟動可增加生產力及提升效率的新專案 

4. 驅動 IT部門改變並為企業組織提供創新解決方案 

5. 執行內部營運部門瘦身精簡計畫 

（四）報告內容：詳附錄三。 

 



 6 

二、資訊長圓桌論壇（CIO Roundtable） 
（一）題目：資訊長的迷思（Debating the CIO Paradox） 

（二）主講人： 

1. 主談人（Panel Moderator）：Chubb Insurance Group of Companies 亞太地區

CIO 

2. 與談人（Panel Member）： 

(1). Integrated Health Information Systems & Alexandra Health 資訊長

Alving Ong 

(2). 新加坡國家圖書館技術長、副資訊長 Dr Leong Mun Kew 

(3). 新加坡大學系統科學中心資訊長 Rich Tan 

(4). SMRT Corp Ltd 資訊中心主任 Jason Chin 

（三）內容摘要： 

此刻全球資訊長們正面臨前所未見的挑戰：需全面考量企業組織成長擴張的資源需

求、俱備節約成本及風險移轉之統禦能力、引導技術及業務聚焦於體現組織願景、將

舊有系統移轉至下一代更俱彈性的資訊架構、於巨量資料中拓展新的應用及日益增加

的低成本資訊中心等議題。於此論壇中，各資訊長們均以親身經驗，針對節約成本、

創新、能見度，及如何獲得組織認同等作為啟動變革之驅策力。同時反思居此重要職

務之資訊人為何不是企業中業務執行部門的重要成員。 

 

三、專題報告  
 

（一）題目：創新協同合作： 雲端運算與企業組織 （Innovating Collaboration: Cloud 

Computing & The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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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講人： Google 亞太地區企業部門 Managing Director Doug Farber 

2. 內容摘要： 

拜網際網路發展之賜，亞洲區國家搭上最新科技列車，以建構新型態的消費及服務。

並以前所未有的人才交流，利用新興國家人力，吸引全球充沛資金，擴展創新的科技

應用，並已拓展出許多嶄新的市場及無限的商機。 

今日，全球領先企業正尋求以更創新的方法，提昇員工更有效的協同合作，並開創前

所未有的新興服務。持續更新的雲端運算技術，提供這些企業較低的資訊科技管理成

本及更具影響力的解決方案。如為人津津樂道的 Animoto公司，運用雲端技術能量，

迅速獲得市場先機（透過 AMOZON 雲端平台於 3天內由每天平均 5,000 名驟昇至 

750,000名使用者）。企業如何受惠於充滿創意的雲端運算。其帶來的優勢有： 

1. 大幅降低企業營運成本 

2. 提供彈性化資訊架構 

3. 提供行動化隨時隨地存取 

4. 擴充具有極大彈性 

5. 使用基礎計費不浪費未使用的設備費用 

6. 免除設備採購困擾 

7. 較容易建置維護 

8. 7x24不中斷服務品質 

9. 代處理非企業核心業務 

10. 永遠使用最新工具軟體 

11. 專案協同合作文件易於分享。 

雲端服務的效用，除使用者要隨時（7x24）隨地（行動化）存取服務、提昇效率、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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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設備採購焦慮及卸下營運束縛需求外，IT部門也獲得節省能源、提昇設備使用

率、異地中心分散風險的效益。然，需求均還要回歸 IT規劃的最後底線：如何進行

資料管理、頻寬供應、降低延遲及如何維持分散暫存快取記憶體之一致性等問題。 

 

（二）題目：網路設備如何由提款機、股票市場及開放技術中獲得啟發 （How Networking 

Equipment Market Draws Lessons From Cash Machines, Stock Markets & Open 

Technologies.） 

1. 主講人： Network Hardware Resale總經理 Mike Sheldonr 

2. 內容摘要： 

探討網路設備代工廠商如何創造市場動力，獲得豐碩的市場。目前市場的情況為有限

的供應商、高價且少競爭。如何與網路設備廠商並駕其驅，以較低成本延伸產品生命

週期，並破除有限供應商是重要的課題。本議題探討客戶驅動市場能量的挑戰，將網

路設備由目前僵固且不友善的氛圍，帶往客戶導向且增加互動的服務境界。 

3. 報告內容：詳附錄三。 

 

