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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第二場次專題研討

一、時間：103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二）下午 14 時 40 分

二、主題：公務人員培訓趨勢－運用大數據鑑別培訓需求與課程設計

三、主持人：蕭全政 考試委員

四、演講人：陳敦源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五、與談人：

1. Franz Josef Promock 奧地利薩爾茲堡邦行政學院副院長 

2. Jan Kravčík 捷克政府訓練暨國際關係室主任 

3. 張源俊 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六、主持人：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遠道而來的貴賓們午安，非常榮幸主持下午第二場次專題研討，主

題是公務人員培訓趨勢－運用大數據鑑別培訓需求與課程設計，這一場我們有一位演講人及三位與

談人。演講人是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陳敦源教授，而三位與談人，兩位來自地球的另外一端，

第一位是奧地利薩爾茲堡邦行政學院副院長 Franz Promock 先生，第二位與談人是捷克政府訓練暨國

際關係室主任 Jan Kravčík 先生，第三位與談人是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張源俊研究員，他有個

非常有趣的英文名字，是斯拉夫的名字叫 Ivan。首先我們的演講人陳教授要跟大家談一談大數據，

怎麼樣透過大數據鑑別培訓需求與課程設計，我們一起來歡迎陳教授。

七、演講人：

主持人蕭委員，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午安，非常榮幸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邀請我來談

一個公務人力發展的新主題，我們談的是大數據。六年來我們政治大學成立了一個中心，也就是電

子治理研究中心。過去三年當中，我受政府委託來探討公共行政這方面是否有大數據應用的空間，

所以我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過去三年的研究成果，也就是根據我們過去三年來政府對於大數據

的應用，以及運用到訓練的部分。我的主題是探索大數據運用在培訓方面的潛力，另外有兩位作者

他們今天沒辦法出席所以由我代為發表。很多人說未來的世界主要是由技術問題主導，那我們必須

使用科技解決未來問題。科技沒有好壞可言，我們不需要先下判斷，科技也不是中立的，科技是要

由人運用的。特別我們要注意到科技跟我們環境、社會之間的互動，我們怎麼樣在未來處理這些衝

突的問題，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過去兩三年臺灣在人事管理上，大家都有很多意見，很多人在談

公務人力的人事部門在做什麼，我們做了一些研究發現公務人員有 70% 的時間在歸檔、建立資料、

找資料，然後把這些資料上交給中央政府，大家認為這其實滿浪費時間，如果我們有更好、更有效

率的做法可以蒐集公務人力的人事資料，就可以有更多的時間、精力和金錢運用到其他地方，可以

做更有策略的事情，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想把大數據的概念應用到臺灣的公務人力管理。我的簡

報分成五個部分：（一）大數據的世代。（二）在公部門的人事管理有什麼樣的未來。（三）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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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Kirkpatrick 的四階層訓練成效評估模式解釋訓練的評估，這對很多人來講是一個夢幻的模式、

夢幻的模型，我去搜尋的時候，光是從一篇文章就有九千多個引用，很多人都了解訓練評估模型，

不過還有一些過去做不好的地方可以用大數據的方法來補足，但是就算是用了大數據的方法，還是

有一些問題無法完全解決。（四）我會提一下台灣的案例，過去二到三年我跟考試院合作，使用臺

灣公務人員的人事系統資料來計算一些升遷、系統的問題，我可以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一個更大的模

型讓我們未來的行政機關可以在人事管理部分作的更好。（五）最後是結論的部分，會為大家介紹

一下我們有哪些改革的方式可藉由善用現有資料，讓我們可以有更好的工具把人事管理做得更好，

特別是在訓練相關的人事管理部分。

首先，什麼是大數據，這是我在網路上找到一段有點開玩笑的話，說大數據就好像青少年的性

愛，大家都在講，大家都在做，大家覺得別人都在做，所以他們每一個人也都說他們在做，這就是

大數據。有些作者對大數據有些質疑，第一個質疑，研究自動化後，似乎改變知識的意義，有時候

蒐集資料不是刻意要蒐集，但是如果將這些資料做一些分析往往看到之前不曉得的事情，這真的改

變了我們對於知識的想法。第二，正確與客觀有時是誤導的，比如說我剛剛跟中研院的與談人談到，

我們經常談資料，但很多來自網路的資料不見得完全正確。第三，大數據不見得是好數據。第四，

資料其實並不相同，有些資料是個人資料且有些資料會改變，另外，資料不是取得就該被應用，在

這些部分我們有道德的議題、隱私的問題，大家在臺灣也相當重視這一點，最後一點，當有些人有

辦法運用大數據有些人沒有辦法，這樣就會產生新的數位落差，這六個質疑轉換成六個問題，( 一 )

