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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國際資訊長協會(IAC)為推動跨國資訊長以及資訊應用創新發展的經驗交流平台，現

有 17 個國家及組織參與，本年度於哈薩克首都阿斯坦納(Astana)舉辦第 13 屆年會，主題

為數位轉型與資訊長的角色(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ole of CIO)，探討包括資訊長與

經濟的數位轉型 (CIO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y)、帶動數位轉型的科技

(Technology Enabl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智慧城市(Smart Cities)、數位行銷(Digital 

Marketing)、資訊安全 (Cybersecurity)、數位政府 (Digital Government) 、智慧製造 (Smar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4.0”)以及數位轉型-國際及中亞案例(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Successful Projects in Central Asia)，大會最後一天下午並參訪納

札巴耶夫大學( Nazarbayev University)，並以工作坊行式進行跨國交流。 

本次會議中，我國由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資訊管理處莊副處長明芬介紹明

(2019)年 IAC 第 14 屆年會於臺灣舉辦，並邀請各國參加；資訊管理處王高級分析師誠明

簡報從電子化政府轉型為數位政府，聚焦於 My Data 服務；電子治理中心廖副教授洲棚

說明臺灣電子治理過去一年進展，以及向納札巴耶夫大學分享我國數位發展與資訊職能

研究及培力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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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本次會議主要任務係參與 6 月 26 日至 29 日的 2018 年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IAC)第 13 屆年會分享我國經驗，並且介紹明(2019)年 IAC 14 屆年會於臺

灣舉辦，以及邀請各國參加。本次出席 IAC 年會簡要內容說明如下： 

國際資訊長協會(簡稱 IAC)於 2006 年由日本、美國、印度、菲律賓、瑞士和泰國等

國代表聯合倡議成立，旨在記錄資通訊科技所關聯的社會變遷，分享資訊科技應用實務

經驗，並推動跨國政府代表與學者專家的交流平台以分享最新科技趨勢與應用資訊。IAC

目前有包括日本、美國、芬蘭、俄羅斯、哈薩克、新加坡、臺灣、香港、中國、義大利、

捷克、泰國、印度、菲律賓、越南、印度尼西亞、澳門等 17 個國家以及組織共同參與。

IAC 主要推動的計畫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 CIO University Network，期促進亞洲

CIO(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研究和培訓課程合作並建立 IAC 國際 CIO 大學和培訓中心網

絡(IAC International CIO University and Training Center Network)。第二部分為 CIO Studies 

Accreditation，主要為協助研究及相關人員增進資通訊科技能力，並支援強化學術界、政

府、企業、國際組織以及相關組織之間的合作。第三部分為執行 Waseda-IAC e-Government 

Ranking 年度調查，由 IAC 擔任早稻田大學國際數位政府評比調查團隊中心，促成研究成

員蒐集參考國際電信聯盟(ITU)、亞太經合組織(APEC)、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等國

際組織所調查資訊，進行國際數位政府評比調查，共調查約 65 個國家之數位發展情形。

IAC 透過舉辦年度國際會議，促成各國政府代表、學者專家，進行數位創新應用服務以

及強化數位政府發展等議題之深度觀察及經驗交流。 

本(2018)年度國際資訊長協會(IAC)第 13 屆年會主題為數位轉型與資訊長的角色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ole of CIO)，於 6 月 26 日至 29 日在哈薩克阿斯坦納舉辦，

會議探討主題包括資訊長與經濟的數位轉型(CIO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y)、帶

動數位轉型的科技(Technology Enabl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智慧城市(Smart Cities)、數

位行銷(Digital Marketing)、資訊安全(Cybersecurity)、數位政府(Digital Government)以及智慧

製造(Smar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4.0”)。本次 IAC 會議議程原定於 6 月 29 日中午召開

專家會議討論 2018 年日本早稻田大學所辦理國際數位政府評比調查(Digital Government 

Ranking)報告，然而據了解，由於尚有 8 個國家未交付調查報告，因此本專家會議將於後

續再適時召開，相對的，本年度應發布的數位政府評比結果也將延期至 9 月發布。由於

IAC 主席已由早稻田大學 Dr. OBI 轉為美國喬治梅森大學 Prof. Auffret，所以擔任早稻田大

學國際數位政府評比的調查團隊中心未來是否還會持續進行，必須再進一步觀察了解。 

本次 IAC 年會邀請本會莊副處長明芬與會，簡要介紹 2019 年 IAC 14 屆年會將於臺

灣舉辦，莊副處長介紹明年會議時間預計為 9 月 25 日至 27 日，並以短片介紹臺灣的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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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生活科技應用以及飲食、文化、旅遊之特點，博得與會者興趣；王高級分析師誠明簡

