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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這個全球化時代，臺灣必須積極擴大國際合作，將國內的技術與資源帶

到國際舞台上，同時也學習各國的經驗，以期達到雙贏局面。本次出國旨在推

動開放資料與資料經濟領域國際合作以及智慧學習產業的數位轉型發展，透過

與泰國資料領域單位、教育單位不同面向的交流合作，提升臺灣在國際舞台上

的影響力，並開拓新南向市場。 

為促使亞洲各經濟體推動開放資料，活化經濟發展，並藉由跨經濟體合作，

促進區域繁榮，2015年起由臺灣、日本、南韓及泰國共同推動成立「亞洲開放

資料合作夥伴(Asia Open Data Partnership，以下簡稱AODP)」，由臺灣出任

AODP首任主席，另由台北市電腦公會擔任常設秘書處，AODP現有15國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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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等經濟體之推動開放資料與資料經濟相關政府單位、產業

組織、主責單位、指標社群等，各會員國透過每年輪流辦理高峰論壇以促進交

流，本次除了出席亞洲開放資料合作夥伴(AODP)年度盛會，關注國際資料經

濟之發展與亞洲區域之資料需求外，也進行多項促進臺泰雙邊交流的活動。 

此外，此行亦與泰國各教育單位交流，包含拜訪駐泰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SEAMEO秘書處、SE-EDUCATION 出版社，並與泰國

農業大學(Kasetsart University)、SEAMEO STEM-ED中心共同合作舉辦教育研討

會，超過5,000位來自各國的K12教師同時上線跨國參與，顯示海外教育市場拓

展合作之重要性，未來也期望透過定期舉辦的研討會、大型活動，加深與東協

地區合作關係，共同推動教育科技的數位轉型，並協助臺灣教育科技業者掌握

海外需求，搶先布局新南向市場，開啟臺灣教育科技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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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出訪目的 

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為推動資料加值應用與智慧學習產業的轉型發展，

同時提升臺灣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於112年8月14日偕我國資料經濟及教育

科技業者前往泰國曼谷，進行為期5日的國際交流與合作。 

此次赴泰交流行程重點之一，係參加亞洲開放資料合作夥伴 (Asia Open 

Data Partnership，以下簡稱AODP)舉辦的AODP年會。本年度由泰國擔任

AODP主席國，並由泰國數位政府發展局 (Digital Government Development 

Agency, DGA)主辦，於 8月15日至 16日假泰國DGA辦公室、泰國司法院

(Thailand Institute of Justice, TIJ)舉辦AODP年會（閉門會議、國際論壇），並

透過參訪泰國相關單位，協助產業擴大跨國資料合作商機。本次除了出席

AODP年度盛會，關注國際資料經濟之發展與亞洲區域之資料需求外，也進行

多項促進臺泰雙邊交流的活動，善用臺灣在數位科技的優勢，持續深化東南亞

區域緊密的資料經濟產業夥伴關係，彰顯我國對資料經濟國際參與之重視。 

產業署亦應邀參與17日由泰國農業大學舉辦之「商業仿真模擬中心

Business Simulation Center (BSC)」概念發表會，正式宣告該中心的成立。該

中心將成為泰國農業大學的商業模擬競賽與培訓中心的示範據點，未來也將競

賽與培訓機制擴大至東南亞其他大學體系；該中心亦為我國教育科技業者特波

國際、傑可達數位以及希伯崙LiveABC與泰國農業大學共同合作、攜手建置；

此次國際合作經驗，有望為學生提供更真實商業情境模擬的學習體驗，同時深

化臺灣與泰國在教育科技方面更緊密的合作關係，並擴大我國智慧學習產業投

入泰國智慧學習市場之潛在商機。 

此外，此次交流行程與泰國教育部、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 (SEAMEO)之

STEM-ED中心聯合舉辦虛實整合之教育研討會，本次研討會邀請多位我國教

育科技專家，分享從不同角度推動教育科技實戰經驗及策略；東南亞教育部長

組織秘書處也強調，此次研討會主要探討如何運用臺灣教育科技等資源，共同

支援東南亞各國推動數位學習平權，並且期待未來與SEAMEO轄下各中心展

開師資培訓、展會及工作坊等系列合作。 

受疫情影響，東南亞各國近年加速推動智慧城市相關科技的軟硬體佈建，

此次國際交流與合作，目的係協助我國資料經濟及教育科技業者南向了解海外

客戶需求、搶先布局新南向市場，產業署亦透過此次交流行程，與國際組織搭

建國際數位經濟的重要平臺，也為臺灣業者開啟國際合作的敲門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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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出訪行程 

日期 時間 行程 

8/14 （一） 

09:25 出發 桃園機場 （華航 CI0831） 

12:10 抵達 泰國曼谷 BKK機場 

14:00-17:00 事前工作討論會議 

8/15 （二） 
10:00-12:00 

HERE Technologies 地理資訊公司、智慧交通資訊

中心基金會(iTIC Foundation)參訪與交流 

13:00-20:00 亞洲開放資料合作夥伴(AODP)年會（閉門會議） 

8/16 （三） 

09:00-12:30 亞洲開放資料合作夥伴(AODP)年會（國際會議） 

14:30-15:30 駐泰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參訪與交流 

16:00-18:00 泰國曼谷市政府水利工程處參訪與交流 

8/17 （四） 

09:00-13:00 泰國農業大學「商業仿真模擬中心」概念發表會 

14:00-15:30 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SEAMEO)秘書處參訪與交流 

16:30-17:30 SE-EDUCATION 出版社參訪與交流 

8/18 （五） 

08:30-11:30 出席 SEAMEO STEM-ED 網路研討會 

13:20 出發 泰國曼谷 BKK機場（華航 CI0832） 

18:00 抵達 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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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訪團成員 

