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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企業以永續經營為目的，隨著行動資訊與大數據普及，在人工智慧來

襲的資料時代，經營環境瞬息萬變，科技策略融合設計驅動跨界創新，讓

更多企業善用設計力共同創造新的服務體驗，結合資料在市場中建立獲利

的商業模式，進而達到永續經營。 

    本局於 104 年與泰國、日本、韓國、菲律賓、印尼等經濟體共同推動

成立「亞洲開放資料合作夥伴」(Asia Open Data Partnership，以下簡稱

AODP)，委由台北市電腦公會擔任常設秘書處。推動至今已有 11 個經濟

體 18 個夥伴，成員包括臺灣、日本、泰國、韓國、印度、馬來西亞、印

尼、菲律賓、柬埔寨、越南、緬甸等國之推動開放資料與資料經濟相關政

府單位、產業組織、指標社群等，各會員經濟體透過每年輪流辦理高峰論

壇以促進交流，亦期望能透過設計力驅動科技力，創造更多跨業、跨界的

商業可能。 

    本年度由日本擔任主席國，日本內閣官房情報通信技術總合戰略室

(Cabinet Secretariat)擔任指導單位，日本東京大學執行，並於 10/7~10/9 於

東京大學本鄉校區(The University of Tokyo, Hongo Campus)舉辦「2019 亞

洲開放資料合作夥伴年會暨開放資料高峰會(2019 AODP Dialogue and 

Open Data Summit」，本次論壇臺灣共參與兩場次綜合論壇，包含「永續發

展目標與開放資料(SDGs & Open Data)」由本局吳明徽科長與臺灣開放資

料聯盟(Organzation for Data-driven Application，以下簡稱 ODA)彭啟明會長

共同參與座談，而「智慧城市與資料流通(Smart City & Data Flow)」場次

由 ODA 陳奕廷副會長參與座談，會中與亞洲各國共同探索資料驅動跨域

整合的可能性。期間與各國共同辦理「亞洲資料創新應用大擂台(以下簡稱

大擂台)」頒獎典禮，促進各國優秀跨國人才面對面交流，本年度參賽隊伍

已初見將設計思維融入解決方案，值得鼓勵。 

    本次出國活動由本局吳明徽科長與我國政府推動開放資料相關單位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亞洲資料創新應用大擂台(Asia Open Data 

Challenge)臺灣得獎代表、資料經濟生態系推動計畫人員及臺灣資料服務業

者等，一同參與日本主辦之「2019 亞洲開放資料合作夥伴年會暨開放資

料高峰會」，期許透過國際間密切互動交流，將臺灣產業影響力廣佈至亞

洲各國、拓展海外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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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出國目的 

「設計」是驅動我國經濟成長之重要推手，更是促進整體產業升級重要的軟實力，

為提升「設計」在公共服務的影響力及推動產業創新，以設計驅動創新來提升國家競

爭力，有三個重點目標：以設計驅動企業賦能，打造設計領先型企業；以設計導入公

共政策，建構公共服務生態系，以設計帶動社會創新，形塑永續性地方發展。 

    然而，臺灣產業慣以市場及技術驅動創新擴展產業發展，在大數據、智慧裝置、

行動應用、科技整合以及高值化轉型等智慧產業時代，需要更多的跨域知識和技能投

入，也需要應用大量的資料分析與應用，才能以設計帶動下一波產業升級，及創造有

感施政服務。 

    有鑑於此，本局持續參與「亞洲開放資料合作夥伴(Asia Open Data Partnership， 

AODP)」，由臺灣擔任秘書處，藉由 AODP 每年辦理高峰論壇、黑客松、趨勢研究視訊

會議等，互相觀摩學習，並期望以設計結合資料應用導入公共政策，及以設計驅動企

業賦能，創造更多跨業與跨界的商業可能。本年度由日本擔任第五屆 AODP 主席，於

日本東京辦理「2019 亞洲開放資料合作夥伴年會暨開放資料高峰會(2019 AODP 

Dialogue and Open Data Summit)」，本次論壇臺灣共參與兩場次綜合論壇，包含「永續

發展目標與開放資料(SDGs & Open Data)」由本局吳明徽科長與臺灣開放資料聯盟

(Organzation for Data-driven Application，以下簡稱 ODA)彭啟明會長共同參與座談，而

「智慧城市與資料流通(Smart City & Data Flow)」場次由 ODA 陳奕廷副會長參與座

談，會中與亞洲各國共同探索資料驅動跨域整合的可能性。 

    另為促進跨國資料服務產業合作商機，除 AODP 主辦國安排行程外，並由本局自

行安排資料經濟參訪，帶領我國資料服務業者，與日本推動資料經濟相關業者交流，

使臺灣廠商增進開放資料應用的成功經驗、拓展在日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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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團員組成 

表 1 團員名單 

類別 單位/公司名稱 姓名 職稱 

團長 經濟部工業局 吳明徽 科長 

公協會 臺灣開放資料聯盟 
彭啟明 會長 

陳奕廷 副會長 

計畫 

執行單位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張雅婷 總監 

黃嘉玟 規劃師 

李宜蓁 規劃師 

國際組織 亞太資通訊科技聯盟(APICTA) 范錚強 理事 

其他政府單位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 廖慧美 研究員 

法人單位 資策會科法所 陳譽文 專案經理 

資料服務業者 

台灣經濟新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陳韶薇 協理 

智影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林香君 創辦人 

劉宗誼 產業顧問 

陳見齊 專案經理 

跨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煌昌 創辦人 

愛碼市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官欣怡 創辦人兼執行長 

Taku Shikama 

鹿間卓 
共同創辦人 

亞洲資料創新

應用大擂台 

領獎團隊 

無敵霸主獎-Kaviiland 

卡維蘭股份有限公司 
洪毅宏 創辦人 

超群王者獎(微軟&PChome)- 

SHOWHUE 選優科技有限公司 
劉憶涵 創辦人 

超群王者獎(微軟&PChome)- 

HitoFun 巨紳資訊有限公司 
黃欣 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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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行程表 