報從電子化政府服務轉型為數位政府服務，聚焦於 My Data 機制將個人資料擁有權以及

使用決定權還給民眾之想法，亦說明以 Open API、即時身分確認與認證授權之技術，來

實現 My Data 服務理念；電子治理中心廖副教授洲棚說明臺灣電子治理過去一年進展，

包括電子治理中心過去的研究面向與成果，以及對於資訊長與各層級資訊人員之培力情

況，並於拜訪納札巴耶夫大學時，分享我國數位發展與資訊職能研究及培力經驗。 

 

貳、內容 

 

一、前言 

本次國際資訊長協會 (IAC)第 13 屆年會係與國際數據資訊（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IDC）會議聯合舉辦，因此整體會議內容包括學界、政府以及企業知識經驗

分享。IDC 是全球知名的專業顧問公司，提供資訊科技、電信行業、消費性科技諮詢與

研究，每年會在世界各地舉行超過 200 場的會議，為各行各業的訊息技術採購提供建議，

因此，本次 IAC 會議加入 IDC 對於資通訊趨勢分析以及相關廠商對於資通訊新創產品的

介紹，讓與會者學習到比以往會議更多面向的知識。 

 

二、會議內容 

 

（一） 開幕演講 

本次開幕演講貴賓包括 Andrew Beklemishev(Regional Director, IDC Central Asia)、Dauren 

Abayev(Minister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Republic of Kazakhstan)、Elmir Tofig oglu 

Velizadeh(Deputy Minister,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Communications and High Technologies of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Jean-Pierre Auffret(President,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and 

Professor, George Mason University)以及 Askar Bishigayev(Chairman of the Board, IT Managers 

Society) ，致詞內容均對於數位服務抱持高度期待，其中 Prof. Jean-Pierre Auffret 除了介紹

IAC 歷史、任務、以及 IAC 曾經出版的刊物外，也介紹科技運用的一些趨勢，他提出圖 1

左邊 ITU 對行動電話與網路使用趨勢調查，說明行動電話普及率雖已接近高原現象，然

而行動網路的使用仍呈現成長狀態，表示行動服務仍持續成為主流；而圖 1 右邊將 60 餘

國以平均國人收入高低分為 4 種顏色，再標示出其資通訊環境整備度與技術成熟度關聯

https://idcciosummit.com/centralasia_en/speakerdetail?eventId=65224&speaker=e_abeklemishev
https://idcciosummit.com/centralasia_en/speakerdetail?eventId=65224&speaker=s_264390
https://idcciosummit.com/centralasia_en/speakerdetail?eventId=65224&speaker=s_264390
https://idcciosummit.com/centralasia_en/speakerdetail?eventId=65224&speaker=s_256772
https://idcciosummit.com/centralasia_en/speakerdetail?eventId=65224&speaker=s_256772
https://idcciosummit.com/centralasia_en/speakerdetail?eventId=65224&speaker=s_264418
https://idcciosummit.com/centralasia_en/speakerdetail?eventId=65224&speaker=s_261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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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他建議偏離值越高者該國應該在某些項目加重力道，以求突破成長，例如右下角巴

林(Bahrain)屬於高所得國家，技術成熟度也足夠，但是其資訊組織或法規相對不夠完備，

可再加強。 

 

 

圖 1：Prof. Auffret 報告資訊基礎建設發展狀況 

 

此外，Prof. Auffret 也提出因為科技快速發展，很多傳統作業可以有不同的推動方式，

例如圖 2 左邊顯示墨西哥僅有 39%民眾擁有銀行帳戶，卻有 94%民眾擁有行動電話，或

許墨西哥可開發方便安全的網路虛擬銀行取代傳統銀行帳戶；圖 2 右邊則顯示韓國導入

機器教師教授小學課程。這兩個案例顯示因應新科技的出現，政府及企業可以重新思考

服務提供方式，而無須拘泥於傳統的服務提供管道。 

 

圖 2：Prof. Auffret 說明新科技可以帶來新服務模式 

 

（二） 資訊長與經濟的數位轉型(CIO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y) 

傳統資訊長(CIO,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需要了解網路、伺服器、資訊平台等知識，