（三）題目：預算框架下的創新：於有限資源下突破思考框架，啟發關鍵性重大成就 

（Innovation On a Budget: Thinking Out Of the Box & Enabling Breakthrough On 

Limited Resources.） 

1. 主講人： 新加坡國家圖書館技術長及副資訊長 Dr Leong Mun Kew 

2. 內容摘要： 

(1). 啟發突破預算框架下的重大成就 

(2). 建立創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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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網路槓桿尋找創意方案 

(4). 管理成本及風險 

(5). 實現已擄獲的核心價值 

金融海嘯時期，企業對刪減資訊部門的預算不遺餘力，在有限的預算條件下，反

而轉變為創新的動力，啟發了關鍵性的成就。 

然而，創新的最大阻力往往來自機關本身。講者提醒資訊部門應運用「外部客戶」

提供內部服務的創新動力。如利用雲端既有服務，提供暢通的內外意見交流平台，  

利用雲端管理成本及控制風險：講者推薦利用外部雲端服務，作為應用系統開發

平台，因使用與開發者眾多，企業組織即可以極低廉或免費的服務，及較通俗的工具，

迅速開發出新的業務型態。並將資訊系統開發錯誤的風險，藉由成本較低的網路服務

即早發現問題。經使用驗證可行後，才具體辦理正式委外，以降低委外後不符業務需

求浪費資源的弊端。同時，企業也可藉此低廉的系統，提早放棄不可行的業務模型，

以避免漫長開發無謂的浪費。 

實現已擄獲的核心價值：如圖書館限於經費，無法辦理影像辨識系統更正登錄委

外作業，則於FaceBook網路上，廣邀線上好漢，辦理擂台大賽，以線上打字遊戲方式，

結合外力共同完成圖書建檔。最後，講者強調資訊部門要擁抱雲端服務，利用雲端上

的網路使用者，成就資訊中心核心的業務。 

 

（四）題目：開發中國家資訊中心規劃策略（Data Centre Strategies In A Protected, 

Developing Market） 

1. 主講人： Commonwealth Bank前資訊長 Erik Koe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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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內容摘要： 

(1). 探討資訊中心規劃策略 

(2). 於開發中市場開拓新的發展 

(3). 探討保護主義是阻力或聚焦的動力 

(4). 開發中市場資訊中心三大經營策略：能源、網路及技術 

講者說明，未來資訊中心需面對主要議題為： 

1. IT部門的營運必須將 IT視為服務（即 ITSM/ITIL）。 

2. 建構數個相同設備及作業程序的共用資料中心 

3. 從小規模的就地設備到大環境的中央設備均需有一致性的建置模式， 以進行

無縫的系統串聯。 

4. 以遠距方式規劃建置解決分散的資料中心及客戶端問題 

5. 以虛擬設備建構虛擬儲存架構 

6. 資料儲存需與實體設備脫勾 

對跨國企業而言，要隨時因地制宜配合當地法規調整外，也須肩負維持全球業務

運作的使命。新加坡政府因鼓勵企業的開放政策，及得天獨厚無地震的優越環境，許

多跨國企業均將亞太地區資訊中心設於新加坡。然講者以千禧年後世界各地的天災人

禍不斷，提醒與會資訊長們仍要居安思危，建議資訊中心的發展策略也須將反恐、天

災及政治因素列入考量的重點因素。 

本議題探討開發中國家政策及基礎建設不足的問題，對資訊中心帶來的影響，如

越南的電力、印尼無線通訊設備Coconut Limitation不可超過椰子樹高度、回教國家

政府對黑莓機的態度，及中國等亞洲國家因國家安全為由，均不斷要求外資企業資訊

中心及相關網路建設，需座落於該國境內並配合當地政府監管需求等，造成資訊中心

IDC〈Integrated Data Center〉要隨時因應突如其來的法令衝擊， 迅速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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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講者以雲端科技說明，如何讓網路服務廠商ISP〈Integrated Service Provider〉