一、 數位發展部 

編號 姓名 職稱 單位名稱 

1 許福添 組長 數位產業署 

2 楊孫宜 科長 數位產業署 

 

二、 隨隊成員 

編號 姓名 職稱 單位名稱 

1 林宜樺 總監 AODP秘書處、台北市電腦公會 

2 黃嘉玟 專案經理 AODP秘書處、台北市電腦公會 

3 林宜柔 規劃師 AODP秘書處、台北市電腦公會 

4 莊芳甄 主任 資策會教研所 

5 沈旻喆 國際合作經理 資策會教研所 

6 姚喬翊 國際合作經理 資策會教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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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行程紀要 

一、 HERE Technologies 地理資訊公司、智慧交通資訊中心

基金會(iTIC Foundation)參訪與交流 

1. 時間：8月 15日（二）10:00-12:00 

2. 地點：Here Technologies Bangkok Office 

The PARQ Building (West), 88 Ratchadaphisek Rd, Khlong Toei, Bangkok 10110 

3. 泰方出席人員： 

(1) HERE Technologies Bangkok: Thanyapat Sakunkonchak 泰國業務主管、

Krittiyanee Akaraworarak資料採購與業務開發、Nawiya Kriengsakul資料

夥伴與採購主管、Alam Primanda東南亞國際關係與事務 

(2) 智慧交通資訊中心基金會(iTIC Foundation)：Chadil Tuchinda秘書長 

4. 單位簡介： 

(1) HERE Technologies原本隸屬於 Nokia旗下的一個事業體，在 Apple 帶起

智慧型手機新時代之後使得 Nokia 的勢力逐漸式微，最終由德系三雄 

Mercedes-Benz、BMW、Audi 共同出資持有。現為全球領先的地理資訊

資料與技術平台公司，提供高度精確的地圖、位置資料和相關技術的解

決方案。HERE Technologies Bangkok該分支機構在曼谷擁有專業的團隊，

致力於將資料應用於各行各業，包括智慧交通、自動駕駛、物流、城市

規劃等領域。該部門不僅提供高品質的地圖資料，還運用資料分析和人

工智慧技術，將地理資訊與其他資料進行整合，提供更具深度和創新性

的應用解決方案，服務對象著重泰國和東南亞地區。 

(2) 智慧交通資訊中心基金會 (The Intelligent Traffic Information Center 

Foundation, iTIC Foundation)是致力於推動智慧交通產業發展的非營利組

織。該基金會的主要目標是整合交通資訊、提升交通運輸效率、增強道

路安全，並透過先進的技術解決城市交通面臨的挑戰。會員可以透過基

金會提供的平台或 API，獲取即時的交通數據，如交通流量、道路封鎖

情況、事故報告等，發展智慧導航系統、交通管理優化、行車安全警示

等資料應用服務。以開放資料共享的方式，鼓勵會員間交流。會員可以

分享自己收集到的交通資訊，進一步豐富資料庫，使更多人受益。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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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也提供專業的技術支援和培訓，協助會員更好地應用這些資料，

並推動整個智慧交通產業的發展與創新。 

5. 談話要點： 

(1) HERE Technologies Bangkok簡介其高精確地圖平台數據及雲端整合服務、

如何整合不同國家資料時最常碰到的狀況與解決方案，以及今年與景翊

科技於國際化資料應用服務補助之合作進度分享。 

(2) iTIC Foundation 分享由民間組織建立的交通領域資料共享平台與流通機

制，如何提供會員進行資料串接與應用、資料技術支援服務的經驗分享。 

6. 會議結論： 

(1) HERE Technologies Bangkok除了交通、地圖資料外，近期公司也開始關

注充電樁、各種移動設備資料的收集與應用。分享該公司正在建立一個

非隱私資料共享的交通領域資料庫，積極尋找跨領域資料提供者一起加

入。 

(2) 智慧交通資訊中心基金會(iTIC Foundation)與泰國民間組織共享非隱私資

料，並尋找跨領域資料提供者共同參與，須為組織夥伴才可取得共享資

料，藉此促使組織成員與資料活絡。 

(3) 誠摯邀請 HERE Technologies Bangkok與 iTIC Foundation加入亞洲開放

資料夥伴(AODP)國際組織，攜手探索合作的可能性。這將有助於促進未

來跨領域資料合作，並進一步為我國業者開創更多的跨國資料商機。 

(4) iTIC Foundation秘書長誠摯邀請 AODP成員出席 11月 2日至 3日將在泰

國舉辦的交通資料應用論壇，後續將提供議程供 AODP 成員參考，預計

可吸引超過 300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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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1 與 HERE Technologies與 iTIC Foundation交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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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亞洲開放資料合作夥伴(AODP)年會（閉門會議） 

1. 時間：8月 15日（二）13:00-20:00 

2. 地點：泰國數位政府發展局(Digital Government Agency, DGA) 