需要什麼知識。( 二 ) 資料如何生成。( 三 ) 資料如何運用。( 四 ) 情境是否重要，資料有時候要放在

一定的情境一定的脈絡下才有意義。( 五 ) 我們何時該討論倫理或是道德議題，使用資料的界線在哪。

( 六 ) 誰可以取得這些資料跟技術。除了第五點跟第六點之外，我想前四個問題就是如果你想做大數

據應用，那麼公務人力的人事系統在策略上就應該從這四個問題開始著手。

我們可以看一下在電子治理研究中心所做的一些事情，過去三年的一些成果，比如說我們看臺

北市的資料，臺北市有市民 1999 熱線，然後我們收集過去六個月的數據。由於市政府非常重視垃圾

清運問題，只要有人來電反應垃圾沒人處理，就會出現一個點，顯示來電位置，經由這些模式就可

知道這裡出現一些問題，為什麼都是從這些地方出現通報電話？有時候處事者應該要去想為什麼會

有這樣的問題，而不是問題出現了才解決，我想這是政府可以運用大數據的一個地方。

美國公共電視在星期天有一個節目，講到波士頓政府創造了一個 APP，如果在開車的時候啟用

這個 APP，當用路人覺得道路顛簸他就可以按一下這個 APP，然後波士頓政府就會馬上收到訊息，

並知道這條路不平整，如此的快速回應，政府可以減少很多不必要的浪費，也不需以人力去檢視路

面是否平整或施工不良，市民行車時就能回報路況，這也是另外一種大數據的運用。

不過我們要了解到，一開始我們都是交給外部使用者來使用大數據，我們也許可以考量將它應

用到內部的部分，例如運用大數據來做公務人事的管理。美國人事管理局曾提出，如果有人能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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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績效評估問題，那個人可以得到各大獎項，包括諾貝爾獎、普立茲獎等等。另外有人曾說其實我

