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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類號/目：資訊管理/資訊政策 

關鍵詞：資訊科技、開放資料、巨量資料、智慧政府、智慧聯網、社群網絡 

內容摘要：（二百至三百字） 

Gartner為一國際性知名之資訊科技智庫及調查研究公司，專研資通訊科

技發應用及市場趨勢研究，每年定期針對資訊管理、資訊科技、資訊軟體及應

用系統、電子商務、資通訊安全及最新科技發展趨勢等議題，於世界重要城市

舉辦國際研討會，分享其智庫近期之研究成果並精準分析資訊科技應用趨勢，

與會者皆為來自世界各地之高階資訊主管及資深工程師。Gartner 2014年於澳

洲黃金海岸舉辦全球資訊科技盛會，發表議題如數位政府、開放資料、巨量資

料、微智慧型機器、萬物聯網、行動網絡，以及在新科技驅動下，政府如何整

合及應用上開資源，建立智慧型政府。國家發展委員會為推動全國資訊管理業

務之主管機關，為提升國家競爭力，及我國電子化政府國際知名度，實有必要

參加此等國際研討會，與資深研究員面對面溝通，並掌握資通訊科技發展趨勢

及相關政府應用服務，我國可參考此次會議發布的資訊應用趨勢，納為推動電

子化政府計畫時參考，擬訂相關策略，以實現運用資通訊技術展現公共價值，

為電子治理尋求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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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Gartner 為一國際性知名之資訊科技智庫公司，專研資通訊科技發應用及

市場趨勢研究，每年定期針對資訊管理、資訊科技、資訊軟體及應用系統、電

子商務、資通訊安全及最新科技發展趨勢等議題，於世界重要城市舉辦國際研

討會，分享其智庫近期之研究成果並精準分析資訊科技應用趨勢，與會者皆為

來自世界各地之高階資訊主管及資深工程師。Gartner 2014 年於澳洲黃金海岸

舉辦全球資訊科技盛會，發表議題如數位政府、開放資料、巨量資料、微智慧

型機器、萬物聯網、行動網絡，以及在新科技驅動下，政府如何整合及應用上

開資源，建立智慧型政府。國家發展委員會為推動全國資訊管理業務之主管機

關，為提升國家競爭力，及我國電子化政府國際知名度，實有必要參加此等國

際研討會，與資深研究員面對面溝通，並掌握資通訊科技發展趨勢及相關政府

應用服務，我國更可藉由會議中發布的資訊應用趨勢，納為推動規劃電子化政

府計畫之參考，擬訂相關策略，以實現運用資通訊技術展現公共價值，為電子

治理尋求最大效益。 

Gartner 在世界重要城市如西班牙巴塞隆納、美國奧蘭多、澳洲黃金海岸

舉辦國際研討會，並於會場規劃新創資訊科技應用展覽會，實際展現新技術相

關應用，吸引企業投資或買家訂購。此類大型資訊研討會合併展覽會的舉辦方

式，屢屢吸引國際政府部門及企業界資訊高階人員參與，相關展場規劃作法亦

值得我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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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Gartner 2014 年於澳洲黃金海岸舉辦全球資訊科技盛會，自 11 月 17 日開

始展開至 11 月 20 日止，四天研討會聆聽及出席之專題發表，摘陳製表如下： 

 

日期 出 席 專 題 發 表 會 

11 月 17 日 1. Digital Civic Moments: The leap From Analog to Digital Business 

Models 

2. Top 10 Strategic Technology Trends for Digital Government 

3. Adaptive Sourcing in Government: To the Cloud and Beyond 

4. Panel: Will a digital Future Mean a Different Organization 

Structure? 

