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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顧能顧問公司(Gartner)為一國際性知名之資訊科技智庫公司，專研範圍涵蓋

資通訊科技產業，就資通訊科技研究、發展、評估、應用、市場等議題，提供

客觀、公正的論證報告及市場調研報告，協助客戶進行市場分析、技術選擇、

項目論證、投資決策。顧能顧問公司 2017 年於美國佛羅里達州奧蘭多舉辦為

期 5 日之全球資訊科技盛會，發表 2018 年 10 大策略性科技發展趨勢，從「人

工智慧」、「數位化應用」以及「數位網格」等 3 項議題，陳述未來 5 年資通

訊科技發展重點；另外，顧能顧問公司就世界各國面臨的社會、經濟、政策、

環境等層面的變遷與挑戰，陳述政府必須要從宏觀角度思索政府營運發展趨勢，

進一步歸納與說明科技發展趨勢，以及建議資訊科技協助政府因應發展趨勢的

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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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隨著全球化分權化、市場化以及數位公民興起等主客觀環境的變化，先進國家電子化政

府的發展趨勢，已從早期「公共事務管理」推移到當前的「公共服務創新」，逐漸推向「公

共價值創造」的發展目標。同時，數位政府的影響層面，亦從政府行政逐步推及政治、社會

及經濟發展等層面。數位政府的普及應用，對於促成公民社會的發展、公義社會的追求及優

質網路社會的建構，都帶來相當大的影響。行政院自 106 年度起推動「數位國家・創新經濟

發展方案」，該方案攸關國家未來產業、社會發展，期待建構全方位的大型上位計畫，並以

達成擴大我國數位經濟規模、增加網路頻寬、保障國民寬頻上網的基本權利、提升我國資訊

國力等目標。主要推動重心從硬體或網路覆蓋率與頻寬等建構有利數位創新的基礎建設與智

慧城鄉，朝向人才、人權、數位服務經濟、產業面擴展，重點方向包括培育數位創新人才、

支持跨產業數位創新、重視數位人權、開放網路社會的先進國家、並連結臺灣在全球數位服

務經濟的地位。

顧能顧問公司(Gartner)為一國際性知名之資訊科技智庫公司，專研範圍涵蓋資通訊科技

產業，就資通訊科技研究、發展、評估、應用、市場等議題，提供客觀、公正的論證報告及

市場調研報告，協助客戶進行市場分析、技術選擇、項目論證、投資決策。顧能顧問公司 

2017 年於美國佛羅里達州奧蘭多舉辦全球資訊科技盛會，發表議題如人工智慧、物聯網、數

位政府、網絡安全、區塊鏈、雲端運算等項目，與我國推動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密

切扣合。國家發展委員會為推動全國資訊管理業務之主管機關，為提升我國數位競爭力，推

動政府數位轉型，實有參加該國際研討會之需，透過大型研討會的資訊分享、與分析師對談

了解世界先進國家、產業推動數位服務之策略、模式以及具體成效，進而了解國際發展趨勢，

掌握世界脈動，據以規劃未來數位國家發展策略，為數位治理尋求最適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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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Gartner 2017 年於美國佛羅里達奧蘭多舉辦全球資訊科技盛會，自 10 月 1 日開始展開至

10 月 5 日止，5天研討會聆聽及出席之專題發表，出席情形如下：

一、2017 年 10 月 1 日

(一)All-Industry Keynote: Presence: Bringing Your Boldest Self to Your Biggest Challenges

(二)The Future of Digital Government: Service Models, Platforms and Ecosystems

(三)The Top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Trends in Government

(四)Which Way(s) to the Cloud for Government? 

(五)Optimize Government Costs for Outcomes 

(六)Government is Not a Business and Citizens are Not Your Customers 

二、2017 年 10 月 2 日

(一)Gartner Analyst Opening Keynote: Creating Digital Value at Scale

(二)The 2018 CIO Agenda:Powerful Practices to Help You Master the New Job of CIO 

(三)Top Cybersecurity Trends for 2018

(四)10 Ways to Fund the GreatStrategic Shift to Digital Business

三、2017 年 10 月 3 日

(一)CIO Story: Tech Innovation at Starbucks: What’s Next? 

