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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今（2013）年度「國際政府資訊科技理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簡稱 ICA)由會員國

之一葡萄牙於首都里斯本主辦第 47屆年會(2013/10/1~ 2013/10/3，為期三

天)，本次會議計有 26 個國際成員國派遣該國政府資訊部門代表共同出席盛

會，持續交流及分享各國電子治理發展現況與議題。 

 理事會主席(ICA Chair) Shimon Broner 開場即帶出了本次年會主題「創新

型政府-回顧過去，展望未來」(Innovative Government-Learning From The Past, 

Looking To The Future)，未來政府準備好了領導變化了嗎?(Future Ready 

Government-Navigating the Changes)。 國際政府正面臨政治、經濟、財政與

資訊科技等環境快速變遷，政府已無法一如往常應付接續而來的突發劇烈變

化，政府需要的是更多高度柔軟的適應能力、吸收能力、協同合作精神及更多

創造性突破，方能成功駕馭這波劇烈的變化。 

 因此本次年會各場專題座談主題均環繞政府如何駕馭改變(Navigating the 

Changes)、面對挑戰(Managing the Change)、創造機會(Making the Changes)

及新興科技應用推動展示等項目，由各成員國代表分享及討論如何透過資通訊

科技治理方式，為政府迎來更多機會與擁抱挑戰，做好未來領導變化的治理準

備．分組討論(break-out session)議題包含政府資訊部門如何預估或評量資訊

服務建置的效益等(IT Performance Measurement-Measuring the Value 

Contribution of IT)及行動資訊服務帶來電子治理的改變(Mobile Services – 

What Has Changed?)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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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如 ICA主席 Shimon Broner 於開場勉勵的一席話，舉辦 ICA年會最可貴的價值，

在於擁有一個機會供各成員國互相交換、學習不同治理觀點、開拓不同資訊應用領域

的對話空間等，同時也一直視其為崇高志業的精神持續運作之．本屆國際政府資訊科

技理事年會著重在於各國成員分享及討論如何透過資通訊科技治理方式，為政府迎來

更多機會與擁抱挑戰，做好未來領導變化的治理準備． 

我國代表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為研考會)，自 2005 年以來持續

與會交流電子治理經驗，今年更分享本國「智慧臺灣」四項電子化政府計畫推動歷程

與階段成果，充份落實政府資訊外交精神，包含建置 iTaiwan 中央行政機關室內公共

區域免費無線上網熱點、分享主動到府服務縮短數位落差、打造 13 朵政府雲(包含食

品雲、教育雲、警政雲、財政雲等 )推動雲端應用、建置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data.gov.tw) 便利民眾共享及應用政府資料，促進政府資料加值應用等。 

本中心近幾年也分別於第 45 屆(2011 年)我國主辦 ICA 年會派遣同仁與會交流、

第 46 屆(2012 年)本中心盧組長志山(時任高級分析師)受邀出席 ICA 年會及參與「臺

斯電子化政府研討會」分享電子發票推動與發展現況。今年(2013)本屆(47)ICA 透過

研考會簡副處長宏偉協助，提供本中心同仁機會與會交流，汲取他國政府資訊政策與

科技推動經驗與多角創新思考，刺激資訊基層同仁的國際宏觀視野與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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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一)ICA組織與年會背景介紹 

國際政府資訊科技理事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ICA，網站網址：http://www.ica-it.org/)係由各國中央政

府機關資訊科技管理單位所組成，目前會員國包括澳洲、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塞浦路

斯、愛沙尼亞、芬蘭、德國、匈牙利、以色列、日本、韓國、馬爾他、墨西哥、荷蘭、紐西

蘭、葡萄牙、新加坡、斯洛維尼亞、西班牙、瑞典、瑞士、臺灣、英國、美國等 25 個國

家，是一個與電子化政府資訊科技應用有關之國際專業組織。研考會於 2005 年代表我國加

入該組織，除了每年參加 ICA 年度會議，分享我國電子化政府經驗並且汲取他國經驗外，為

了增進我國國際能見度，促進外國友人對臺灣的認識與支持，研考會於 2008 年成功爭取成

為計畫委員會委員以及 2011 年第 45 屆 ICA 年會主辦權。(資料來源: 研考會第 45 屆 ICA 年

會委外服務案建議書徵求文件專案緣起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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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47)屆 ICA年會介紹 

