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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部門生產力國際論壇會議簡介 

壹、主辦機關 

本次研討會為「公部門生產力國際論壇」，是由「亞洲生產力組織」

(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簡稱 APO)與「菲律賓賓發展學院」

(Development Academy of the Philippines，簡稱 DAP)共同主辦，會議地點在

菲律賓大雅台市(Tagaytay City)。 

APO 成立於 1961 年，目前總部設在日本東京，成立目的在於透過生

產力的提升，促進亞太地區社會經濟之永續發展。我國為 APO 創始會員

國，由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擔任我國在 APO 的理事辦公室，並積極

參與 APO 相關訓練班、研習會及各項交流合作計畫等活動，協助提升我

國企業生產力，並與亞太各國生產力機構進行交流。 

DAP則是成立於 1973年，該組織總部設立在菲律賓大雅台市(Tagaytay 

City)，DAP 為菲律賓政府的法人組織，其主要任務是研究菲律賓國家政

治經濟和國際發展等相關議題，並定期舉辦培訓與教育課程，協助菲律賓

政府部門諮詢與技術服務，目的亦包括提高菲律賓政府部門生產力。 

DAP 則是長期以來協助 APO 研究公部門生產力議題，目前 DAP 及

APO 定期舉辦研討會議及訓練課程，共同推動提升 APO 各會員國之公部

門生產力，並推動相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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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議程 

本次自 2017 年 10 月 10 日至 10 月 12 日，共計 3 天。詳細議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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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APO 秘書長 Santhi Kanoktanaporn 開幕致詞 

 
圖 2 開幕貴賓與講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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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討會講者簡介 

本次研討會共邀請 11位國外專家學者及 12位菲律賓官員擔任講者，

其中 11 位國外專家簡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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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討會與會者簡介 

本次研討會菲律賓中央與地方政府機關多有派員參與，估計與會人員

約 300 人以上。另 APO 會員國中計有 12 國 24 人參加，除我國與菲律賓

外，還包括柬埔寨、印度、印尼、伊朗、馬來西亞、蒙古、巴基斯坦、斯

里蘭卡、泰國、越南等國。 

 

 
圖 3 本次研討會與會人員合影 

 

 
圖 4 本次研討會 APO 會員國各國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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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討會各議題講授內容簡介1 

壹、2017 年 10 月 10 日 (第一天) 

會議主題 1 – Next Generation of Governance 

1. Yury Gromyko 教授介紹現代治理模式和國際基礎設施計畫管理與實施

問題，其表示對於現代化的發展項目，需要開發新的衡量標準和新的

管理工具。Gromyko 教授亦分析了東北亞和亞太地區的情況，包括日本，

中國，韓國等在全球重要基礎設施計畫，以及俄羅斯的戰略思想。 

2. Helen K. Liu 教授簡報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和公民科學在政府中的

應用，她強調了採用群眾外包和公民科學在公共部門的重要性，並提

供了四種類型的政府執行的群眾外包方法，並以美國芝加哥 311 專線

為例進行說明。 

3. John Xavier 教授會場簡報主要說明分佈式治理的概念，以及分佈式治理

的挑戰，並指出分佈式治理必須解決生產力和服務輸出等問題，同時

建議提高政府自治機構效能的作為。 

4. Shin Kim 教授簡報說明如何透過合作治理實現永續發展，探討在永續

發展和共同治理理念的基礎上，如何促進永續發展與共同治理的關鍵

要素，其中並說明與比較 2017 年各國永續治理指標。 

會議主題 2 – New Frontiers in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nd Productivity 

Measurement 

1. Aurel Brudan 博士說明 GDP 雖是反映總體經濟生產力最廣泛使用的指

標之一，但衡量公共部門生產率力則需要更細膩的方法；簡報中他介

                                                 
1
 本次會議相關簡報資料主辦機關已放置於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9AEqpzxj_G-ZFlybXBoUFdHSkU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9AEqpzxj_G-ZFlybXBoUFdHS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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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政府層面如何衡量生產力的新模式，並提供衡量組織層面營運和行