於不同國家提供資訊基礎建設，以彈性靈活地因應各國自然環境變化及各國政府規

定。可預期的將來，拜雲端科技之賜，Dynamic Data Center靈活彈性的運算、儲存服

務，必將如公共的水電一樣便利，隨插即用，只要上網即可使用，創造降低建置營運

成本、快速實現價值、提高可靠性等優點，讓資訊建設擴充配置更俱彈性。然值得關

注的是任何資訊中心IDC〈Integrated Data Center〉的建立除遵循當地法規外，對於

跨國企業面對跨國資訊流通相關議題（如OECD 7大指引及歐盟的 Data Protection 

Directive）都是資訊中心建立者需重視的議題。 

3. 報告內容：詳附錄三。 

 

（五）題目：來自雲端的資訊風險（Information Leakage Risk From Clouds） 

1. 主講人：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ftware Architects 新加坡總裁 Wong 

Onn Chee 

2. 內容摘要： 

企業即使將資訊系統委外，但最終責任仍在組織本身。目前當道的資訊架構多以

雲端為發展重點，然多數雲端平台，外流（out-bound）資訊的監控常是被忽視

的問題。當外流（out-bound）資訊的監控付之缺如時，資訊外洩及惡意軟體散

佈就會接踵而至，如今雲端運算也已成為分散式網路攻擊利用的溫床，中國也以

雲端發展分散式阻斷攻擊（DDOS, Distributed Deny of Service）網路服務產

業。講者以個案說明及實例展示常見的資訊外洩原因，及雲端傳播惡意軟體的方

式，並提醒雲端平台服務需注意的風險有： 

1. 失去資訊治理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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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易受制於單一廠商無法自由遷移 

3. 服務孤立的危機 

4. 無法符合客戶所需的法令規範 

5. 管理介面需進行妥協 

6. 服務中止後資料移除不完整 

講者最後並強調於雲端系統規劃設計，仍需釐清「如何協助組織監控外流資

訊」、「組織對資料的控制能力」、「資料加密」、「變更管理」、「職掌牽制

Duty Segregation管理機制」、「確保資料轉出能力」、「以法律合約規範責任」

及「提供服務退場機制」等議題，以降低雲端服務安全問題。 

3. 報告內容：詳附錄三。 

   

（六）題目：建構組織綠色資訊策略（Architecting The Green IT Strategic Imperative 

In the Enterprise 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1. 主講人： Rhodia Asia Pacific 資訊系統共享服務中心主任 Director Kenneth 

Goh 

2. 內容摘要： 

瞭解 IT對環境的影響並闡述綠色 IT所帶來的隱藏優勢，已於哥本哈根會議中倡議

為 21世紀，每一組織的關鍵性策略任務。相關議題包括： 

(1). 綠色 IT、全球暖化及企業社會責任 

(2). 化學物質充斥，「責任」是我們必經之路 

(3). 永續的開發是驅動成長的基礎 

(4). 未來發展框架：綠色 IT及企業社會責任 

主講人以照片介紹各資訊設備報廢，電腦主機外殼、主機板、電纜等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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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萃取黃金、銅等昂貴金屬，被運送到第三世界國家工廠拆除再生，也因為再生

過程及最後剩餘之廢料處理不當，對第三世界國家帶來環境的災難。身為IT部門

主管於運用科技創新服務外，對報廢資訊設備處理產生的環境危害，均需俱備強

烈的責任感。主講人並介紹目前對資訊廢棄物處理，能清楚掌握交待所有廢料處

理過程對環境友善者，於亞洲地區只有日本及新加坡。 

因環保與Green IT已成為每一使用者關心的議題。主講人以此來強調資訊

長的社會責任，說明資訊長應如何致力永續發展的開發，並藉各類Green IT環保

標章（如化學物質揮發、廢棄物處理、能源運用、人體工學、噪音、產品設計類

的標章），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DJSI）等，作為驅動企業組織成

長的動力。主講人也以廣受歡迎的Apple iPad的設計沒有USB（No USB, No 

printing）提醒Green IT對科技開發設計及維運作業的新思維。 

3. 報告內容：詳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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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與建議事項 

資訊科技日新月異，雲端服務繼web2.0後成為目前最熱門的話題之一，民眾已習

於琳瑯滿目應有盡有的雲端應用服務，如Google搜尋服務、Google mail、 Google地圖、

Google協同合作專案管理、Youtube影片、Facebook社群網站等公雲服務，或Saleforce

客戶關係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商用服務雲，及Google、Amazon、Yahoo等基礎設備雲端平

