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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習目的 

鮭魚在淡水中歸內政部管，在海水中則歸商務部管；就我所知，

一旦它們被煙燻後，事情就變得更為複雜。 

 

歐巴馬   美國總統 

2011 年 國情咨文 

Call for Streamline Government 

 

美國總統歐巴馬在西元 2011 年國情咨文中講的這段話，突顯了美國政府部門

因為組織和職權分工所衍生的問題。其實，國內外皆然。 

這種問題在環境治理的領域特別明顯，例如：在我國的同一條河川，上

游歸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主政，下游則是經濟部水利署掌管，河川

的水質則是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業務，至於影響河川水質水

量的降雨量等氣象觀測資料，則歸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負責。 

事實上，地球系統中「大氣、水、林、地及生態」等各個環境面向彼此

間環環相扣、緊密關連，如何有效掌握環境資料，解析環境現況，對環境治

理及自然保育工作至為重要。由於現行政府組織架構分工，各項環境資料之

蒐集、調查及生產，分由不同部會掌理，致資料整合及分享困難，容易形成

「資訊孤島(information islands)」現象，影響環境資料之應用，是以如何促成

這些不同機關間的資料整合及共享，成為環境治理最基礎性的工作。 

行政院組改完成後，這些機關雖然可能都納入環境資源部，但我們認為

現階段有 2 個關鍵性的課題必須預為因應。首先是環境資訊的整合，其次是

環境資訊的公開與分享。特別是環境資訊的公開，已經逐漸成為各國貿易自

由化的一項政策工具。不久前，歐盟就曾要求我國必須提供海域水質監測資

料，否則他們就可能抵制我國的水產品輸往歐盟。這 2 項關鍵課題也是本次

研習的動機。 

本次研習目的：首先是學習歐洲國家在環境資訊管理方面的典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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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我國未來環境資源部成立後，研訂相關法案的參考。其次，考察歐洲環

境署「分享式環境資訊系統」的發展技術及運作情況，以協助日後相關環境

資料共享相關機制參考；再者，瞭解先進國家公私部門對於環境開放資料及

巨量資料運用的情況，希望能掌握國外相關應用的科學論證基礎，並提供日

後推動環境治理所需資料的整合及共享工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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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研習行程 

選擇歐洲國家研習是因著下列原因：英國是運用開放資料(open data)在環境治

理和公眾參與這些領域相當成熟的國家，有許多新觀念和思維都從英國率先

提出，特別在建置環境資訊系統的典章制度方面，是先進國家中的典範。歐

洲環境署則是對區域性的環境資料蒐集、綜整及分析，具有獨特的機制及作

法，他們每年發行的歐洲地區的環境資料分析報告、各種資訊服務及產品，

素有口碑，並亟受重視；他們制定的歐洲空間資訊基礎建設(INSPIRE)地理空

間資料標準及相關的規範，不僅普及在歐洲地區，也影響學術界及產業界的

研究及生產方向；他們主導推動的「分享式環境資訊系統」，除了已在歐洲地

區成功運作外，目前正計畫推廣到北非及西亞等歐洲以外的地區，這些經驗

與成果，非常值得借鏡學習。 

本次出國研習分二次進行，第一次自 104 年 5 月 23 日至 104 年 6 月 6 日，

研習考察的機構包括英國環境署、碳揭露專案計畫倫敦總部、倫敦大學學院

地理學系及大英圖書等，並與主事人員晤談及請益就教相關議題。其次，參

加在倫敦格林威治大學舉行的第 6 屆「周界系統，網路和技術國際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mbient Systems, Networks and Technologies, 

ANT-2015)」，期以學習先進技術概念及想法。 

第二次研習自 104 年 8 月 29 日至 104 年 9 月 11 日，研習考察所拜訪對

象主要是歐洲環境署，包括其公眾溝通部門及資料管理部門，並與主事人員

討論及交換工作經驗與心得。其次，參加在哥本哈根大學舉行的第 28 屆國際

環境資訊研討會(EnvironInfo 2015)及同場地的第 3 屆資通訊技術與永續發展

研討會(ICT4S 2015)。 

研習期間，承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吳岳軒先生多方協助行政事務，本署

綜合計畫處洪淑幸副處長在我出國期間代理職務，陳莉娟助理管理師協助連

繫瑣務，本署人事室黃子娟專員協助公文轉陳等工作，我對他們滿心感謝。 

歐洲環境署 Mr. Stefan JANSEN, Mr. Christian ANSORGE, Ms. Mar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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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ANZAS, 英國環境署Mr. Michael ROSE, 英國開放資料協會Ms. Ellen BROAD, 

碳揭露專案計畫倫敦總部 Mr. Coner RIFFLE, Ms. Ji Yeon KIM, Ms. Kate LEVICK, 

倫敦大學學院地理學系 Dr. James CHESHIRE, 他們與我素昧平生，僅藉由彼此

電子郵件聯繫，就應允安排行程，接受我的訪問，並無私地分享提供他們豐

富的學養與經驗，令我收獲良多，在此衷心對這些異國友人表達衷心感激。 

 

研習行程摘要表 

日期 主要研習內容 

104 年 

5 月 23 - 

6 月 6 日 

1. 參訪英國環境署、碳揭露專案計畫倫敦總部、倫敦大學學院

地理學系等機構，並與主事人員討論交流。 

2. 參加在格林威治大學舉行的第 6 屆「周界系統，網路和技術

國際研討會」(ANT 2015) 

104 年 

8 月 29- 

9 月 11 日 

1. 參訪歐洲環境署，並拜會公共溝通部門及資料管理部門，並

與主事人員討論交流。 

2. 參加在哥本哈根大學舉行的第 28 屆國際環境資訊研討會

(EnvironInfo 2015)及同場地的第 3 屆資通訊技術與永續發展

研討會(ICT4S 2015)。 

 

 



- 7 - 

 

參、英國對環境資料的管理及共享 

由於獨特的制度、法律、文化及歷史背景，英國中央政府組織結構較為複雜，

行政部門在調整組織機構時有較大彈性。除內閣部門外，還有大量政府/非政

府類機構，承擔特定的公共職能及服務。 

英國政府西元 1995 年通過環境法案(Environment Act)，根據此法案成立

「環境署(Environment Agency, UK)」。英國環境署是一個「非部級公共機構」

(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ies, NDPB)或稱公共機構(public sector 

organization)。其業務主要由內閣「環境、食品及農村事務部（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Defra）」授權及督導，預算亦由該部支助，

其次，由「環境、食品及農村事務部」授權其收取的各類許可費用也是預算

主要來源。目前員工約 10,000 人，管轄地區含括英格蘭及部分威爾斯地區1（不

含蘇格蘭，如圖 1），總部設於布里斯托(Bristol)，在倫敦設有辦公室。 

 

圖 1：英國環境署的轄區 
資料來源：EA web sit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environment-agency, 2015 

                                                 
1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environment-secretary-unveils-vision-for-open-data 

-to-transform-food-and-farming  accessed on 2015-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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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公部門所生產管理的環境資料，英國學術界、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s, NPO)及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NGO)在環境

資料的生產運用亦十分活躍。以下就英國中央政府環境部門、倫敦大學學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及碳揭露專案計畫(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分別說

明。 

一、英國中央政府環境部門的開放資料發展 

「環境、食品及農村事務部」擁有非常大量的資料。基於它掌管的自然

環境、農業生產及農村經濟業務，「環境、食品及農村事務部」必須蒐集各種

具有地理特徵的資料，包括自然現象，農業活動等等，其所生產的資料集非

常廣泛，某些特定的資料集，極有應用價值。 

近年來，「環境、食品及農村事務部」意識到它的業務推展，將取決於是

否能成為一個資料驅動組織(data-driven organization)，是以「資料」遂成為該

部重要的關注事項，相關的資料整合及開放資料專案工作在 Defra 及其附屬機

關正加速推展。「環境、食品及農村事務部」在西元 2015 年 6 月宣告將在一

年內至少發布 8,000 項資料集，以開放資料的方式供公眾取用。2  這些資料

整合及分享的工作將為「環境、食品及農村事務部」帶來組織文化的變革，

也將轉移其內部和外部的工作重點。 

一般公務部門，過往只是在網路上提供一些數位化的文件或是電子表

單，如果需要更詳細的資料，不論是紙本或是電子檔，公眾可能需要付費，

而且取得的資料可能需要以「再輸入(re-entry)」的方式，才能被使用。「環境、

食品及農村事務部」的開放資料集將改變這種情況，它所提供的資料集將可

以藉由電腦程式直接讀取(machine-readable)後運用，而且，這些資料集是免

費的。例如，「環境、食品及農村事務部」自西元 2013 年開始提供公眾擷取

該部生產的光達(Lidar)資料，但是這類資料以往大多以特定的格式儲存，是以

讀取及使用相當困難，未來，「環境、食品及農村事務部」計劃將其轉換成公

                                                 
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environment-secretary-unveils-vision-for-open-data 

-to-transform-food-and-farming  accessed on 2015-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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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的格式，以開放資料方式提供。 