表 2 出國行程表 

時間 議程 活動地點 

10/7(一)  

 啟程，抵達日本東京 

 參與 AODP 年會閉門會議，與 AODP

夥伴交流 

 參與 AODP 主席晚宴暨亞洲資料創新

應用大擂台頒獎典禮 

臺北東京 

10/8(二) 

 日本資料服務產業應用參訪，參訪捷訊

株式會社(Quick Corp.) 

 參與 AODP 開放資料高峰會 

 返程，返抵臺灣桃園 

東京 

東京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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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工作內容 

      為促使亞洲各經濟體推動開放資料，並期能結合設計驅動社會創新，藉由跨經

濟體合作，促進區域繁榮，本局 2015 年 10 月在我國政府與民間齊力下，與亞洲各國

Open Data 相關組織與單位建立合作交流之聯絡網「亞洲開放資料合作夥伴(AODP)」，

透過每年辦理高峰論壇、黑客松、趨勢研究視訊會議等，進行資源共享及經驗分享，

以促進亞洲區域開放資料發展策略、與設計驅動創新經驗及案例交流。目前 AODP 共

計 11 個經濟體 18 個夥伴，包含：臺灣、泰國、印尼、柬埔寨、印度、日本、韓國、

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緬甸等，如下表 3。 

表 3 108 年度 AODP 夥伴名單一覽表 

編號 經濟體 單位 屬性 

1 臺灣 開放資料聯盟(ODA) 民間單位 

2 泰國 泰國數位政府局(DGA) 行政法人 

3 泰國 泰國社會企業培育組織(Change Fusion) 民間單位 

4 韓國 韓國情報化振興院(NIA) 行政法人 

5 印尼 印尼全球資訊網基金會(ODLab Jkt) 國際組織 

6 印度 印度電子資訊技術部(MeitY) 政府單位 

7 印度 智慧城市實驗室(Smart Cities Lab) 民間單位 

8 柬埔寨 柬埔寨開放發展研究院(ODC) 民間單位 

9 日本 
日本內閣官房情報通信技術總合戰略室(Cabinet 

Secretariat) 
政府單位 

10 日本 活用・地方創生推進機構(VLED) 民間單位 

11 菲律賓 Loopr 企業 

12 菲律賓 
Jesse. M. Robredo 治理研究所(Jesse M. Robredo 

Institute of Governance, DLSU-JRIG) 
民間單位 

13 
馬來西

亞 

馬來西亞非政府組織陽光計畫(Sinar Project) 
民間單位 

14 
馬來西

亞 

馬來西亞施政現代化與管理單位(MAMPU) 
政府單位 

15 越南 越南開放發展研究院(ODV) 民間單位 

16 越南 越南人類與自然中心(PanNature) 民間單位 

17 緬甸 緬甸湄公流域開放發展研究院(ODM) 民間單位 

18 緬甸 自然資源治理研究院緬甸辦公室(NRGI) 國際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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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赴日與 AODP 各經濟體夥伴進行交流，同時透過參與掌握各國政府開放資料的發

展策略、推動做法與範例，針對資料驅動跨域整合進行交流，茲針對此行參與之會議

重點說明如下。 

一、 2019 AODP 年會 

    本年度亞洲開放資料合作夥伴由日本擔任主席，假日本東京大學情報學院會議室

辦理，由本局以臺灣官方代表與會，另臺灣 Open Data 聯盟彭啟明會長代表臺灣參與會

議，將分享我國年度亮點活動與開放資料加值應用最佳範例，共 11 個經濟體 15 個組

織 26 人與會。 

（一） 時間：2019 年 10 月 7 日 16:30~18:30 

（二） 地點：日本東京大學本鄉校區 Daiwa Ubiquitous 學術研究館 3 樓 

（三） 議程：如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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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AODP 年會議程表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16:30-16:40 開幕致詞 
第 5 屆 AODP 主席東京大學情報學院副院長越

塚登 

16:40-16:50 

秘書處工作報告 

追蹤第 4 屆決議、夥伴

更新、亞洲主題式資料

平台規劃 

AODP 秘書處  

台北市電腦公會黃嘉玟計畫專案經理 

17:00-18:00 

開放資料與資料經濟發

展 策 略 進 展 報

告—AODP 各國夥伴 

1. 柬埔寨：柬埔寨開放發展研究院(ODC)計畫

部副部長 Ms. Ta Sovannary 

2. 印尼：全球資訊網基金會(Web Foundation)