們長久追求的終極評估工具，就能強化我們績效管理的改革，同時也在公部門促成因為實證而造成

的改變。未來我們會發現一些挑戰，包括資源不足、新公共管理的問題、大眾對政府不信任，比較

少人願意加入公務體系，績效管理過了頭，讓大家對於工作的滿意度越來越低，這些都是挑戰。公

部門的機會是什麼呢 ? 第一點，就是以知識經濟為基礎重新定義組織，組織最重要的任務是產出知

識，現在我們有新的網絡式的治理出現，網路的革命為我們帶來新的管理工具，我們可以解決新的

問題與挑戰，因此我們應該善用這些機會來因應挑戰。一般而言，未來政府的人事管理應該有一些

目標，要朝知識導向、策略、並根據實證規劃、執行。

我們回到四階層成效評估模式在公部門的應用，這四個層級大家可以看到反應、學習、應用、

成果，我們可以從不同的層級來看資料該如何蒐集，這裡的大數據問題是什麼，我問了四個問題分

別在不同的層次、不同的級別，舉例來說第一級，反應這個階級，我們都是看員工滿意度調查，在

組織內部進行，或蒐集個人資料，但從大數據觀點來看，要蒐集什麼數據是很清楚的，重點就是蒐

集然後儲存數據，使用這些資訊相對來說是容易的。第二級學習，是從個人的層級上進行測試，評

估知識、技能，還有態度在訓前、訓後的差別，從大數據觀點來看，基本上蒐集儲存資訊的目標是

清楚的，如果能和第一級結合的話會有更好的運用，其實每一筆資料間應相連，而不是把資料放在

資料庫或者是不同的檔案裡面。第三級主要是觀察、訪談與主管問卷，當然也包括了個人資料的蒐

集，如果從大數據觀點來看，目標很具體也更加的複雜，除了蒐集與儲存外，如何運用這些數據與

使用的脈絡間有密切關係。第四級成果，其難度更高，因為有時候是以一段期間個人與組織之績效

進行成果評估，這個階段蒐集資訊的目標並不是很明確，因為有不同的時間跟脈絡，在做分析的時

候常常是個混合的情況，重點是大數據問題對於這些不同的數據能不能連結在一起，可以告訴我們

新的資訊，這也是臺灣政府目前正在努力的方向，如何運用大數據做好公務人力的管理。

長久以來這個模型不是沒有人批評，這些批評是不是可以用大數據來回應，比如說在第一層級

資料的連結並不清楚，如果說不同行政數據之間能夠在個人的成績上建立連結，通常我們不會往這

個方向去做，因為不同的機構各自保存他們蒐集到的資料，但現在要善用大數據的話，這些不同的

資料要找出他們的連結，因為時間的關係我沒有辦法一一詳談，但就模型過去的一些批評，也許我

們可以用大數據來回應這樣的批評，如果真要以大數據來就訓練評估進行改善的話，我覺得在臺灣

我們已經有龐大的人力資料庫，幾乎每個公務人員一開始就會累積在不同機關單位的經驗，已有 38

個不同的人力資料庫，在龐大的資料庫之中，我們可以用 Kirkpatrick 的評估模型一、二、三個層級，

最複雜的是第四個層級，通常要做績效評估的資料時，平均每個人在教育訓練上成本是多少，花多

少錢，這過程中的小問題必須一一解決，說要做連結容易，但其實有很多困難的細節要克服，我們

必須要知道有時候在單位裡面相關人員是會有調動。在公務體系中有三成的公務人員每年都會有調

動的情況，有些甚至是高達五成，他們其實一直想要調動，但沒有辦法如願以償，你必須記錄這些

資料，而且是長時間的蒐集資料，這也是要應用大數據必須做到這一點。資料的收集是分散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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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系統的維護是集中來做，目前談到公務人員培訓是雙頭馬車，行政院與考試院，考試院比較是提

供公平的升遷管道培訓、進入公務體系初任考試的訓練，行政院則是負責在職專業訓練。除此之外

也有三個中央文官訓練機構，還有 62 個散佈全臺各地的公務人力訓練中心，這些地方的資料庫整合

起來我們才稱為PSTR，也就是公共服務訓練紀錄，包括中央政府的訓練機構以及各地方的訓練中心，

這些公務人員的資料庫簡稱為 PSPD 由中央政府管理。考試院與行政院同時擁有該龐大資料庫，以

數量來說，PSPD 總共將近有十五萬筆個人資料、如個人特質、職涯發展路徑、每年績效評核結果等

等。PSTR，也就是公共服務訓練紀錄，在 2013 年根據保訓會的紀錄，有一萬三千多人完成基礎訓練

以及四千多人完成發展性訓練，在職訓練則有 26 萬 4 千多筆（以人次計）。除此之外，在行政院人

事行政總處的紀錄總共有 570 萬個小時的訓練時數，可見訓練的時間和人次都非常的多。這些都是

有紀錄可以參考的，不過他們是分散在不同的政府單位、不同的部門裡，所以了解這點之後，也許

可以這麼說，如果我們把這些數據輸出會怎麼樣？以 PSPD 公務人員資料庫來看，三年前我有機會

去看這些個人資料庫，當然得花些錢和時間將這些資料轉換成可以判讀的數據，最後我們發現很有

意思的結果，當時發現公務人員當中男性與女性升遷的情況總共有 14 個職等，根據這些數據可發現

升到下一職等各自需要多少時間。比如說第四職等，女性公務人員要花 1023 天才能從三職等升到第

四職等，當然必須符合相關的法律才能順利的升遷。但在這可以看到女性公務人員如果要升到第八

職等，這個時間通常比起男性同仁落後許多，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這當然是特定情境，因為很多女

性公務人員通過考試後，工作一年就結婚，結婚之後生孩子，我必須要強調這是特定情境，當然之

後她們就重返職場，還是對工作充滿了抱負，也希望可以兼顧家庭，導致晉升的時間會拉的比較長，

雖然沒有實際的證據可以證明這一點，但是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來大數據可以讓我們看到一些個別資