17th Floor, Bangkok Thai Tower Building, 108 Rangnam Rd. Phayathai, 

Ratchatewi, Bangkok 10400, Thailand 

3. 出席人員： 

(1) 泰方出席人員：泰國數位政府發展局(DGA)執行長 Supot Tiarawut 

(2) 韓方出席人員：韓國情報化振興院(NIA)開放資料中心副主任 Jong-youl 

Jeong 

(3) 緬方出席人員：緬甸湄公流域開放發展研究院(EWMI-ODI)執行長 Pyrou 

Chung 

(4) 柬方出席人員：柬埔寨開放發展研究院 (ODC)課程及夥伴關係經理

Vimoil Ourn 

(5) 日方出席人員：日本數位廳數位社會共通組開放資料專案經理 Shusaku 

HIGASH(線上) 

(6) 越方出席人員：越南大專院校教育產業協會(AVU&C)代表 Dao Thien 

Quoc(線上) 

(7) 菲方出席人員：菲律賓總統府通訊暨作業部資訊自由計畫辦公室(FOI-

PH)資訊中心負責人Martin Jann G. Ceneta(線上) 

(8) 我方出席人員：Open Data聯盟、AODP秘書處 

(9) 國際組織出席人員：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數位認同與數位政府資

料政策分析師 Cecilia Emilsson(線上) 

4. AODP組織簡介： 

(1) 鑒於開放資料推動與應用的先導國家以歐美為主，亞洲地區經濟文化、

技術、應用發展與歐美地區迥異，於 2015 年在我國政府與民間齊力下，

與來自泰國、日本、韓國共同成立「亞洲開放資料合作夥伴(Asia Open 

Data Partnership, AODP)」，由台北市電腦公會擔任常設秘書處，並以

Open Data 聯盟作為臺灣代表的產業組織，為創始會員之一。目前

AODP 組織成員共計 15 個經濟體 27個夥伴，經濟體包含：臺灣、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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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亞、泰國、印尼、柬埔寨、印度、日本、韓國、菲律賓、越南、緬甸、

新加坡、以色列等，共 15個民間單位、2個行政法人、5個政府單位、5

個商業會員等。 

(2) 考量 AODP 夥伴組成涵蓋開放資料政策研究為主的公法人組織、關注公

眾議題的民間社群組織，以及商業經營為主的產業協會和企業等。運用

各國夥伴能力和專長，AODP 夥伴共識分為三個小組來運作，包含：國

際交流、資料應用、產業合作小組，建立緊密社群產業雙軌合作關係，

並豐富跨國多邊合作之深度與廣度。  

5. 會議要點： 

(1) AODP 秘書處今年成功促成跨小組合作，辦理資料政策論壇及產業媒合

會，以跨國共通需求（如資料治理、資料流通、資料技術）聚焦討論，

有助於 AODP 夥伴以及我國資料服務業者快速掌握當地數位科技趨勢與

政策發展，增強跨國多邊合作之深度與廣度。國際組織 OECD（經濟合

作暨發展組織）主動提出盼以開放資料、數位科技等議題與 AODP 開展

進一步合作，並邀請 AODP代表參與 OECD年會，交流跨國資料評比與

做法。 

(2) 泰國主席表示泰國政府推動各部會的數位轉型，並大力推動開放資料給

民間使用，如結合 e 化政府、數位化工具，積極制定開放資料政策，提

供公私協作資源（如辦理 DIGI Data Camp，該頒獎典禮結合今年 AODP

年會國際論壇辦理）。 

(3) 臺灣於會中表示臺灣致力於資料經濟公私協力與國際合作，像是參與

AODP，加速我國企業與各國建立起更緊密的在地市場、行銷推廣、搭

建產業人脈等網絡資源，拓展我國資料服務典範案例輸出國際市場。亞

洲國家具有相似文化與共通問題，初期可以藉由共通問題來聚焦推動，

未來亞洲資料經濟圈穩固後，更可進一步與歐洲資料經濟圈同步，臺灣

具有開放資料與資通訊產業的優勢，值得政府把握機會，全力推動資料

經濟。 

(4) 日本東京都政府於 2023年 7月成立名為「GovTech Tokyo」的民間組織，

將與東京都政府合作提供公私協力、政策交流、資料平台、系統標準化

及技術支援等，促進政府數位轉型並使日本民眾、企業受惠。於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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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推動「日本移動資料空間(Japan Mobility Dataspace)」計畫，為期 2023