研究經理 Dr. Glenn Maail 

3. 韓國：韓國情報化振興院(NIA)經理 Dr. Jo 

Hyun-Woong 

4.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施政現代化與管理單

位(MAMPU)顧問 Ms. Fazidah Abu Bakar 

5. 緬甸：緬甸湄公流域開放發展研究院

(ODM)高級顧問 Pyrou Chung 

6. 菲律賓：Jesse M. Robredo 治理研究所

(DLSU-JRIG)所長 Dr. Francisco A. Magno 

7. 臺灣：Open Data 聯盟 彭啟明會長 

8. 泰國：泰國數位政府局(DGA)數位政府副局

長 Dr. Charin Thiratitayangkul 

9. 日本：日本活用・地方創生推進機構

(VLED)理事長 Mr. Ken Sakamura 

10. 越南：越南人類與自然中心(PanNature)研

究助理 Dr. Do Van Hung 

18:00-18:15 
討論2019年AODP憲章

/宣言 
東京大學情報學院副院長越塚登 

18:15-18:25 

第五屆主席規劃報告 

現任主席邀請明年度主

席就籌備規劃發表意見 

東京大學情報學院副院長越塚登 

18:25-18:30 主席閉幕致詞 東京大學情報學院副院長越塚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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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會議重點 

1. 秘書處工作報告 

AODP 秘書處表示 2019 年新增 2 個夥伴，目前 AODP 共計 11 個經濟體 18

個夥伴，新增夥伴為馬來西亞施政現代化與管理單位(MAMPU)、自然資源治

理研究院緬甸辦公室(NRGI)，未來期待更多亞洲經濟體及更多元組織的佳

儒，共同推動亞洲資料經濟的應用，活化區域經濟發展。 

本次臺灣 AODP 秘書處亦特別邀請國際組織 APICTA 范錚強理事以國際組織

跨域合作觀點分享亞洲開放資料共通平台，平台架構主要參考歐洲資料平台

(European Data Portal, EDP)，以 CKAN 為基礎，具備搜尋、儲存與進階功能

與 18 種不同開放資料及各國語系，希冀促進資料互通整合，強化未來開放資

料合作機會。 

2. 開放資料與資料經濟發展策略進展報告 

各夥伴依其國家重點領域分享亮點活動與最佳範例，重點包含： 

(1) 柬埔寨：目前開放資料的運用領域主要為數位化政府，然而國內相關基

礎建設仍需加強，而民眾對於 ICT 運用與資料的需求日益增加，未來推

動將與湄公河下游相關國家合作共同推動。開放資料成長關鍵在網路與

社群媒體，本年重點活動為 Open Data Day、Women in Open Data 等方式

推動，明年希望能協助國內開放資料團體持續增長，會議更表達將爭取

擔任 AODP 2020 主席之意願。 

(2) 印尼：目前仍持續推動國內開放資料的發展，惟進展較預期中緩慢，組

織將致力於讓民眾可取得開放資料、可使用開放資料、並保護個人資料，

明年度規劃從地方角度與國內地方政府合作推動開放資料應用。 

(3) 韓國：開放資料進展從 1996年的政府透明宣言開始，目前國內共有 28,400

個開放資料集，這些開放資料對於發展智慧城市與人工智慧(AI)應用上

具重要貢獻，明年度規劃發展國家資料平台，並協助政府善用資料進行

決策。 

(4) 馬來西亞：從 2014 年開始發展開放資料，2015 年開始舉辦開放資料黑客

松，目前政府開放資料網站提供 13,120 個開放資料集，明年度發展重點

為健全開放資料法規及運用，並將與國際機構如國際開放資料憲章(Open 

Data Charter)有更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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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緬甸：為了讓湄公河下游流域的各國人民易於使用客觀且有用的資訊與

資料，目前藉由民間力量，與泰國、菲律賓、越南、柬埔寨等經濟體共

同推動湄公河流域一站式政府資料查閱服務平臺，並推廣開放資料能力

建構，協助提升原住民教育水準，強化原住民在開放資料的知識。 

(6) 菲律賓：政府從 2016 年開始努力發展 ICT 相關的產業，而開放資料是發

展電子化政府與政府透明度的基礎，組織致力於推動開放資料的科技發

展，以推動國家數位轉型。目前菲律賓政府擬定了菲律賓數位戰略，旨

在塑造一個具備數位能力、創新、有全球競爭力，提升競爭力以實現繁

榮發展。透過公開發佈的政府資料，民間可以開發資料視覺化工具，將

單純的數據行為轉化為故事敘事與提供決策等。 

(7) 臺灣：臺灣政府已經有 41,000 筆開放資料集，在本局的指導下，資料經

濟生態系推動計畫舉辦跨界新視野資料經濟產業創新國際沙龍、參加開

放政府夥伴計畫高峰會、舉辦亞洲資料創新應用大擂台等活動，運用公

私部門的開放資料，讓民間公司加以應用後發展出各種創新服務，創造

出 60,000 美金的年產值，下一個階段將發展亞洲開放資料平台以創造更

多的資料經濟。 

(8) 泰國：致力發展電子化政府，今年度泰國政府制定資料交換機制的相關

法規，以 Data.go.th 作為平台提供開放資料集，希望用資料市集的概念發

展大數據、物聯網的運用。 

(9) 日本：2017 年日本內閣官房情報通信技術總合戰略室發佈推薦資料集列

表，為使地方政府可用標準化的格式進行資料發佈，如 AED 設置地點、

老年照護服務、觀光景點、公廁、避難空間等，並任命多位專家作為開

放資料傳播者(Open Data Evangelists)，每位傳播者都以促進地方政府開

放資料再利用作為中心，並協助地方政府建立開放資料平台網站以及地

方政府的開放資料指南，包含地方府開放資料 100 個的案例(Open Data 

100)。 

(10) 越南：以社區為目標促進社區開放相關資料，並強化核心能力建構，開

放過程更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為主題進行資料分析與開放，每年積極辦理各項資料培訓相關活動。且