開放資料集需要持續性的監督及管理，隨著時間的推移，必須適時地藉

由回饋意見，以確保資料品質。「環境、食品及農村事務部」的團隊正與社區

團體，非政府組織密切合作，以實現這一目標。他們還成立了一個新的資料

治理委員會(Data Governance Committee)，提供政策協調和監督，期能發現不

必要的資料重複，並推動開放資料所採用的標準。「環境、食品及農村事務部」

並與開放資料協會(Open Data Institute, ODI)合作，發展一套開放資料發展成熟

度的模型，藉以作為評估基準，提供持續改進的參據（此模型將在第三節說

明）。 

隨著時代變遷，公部門對其所持資料的開放程度，在態度與作法上，必

需有所改變。公部門所持有的資料，基本上是一種公共資產(public asset)，除

了公共安全及個人隱私的理由外，大部分的資料應該無償供公眾取閱，這是

近年來公共行政上一個重要的思維。 

就環境資料而言，尤其是觀測性的資料，例如氣象資料、地表變遷資料、

空氣品質及水質監測資料等，根據前述公共財的概念，大抵都應該開放供公

共取用，成為一種公共資源。「環境、食品及農村事務部」並認為開放資料是

一種催化劑(catalyst)，政府應該鼓勵公眾運用這些資料，啟發新的思維和創造

新的應用。 

二、「環境、食品及農村事務部」的開放資料策略 

為了實踐在西元 2016 年 6 月前至少開放 8,000 個資料集，「環境、食品

及農村事務部」自西元 2013 年開始規劃並採行下列的策略： 

1. 透明(Transparent) 

 清楚地說明所作的決定（例如：何以決定開放這些資料集），及作成決定

背後所考量的因素。 

 所有決定開放的資料集，可以接受公眾的評斷、審議和挑戰。 

2. 預設開放(Open by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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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實掌握可開放的資料集，如果公眾需要更多的訊息（不論是已開放，

或是未開放的資料集），設有統一聯繫的窗口可以接洽。 

 除了特殊考量的原因，盡可能以開放資料集的方式，公開所有的資料。 

 對於已公開的資料，如果未能提供開放資料的作法，必須附帶說明是基

於哪些原因，例如安全因素或技術上的困難，以致未能採用開放資料方

式，並可接受質疑及挑戰。 

3. 回應(Responsive) 

 加速資料與資訊的交付時效。 

 針對公眾對開放資料的回饋意見，以準確，及時的方式回應。 

 使用各種方法，確保需要資料的使用者可以隨時並便捷地取用其所需的

開放資料集。 

4. 理解(Understanding) 

 將事先與公眾溝通後，再決定下一步要發展什麼系統？要作哪些事（例

如：要再發布哪些資料集），  

 積極鼓勵社群團體、非政府組織及學研機構參與開放資料作業流程，以

多元方式蒐集回饋意見，並積極回應及採取行動。 

5. 尊重(Respectful) 

 充分掌握組織內持有的資料，適時檢討其開放程度；同時對於涉及保密

及隱私的資料，必須確保其運作符合相關的法令規範。 

 對於使用開放資料的第三方，必須尊重其相關的知識產權，及其對資料

所產生的價值。 

 如果要停止供應某項開放資料集的服務（不論是停止生產或是更改內

容），應該在一定期限前，儘可能通告知會所有的使用者。 

 如果資料的使用者是依其它管道或法規取得資料，例如：依「政府資訊

公開法」申請取得的資料，必須確保這些資料與開放資料集所提供的是

一致的，並具有相同的權利義務。 

 持續改善開放資料作業流程，並在適當情況下公布相關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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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實踐上述開放資料策略，「環境、食品及農村事務部」制定如圖 2 的

開放資料管理作業流程(Open data pipeline) 

 

圖 2：「環境、食品及農村事務部」開放資料管理作業流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參考 Defra open data strategy, 2013） 

 

三、開放資料成熟度模型(Open Data Maturity Model) 

開放資料成熟度模型(Open Data Maturity Model)是由英國環境、食品和農

村事務部和開放資料協會合作發展，用以評估公部門開放資料運作情況的一

項評估工具。3 「環境、食品及農村事務部」基於需要一個可量測性的工具，

用來評估該組織開放資料發布的透明度及作業績效，藉以推動其所需的組織

變革，自西元 2013 年起與開放資料協會合作發展此模型，西元 2015 年 4 月

發行第 1 版技術報告。4 

模型發展之初，係以一系列的研討會為開端，他們邀請英國和歐洲地區

實際從事資料管理及開放資料的公私部門，特別是運用開放資料的社群團

                                                 
3
 這項研發計畫的經費係由英國內閣辦公室(Cabinet Office)及開放資料使用者社群(Open Data 

User Group, ODUG)所管理的資料資金(Data Fund)所贊助。 
4
 A guide to the Open Data Maturity Model, Open Data Institute, UK,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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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從設計及實作的觀點，廣泛討論開放資料治理的關鍵性主題。針對這些

主題，逐一辨識個別主題的挑戰，確定需要那些產出（output, 例如：政策原

則、技術文件）以因應這些挑戰。其後，他們公布初稿版本，向公眾徵求意

見，並將回饋意見納入初稿修正後發布。 

（一）開放資料成熟度模型的組成內容 

開放資料成熟度模型由若干個組織性的活動(activities)所組成，例如：資

料發布流程、符合社會規範等活動。這些活動可分類歸納成為 5 個主題

(themes)，每個活動也可以根據它們的特性，歸類為「資料發布(data 

publication)」及「再利用(data re-use)」2 個面向(aspects)。 

開放資料成熟度模型基於 5 個主題，評定一個組織對於開放資料運作的

情況，每個主題都藉由組織內某些特定領域的相關活動所組成： 

1. 資料管理流程(data management processes)：確定關鍵業務流程及其相關

的資料管理和發布，包括作業及資料品質控制，資料發布的工作流程，及

採行的技術標準。 

2. 知識與技能(knowledge and skills) - 藉由知識分享、訓練和學習，理解開放

資料的嵌入式(embed)效益，建構並塑造組織內對於開放資料的文化，及

其必需採行的步驟。 

3. 使用者的支持和參與(customer support and engagement) - 處理資料來源

及資料再利用者針對開放資料所關注的課題（例如：資料正確性、資料被

誤用、及資料著作權等），充分取得使用者的支持和其回饋意見，促使成

功推動開放資料。 

4. 投資及財務績效(investment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組織需要掌握因

推動開放資料所投入的成本、可能減損的收益、增加的價值（有形或無形，

包括第三方利用開放資料所產生的價值），同時需持續地觀察及監督開放

資料對組織財務的影響。 

5. 策略監督(strategic oversight) - 針對資料分享及再利用，組織需要制訂清

晰的策略，同時指定具有能力的領導部門（人），負責推動策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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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成熟運用開放資料的組織，必須是資料的發布者，同時也是資料的

再利用者。雖然整體的平衡可能會各不相同，某些組織可能主要是發布資料，

而不使用資料，而其他組織則可能主要使用資料，很少或甚至沒有發布資料。

開放資料成熟度模型中的某些活動，可以同時適用於資料發布和資料再利用

二個面向。 

1. 資料發布 – 主要關注組織中的活動及流程，如何創建及管理資料集，使

其在合於開放資料許可原則(license)下，提供公眾利用。 

2. 資料再利用 – 主要關注如何有效支援第三方使用，或再利用開放資料的

流程。 

（二）開放資料成熟度模型的評估流程 

當組織採用此模型評估其開放資料成熟度時，可以針每個活動，從 1-5

評定其成熟度等級。這 5 個成熟度等級的用語與其他成熟度模型等級相似，

包括：初始狀態(initial)，可重複狀態(repeatable)，已有定義(defined)，已適當

管理(managed)和尋求最佳化(optimizing)這 5 個等級；每個成熟度等級的評

定，是根據組織不同的型態，以及關鍵特性的定義描述，給予相對客觀的評

定，分別說明如下： 

1. 初始狀態 – 不存在，或僅有臨時性、專屬性的開放資料相關管理程序，

也沒有組織監督措施。 

2. 可重複狀態 – 已存在相關管理流程，且可略加調整後重複使用，但僅在

個別的業務範圍；沒有組織設定的相關作業標準。 

3. 已有定義 – 相關管理流程已在組織內部標準化，並確定開放資料所採行

的方法（包括內部自辦或委外處理）。相關的知識和最佳實作方案開始在組織

內部共享，唯尚未被廣泛採行。 

4. 已適當管理 – 已廣泛採行開放資料的相關標準作業流程，並開始利用定

義的指標，評量並監控開放資料的績效。 



- 14 - 

 

5. 尋求最佳化 – 試圖精進相關標準作業流程，使其程序細緻化，期能廣泛

地提升組織內各業務部門的資料管理效率。 

藉由一系列的活動及流程，開放資料成熟度模型提供了一個成熟度評估

的架構，對於希望開展成熟度評估的組織，最好能執行上述所有的主題及其

相關的活動，而非只選擇有利自己的項目，也不應該追求在所有評估項目都

得到最高等級的評定。 

前述成熟模型可以作適當的剪裁，以適用於特定的組織。例如，負責處

理敏感個人資料的組織，可能會著重在「機敏資料」的評等，相反的，只管

理非個人參考資料的組織，將無需關注機敏資料。有些組織可能會將生產和

管理資料作為他們的首要任務或目標的一部分（例如：以監測、調查為業務

主軸的機構），而其他組織則可能僅是因著某些業務，而被動的產生的資料（例

如：以審查、許可業務為主行政機構）。這些差異會影響成熟度對不同主題的

評等結果。 

開放資料成熟度評估和改進是一個反復的過程，倘若一個組織追求透明

公開，則開放資料成熟度評估可以幫助社會更廣泛的理解該組織可以提供什

麼資料，而哪些資料是不可以藉由開放資料方式取得。圖 3 是開放資料成熟

度模型所建議的評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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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開放資料成熟度評估作業流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參考 A guide to the open data maturity mode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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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訪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地理學系 