11 月 18 日 1. Gartner Symposium/ITxpo 2014 Welcome Address 

2. CIO Agenda 2015 

3. Information 2020:Uncertainty Drives Opportunity 

4. Service Now: The Things We know 

5. CIO Luncheon Keynote: The Art of Business Influence 

Communication Techniques to Build Trust, Success & 

Connections/ Mark Jeffries, Author 

6. The Digital Business Scenario: Building a Digital Business Future 

7. The Cloud I&O Scenario 

11 月 19 日 1. The Top 10 Strategic Technology Trends for 2015 

2. The Role and Synergies of Portal Platforms and Web Content 

Management 

3. CIO Luncheon Keynote: Making Clever Happen/Dr. Jason Fox, 

Motivation Design Expert 

4. The Mobile Scenario 

5. Top 10 Strategic Predictions: Digital Business Is Driving “Big 

Change” 

6. Guest Keynote: The Art of Innovation 

11 月 20 日 1. Guest Keynote: Achieving the Impossible / Lewis Pugh 

2. Smart Machine Disruption Will Dominate This Decade 

3. 2015 CIO Survey Findings – What Does it Mean for You? 

4. Gartner Closing Key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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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報告重點報告重點報告重點報告重點 

一一一一、、、、數位政府之十大科技策略趨勢數位政府之十大科技策略趨勢數位政府之十大科技策略趨勢數位政府之十大科技策略趨勢(Top 10 Strategic Technology 

Trends for Digital Government) 

  

綜觀自 2000 年至 2020 年政府科技發展的縱深歷程來看，2000 年開啟 E

政府時代，強調線上服務及建置多元網站；2005 年為聯合政府，以人的一生進

行全程電子化政府服務，進行後端跨系統的介接整合；2010 年則為公開政府, 

強調透明、參與、協作以及社群網絡的多元互動溝通；至 2020 年預測將進入智

慧政府時代，提供永續、可落實的服務以及跨域協調合作。將近 20 年資通訊不

斷演進發展， 2010 年至 2020 年預測將成為完全數位化時代，呼應開幕式的說

法，近期資訊科技發展仍將扣緊四大項關鍵元素，即行動網路(Mobile)、雲端運

算服務(Cloud)、資訊分析(Information)、社群網絡(Social)等，以發展良善治理

之數位政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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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tner 預測 2015 年數位政府 10 大策略科技趨勢依次如下： 

1. 打造數位工作環境 

2. 全方位公民參與管道 

3. 開放「任何」資料 

4. 公民電子身分證 

5. 嵌入式智慧與資料分析結合 

6. 大幅成長的系統互通模式 

7. 數位政府平台 

8. 萬物聯網 

9. 網路規模的 IT 崛起 

10. 混合雲佈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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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針對上述十大趨勢進行說明： 

一一一一、、、、數位工作環境數位工作環境數位工作環境數位工作環境：：：：    

在設計行動工作環境時，應邀請工作者實際參與工作場域的數位規劃工

作，以真實反映工作者個人化的需求, 客製化的環境，啟動高效能的創新工作

方式，鼓勵員工參與，以公民為中心的設計思維，激勵創新及敏捷性思考。 

數位工作環境所設計的目標即是為整合數位政府服務而生，做到所有涉及

數位政府服務之相關 IT 利害團體無接軌，即時資訊介接，協同合作的境界。扣

緊四大科技發展關鍵元素-行動網路(Mobile)、雲端運算服務(Cloud)、資訊分析

(Information)、社群網絡(Social)，發展應用服務的策略，建置系統必需涵蓋完整

的紀錄資料庫，差異化的設計，創新的服務，而資訊人員，則必需擁有 IT 全攻

略的技術，重視資訊職能的培育。 

另外，隨著行動裝置普及，根據 Gartner 統計，目前大多數企業僅規範了

公司配發的裝置，而對於員工自帶裝置則少有相應的管理措施。Gartner 認為，

在 BYOD 浪潮席捲之下，政府及企業部門必須在資料保密、員工隱私與使用彈

性間，擬定最平衡的解決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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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全方位多全方位多全方位多全方位多元元元元管道的公民參與管道的公民參與管道的公民參與管道的公民參與    