並且擁有包括系統管理、資料庫管理、軟體管理、以及專案管理的能力，以便能帶領團

隊建立合適的資訊服務環境。然而，隨著新型態資訊科技的發明與應用，以及人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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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的快速轉變，Universal Bank 的 Abdulaziz Sattarov 認為資訊長扮演的角色已有一些調

整，資訊長應逐漸轉變成創新長 (CIO, Chief Innovation Officer) 的角色，從對技術的了解

轉而變成對業務的精熟，運用資訊科技來降低成本並且掌握競爭優勢，此外，須與適當

合作夥伴協作，針對業務產品之開發、交付、審查、分析做好管理，適應不斷變化的環

境以產生持續創新的項目。 

另外，敏捷式(Agile)的開發方式相當重要，因為它能很方便的產生方案的雛形，並且

快速測試與啟動，面對現今社會的快速前進，如何能運用手上現有資源解決一個接著一

個的問題、滿足接踵而來的需求，對 CIO 相當重要，因為現今的 CIO 必須永遠都在學習、

隨時擁抱變化。 

 

 

圖 3：新型態資訊科技(摘錄自 Abdulaziz Sattarov, Board Member, Universal Bank, 

Uzbekistan) 

針對數位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一個驅動轉型成功很重要的元素是數位信任

(Digital Trust)。正如信任驅動經濟增長，數位信任也驅動數位轉型（DX），不斷發布的資

料使網絡安全成為許多 DX 計劃的關鍵要素。在共享的資通訊環境中，眾多數位轉型機

會必須依賴業務合作夥伴和服務提供商，因此組織若要取得成功，則必須成為別人可信

賴的業務合作夥伴，而且也要找值得信賴的業務合作夥伴。國際數據資訊（IDC）提出一

個建立數位信任的基石架構(如圖 4)，此架構可以將風險和聲譽管理納入數位化轉型，從

而提高業務價值並將風險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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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數位信任基石架構 

簡單來說，數位信任基石架構分為 4 層，分述如下： 

第一層內部資訊風險管理(Manage Internal IT Risk)，主要是針對內部流程及技術面做

好身分管理、弱點管理、威脅管理以及信任管理，對於同仁除了要求相關作業須符合安

全流程外，更應該將資安觀念融入到組織文化中，方能達成內部風險管理工作。 

第二層共享資訊資源風險管理(Manage Shared IT Resource Risk)，主要是針對核心服

務、服務介接整合、開發者以及其他第三方廠商做風險管理。管理面向也包括身分管理、

弱點管理、威脅管理以及信任管理，細節可參考圖 5，其中，針對信任管理部分，IDC 建

議對於核心服務的信任管理可採用區塊鍊(Blockchain)技術，意即用區塊鍊讓核心服務的

提供更為可靠，服務的訊息、狀態及資料更為正確；對於第三方廠商的風險管理則可以

用資安保險方式，將自己須承擔的風險轉嫁到保險公司。 

第三層數位活動信譽管理(Manage Digital Activity Reputation)，信譽需要長期經營維護

才能得到，非一朝一夕可促成，在身分管理面向應尊重隱私與客戶權益，在弱點管理面

向應實質鼓勵除錯作為，在威脅管理面向應找到問題根因並且分享相關資訊，在信任管

理面向應擁有第三方甚至第四方的資安風險管轄權。 

第四層組織信譽管理(Manage Organization Reputation)，組織信譽在於外界對組織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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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評價，然而主觀評價也會被客觀的國際信譽評比影響，因此只要盡力符合並超越具知

名度且公正的國際信譽評比機構評等，則可以取得較好之組織信譽。圖 6 顯示 2018 年

Reputation Institute 全球信譽評等結果。 

 

 
圖 5：數位信任基石第二層架構 

 

 

圖 6：Reputation Institute 2018 全球信譽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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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帶動數位轉型的科技(Technology Enabl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首先，IDC 提出幾個科技發展與使用趨勢： 