政府從 2000 年即開放原始碼，2014 年提出開放資料手冊(Open Data 

Handbook)，說明為何要、什麼是、以及如何運用開放資料等內容。 

3. 會議結論與後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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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亞洲各國等皆表達高度參與跨國交流活動意願，並將評估明年共同參與

AODP 系列活動(如亞洲資料創新應用大擂台、工作坊等)之可行性，會後

將持續追蹤，協助促成明年更多的夥伴攜手一起交流。 

(2) 與會代表皆同意明年 IODC 2020 共同以 AODP 的名義與國際組織互動或

參與，也可共同參與其他國家的分論壇，擴大國際鏈結網絡。 

(3) 亞洲各國等皆表達認同 AODP 憲章(AODP Charter)發起作為一個起點，

同意如將開放資料作為政府的優先任務、及時性而全面性、易存取性與

可利用性、可比較性和可相互操作性、可用來改善治理和公民參與、促

進兼融包容和永續發展、促進創新和經濟成長、促進亞洲開放資料聯盟

夥伴國之間的合作協力等議題，也同意提供必要的資源，進行跨國合作。 

 

圖 1  AODP 年會全體出席人員合照 

二、 AODP 主席晚宴暨亞洲資料創新應用大擂台頒獎典禮 

（一） 時間：2019 年 10 月 7 日 18:30~20:00 

（二） 地點：日本東京大學本鄉校區學術研究館 B1 

（三） 重點紀錄： 

為強化亞洲國家深度交流及合作，以「政府開放資料」及「以設計帶動社

會創新」為主軸，與亞洲各國聯合舉辦 2019 年「亞洲資料創新應用大擂台(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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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Data Challenge)」。本競賽為刺激創意激盪資料的創新應用外，更強化各

國企業鏈結，挖掘資料商業創意與應用性，促進跨國人才交流，打造更多國際

合作契機。從過去 4 年與泰國、印尼、日本、韓國合作辦理的經驗中可看出，

作品已從資料視覺及技術整合，進入跨國資料創新及強化分析，並藉由 4 年與

亞洲國家共同舉辦國際競賽經驗，深知唯有透過更多媒合的資源串接得獎作品

及跨國人才，更得以促進後續跨國合作機會鏈結國際能量，因此今年以「亞洲

資料創新應用大擂台」出發，除與各國攜手共同鼓勵團隊運用開放資料激發創

意外，更致力邀請企業進行設組並出題，透過各國邀約之解題團隊，依企業題

型與產業需求，提升團隊實務能量，促進作品及跨國人才與產業更加緊密扣

合，更可協助出題企業提升國際曝光度並挖掘人才，激盪更多跨國型服務。 

    今年本局與韓國 National Information Society Agency、日本 Vitalizing Local 

Economy Organization by Open Data & Big Data、泰國 Digital Government 

Development Agency 共同舉辦，為了鼓勵跨國資料的使用，今年度各國針對大

會組以「智慧生活(Smart Life)」為主題，開發多元化生活應用服務、具備創新

及商業應用，發展創新且便於民眾使用之產品或服務。為了強化企業的連結，

今年的活動也特別邀請了國際知名的企業如：HERE Technologies、臺灣微軟股

份有限公司&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技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氣

風險管理開發有限公司共同參與設組，分別提供了地理圖資主題、空氣指數主

題以及電商行銷主題，鏈結跨國開放資料應用深度交流與刺激亞洲區域民間創

意。總計今年大會組共有 84 個投件作品、企業組共有 42 個投件作品，規模更

勝往年。8/30(五)跨國競賽中 4 國分別選出無敵霸主獎、超群王者獎、以及跨

國人氣獎共計 15 名。 

    頒獎典禮共有四個大會組團隊授獎：臺灣、日本、韓國、泰國，以及三個

設組企業代表：HERE Technologies 由北亞區地圖數據和地理訊息部門總監

Michael Cheong 代表頒獎、技嘉/天氣風險由天氣風險彭啟明總經理代表頒獎、

微軟/PChome 由 PChome 曾薰儀策略長代表頒獎。頒獎典禮由日本主席東京大

學情報學院副院長越塚登揭幕，各國頒獎代表與得獎團隊齊聚一堂，跨國交流

的氣氛十分熱絡。各國於頒獎典禮中表達意願持續參與跨國競賽，本局吳明徽

科長親自頒發獎項給臺灣的無敵霸主獎 Kaviiland 團隊代表洪毅宏，並致贈禮

品給日本主席，現場總計有約 63 位參與此項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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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頒發無敵霸主獎給臺灣 Kaviiland 團隊  圖 3 主席晚宴暨頒獎典禮所有夥伴大合影 

 

表 5 亞洲資料創新應用大擂台得獎團隊一覽表 

國籍 團隊名稱 介紹 

大會組(無敵霸主獎) 