年至 2027年。該資料空間預計將整合日本 12間鐵道公司、JR東日本、

JR 西日本、地鐵等遍布全國的交通及觀光領域之資料空間，促成資料應

用。 

(5) 越南政府選定 2023年為「數位資料之年(The year of digital data)」，將於

2024 年將推動並制定開放資料發展策略，辨別優先的資料類別（如地圖、

觀光、國民、天氣、健康、自然資源等），並進行資料等級分類。 

(6) 韓國政府已於 2013 年制定開放資料法(Open Data Law)，建置政府開放

資料網站(www.data.go.kr/)，韓國代表也針對各國後續推動開放資料及資

料應用提出三點建：建立健全的法規環境、建立開放資料的架構、與夥

伴共同推動開放資料的再利用及共同創造。 

(7) 柬埔寨政府持續以「柬埔寨數位經濟和社會政策架構(Cambodia Digital 

Economy and Society Policy Framework 2021-2035)」及「柬埔寨數位政府

政策(Cambodia Digital Government Policy 2022-2035)」來推動數位經濟、

政府治理、社會政策。藉由「柬埔寨數位經濟平台(Digital Economy 

Portal)」(https://www.dep.kh/)提供柬埔寨一站式數位轉型相關資源，協

助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員、企業、一般大眾使用。 

6. 閉門會議結論： 

(1) 有關 AODP 明年度主辦國，各國夥伴皆同意由日本接任第十屆主席，預

計 2024 年 9 月將於日本東京大學辦理 AODP 年會，AODP 秘書處將後

續追蹤主席人選與議程等規劃細節。 

(2) 各國夥伴皆同意明年以國際關注議題（如資料流通、數位淨零轉型、資

料賦能）出發，強化資料議題橫向合作。將進一步探討資料跨境流通、

共通領域與資料需求、在地化挑戰等面向，協助資料服務業者從中快速

掌握目標市場重點政策與市場動態，提早佈局海外服務需求與海外市場

商機。 

(3) 國際組織需花長時間耕耘，也需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與重要活動（如

AODP、OECD 等），掌握發表&曝光機會，才能對產業發展有所助益。

由 Open Data聯盟代表參與 OECD年會相關活動，開啟我國與國際組織

合作的敲門磚，亦未來連結數位部後續參與的機會。 

http://www.data.g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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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2 亞洲開放資料合作夥伴(AODP)閉門會議與主席交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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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亞洲開放資料合作夥伴(AODP)年會（國際會議） 

1. 時間：8月 16日（三）09:00-12:30 

2. 地點：泰國司法院(Thailand Institute of Justice) 

999 Thailand Institute of Justice, Chaengwattana Rd., Thungsonghong, Laksi, 

Bangkok, Thailand, 10210 

3. 出席人員： 

(1) 泰方出席人員：泰國數位政府發展局(DGA)執行長 Supot Tiarawut 

(2) 韓方出席人員：韓國情報化振興院(NIA)開放資料中心副主任 Jong-youl 

Jeong 

(3) 緬方出席人員：緬甸湄公流域開放發展研究院(EWMI-ODI)執行長 Pyrou 

Chung 

(4) 柬方出席人員：柬埔寨開放發展研究院 (ODC)課程及夥伴關係經理

Vimoil Ourn 

(5) 日方出席人員：日本東京大學情報學環教授 Noboru Koshizuka(線上) 

(6) 我方出席人員：Open Data聯盟、AODP秘書處 

4. 會議重點： 

(1) 泰國政府分別建立「資料創新與治理研究所 (Data Innovation & 

Governance Institute，DIGI)」、「泰國開放資料(Open Government Data of 

Thailand)」兩大網站平台來推動開放資料。泰國政府於未來十年開放資

料之推動方向為鎖定領域強化開放資料集、建立高價值資料集、強化開

放資料效益、運用人工智慧強化工作效率、實施資料治理、建立資料社

群等面向分別推動。 

(2) 韓國政府持續擴大開放資料集數量，也針對高隱私需求的資料提供標準

規範，也透過釋出開放資料協助解決社會議題（如新冠肺炎期間提供相

關資料）。韓國政府將建立數位平台政府(Digital Platform Government, 

DRG)，提供民眾多元化的資料查詢，提供企業挖掘資料新商機，提供

政府建立資料驅動的決策系統。 

(3) 日本提醒與會者應留意開放資料及 AI 發展後的倫理、隱私、資料所有

權等議題。隨著生成式 AI 工具，如：ChatGPT、Bard、Stable Dif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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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journey的普及，社會需要重新思考何為「版權」和「資料許可權」，

才能在技術發展的過程中準備相對應的配套措施。 

(4) 臺灣 Open Data 聯盟分享在亞洲各國交通領域公私協力的資料應用案例，

加速在亞洲地區發展即時事故回報系統、車輛即時 GPS資料庫等服務，

複製資料應用服務擴大到越南、馬來西亞等地，並將相關資料處理與加

值後，進而提供給全球圖資廠商進行加值服務。 

5. 會議結論： 

(1) 與會合作夥伴皆同意在推動數據公益、AI、開放政府等議題下，須以開

放資料作為基礎，在法規制度、公務員責任與義務釐清、企業與民間的

創新資料應用等投入相對應資源推動，並須留意開放資料及生成式 AI

發展後的倫理、隱私、資料所有權等議題。 

(2) 持續參與 AODP 相關活動，從中掌握各經濟體資料應用推動做法與永續

發展能量，藉此尋找資料服務合作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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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3 亞洲開放資料合作夥伴(AODP)年會國際會議活動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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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駐泰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ECO 

1. 時間：8月 16日（三） 14:30-15:30 

2. 地點：Vibhavadi-Rangsit 66, Laksi, Bangkok 10210 

3. 泰方出席人員：駐泰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薛秀媚 公使、倪克浩 經濟組

組長、歐陽彥恆 教育組組長、段應萱 經濟組秘書 

4. 單位簡介： 

(1) 我國於 1975年 7月 1日中止與泰國之外交關係後，為維持與泰國之實質

關係，經與泰方達成協議設立「駐泰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2) 2020 年初因全球新冠 COVD-19 的疫情影響，為協助泰國師生停課不停