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係位於英國倫敦的公立研究

型大學，西元 1826 年創立，目前約有學生 3 萬人。該校地理學系於西元 1833

年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協助下成立，目前有 40 多位學術及教學人員，在地理

學界及空間資訊分析領域極有聲譽。隨著文化地理學、環境變遷、遙感探測

及空間分析等新研究領域的發展，倫敦大學學院地理學系目前的主要研究，

正朝向空間大數據分析與社會科學結合方向發展。 

西元 2014 年英國主管大學與科學的國務大臣(Minister for Universities and 

Science)發布一項總經費達 7,300 萬英磅的「大數據研究計畫」，並宣告大數據

是全球未來重要的技術趨勢，有助於公私部門提高生產效率和創新，具有促

成市場不斷變化產品和服務的潛力；推動大數據的研究和開發，將是英國政

府優先施政項目。 

倫敦大學學院積極參與這項大數據研究計畫，其中 200 萬英鎊的補助

金，該校將用以資助成立一個「消費者資料研究中心(Consumer Data Research 

Centre, CDRC)」，由倫敦大學學院（主要是地理學系）、里茲大學與牛津大學等

合作研究工作。「消費者資料研究中心」將與零售業建立夥伴關係，同時也將

鏈結政府部門的行政資料，實踐「再利用(re-use)」 企業和當地政府機構定期

蒐集的資料。這些資料的連結及整合分析，將有助於掌握能源使用效率，並

追踨購物習慣和健康狀況之間的關係。 

Dr. James CHESHIRE 是倫敦大學學院地理系的教授，同時也擔任前述由英

國大學科學部所贊助成立的消費者資料研究中心的副主任。CHESHIRE 博士的

研究重點是利用大數據和開放資料，分析詮釋社會科學的相關議題，此外，

他還參與了一些涉及定量資料分析在社會科學中的運用，包括自行車出租計

畫的效益，藉由姓氏(surname)的空間分布解析，探究人口遷移的問題。他非

常擅長結合統計資料及空間資料，以資料視覺化(data visualization)的方法呈現

分析和詮釋的結果。 

圖 4是由倫敦市政府資助 CHESHIRE博士完成的一本全視覺化資訊圖表書

(London: The Information Capital)，其內容主要係以倫敦市政府的開放資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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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不同主題的空間分析，以各種圖形展示結果。例如：圖 4(b)是利用倫敦

市政府警察局所開放的「酒醉」報案資料，以視覺化的圖形展現每個月份的

報案資料，及報案地點的分布情況。這本書已被認為是運用政府開放資料，

以資料視覺化技術，陳現空間分析結果的典範。 

 

圖 4：(a).倫敦：資訊資本（首都）書封面 (b).倫敦地區酒醉報案資料之視覺

化表現 
資料來源：London: The information capital, 2014 

 

CHESHIRE 博士除教學研究工作外，對於開源軟體(open source)的開發及

應用推廣著力甚深。他曾開發多項統計軟體 R 的模組，在網路上提供公眾利

用，他也積極參與歐洲地區「開放街圖(OpenStreetMap, OSM5)」的空間資料

建置及推廣工作，以下是西元 2015 年 5 月 28 日作者與 CHESHIRE 博士晤談的

記要。 

歐洲地區由於文化因素使然，對於涉及隱私權的資料極為重視。CHESHIRE

博士表示不支持目前類似 Google 地圖的作法，即使 Google 已針對個人影像

加以適當處理，但他認為這類免費的服務在資料品質上極易出現瑕疵，例如：

Google 允許使用者在線上提供註解性資料，增加地標等功能，而這類訊息缺

                                                 
5
 OpenStreetMap (開放街圖，簡稱 OSM) 是自由而且開源的全球地圖，於 2004 年由英國的 Steve 

Coast 發起，採用類似 Wiki 的協作編輯以及開放的授權與格式。「開放街圖」的地圖由像你一

樣的使用者繪製。因為來自一般的使用者，所以內容相當多元。資料的來源可能根據手持 GPS

裝置、航照圖以及其他自由內容，甚至是單靠使用者由於對本地的認識而得。雖然不全是經過專

業訓練的人士，但可以產生接近專業地理資訊水準的地圖。 地圖以開放資料庫授權 (ODbL)方式

授權，可以日常生活、導航、學術、甚至商業應用。（資料來源：http://openstreetmap.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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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確認及認證的機制，是以其正確性難以評估。 

CHESHIRE 博士認為，就地理空間資料的開放及使用，「開放街圖」或許

是一個機會，倫敦大學學院地理系相關的圖籍製作及空間分析，多使用「開

放街圖」，再結合公部門公開發行或價購的資料，以確保資料正確（他們不喜

歡用 Google map）。CHESHIRE 博士也認為，由歐洲環境署所主導推動的「歐

洲空間資訊基礎建設(INSPIRE6)」計畫，將來或有機會與「開放街圖」相互結

合，如此可確保在環境課題的空間分析圖籍，有一致性的標準作法。 

英國政府雖然對開放資料態度積極，但由於地方政府因應各種行政審查

需要，所以民眾通常要準備各種繁雜的資料；CHESHIRE 博士舉他自己購屋經

驗為例，從申請到完成過戶程序，通常需要 6 個月時間，而且需要向各個不

同部門申請各種資料，雖然有部分資料可由網路取得，但對一般民眾而言，

仍是沈重負擔。是以他認為政府開放資料要能搭配行政程序的簡化及相關法

規的調整，才有機會讓開放資料產生加值效果。 

CHESHIRE 博士對於地理資訊系統普及化有不同的觀點，雖然 Google map

讓網路使用者可以方便地查詢地圖，但他認為這並只是簡單的查詢服務，地

理資訊系統並不只限於位置查詢，必須提供更高階的功能。例如：特定設施

的選址、社會現象的解析（為什麼某些地區的治安不好？經濟發展遲緩？人

口分布特性），這類功能需要結合空間資料及屬性資料(attribute data)，同時要

運用地理資訊系統的空間分析功能。所以他認為，地理資訊系統的運用需要

有純熟的專業人員操作，同時結合不同領域的專家，共同完成特定課題的分

析。 

五、碳揭露專案計畫(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 

「碳揭露專案計畫(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係由英國人 Paul 

Dickinson 於西元 2000 年創設，其理念在於創建一種符合永續環境經營及預

防氣候變遷損害的全球性經濟系統(creating a global economic system that 

operates within sustainable environmental boundaries and prevents dangerous 

                                                 
6
 http://inspire.ec.europa.eu/index.cfm  

http://inspire.ec.europa.eu/index.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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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change.)。西元 2003 年由國際主流法人投資機構，如美林證券(Merill 

Lynch)、高盛(Goldman Sachs)與匯豐銀行(HSBC)等積極參與後，成為一個獨立

非營利組織，其目的在鼓勵企業界進行碳排放量資訊揭露，協助企業評估氣

候變遷所造成之風險與機會，並提供外部投資者參考依據。「碳揭露專案計畫」

總部位於英國倫敦，目前在全球各地設有分部組織（包括亞洲地區的日本、

印度及中國）。 

「碳揭露專案計畫」提供一個類似自願申報的「全球自然資本揭露系統」

(global natural capital disclosure system)，用來揭露全球企業組織、城市在環境

方面的資訊。經過 10 多年來的系統發展及所蒐集整理的資料，累積大量企業

與氣候變遷的相關資訊，並藉由發布各式統計分析報告，「碳揭露專案計畫」

已成為全球關注企業碳排放課題的重要資訊來源，藉由開放其所蒐集整理的

全球各大企業及城市所申報的資料，讓「碳揭露專案計畫」成為一種資料驅

動式(data-driven)的新型態非營利環保組織，7 甚至成為一種以開放資料為基

礎的「資料產業」典範。8 

「碳揭露專案計畫」透過每年以問卷方式要求企業揭露有關氣候變遷之

風險與機會、溫室氣體排放數據，以及碳管理制度等資訊，並整理回收的問

卷、進行資料分析、撰寫報告並且公開發表調查結果。至西元 2011 年，「碳

揭露專案計畫」已集結全球超過 500 家法人投資機構，問卷發放對象逾 4,500

家企業，其中全球 500 大企業問卷回覆比率為 81%。由高達八成的自願揭露

比例，可見此議題不可忽視的影響力正蔓延至全球。9 

由圖 5 顯示，「碳揭露專案計畫」主要靠結合投資者（特別是法人投資機

構）、政府部門及企業，要求被投資的公司、提供貨品或服務的供應商，必需

揭露他們的環境資訊10，而揭露資訊的企業主或城市，則藉此可以使得他們掌

握重要的環境風險、機會與影響。同時，他們也利用這些資訊，改善他們的

                                                 
7
 The Most Powerful Green NGO You’ve Never Heard Of, by Andrew Winston, Howard Bussiness 

Review, Oct. 5, 2010 
8
 Open Data Now, by Joel Gurin, McGraw Hill, 2014 

9
 本節有關「碳揭露專案計畫(CDP)」 的統計性資料，主要整理自其網站 https://www.cdp.net/ 及

能源產業溫室氣體減量資訊網，http://verity.erl.itri.org.tw/ 
10

 主要是溫室氣體排放資訊，「碳揭露專案計畫」近期擴大資訊揭露領域，包含水資源及森林資

源 



- 20 - 

 

環境績效及建立更具彈性的策略。投資者及上游廠商可以根據各家公司所揭

露的環境資訊，決定他們的投資及採購策略。 

 

 

圖 5：「碳揭露專案計畫(CDP)」的營運模式架構圖 
資料來源：CDP web site,  www.cdp.net 

 