因應行動化網路的崛起，多元行動載具普及化，行動載具使民眾資訊近用

提升，各種行動裝置內嵌社群媒體，使得社群網絡的溝通無所不在，民眾參與

政府的管道不再僅從單一管道表達，面對多元管道的參與模式與行動裝，政府

必需加以正視。做法之一為改善使用者界面，強化 UI(User Interface)情境設計，

即使用者與系統之間的一個溝通介面設計外，更強調 UX 設計(User Experience 

Design)，即在設計 UI 的過程中，參考以人性為導向的重要元素，經過使用者經

驗的改變而不斷進化，讓 UI 設計呈現更直覺及更貼近人性思維。 

隨著各類平臺 APPs 數量將不斷成長，而傳統應用程式則會開始萎縮，在

近年內，沒有一種單一開發工具能夠因應所有類型的應用程式，因此，開發者

須開始適應多種工具並用的開發環境。在應用程式 APPs 的開發亦需考量 APPs

與瀏覽器的使用差異性，運用群眾智慧為 APPs 評等，開發符合民眾需求的應用

軟體，共創 G2C 的服務模式，達到雙贏。  

在客製化服務提供方面，民眾可以自我決定要選擇哪些服務項目，因應不

同服務間的資料串連，原分屬不同機關的系統，其機關間系統交換機制必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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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以有效達成更通透性之資料傳輸交換並設有過濾機制，以便發展出令民眾

有感的個人化報告。 

 

三三三三、、、、開放開放開放開放「「「「任何任何任何任何」」」」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開放「任何」資料成為顯學，資料公開已是開放政府必備的新選項，至

2018 年 Gartner 預計將有逾 40%的數位政府計畫視「任何」資料都是開放資

料。依時間流程的進展來看開放資料程度的演化，從機關依其職責處理日常業

務所產生的資料，包括依法應公開資料、鏈結資料、公務資料，漸次演化至與

民眾有關之個人資料、社會資料，現在更進展提升至可活化的應用資料，資料

淬煉的過程為整個智慧聯網進行前置的鋪陳，亦直接促使智慧聯網的應用層面

與使用效能擴大。 

因此，資料開放程度與深化應用將融入政府部門的行動計畫中，建立有效

的資料管理機制，確實是數位政府應予重視的顯學，攸關後續政府執行相關計

畫應用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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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公民電子公民電子公民電子公民電子身分證身分證身分證身分證    

公民電子身分證（Electronic Identity）或網路電子身分證， 將為國民創造

價值，電子身分證除了提高安全性，亦可提供先進的政府服務，例如數位簽

章、電子投票、線上驗證以及提升商務應用，數位政府時代，預估 2020 年，民

眾將可藉由創新的服務創新，管理個人 80%的政府資料，例如，微軟的健康管

理平台(HealthVault –Ｄownload My Data)，協助消費者管理自己的健康資訊，

包括蒐集、儲存及分享建康資訊，亦可連結醫療裝置上傳相關數據，並提供醫

療、健康相關資訊的垂直搜尋工具，對健康產業的業者而言，則是可在

HealthVault 平台上建置相關服務。 

雖然我國對電子身分證仍在個資和便利間的平衡進行研議，電子健康紀錄

隨民眾選擇自己帶著走，亦仍有相關配套做法及個人隱私等議題尚待克服，國

際上採用電子健康紀錄的國家仍未普及，惟可以預見，電子身分證的相關政府

服務應用及隨之而來的商務發展及加值服務，仍是值得持續觀注，應加以開發

進行實做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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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嵌入式智慧與資料分析結合嵌入式智慧與資料分析結合嵌入式智慧與資料分析結合嵌入式智慧與資料分析結合    