學，提升數位科技與運算思維能力，本署所推動的智慧學習產業整合輸

出計畫與辦事處合作，於該年 4月 24日至 6月 1日辦理臺泰抗疫數位能

力強化線上課程(Taiwan-Thailand Digital Enhancement Program Against 

COVID-19)，打破傳統教學模式、結合抗疫情境的課程設計，從 Maker

動手做感應式酒精噴灑器、透過 IoT 物聯網概念讓控制自走車等創客課

程。 

(3) 因應泰國政府近年致力推動「泰國 4.0計畫」，由本署所推動的 AIGO-AI

產業實戰應用人才淬煉計畫於 2020年 3月協助辦事處成立「臺泰 AI學

院」，設計 AI趨勢線上課程，以 30小時 TTAIC 臺泰 AI應用線上課程，

並整合國內業者與教育機構參與課程設計，培訓人次達到 1,500人次。 

5. 談話要點： 

(1) 介紹臺灣教育科技產業在國際合作上發展的亮點成果，並分享此行的重

點活動與行程，包括於農業大學舉辦的「商業仿真模擬中心 Business 

Simulation Center」概念說明會、與 SEAMEO STEM-ED 中心所合作舉

辦的「Teaching in the Age of AI: Maker & STEAM Education」網路研討

會。 

(2) 尋求外館協助推動臺灣教育科技產業在泰國深耕，鏈結在地臺商與教育

科技相關企業，推動臺灣的教育科技的產品服務在泰國深耕，同時也協

助引薦與當地產業公協會、新創加速器等建立夥伴關係，進一步推動資

料服務業者能在海外順利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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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享資料經濟計畫推動成果，包含參與 AODP 年會之緣由、與泰國

DGA合作推展業務之心得，針對泰國市場，後續可與外館共同舉辦工作

坊或交流會，提供我國業者拓銷活動及商情資訊、政府新南向政策及產

業媒合等各項資訊，加速資料服務海外拓展。 

6. 會議結論： 

(1) 本署過去已與辦事處合作舉辦過相關課程，未來將朝向鏈結當地公協會、

僑委會、臺商等，提供更多的線上課程、實作工作坊、交流會以及產品

發表等活動，期望在推廣臺灣科技教育產業同時，也能提供多元化的數

位學習落實到當地教育機構。 

(2) 外館亦樂見我國業者前往當地拓展業務，後續雙方將持續推動國際合作，

促進雙邊教育科技產業發展及經濟文化交流，並協助我國業者瞭解當地

經貿情形及文化。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4 與駐泰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交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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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泰國曼谷市政府水利工程處(DSD)參訪與交流 

1. 時間：8月 16日（三）16:00-18:00 

2. 地點：泰國曼谷市政府水利工程處(DSD) 

123 Drainage and Sewerage Department, Mit Maitri road, Din Daeng, Din Daeng, 

Bangkok 10400 

3. 泰方出席人員： 

(1) 泰國曼谷市政府水利工程處(DSD)：Jessada Chandraprabha 副處長、Arsa 

Aukkhang水利資訊系統組長以及相關部門同仁 

(2) 泰國社會科技研究院(STI)：Klaikong Vaidhyakarn主任 

4. 單位簡介： 

(1) 泰國曼谷市政府水利工程處 (Drainage and Sewerage Department at 

Bangkok Metropolitan Administration, DSD)是負責曼谷市排水和污水處理

的主要機構，專注於確保城市內的排水系統運作良好，以防止水災和環

境問題。透過水資源資料管理，該部門收集、分析和整理相關水資源資

料，如降雨量、河流水位、水流速度等，以了解城市水文狀況。 

(2) 透過上述提及的資料來協助預測水患風險，制定相應應急措施，確保城

市排水系統能夠適應不同氣候變化和降雨情況。另外預警系統是該部門

的重要工具，透過即時資料監測、資料分析和模型預測，提前發出水災

和污水溢流的預警，讓相關部門和市民能夠及早做好應對準備，提高對

水患事件的應對效率和準確性，使城市更具韌性，應對氣候變化和水災

等挑戰。 

5. 談話要點： 

(1) DSD 分享資料應用過程中，針對隱私和安全問題相應的防範措施，確保

資料使用的合法性和可信度。 

(2) 隨著物聯網(IoT)等資通訊技術的躍進，泰國近年極力發展智慧城市，除

了可透過預警系統讓相關人員提早應變外，還可應用資訊科技加強跨部

會之間的協調溝通，才能成為幫助公務人員執行業務的決策支援工具。 

(3) DSD 分享與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合作的經驗，如智慧城市、水資源管理、

水災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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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會議結論： 

(1) Open Data 聯盟有很多業者都具備智慧城市相關領域的資料應用服務

（如交通、天氣、災防等），將有助於促進未來跨領域資料合作，並進

一步為我國業者開創更多的跨國資料商機。 

(2) 本次同行的 Open Data 聯盟也藉此參訪機會分享公司資料應用服務能量，

包含在澳洲、東南亞、日本、臺灣等地進行氣象資料處理及交通領域的

合作案例，協助我國資料服務廠商們前進泰國市場建立關鍵產業人脈。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5 與泰國曼谷市政府水利工程處(DSD)交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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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泰國農業大學 Kasetsart University 

1. 時間：8月 17日（四） 9:00-13:00 

2. 地點：50 Ngamwongwan Rd, Lat Yao, Chatuchak, Bangkok 10900 

3. 泰方出席人員： 

(1) 泰國農業大學：副校長 Prof. Pradondet Nilagupta、商學院  院長 Dr. 