政生產力的選項指標。最後 Brudan 博士將從當前的挑戰，以及未來在

工業 4.0 和區塊鏈時代，說明如何衡量和提高公共部門生產力。 

2. Rauzah Zainal Abidin 女士演講是向與會者分享政府服務生產力評估方

法，並從英國和 OECD 國家執行措施和方法舉例說明。演講內容包括

應用 Atkinson 原則和國際標準、界定政府支出產出與投入生產力的衡

量方式。 

3. Avinash B.M 教授演講提到「決策制定」是一個政府部門提升效率的關

鍵因素，政府機關應將數據轉化為突破性的見解來創造決策過程價值。

政府機關需用運用大數據(Big Data)分析來進行理解和實踐政策，從隱

藏的數據中提取出重要資訊和有意義的模式。演講中教授簡介大數據

分析和數據驅動決策，對政府組織決策和績效影響和效益的關鍵因素，

並提出利用大數據分析需要解決的轉型戰略和挑戰。 

會議主題 3 – Public Sector Human Resource for the 22nd Century 

1. Ryoko Toyama 教授說明包括公部門在內的任何組織都需要創新，面對

目前快速變化的世界，更是需要創造新的價值來提升政府部門效率。

Toyama 教授認為一個組織需要變革的領導者，創造新的價值和未來；

但變革領導者仍然需要「實踐智慧（phronesis）」，才能夠做出「正確的」

決策與「正確」的行動，以公共利益服務的價值和標準。 

2. Robert Kramer 教授分享他在華盛頓工作 25 年的經驗，Kramer 教授曾有

兩年時間待在副總統高爾（Al Gore）的團隊，主要任務是要重塑政府。

他提到一般公務員對於長官的命令總是敬禮回答：「Yes, Sir, we'll take 

care of it!」，但實際能落實執行的計畫卻很少，原因在於公務員不太會

公開表示不同意，也不敢提出可能使別人看起來愚蠢的問題或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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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部門需要推動「變革行動學習」的流程，讓員工能在暢所欲

言的思考下進行決策過程。 

3. Avinash B.M.教授報告中提到在瞬息萬變的動態世界中，企業經營面臨

著高度的不確定性，為了順應這種快速變化的情況，企業會尋找合適

的人力，以及建立面對突發情況的能力與知識。演講中認為公部門亦

應尋覓各領域有能力的人才，透過有效率的人力資源管理與知識管理，

提升公部門生產力。 

4. Tim A. Mau 教授演講強調公部門創新的重要性，尤其領導者必須具備

促進創新與發展的特質。他認為公部門變革和創新的障礙，都常集中

在組織的人力資源上，無論是基層員工、管理階層或政務官，不太願

意承擔創新風險，以及過於龐大的組織能力。 

貳、2017 年 10 月 11 日 (第二天) 

會議主題 4 – Propelling the Whole-of-Government Approach for Best Results 

1. Helen K. Liu 教授在簡報中討論現代政府協作治理和網絡的重要性，她

比較公共部門傳統管理方法與現代方法之間的協作治理之間的差異。

本次演講中 Liu 教授並以我國高雄市「2014 年氣爆事件」與新北市「幸

福保衛站計畫」為例，說明我國地方政府如何透過技術和社區網絡，

展示有效的協作治理。 

2. Shin Kim 教授提到 2013 年韓國政府宣布了「政府 3.0」的新政府行動願

景，強調政府應開放、共享、溝通和協作。在這個新的願景下，韓國

政府正在經歷一個轉型，從傳統政府主導的方法，轉而採用電子技術

更符合民眾使用的方法。演講中也介紹了幾個例子，說明韓國政府如

何通過「政府 3.0」提升為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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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ohn Xavier 教授主要講授分佈式治理對生產力和服務交付的影響，並以