無所不在卻又隱於無形的先進分析技術，隨著嵌入式系統所產生的資料不

斷增加，分析技術將成為市場焦點，企業內外各種結構與非結構的資料都可以

分析。Gartner 認為現在每一種應用程式都必須為分析應用程式。企業組織必

須以最好的方式以過濾來自物聯網、社群媒體與穿戴式裝置的大量資訊，再選

擇正確的時機將正確的資訊傳遞給正確的對象。分析技術將無所不在，卻又隱

於無形，巨量資料（big data）仍將是這股趨勢的重要推手，但必須轉移重點到

問題與答案的身上，將巨量資料擺在第二位。畢竟技術的價值在於尋求解決問

題的答案，而非資料本身。 

充分掌握環境的系統，無所不在的嵌入式智慧與資料分析結合，將催生具

備周遭環境感應與回應能力的系統。藉由了解使用者提出某項要求的背景環

境，應用程式不僅能調整安全防護來因應，更能調整提供資訊給使用者的方

式，讓日漸複雜的運算世界得以大幅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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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以思考，嵌入式智慧與資料分析結合如何運用以提升政府治理效

能，可由四大步驟加以檢驗反思，在描述階段可以思考，過去發生何種的事件?

什麼事情正在發生?在診斷期可以列出發生原因為何?產生哪些關聯?在預判期

可以提出，將來可能再發生何事？有何風險？以上述相關分析資料為基礎後，

訂定相關規則，以優化政府施政。應用在公共安全的範疇時，則包含潛在風險

環境分析、犯罪偵測與預防；應用在稅制稅收的範疇時，則包含詐騙偵測、增

加適法性的要求；應用在交通運輸的範疇時，則包含動態道路收費管理、敏捷

地機動調配管理；應用在決策分析的範疇時，則包含民眾感知的分析、真實反

映影嚮評估等。 

 

六六六六、、、、大幅成長的系統互通模式大幅成長的系統互通模式大幅成長的系統互通模式大幅成長的系統互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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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政府(Smart Government)應整合資訊、溝通及作業技術，進行跨領域

的規劃、管理與運作，以產生可持續發展的公共價值。透過資料及使用者行為

趨勢分析，可以提供政府部門對服務對象及服務內容，進行初步的分類規劃，

並透過與民眾直接的訪談，深入了解民眾需求後，可以發現民眾對於政府的服

務需求往往須跨部門或跨機關才所能提供服務，而需提升部門間橫向的業務互

通能力。Gartner 建議政府部門應充分運用社群網路、領域應用服務、趨勢分

析等工具以組成智慧政府運作平台架構，橫向整合不同層級機關或部門，從健

康照護、教育及訓練、就業資訊、交通運輸、運動及休閒、自然資源、國防、

法律、社福補助等服務面向，思考以結果為導向的服務設計，跨部門合作，以

提供民眾所需的政府一體的客製化服務。 

    

七七七七、、、、數位政府平台數位政府平台數位政府平台數位政府平台    

數位時代，政府應優化其平台 IT 架構，整合舊系統與進行資料管理，跨

部門跨單位的互通仍持續進行，最後將服務進行整合。 



15 

 

在萬物聯網的趨勢中，政府可有哪些更具體的作為，運用政府巨量資料啟

動創新的行動計畫，在各種事物數位化以便結合資料流（data stream）與服

務，政府如何從商業運作思維，創造出四種使用模式：管理、獲利、營運並擴

大，創造服務的價值鏈。政府可以如何改變再創新，以民眾失業為案例，進行

情境流程及巨量資料分析，從甲公司發布裁員消息起，勞工局即接獲甲公司受

影響的員工，並產出一份待業清單，並將待業員工資料發布上網，商業界人力

網收到員工的就業需求，進行工作媒合，學術機構適時列出適合的職業訓練課

程，協助員工二度就業，在此時，勞工局亦能立即算出員工的失業保險就濟

金，提供給付直接存入員工指定銀行，員工待業時即能下載行動 app 整合相關

服務知悉一切服務與安排，如果社福較佳的情境，政府還能主動提供短期房租

津貼申請補助金，或因暫時性失業，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時還可以免費。利用巨

量資料的串連，使民眾縮短待業時間，政府亦減少失業補助，降低社會問題，

創造雙贏。 

 