1. 到 2019 年，全球 DX 計劃支出將達到 2.2 兆美元，比 2016 年增長近 60％。 

2. 到 2020 年，1/3 的資訊工作者將利用 AR 來協作、運用數位信息，並與現實世界的物

件進行互動。 

3. 到 2021 年，全球企業將會有很大程度的數位化， 80%收益將依靠數位化產品與營運。 

4. 到 2021 年，全球 GDP 至少 50％將被數位化，每個行業的增長都受到數位強化的產品、

營運與相關活動影響。 

5. 到 2021 年，隨著雲成為主流，雲端服務和支持雲服務的硬體、軟體和服務的企業支

出將增加一倍，達到 5300 億美元以上。 

6. 到 2021 年，超過 50％新安裝的工業機器人將擁有至少一個智能功能，並可利用認知

解決方案/人工智慧。 

7. 到 2021 年，至少 25％的 2000 大企業將使用區塊鏈服務作為擴大數位信任的基礎; 新

的使用案例將在各個行業中激增。 

8. 到 2021 年，全球超過 10 億人將定期透過 AR / VR 平台取得應用程式、內容和資料。 

9. 隨著物聯網的大量運用，到 2020 年將有 25 萬個獨立的物聯網應用服務，到 2025 年將

有 800 億 IoT 設備在全球各企業上線，並創造 180ZB 的數據資料。 

10. 到 2027 年，80％的大型組織將使用 VR 進行培訓。 

11. 到 2027 年，機器可以訓練機器而無需嚴謹的人為監督， 而 10％的應用程式開發無需

開發人員深入參與。 

12. 到 2027 年，將有 5 億人使用單一智慧助手，這些智慧助手將連接個人身上及周邊 90

％的設備。 

隨著數位服務發展，Software AG 公司提出數位平台架構與傳統服務建置的不同，如

圖 7。傳統平台由服務提供者提出創意，並且以產品導向製造一個個獨立的應用系統；數

位平台強調創意是由消費者與提供者共同發想，並且在一個數位整合平台依據需求產生

服務，比傳統方式以更快速而有彈性的製作過程，製作出更精準而小型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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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Software AG 公司提出數位平台架構與傳統服務建置的不同 

 

Software AG 公司也提出數位世界著重的數位客戶體驗模式 Digital CX( DIGITAL 

Customer Experience)要項，包括個人化與客製化產品、無縫體驗、互連的設備、數位自主

服務、付款方式以及不間斷服務，如圖 8。 

 

 

圖 8：Software AG 公司提出數位客戶體驗模式 

 

最後，在圖 7 右邊 Digital World 的 Use case 與 Digital Platform 之間的連結，CORE 公

司提出標準 API 架構，如圖 9，透過標準 API 結合 Blockchain 身分確認、共用服務模式以

及個別資料授權提供模式，讓服務提供者可以精準多樣的提供服務給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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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CORE 公司提出標準 API 架構 

 

（四） 智慧城市(Smart Cities)與數位行銷(Digital Marketing) 

依據統計預測，世界各國人口有愈來愈集中住在都市的趨勢，因此都市資源如何分

配、都市管理如何更智慧化、城鄉差距如何弭平，都需要有好的策略來協助。 

 

圖 10：世界人口居住城鄉趨勢 

 

智慧城市的建置是解決前述議題的重要方法之一，義大利 Bocconi 大學對智慧城市定

義是：“透過技術、數據和社會創新，創造和培育一個有彈性、宜居、可通行的城市”，

Bocconi 大學認為在每個適當的機會都應該使用科技來簡化流程並且簡化民眾對城市服

務的取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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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還提出，城市先變得智慧，然後還要進一步變得開放。智慧城市是技術驅動的，

可以生成大量數據資料，而開放式智慧城市則是以智慧城市技術為基礎，以民眾為中心，

產生相關的城市決策、設計和管理。 

開放型智慧城市應具有參與性、協作性和響應性，這是一個政府、民間社會、私營

部門、媒體、學術界和居民都能充分參與城市治理的城市，其目標是在經濟發展、社會

進步和環境責任之間取得平衡。 

開放型智慧城市大致使用以下資料和技術實現： 

-目的導向、可以被調整和質疑、其來源碼是開放的、遵循開放標準、可以跨領域運作、

持久、安全，並且在可能的情況下在地採購且具有擴展性。 

- 資料和技術應該是在可以減少傷害和偏見下、並且可以增進持續性和靈活性的情況下

被使用和取得。 

在開放型智慧城市中，數據來自智慧建築、智慧基礎設施和一般公民，然而更多數

據並不意味著會有更好的治理，以民為本才是關鍵，目標是要做到讓民眾了解開放型智

慧城市的價值，從技術驅動到公民驅動，公民可以(並且應該)在構思、設計、建設和維護

城市方面發揮主導作用，從自上而下的計劃到自下而上的創新，這是開發系統協作方式

的根本轉變。 

開放型智慧城市成功的重要關鍵在於要有智慧的公民作為共同創造者，城市創建的

新模式旨在直接將城市中的人們與當地環境資訊連結起來，讓他們參與城市規劃、政策

和發展製定的過程，並要求他們參與報告相關狀況，以及採取行動以激化正向轉變。 

 