料庫看不到的東西。另外一個例子，去年考試院做了一個研究，他們給了我一筆經費讓我做更深入

的研究，當時我就下載了 PSPD 的數據，然後跟兩個調查結合在一起，一個是世代調查的資料，我

們把 1993 年這累積 20 年的數據放在一起，大概是 2006 人的資料，另一個是公務人員人口調查， 從

15 萬人中擷取 6000 人的資料，經由這些調查與資料的比對，我們發現一些很有意思的現象，過去我

們都是用公務人員問卷調查來了解他們對工作的滿意度，但是我們也可以發現，如果有些公務人員

對某些升遷制度不滿意，我們會想辦法以此作為後續改革政策的基礎，透過一些統計、整理，我們

把 PSPD 以及公務人員的主觀問卷調查後，發現公務人員的五種人格特質，有些人進入公務人力系

統就是希望不斷快速升遷，另一種所謂的保守者，希望留在現況，另外一種是非常積極的參與業務，

另一種所為倡議型的人物，他們會對議題有自己的看法，另一種政治家型的官僚，會從宏觀的角度

考量公共行政議題，有人說前三種都是追求自利很典型的例子，另外兩種則是追求公共利益的典型，

我們發現所謂追求晉升型的人，他們通常好像最積極要追求晉升，但根據世代調查顯示其實這類公

務人員的晉升速度不見得比其他四種類型的人要來的快。基本上剛剛所說的人格類型，可能是個人

比較有抱負，野心比較大，但時間速度上沒有什麼差別。再來，大家認為保守取向的人不見得可以

快速升遷到領導的職位；其實具狂熱特質的人，往往有機會升遷。根據大數據的分析，如果你希望

在這系統中一路升遷，最好能夠待在中央政府，如果希望擔任領導職務，則最好待在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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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想介紹未來我們該如何做？我們能怎麼做 ? 我想合理的下一步應該是嘗試建立一個大

數據資料庫。在訓練課程中有一些是薦升簡訓練的計畫，如果我們希望根據 Kirkpatrick 評估模型，

進一步打造這種評估系統，那我們可以做這些事情，首先，在第一及第二層級，我們可以藉由調查

學員訓後的反應作為主觀資料，並蒐集成績記錄表作為客觀的資料，把這兩個資料結合起來，再儲

存至 PSTR 中，如此第一及第二層級就做好聯結了。再來要連結到模型的第三個層級，也就是蒐集

學員的職涯、所屬的機構資料，然後結合主觀資料，比如說受訓六個月之後主管對他的評鑑，我想

這是很直觀的方式，但目前並沒有這樣的做法。再來第四個層級本來就比較難做，所以做起來比較

複雜，不過我們還是可以探索一點機會，例如主觀資料可以比較受訓前後的績效及所屬機構績效的

資料，因為每個學員我們都有其受訓相關資料，可以再與全國的資料庫連接。以前我們有很完善的

政府機關績效表現資料，由於之前政府組織再造的關係，所以目前這個資料庫的最新資料就是去年

的資料。最後初步的結論是政府的人事管理應該以知識為準，要有策略規劃也要以實證來做事，第

二點是根據剛剛說的夢幻四層訓練評估模型，我們其實可以去想像大數據應用有甚麼潛力，第三點

是就臺灣目前的培訓而言，未來有三個重點，第一是做大數據究竟想要什麼資料，可以透過公部門

以及學術界之間的長期合作達成，第二應該讓考試院與行政院有良好的合作來做大數據的策略規劃，

第三點我們需要使用不同資訊來源、長期的蒐集資料、各個不同機關應該可以共同承擔的維護成本。

謝謝大家。

八、與談人一：Franz Josef Promock 副院長

大家如果談到大數據，一定要先談談眼前的挑戰，我們知道全球化已進行到全球化 3.0 了，未來

甚至會進化到 4.0。我們從歷史上可以知道絲路是全球化 1.0，古代的全球化，再來全球化就是跨國

公司帶來的全球化，全球化 3.0 是網路帶來的全球化，因為有數位革命，有各式各樣的個人化，全球

有國際分工、有電腦、網際網路的出現，因此，有更加國際化的企業出現、我們的網路密度更高，

帶來了相當豐富的大量資料。現在的世界愈來越複雜、有越來越多的風險、有不可預測的事件，在

此同時因為交通運輸成本降低、交易成本降低，我們的經濟受到相當大的助益，可以有更多的國際

交流。也許全球化 4.0 可以消弭不平等、不穩定的問題，可以解決全球化 3.0 所帶來的各種問題，也

許現在已經是後消費主義，大家要追求的不是產品而是客製化的服務。再來我們也面對社會人口的

改變，比如說人口老化，我們需要新的教育、醫療服務或是一些維護的問題。我們說複雜度就是改

變的速度非常快，大家記得從 1955 年以來我們的經濟體成長了六倍，但在這同時，組織複雜度則增

加 35 倍，我們如何管理這樣的複雜度 ? 管理複雜度絕對是我們未來的重要課題。我們今天談大數據，

有越來越多數據，有不同的可能性，在此同時又有社群媒體的使用應否制定出規範，也就是在我們

公共行政裡使用社群媒體需要有什麼規範，公務人員可不可以有臉書帳號、可不可以在推特帳號上

寫到跟公務相關的問題或用公務帳號寫私人信件？公部門之間的分界未來會非常重要的，可是這個

界線卻越來越模糊。另外一個趨勢是雲端化，現在的資訊不是存在我們封閉的系統裡，而是在開放

或半開放的系統，這樣我們就必須要處理網路安全，要保護我們的資料，特別是也要保障關鍵的基

礎設施。另外還有其他發展，比如說開放政府，在歐洲我們有歐盟的法令會談到說資料究竟是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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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務體系蒐集到的資料究竟是歸誰擁有，我們的答案是這些資料屬於人民，所以我們有開放資料