八八八八、、、、萬物聯網萬物聯網萬物聯網萬物聯網 

在2020 年將有超過300 億個各式設備高度黏著使用網路，如攝影機、感

測器及建築管理設備等，萬物聯網將對資訊產生重大影響，如付款機制及商業

交易模式等。Gartner 分析促成萬物聯網發展的關鍵元素，主要有3項，第1為

內嵌式感測器（Embedded sensors）如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加速度感應器等，可以感測環境的變化情形；其次為影像識

別裝置（Image recognition），如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內的攝影機，可用以

辨識物件、人體、建築物、標章等等對用戶或企業具有價值的物體外觀；第3項

為近場通訊交易機制（NFCPayment），如支援NFC 協定的智慧型手機，可用

於簡化商業交易模式及擴大交易管道。 

Gartner表示至2020年，物聯網供應商所累積創造的營收預期每年將達

3,090億美元，其中，半數的活動將為新創事業，而八成將投入於服務領域而非

產品，就策略性而言，物聯網實為一個重要市場，其將急速發展且將帶動營收

及成本效益。物聯網將為所有企業組織及全球經濟創造出更大的經濟價值，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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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跨多種產業。其中率先導入的垂直市場為製造(15%)、醫療照護(15%)與保險

(11%)。  

另外，將實體與虛擬世界整合的「萬物聯網(Internet of Everything)」以及

「力量的連結(Nexus of Forces)」，將帶領企業組織與其資訊長邁向一個兼容

並蓄的數位未來。不論企業組織今日所提供的業務或服務為何，數位化正帶來

改變，並逐漸於企業組織內部漫延開來，萬物聯網將於下列三個層次上促使產

業重新再造：商業流程、商業模式以及商機。 

第一個層次，數位科技不斷提升產品、服務及流程，還有客戶與用戶體

驗，以及企業內部運作和合作的方式。當公司將產品及流程數位化之後，產業

內就會出現嶄新的業務模式，隨著數位化促使產業於商業模式層次重新再造，

Gartner 分析師預期將會有更多轉型的變化出現，到 2018 年將有 50%的物聯網

用戶來自企業，從中它們將提升商業效率，舉例而言，Nike 搭配醫療領域的應

用推出連網的運動衣及裝備，這些企業組織原本從未涉足其他產業；有 25%的

企業主管希望運用「物聯網」來管理廠房、資產與設備；製造業者則希望「物

聯網」可以讓工廠運作更順暢，產業機器人將持續為企業擴張生產的方式之

一，微軟（Microsoft）使用機器人當看門警衛，倉庫機器人估計每年為亞馬遜

（Amazon）節省了 9 億美元，一般消費者則是對家居清潔機器人有興趣；亞馬

遜和 DHL 正在測試以無人駕駛飛行器遞送商品，還有一些能運送物資及醫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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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至偏遠地區的無人機也在開發中，物聯網契機，使得企業得以全新樣貌重塑

自我。 

    

九九九九、、、、網路規模網路規模網路規模網路規模 ITITITIT 崛起崛起崛起崛起    

全球網路規模 IT（Web-scale IT）是一種全球級的運算形態，藉由多個層

面的重新思考定位，是於企業 IT 環境當中提供大型雲端服務供應商的能力。

愈來愈多的企業將如大型雲端服務供應商：亞馬遜（Amazon）、谷歌

（Google）、臉書（Facebook）等網路巨擘一樣地思考、行動、開發應用程

式及建立基礎架構，重新打造 IT 服務的供應方式。大型雲端服務供應商的能力

不單只在規模大小，還有速度和靈活性。企業若希望與這些模範雲端服務供應

商並駕齊驅，就必須仿效其架構、流程和實務方法。 

網路規模 IT 的目標在於透過一種系統性方法改變 IT 價值鏈。資料中心的

設計將從工業工程的角度出發，盡量發掘每個可減少成本和浪費的機會。這不

僅止於重新設計場地設施來提高能源效率，還包括自行設計某些關鍵硬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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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如：伺服器、儲存設備及網路。網路導向的架構讓開發人員建立非常彈性