臺灣 Kaviiland 

Kaviiland 以果實特徵、天氣因素等開放資料，加上團隊成熟的監測

技術來掌握水果的生長，並隨時採取應急措施以減少水果收穫不佳

的風險。同時，通過冷鏈加工技術，解決了丟棄水果的問題。 

日本 STANDY 

團隊收集了離峰時間的通勤開放資料，運用使用者 Line 訊息 API 和

GPS 之間的連接，並將資料以視覺化圖表方式提供給使用者，使用

者每週都會收到關於通勤狀況的電子郵件，後台管理者並可以

AR/VR 觀看交通狀況，預計可解決 2020 東京奧運期間的交通問題。 

韓國 Mad Synergy 

團隊整合和共享亞洲的非法捕撈相關開放資料，開發非法捕撈預測

模型，且製作各種非法捕撈相關報告，提高取締非法捕撈的效率及

達到事先預防的效果。 

泰國 Black cat 

Black Cat 以開放資料解決泰國嚴重的道路交通擁堵問題，通過使用

路口攝影機的圖像資料和交通資料來確定交通擁堵狀況，告知使用

者區域的交通密度，幫助使用者避開擁塞路段，並以人工智慧深度

學習建立交通預測模型。 

企業組(超群王者獎)-Here Technologies 

日本 STANDY 

團隊收集了離峰時間的通勤開放資料，運用使用者 Line 訊息 API 和

GPS 之間的連接，並將資料以視覺化圖表方式提供給使用者，使用

者每週都會收到關於通勤狀況的電子郵件，後台管理者並可以

AR/VR 觀看交通狀況，預計可解決 2020 東京奧運期間的交通問題。 

日本 SmartLifeSaver 

當自然災害發生時，SmartLifeSaver 提供的災害通報平台可協助民眾

在短時間內逃離海嘯等天災，並透過災難照片分享，讓政府可以立

即收集自然災害資料並傳播給民眾以避免更進一步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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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組(超群王者獎)-微軟&PChome 

臺灣 SHOWHUE 

SHOWHUE 協助零售商提供 AI 識別解決方案，使用對象識別模型

分析社交媒體的趨勢，通過演算法和深度學習，智能零售助理

“USSISTANT”幫助客戶更聰明地購買，也可以幫零售商銷售更多、

準確預測客戶行為。 

臺灣 HitoFun 
HitoFun 著眼於計程車空繞的問題，提出「標價」服務想法，讓司機

可以有機會提供折扣價格給旅客，提升營運效率，並降低資源耗損。 

企業組(超群王者獎)-技嘉&天氣風險 

韓國 JNU_ITSOC 

團隊通過預先處理的氣象模組將 KMA 測量(雲量，氣壓，濕度，細

塵，風速，風向等)製作成 2D 陣列，然後將按時間順序對資料進行

分組，並將它們與實際值一起放入捲積 LSTM 模型中，以提供足夠

的訓練。此外，也使用驗證數據的參數調整進行優化，以使其處於

適當的誤差範圍內。 

 

三、 參訪日本捷訊株式會社(Quick Corp.) 

（一）時間：2019 年 10 月 8 日 10:30~11:30 

（二）地點：日本捷訊株式會社 

（三）參訪紀錄： 

此次特別參訪日本捷訊株式會社(Quick Corp.)，是日本經濟新聞社集團旗下

的金融資訊商，為客戶即時提供全球證券和金融資料，成立日期為 1971 年，註

冊資本為 6.6 億日元，員工人數約為 666 人，營業額為 319 億日元(截至 2019 年

4 月 1 日)。 

    國際事業部郝冠群經理與羅惠美經理介紹，Quick 主要為電視和日本經濟新

聞報刊等提供股票資訊、商品價格、投資信託產品運營等資料資訊；並承接包

括日經 225 平均指數和日經平均股價等代表日本經濟命脈的指數計算工作，這

些指數計算的準確性深受證券公司、金融市場、機構專家的好評和信賴。Quick

近年也開始著力營運商務資料市集平台，讓業者可透過平台利用下載之資料，

發展出更多的服務，並思考推廣 B2C 的服務，希望可以在穩定的 B2B 的市場外

再創造新的市場。 

    目前 Quick 的資料庫集中在金融產業，除了提供資訊系統外，並成立三大

研究所，分別為 

1. 資產運用研究所：面對高齡化社會，開始財富管理的服務，分析師分析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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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負責提供重要的產業報告供各證券與金融參考，以評分來讓客戶知道基金

的風險。 

2. 企業價值研究所：從各個不同角度分析評價企業，以資料計算公正、可靠的

企業價值，並用明白易懂的方式呈現。除了源於細膩取材的獨家報告及

QUICK 模型研究之外，更積極提供最新技術進行資料分析，為客戶帶來企

業資料。 

3. ESG 研究所：因應環境，社會和治理(Environment, Social, Government)資料

的激增，推動了金融市場幾十年來最重要的趨勢，這些額外的財務資料可以

比以往更多告訴我們有關公司的營運狀況。Quick 跟投資顧問公司 Arabesque 

S-ray 合作，全球有五萬多個研究員，利用財經領域的開放資料為上市公司

做評比。 

    思考臺灣的資料服務商業模式，資料的分析與提供以臺灣的精誠資訊亦

同，但 Quick 開始因應高齡化既有客戶減少，近年轉型提供客製化服務，為企

業提供量身打造資產管理、訂單安排、資訊網路建設維護等。目前服務上目前

也開始提供線上交易及 Mobile APP 的訊息服務，不只透過線上，Quick 的營業

員會以電話方式維繫客戶關係，也藉由客戶電話中的回饋隨時調整資料應用的

策略、提高顧客滿意度。 

    目前 Quick 跟臺灣業者(如：臺灣經濟新報)或其他國家業者的主要合作模

式，主要以購買的方式取得財經等相關資料，並以科技分析資料後提供給全球

客戶，經營主體雖以日本企業為主，但在資料的取得卻也逐步趨向與可提供整

合性高之財金資料的業者合作，值得臺灣資料服務業者思考跨國商機趨向。 

 

  