的計畫，並回饋給人民，讓人民可透過這些資料建立他們的商業模式，可以根據資料來寫 APP 促進

經濟發展等等，讓社會大眾有更多的機會運用來自社會大眾的相關統計數據。比如說車流量等等，

另外一個關鍵就是電子政府，我們必須趕上越來越多的虛擬服務。此外，我們也提倡電子民主，我

們必須有好的公共治理。公共治理並沒有一致的定義，但是有些共同的原則，能夠處理多樣性、我

們要有專業能力、要遵守倫理道德，其做法必須符合成本效益，我們的服務是有效率的，是結果導向，

還需要處理貪汙、永續發展的問題，這些都是我們長期要關注的策略目標，而且不只要關注中長期，

也各有該處理的問題，我們要遵守法制。在歐洲還有移民問題、勞動問題、氣候難民、經濟難民、

政治難民、尋求庇護者等等問題。

接下來說到大數據，謝謝陳教授剛剛的簡報，他談的主題其實相當困難，大數據一方面談到的

數據量非常之大，您剛剛也跟我們談到四個 V（Volume, Velocity, Variety, Veracity），比如說第一個

字是量，量的增長非常快，再來資料來自不同的來源，可能以不同的格式儲存，有文字、圖片、影

片、部落格等等還有社群媒體的資料，你必須要能處理分析這些不同的資料，運用新的軟體來處理，

除此之外，還需要專業人士才能夠做到這些資料研究，同時面對這麼大量資料，我們必須做分析、

要發展模式、要找出因果關係，並藉此找到新的商機，以提供更好的服務。同時也能透過大數據做

一些預算的工作，這究竟是甚麼意思呢，重點不是使用什麼樣的技法，而是資料本身是用甚麼方法

來分析。

每一天 Google 處理 25TB 的資料，也就是等同於 150 萬筆 HD 高畫質的影片，這可能必須要活

很久才能看完，而我們目前每天處理的資料量就是那麼大。大數據改變我們了解世界的面貌及看待

世界的方法，就像以前是看一張照片現在是看影片。再來有四個轉變，從過去小資料的類比世界到

現在大數據的數位世界，透過現在的方式我們來找出模式、關係、脈絡、預測，現在我們問的問題

比較不會問為什麼，比較不是因果關係的細節。比如說現在有好幾百萬人的癌症患者會使用不同藥

物來改善他們狀況，我們現在不僅要瞭解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也要了解他們究竟在做些什麼事情。

再來現在一切都在資料化，基本上就是把我們所擁有的一切，過去我們可能不把它視為資訊，但現

在我們把它數位化、轉換成數據，比如說現在有 GPS，大家在網路上可以儲存相當多的資料、數據，

除此之外我們要想到也許再也沒有所謂的個人資料，也要考慮未來會不會有資料獨裁的問題。接下

來還有人事方面的趨勢，我想重點放在策略的層面，這些也許算是新的發展，都是我們必須要處理

的問題，才能夠讓我們永續發展，才能讓我們在日益複雜的世界更加安全。我們要了解人的能力，

把人的能力在系統裡發揮出來，我們要讓我們的人都有工作能力。另在人事部門部分，公務人員也

需要有跨文化的能力。我們學習的方式應該視年齡而定，比如說年輕人學習的方式和老年人不同，

為什麼呢 ? 因為年輕人反應很快，但老年人經驗比較多，比較知道解決問題的捷徑。此外，我們也

要處理複雜及多樣性的問題、人事資料、終身學習、知識管理等，知識只是工具，只是載具，重點

在於我們運用知識的能力，運用知識來找尋問題解決的方法，也許沒有既有的解決方案，需要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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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在歐洲也非常重視女性權力，所以我在職場也會讓女性充分的表達意見，