本屆 ICA 年會主題為“未來政府準備好了領導變化了嗎?”(Future Ready 

Government-Navigating the Changes)，國際政府正面臨政治、經濟、財政與資訊科

技等環境快速變遷，政府已無法一如往常應付接續而來的突發劇烈變化，政府需要的

是更多高度柔軟的適應能力、吸收能力、協同合作精神及更多創造性突破，方能成功

駕馭這波劇烈的變化。 

因此本次年會各場專題座談主題主題均環繞政府如何駕馭改變(Navigating the 

Changes)、接受挑戰(Managing the Change)、應造創新機會(Making the Changes)

及新興科技應用展示等議題，由各國成員分享及討論如何透過資通訊科技治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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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府迎來更多機會與擁抱挑戰，做好未來領導變化的治理準備。 

 

1. 本次專題座談主題分別如下: 

(1) Future Ready Government-Navigating the Changes 

各國分享觀點並探討如何運用新興資通訊科技，提升政府應變性、彈性、協

同合作與創造性，以因應多面向變化。 

(2) Collaboration and Co-creation – Managing the Change 

政府如何透過跨機關合作應對快速的資訊科技變遷與使用者需求的挑戰。 

(3) Enhancing Government Efficiency- Making the Changes 座談 

在全體員工與工作場所不斷變化之下，政府如何透過行動與社群網路、雲端

服務等資訊科技，或採取新興工作架構或模式（如遠距辦公等）加速公務處

理效率，營造更多機會與挑戰。 

(4)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for Adopting Cloud Computing 

各國分享雲端運算實務推動經驗與面臨的課題。 

2. 本次分組討論(break-out session)議題包含： 

(1) IT Performance Measurement-Measuring the Value Contribution of IT  

政府資訊科技部門經常面臨如何預估或評量資訊服務或建設的效益等挑

戰，針對政府投資資訊科技服務之效能測量擁有什麼測量方式、模型、度

量、公式可達成？ 

(2) Mobile Services – What Has Changed?  

行動資訊服務帶來電子治理的改變。在資訊科技消費文化與 BYOD 等風氣帶

動之下，行動運算不斷進步，在資訊供需市場逐漸佔有一席之地，政府在開

拓這段新領域運用在人民與公僕行動服務應用上，將會擁有什麼機會與遭遇

怎樣地挑戰。 

3. 兩次國際政府焦點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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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插曲展示政府創新或新興資訊應用的實驗(作)(Technology Vignettes Live 

Demos )包含本國研考會簡副處長宏偉即在本次專題講座中，分享並現場使

用智慧型手機展示本國「臺灣農產品安全追朔系統」行動服務(APP)之雲端運

算應用成果（“Food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System, Taiwan”）、

“Rapid Mobile Apps Development: An Inspiration for the Public 

Sector” Portugal、“Spatial Data Service，F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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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里斯本市民服務中心參訪(Visit to Citizen Services Centre in Lis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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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政府資訊科技理事會(ICA) 第 47屆年會」舉辦地點簡介 

本次會議於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舉辦。 

里斯本（葡萄牙語：Lisboa）是葡萄牙共和國的首都和最大都市，位於葡萄牙中

南部大西洋沿岸，城北為辛特拉山，城南為特茹河出海口，與倫敦、巴黎、羅馬等同

為西歐歷史最悠久的城市。市區面積 84.6 平方公里、人口 547,631 人（2011 年）。

包含衛星城的都會區人口超過 300 萬，相當於葡萄牙人口的 27%左右。1256 年起正式

成為葡萄牙王國的首都，從此發展成為歐洲和地中海一帶重要的港口與貿易城市。地

大發現時代很多航海家都是由里斯本出發到世界不同的地方探險的，此後成為葡萄牙

殖民帝國富甲一方的政治與商業中心，現今與波爾圖同為葡萄牙兩大代表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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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討會議程 

「國際政府資訊科技理事會(ICA) 第 47 屆年會」 (47th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於 2013 年 10月

1 日到 3 日舉行，為期 3 天的時間，此會議每日均有一至兩場專題座談、一場分

組討論或讀書會、實境參訪或實機展示等。細部研討會議程如下: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五)節錄焦點專題講座簡介摘要 

1. 10/1專題座談主題關於 Future Ready Government-Navigating the Changes 

探討如何運用新興資通訊科技及分享各國應變政策，提升政府應變性、彈性、

協同合作與創造性，以因應快速而多面向環境變化的挑戰。 

其中新加坡 James Kang，Infocomm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 

分享駕馭電子化政府未來變化須從三個重點分別切入，認為公共服務的執行效率須

講究 : 