根據「碳揭露專案計畫」政策及法規部門主管 Ms. Kate Levick 表示，英國

政府正逐步規範，將來提供政府產品或服務廠商，在一定規模以上，必須在

「碳揭露專案計畫」揭露其環境資訊，才能取得政府的合約。這種措施將有助

於政府部門、廠商及類似「碳揭露專案計畫」的非營利組織，共同聯繫成為一

種「綠色資料產業」，她表示，英國在這方面有許多創新的作法，而且這種趨

勢在歐洲地區正逐漸擴散。 

「碳揭露專案計畫」的營運模式可以促成公私部門測量、管理溫室氣體排

放、減少氣候變遷的衝擊，並以投資風險概念促進企業揭露溫室氣體資訊並

進行減量。希望企業主動揭露溫室氣體管理資訊，提供投資者參考。藉由來

自投資者及採購商的驅動力，已逐漸使企業從被動管制導向自主管理，帶動

企業內部風險管理機制，成為串連產業、氣候政策與金融等面向的關鍵橋樑。

「碳揭露專案計畫」在這樣的營運模式下成為全球極富聲望的資訊平臺，成為

一種新型態以資訊及知識為基礎的非營利性的環保組織。 

「碳揭露專案計畫」最初的問卷僅是一般性的問題，隨著後來逐漸提及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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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排放權交易體系(European Unio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EU ETS)和芝加哥

氣候交易所(Chicago Climate Exchange, CCX)，問卷問題也包括清潔發展機制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以及越來越多的細節、策略、治理和

管理面，還有測量及審計等課題。西元 2007 年起，問卷改分為四大類：氣候

變化風險、機會和策略、溫室氣體排放量計算、溫室氣體排放管理、氣候變

化治理，直到西元 2009 年依舊以這四大類進行問卷的設計。整體而言，從問

卷內容頁數增加及分類更加細緻，其顯示於實際排放量及測量方法及氣候變

遷治理等需投入更多精力，透過問卷不斷推陳出新，可逐步達成可比較之程

度。11 

根據「碳揭露專案計畫」的城市及資料產品創新主管 Mr. Conor Riffle 表

示，除了上述以企業投資為主要考量之「碳揭露專案計畫」投資專案外，目前

尚有供應鏈(Supply Chain CDP)、城市(City CDP)、水資源揭露(CDP Water 

Disclosure)等專案，而正在規劃中的則有「森林資源揭露(CDP Forest Resource 

Disclosure)專案。他表示，森林資源在國際間正逐漸成為繼水資源之後，獲得

廣泛重視的課題，目前「碳揭露專案計畫」正與森林資源保育專家合作，設計

適合的調查問卷，計劃最遲在西元 2016 年底前開始試行。  

 

                                                 
11

 能源產業溫室氣體減量資訊網，http://verity.erl.itri.org.tw/  accessed on 2015-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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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歐洲環境署的資料管理制度 

歐洲環境署係歐盟所屬之獨立專業機構，西元 1994 年正式運作，總部位於丹

麥哥本哈根，目前有員工約 200 人，每年預算約 5,300 萬歐元。歐洲環境署

的任務及目標：「藉由提供即時性、針對性、相關並可靠的資訊，供給政策制

訂者及公眾，支援歐洲地區可量測性的環境改善及永續發展」。 

歐洲環境署並不負責制訂或建議任何法規，也不負責推動任何實際性的

環境保護措施，也不提供資金援助。簡言之，該署的主要任務僅在於：分析、

評估及提供資訊，扮演科學與政策的中介角色(interface)；為達成任務，該署

高度仰賴與各會員國及合作夥伴之聯繫網路。 

一、歐洲環境署(The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EEA)組織架構 

歐洲環境署的會員國(membership)目前共 33 國家，包括 28 個歐盟成員

國及冰島、列支敦士敦，挪威、瑞士及土耳其等 5 個國家。其次，阿爾巴尼

亞、波士尼亞、赫塞哥維那(Herzegovina)、馬其頓、黑山共和國(Montenegro)

及賽爾維亞等國家與歐洲環境署已有多年合作經驗，刻正申請加入成為會員

國。再者，科索沃(Kosovo)及格陵蘭(Greenland)目前亦與該署推展合作關係（如

圖 6）。 

歐洲環境署的組織運作係由 33 個會員國各派 1 名代表，歐盟執委會指派

2 名代表及歐盟議會指派 2 名科學家，共同組成歐洲環境署的管理董事會

(management board)。董事會核定該署的年度工作計畫、指派署長(executive 

director)及科學委員會(scientific committee)成員，推動該署工作，其運作架構

如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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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歐洲環境署會員國及合作國家 
資料來源：The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EEA, 2015 

 

 

 

圖 7：歐洲環境署組織運作架構 
資料來源：The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EEA,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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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環境署的科學委員會由 20 名科學家組成，其成員包含各個不同環境

課題及領域的科學家，科學委員會是該署在科學事務上的諮詢機構，委員會

主席在管理董事會中擔任觀察員。歐洲環境署的署長則就該署日常業務運作

及各項計畫推動，向管理董事會負責。 

歐洲環境署的組織架構如圖 8。目前該署共有 6 個部門：空氣及氣候變

遷(air and climate change)、行政支援(administrative services)、公眾溝通

(communication)、整合性環境評估(integrated environment assessment)、夥伴

及網路(partnership and network)、資通訊科技及資料管理(ICT and data 

management)，及自然系統與永續性(natural system and sustainability)。從該署

的組織架構圖，可以看出其與傳統環境保護公部門以空氣、水、廢棄物管理

等管制導向的設計迥然不同，充分反應該組織任務與目標的設計，並體現該

署著重環境資料蒐集、分享、評估分析及公眾溝通的精神。 

在歐洲環境署工作的員工，多屬環境科學、生態保育及資料彙整、分析、

解譯及資通訊科技方面的專業人才；員工組成多元，來自歐洲各國，以英語

為溝通語言，多能獨立作業。工作環境及氣氛與傳統公部門迥異，辦公室並

設有創意空間(creative space)，內置各式遊戲設施及休閒器材，用以鼓勵員工

激發創意，期能針對環境議題，藉由資料及數據分析，提出前瞻性的看法。 

歐洲環境署的年度工作計畫係根據其每 5 年一期的工作計畫(Multiannual 

Work Programme, MAWP)所制定，目前係從西元 2014 年至西元 2018 年，計

畫主要著重在下列 4 個領域：  

1. 建置通報政策(inform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針對不同環境主題，藉

由持續性的輸入及回饋機制，提供歐盟政策架構及目標制訂參據。 

2. 評估系統性挑戰(assessing  systemic challenges)：從宏觀、跨領域及長遠

的角度評估環境課題，支援歐盟「環境行動計畫(Environment Action 

Programme)」的長程願景。 

3. 知識的創建、分享及利用(knowledge co-creation, sharing, and use)：藉由

建置及維護人員及資訊系統網路，使其成為各種報告的骨幹。 

4. 持續強化及改善管理工作，提升歐洲環境署的效率及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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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歐洲環境署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The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EEA web sit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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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環境署成立 20 年來，已然成為歐洲地區環境資訊的權威機構，此固

與歐盟的組織運作有關（會員國有申報環境資訊的義務），但該署在組織任務

上定位明確，並充分運用資訊蒐集網路，藉由大量資料分析及評估，持續提

出相關報告，促使其在歐洲地區環境保護工作扮演重要角色。 

二、歐洲環境資訊及觀測網路(The European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and 

obversation network, Eionet) 

西元 1990 年，歐洲環境署成立之前，為了要蒐集各會員國環境資料，由

歐盟執委會倡議成立「歐洲環境資訊及觀測網路(The European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and obversation network, Eionet)」，西元 1994 年歐洲環境署成立

後，接手此網路所有工作。經過 20 多年的運作及不斷調整改進，「歐洲環境

資訊及觀測網路」已經成為「環境資訊蒐集及擴散」的成功機制及典範。「歐

洲環境資訊及觀測網路」是一種參與式的夥伴網路(partnership countries)，其

參與成員包含歐洲環境署、歐洲主題中心(European Topic Centres, ETC)，各參

與國家的聯繫點(National Focal Points, NFP)及國家參考中心(National Reference 

Centres, NRC)，目前在歐洲地區已有 300 個組織參與，其運作架構如圖 9 

 

圖 9：「歐洲環境資訊及觀測網路(Eionet)」運作架構圖 
資料來源：Eionet connects, EEA,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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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中心是一種「機構聯盟(consortium of organizations)」性質的組

織，其成員係歐洲地區具有特定環境主題專長的各種機構（不限學研機構），

在聯盟中由某個國家的某機構擔任「領頭羊」角色。歐洲環境署就特定主題

委託該中心執行任務。目前其有 6 個主題中心，包括：空氣污染及氣候變遷

減緩(air pollution and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陸域水體、海岸及海洋(inland, 

coastal, and marine waters)、永續消費與生產(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氣候變遷衝擊、脆弱性及調適(climate change impacts, vulnerability, 

and adaptation)、空間資訊分析(spatial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及生物多樣性

(biological diversity)等 6 個主題中心。歐洲主題中心會隨著各種環境議題的演

變趨勢而有增減，而參與聯盟的機構亦逐時更迭。歐洲環境署徵選主題中心

領頭羊及參與機構的過程極為嚴謹，且在執行計畫過程，持續評鑑其績效，

此係歐洲環境署維持其資料分析及各種報告高品質的重要關鍵。 

以生物多樣性主題中心為例，目前係由法國的「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

擔任領頭羊，共有 9 個歐洲地區的機構參與此中心，接受歐洲環境署委託，

其次，法國政府亦支援 12 名專責人力，成為此中心的核心團隊。 

國家聯繫點則通常是各會員國負責環境事務的中央主管機關，其主要工

作則是擔任與歐洲環境署的聯繫窗口，舉凡資料蒐集，數據及分析報告的確

認，均由各會員國的聯擊窗口負責，目前各會員國均設有專責人員或單位負

責此項工作。由於所有歐洲環境署的報告資料均公開取閱，這些報告也是歐

盟執委會制訂環境政策的重要參據，所以各會員國提報的資料，其品質良窳

攸關該國環境績效的展現，各會員國均極重視此項聯繫工作。 

國家參考中心則是由各會員國依其需要，委託各該國內專業機構，就環

境相關事項提供協助。國家參考中心可以與歐洲主題中心聯繫及共同合作，

並可以與歐洲環境署就相關事項，代表國家聯繫窗口協調討論，但就各國向

歐洲環境署申報的資料，則仍以各國聯繫窗口為正式代表。 

隨著資訊網路科技發展，「歐洲環境資訊及觀測網路」針對環境資料的蒐

集、分享及擴散，在技術層面正朝向以「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 蒐集即

時性環境監測數據，並嘗試結合網路社群，擴大環境資料利用。但就資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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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及監測數據的代表性等非技術層面課題，「歐洲環境資訊及觀測網路」的現