而穩固的系統，系統出錯時可以更快地恢復。 

上述的發展為傳統企業帶來需思考的課題，開放的方式可以提供更多的硬

體(和數據中心)設備設計和採購上的選擇，這時候多種架構有可用之處，

Gartner 預估，傳統供應商仍然會利用這些設計藍圖提供解決方案，新的供應

商也會推出自己的產品。隨著伺服器壟斷局面的解體，企業可趁機利用這些系

統中的規模經濟設計，不單從價格的角度，還可以從運營成本角度加以思考利

用，儘管運營成本很難衡量，業界將開始慢慢地籠罩在創新氣氛中，一般認為

就目前的趨勢來看，大型雲服務企業和傳統企業最終都會從中獲益。IT 部門要

滿足網路規模 IT 環境的要求就必須重新思考如何設計應用程式，包括：在額外

資源下按比例縮放性能、適應業務變化的需要程度、在基礎設施出現脆弱時保

持彈性以及在系統增大後有效地營運。為了實現這些要求，必須省視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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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和技術密切結合，將多個網路規模服務綁在一起，對應用程式而言，企業

架構師和開發人員必須考慮各種各樣的方法，以滿足網路規模的需求。 

十十十十、、、、混合雲混合雲混合雲混合雲佈部佈部佈部佈部署署署署    

根據 Gartner 研究報告指出，隨著雲端運算快速成長與日趨成熟，雲端服

務模式也正經歷一場變革，未來企業選擇雲端的趨勢，將會朝向混合雲 (Hybrid 

Cloud) 發展，因為混合雲可以協助企業透過靈活運用內部及外部的 IT 資源，

創造出資源應用的平衡點。企業在設計私有雲服務時，應考慮未來可能採用混

合雲服務，以確保其整合性與互通性，而混合雲的管理，將促成雲端服務仲介

商（Cloud Service Broker，CSB）的出現，來負責服務的整合與客製化，隨著雲

端服務仲介商的出現，未來將出現更多的混合雲部署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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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Guest Keynote: Achieving the Impossible / Lewis Pugh 

Gartner 邀請到 2007 年曾在北極游泳的英國冰泳健將路易斯‧高登‧皮尤

蒞臨會場，以「「「「達成不可能的任務達成不可能的任務達成不可能的任務達成不可能的任務」」」」為主題，進行精彩的演說，演講後並舉辦

面對面的簽書會活動，名人到場加持，為會場帶來一波高潮。 

 

（（（（一一一一））））演講者演講者演講者演講者路路路路易斯易斯易斯易斯‧‧‧‧高登高登高登高登‧‧‧‧皮尤皮尤皮尤皮尤(Lewis Gordon Pugh)背景介紹背景介紹背景介紹背景介紹 

有「人體北極熊」之稱的英國冰泳健將，路易斯‧高登‧皮尤(Lewis 

Gordon Pugh)，是英國的律師，也是個環保人士，2007 年他在沒有穿特別禦

寒衣物的情況下，沿北極冰層裂縫游了一公里，成為在北極游泳的史上第一

人。在許多冰冷海域游泳，挑戰人體極限，而他成功的秘訣是靠異於常人的意

志力。 

 