「更快速 Faster」，面對快速的資訊變化與使用者需求，資訊開發需要一套快 

速應變需求的軟體開發能力及一套新競爭方式，非制式的開發方法，就是敏捷開發

(agile development)及共同創造(co-creation)。新國開放政府公開資料供私有單

位、公眾團體、人民運用產出超過 60 種 APPs(行動應用程式)，透過共同創造精神

可加速促進人民福祉。 

「更優質 Better」，提供滿足人民需求與以人民便利為導向的優質服務，新國

提供單一入口政府網站 eCitizen Portal，提供整合使用者應用服務包含個人資

訊、財務狀況、交易歷史紀錄及單一電子郵件服務等、隨時隨選虛擬資訊諮詢服務

等。 

「更便宜 Cheaper」，集中並整合資訊基礎建設資源、平臺，並開放共享服務

與資料，撙節分散資訊建置成本支出，並創造資料共享加值綜效。 

新國最後分享對於該國成為未來成功的電子政府的期許，最大的成功策略是擁有成

功的執行團隊、高層長官的支持、利害關係者與人民的協同合作(collaboration 

and co-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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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2 專題座談主題關於 Collaboration and Co-creation – Managing the 

Change，政府如何透過跨機關合作應對快速的資訊科技變遷與使用者需求的挑

戰。 

Amos Tan ， Director of Government ICT Strategy & Performance 

Management提到即時滿足使用者快速成長的需求是種很大的挑戰，但同時這種

挑戰也是一種機會，如何好好利用使用者的創造與開發能力，是富有潛力的共

同創造模式，以快速回應使用者變化性需求。 

 新國創造超過 40 個政府與人民的對話話題、警政單位與社會媒體合力打

擊犯罪平台、提供跨機關公開資料加速國際環境局解決環保問題等。透過社群

媒體如臉書(Facebook)建立跨機關交流與回饋平台。藉由各機關共享、整合與

加值利用公開資料，打造智慧化國家。私有單位、公眾團體、人民運用政府公

開資料，創造便利人民生活超過 60種 APP(行動應用程式)。其中協同合作不僅

包含共享與整合資料，還包括資通訊基礎建設與資源、加值應用服務等。 

3. 10/1 第 一 天 分 組 討 論 (break-out session) 關 於 IT Performance 

Measurement-Measuring the Value Contribution of IT 主題，政府資訊科技

部門經常面臨如何預估或評量資訊服務或建設的效益等挑戰，針對政府投資資

訊科技服務之效能測量擁有什麼測量方式、模型、度量、公式可達成？ 

 各國分享量測方式廣泛，包含 KPI(Key of Performance Index，使用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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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程度 ) 、 TCO(Total Cost of Ownership，總體擁有成本 ) 、 Project 

dashboards，專案儀表板、專案檢討報告等。評量又可從對內與對外影響程度

兩種角度分析，分別如下: 

(1) 外在影響 

a. 經濟效益:減少服務最後一哩使用者的處理與等待時間、直接與間接反

應在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國內生產毛額)及政府對於私有企業

服務提供能力等。 

 b. 使用者滿意度:提供人民及產業的快速及優質回應服務程度。 

 c. 社會效益:人民生活品質的改善程度及減少組織腐壞的風險。 

(2) 內部影響 

a. 經濟與服務水準效益:專案執行率(project delivery) 、服務指標達

成率(services meeting objectives) 及降低作業成本(reduce operating 

costs)等。 

b.內部行政執行效能改善程度 

但是擁有量測機制卻無法避免的可能挑戰包含如下: 

(1)制度化且有效統計的 KPI是有難度的。 

(2)存在預算的限制條件。 

(3)無法精準掌握 IP建置與作業實際成本。 

(4)無法精準掌握專案成果產出時程。 

(5)組織內部變革且無法掌握及瞭解專案的 SWOT。 

(6)IT管理者無法有效協同合作發揮 IT運作價值。 

(7)缺乏對於專案成果的承擔意識。 

藉由分組成功個案分享與經驗學習，各國短評未來迎戰的致勝策略包含 

(1)增進行政機關對於 IT應用價值的瞭解，與高層主管的支持。 

(2)明確的專案需求:設定明確的成本底線、訂定有效及明確的專案目標與

產出、清楚訂定權責條款、Gating process and reassess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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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資訊服務預算集中化編列，縮短總體擁有成本分析時程。 

(4)揭露公家機關專案執行儀表板:增進施政執行情形透明度、增進總體產出幅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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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及建議事項 