IEEE 針對智慧城市的科技訂出相關標準規範，包括智慧電網、智慧交通、e 化健康、

能源效率、物聯網、5G 網路、網路安全、電子治理、智慧家庭、科技學習，智慧城市相

關科技開發與運用機制可參考這些規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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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IEEE 針對智慧城市相關標準 

（五） 資訊安全(Cybersecurity) 

延續數位信任與數位轉型議題，IDC 提出資訊安全的兩個實作面安全防護，第一是

程序的安全(圖 12)，第二是科技的安全(圖 13) 

 

圖 12：IDC 提出程序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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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IDC 提出科技的安全 

 

程序安全部分的四個面向考量，分述如下： 

1. 在信任管理面向：要確保員工了解可接受的資訊資源使用情況；管理全套可接受的使

用政策，並根據合規要求提供培訓；通過定期的政策審查和違規監控，提供組織內的

培訓和跟踪政策合規性；管理政策並審核活動，尋找有效性證據並進行適用的變更；

透過持續更新和完整的異常管理，將策略視為組織目標的動態實例。 

2. 在身分管理面向：要確保各方根據適當的請求建立和刪除用戶帳戶；管理員使用標準

化流程建立、修改和刪除帳戶，還要適時審核存取權限；使用來自應用程式和資料擁

有者適當的輸入，管理所有建立/修改/刪除身份和依據生命週期的整合流程；用批准、

異常行為評估等方式整合管理身份、帳戶和權限管理；採用最小特權理念，在充分了

解其依據、存取權限和活動的情況下管理用戶。 

3. 在弱點管理面向：必要時應做應用程式修補並進行組態更改；對購買的軟體使用自動

補丁程序、定期審查組態、修復已識別的漏洞；評估所有層級的修補程序和組態狀態，

並測試商業和客戶的應用程式安全性；評估系統配置和修補程序更改的成本效益，並

將應用程序層安全活動完全整合到開發過程中；進行企業威脅模型演練，積極測量和

管理資訊資源的攻擊面，以最有效地解決高風險領域。 

4. 在威脅管理面向：要更新反惡意軟體電子簽章並評估和解決感染或漏洞；監控關鍵資

訊資源的日誌和安全警報，以識別和解決事件和其他與安全相關的事件，並持續報告

追蹤；在整個資訊環境中全天候監控警報和事件，根據受影響資源的根本原因分析以

做出因應和通知；使用前後相關的信息和威脅情報，通過即時分析運作安全運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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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進行全面的調查，並在必要時通知受影響的各方；獲取跨資源的資訊使用活動，

確定根因，通知法律單位，並採用追朔性分析來主動尋找違規行為。 

科技安全部分的四個面向考量，分述如下：： 

1. 在身分管理面向：要在大多數資訊資源上實施強密碼和單點登錄，並在必要時採用更

強大的身份驗證形式。針對所有資源的遠程存取、特權用戶和第三方使用均利用多因

子身份驗證，監控和記錄特權帳戶活動，通過動態多因子身份驗證及使用者行為分析

來為所有用戶強制實施最小權限模型。 

2. 在弱點管理面向：要使用網路層防火牆進行過濾和網路隔離，在所有網路入口/出口

點使用應用層防火牆，利用端點上的白名單和存取控制策略，並在所有網路上使用代

理伺服器及採用負載隔離技術。 

3. 在威脅管理面向：要在端點和關鍵網路閘門上使用基於簽章的反惡意軟體，在關鍵系

統上使用基於簽章的檢測技術，在重要網路上使用入侵檢測和預防。使用網路和端點

上的簽章，沙箱爆炸和啟發式檢測威脅，並在數據和應用程式中加入違規檢測功能。 

4. 在信任管理面向：要使用一次性加密通訊，通訊和端點存儲要做全碟加密， 實施金

鑰管理系統，採用集中管理的機密性和完整性加密服務。 

 

（六） 數位政府(Digital Government) 

首先，泰國提出 Thailand 4.0 計畫，其核心理念為繁榮、安全及永續，並將傳統作業

轉型為智慧農業、中小型新創、優質服務、智慧員工以及自主科技。 

 

 

圖 14：泰國 Thailand 4.0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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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現 Thailand 4.0 計畫，泰國政府同步進行多項措施，包括 EEC 區域發展計畫、泰