馬來西亞以人為本的公共服務為案例說明，最後並簡述公部門政策推

動未來思維，及如何鼓勵公部門的創新作為。 

分組會議 - Concurrent Breakout Sessions on Public Sector Productivity  

在分組會議時段，大會共安排 6 個不同分組，與會者可自行選擇所要

參加的分組議題。本人是選擇第 6 分組“Better Public Services through 

Evidence-Based Performance Management”，在這分組中主要討論如何過實

證基礎來提升公部門生產力，與談專家認為由於公部門越來越感受到民眾

滿意度和實證基礎的壓力，使得許多國家公部門組織必須不斷進行改革調

整。與談專家也提醒在民眾不斷要求服務品質和即時性服務時，提升公部

門生產力將是未來關鍵因素，也是增加公部門創造價值的必要條件；並認

為公部門在提升生產力同時，必須思考在提升生產力、品質和成本之間取

得一種衡平的作法。 

會議主題 5 – Technology-driven Productivity for Public Sector Organizations of 

the Future  

1. Helen K. Liu 教授演講中強調現代化的網路線上公眾參與和服務提供的

重要性，並提出不同類型的公眾參與及其結果。並以 911 之後紐約市

重建為案例，闡述如何有效的提高公眾參與和審議。 

2. Kiwako Sakamoto 女士說明目前私部門已大量運用數據在技術產品和服

務上，因此大數據分析可預期將為公部門創造新的機會。他也闡述世

界銀行創新計畫研究的例子，未來公私部門建立夥伴關係，不僅節省

了數據收集的成本時間，也可提供了大量的數據，以解決國家和城市

治理的問題。 

3. John Xavier 教授提到目前全球化和消費主義的增加，迫使公部門必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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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創新，未來公部門必須更精益求精，才能迅速有效地提供服務。由

於國家的競爭力和興盛取決於公部門的處理效率與敏捷性，會中 Xavier

教授強調必須要求公部門不論在外部和內部，都要強化創新的驅動力，

加強創新的領導能力，重新設計組織結構。 

4. Avinash B.M.教授強調「大數據分析」對於公部門業務處理而言越來越

重要，政府組織應努力瞭解大數據特性和應用領域，演講中介紹如何

使用大數據分析在公部門的不同領域與創造應用價值，並指出在公部

門組織中推動大數據分析的驅動因素。 

參、2017 年 10 月 12 日 (第三天) 

小組討論 1 – Toward Sustaining Productivity for Public Sector in the Future  

1. Kiwako Sakamoto 女士首先提到大數據在公部門應用的討論議題，會中

大家普遍認為應在政府部門落實如何將大數據系統制度化，而非僅僅

是一次性的創新示範計畫。未來各國政府也需要對數據進行管理，以

適應未來大數據時代的行政流程和實踐，將大數據分析落實在各個行

政階層中，並確實能付諸行動與落實執行。 

2. Yury Gromyko 教授則提出公部門如何進行認知與實踐的議題供大家討

論。Gromyko 教授以蘇聯的聯合能源系統為例，因為能源系統是不可能

無限制發展與使用，故必須有新的解決方案，用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和降低電力成本。目前蘇聯政府研議採用新的智能電網方式來整合不

同類型的能源（例如液化天然氣、煤炭、風能、地源能、太陽能），但

因應新的智能電網，已著手開始思考下一世代要發展什麼產業。 

3. Tim A. Mau 教授則談到提升生產力對公部門相當重要，因為在大多數

國家，公部門是最大的雇主，也是主要的服務提供者。未來可以從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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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民眾參與、有效率使用數據分析和 ICT 技術、改善領導、績效管理、

強化運用私部門的 R＆D、降低執行風險等措施，增加公部門生產力。 

4. Avinash B.M.教授則認為公部門應該維持和堅持「生產力」作為關鍵績

效指標，並將提升生產力，視為公部門最首要解決的問題，討論中提

出提升公部門生產力的關鍵問題，並分別從提升生產力的挑戰、如何

維持生產力的方法和公部門所需資源進行探討討論。 

小組討論 2 –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for Efficient and People-centered Public 

Services  

1. Aurel Brudan 博士則提出今天通訊技術的提升，提高了公部門的審查水

準，相對也使得資訊更透明。目前各國導入公民參與政策決策，已成

為公私部門合作的動力，從政策實施或社區發展到政府組織內部流程

優化等問題，公部門應尋求與私部門合作，以提升效率和客戶滿意度。 

2. John Antony Xavier 教授提到由於公部門追求減少犯罪、消除不平等、

教育改善教育、農村發展和城市交通等目標，這些目標需透過多個相

關組織的合作，才能提升有效的公共服務。所以政府組織間必須要能

共享資訊、資源和工作，打破過去傳統官僚體系的觀念，才能創新公

部門服務與文化。會中 Xavier 教授也說明「協作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可以解決複雜的社會問題和與政府服務品質低落的問題，