台。對廠商而言，良禽擇木而棲，優秀廠商及人才都往雲端開發使用服務。對使用者而

言，曾經滄海難為水，當使用者已於滄海雲端使用優質人性化服務後，將會愈難滿意IT

部門有限資源開發的軟體。 

所以，如何瞭解所處環境的遊戲規則，從善如流，引進外部雲端服務，以彌補核

心作業的不足，是IT部門不得不面對的課題。且雲端已然是政府預算的護身符，機關間

服務日益競爭，平時不順應潮流，作好準備，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當新業務出現，

就無法善用新興科技，爭取預算，捷足先登。若依舊用常規面對未來的不確定，錯失機

會、坐困愁城後，機關就有被邊緣化的危機。 

但萬丈高樓平地起，所有科技運用都需回歸人性與制度，面對新興科技，機關除

仰望星空外，更須腳踏實地，回歸對技術及自身業務需求基本面的瞭解，打破組織藩籬，

從上到下建構統籌性建置策略。因雲端、Web2.0、綠色IT不只是資訊基礎建設而已，其

主要核心為設備資源管理、動態配置、細部調整部署、維護管理、溝通文化，及環保社

會責任的建立。故機關內部仍需以人為本，循序漸近，透過CMMI ITSM( IT Service 

Management) /ITIL（IT Infrastructure Library）等資訊服務流程改造，擅用科技，

創新思維。相關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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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併機關服務，強化資源運用 

電子化政府普及推動後，各機關基於績效評比，推出過多相同或類似的服務，

網頁服務品質不一，民眾無從分辨，且客服中心、email、網站伺服器、及相關資安

設備資源重複投資，沒有強有力的整合機關，更多的機關服務，只會讓片斷的服務

氾濫，浪費資源，讓政府ｅ化的美意變成一場災難。目前行政院雖已推出許多一站

式整合服務及機關共通服務，如ｅ企業、ｅ管家、政府共通平台、人事、會計等行

政用資訊系統，建置初期尚有專責單位負責整合串聯各機關服務，然後期則因無強

有力整合機關，打破機關業務藩籬，以民眾服務為導向，統籌全國資訊整體計畫及

機關預算分配，致原有共通服務無法持續整合、強化並推陳出新，導致各機關各自

為政推出其他服務，原有平台服務逐漸空洞化。於天上星多月不明情況下，更加突

顯政府機關群龍無首，服務效能低落的窘態。又如民眾辦理房屋、土地財產贈與，

需填列「所有權贈與移轉契約書」、「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增值稅申報書」、

「契稅申報書」、「贈與稅申報書」及地政機關之各項申辦表格，除各表格均需重

複填列雙方姓名、出生年月、地址、身分證號、房屋土地地號面積等資訊外，且因

分屬國稅、地方稅及地政機關，其欄項名稱又不盡相同，造成民眾無所適從 。荒謬

的是，於機關績效評比鼓勵下，機關網頁服務，申辦表格，上網人次數量愈多，服

務績效愈高，但對民眾而言，服務是否愈好？值得規劃設計績效考評人員深思。 

現實社會中，從偏遠山區到離島海邊，仍有多數民眾不會使用電腦上網，一

般民眾也未必每月付費上網，機關網路服務除電腦網頁外，也應善用無遠弗界的手

機簡訊或電話，降低數位落差，解決城鄉及弱勢群體資訊不平等的問題。若各機關

又各自推出眾多的簡訊平台，在詐騙充斥的網路社會，僅會徒增民眾的困擾。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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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故建議推出全體政府機關唯一識別的整合簡訊平台，集中資源整合運用，加強

安全防護，對民眾與政府機關間提供一個安心便捷的溝通管道。如馬來西亞政府 SMS 

Gov 簡訊服務（附錄四），整併政府機關簡訊，提供就學貸款核可、選舉投票、考

試結果通知、工作申請狀態、法律諮詢、交通即時路況等服務，其以民眾生活切身

議題為主，打破機關本位以民為本的服務精神，實令人刮目相看。 

 