(二)Business Model Leadership — The CIO’s Greatest Value Contribution

(三)The Top 10 Strategic Technology Trends for 2018

(四)Guest Keynote: ADAPT - Stories from Lonely Planet’s former CTO - The Key Ingredients 

Needed to Remain Relevant in an Ever Changing and Disrupted World

四、2017 年 10 月 4日

(一)CIO Story: Beyond the Bright Idea: Building a Culture and Structure for Innovation at UPS 

(二)Digital Trust — Redefining Trust for the Digital Era

(三)2018 Top 10 Trends and Technologies With the Greatest Impact on Infrastructure and 

Operations

(四)Use Data and Analytics to 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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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17 年 10 月 5日

(一) Gartner Keynote: THE FOUR - The Hidden DNA of Amazon, Apple, Facebook, and Google

(二)What to Do and Not Do With AI

(三)AI, Chatbots and Event Triggered Applications Enable the Digital Business Platform

(四)Using AI Conversational Platforms for Customer Experience; Better, Faster and Cheaper 

Measurable Business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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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2018 年 10 大策略性科技發展趨勢(Top 10 Strategic Technology Trends
for 2018)
依據顧能顧問公司定義，策略性科技趨勢是指突破或崛起狀態且未來可能廣泛的影響組

織及政府資通訊科技發展方向的資通訊應用；此外，策略性科技趨勢同時也具快速成長、變

動性高，且將於未來 5 年內到達引爆點的特性。顧能顧問公司副總裁David Cearley 表示，

2017 年見證了人工智慧發展逐漸成熟，以人工智慧為基礎的商業應用不斷的增加，在未來 5

年內，如何讓機器學習滲透所有事物，將成為資通訊科技服務的主要戰場。循著 2017 年智

慧化服務發展趨勢，2018 年十大策略科技趨勢則與智慧數位網格(Intelligent Digital Mesh)有關，

包括：人工智慧基礎、智慧型應用與分析、智慧型物件、數位分身、雲端到邊際運算、對話

式平臺、沉浸式體驗、區塊鏈、事件驅動服務以及連續的適應風險與信任。

圖 3-1 2018 年十大策略科技趨勢

十大策略科技趨勢中前 3 項是說明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將廣布於萬物中，接下來 4項趨

勢則說明實體世界與數位化萬物的整合，創造未來的環境均以數位化方式運作；最後 3 項趨

勢則說明個人、組織、設備、內容與服務之間形成連結，未來必須重視運用數位科技連結萬

物。

一、人工智慧基礎

人工智慧強大的分析與機器學習能力，大大影響組織進行決策的模式，重新塑造商

業運作方法、創新服務生態系統，並重塑客戶體驗。 許多組織注意到人工智慧將為世界

帶來巨大轉變。根據顧能顧問公司 2017 年調查顯示59％的組織已經著手發展人工智慧的

基礎與應用，到 2020 年 30％的資訊長會將人工智慧列為組織前5大投資重點，目前正是

在資料的準備、彙整、分析演算法的選擇，以及分析模式建構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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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人工智慧成長趨勢

有鑑於人工智慧相關技術逐漸成熟，組織在人員、作業流程以及管理模式上投入相

當大的資源，建議組織應從特定的業務範疇中優先導入人工智慧相關技術，視執行成果

修正或擴大應用範疇。 顧能顧問公司預測，人工智慧將持續領導數位科技相關領域技術

的創新至少到 2025 年。特別需要說明的，這裡說的人工智慧技術是「特定用途的人工智

慧」，如人臉辨識、語音分析、翻譯、圍棋等等，而「泛用型的人工智慧」，如電影裡

的智能機器人則尚未出現。

圖 3-3 人工智慧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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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慧型應用與分析