同時也要確保職場多元性，讓婦女在家庭跟職場之間達到平衡，這些都是我們每一天在職場上都要

面臨的趨勢，我想我的報告就到這邊，謝謝大家的聆聽。我也想跟大家說個秘密，我學了兩個中國

詞彙，一個是「我不知道」，第二個好用的語彙是「沒問題」，有一半的問題用這兩句話都能迎刃

而解，謝謝。

九、與談人二：Jan Kravčík 主任

各位貴賓、主辦單位代表、各位女士先生，首先感謝各位的邀請讓我參加今天的研討會，今天

我們都希望能夠彼此分享交流學習，不過我自己不是訓練方面的專家，我主要是在政府部門擔任分

析的工作，主要是做情資的蒐集，提出政策讓政治人物推行，而針對這個議題我有不太一樣的觀點。

我在歐洲公部門網絡有非常多的經驗，所以我有很多跟海外同仁合作的經驗。其實我們一直都在討

論相同問題，就是為什麼我們忙著推出各式各樣的新計畫、新課程，也許從既有的課程做改善會更

有成效。我本身學語言學與人文學科，所以我想跟各位從歷史談起，孔夫子曾說要鑑往知來，如果

要定義未來就要先了解過去，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的國家─捷克。我們如何用大數據來去做公務人

員的培訓，昨天歐盟執委會才提出二十五億歐元的夥伴計畫來推動大數據的應用，這個計畫預計全

球數據市場將會為歐洲供應商帶來百分之三十的業績成長，也會打造更多數據相關的工作機會，到

2020 年會增加 10 萬個數據處理的相關機會，也可以帶來 10% 的節能效果，同時也可以提供更好的

醫療保健，以及更有生產力的工業機械，所以透過大數據希望能將實驗室的創新想法帶到工廠、各

個產業，這是歐盟執委會帶來的願景，其結果如何大家都不知道，但我們可以從歷史借鏡。其實對

大數據的評批聲音不少，因為歐洲人最喜歡的大概就是批評，前面講者也提到大數據定義廣泛模糊，

不是非常具體，在哈佛商業週刊有篇文章在談大數據，說不管大數據的範圍多大，都必須搭配人為

的判斷，大數據必須從社會、政治、經濟下的脈絡去做詮釋，到底誰有能力去分析大數據，除此之

外也有一些批評的聲音認為其實大數據根本是 IT 產業吹出來的大泡沫，也有人說大數據根本就是亂

七八糟的數據，我曾經參與過我們政府的電子化政府計畫，所以我也不方便說什麼，也許全球的業

界專家能去做最好的判斷。

接下來介紹捷克這個不大的國家如何看大數據，其實我們的面積大概是台灣的一倍，我們有

1020 萬人大概相當於中國二三級城市的人口規模，好像我們的國家很小，我們的數據好像也不多，

不過我們持續學習如何分析這些小數據，但現在又來了大數據，以我自己參與電子化政府的經驗，

其實我們有好多個類似計畫，其他國家也在推 E 化政府，在此就不說 IT 有多麼強大其實我們昨天

在參訪中也看到有一些人員提出運用大數據或 IT 去幫助一些巨災的因應，我們也知道一般民眾希望

政府提供更快速更便民的服務，比如說市民希望全部都是電子簽章可以搞定，不用到戶政事務所辦

理，我們也有一些登記資料的大數據，但這些資料的運用也有倫理道德的議題，因為一方面大家希

望政府能夠 E 化、電子化，另一方面人們又非常害怕個人隱私資料被政府拿去濫用，很多人擔心政

府可能透過臉書監測他們，這個當然會去做，只是我們有空的時候才會去做，大家都聽過這種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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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說法，事實上，我在想如果我們捷克政府對我的所言所行有百分百的掌握，我大概早就被裁退

了。個人資料保護的確是政治上的一大議題，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歐洲有很多資料竊取的問題，在

兩天前我們才看到在我們的首都也有一些抗議活動，所以網路的確是一個開放空間，大家都可以在

上面參與各種活動，作為政府的一員我不是很確定，是否能像陳教授所說的監督，我想我們應該更

謹慎才好，部門間資料之所以不相通就是為了保護隱私，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不是這麼樂於使