並以馬來西亞轉型計劃為案例，馬國政府透過相關部門的合作與推動，

促進公部門能有效提供服務，這公共服務的成功關鍵因素。 

3. Shin Kim 博士則以韓國電子身份證為例，說明運用資訊科技來處理龐

大的韓國國民身份相關資料，政府跨部門間資料如何整合串接，讓大

家討論政府跨部門整合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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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心得與建議 

本次相當難得機會能參與 APO 及菲律賓 DAP 舉辦之「公部門生產力

國際論壇」，不僅擴大了個人國際視野，在會議中與各國專家學者及 APO

會員國代表共同分享討論提升公部門生產力議題與作為，並跟各國代表互

動與交流，亦增長了個人知識領域與國際觀，也學習到公部門生產力有關

績效評估、執行管考等之理論與管理技巧，未來將落實於自我的工作實務

上，藉以提升工作效率，針對本次會議提出如下幾點心得與建議： 

壹、心得 

本次研討會主要在探討政府部門生產力相關議題，會議邀請講者多為

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之教授或研究機構學者專家，APO 期望透過本會議

經驗交流，促使會員國政府部門能運用新的工具與方法，讓有效提升政府

部門生產力與創新能力。 

本研討會有相當多報告與討論，在探討如何運用大數據於提高政府部

門行政效率，以及如何提升政府部門公共服務的議題，這方面議題，值得

我國各機關積極面對與重視。此外，由於科技技術快速發展，先進國家亦

紛紛運用科技技術與社群媒體，在公共行政與決策方面，並強化民眾參與

的公共政策。 

本次會中亦常提到運用公眾參與，提升政策推動與公部門效率的課題。

反觀目前我國行政機關為避免外界干擾，在政策尚未核定或公佈前，面對

民意機關或社會大眾詢問，常以機密或尚未核定為由拒絕清楚說明，政策

決定前亦無規範必須進行公眾諮詢程序，導致民眾無法事前對政策措施進

行預估及判斷，政策推動後政府就必須面對輿論與反對者抗爭事件。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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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其他國家經驗來看，多已將政策決策過程相關資料透明且公開地讓公眾

閱覽，給予民眾在政策推動前多次陳述意見之機會與管道，這部分值得我

國政府機關在決策過程中參考與省思。 

貳、建議 

一、 本次會議與會專家均認為應用大數據是未來之趨勢，建議各國政府

部門必須積極因應與面對，惟目前我國政府機關相當缺乏大數據蒐

集、應用與分析，爰建議政府機關應積極研議所主管之大數據資料

蒐集方法之建置，並強化大數據資料之應用與分析，以利後續政府

相關部門得以運用，提升公部門生產力與行政效率。 

二、 會中與會人員討論相當多公眾服務的問題，由於各國政府都必須面

對民眾對於公部門服務效率要求越來越高，未來民眾的需求將越來

越多元，因此建議我國政府部門必須開始研議增加處理民眾需求與

回應的資源投入，才能因應未來民眾所期待政府行政效率與方式。 

三、 研討會中討論時多次提到由於科技快速發展，導致科技擾亂了政府

各個部門規劃，再加上世界各國普遍面臨人口老齡化、氣候變遷、

政治動盪以及不斷增加的新的社會問題等挑戰；這些挑戰將影響到

各國經濟發展和生產力。因此，APO 報告中建議各國政府不能再用

以往對經濟、生產力和產業的看法，而必須要有前瞻性的思考與規

劃，並設計出有效預測未來各議題的發展的方式，以面對各種無法

預期的環境變化和風險；這部分值得我國對於前瞻建設與政策規劃，

以及制訂未來經濟發展戰略之參考。 

四、 APO 我國是以國家名義參與國際性組織，而 APO 亦經常於各會員

國家舉辦相關研討會議，建議我國應持續派員與會。以本次會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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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國相互交流討論公部門生產力與行政效率提升的問題，由於參

與之國家代表均是現任中高階官員，臺灣代表參與及發言，可增加

其對臺灣問題的認知，並可增加我國參與之官員國際視野與交流之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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