行架構仍扮演重要角色。整體而言，「歐洲環境資訊及觀測網路」不僅是利用

資訊科技藉以傳遞環境資訊的網路，更是一個歐洲地區從事環境資訊工作

者 — 人 — 的網路。 

三、分享式環境資訊系統(Shared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System, SEIS) 

「歐洲環境資訊及觀測網路」落實到資料的實際申報、處理及擴散時，

有賴於結合資訊網路科技，建構實際可操作的資料流通網路。歐洲環境署在

「歐洲環境資訊及觀測網路」基礎上建構 Reportnet，作為實踐數位化環境資

料管理及分享的具體規範。 

 

圖 10 ：Reportnet 資料動線及聯結關係 
資料來源：ENPI-SEIS East Region Synthesis Report, EEA, 2015 

 

根據圖 10 所示，環境資料在 Reportnet 中可概分為 3 個階段：資料申報

(data reporting)、資料處理(data handling)及資料擴散(data dissemination)。 

由於歐盟會員國對其境內的環境資料，被規範有申報義務，是以這些應

申報的資料集，在資料字典中必須定義其標準及格式，而後運用資料交換模

組，將資料傳送到資料庫。 

資料處理階段在資料傳輸過程中即著手核驗就資料的格式正確性及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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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品質，而後將資料以共通的標準及容易存取的方式置入資料庫。歐洲環

境署利用資料庫中的資料，加以演算、分析，衍生各種資料服務，進而產製

各種「資訊產品(information products)」 ，提供歐盟執委會及各會員國制訂環

境政策參據，並供公眾取閱。 

在整體資料動線上，網路目錄(network directory)及內容註冊(content 

registry)扮演極為重要角色，網路目錄在資料申報及資料擴散階段主要提供參

與申報及擴散對象的管理，在資料安全及合宜利用面向，提供某種程度的管

制功能；內容註冊則在資料處理階段扮演資料品質管控的功能。 

 

圖 11：「分享式環境資訊系統」計畫範圍 
資料來源：ENPI-SEIS East Region Synthesis Report, EEA,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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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 Reportnet，歐洲環境署計劃擴大現有環境資料的蒐集及擴散廣度，

而「分享式環境資訊系統(Shared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System, SEIS)」則

為落實此計畫的具體方案。目前正著手與東歐、西亞及北非等國家建立夥伴

關伴（如圖 11），促使其參與環境資料的申報及分享。 

「分享式環境資訊系統」在實作上遵循下列原則： 

1.  資料管理將儘可能靠近資料源（原來生產資料的所在地，這意謂在「分

享式環境資訊系統」並不要求將資料實際傳送到某處，但郤要求資料可

以依標準格式及方法被擷取）。 

2.  資料只蒐集一次，但應被重複利用及分享。 

3.  協助各國公部門將「分享式環境資訊系統」與其現行的法定申報系統結

合（各國可能已有相關申報資料系統，「分享式環境資訊系統」應與其

適度結合，而非為因應「分享式環境資訊系統」另行發展系統）。 

4.  協助各國公部門利用「分享式環境資訊系統」整合性的環境現況資料及

環境政策效能，並協助各國制訂新的環境政策。 

5.  協助產製環境資料在地理空間的展示及比較。 

6.  藉由環境資料的開放及公開，促成公眾有效地參與環境政策的研擬、發

展與實踐。 

7.  使用開放標準。 

四、歐洲環境署 Mr. Stefan JENSEN 訪談記要 

Mr. JENSEN 目前是歐洲環境署資料管理部門主管，負責「分享式環境資

訊系統」計畫及空間資訊系統的建置運用。西元 2001 年加入歐洲環境署之

前，他曾在德國下薩克森邦(Lower Saxony)政府的環境部門工作多年，對於空

間資訊系統及環境資訊系統之建置運用有豐富經驗。Mr. JENSEN 在歐洲地區

的環境資訊學(environmental informatics)領域極為活躍，經常在國際環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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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會議上擔任講者。西元 2015 年 9 月在哥本哈根舉行的國際環境資訊年會

(EnviroInfo 2015)亦由其擔任會議主席。 

針對目前廣為討論的開放資料，Mr. JENSEN 態度相對保守，他認為歐洲

環境署必須嚴肅考量以何種方式操作開放資料。由於歐洲環境署的資料大抵

來自各會員國，其本身並未有任何監測系統或自行生產的原始資料，是以倘

採行開放資料方式，恐衍生資料著作權，乃至資料詮釋方面的爭議。 

歐洲環境署目前運用各國所提供的資料，開發的查詢服務，例如查詢全

歐各地的空氣品質及水質的系統，只對外提供查詢服務，不會提供原始資料

(raw data)，或以開放資料供公眾直接以電腦程式讀取。 

Mr. JENSEN 表示歐洲地區對於資料的著作權及隱私權等課題極為重視，

但隨著物聯網及大數據等技術發展，歐洲環境署目前正與學術研究機構合

作，尋求擴大資料蒐集的方式（例如群眾外包、公民科學家參與等方式）。他

認為，就公部門在運用環境資訊的角度而言，重點在於從資料中分析歸納出

有用的訊息（資訊），而且必須確保這些訊息的正確性及時效性，才能彰顯其

價值。當然，使用相同的資料，由不同的機構或人員分析詮釋，有可能產生

不同的結果，因為分析與詮釋的角度及其著重的面向不同。但從公部門角度，

必需秉持中性立場，對資料來源的品質要再三確認。他表示，歐洲環境署對

其發布的各種報告，均有充足信心，除了其本身成員具有專業領域及資料分

析方面的能力外，該署的科學委員會也扮演一定程度的把關角色。 

資通訊科技在歐洲環境署的應用，近幾年有相當大的變化。目前該署所

有的地理空間資料，包括由歐洲太空總署所提供的衛星影像資料，由於容量

龐大，已經全數移往雲端儲存空間，這對該署的辦公空間及電力使用有極大

助益。其次，由於衛星影像資料這類量體大的資料移往運端後，可以供外部

專家更容易取閱，有利於該署結合外部專家解析衛星影像資料，加速資訊產

品的生產時效。Mr. JENSEN 表示未來雲端運算勢不可擋，歐洲環境署在資通

訊科技的應用正積極朝此方向邁進。 

歐洲環境署對地理資訊系統技術倚賴甚深，Mr. JENSEN 本身係地理資訊

系統專家，其所轄部門之人員，地理專業與資訊科學專業各占一半。對於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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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Google map 的普遍應用，他認為對空間資訊的分析工作，助益不大。該署

目前仍使用 ESRI 公司所發行的 ARC/GIS 軟體，作為空間資料及影像資料分析

的主要工具。歐洲地區對於 Google map 在隱私權及資料著作權方面的課題，

仍存有相當疑慮。 

針對公部門利用網站及社群網路傳達訊息的作法，歐洲環境署十分積

極。有別於我國公部門網站多由資訊部門主管，該署的網站經營係由「公眾

溝通部門」統籌，包括網站的布置、內容的編輯、資料維護更新等工具悉由

公眾溝通部門處理，資訊部門只處理網路及硬體的技術問題，負責確保網路

安全及正常提供服務。他們將網站的外觀表現(presentation)與內容(contents)

分的十分清楚，明確劃分各自權責。Mr. JENSEN 對於我國公部門將網站經營

完全交由資訊部門的作法表示困惑與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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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參加國際研討會 

一、國際環境資訊研討會(EnvironInfo 2015）及資通訊技術與永續發展研討會

(ICT4S 2015） 

國際環境資訊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c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viroInfo）係專注環境資訊技術研究與應用之國際

研討會，是歐洲地區極負盛名的國際性學術會議，已有 28 年歷史，每年在歐

洲地區不同國家舉行。而「資通訊技術與永續發展研討會」ICT4S(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for Sustainability)則是是專注資通訊科技對環

境衝擊及促進永續發展機會的國際性學術團體(ict4s.org)，以「提升 ICT 對環

境永續發展的貢獻(How to Improve the Contribution of ICT to Sustainability )」為

宗旨。由於兩項會議性質相近，為促進互動交流與合作研究，西元 2015 年合

併舉辦，於 9 月 6 日至 9 日在丹麥哥本哈根大學舉行。本次會議共有 33 國約

200 人與會，會議形式包括專題演講、工作坊(Workshop)、論文及海報發表等

（議程如附錄）。 

本次會議分別邀請學研、產業及公部門資深專業人士發表專題演講，其

中以歐洲環境署署長 Dr. Hans Bruyninckx 及 Google 加州資料中心副主管 Mr. 

