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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報告紀錄本人赴印度新德里參加 11 月 2 日至 11 月 6 日之 2014 科學資料

研討會（SciDataCon 2014），並協助舉辦 11 月 2 日黑客松（Hackathon）。研討

會中討論許多開放資源共享的議題，網路上的開放資源（Open sources）約可分

為開放資料（Open data）與開放程式（Open program），而其特性皆基於網路世

界之分享、合作、進化。就資料庫而言，開放資料的好處在於資料可被更多不同

領域的人利用，而產生更大的效益，甚至發展出新的資料，共同分擔維護資料庫

的成本與技術支援，個人也可因此獲社群認可，並參與國際合作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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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赴印度新德里參加 11 月 2 日至 11 月 6 日之 2014 科學資料研討會

（SciDataCon 2014），並協助舉辦及參與 11 月 2 日黑客松

（Hackathon）。此一國際會議由「科學與技術資料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Data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CODATA）主辦，CODATA

是「國際科學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所屬的

跨領域科學常設委員會，目前有 17 席科學聯合會會員、26 個國家會員

（包括台灣）。本次會議的目的在討論並促成開放資源（Open 

sources），尤其是開放資料（Open data），以利網路世界之分享、合作、

進化。就資料庫而言，開放資料的好處在於資料可被更多不同領域的人

利用，而產生更大的效益，甚至發展出新的資料，共同分擔維護資料庫

的成本與技術支援，個人也可因此獲社群認可，並參與國際合作聯盟。 

    

2. 過程 

日期  工作事項 

 10/31 台灣--> 印度新德里 

 11/1  黑客松（Hackathon）（早期生涯資料專家工作小組，ECDP）會前會 

 11/2  協助舉辦及參加黑客松（Hackathon） 

 11/2-5 參加「2014 科學資料研討會（SciDataCon 2014）」國際研討會 

 11/5-6 印度新德里-->台灣 

 

2014 科學資料研討會（SciDataCon 2014） 

1966 年創設的「科學與技術資料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Data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CODATA）是「國際科學理事會」（International 



 5

Council for Science）所屬的跨領域科學常設委員會，目前有 17 席科學聯

合會會員、26 個國家會員（包括台灣）。2014 年由印度國家科學院（Indian 

National Science Academy）在新德里主辦科學與技術資料委員會（CODATA，

以下行文以 CODATA 代表）會員大會暨科學資料研討會（SciDataCon 2014，

以下行文以 SciDataCon 代表）。 

黑客松 Hackathon（早期生涯資料專家工作小組，ECDP）會前會 

黑客松（Hackathon）會前會做事前準備工作，包括討論黑客松

（Hackathon）執行工作項目，與即將參與黑客松（Hackathon）的台灣科學

家們（如中研院資訊所莊庭瑞研究員、中研院資訊所與荷蘭屯特大學地球觀

測及地理資訊科學學院博士候選人鄧東波先生、中研院生物多樣性中心研究

助理麥館碩先生，及中興大學李士傑先生）在會議前有一個較長的時間討論

與交換資訊，讓大家提出問題與討論。 

協助舉辦及參加黑客松（Hackathon）  

黑客松（Hackathon）是一個重要的挑戰，這次跟 16 位來自 7 個國家

的與會代表，以將近四個小時的時間一同討論 CODATA 社群中，科學資料共

享的議題。在很短時間內，達成了對 CODATA 來說重要的目標，也是一個重

大突破。事前籌備的會前會已整理了一些不同研討會的黑客松（Hackathon）

成功案例，以便因應非程式設計者、對於資料處理工具概念也有限的參與成

員。過去幾年，本人執行教育部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SHS）中所

導入的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其中「設計思維」與舉辦工作坊分組

實作的經驗提供不少建議。 

在大會開始之前先用情境設計的方式，整理了不同的應用情境來幫助參

與者熟悉黑客松（Hackathon）的動腦實作「暖身」。這個過程也幫助了我們

其他的參與者可以多次不同程度的模擬、溝通與調整最適合的進行方式。然

而會議開始進行後，就面臨到「拆鷹架」的關鍵時刻：原本設計用來輔助會

議進行的工具，必須要挪開，來讓參與者充分表達自己是誰、關心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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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想要帶進什麼樣的議題與「偏見」，如何參與與進行。 

我們花了大約一個半小時來充分介紹與討論參與者的背景，以及所想關

切的議題。這些議題在整理之後，可以放到 CODATA 的未來執行脈絡中來發

展。這次會議的討論議題現場調整後，分成四組做不同議題討論： 

1. 如何發起/籌備黑客松（Hackathon）？ 

2. 資料整合案例研究 

3. 公民科學資料生產 

4. CODATA 任務群組（Task Group）產出成果應用：資料經紀與中介

服務（brokering） 

這次的黑客松（Hackathon）舉辦經驗也還有相當大的成長空間。Dr. 