人工智慧自 2017 年成為數位科技發展的顯學，而實際上發展的進度尚停留在基礎的

資料分析與自動化的常規服務。顧能顧問公司副總裁David Cearley 表示「智慧型應用程式

只是人類生活與智慧的擴充，就像工具輔助讓人類的生活更便利，而不是取代人類。」，

未來數年人工智慧應該被嵌入在各種應用程序，或是數位服務之中，以強化應用程序與

數位服務的效能。

圖 3-4 資料分析與資料科學的特性

目前人工智慧技術大量被使用在對話式服務，如聊天室機器人(Chatbot)，AWS和

IBM的 Chatbot平臺已正式提供商用服務，不僅可在伺服器、雲端服務佈署，還有輕量版

本可在行動裝置上運作機器學習的模型，將人工智慧技術從軟體應用領域延伸更廣大的

範疇。其他如生活照護、智慧車載、環境監控等領域的應用也將有非常突出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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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人工智慧應用現況

三、智慧型物件

所謂智慧型物件是以物聯網為基礎的人工智慧應用服務，它讓物聯網的各項感測裝

置結合人工智慧運算，使得機器得以全自動或半自動的運作，讓人為干預的情況降到最

低，精準的達成預定的工作。換言之，智慧型物聯網跳脫傳統物聯網以程式控制物件的

運作方式，而是人工智慧的自動分析、自主回饋的行為，讓物聯網與環境、人類等自然

且準確的互動。

圖 3-6 物聯網發展趨勢

目前智慧型物件迅速發展在各項應用領域，例如無人機、自駕車，在農業與採礦領

域的應用也逐漸獲得重視；在臺灣智慧型物件也是眾所矚目的產業發展契機，已有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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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試練場域正在執行中，例如臺南市無人機空拍結合人工智慧技術用於防救災環境監

測，臺北市政府與業者合作的「自動駕駛小巴實驗解密 ing」專案，在信義路封閉雙向公

車專用道進行實驗專案測試，未來將在內湖科學園區、南港軟體園區或是南港站至中研

院等路段擴大測試範圍。

圖 3-7 智慧型務聯網應用契機

四、數位分身

數位分身是指現實生活中的實體物品、系統的數位分身，藉由感測器蒐集資料來偵

測物品的狀態、外在刺激反應、物品運作方式等等。數位分身的概念最早由美國國防部

提出，最早的目的是為了模擬飛機各項反應而建構的數位飛機模型，包括零件材料、機

電、油路系統、艙內陳設到飛行里程等等，都和實體飛機相同，並且可以與數位模型同

步更新，在數位空間建立飛機模型，利用感測器與飛機真實狀態同步，每次飛行後採集

的資料，透過物聯網傳送到數位分身，即時分析評估該飛機維修或調整之處，進一步分

析飛機性能優化的可能性，藉此改進設計以減少故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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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數位分身概念

數位分身連結真實世界裡的對應實物，用來模擬該實務在運作的過程中，反應到所

有外界刺激下的實際回應，商業上開始接受這樣的概念，以數位建模模擬物品、團體運

作、客戶服務，以及員工訓練等作為。隨著數位分身的演化，讓真實世界的物品逐步改

善，顧能顧問公司表示未來 3 到 5 年之間，物聯網應用領域的數位分身最具有前景，完整

規劃的數位分身，就可能大幅改善物聯網應用的效益。

圖 3-9 數位分身應用趨勢

五、雲端到邊際運算

邊際運算的概念就是分散式運算架構，讓資料運算的工作在資料蒐集端運算，盡可

能不將原始資料送回雲端中心，可提升資料在雲端與邊際之間傳遞的效率，降低網路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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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成本。這種運算模式的架構，與集中式的雲端運算架構有很大差異，採用邊際分算的

分散式運算架構，將資料運算的的工作分攤到邊際的設備上，在資料來源端的設備，不

需要將資料傳回雲端才能處理，因此速度變更快，甚至在沒有網路的情況下，邊際端的

運算設備仍可在沒有雲端的支援下正常運作並處理資料。

圖 3-10 雲端運算與邊際運算的特性

有些人認為雲端運算與邊際運算彼此是競爭的關係，實際上兩者運算本質各有特性

與不同的使用情境，兩者可相輔相成建構強大的運算服務基礎，顧能顧問公司分析，若

將雲端和邊緣運算視為互補的關係，則雲端服務可以建構集中化控制的使用者服務導向

數位服務，而邊際運算的角色則是擔任在地資料蒐集與分析者，提供因地制宜的適地性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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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邊際運算建構模式