Joseph Kava 等內容具有啟發作用，謹綜整歸納如下： 

（一）歐洲環境署長 Dr. Hans Bruyninckx 講述歐洲環境署之任務及未來發展

方向（其主題為 Expanding our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base for 

transitions），重點摘述如下： 

1.  歐洲環境署係隸屬歐盟總部之獨立專業機構，本身並不制訂法規，也不

支援或推動實際性的環境保護措施。其任務為蒐集統整歐盟會員國之環

境資料，並加以分析評估後，發表報告，並提供與個別主題相關之可靠

資訊，供歐盟總部制訂環境相關決策；其組織功能定位為「科學與政策

之介面(an interface between science and policy)」。 

2.  歐洲環境署自西元 1994 年起推動「環境資訊及觀測網路(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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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and observation network, Eionet)」，對環境資料蒐集及分享發

揮極大功能，該網路隨資訊科技之發展，其運作機制與時俱進，目前已

發展成分享式環境資訊系統(Shared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System, 

SEIS)，將擴展到北非、西亞等地區。 

3.  歐洲環境署未來將以知識發展(knowledge development)為導向，特別強

調從封閉知識系統轉型走向開放知識系統，同時改變以往以「發現問題」

為訴求的作法，尋求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from ‘what is the problem?’ to 

‘how can we solve it?’)。 

（二）根據非正式的統計，全球能源約有 2%是耗用在電腦資料中心；Google 

加州資料中心副主管 Mr. Joseph Kava 講述 Google 在全球各地建置的電

腦機房所採行節能措施及作法（其主題為 Datacentre Fundamentals and 

Energy Efficiency）。根據統計，目前 Google 資料中心的能源使用效率

(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 PUE)均值約為 1.2，較一般標準低（均值約

1.7）。其主要原因係 Google 所採用的伺服器大多自行設計，在組裝時

即充分考量節能因素。其次，Google 會根據機房所在地之特性，分別

採行不同的機房冷卻效果。Google 近年來大力採行再生能源作為資料

中心的電力來源，並且認為隨著科技發展，使用再生能源的成本會逐

步降低。 

（三）瑞典工學院(KTH) CESC(Center for Sustainable Communications)的主任

Mattias Höjer 就永續發展與資通訊發展政策聯結的相關課題，發表專題

演講；Mattias 教授專攻環境策略及技術發展。他指出，瑞典、挪威、

芬蘭等國都已發展數位化政策，包括歐盟也有數位化發展建議程序。

Mattias 教授建議除了應用資通訊科技帶來創新以及經濟的發展。應將

數位化政策結合環境政策，在驅動創新的同時，能支持環保目標，例

如城市交通政策應含括二氧化碳減排的目標。 

（四）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 Bonnie Nardi 教授主講「資通訊技術與永續

發展」在研究方向與當前主要環境議題結合的相關課題；Bonnie Nardi

教授認為地球資源是有限的，而現在許多的生產者耗用資源所生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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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卻非人類的必須品。因此，為了我們的下一代，我們應該朝向

有限度的發展。資通訊科技的研究發展，應以系統性思考，結合跨領

域學科，在兼顧低耗能以及減少廢棄物產生等條件下發展。Bonnie Nardi

教授表示有限度的發展，並非意味著減少經濟貿易，而是透過資通訊

科技的研發，兼顧經濟發展與生態資源，例如在地食材的種植與消費

等。 

（五）有 2 篇論文探討「歐洲空間資訊基礎建設(INSPIRE)」計畫，這計畫是

歐洲環境署針對環境資訊整合所制定，主要著重在歐洲地區空間資料

的分享及相關標準。過去的資料處理作業都專注在工作流程簡化和自

動化，然而環境資料格式多元且異質性高，空間資料在環境資訊的視

覺化呈現及整合作業扮演重要角色。「歐洲空間資訊基礎建設(INSPIRE)」 

Directive 所定義的資料與服務規格有助於環境報告產製及延續應用，例

如現有方法在統一的資料模型（包含採用 XML 格式）與機器可直讀格

式等都是整體機制的優點。12 

作者分別提出建議，包含資料提供者、資料更新頻率、法規遵循和資

料的再利用等課題的管理機制。另外，「歐洲空間資訊基礎建設」雖然

已依主題設計資料模型，但是跨領域或跨主題交叉管理應用的方法似

可再深入探究及精進，以契合日後地理資訊系統的技術發展。與會者

亦就「歐洲空間資訊基礎建設」對於環境部門的影響有以下討論： 

1. 「歐洲空間資訊基礎建設」計畫是否足以支援歐洲各國環保部門的實

際作業？例如環境報告的產製，及支援現有的地理資訊系統功能。 

2. 「歐洲空間資訊基礎建設」資料模型對於跨主題環境資料管理的支援

程度是否符合預期目標？相較傳統的資料庫模型有何優勢？ 

3. 「歐洲空間資訊基礎建設」的建構模式與環境部門的實際作業是否產

生衝突？ 

                                                 
12

 (1) Quo vadis – INSPIRE? An entirely new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data management – 
sustainable, scalable expandable and interoperable – described on a practical project in Saarland 
including the data provision for INSPIRE, by Heino Rudolf.  (2) INSPIRE or INSPIREd eReporting? , by 
Christian Ansorge, Stefan Jensen, Darja Lihtenege, in the proceedings of EnviroInf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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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歐洲空間資訊基礎建設」的導入是否為環保部門帶來實際效益，或

者僅是額外負擔。 

除了專題演講及論文發表議程外，9 月 9 日並參加歐洲環境署以視訊方

式舉辦之 ”Infrastructures and Platforms for Environmental Crowd Sensing and 

Big Data Workshop”，主要介紹該署在歐洲地區推動群眾外包(crowd sourcing)

及公民科學家(citizen scientists)方式蒐集環境資訊之作法。類似概念在資訊科

技領域已倡議有年，技術面雖屬可行，但實際應用仍有領域知識(domain 

knowledge)的限制，例如工作坊展示在西班牙地區，以參與者手機的照相功

能，用來觀測河川水質（透明度或濁度）的作法，就受到質疑其資料可用性。

多數與會人員均表示關鍵課題，應該在環境觀測工具之技術成熟程度，及相

關作業流程及機制的設計，而非資訊或網路技術。 

二、周界系統、網路及技術國際研討會(ANT-2015) 

第 6 屆「周界系統，網路和技術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mbient Systems, Networks and Technologies, ANT-2015)」是彙集國際間從事網

路科技研究，及應用網路聯絡生活周遭的事物相關領域的學術研究及業界人

士，分享原創性研發成果及實作發展經驗的學術性會議，6 月 2-5 日在英國倫

敦的格林威治大學舉行。基於近期能源課題廣獲重視，而結合資通訊科技的

能源管理技術發展日新月異，是以另一項以永續能源為主題的會議 -- 第 5 屆

永續能源資訊技術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Energ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IT-2015)同時舉行。本次會議約有來自世界各地 200

餘位專業人士與會，會議以傳統的專題演講及論文發表二種方式進行。（議程

如附錄） 

周界系統(ambient systems)是近年來新近掘起的研究領域，主要由於物聯

網及各種偵測器的普及，引發許多相關技術的發表及實務的運用。周界系統

可以被看作是存在於環境任何地方的網際網路系統，這些系統能夠在網路中

一起協同工作，滿足使用需求，例如：「智慧交通系統」就可以藉由布建大量

的偵測器，用以掌握都市的交通流量；「智慧能源管理系統」藉由布建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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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使用監測器，家戶、企業及機構可以掌握其能源使用情況；這些個別的

周界系統，可以再相互聯結，就構成「智慧城市(smart city)系統」。這些概念

已成為許多潛在應用的一個主要研究領域，其相關的技術包括：無處不在及

普適計算(ubiquitous and pervasive computing)、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網路及與通信(networks and communications)等。以下謹就幾項

具啟發性的專題演講及論文發表摘要說明： 

（一）德國柏林科技大學 Dr. Kai Nagel 發表以多代理器(mulit-agent)技術模擬

真實世界的交通流量，包括人員，車輛，交通信號等，這意味在大都

會中，如果能夠隨掌握數十萬，甚至上百萬的監測器（他稱為代理器），

則交通管理單位就可以完全掌握城市交通的實際情況，而適時地加以

調度，避免擁塞，達到交通順暢的目的。 

他認為由於程式語言的進展，特別是物件導向語言(object-oriented 

language)的出現以及強大資料庫系統，可以有效地降低發展及維護這

類系統的負荷。不過，在軟體的調合上目前尚存在一些挑戰，例如系

統的回應時效(response time)通常會受制於軟體編撰，或演算法設計的

良窳，但他相信藉由硬體技術的進步，可以彌補軟體的績效問題，將

系統執行效能提升至合理的速度。例如，以智慧城市或區域系統而言，

如果以並行式或分散式的架構布署，是可行的。 

（二）比利時能源專家 Dr. Gerrit Jan Schaeffer 針對能源部門轉型的趨勢及前

景發表演講；他指出，目前全球能源產業由於各種不同的因素，往往

產生相互衝突並造成動盪：例如：新興經濟體國家掘起、全球經濟危

機、氣候變化政策、頁岩油和頁岩氣產量的突然增加、日益增長的能

源需求、全球地緣政治緊張，及核能等因素，相互交錯糾結。 

從國際間各類型的能源機構及大石油公司對全球能源描繪的遠景來

看，他們有一個共同點：所有的措施都將可能導致全球氣溫上升超過

攝氏 2 度（氣候科學家可接受的極限），這是不符合永續發展所期望的。

部分非政府組織，如綠色和平組織，一直強調二氧化碳減量，表明未

來必須全面或大幅度轉向清潔能源，然而滿足全球能源需求，必須兼

顧技術和經濟可行性，目前清淨能源的技術如經濟規模，離期望值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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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當的距離。 