Tiwari 特別針對國際科學理事會（ICSU，以下行文以 ICSU 代表）未來地

球（Future Earth）計畫相當重視，希望早期生涯資料專家工作小組（ECDP）

能夠發展出可以在未來地球（Future Earth）計畫中能夠提出的項目來參與

之。單純就黑客松（Hackathon）而言，我們的主要議題有兩個主角：資料

「例如：CODATA 任務群組數據集（Task Group Datasets）」、與人（國際會

議的科學家們）。這兩者都需要更長的準備時間才能夠準備齊全。這次透過

台灣科學家們（中研院資訊所、生物多樣性中心與中興大學等與會者）的全

力協助，才讓現場研究者的精彩主題與重要方向，成為所有人共同挖掘探索

的重點。 

 

SciDataCon 大會議程 

這次有幾十位包含會長在內的中國學員被拒絕簽證（或者被延遲發

證），讓大會一開始就在做危機處理。專題演講邀請講者的內容都相當的精

彩並且發人深省。這些講者名單 包括：Paul Berkman "全球永續知識發現

（Knowledge Discovery for Global Sustainability）" ，PLoS 的前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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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dora Bloom "British Medical Journal"；ICSU 未來地球（Future Earth）

計畫的科學委員會印度科學家 Bina Agarwal，"未來地球（Future Earth） 

" 等。個別議程的部份都相當紮實，可以學習如何讓台灣的學界更快速掌握

到關鍵問題、少走冤枉路？更重要的是，安排這些講者，同時也是在替 

CODATA 自身所關心的議題尋找足以「解套」的解決方案；例如 Ubiquity 

Press 出版社就有可能協助 CODATA 所出版的 資料科學期刊（Data Science 

Journal） 建議調整組織運作方向。公民科學 （Citizen Science） 是熱

門的題目，同時也在轉型成為新的領域；這次 SciDataCon 遂規劃了兩個聯

合的議程：民眾搜集的資料提供大眾使用-鼓勵再利用與協作（Data from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 encouraging Re-use and Collaboration）。除

此之外，大會還安排了 "資料鏈進展程度？（How Well Is the Data Chain 

Going? ）" ，邀請資深天文科學家 Dr. Elizabeth Griffin 主持對談，讓

與會老中青的不同特色科學家，從自己的角度來檢視科學資料分享的核心譬

喻：「資料鏈」的銜接與運作是否順暢。這樣的反思其實很像是用傳統的形

式，但是卻做到近年來社群媒體雲端共同筆記服務（Hackpad）之類的效果。

另外，本校李德財校長也在本次「科學與技術資料委員會」會員大會中，獲

選連任 8席執行委員之一。 

本人參加研討會與參訪過程相關照片如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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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心得及建議 

網路上的開放資源（Open sources）約可分為開放資料（Open data）

與開放程式（Open program），而其特性皆基於網路世界之分享、合作、進

化。就資料庫而言，開放資料的好處在於資料可被更多不同領域的人利用，

而產生更大的效益，甚至發展出新的資料，共同分擔維護資料庫的成本與技

術支援，個人也可因此獲社群認可，並參與國際合作聯盟。然而，目前開放

資料的障礙是在基於私心欲獨自佔有資料庫，以便在研究上領先或商業上獲

利，需花更多時間整理資料成特定型式才得以分享，資源的投入不保證回收

等。為了鼓勵眾人分享資料，提高分享行動的價值是必要的，例如，已有一

些期刊專以發表資料庫為主，短短一、二頁介紹資料庫的內容、型式、可應

用方向等，使用資料庫而發表的期刊論文者，同樣可引用此短文為參考文

獻，若是建置有用的資料庫，可能更容易變成為高引用作者（High cited 

researcher），受到學術界肯定。 

台灣因政治因素，常常無法成為國際組織的正式會員。多年來都因個別

多年來都因個別學者的努力以連繫國際組織與台灣學術間的關係。這些年

來，由於中國的強大（包括政治、經濟與科技）相對更壓縮台灣的國際學術

地位與空間，尤其在台灣經濟愈來愈差，而年輕學者愈來愈關起門來寫 SCI

論文，與國際組織逐漸脫鉤，讓台灣學術界離國際舞台愈來愈遠。未來應把

握跟各國代表細緻交換意見的機會，越認識與會的代表與他們所來自的機

構、文化，就越能夠有機會進一步合作。團結國內學者的研究成果，一起貢

獻於國際舞台，讓國際組織難以平略台灣的學術成就，也許是我們可以努力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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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附錄 

研討會會場 研討會報到處 

Keynote 演講 與美國郭教授合影 

餐會 黑客松（Hackthon）會議 



 10

 

 

黑客松（Hackthon）會議公告 



 11

 

 

研討會行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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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行程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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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行程表（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