六、對話式平臺

以往人類與數位服務溝通的方式，是透過數位服務已經設計好的選項，讓人類自行

選擇後，將該選項對應的數位服務、資訊提供給人類。這種溝通方式必須由人類擔任人

機溝通的內容轉譯工作，把人類想要知道的內容，轉換為選項後讓機器人執行。而對話

式平臺是一種人類與數位服務溝通全新機制，轉譯內容的工作將由人類轉移到機器身上，

在平臺獲取人類聲音或文字型態的的問題或指令後，機器就會執行功能以回應人類要求，

現在常見的 Chatbot 即是對話式平臺的應用之一。

圖 3-12 對話式平臺組成概念

顧能顧問公司指出，早期的對話式平臺對於文字、語音轉譯為指令的語意分析能力，

往往面臨無法精準處理非結構化的問題，人類必須使用極度結構化的溝通方式與機器對

談，而這種體驗往往令人感到失望。未來對話式平臺與傳統平臺的主要差異，在於自然

語言的對話模型，以及人工智慧為核心的語詞分析。隨著人工智慧開始走進日常生活，

民眾將透過對話式人工智慧來獲得政府服務，根據顧能顧問公司預測，2020 年有 25%的

客服業務會運用對話式平臺建構虛擬客服，政府機關可善用此項數位技術協助數位政府

拓展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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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對話式平臺應用情境

七、沉浸式體驗

沉浸式體驗是指以人為中心的數位科技發展趨勢之一，它強調讓人類沉浸在數位科

技建構的環境，讓人類與工作、家庭，以及其他物體、團體的互動，將變得更緊密與親

近，實現彼此透明無距離的關係，這種以科技為基礎的「沉浸式體驗」將成為未來的趨

勢。顧能顧問公司表示，沉浸式體驗 表示技術包含：4D列印、擴增實境、腦機介面、連

網家庭、人類機能增進、奈米碳管電子、虛擬實境與三維立體顯示。

圖 3-14 虛擬實境、擴增實境與混合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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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式體驗產生的條件有三：一是依據體驗者能力設計新匹配的挑戰；二是體驗過

程中有非常明確的目標；三是體驗者與環境互動時會發生即時的回應，讓體驗者感覺任

何互動都有回應。目前最常見的沉浸式體驗多數為虛擬實境與擴增實境混合搭配設計為

混和實境(MR)，結合前述對話式平臺，可以營造出與體驗者對話、互動，並且具有身歷

其境，親身感官體驗的數位服務。

八、區塊鍊

區塊鍊技術因 bit coin 一炮而紅，成為 2017 年數位科技發展的顯學之一，尤其在金融

科技上區塊鏈分散式、分享式、去中心化以及不可修改的特性，讓契約雙方毋須將信任

基礎建立在公正第三方上，善加利用區塊鍊可以增加組織創新服務模式，創造獲利契機

的機會。根據顧能顧問公司的調查，大多數組織對於區塊鏈的理解程度並不高，從技術

面區塊鍊相關技術亦無明確規範，所以區塊鍊技術在商業應用上仍處於尋求發展契機的

階段，具有長期潛力且能帶動突破性創新，區塊鏈所描繪的願景在近期仍不具有成熟技

術與應用範疇。

圖 3-15 區塊鍊技術在各領域之應用

臺灣對區塊鏈技術亦抱持著熱衷的態度，根據資誠顧問公司的調查，發現有超過七

成的臺灣企業想在 2 年內導入區塊鏈相關技術，有超過九成五希望在 2020 年前導入，但

調查也發現，近 6成台灣企業主與資訊長，是對區塊鏈技術一知半解的，建議組織導入區

塊鍊技術時，應以小範圍試辦方式，先行擇定特定且單純的業務領域如表單、文件的鑑

別，再擴大到複雜的業務領域。

九、事件驅動服務

事件驅動並不是新的概念或科技，早在數年之前，因為雲端運算技術的興起，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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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發展趨勢，以及非同步系統技術成熟，讓事件驅動的程式設計方式逐漸成為資訊程