國數位園區(Digital Park Thailand)、智慧數位中心協作( Smart Digital Hub Collaboration)、以

及電子化政府局轉型(從 EGA 轉型為 DGA)等。 

EEC 區域發展計畫是 Thailand 4.0 計畫下的一項區域發展計畫，旨在充分利用位於東

協(ASEAN)的戰略位置，該計畫先專注於三個省：春武里府，羅勇府和北柳府(Chonburi, 

Rayong, and Chachoengsao)，期望引領泰國在實體和社會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有重大發展

和轉型。 

泰國數位園區係透過 CAT(CAT 電信-泰國骨幹網路營運商之一)、泰國數位經濟發展

部(MDES)、泰國工業區管理局 (IEAT)和戰略合作夥伴之間的合作，園區在 EEC 上建立

起“全球參與者和投資 - 工作 - 學習 - 遊戲的世界級數位牧民基地。”它也希望培養

數位人才、數位產品和服務來支持其他設置在 EEC 的企業。數位園區座落於有利的的戰

略地點，其周邊包括有衛星地球站和國際海底電纜站、素萬那普機場和烏塔堡機場、以

及正在建設中的運輸基礎設施，另有先進大學和數位學院、數位創新空間與智慧生活空

間。 

智慧數位中心協作部分， 2018 年 4 月 19 日阿里巴巴集團與泰國政府簽署了 4 份諒

解備忘錄(MOU)，以促進對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投資和數位經濟的發展。4 個 MOU 包括(1)

在 EEC 投資“智慧數位中心” 3.2 億美元，旨在改善與中國和 CLMV(柬埔寨 Cambodia、

寮國 Lao、緬甸 Myanmar 和越南 Vietnam，簡稱 CLMV，是俗稱的東協「新四國」)的物流

和貿易；(2)開展數位和電子商務領域的人才發展，阿里巴巴加入泰國同行，開發數位和

電子商務人才；(3)為泰國中小企業和新創公司提供數位和電子商務技能開發服務；(4)與

泰國旅遊局合作開發泰國旅遊平台，該平台將與其他媒體聯結起來。 

電子化政府局(EGA)轉型為數位政府局(DGA)，並從原本隸屬於數位經濟社會部改為

隸屬於總統府，以宣示對於數位政府發展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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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泰國 EGA 轉型 DGA 

 

臺灣報告從電子化政府服務轉型為數位政府服務，聚焦於 My Data 機制將個人資料

擁有權以及使用決定權還給民眾之想法，亦說明以 Open API、即時身分確認與認證授權

之技術，來實現 My Data 服務理念。 

為了實現 My Data 服務目標，臺灣採用了兩種 My Data 服務模式，第一種模式是個人

可以從各政府機關下載自己的資料，並自由地提供給其他政府機構或私營部門以取得更

精準的服務。例如可以下載個人健康或醫療記錄，然後提供這些資料給保險公司以製定

更好的合約。 

第二個模式是個人可授權服務提供商，允許其從資料提供者獲取這個人的個人資料。 

在第二個模式中，服務提供商必須即時取得民眾對於存取個人資料的授權，而不是事先

讀取所有人的個人資料。 如此，公私部門才可以在不違反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律的情況

下，提供靈活多樣的創新服務。 

此外，各機關建置 My Data 服務時，可連結資料提供機關的 Open API 取得資料，以

Open API 提供資料的目的是希望不同服務可以重覆連結相同 API，讓服務程式與資料存

取獨立開來，如此資料提供機關無需為了不同服務而建置不同資料存取介面。此外，My 

Data 服務即時取得該民眾各種個人資料，則可以即時判斷該民眾需要甚麼服務，而非將

一堆服務提供民眾自己判斷篩選出需要的或可以申辦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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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臺灣 My Data 兩種服務模式 

 

 

圖 17：臺灣 My Data 服務情境 

 

（七） 智慧製造(Smar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4.0”)  

Kazakhmys Corporation 提出，為確保有效支持智慧製造的戰略任務，資訊功能的轉變

是必要的，其轉變的戰略目標包括：提供長期技術競爭力、維持生產和管理過程的經濟

效率、提供足夠的勞動安全水準。此外，資訊功能的轉變過程中要克服一些挑戰，包括：

必須建立共同的訊息空間和引進國際級的現代管理系統、確保有效管理和運用資訊技

術、利用現代資訊工具實現生產過程的自動化、為資訊系統和資料處理中心的運作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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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容錯基礎設施、提供必須的資訊安全。 