二、統籌雲端發展策略，慎選雲端服務 

雲端服務創新應用已非空中樓閣，在國內外公私部門均有許多案例。如美國聯

邦政府WWW.APPS.GOV提供政府部門基礎設備平台、儲存空間及虛擬主機及行政業務軟

體（附錄四）；又如新加坡政府負責政策推動、推廣及訓練之影視Youtube（EnVision），

可配合各機關作業週期，提供設備資源，並統籌處理版權授權及提供全天候資源監控

服務（附錄四）。雖然雲端運算有資安風險，及不同雲端整合互通仍無共通標準的問

題，但當所有優秀人才都投入雲端開發時，機關內資訊部門就很難找到優秀人力，內

部開發之服務營運維護成本愈高。如何借重外部已有的雲端服務，首先需盤查機關內

所有部門不同的需求應用，依安全隱私或資源使用等進行分類，判斷哪些適合導入外

部雲端服務或政府共通雲端服務，同時考量公私雲無法互通狀況下，選擇能與當前公

雲服務互通之私雲方案，卸除機關營運負荷，以專注於業務核心任務。 

 

三、檢視民意蒐集管道、更新即時互動 

以民調治國雖不足可取，但民主社會，主事者有責任營造友善環境，提供民

眾發洩並建言的管道，並利用民意，作為機關改進的動力。資訊科技的溝通方式日

新月異，愈來愈多習於7x24小時全年無休網路即時互動的民眾，故機關提供民意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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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反映管道是否便利順暢，則更不可不慎。 

舉例來說，本部逃漏稅檢舉管道，是否便利到民眾願意協助舉發逃漏稅？營

業稅免開統一發票標章，是否真如同業者所說免開統一發票呢？相信消費者即便想

索取發票，但當業者堅持免開統一發票時，消費者當下苦無查證方式，往往讓不肖

業者得逞。若免開統一發票標章，載有24x7檢舉電話及營利事業編號，或增加QR

（Quick Response） 二維條碼提供照像手機快速撥號，相信順暢的溝通建言，應可

嚇阻業者以假標章之名行逃漏稅之實，也可省卻無被檢舉人名稱或詳細地址等之無

效案件，徒增檢舉人與稽徵機關行政程序之困擾。 

 

四、訓練網上互動能力，強化政策溝通能力  

Web2.0年代，新技術的發展已影響到企業商品及政府組織行銷推廣的方式，

如各大企業品牌結合虛實通路與客戶對話，及民眾透過網路參與監督政府等。利用

社群平台民氣工具，對機關雖有回應時間壓力、增加工作負荷或找不到適當人選回

覆等問題，但多數民眾在意的是能參與政策的制定，及機關是否會傾聽意見，並不

要求機關立刻給一滿意的答覆。在Web2.0互動性高的要求下，機關對外溝通程序是

否過於冗長，媒體文宣是否過於嚴肅刻板、格式化、程序化，語言使用是否到位，

很容易由Web2.0互動親和強弱進行比較。生硬的文宣，除無法引起民眾認同，阻卻

民眾參與建言意願外，更彰顯機關封閉 、官僚，影響機關專業進取的親和形象。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例如印尼警察在Facebook上發表對訴訟的看法，成為媒

體頭條新聞後,已禁止官員上班時使用。紐西蘭2009年於網路測試政策接受度後，也

因民眾反應過度而中途撤回（附錄四）。另Social media簡短的訊息特性，也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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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容易遭利用進行社交詐騙。 

政府與民眾間之互動溝通文化無法速成，面對Web 2.0行銷溝通的文化衝擊，

及員工發言不慎、洩漏機密等事件，平日就需作好準備，教育同仁熟悉互動性更高

的網路語言，網路溝通之禮貌文化，注意陷阱，對訊息養成驗證確認之良好習慣，

並建立流程規範，完整記錄成功與失敗案例。機關也可由較小的業務讓同仁開始熟

悉與民眾對談的技巧，使用愈多、愈瞭解就不會反應過度。另對實際與民眾或營業

人溝通對話之同仁，更需加強稅法、行政程序法等相關法規常識的訓練。  

 