Schaeffer 博士從上述的觀察，倡議一個清潔能源的未來基本上包含能

源需求相結合，而這種發展正面臨許多挑戰，包括需要新的控制和管

理策略，是以他認為將需要由智慧型的 ICT 提供解決方案。 

（三）為了儲存環境監測活動所產生的大量資料，以往主事機構都需要購置

大量的儲存媒體及儲放空間，同時耗用相當的資源（電力、空調），維

持這些資料的持續運轉。義大利學者 M. Fazio 的論文倡議一個以混合型

(hybrid)架構為基礎的雲端存儲解決方案（如圖 12），能夠存儲大量的

異構數據，同時夠提供查詢和檢索。13 

 

圖 12：雲端儲存環境監測資料架構 
資料來源：M. Fazio, A. Celesti, A. Puliafito, M. VillariBig 論文, 2015, 詳註解 13 

 

                                                 
13

 M. Fazio, A. Celesti, A. Puliafito, M. VillariBig “Data Storage in the Cloud for Smart Environment 
Monitoring” 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mbient Systems, Networks 
and Technologies (ANT-2015),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Energ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IT-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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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程式化城市(The programmable city)由倫國帝國學院電腦科學系 Pedro 

M.N. Martins 所發表，這篇論文指出，由於行動裝置連接設備的技術及

佈署範圍快速發展，為人們的生活方式帶來了一場革命。這些革命性

的發展，必將引導未來城市的規劃及設計，包括城市道路、公用服務

的管線，通訊及電信服務。14 

然而，設計城市級系統存在許多未知的新挑戰，特別是系統的規模、

尺度、專案管理及公眾參與等課題，均充滿不確定性。論文主要著眼

於運用物聯網技術確保掌握上述課題的可行性，同時以物聯網實踐智

慧城市的相關技術及潛在的困難。作者對於以「可程式化」的概念，

確保城市在發展過程的「調適(adaption)」，而這也正是當前全球為因應

氣候變遷所極須面對的課題之一。 

                                                 
14

 Pedro M.N. Martins, , Julie A. McCann, “The programmable city”, 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mbient Systems, Networks and Technologies (ANT-2015),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Energ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IT-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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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研習心得及建議事項 

由於全球化與新科技的快速發展，傳統經濟領域以製造為主的觀念已逐漸被

服務及創新所取代，而創造知識的能力，則成為當前「數位經濟」的生產要

素。在環境管理領域，以往公部門大抵以命令管制及經濟誘因為主要的施政

手段，隨著數位經濟時代，歐美先進國家已將「資訊公開」以及結合資通訊

科學技術，作為環境治理及自然保育的重要工具。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次研習計畫除了參訪英國環境署相關機構及

歐洲環境署外，並參加 2 場次與環境資料管理技術相關之學術研討會，茲整

理歸納研習心得如以下： 

1. 組織建制的彈性靈活，是資訊系統改造的關鍵成功因素 -- 英國「政府數

位服務團(Government Digital Service, GDS)」的啟示 

英國政府為了解決內閣各部會網站及資訊系統的紊亂紛雜，西元 2012 年

間在內閣辦公室下成立跨職能的開發團隊，成員包括資訊系統開發人員、使

用經驗分析師、網站內容設計人員、營運及行銷人員，人數 400 餘人，人員

進用調度不受公務人員服務法相關規定制約。 

「政府數位服務團」在短短 40 週內，將內閣 25 個機構的網站澈底改頭

換面，成功轉型，統一了內閣各部會的網站表現方式，同時設定了後續內容

更新維護的規範原則，獲致亟大成就。其後英國內閣辦公室規定，各部會日

後資訊系統的新建或更新，一律受該團隊節制。「政府數位服務團」的成功在

國際間廣為傳頌，成為各國公部門改造資訊系統的仿效對象。目前包括美國、

澳洲、新加坡及南韓政府均已投入類似的計畫推動。 

「政府數位服務團」為什麼成功？答案很簡單，因為他們「靈活」。這不

單是因為他們採行敏捷式的系統開發方法(agile methodologies)，最主要是他

們在開發團隊組織建制上的彈性與效率，跳脫舊有思維框架。如果我們只看

到英國政府資訊業務改造在「幕前」所展現的成效，抑或是他們採行了何種

新技術、新工具等這種淺碟式的面向，而忽略其「幕後」的制度、法規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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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英國內閣對公共政策、公共職能，及公共服務樣態的思維變革，恐猶

是以管窺天，未有定準。 

英國環境署的 Mr. Michael ROSE 表示，「政府數位服務團」的成功甚至有

可能促使英國文官制度的局部改變，原本只是任務導向的「政府數位服務

團」，未來甚至可能成為常設組織，但他也憂心，如果「政府數位服務團」變

成公務部門的常設組織，它還能保持現在的彈性靈活嗎？還能展現高度績效

嗎？看來，世人對公部門組織容易僵化的觀點是一致的，不分中外。 

2. 人的網路 vs. 系統的網路 – 對歐洲環境署的「歐洲環境資訊及觀測網路

(Eionet)」網路的思考 

歐洲環境署的「歐洲環境資訊及觀測網路(The European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and obversation network, Eionet)」自 1990 倡議至今已超過 20 年，

剛成立時，並沒有所謂的網際網路，甚至是數據線路都不普遍。當時各會員

國申報環境資料多是以傳真，或是紙本郵遞為主，再由人工將資料輸入電腦。

隨著資通訊科技的發展，現在「歐洲環境資訊及觀測網路」已經完全網路化，

但是「歐洲環境資訊及觀測網路」這個名稱、會員組織間的聯繫，以及其相

關的運作機制，並沒有太多的改變。顯然，「歐洲環境資訊及觀測網路」並不

單純是資訊網路傳輸資料的課題，而是如何藉由「網路」將「人與組織」聯

繫起來，這樣資料的傳輸與交換自然水到渠成。 

我們反思國內推動電子化政府開始，相關各種資料交換網路、傳輸系統

不勝枚舉，但從成本及效益的觀點來看，相較之下，「歐洲環境資訊及觀測網

路」的 C/P 比國內現存各式的「網路」要高得多。顯然，關注「人與組織」

的網路，要比關注「技術」的網路，更有效益，也走得更為長遠。 

3. 雲深不知處。公部門需要再擴充電腦儲存設備和運算量能嗎？ 

當前數位化資料的增長速度遠超過人們的想像，有統計資料顯示，現在

每天上傳到 Youtube 的影片資料遠大於過去 40 年間美國三大新聞網的新聞影

片。但是問題在於這些資料是「有用」的嗎？資料何時可以被刪除呢？ 

從環境資料觀點來看，未來隨著物聯網及偵測器的技術成熟，加以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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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測之影像解析度提升及普及化，環境治理所需用的資料必然爆量增長，要

如何因應這種需求呢？公部門一昧地擴充儲存設備和運算能量似乎並非長久

之計，而雲端運算及儲存服務會是個解決方案嗎？ 

就歐洲環境署的實務經驗，他們已經把愈來愈多的資料移往雲端儲存。

好處很多，像是：省錢、省空間、省維護工作，更方便存取；但是存在的風

險也不少，至少有些人或機構，始終不放心把資料放在自己管不到或看不到

的地方，總覺得心裡「不踏實」。但整體而言，雲端運算及服務的趨勢不會改

變，公部門的業務單位和資訊單位應調整思維和心態，才能適應雲端世代的

來臨（或者，它早就存在了）。 

4. 開放資料的美麗與哀愁 

開放資料並不是新東西。19 世紀初的英國醫生- 約翰·斯諾(Dr. John Snow)

將霍亂造成的死亡人口分布與飲用水井位置結合分析後，發現飲用水污染與

霍亂的關係。這個發現讓倫敦市開始建立現代化的下水道系統，從而改善市

民的整體健康狀況。15 這個故事與近期國內外媒體大肆報導的開放資料，或

巨量資料的宏大效益，何其類似。 

從經濟觀點，開放資料也扮演重要的角色。有研究報告指出，開放資料

產出的經濟價值，光是在歐盟地區就可能高達每年數百億歐元。歐盟許多新

的產品和企業都資料開放的受益者。例如，丹麥的 husetsweb.dk 網站可幫你

找出住屋有效提升能源規劃的方案。16 

開放資料對政府本身來說，也可以有效的提升政府的服務效率，進而創

造新的價值。英國環境署的 Mr. Michael Rose 指出，他們將英格蘭地區洪水的

觀測及預測資料以開放資料的格式，免費讓公眾取用後，每日需要處理的問

題開始大量減少，工作負擔與經費需求也一併降低。但他表示，英國環境署

如果於西元 2016 年將開放資料集增加到 8,000 個免費供公眾取用後，每年將

減少大約 500 萬英磅的收入（這些資料原本是要收費的）。 

                                                 
1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6%E7%BF%B0%C2%B7%E6%96%AF%E8%AF%BA_ 
(%E5%8C%BB%E5%AD%A6%E5%AE%B6) and opendatahandbook.org/ 
16

 opendatahandbook.org/guide/zh_TW/why-open-data/  accessed on 2015-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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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有人認為開放資料所產生的產業效益，會遠大於原來政府所收取的