資訊轉型的基本原則，包括： 

1. 建立共同資訊空間和資訊系統運作規則，在執行生產任務和活動（生產，採購，人

事管理和工業安全部門）的同時建立整合的資訊解決方案，以降低資訊系統的運營

和維護成本。 

2. 提供資訊整體的現代化和工業自動化的技術支持，建立和複製高科技生產管理系統

和會計系統，以建立用於執行生產任務的整合資訊解決方案。 

3. 資料傳輸基礎設施的現代化和整合的雲端資料中心。 

4.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的現代化，建立單一資訊收集和分析中心與資料倉儲，並且過渡

到現代運營模式和雲端技術的使用。 

5. 控股和公司的資訊集中管理，過渡到單一回報政策，最大限度地降低運營期間威脅

和損失的可能性，並且確保資訊解決方案符合企業的要求和發展趨勢。 

最後，資訊整體架構中，企業系統交互參考的模型如下： 

1. 自動化企業生產管理系統（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MES），用於管理企業生產

過程的自動化系統，旨在解決與提高管理效率和生產資源分配相關的任務。 

2. 自動化過程控制系統（ACS TP），一種軟體和硬體的複合體，旨在將企業中的技術與

設備管理自動化。 

3. 自動商業電力會計系統（AMRMS），電力商業核算系統（容量）。 

 

（八） 數位轉型-國際及中亞案例(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Successful Projects in Central Asia) 

本議題分享包括阿塞拜疆共和国(Azerbaijan)的 Bona Dea 國際醫院以資通訊技術導

入，讓病人得到更好照顧；以及日本早稻田大學 Naoko IWASAKI 教授分享的”日本老齡

化社會的銀髮資通訊創新”( Silver ICT Innovation for Aging Society in Japan)。 

其中，IWASAKI 教授說明日本已成為世界第一超級老齡化社會，這帶來了下列 3 個議題： 

1. 因為勞動力短缺、老年人失業、老年人貧富差距，導致經濟增長潛力下降。 

2. 由於愈來愈增加的老年醫療行為和醫療費用、都會區為老齡化所增加的大型公共基

礎設施建置(包括老舊道路/醫院/學校/建築物)、以及 2050 年 60 歲以上的人口將達到

40％，造成社會保障和醫療系統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 

3. 老齡人口已變成“負擔”而不是“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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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日本老齡化帶來的社會議題 

 

為此，日本在 Society 5.0 計畫中有多項與老齡化社會相關策略： 

1. 5 G 網路下，大數據、人工智慧以及協助生活的產業，共同建立智慧銀髮城： 

根據老年人的要求構建可持續性的模型，以幫助解決每個超齡社會的問題。此類模型

將含括一些協助生活的產業，該類產業會將政府、企業、當地居民和其他參與者連接

到日常生活服務（例如，購物協助、送餐、護理觀察和運輸服務）和社區相關的事務。 

2. 開發實用的資通訊機器人： 

實現資通訊系統服務，例如以溝通機器人彌補老年人身體和認知功能的不足、設法取

用老年人的經驗和知識、以及解決護理領域勞動力短缺問題。  

3. 老齡化社會的自駕車： 

無人駕駛汽車（有時稱為自駕車）是一種類機器人的車輛，其設計為在沒有操作人員

的情況下在目的地之間行駛，可協助無法開車的老人從家裡到醫院或商場等必須前往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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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日本因應老齡化擬提供的機器人服務 

 

IWASAKI 教授提到，在老齡化社會中，數位政府在災害防範與管理中應注意如下教訓： 

1. 從日本 3.11 地震的教訓中，對於災害管理應加強業務永續運作和供應鏈管理。 

2. 制定業務持續性計畫及災難復原計畫，以確保在發生重大中斷或災難時，組織的關鍵

業務功能可以繼續執行。 

3. 受災地區 70％~80％的受害者是老年人，所以關鍵是要減少老年人的數位落差。 

 

（九） 拜訪納札巴耶夫大學(NAZARBAYEV UNIVERSITY) 