  圖 4 參觀 Quick 財經資料平台            圖 5 參訪團與 Quick 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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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19AODP 開放資料高峰會 

    2019 年 AODP 開放資料高峰會論壇主軸為「智慧城市與資料流通(Smart City & 

Data Flow)、永續發展指標與開放資料(SDGs & Open Data)」，共計 500 多人出席，邀請

推動開放資料之領頭羊，如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以及亞洲開放資料合作夥伴

(如臺灣、泰國、日本、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印尼、柬埔寨、緬甸、越南等)，分

享跨國、跨單位合作的合作經驗，以及國際上開放資料推動趨勢、亞洲合作未來走向。 

（一） 時間：2019 年 10 月 8 日 10:00~17:25 

（二） 地點：日本東京大學安田講堂(Yasuda Lecture Hall) 

（三） 議程：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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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19 開放資料高峰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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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10:00-13:00 亞洲資料創新應用大擂台各國得獎作品展示 

13:00-13:10 開幕致詞 

1. 日本東京大學校長五神真 

2. 日本內閣官房情報通信技術總合戰略室主任三

輪昭尚 

13:10-13:50 專題演講(1) 日本活用・地方創生推進機構理事長坂村健 

13:50-14:05 專題演講(2)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數位政府負責人 Barbara 

Ubaldi 

14:05-14:25 休息時間 

14:25-15:30 

綜合座談(1) 

智慧城市與開放

資料 

主持人：筑波大學教授 川島宏一 

與談人： 

1. NEC 中央研究實驗室副總裁 Mr. Yasunori 

Mochizuki 

2. HERE 北亞區營運總監 Mr. Michael Cheong 

3. 臺灣 Open Data 聯盟 陳奕廷副會長 

4. 全球資訊網基金會(Web Foundation)研究經理

Dr. Glenn Maail 

5. Jesse M. Robredo 治理研究所(DLSU-JRIG)所長

Dr. Francisco A. Magno 

6. APICTA 范錚強理事 

15:40-16:55 

綜合座談(2) 

永續發展目標與

開放資料 

主持人：武藏大學教授 庄司昌彥 

與談人： 

1. 臺灣經濟部工業局 吳明徽科長 

2. 臺灣 Open Data 聯盟 彭啟明會長 

3. 日本 LinkData Association 代表理事 下山紗代子 

4. 馬來西亞非政府組織陽光計畫(Sinar Project)共

同創辦人 Mr. Khairil Yusof 

5. 馬來西亞施政現代化與管理單位(MAMPU)顧問

Ms. Fazidah Abu Bakar 

6. 緬甸湄公流域開放發展研究院(ODM)高級顧問

Mr. Pyrou Chung 

7. 越南人類與自然中心(PanNature)研究助理 Dr. 

Do Van Hung 

16:55-17:15 
2019年AODP憲

章/宣言 
AODP 各國代表 

17:15-17:25 閉幕致詞 東京大學情報學院副院長越塚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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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點摘要： 

1. 專題演講(1)：日本活用・地方創生推進機構(VLED)理事長坂村健擔任主講人 

未來面對高齡化社會，社會將面臨越來越少的人力，經濟基礎將從人力轉為

數位，日本正在發展移動即服務 MaaS(Mobility as a Service)，亟需開放資料的

整合與運用。開放資料最早是從 2009 開始由美國歐巴馬總統發起，以 data.gov

提供政府的開放資料，增加政府透明度。2018 年 G8 開放資料憲章中各國協

議，政府的資料應該預設為公開的。日本開放資料於 2019 年 3 月達到 24,915

筆，透過建立開放資料的平台，並投入政府預算來推動創新服務，如日本的

ETC 系統。日本政府在第 5 次科學與技術基本計畫中提出了「社會 5.0(Society 

5.0)」為日本未來社會的概念。在它之前是狩獵社會(社會 1.0)，農業社會(社

會 2.0)，工業社會(社會 3.0)和資訊社會(社會 4.0)。社會 5.0 被定義為一個以

人為中心的社會，通過使用高度集成的網絡空間和物理空間來實現經濟進步

和解決社會問題。在「社會 5.0」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資料」，因此「社會

5.0」被稱為資料驅動型社會，在日本，資料分配平台被認為是 Society 5.0 最

重要的 ICT 基礎設施。未來的社會架構=科技+制度的結合，但法律有時會限

制了創新的發展。因此，為發展開放資料，日本重新界定了「API」，希望以

新設計加新制度發展「SuperCity」，可讓市民的生活更便利，如利用開放資料

了解幼兒園的分布、平衡師生比與提高育兒的品質。 

目前，VLED 已經協助全國成立了 1,788 個跟開放資料有關的單位，如協助京

都建立開放資料網並舉辦開放資料的研修教材。以開放資料應用於交通為

例，目前有 60 個團體加入 ODPT(開放資料 Public Transportation Center)、而

今年的 tokyochallenge.odpt.org 也以交通為主題，舉辦第三屆激發出許多創新

的交通服務，日本也參考歐盟的交通系統建立 PaaS(Platform as a Service)。 

2. 專題演講(2)：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數位政府負責人 Barbara Ubaldi 擔

任主講人(預錄影片分享) 