費用，所以開放資料是值得的。但我們認為，這種立論並不盡然適用每個國

家。由於國情和社會文化的不同、資訊產業量能的高低、人民習性和素質的

不同，這種開放資料的經濟效益並不能一概而論。 

其次，如何確保政府開放資料品質及持續性的運作，必然需要投注更多

的成本，例如，租用更快速的網路頻寬，因應大量的存取。再者，部分使用

開放資料的公眾或機構，以特定的角度或偏頗的立場詮釋政府的開放資料，

可能導致民眾誤解，也可能造成政府公信力無法預期的傷害。 

開放資料固然有許多正面的效益，但是我們不能樂觀地以為所有利用政

府開放資料者都是「好人(good guys)」，因為事實是，在網路上從不缺乏「壞

人(bad guys)」，我們必須正視開放資料的陰暗面(dark sides)。  

5. 巨量資料（大數據）的迷思 

晚近，諸多公私部門及學者專家言必稱大數據，將其視為解決問題的萬

靈丹，似乎不談大數據您就落伍啦！事實是這樣嗎？ 

大數據也不是新東西。有人認為大數據其實就是過去的資料分析和統計

應用（了不起就是資料「大」了些）；有人認為大數據不只是資料處理工具，

更是一種企業思維和商業模式，因為資料量急速成長，儲存設備成本下降、

軟體技術進化和雲端環境成熟等種種客觀條件到位，讓資料分析從過去的洞

悉歷史，進化到預測未來，甚至是破舊立新，開創從所未見的商業模式。17 但

也有人認為大數據不過是個行銷名詞，就像現在流行穿什麼款式衣服一樣，

再過些年就不流行了。有人甚至認為大數據不過是個「垃圾名詞」。18 

持平而論，大數據主要是分析過去所發生的事，並且根據這些資料，嘗

試發現趨勢或樣態（特別是潛藏的訊息），它或許可以幫助找出問題，但不

能預測未來。其次，大數據無法取代人或組織的價值，舉例來說：藉由民眾

報案的公害資料統計分析，發現舉報噪音最頻繁的時段，是在週休假期的上

                                                 
17

 一次搞懂大數據（上），數位時代，2015-04-01 
18

 最新流行的垃圾名詞：海量資料／大數據（big data）, http://blog.udn.com/vchen123/19697553 

accessed on 2015-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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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8 時至 10 時，而非一般認知的夜間時段，且噪音的型態多屬施工噪音。

公部門根據這樣的訊息能採取什麼行動呢？如果沒有行動，這些訊息又有什

麼價值呢？再者，對於非量化或非結構性的問題，大數據似乎無能為力。我

們能藉由公民參加環境教育課程的時數，或課程的樣態，掌握國民的「環境

素養」嗎？又或者找出國民環境知識的高低與實際行為的關係嗎？可能很

難，因為人的行為幾乎不可能被量化。 

歐盟環境署蒐集、分析歐洲地區環境資料，提供資訊服務及各式資訊產

品逾 20 年，績效卓著，他們只說他們作的是「資料分析、研判資訊」，他們

似乎不太提什麼大數據，他們現在想作的是：「藉由環境知識的擴展，促成

社會及經濟的轉型」。19 

6. 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 vs. 系統性思考(system thinking) 

不論公私部門，以往對發展資訊系統的訴求，大多是為了解決問題、提

升效率、節省經費，或是滿足需求。但資訊系統真的解決了問題嗎？組織成

員配備了行動裝置(mobile devices)後，真的提升了「效能」嗎？電腦機房移

往雲端後，真的減少了電力需求嗎？ 

如果從單一企業組織角度來看，答案或許是。但若從整體社會資源來看，

以社會整體系統的角度思考評估，由雲端運算連網所增加的電力需求，恐怕

較個別企業採行雲端運算後，所減少的電力需求總和還要多，我們還能說雲

端運算是一種節能的運算模式嗎？這是值得思考的。 

其次，發展各種資訊系統，要求民眾或團體「多用網路，少跑馬路」申

報各式資料，看起來滿足了公部門的需求，也方便民眾申報資料，但這種方

式解決了問題嗎？電腦系統真得能解決制度設計的問題嗎？我們或許應該

從更全面的角度思考。以目前政府大力推動的電子發票為例，據說有節省紙

張，而且加快稅務處理速度，減少成本等諸多效益，但似乎沒有人在意因為

推動「電子發票」所挹注的資金和增加的電腦設備。我們如果從整體系統更

深層的角度思考，何以我們國家需要「統一發票」這種全球獨一無二的制度？

                                                 
19

 http://enviroinfo2015.org/documents/Keynote_Hans_Bruyninckx_Expanding_our_environmental_ 
knowledge_base_for_transitions.pdf  accessed on 2015-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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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制度所增加的稅收和付出的稅捐稽徵成本符合效益嗎？防止逃漏營業

稅只有這種制度設計嗎？ 

綜合本次研習參訪機構的見聞，及參加國際研討會的學習收獲，並參據

上述研習心得，謹研擬下列建議事項： 

1. 重整政府資助的科研機構及公部門資訊人力結構，組建「政府數位化服務

團」，統籌集中改造中央各部會的網站及資訊系統發展制度 

過去 30 多年，藉由工研院、資策會這類由政府資助成立的科研機構，確

實為我國資訊產業及電子化政府工作奠定基礎。但不可諱言，這些機構近期

的績效表現，似乎難以令人苟同。其次，行政院組改後，多數新部會均置有

資訊單位，但這些單位仍屬輔助單位，所從事工作大抵還是傳統的行政資訊

系統發展、操作維護，而且大部分委外辦理，資訊人員僅處理發包的行政工

作，難有技術成長動力。再者，各部會資訊人力分配不均，類似僑委會、主

計總處這類中小型規模部會的資訊人力，反較其它大型部會的人力充裕，形

成勞逸不均，嚴重影響資訊人員士氣及職涯發展。 

建議調度工研院、資策會，及上述資訊人力較充裕的機關人員，仿英國

政府作法，籌組一個 200 人規模的「政府數位化團隊」，由行政院或科發基金

投注專案經費，以 18 個月時間，從民眾需求的角度重新思考，全面改造現行

中央部會的網站。將來各部會必須遵守該團隊所律定之各式規範，不能再自

行辦理網站發展維運的計畫，僅負責各該部會資料內容的提供與維護，如此

行政院各部會的網站才有一致的作法與規格，才契合現代化政府運用網路與

民溝通的理念。 

2. 導入資料治理制度，以確保落實資料管理各面向工作，配搭開放資料措

施，實現公部門彼此間資料共享 

英國「環境、食品及農村事務部」為了統籌該部的資料管理（包括開放

資料），特別成立資料治理委員會(Data Governance Committee)，盤點該部所

有的資料集，才能宣告在西元 2016 年開放 8,000 項資料集，同時間接促成內

閣各部會的資料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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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政府可導入資料治理制度，並建議採由上而下的方法，於行政院

層級先組成資料治理委員，最好是常設性組織，設專責人員，不宜以游擊隊

方式(guerrilla approach)20 設置臨時任務編組。資料治理委員會先盤點各部會

持有的完整資料，並強制性律定各部會應提供共享的資料集（現行的作法是

由各部會自行盤點，自行決定是否開放，但似乎並不成功，我們不能重蹈覆

轍）。 

3. 規劃建立全國公部門適用之開放資料成熟度模型，並制定資訊生命週期管

理規範，逐步推廣落實開放資料評估作業 

推行開放資料不能只追求資料集數量的增加，否則容易淪為徒具形式的

措施。我國或可參考英國環境、食品及農村事務部(Defra)與開放資料協會(ODI)

的作法，發展一套適合國情實際需求的開放資料成熟度模型。此模型可考量

納入「資訊生命週期管理」(information lifecycle management, ILM)的相關規

範，針對何類資料該開放，何者該被歸檔儲存，何類資料在一定期間後應予

刪除，應該有上位管理政策（可形成資訊治理的一項課題），配合適當的管理

工作，才能讓組織的開放資料，及相關的資訊管理作業持續經營。 

4. 大幅簡化業務流程，統合環境資料管理之法制作業；盤點評估現行資訊系

統之成本效益，體現精實(lean)應用資訊系統原則 

一般來說，組織內的資訊系統功能會隨者時間成為膨脹體(bloatware)，但

是系統功能多，不代表系統合宜。觀察本署現行資訊系統（包括業務系統及

行政系統）多有膨脹現象，初步探究其主要原因應係「業務流程太過複雜」。

建議從業務面考量“things simple do much”概念，首要需從業務流程簡化著

手，資訊系統建構不應強調太多複雜的功能，而要尋求最適切點。 

例如，環境資訊系統對空間地理資訊之需求勿庸置疑，現行的地理資訊

系統套裝軟體在網際網路環境的運用，有時候會顯得「肥大笨拙」，對環境資

訊的擴散並未有助益。其實，一般使用者的需求，並不一定要用地理資訊系

統軟體工具，或許妥善運用適當程式語言，在網路環境將環境資料快速地轉
                                                 
20

 有關資料治理與資料管理有何不同？又何以資料治理委員會不能採行游擊隊方式，請參考下

列文章：https://blogs.perficient.com/healthcare/blog/2012/06/12/data-governance- 

vs-data-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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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成圖表等視覺化展示方式，反而是較務實的作法。 

組織內之資訊單位未來必需被視為業務單位(IT as business)，而非輔助或

支援單位，是以資訊單位提供的服務不再只是「成本支出」，而必須追求最大

的效益（事實上，許多大型企業，例如 Intel, 已經實行此方案）。如此一來，

業務單位所提出的「系統需求」，資訊單位必須審慎評估其效益，倘若未符組

織整體目標，則其成本效益應由業務單位承擔。這種觀念已逐漸受到重視，

唯在公部門能否運行，基於業務特性及組織文化，似尚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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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參訪碳揭露計畫倫敦總部與 Mr. Coner RIFFLE 等人合影 

 

照片 2: 參訪英國環境署與 Mr. Mike ROSE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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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 參訪倫敦大學學院與 Dr. James CHESHIRE 合影 

 

照片 4: ANT-2015 研討會專題演講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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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 歐洲環境署資料管理部門主管 Stefan JENSEN 合影 

 

照片 6: 參訪歐洲環境署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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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 歐洲環境署公眾溝通部門 Ms. Marisa TURANZA 合影 

 

照片 8: EnviroInfo 2015 研討會現場與會人員相互研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