式設計的模式，它可以讓資訊系統因應外界的變化，做出適當的回應。例如，在期貨交

易市場，當交易程式偵測到交易口數符合設定的條件時，程式自動掛單買/賣期貨。在數

位化的環境中，事件驅動的核心是可能是物聯網的偵測器、可以是人機交談平臺，也有

可能是人工智慧的機器人、無人機、自駕車等等，透過端點偵測器、設備蒐集外在環境

變化，並更深入分析細節，進而細緻地反應必要的回饋。

圖 3-16 事件驅動模式之運作概念

 顧問公司表示，事件驅動的數位服務模式強調的重點應該是組織文化與人員技能的

調適，資訊科技只是輔助設計出符合組織運作之事件驅動的數位服務模式。顧能顧問公

司建議組織應該接受與學習事件思考模式，2020 年前 80％的數位業務必須透過事件驅動

的方式，真實對外反饋因應措施，而 8成的新興業務會把事件驅動的模式融入於該項業務

的事件處理方式中。

十、連續的適應風險與信任

資訊化時代面臨的資訊安全風險與信任危機，進入數位化時代之後挑戰更加嚴峻，

組織推動數位化服務的規劃、設計、建構與維護執行階段，都必須要把安全風險與信任

的議題融入在數位服務的全生命程序中。連續的適應風險評估是從防衛的角度檢視數位

服務發展過程可能面臨的威脅，透過標準評估程序檢視攻擊、漏洞、威脅等風險。而持

續適應信任評估是從數位服務外部角色的角度，找出授權、認證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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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適應風險與信任評估方法論架構

圖 3-18開發與營運工具和程序

為了在不斷發生網路安全事件的大環境下持續推動各項數位服務，顧能顧問公司建

立連續性適應風險與信任評估法 (continuous adaptive risk and trust assessment; CARTA)，以風

險及信任為兩個角度，透過即時且適性的回應作出決策。執行 CARTA 評估法時，組織必

須排除安全管控人員與數位服務人員之間隔閡，而開發與營運 (DevOps) 工具和程序打破

了開發與營運之間的隔閡。安全管控人員必須在開發與營運的流程環節點，與數位服務

開發人員以透明化的合作方式執行安全測試，更需要保持開發與營運的團隊以敏捷的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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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兼顧「開發、資安與營運」(DevSec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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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政府營運與技術發展趨勢( The Top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Trends 
in Government )
政府不是商業組織，營運目標並非以獲利為主要目的，政府營運著重於營造國家整體運

作環境，透過各項法規命令、獎勵補助、科技技術讓公民、企業、政府機關順應國際趨勢永

續發展。根據顧能顧問公司的調查，從資通訊科技發展的角度來看，政府雖然不是商業組織，

但兩者在數位化演進卻是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本節報告內容探討政府未來數年在宏觀趨勢、

營運趨勢以及科技趨勢之發展。

圖4-1 政府宏觀發展趨勢、營運發展趨勢與科技發展趨勢架構

一、未來數年政府發展趨勢

政府運作全體國家事務，需要全方位的思考政策推動的影響性，必須評估社會面、

經濟面、政策面、環境面以及科技技術面的影響。顧能顧問公司表示，世界各國正面臨 4

項全球性的宏觀趨勢，包括公民需求快速轉變產生社會不穩定性、民需擴大但資源有限

形成的資源緊縮情形、面對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必須建立持續運作的社會系統，以及因

應人口老化必須改變國家運作等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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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世界各國面臨之宏觀發展趨勢