五、建立機關社群平台，鼓勵走動式學習 

因多元文化跨域學習，為創新的動力來源，故為達成「賦稅資訊系統整合再造

更新整體實施計畫」的四化再造，跨機關異域學習不失為服務創新化、業務優質化、

技術前瞻化、資源整合化策略的捷逕。當前社會已無永遠的專家，誰能掌握並整合內

外部客戶需求，就有機會成為創新業務板塊的領導者。透過機關內部或跨機關（如稅

務機關間）公務用網路社群平台，可增加機關內部同仁跨部門、跨機關平日聯誼訊息

交流，以彌補機關間正式公文書、會議場合無法充分溝通之障礙，另可藉此發掘機關

內部真正之專家意見領袖。例如，常見於會議中發言侃侃而談者，會後未必努力溝通、

研究探討或落實執行；而誰是真正努力研究的領域專家，於社群平台的溝通互動過程

中，即可一覽無疑。 

除虛擬溝通平台外, 鼓勵同仁跨域走動學習，不定期舉辦機關參訪、跨機關併

班授課、共組跨機關團隊研究專題、「基層同仁」自組跨機關自強活動、獎勵同仁以

個人生活的實際稅務需求（如房屋買賣、贈與等），來運用並檢視跨機關服務串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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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連是否順暢，並結合機關內的考評制度，以實際獎勵制度鼓勵跨域學習，引導機關

落實業務資訊整合，早日達成資訊領航員的目標。 

 

六、強化綠色採購及績效評量制度 

如前揭專題報告「建構組織綠色資訊策略性任務」說明，目前亞洲區能清楚掌

握IT廢料處理過程對環境友善者，只有日本及新加坡。以資訊科技產業龍頭自居的台

灣，無法擠身為名單行列中，實令人相當遺憾。目前我國政府雖已鼓勵機關辦理綠色

採購，然各機關綠色採購績效評核結果，僅由各受評機關辦理敘獎，效果有限，建議

研擬擴大宣導獎勵措施，以帶動國內廠商對綠色IT全面議題的重視。 

除前列政府機關網頁減量外，機關設備是否每5年就需辦理汰換，又於特定計畫

經資門預算比例要求助長下，委外專案、設備採購愈多，資訊孤島愈多，留供後續資

訊整合等燙手山芋也愈多。且機關績效往往以參與委外專案如期完成計畫，或同仁參

與專案數量多寡進行獎勵，造就同仁普遍認為如期完成負責委外專案就會升遷，因此

快速草率審查、驗收，績效僅論如期完成，未查過程或結果是否合理，所以不願於規

劃期多方整合各關係團體需求，造成委外後發現需求未納入、業務單位人力無法配合

或業務程序不合理等問題，驗收後系統即送入庫房也不足為奇。分析常見之程序問題

為：（一）、規劃時資訊需求僅由業務機關電作單位確認，未經前端業務執行單位「書

面核可」。（二）、驗收時恐人多驗收影響時程，不找前線業務單位參與，僅由各稽

徵機關資訊單位確認。（三）、對資訊單位而言，系統不上線或使用愈少，則可節省

資訊單位許多維護資源。故系統驗收上線後不推廣也不列管上線使用狀況，不用心整

合或研議改善使用單位問題。（四）、系統績效評量方式由資訊單位制定，而非業務

單位填報，將無法發現問題真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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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對業務深入瞭解，對系統認真調整維護，對關鍵問題不斷整合改善，

默默耕耘者反難有適當獎勵。於此氛圍下，要求同仁熟悉瞭解業務、研究技術自主，

已近緣木求魚。因此，居此重要職務之資訊人為何不是企業組織中重要成員？也就不

難理解。故建議應由業務及資訊單位共同訂定系統績效指標，同時依 CMMI度量精神：

度量僅作為制定部門決策或專案管理活動參考，不可以此對人員進行評估，以防度量

機制創造粉飾太平的表面工夫，導致決策的盲點，扼殺對問題真象求知的欲望。 

 

身處快速變遷的環境，若共事者只侷限於機關內部人才，將無法應付多變的環境。故機

關應建立暢通的訊息溝通管道、多元菁英的合作平台及強化評量制度，改變思維，激發變革，

以落實「顧客導向服務、創造優質生活」及「優化資源配置、提升稅政效能」，達成「專業、

便民、創新、效能」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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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一、 會議議程 

二、 與會單位人員 

三、 會議資料 
 

四、  其他參考資料：FutureGov Asia Pacific , 201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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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會單位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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