OECD 成立目的在於國際經濟資源之開發，提高生產力，減少貿易障礙、追

求充分就業、恢復各國經濟穩定及信心。OECD 於 2018 年 10 月起開始政府

開放資料調查，34 個國家做出回應，根據 OECD 觀察各國國對開放資料領域

的進展，政府開放資料發展的三個階段為資料可用性、資料取得性與政府支

持使用。各國關於開放資料的活動呈現成長趨勢，在各國中較顯著的改變包

括：愛爾蘭今年特別加強開放資料的法規制定，波蘭與日本也特別注重開放

資料的再使用。而在確保開放資料的永續使用方面，阿根廷提出的公部門資

料治理觀察中，包含領導者願景、資料架構、相關法規、應用能力等都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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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資料治理的永續發展，韓國在公私部門的連結與媒體影響都有很好的發

展。其他影響開放資料永續發展的因素還有資料法規的發展策略、開放資料

的品質與正確性等。建議亞洲各國政府在重視經濟發展與數位環境的趨勢之

下，必須提升電子化政府與公部門服務資料的存取、分享與再使用，以開放

資料發展新的服務模式，提升政府行政效率。 

3. 智慧城市與開放資料綜合座談： 

(1) 日本電氣(NEC)：NEC 中央研究實驗室副總裁 Yasunori Mochizuki 分享智

慧城市的落實要來自資料交換平台與公/私/學術部門的相互合作，資料交

換平台如 FIWARE 組織，是一個開源平台，可提供智慧解決方案的開發，

將這些網路層的資料加以整合，透過分析，正確預測出未來城市的變化。 

(2) HERE Japan：HERE 北亞區營運總監 Michael Cheong 預期 2025 年世界前

50 大的城市中將會有 25 億人口，因此行動定位服務(LBS)的相關資料應

用至為重要。現在 HERE 所提供的即時交通資料導航服務可讓行車者智

慧的選擇路線，幫助減少塞車進而減少時間浪費與達到節能減碳的目的。 

(3) 臺灣：Open Data 聯盟陳奕廷副會長分享未來城市的智慧交通都是靠行

動裝置，未來城市的智慧大腦是靠新科技(如 AI 及 5G 等)進行資料的即

時蒐集及運算，架構一個開放創新的交通系統，以協助地方政府(臺中市)

改善交通狀況的經驗為例，透過即時蒐集大量各類型的資料如VD(Vehicle 

Detection)/GPS 資料，並利用運算法即時提供交通建議。 

(4) 印尼：全球資訊網基金會(Web Foundation)研究經理 Glenn Maail 分享在

智慧城市發展上，開放資料 Labs 逐步改善國內使用開放資料的習慣、標

準、法規，並建議政府檢視既有法規以促進開放資料的使用、改善國內

ICT 的網路環境。 

(5) 菲律賓：Jesse M. Robredo 治理研究所(DLSU-JRIG)所長 Francisco A. 

Magno 分享 2016 年開始，政府通訊部(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DICT)主導資料驅動的數位轉型在防災、金

融、教育等方面發展，搭配私部門與學校，訂定 2022為數位轉型的檢核

目標。 

(6) 臺灣：APICTA 聯盟范錚強理事分享開放資料的發展跟一個國家政府效

率有極大關係，關於智慧城市的發展，臺灣已有一些智慧城市的成功措

施(如 BOT 的建造、運營與轉讓、政府標案、ETC：電子收費系統、電

子發票系統等)，而在使用開放資料時如何平衡個資(如臺灣的個資法/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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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 GDPR)的限制是目前的挑戰。 

(7) 綜合討論與結論：智慧城市的發展不只是先端科技的進展，更是需要良

好的基礎建設，東南亞城市在發展智慧城市前須先發展基礎建設。以交

通為例，不同的駕駛習慣會產生不同資料，各國在分享共通平台與開放

資料的時候，也需要有共通的 API 與標準，而發展智慧城市中的最大挑

戰是技術困難與統合地方政府治理不易，這將是未來合作的唯一關鍵。 

4. 永續發展目標與開放資料綜合座談： 

(1) 臺灣：本局吳明徽科長分享臺灣從 2013年開始推動開放資料，至今已經

有超過 4 萬筆開放資料。為了發揮資料的價值與促進資料經濟的發展，

臺灣推動民間資料供給、鼓勵企業應用，並以公私協力方式促進地方政

府的資料開放與在地應用。目前臺灣除了政府投入外，民間資料服務公

司約為 10,739 家(約九成為中小型企業)，總從業人數約 86,720 人，整體

資料經濟產值也以每年 12%的速度增長，目前已經達到 3.02 Billion 美

金，市場規模約 3.86 Billion 美金。 

 

圖 6 於 AODP 開放資料高峰會上台發表臺灣開放資料發展現況 

(2) 日本：日本武藏大學教授庄司昌彥表示，沒有資料支撐的政策跟童話故

事一樣，永續發展目標的達成需要資料作為基礎來制定達成的策略與手

段。不過仍需要找出資料中的 SDG指標，有些指標需要再深入，因為原

有指標初建是為了國家而制定，並非為了城市，因此當全球指標落實到

日本的指標也需要再深度解讀，而如何解讀這些指標，也要考量每個層

次的政府不一樣，且每次都需要多方利害關係人的參與才有可能達成。 

日本LinkData Association代表理事下山紗代子表示，LinkData.org主要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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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為促進地方政府釋出開放資料以推廣資料的持續分配與利用，透過地