為因應以上四項國際宏觀發展趨勢，顧能顧問公司認為世界各國可以從以下 10 項營

運趨勢構思政策作為。

(一)數位平權：確保所有公民具有文化參與、就業、終身學習，以及獲得政府基本服

務所需之數位技能。

(二)公民體驗管理：從公民的需求為出發點，瞭解公民對政府的期待，讓政府思考如

何運用有限的資源，讓公民獲得更多政府服務，以及重新設計與

公民的互動模式，據以提升民眾對政府的滿意程度。

(三)開放式公民空間：公民空間是政府施政透明和民主社會的碁石，公民和民間組織

能毫無障礙地參與和溝通，藉此主張公民權利，影響國家政治

和社會結構。

(四)參與式生態系統：以業務執行為範疇，讓所有的利害關係人組合成可以合作互動

的平臺(生態系統)，相關利害關係人得以在此生態系統中溝通

無礙。

(五)機構的敏捷性：確保政府得以迅速、適切地回應內、外部環境變化與挑戰之能力。

(六)數位領導力：運用數位資產以達成政府施政目標之執行策略。換句話說，即是使

用數位科技協助政府運作，提升公務員效率，提供民眾服務之執行

策略。

(七)洞悉力導向的勞動力：政府雇員必須具備以資料分析洞察國際、社會發展趨勢，

藉以優化施政品質，強化政府運作效能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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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社群團體恢復力：利用現有資源（能源，通訊，運輸，食物等）抵禦災難，並從

災難中回復至原來情況的能力。

(九)不斷演進的政府服務：依據外在環境變化、內部挑戰而不斷調整政府服務，透過

不斷的接受外部刺激，並產生對應的回饋，而形成以事件

導向政府服務之演化趨勢。

(十)持續性的網絡安全：資料是政府運作的基礎，政府任何運作均與資料相關，政府

面對內外部環境的挑戰，思考政府持續營運作為時，必須包

括網絡安全作業，確保政府長遠運作。

圖4-3 政府宏觀發展趨勢與營運發展趨勢之關聯

二、資訊科技協助政府因應發展趨勢的契機

從資通訊科技的角度思考，顧能顧問公司提出 10 項科技發展趨勢，協助政府因應未

來的營運趨勢。

(一)以民眾為中心：政府持續使用數位科技建構政府服務，提升民眾服務品質與效率，

讓民眾和政府溝通的管道越來越多樣化，包括官方網站、社群媒

體、行動載具，甚至是超商資訊機，推升數位公民的量與質，並

且逐漸重視數位科技擴大政府服務範疇，必須要以民眾為中心，

建構一套適用於多領域、多服務之受信任的交易機制，如憑證、

帳號密碼等。有機會使用在政府科技發展趨勢之科技技術如下：

1.多管道的民眾參與機制

(1)客戶互動中心：客戶互動中心是一個將多個系統連接在一起以最佳方式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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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的服務架構。 它讓建構在該中心的所有交互管道，通過

人工、數位助理或其他能和客戶互動的感應器，向客戶進行

個人化、情境式的服務。

(2)數位政府技術平臺：以平臺的架構彙整數位政府發展所需的共用性服務，例

如認證、授權、付款、通知、資料交換等，讓政府資訊

服務使用一致性的共用性服務下，建構其他數位服務，

並且讓這些數位服務能夠彼此串聯相通。

(3)社群媒體參與應用：建構在民眾社群網路之上的各項政府與民眾互動之機制，

以粉絲頁、社團，或是即時通訊，讓政府與民眾能雙向

交流、溝通，進而形成民眾意見與政府回饋之健全體制。

(4)虛擬客服助理：以資料分析為核心，結合行動化載具發展趨勢，建立數位化

虛擬客戶服務機制，讓民眾不受時間、地點、通道限制，自

由選擇他們熟悉的通道與政府溝通。

圖4-4 政府宏觀發展趨勢、營運發展趨勢、科技發展趨勢之結構

2.數位公民持續擴大：數位公民是指透過資通訊科技從事社會、政治和政府活動

的人。數位公民會隨著國家資通訊科技基礎建設普及率，

以及政府數位服務發展程度的提升而不斷擴大，如此可降

低公民參與社會活動的障礙，平衡經濟機會以及增加的政

治參與。

3.受信任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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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區塊鍊建構政府服務：以「交易識別確認」、「資料無法篡改」及「資料分