Sasivimol Meeampol、商學院 教授 (前院長) Dr. Bordin Rassameethes, 

Ph.D.、商學院  教授 Dr. Thamrongsak Svetalekth、商學院  教授 Dr. 

Eakapat Manitkajornkit、商學院 教授 Dr. Waranpong Boonsiritomachai、資

訊工程學院 副院長 Prof. Somchoke Ruengittinun、資訊工程學院 教授 

Pisut Wisessing, Ph.D. 

(2) 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 SEAMEO STEM-ED中心：中心主任 Dr. Kritsachai 

Somsaman、 STEM 教育專家  Dr. Orawan Sriboonruang、行政經理 

Kansiripak Muangnoycharoen 

4. 單位簡介： 

(1) 泰國農業大學 Kasetsart University成立於 1943年，為泰國第一所農業高

等國立教育學院。位居泰國前五大頂尖學府(在世界 QS 亞洲大學排名第

127 名)，是泰國最早開始進行農業研究的學術機構。目前有四個校區，

目前包括研究生院所在内，共設有 23 個學院，超過 6 萬名學生，其中

熱門課程包含農林類、資訊科學、管理、生物、工程技術等。 

(2) 商學院與特波國際已於今年四月舉辦泰國境內 9 所大學的 Micro 

Business Simulation MBS模擬仿真競賽，吸引超過 70組團隊報名，並於

商學院舉辦實體總決賽。 

(3) 農業大學副校長 Prof. Pradondet Nilagupta 與資訊工學院副院長 Prof. 

Somchoke Ruengittinun曾於今年三月來臺參與 Smart City Expo智慧城市

展，擔任智慧教育論壇貴賓、簽署合作備忘錄以及展商交流。 

5. 談話要點： 

(1) 泰國農業大學感謝本署協助與商學院、資訊工學院共同合作建立商業仿

真模擬中心 Business Simulation Center (BSC)，未來該中心將成為泰國高

等教育的商業模擬競賽與培訓中心的示範據點，並將競賽與培訓機制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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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至東南亞的其他大學體系。 

(2) 該校商業仿真模擬中心將整合特波國際、傑可達數位、希伯崙 LiveABC

等臺灣三家業者之解決方案，農業大學並說明如何將產品應用在未來商

業模擬中心 Business Simulation Center (BSC) 的空間，以及如何更以數位

化的方式培育競賽團隊。 

(3) 農業大學分享今年四月在該校舉辦的總決賽成果，並規劃明年二月於清

邁大學的國內總競賽、九月在農業大學的東南亞國際賽事等。 

6. 會議結論： 

(1) 本次活動發表未來商業模擬中心 Business Simulation Center (BSC)的規劃

藍圖、產品整合應用、培訓課程。同時安排了 BSC的預備空間導覽，透

過教師和學生，利用模擬、遊戲和最新研究成果，以創造變革性的主動

學習體驗，來培育下世代的數位商業應用人才，進而發掘更多數位學習

的轉型機會與潛在商機。 

(2) 此次活動邀請泰國著名大學、中小學機構、當地經銷商和臺灣業者等超

過 50 位代表參與。未來，該校將建立示範據點，整合培訓服務與課程

產品，並建置硬體設備。同時，規劃大型國際競賽、研討會、工作坊等

活動，以人才培訓種子基地為核心，成為東南亞仿真決策商業策略典範。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6 與泰國農業大學交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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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 SEAMEO秘書處 

1. 時間：8月 17日（四） 14:00-15:30 

2. 地點：Mom Luang Pin Malakul Centenary Bldg, 920 Sukhumvit Road, Bangkok 

10110 

3. 泰方出席人員： 

(1) 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 SEAMEO 秘書處：第 19 任秘書長  Datuk Dr. 

Habibah Abdul Rahim、副秘書長 John Arnold Siena 

(2) 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 SEAMEO STEM-ED中心：中心主任 Dr. Kritsachai 

Somsaman、 STEM 教育專家  Dr. Orawan Sriboonruang、行政經理 

Kansiripak Muangnoycharoen 

4. 單位簡介： 

(1) 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SEAMEO）為一個區域性跨政府組織，於 1965

年成立，旨在促進各會員國之間教育、科學與文化的合作，促進文化教

育制度的獨立性、完整性和多樣性的保護。作為一個持續培養人才的能

力並充分發掘人才潛力的組織，SEAMEO 透過 11國旗下的 26個中心致

力於該地區的發展並致力於改善教育、健康、文化和傳統、資通訊科技、

語言、扶貧以及農業和自然資源方面的質量和公平性，從而改善人們的

生活。 SEAMEO 的使命是加強成員國之間的區域理解、合作和目標統

一，以提高生活質量。該組織的最高決策機構為 SEAMEO 理事會，由

11位東南亞教育部長組成而 SEAMEO 秘書處位於泰國曼谷。 

(2) 自 2021年底，智慧學習產業整合輸出計畫團隊開始與 SEAMEO旗下的

中心合作線上研討會、培訓課程，並在 2023年邀請其中 5個中心來臺參

與 Smart City 展會，與共同簽署 MOU 合作備忘錄。五個中心分別為：

菲律賓 SEAMEO INNOTECH、馬來西亞 SEAMEO RECSAM、泰國

SEAMEO STEM-ED以及印尼 SEAMOLEC、SEAMEO QITEP。 

(3) 今年 7月學習計畫團隊受邀參加 SEAMEO Center Director Meeting (CDM) 