用大數據，不管是大數據或數據。其實捷克是有規定不能用個人 email 做公務的通訊聯繫。除此，在

2011 年有一個國際計畫，開放政府的計畫，以提升政府部門的透明度，如此更能體恤民意，另一方

面就是大數據的利用，是一個很大的議題，我再回到議題，為什麼大家急著提出一項又一項的新計

畫，而不是想辦法將現有的模型變得更好，比如說為什麼不設法讓公務人員的辦公環境變更好，螢

幕變更大、椅子更舒服，能夠在更舒適的環境下與市民做溝通，為什麼不是每個辦公室都有一個咖

啡機，反而是投入幾十億歐元做政府的 E 化，重點是也不知道在做什麼，比如說有一天有人把插頭

拔掉了，根本沒有電了你還什麼 E 化政府，所以所謂的治理或政府的電子化當然是一個趨勢，因為

整個政府都在往數據化、數位化的方向走，但是我們不能夠把大數據當作萬靈丹，這是我們政府對

這個議題的立場，我們應該要等到更清楚怎麼樣去詮釋大數據並且市民也完全支持，我們才會大刀

闊斧的來做大數據。另外我想在引用另一位中國著名的演員─李小龍的話，就是一個聰明人，從愚

蠢的問題上學到的東西要比一個傻瓜在一個聰明的答案上學到的要多，我希望大家可以從我愚蠢的

問題當中得到一些啟發，謝謝。

十、與談人三：張源俊 研究員

謝謝主辦的邀請，我想我之所以會在這，是因為我任職於中研院，走過來這裡只要 20 分鐘，在

座有很多外國朋友，我也歡迎我們國外的朋友下樓後沿著馬路走就會看到我們中研院。今天談的是

大數據，副標題是新瓶舊酒還是舊瓶新酒，大數據是新概念還是舊概念呢？這是我幾年前我想是在

紐約時報上找到的，左邊的人說為什麼大數據其實有些迷思，我不曉得大家是不是都認同這個作者

的講法。大部分的講者都說，如果要用大數據去分析，來改善政府效能，提升工作品質，我們不能

只看大數據的好處也要考慮壞處，使用大數據要謹慎小心，對我來說大數據並不是新概念，「大」

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比如說古時候報紙是這樣儲存的，都是丟在一邊你無法使用報紙上的資料，後

來你可以把這些資料整理成書放在圖書館裡或是儲存在磁帶上，所以怎麼樣算大，其實要看容量有

多大、處理資料的能力有多強，硬體當然是不斷的在進步，當硬體更新時可以處理更多的數據，因

為數據越蒐集越多，所以很難有充足的硬體研究這麼多的數據，但重點仍然是相對的。想要用大數

據來回答怎麼樣的問題，這些是網路上的一些廣告，這些是台灣軟體公司要推銷大數據的應用，他

們只是想要銷售你們來我的課程，可以怎麼做資料分析、做大數據，其實大數據是推廣是讓公司受

惠，一般人不會馬上受惠。我們知道有句話是這樣說的，謊話分三種，謊話、可怕的謊話，還有統

計也是一種謊話，統計這部分也是大數據中要的一環，這邊是一些相關的卡通、漫畫，這是在網路

上搜到的圖，提到美國在科學、太空、科技方面的支出，其實跟上吊自殺之間的關係是正相關的，

所以大數據是可以做分析的，這例子告訴我們如何分析想要回答什麼樣的問題是很重要，切入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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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很重要。另外大家說垃圾進垃圾出，統計學是這麼說的，身為統計學家，我們總是想跟大家說，