納扎巴耶夫大學(NU)是在 2010 年哈薩克共和國總統的倡議下成立的，是該國的旗艦

學術機構，它是一個以英語為主的機構，擁有國際教職員工，渴望成為一所全球性的一

流研究型大學。這是哈薩克第一所以自治和學術自由為原則的大學，哈薩克共和國法律

於 2011 年 1 月 19 日授予大學自治地位。 

本次於 NU 的會議由 Prof. Michael Lewis 接待，首先他與其同仁先帶大家參觀該大學

多項新式建築，不難從其中看到其人性化的建築設計與自由的研究氣氛。但後續由於我

們停留的時間不多，因此在研討會中，IAC 多位成員向 Prof. Michael Lewi 簡報說明相關

學術研析與政府服務進展並接受短暫諮詢後，會議即告結束。前述報告包括多項已在前

兩日於 IAC 會議報告議題，以及電子治理中心廖副教授洲棚分享我國數位發展與資訊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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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研究及培力經驗。 

 

圖 20：納札巴耶夫大學內部空間設計 

三、IAC 會員會議內容 

IAC 主席 Jean-Pierre Auffret 邀請我國參加 IAC 相關議事討論，其中 3.(1)我方較關注

的日本早稻田大學所辦理國際數位政府評比調查(Digital Government Ranking)報告，本次並

未實際報告內容，據了解係由於尚有 8 個國家未交付調查報告所致，主席僅宣布本年度

應發布的數位政府評比結果預計將於 9 月發布。 

在議程 3.(6) ，由我方莊副處長明芬簡要介紹 IAC 14 屆年會將於 2019 年 9 月 25 日至

27 日在臺灣舉辦，並歡迎各國來參加。由於莊副處長前一日已在大會結束前，以簡報及

短片介紹臺灣的便捷生活科技應用以及飲食、文化、旅遊之特點，並且博得與會者興趣，

因此在這裡僅做簡單重申。 

在議程 5 的 Report from National Chapters 時段，我方廖副教授洲棚說明臺灣電子治理

過去一年進展，包括電子治理中心過去的研究面向與成果，以及對於資訊長與各層級資

訊人員之培力情況，其他國家也簡要重申其數位服務進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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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IAC 會員會議議題 

 

IAC 主席 Jean-Pierre Auffret 於會後來信感謝，特別提及我國在本次會議的分享，以

及同意於 2019 年 9 月 25 日至 27 日主辦第 14 屆 IAC 年會。此外，也提及將於本年 10 月

初在台北舉行的 APEC TEL 舉辦數位政府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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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及建議 

一、心得 

（一）參與國際產、政、學、研服務討論會議，有助於提升視野 

本次國際資訊長協會(IAC)與國際數據資訊（IDC）會議聯合舉辦，因此整體

會議內容包括學界、政府以及企業知識經驗分享，由於個別立場與觀察角度不同，

也讓大家可以多面向的觀察問題，而不會流於太理想或太現實。 

 

（二）各國數位服務進展快速，我國應持續加快腳步，以提供優質服務 

我國電子化政府表現亮眼，並積極參與國際會議，因此獲得各國尊重，隨著

數位時代來臨，很多國家都加快腳步轉型，甚至以前電子化政府表現不佳的國家

也以跳蛙方式跨越不必要承受的資訊障礙與負擔，我國也應持續思考實現數位政

府服務，以提供民眾優質服務，並且保持國際領先地位。 

 

（三）人性、資訊與科技的調和，各國仍在摸索中前進 

從本次各項分享可以看出，各政府、學界、企業仍在摸索如何有效制定運用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巨量資料(big data)、物聯網(IoT)..等技術的策略，如

何加入人性關懷而不被技術綁架。雖然各國都在摸索前進，卻仍然要持續前進，

否則若等到一切明朗才往前，將會失去先機，無法再占有一席之地。 

 

二、建議 

（一）積極於國際會議分享我國經驗以提升能見度，並取得各國數位政策發展趨勢，完

備我國數位政府規劃。 

（二）推動政府資訊服務的創新與整合，以人為本，除了服務優化外，應同步考量公平

提供數位機會。 

（三）積極爭取我國主辦國際會議，以增加我國國際能見度，並建立網絡，媒合及行銷

我國資通訊產業軟實力。 

 

三、後續工作事項 

（一）持續與 IAC 討論，於明(2019)年 9 月完美辦理 IAC 第 14 屆年會。 



 

肆、附錄 

一、2018 國際資訊長協會(IAC)第 13 屆年會議程 

 

 



 

 

 

 

 



 

 

 



 

 

 

 



 

 

 
 



 

二、活動照片 

 

圖 22 我國出席人員 

 

 

圖 23 部分 IAC 出席人員合影 



 

 

圖 24 與 IAC 主席 Jean-Pierre Auffret、副主席 Naoko IWASAKI 合影 

 

 

圖 25 參與 IAC 會員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