各中心主任年會，進一步了解 SEAMEO各中心的規劃與運作架構。 

5. 談話要點： 

(1) 分享與 SEAMEO秘書處旗下五個中心的合作項目與目前進度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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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介紹數位產業署、學習計畫團隊的業務與國際合作、教育平權成果分享。 

(3) 尋求未來可以與更多中心合作，推動例如協助設計課程、提供產品服務

以及參與舉辦展會或課程工作坊，擴大與 SEAMEO的合作關係。 

6. 會議結論： 

(1) 本署向秘書長和副秘書長分享了臺灣近年來推動教育科技的成果與亮點，

而秘書長也對臺灣長期運用數位科技來解決弱勢偏鄉的教育產生了興趣，

並回應希望近一步透過合作來共同解決東協地區教育問題。 

(2) 團隊對 SEAMEO秘書處表示感謝，期待能在 AI技術、遠距學習、偏鄉

和弱勢師生等議題上進一步展開更多的合作機會。同時，邀請秘書長參

加 2024年 Smart City智慧城市展中智慧教育主題，進一步了解臺灣最新

教育科技的解決方案，並期望能擴展 SEAMEO 旗下中心相關主題的合

作。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7 與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 SEAMEO秘書處交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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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SE-EDUCATION 出版社 

1. 時間：8月 17日（四） 16:30-17:30 

2. 地點：1858/87-90 Interlink Tower Bangna 19th Floor, Debaratna Road, Bangna 

Tai, Bangna, Bangkok 

3. 泰方出席人員： SE-EDUCATION出版社：總經理 Rungkan Paisitpanichtrakul、

數位業務經理 Passpunnee Mahayos、協理 Supanee Boonpakorn、SE-ED 圖書

館業務部主任 Suparat Tangsriwong 

4. 單位簡介： 

SE-EDUCATION出版社簡稱 (SE-ED) 是泰國最大的圖書銷售商之一，成立於

1974 年。公司業務包括圖書出版、零售、批發和線上銷售，以及圖書進口和

出口，擁有 500 多家分店和網上書店。公司提供廣泛的圖書類別，其使命是

為泰國的讀者提供高品質的圖書和教育產品，推動閱讀文化，並促進社會發

展。 

5. 談話要點： 

(1) 瞭解泰國圖書出版及教育產業現況，探討臺灣與泰國的發展現狀與轉型。 

(2) 如何透過數位科技創新，提升圖書閱讀體驗以及學習成效，例如電子書

搭配硬體，推廣擴點至學校或補習班等機構，討論建置合作示範點的可

能性。 

6. 會議結論： 

(1) 泰國圖書出版及教育產業已進入數位時代，以大量將實體書轉換為電子

書，並希望可以與更多臺灣的教育科技業者合作，SE-Ed 能提供產品在

地化協助服務，並推廣上架至 500多家分店和線上書城。 

(2) 後續將盤點與調查國內適合的解決方案，並將相關訊息同步給 SE-ED 圖

書館團隊，協助更多國內業者進入泰國教育市場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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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8 與 SE-EDUCATION出版社交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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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 SEAMEO STEM-ED中心 

1. 時間：8月 18日（五） 8:30-11:30 

2. 地點：Natural and Environmental Bldg., Science Center for Education, 11th floor, 

928 Sukhumvit Road, Khlong Toei, Bangkok 10110 

3. 泰方出席人員： 

(1) 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 SEAMEO STEM-ED中心：中心主任 Dr. Kritsachai 

Somsaman、 STEM 教育專家  Dr. Orawan Sriboonruang、行政經理 

Kansiripak Muangnoycharoen 

(2) 泰國 FabLab NSTDA：Apiratt Thitimon、Vasu Dabbaran 

(3) 菲律賓 SEAMEO SEARCA：中心主任 Dr. Glenn Gregorio 

4. 單位簡介： 

(1) SEAMEO STEM-ED為 SEAMEO旗下的中心，自 2019年 11月 1日成立，

旨在提升東南亞地區 STEM教育的能力，透過國際組織 UNESCO、泰國

教育部、SEAMEO共同推動 STEM教育政策與發展。今年 2023年 3月

邀請該中心來臺灣參加 Smart City 展會，並簽署 MOU 合作備忘錄後，

開始進一步討論如何啟動 STEAM教育相關的合作。 

(2) 該中心今年與泰國教育部設計一系列的線上課程，第一場課程邀請到可

汗學院與 Code.org 參加，至今已吸引超過 1萬人次的收看數。而臺灣的

Maker 創客教育與 STEAM 近年已受到東協地區教育專家的好評，臺灣

Maker Faire展會也吸引了 STEM-ED中心主任 Dr. Kritsachai來臺觀摩。

因此，中心主任提案第二場課程以臺灣 Maker 創客教育為主題搭配

STEAM，邀請泰國與臺灣的專家上線分享交流，提供給教育機構為發展

Maker創客教育的啟發與構思。 

5. 活動要點： 

(1) 以新世代的教學應用趨勢為主題，本次線上研討會分享臺灣成功的創客

教育案例和 STEAM 課程，並與泰國的創客教育專家一同探討現今教育

體制下如何激發學生潛能，將理論落實在實務中。此次研討會的對象包

括 SEAMEO 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的重要決策者、各中心的師資團隊、

泰國教育部、當地創客教育機構以及國內教授和第一線的 K12 教師、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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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活動通過線上報名進行，完成課程後將提供結證書。 