（（（（二二二二））））演講演講演講演講精華摘錄精華摘錄精華摘錄精華摘錄 

路易斯‧高登‧皮尤以三個故事分享如何完成人人視為不可能的任務，藉

以激發資訊主管們的執行力、意志力及對事務的熱情。 

1. 第一個故事是 Lewis 在北極圈游 1 公里游泳，總共花了 18 分鐘 50

秒。 其困難度是北極圈的平均水溫是零下 2 度， (鐵達尼號沈船後的海水溫度

大概是 4 度) ，然後北極圈的海是「漆黑」的，所以其實在游的時候是看不到

前方的，旁邊隨時會有北極熊靠近而你會來不及反應。前一個人挑戰在北極圈

游泳後，最後手是截肢的。而 Lewis 做了充足的準備以及訓練，他的團隊中有

醫生、攝影師還有訓練師，在他不敢跳下北極圈的海中時，訓練師鼓勵他，認

為他們做了完全的訓練，同時在每 100 公尺插旗子來幫助他知道他游到了那

裡。也可以讓他一直覺得 100 公尺不長，每碰到一個旗子就會前進的鼓勵。

Lewis 說他游完北極後 4 個月手指才回覆知覺。 

在這個故事中, Lewis 覺得好的團隊很重要，更重要的是無畏無懼（No 

Fear），不恐懼才能往前邁進。 

2.  第二個故事是 Lewis 在喜馬拉雅山的湖游泳，這個湖是高 5300 公

尺，他一開始覺得這個湖不大(因為都游了北極圈 1 公里) ，應該沒有更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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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結果他跳下去游之後才發現，因為高山症缺氧沒辦法呼吸。最後被他的訓

練師整個人拖上岸。這個故事他要表達的是「千萬不要被你過去的成功所影

響」，而輕忽了每一次新的挑戰。 

  

3.  第三個故事是 Lewis 到了馬爾地夫游泳，因為馬爾地夫是地球暖化後

即將消失的國度。在這個印度洋中的游泳也沒有成功，因為他游到一半他僱的

船壞了，而他船上動彈不得的時候，他看到不遠處有一艘大的遊艇，他在想如

何求救，於是他和他的艦長討論是否有機會找前方的遊艇協助，可是艦長直接

回絶說不可能的，所以並沒有任何進一步的行動，而他想一想就打電話回英國

的單位表明了他需要協助，以及他前方的遊艇的代號，沒想到 15 分鐘後遊艇

就往他的方向開來，也救了他。所以在這個故事裡，他想要表達的是「不要因

為覺得不可能，而錯失嘗試任何可能的機會」，因為你可能直接放棄了一個成

功的機會。 

上述三個故事的分享，搭配 Lewis 泳度北極圈的紀錄影片，堅強的團隊陣

容，以及北極圈受地球暖化影響不再冰封，處處是浮冰，在場聆聽者真的很受

感動， Gartner 用心安排演講者到場為大會畫下完美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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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數位政府將啟動數位文明的重要契機數位政府將啟動數位文明的重要契機數位政府將啟動數位文明的重要契機數位政府將啟動數位文明的重要契機    

依據 Gartner 研究團隊近期的研究指出，2020 年數位政府最核心的特色即

是開啟數位文明的新契機，政府部門的資訊長應省思這契機將分裂並重塑政府

遞送服務及商業運作模式。 

重要發現結論如下： 

1. 政府的領導者須體察集結行動網路、資訊（資料分析）、雲端運算及

社群媒體等技術相輔相成、相互作用以解決問題的能量，無法僅以單

一技術解決問題。 

2. 端點對端點的數位化政府服務流程及維運串連作業，使得政府、私部

門及非營利組織等多元組織得以無縫接軌，發揮資訊科技主流價值。 

3. 單一事件即可誘發帶動一連串階層式的行動計畫，使公民、商業、組

織間跨域快速進行資料交換，達成政府欲展現文明契機的重大目標。 

4. 未來十年間，因應科技的應用與連結，重塑政府事務流程的重塑所產

出最大的公共價值，將充分驗證文明契機的展現。 

植基於上開的重要發現，Gartner 建議政府部門的資訊長及行政官員應做到以下

事項： 

1. 制定機關數位化策略，發揮數位資訊及技術架構雙領導統御之職能，

建構 IT 服務及數位價值鍊的鋪陳。 

2. 鼓勵並建立機制讓政府所勾勒的文明契機之願景，邀請不同利害關係

團體共同參與型塑，以促進共同創新，構思提供創新服務，且須整合數位產

業經濟的過程中，為目標共同努力。 

3. 建立精選案例分析，務實檢討相關事務流程，進行情境的需求分析，

盤點所需實體及虛擬世界資料清單及其交換機制，訂定目標及成果導向之產

出，配置相關預算， 選擇合作夥伴，進行長期規劃及管考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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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    