散儲存同步更新」的三個特性，建構民眾信任的數位服務。

(2)雲端服務接取安全中介：它可能是一個工具、一個軟體，建構於政府接取雲

端服務之間扮安全守衛的角色，它可落實政府網路

安全政策擴展到自身的基礎設施之外，藉以提升政

府使用雲端服務之安全性。

(3)進行資料分類：依據資料性質分類，並賦予不同程度的使用、流通、儲存與

管理規範，讓資料的應用效益與保護措施取得平衡。

(4)建立資料市集：資料市集是資料倉儲的類型之一，兩者均有統一蒐存歷年資

料特性，讓使用者得以取得歷史資料進行歷史趨勢分析與問

題探究；兩者最大的差別在於資料市集強調在預設的資料分

類之下，以便利的資料取用介面讓使用者接取。

圖4-5 政府科技發展趨勢聚焦於使用者需求、敏捷式發展與持續運作

(二)敏捷的發展趨勢：政府需要以靈活、敏捷的態度回應外界的環境變遷與挑戰，快

速取得並建構新興科技，透過數位科技擴大公私協力、徵集民

間智慧，讓政府內部與外部形成協作機制，讓政府轉換為更具

回應性之體制。有機會使用在政府科技發展趨勢之科技技術如

下：

1.公民科技創新：公民科技泛指提升公民參與政府施政的各項科技技術，主要以

資通訊技術為主，目的為促進公民的交流，改善政府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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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公共利益等。

2.雙模式的共享服務：雙模式的意思是以既有的數位服務為基礎，透過資料分析

的方式尋找、確認目標對象，透過通知或主動的方式讓目

標對象使用數位服務。 

3.數位賦能的勞動力：數位賦能的勞動力是指透過資訊科技協助政府員工使用知

識的能力，數位社會的願景在於讓每個人透過數位科技展

現潛能，達成擴大社會網絡、專業能力、產生有效訊息、

學習適應瞬息萬變生活的方法等，建構資訊運作環境，提

供各項數位工具與應用，並打造數位交流文化，提升政府

員工專業技能。

4.工程化的敏捷發展：透過數位科技將政府運作過程，以及內、外部相關互動過

程工程化、結構化，有助因應外界環境變化，快速調整政

府運作程序，因應外界期待。

(三)持續性的發展趨勢：政府服務的啟用、升級，會受到當時的國家財政、社會環境、

技術進展，以及地域環境等特性的影響，需要因地制宜適度

調整。面對瞬息萬變的內外部環境變化，政府服務必須是可

以持續性的調整，為了更精準因應外界變化，以資料分析、

證據導向的方式制定發展決策，讓資源更有效、公平的分配。

有機會使用在政府科技發展趨勢之科技技術如下：

1.無所不在的分析：在巨量資料和物聯網等技術逐漸成熟的環境下，資料分析在

應用與發展領域有大幅度的進展，透過資料分析洞悉資料意

涵以持續提升政府服務，是必須具備的基本功力。

2.智慧自動化：字面上的意涵是人工智慧與自動化的結合。拜資料分析與演算法

創新之賜，自動化系統結合人工智慧應用，可創造更貼近真實環

境變化與回應的自動化服務，例如自駕車、無人機等等，許多政

府服務可透過智慧自動化系統，因地制宜的回應環境情形，提升

政府治理效能，如交通號誌回應、公共設施監控、危險場域監控

等等。未來應進一步透過持續自我精進的智慧化應用，建立主動

貼心的政府服務。

3.自適性資安保全架構：由顧能顧問公司創立的一套方法論，幫助組織對現有，

以及潛在的資安投資進行分類，以確保資安投資均衡性。

多數政府處理資安風險是以單點事件評估後續的預防作

為，這種做法不容易全面的檢視政府資安管理體系的弱

點；顧能顧問公司提出這方法論，是以「持續精進」的

角度設計，從安全預防、現況偵測、事件回應以及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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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等四個步驟，12 項措施不斷循環進行。