(2) 此次活動邀請到來自臺灣、菲律賓和泰國的 6位 Maker和 STEAM知名

專家，從產官學不同的角度分享亞洲地區近年在 Maker 創客教育和

STEAM 方面的經驗和成果，並探討如何協助提升師資培訓，以推動東

協地區的數位平權教育。 

6. 活動結論： 

(1) 透過視訊會議和臉書直播，線上超過 5000 人次的收看。而透過這次分

享，臺灣的 Maker 和 STEAM 專家以及企業也能有機會介紹國內教育發

展，透過國際組織的平臺，展現臺灣數位教育、文化學習的軟實力，未

來將與 SEAMEO 旗下中心展開更多合作，除了能夠為國內業者發掘更

多潛在商機外，更期盼能加深在東協教育的影響力。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9 與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 SEAMEO STEM-ED中心交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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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 

一、 本署持續推動資料開放應用，以參與亞洲開放資料合作夥伴(AODP)組織活

動，將 AODP 建立為亞洲指標性的開放資料與資料經濟國際組織。今年更

在會員夥伴及秘書處的努力下，成功促成 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遞出橄欖枝，未來臺灣能夠聯合亞洲其他合作夥伴（如日本、韓國、泰國、

菲律賓、柬埔寨、緬甸、越南等國），與 OECD 共同展開資料應用、資料

經濟政策、資料技術等議題之合作，有望促進區域經濟繁榮，協助臺灣資

料服務產業接軌國際。 

二、 本次拜訪駐泰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 SEAMEO 秘

書處、SE-EDUCATION 出版社，並與泰國農業大學(Kasetsart University)、

SEAMEO STEM-ED 中心共同合作舉辦活動，彰顯了臺灣在數位學習的發

展與教育科技領域的創新實力，已受到泰國、甚至東南亞地區教育機構的

認可，未來持續性的活動與合作交流，將進一步推動了我國在東協地區的

數位教育的拓展。 

三、 本署所推動的智慧學習產業整合輸出計畫將與泰國農業大學攜手合作，預

計成立商業仿真模擬中心，以全新的教育培訓模式，將商業模擬競賽和相

關培訓課程，鼓勵學生思考真實世界的挑戰，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未來

農業大學的商學院將以該中心作為培訓的種子基地為目標，不僅發展泰國

境內高等教育的商業人才，更將目標擴大到整個東南亞地區的大學體系，

在未來新的培訓機制下，學生將擁有做好職場準備的技能，也培養實際解

決問題的創新思維模式。 

四、 與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 SEAMEO 的 STEM-ED中心合作的研討會，成功將

臺灣的 Maker 文化與 STEAM 教育介紹給東南亞的教育專家、老師、學生。

這樣的研討會不僅僅只是技術層面的交流，更是帶入了文化、教育理念，

分享實際應用與案例，共同推動下世代的教育科技的創新，為東南亞 11國

地區的老師和學生提供更多元的數位應用和新興科技的學習。未來期望透

過與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 SEAMEO 的旗下更多中心的合作，為臺灣與東

協國家創造新的合作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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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心得與建議 

本次除了出席亞洲開放資料合作夥伴組織 (Asia Open Data Partnership, AODP)

年度盛會，關注國際資料經濟之發展與亞洲區域之資料需求外，也拜會東南亞教

育部長組織 SEAMEO、泰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泰國農業大學等當地教育機構，

進行多項促進臺泰雙邊交流的活動，善用臺灣在數位科技的優勢，持續深化東南

亞區域緊密的資料經濟及教育產業夥伴關係，彰顯我國對國際參與之重視，並提

出多項後續合作推動方向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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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服務業者開拓亞洲市場。國際組織需花長時間耕耘，也需積極參與國際

事務與重要活動（如 AODP、OECD等），掌握發表及曝光機會，才能對產業

發展有所助益。 

二、臺灣目前在發展民間資料流通，後續可以借鏡智慧交通資訊中心基金會 

(iTIC Foundation)與泰國民間組織共享非隱私資料，並尋找跨領域資料提供者

共同參與，須為組織夥伴才可取得共享資料，藉此促使組織成員與資料活絡。

後續可邀請與我國資料服務業者分享其資料共享機制之實踐經驗，做為我國

發展交通領域資料共享之參考及國際合作機會。 

三、在短暫的拜訪相關教育機構與學術單位後，發現當地對於師資培育、學生培

養上都有著共同需求和市場潛力，計畫近年致力於推動人才培訓的創新模式

以及學習產業整合輸出經驗，培訓出多位國內優秀人才與企業對接。從基礎

知識、應用趨勢、到各產業領域的分析，讓企業參與提出未來所可能面對的

議題與現實發生案例，未來也將融入直播共學、實作技術應用、協作平台練

習，最後到團隊創造、發表分享，實際讓師生們共同參與產業未來議題，真

正翻轉學習模式與產學的平衡，並期望透過像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

（SEAMEO）這樣的機構，作為區域性跨政府國際夥伴，為未來在教育領域

合作建立更穩固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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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檢附相關資料 

一、 8月 15日 AODP年會（閉門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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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8月 16日 AODP年會（國際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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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拜訪會議簡報(包含：智慧學習產業整合輸出計畫團成果、泰國農業大學以

及 SEAMEO相關活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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