一一一一、、、、心得心得心得心得    

（（（（一一一一））））數位時代策略科技的趨勢，仍是以集結社群、行動、雲端與資訊等四股

強大力量匯流的力量連結（Nexus of Forces）將持續推動變革並帶來新

契機，創造出全球網路規模的先進可程式化基礎架構之需求。政府應正

視這些新科技的發展，及其對未來 IT 管理、商業模式帶來變革，應納入

策略規劃中加以考量。 

（二）政府在進行雲端部署時，應考慮混合雲、個人雲的管理服務，並確保未

來的整合性與互通性。過去政府是公有雲端服務的提供者，未來亦可能

扮演雲端服務仲介的角色，負責服務的彙整、整合及客製化的訂定。個

人雲時代將象徵著力量由裝置移轉至服務，使用者將使用多重裝置，但

沒有任何一個裝置將成為主流，提供資料保護與管理的個人雲，將成為

連結這些裝置的核心。 

（三）員工攜帶裝置促成行動工作人口規模呈現倍數成長，資訊管理部應思考

所浮現的資訊安全與資訊風險之管理問題，大多數政府企業部門僅針對

員工使用部門配發與管理之裝置存取其網路的行為制訂政策，而對於員

工自帶裝置則少有相應的管理措施，未來應在業務保密、員工隱私與使

用彈性間，擬定最平衡的解決對策。 

（四）政府提供服務時，應以「使用者體驗」進化為思考重點，研究使用者行

為，聚焦於發展內含豐富語音及視訊、以全新方式互動的擴增使用者介

面模型，開發可橫跨各類裝置的應用程式使用者介面，同時亦開發可彈

性調整的程式架構，將這些元件組合成專為個別裝置最佳化的內容。 

（五）因應政府公開資料及巨量資料技術的成熟，政府可規劃提供主題式整合

服務，以失業勞工情境為例，運用數據分析及公開資料，流暢地串連所

需服務，而非斷裂式的服務，跨機關系統的通透性與服務的整合性應做

更有效的膠合，俾以展現資通訊科技最大的公共服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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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一一一一））））建立全程電子化研討會模式建立全程電子化研討會模式建立全程電子化研討會模式建立全程電子化研討會模式    

Gartner 辦理國際研討會的規劃方式，值得我國學習，如建置研討會網

站，宣達國際研討會的主軸，課程類型規劃非常多元，有大型發表會、焦

點團體座談、閉鎖型的主題式會議，並請名人針對管理議程進行演講，如

Achieving the Impossible 、Making Clever Happen（Motivation Design 

Expert）、 The Art of Innovation，在會場並規劃有新創公司的展覽會，一

方面展現科技的產品，一方面吸引投資者的青睞，以扶植新創科技公司，

爭取曝光機會。 

另外，將所有課程全數公開於網站，對該課程及講師陣容進行簡介，以

利讓所有參加者事先依其需求進行選課，會後所有講義置於官網，讓會

員下載所有課程簡報，並有延伸閱讀的研究供訂戶使用，可以得到豐富

的學習資源，會議全程以電子化方式進行。 

（（（（二二二二））））規劃前瞻性電子化政府計畫規劃前瞻性電子化政府計畫規劃前瞻性電子化政府計畫規劃前瞻性電子化政府計畫    

我國下一階段電子化政府（106-110 年）即將展開前瞻性的前置規劃作

業，Gartner 是國際科技智庫及調查研究公司，其所揭示的策略科技趨

勢，值得我國在規劃電子化政府時，加以參考並瞭解技術服務應用的發展

方向，使我國電子化政府發展能掌握國際趨勢，同時滿足使用者需求。 

（（（（三三三三））））持續加入國際研討平台持續加入國際研討平台持續加入國際研討平台持續加入國際研討平台，，，，強化經驗交流強化經驗交流強化經驗交流強化經驗交流    

我國電子化政府的表現，在國際上有一定的知名度，在國際場域更可與來

自不同國家的資深資訊人員進行交流互動及經驗分享，未來仍應持續參

加，在研討會平台上，與國際友人締結友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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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附錄附錄附錄附錄：：：：研討會議程研討會議程研討會議程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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