圖4-6 自適性資安保全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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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一)數位時代策略科技發展趨勢，仍以雲端運算、行動化服務、資料分析，以及創新

服務等四大力量，勾勒數位科技發展藍圖，這四股力量推動政府、企業、民眾進

行數位轉型，讓傳統的電腦化作業，升級為以數位科技為核心，重新塑造全新數

位服務。政府應該正視這四股強大力量運用於政府服務的關鍵時機，將資通訊管

理機制、營運模式之變革，納入政府施政規劃的參考。

(二)人工智慧是資料分析的進階應用，兩者均強調資料創新應用，而最大的差異在於

人工智慧還重視演算法創新以及使用者體驗創新。政府推動人工智慧產業時，不

該只重視硬體設備製造代工技術，更應該鼓勵產業專注發展人工智慧的靈魂：軟

體，以問題導向解決問題痛點，並以使用者需求導向滿足使用者體驗的角度，尋

求人工智慧發展產業契機。

(三)人工智慧應用範疇將全面擴大到每一個領域，無論在服務業、製造業、農業、政

府治理等，所謂產業智慧化即為既有產業領域導入人工智慧應用，對政府治理而

言，人工智慧將帶給政府服務智慧自動精進的契機，讓政府得以持續不斷因應內

外部環境的挑戰，迅速調整服務架構並正確回應。

(四)數位時代創造許多新型態的數位應用機會，加速社會發展與經濟成長，對大多數

民眾而言，亦獲更多發展契機。然而部分民眾因為數位能力未能及時提升，面對

快速成長的數位時代，數位落差鴻溝將持續擴大，政府推動數位轉型過程，應正

視數位平權的願景，持續讓民眾得到維持生活基礎能力之數位技能，避免任何人

在這波浪潮中因資訊不對等而脫隊。

(五)資訊安全防護負擔隨著數位科技應用多元化而加重，傳統因應資安弱點而進行系

統修補的安全管理模式已不夠完善，尤其數位服務強調資料創新可能涉及民眾隱

私侵犯的疑慮，未來推動數位服務面臨的資安風險更加嚴峻，政府應持續不斷地

檢視數位服務運作過程可能發生的風險，建立洞悉驅動導向(insight-driven)之安全

分析作為，藉由智慧自動化科技協助數位科技執行日常資安管理作為。

二、建議

(一)精進前瞻性政府資通訊服務發展

配合行政院推動「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推動方案」，本會著手推動「服務型

智慧政府推動計畫」，顧能顧問公司在國際上蒐集、分析與發表之資通訊科技發

展，揭示未來政府與企業在未來數年發展資通訊科技之建議重點與方向，值得我

國政府規劃資通訊服務計畫、推動數位服務之參考，引導我國數位發展接軌國際

趨勢，並滿足使用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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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舉辦國際研討會議提升資服產業商機

顧能顧問公司為展現該公司研究量能，彰顯研究績效，每年定期辦理國際性

數位科技發展研討會議，以未來 5年資通訊科技發展趨勢為主軸，安排成果發表

會、閉門討論會議，以及透過焦點團體座談等課程，並結合資通訊廠商，展示發

展時機，藉此行銷資通訊產業產品；我國數位政府推動績效在世界各國排名前茅，

資通訊產業發展成績全球有目共睹，建議應定期舉辦國際級研討會，邀請各界名

人站臺演說，與國際與會人員交流，並安排資通訊產品展覽，提高我國產業在國

際曝光率，吸引買家、投資人青睞。

(三)積極加入國際合作組織及參加國際會議

我國歷年推動電子化政府計畫，定期與國際先進國家辦理資通訊科技交流與

成果展示，在國際上具有一定能見度，我國出席國際會議，可和世界不同領域備

景，專長各異的專家學者交流與分享經驗，未來應該持續參與國際會議，與世界

各國保持良好且密切的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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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件-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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