方政府善用開放資料參與公民科技活動以解決社區的問題，並使用開放

資料來管理地方小型企業，也利用開放資料來提升地方的醫療診斷、高

齡社區服務等項目，透過原始圖表資料、上傳資料與公開資料等三個步

驟達到資料共享，並將全球開放資料轉譯成日文，促進日本與國際開放

資料社群接軌。 

(3) 馬來西亞：非政府組織陽光計畫(Sinar Project)共同創辦人 Khairil Yusof

分享開放資料在課責性與透明性的重要性，須重視政策法律的制定過

程，做決策的人便需要有足夠的資料參考，而公民也逐漸開始重視自己

選出的代表或行政官員是否注意民眾需求，而政府在對民意做出回饋

時，就需要蒐集民眾資料參考回應。此外，像是腐敗的問題、造成 GDP

損失這些資訊也需要透明，就要以政府採購資料的公開，並拓展人民的

參與為目標。 

(4)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施政現代化與管理單位(MAMPU)Fazidah Abu Bakar

分享為了發展資料創意辦理黑客松活動成果，團隊不僅蒐集想法與作

法，更有團隊以地理圖資系統提供服務；另外馬來西亞也有設定「永續

城市」為目標，以符合 SDGS 目標 8、10、11，在經濟價值跟永續發展間

盡量做到平衡。馬來西亞近期也與許多國際開放資料組織交流，參與跨

國黑客松(如總統盃黑客松)，協助團隊出國學習，如學習如何利用採購資

料來防範貪腐，了解國際應用能量。 

(5) 緬甸：緬甸湄公流域開放發展研究院(ODM)Pyrou Chung 分享緬甸緊隨

著經濟和社會發展出現社會衝突及環境問題，目前以湄公河為主題重視

資料的「開放性」及「透明性」2 項原則，這兩者皆有助於公部門和私部

門減少資訊封閉帶來的危險。開放湄公河計畫的重點就是永續發展目

標， 232指標，97個次級，總共三大類資料，用以分析永續發展指標，

其中發現原住民資料主權、女性在開放資料的角色，性別亦是很重要的

指標之一。 

(6) 越南：越南人類與自然中心(PanNature)研究助理 Dr. Do Van Hung 分享越

南以教育資源、研究、政府、私部門等順序漸進的開始推動開放資料，

從開放教育資源(open education resource to open access)到開放近用。從

2014 年開始積極提升資料意識、舉辦資料工作坊、分享相關資源，以及

參與許多開放資料計畫。近年越南也注意到歐盟的開放科學計畫，開始

找尋資源與舉辦資料工作坊，希望未來可形成遊說政策讓政府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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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綜合討論與結論：未來為了達成更多永續發展，可以跟聯合國的一些組

織深入合作，讓開放出的資料可以有更多的利用來找出指標。此外，亞

洲是個問題很多而且極度分歧的地方，永續發展目標是個全球的議題，

在 AODP 可以資料為主軸，持續以永續發展議題深入討論，除可促進不

同發展樣貌之亞洲國家，以跨域交流整合的方式，逐步攜手運用科技邁

向資料的下一個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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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心得與建議 

    本次前往日本東京主要與臺灣代表團參與「AODP 年會暨開放資料高峰會」及資

料經濟參訪團，除與臺灣代表們共同發表臺灣推動開放資料、跨域整合之現況與成果，

同時針對未來 AODP 運作方向進行討論，就此行心得與結論綜整如下： 

一、 亞洲各國越發重視設計驅動創新，促使跨域整合 

本次會議中許多亞洲國家分享，在進行國家重大投資及政策時，皆應以使用

者的觀點進行研究與規劃，藉由設計驅動創新，並以資料找出解決方案並提升商

業設計創新品質。由於臺灣產業之資料量急速成長、硬體設備成本下降、軟體技

術進化和雲端環境成熟等種種客觀條件就位，臺灣也須有更多更正確的資料來發

展設計驅動政策、促使跨域整合，在亞洲各國佔有領先優勢。 

二、 建立亞洲與國際組織聯絡管道，培養合作契機 

本次會議由推動開放資料之領頭羊，如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以及亞洲

開放資料合作夥伴(如日本、韓國、臺灣、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柬埔

寨、緬甸、越南等)等夥伴參與，分享各經濟體資料應用推動做法與永續發展能量，

藉此尋找合作立基。日本 AODP 主席特別邀請本局擔任臺灣代表，一同與會並分

享臺灣推動開放資料歷程策略、發展資料經濟與提升社會價值與最佳案例，在國

際交流上，臺灣非聯合國組織，但藉由 AODP 民間組織力量，可有效協助了解並

交流各國發展，且持續促使區域資料經濟發展與永續發展，為臺灣業者開拓亞洲

市場。未來更連結亞洲國家以 AODP 共同於歐盟等其他世界組織中持續發聲，提

升 AODP 在國際開放資料的實踐與影響力，創造更高國際價值。 

三、 跨域創新合作推動應以發展共同標準出發，建立共通平台 

開放資料的推動逐步邁向跨域合作觀點，除可促進資料互通整合，未來更可

強化開放資料創新應用的合作機會。但未來跨域間資料的交換，除可推動亞洲共

通平台外，更須共同尋找共通領域，以建立標準促成合作。我國自實施開放資料

以來，推動成果豐碩，且因應資料為創新科技的核心，臺灣在亞洲開放資料合作

上較易取得主導能力，進而推動跨國合作及國際接軌。以交通為例，不同的駕駛

習慣會產生不同的資料，所以各國在分享共通平台與開放資料的時候，如有共通

的 API 與標準，即可與亞洲各領域業者、產業或國際大廠對接，提供消費者更便

利的服務開放資料效能，強化未來開放資料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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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附件 

一、 開放資料應用國際合作範例(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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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料與永續發展—社會與經濟價值(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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