(一)心得 

該會交流國際政府電子治理議題與資訊科技推動策略之高度，非一般基層資訊同

仁微觀眼界能觸及，本次職有幸隨同本國代表研考會簡副處長宏偉及國立政治大學電

子治理研究中心蕭主任乃沂與會，也代表給予資訊組織基層與高層瞭解資訊科技政策

推動全貌的一個交流與接軌機會，更能汲取他國政府資訊政策與科技推動經驗與多角

創新思考，寬廣資訊基層同仁的國際宏觀視野與格局，提高未來本國資訊政策推動趨

勢的敏感度與配合度。 

本次會議重點幾乎圍繞政府如何利用新興資通訊科技(例如:雲端技術、行動服務

等)與開發模式(例如:開放資料概念、敏捷式開發法、協同合作與共同創造競爭模式

等)，在組織、技術等環境持續高度改變的時代裡搶得先機，並能有效預知及評量資

訊政策與實施的成果與效益，不斷檢討、修正與逐步精進 (Plan-Do-Check-Act)。從

各國分享資訊政府電子治理的現況，普遍各國均已發展一套長期電子資訊政府推動計

畫，近程皆陸續透過雲端技術(cloud computing)集中各機關分散之資訊設備、平台

與服務資源，進而共享共用。本國研考會簡副處長宏偉即在本次專題講座中，分享並

現場使用智慧型手機展示本國「臺灣農產品安全追朔系統」行動服務(APP)之雲端運算

應用成果。 

從會議交流狀況，發現本國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與開放資料(open data)

在計畫推動與實作上在國際間表現不俗，可感受到其它國對於本國的推崇與效仿，惟

後續發展之廣深度、政府推動資訊服務對內執行效率與對外回饋效益是後期值得觀望

的。 

(二)建議 

1. cloud computing和 mobile service 是相輔相成的資訊技術，既有「雲」也要有「端」，

除陸續精進本國雲端資訊中心建置外，對比國際間政府提供更趨成熟的網路基礎建設



 

 22 

(4G，如 LTE)與端點行動服務(mobile service)等使用者端點(user-end)服務是相形

失色，建議本國可汲取他國推動經驗，加速 4G 網路建設開臺與 open mobile service

部署，提高政府電子治理的效度。 

2. 為迎戰未來快速資通訊科技與使用者需求變化時代，目前本國政府身處資訊單位組織

編制與預算編列緊縮情況下，更應順應雲端科技潮流、導入共同創造策略，集中整合

並共享資通訊資源，跨機關協同合作分享與開放資料供內外機關加值利用，方能以最

精簡資訊設備與作業人力，達到內部最高行政效率及加入提高外部人民滿足程度。本

中心組織再造後，以一級資訊機關的高度積極統籌整合財政部本部所屬單位(包含國

庫、賦稅、關務、國有財產等)五大組織體系之資訊作業與資源，短期推動本部資訊

共享整合先導計畫、財政機房共構建置及強化財政園地 App 應用，現況本中心政策推

動進度作為，職認為在國際政府資訊治理領域上表現已不俗，呼應本次會議分組討論

議題一有效預知及評量資訊政策與實施的成果與效益，不斷檢討、修正與逐步精進 

(Plan-Do-Check-Act)，才是永續及有效電子治理的關鍵。其中績效指標的訂定是否

能反應真實效益程度與淬取可改善的缺失項目，是需要被重視的，避免僅流於形式。 

3. 面對快速的資訊變化與使用者需求，一套敏捷式的開發方法(agile development)與

合作的新競爭方式(co-creation)是應付外在威脅、內部挑戰的一項致勝策略。本中

心推動大型資訊系統建置與維護專案經驗豐富，惟職深感資訊系統專案採瀑布式開發

與恪遵 CMMI 管理制度下，多流於文件產出與單向追趕系統開發階段作業時程之形

式，專案過程未能與使用者緊密溝通需求，系統功能未能高度平行測試，即時反饋與

修正資訊系統，專案成果雖不凡卻尚未能稱作為最佳開發實務範例。建議往後大行專

案可採瀑布與敏捷開發模式搭配實行，適度運用 CMMI 管理制度，避免要求過當作業

程序與文件產出，可有效加速以使用者為導向的資訊系統建置。  

4. 同上，跨機關共同創造(co-creation)與協同合作(collaboration)係新興合作競爭模

式，可解決緊縮的資訊人力編制與快速增長的使用者需求造成供需的不平衡。本次國

際政府資訊科技年會就是一個代表性共同創造與分享的示範交流平台，職經由本次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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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參與經驗，推崇該會對年會議程設計上的用心，三天精實的專題講座、分組討論、

成果分享、讀書小組、城市報告等行程設計，主動導引並激發各成員國代表充分表達

與交流各國經驗與個案。建議本國、本部更甚至於本中心可效仿該年會議程與活動內

容設計，提高跨單位協同溝通合作的廣深度與活潑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