希望我們處理統計問題的時候，我們都會說垃圾進垃圾出，你要先知道想要解決什麼問題，想要找

到什麼資訊，當然有不同的工具可以應用在不同的分析資料庫中，重點是想要回答什麼樣的問題，

最終想要在資料庫中挖出什麼資料，這張投影片是講瞎子摸象的事情，假設在做大數據時沒有正確

的基礎，就會像瞎子摸象，大數據很大，所以我們很難知道宏觀的局面，如果在做大資料集時沒有

做事先的了解就會像瞎子摸象，可以挖出很多的資訊，但不一定正確，現在我們也可以做一些生物

資訊分析，我們可以做個人化醫療，對於某一些族群應該用哪些藥物，也牽涉到我們怎麼使用大數

據資料，我想這張投影片要說的應該很清楚，也就是要選擇正確的工具，比如一邊手術刀，一邊屠刀，

你不能用屠刀開手術，也不能用手術刀來屠宰，所以做甚麼事情要選擇對的工具。莊子是中國古代

哲學家，他說我們是不是可以只看大部忽略細部呢 ? 如果只看大忽略小，那就不會看到細節；如果

只看小忽略大，就會忽略全局，這是數千年前我們的哲學家就提出的概念。這就是我想要強調的，

在大數據的時代我們總是說需要新的做事方式、新的領域，需要資料科學家，其實我覺得資料科學

家是協調專家，資料專家會給你分類圖，要知道電腦、科學、分類，還有統計、在特定領域的專業

知識，但每人一天只有 24 小時，如何同時具備這三種技能成為數據科學家？如果你是某一個專家，

怎麼樣知道在其他地方了解電腦科學的技術？對我來說所謂的資料專家，應該是非常好的協調人員，

能夠找到不同領域的專家，重點是團隊合作，但在我們教育體系特別是科學方面，我們要求學生獨

立研究，但沒有教怎麼樣和其他人合作，但是音樂家的教育就不一樣，他們有各種合奏交響樂團等

等，我們要強調的不只是領導能力還要強調合作夥伴能力，在團隊裡發揮功能。這是我剛剛講的圖，

數學、統計的技巧，關鍵領域、特定領域的知識，另外還有運算資料相關的技巧，但是我們要強調

互補的部分，假設在這邊的圈圈知識豐富，這樣別人無法輕易取代你，所以大家如果可以在這部分

加強技能，那麼您的飯碗將會安穩，而且對於團隊會有非常大的貢獻，因為沒有人能夠取代您，或

者假設在數學統計學很強，對團隊有強大貢獻，其他人也無法做到你所做的事。最後我用這段話做

總結，莊子說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所謂細者不明就是無法做出個人化的醫療方案，

所以我們要在大跟小之間做出平衡，這就是大數據，謝謝。

十一、綜合討論

( 一 )  討論一

1. 提問要旨：大家好我是來自美國聯邦行政學院，謝謝您所提供的見解，我想問也許我們可以

有一個世界的組織來管理資訊的交換，不曉得聯合國是否有這樣的發展呢？

2. 回應人：演講人 陳敦源教授

回應內容：我想資料的蒐集許多的國際組織都在做，包括 OECD、歐盟都有做，特別是關於

公共管理來講，很多中央政府都有在蒐集這些資料，我之前讀過 06 年的一篇報導，如果針對

個人包括各國政府對於政治人物、公務人員的態度看法，其實當時一些歐洲國家就已經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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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過所用的語言是甚麼呢？普遍是英文，但要做跨國資料蒐集，比如說美國到台灣，語

言的問題需要先解決，因為我們在這是使用中文，還記得阿拉伯之春嗎 ? 阿拉伯文、英文的

翻譯 APP 由當時發起人之一（在埃及開羅的 google 任職的人），用一些 google 的工具以團

結阿拉伯之春的人。所以要做跨國之間的蒐集，其實很早之前就在做了，不過大數據的應用，

包含資料蒐集的技巧，恐怕還是要先克服語言的問題。我想在未來有幾個重點思考，比如說

怎麼樣將大數據放到人力資源管理，像 Franz 提到，我覺得有兩個重點，一個就是問責性，

另一個是執行能力，問責性以及隱私保護這兩點，在台灣目前有很嚴重的個資被販賣問題，

很多個資被賣給商業機構，常會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行銷電話，政府所擁有的人民資料應做

好把關的工作。另外，則是擴大界線的管理，不管是知識的界限、組織界限甚至是國界的管

理都是一樣，充分利用大數據帶來的潛力。其實在企業管理界他們一直在推動新的概念，這

樣才能夠賺錢，大數據在雲端的概念，在臺灣我覺得外部客戶使用大數據好像比內部客戶使

用大數據來的成熟，有越來越多的個案可以看到。一開始可以有不同的應用，創造更多的效

益，不見得要花大錢才做得到，只要回到自己的資料儲存室把這些資料抓出來做分析，就可

以看到有趣的趨勢，當然已經有的數據就可以做這些事情，所以這一點很重要，我們應該考

慮成本效益，而不是動輒花大錢投資計畫，我們必須要有一些專門人力與足夠經費來支持資

料儲存，另外張博士也給我們提到統計學，相關性不代表因果姓，讓我想到在做社會科學研

究時一定要提到因果機制，例如冰淇淋的多寡與居住在城市或鄉村有關，我們要找的解決方

式是有效的解決方案，過去十年有很多公共行政領域在推以實證為基礎的實驗，其實是從醫

療界過來的，從公會領域大數據的分析，發現這的確是有用的分系，因此我覺得大數據是有

用的，也希望各國可以與人民做好連結、做好內部員工的溝通，不斷的創造資料蒐集的結果，

我們會有全新的虛擬世界。

( 二 )  討論二

1. 提問要旨：我是來自財政部訓練中心，從您的觀點來看，我們去分析大數據是不是應該訂出

一個標準，怎麼樣確保個人隱私獲得保障？

2. 回應人：與談人 Franz Josef Promock 副院長

回應內容：如果你想要取得你遺失的資訊，一般來說你到美國國家安全署，他們一定有一個

存檔。我們的確需要嚴格的立法及治理模式，才能管理好大數據。大數據應該是數據倉庫

（Data Warehouse）及數據蒐集的下一步，這將來是跨國界的趨勢。在傳統的思維，進入數位

化國界就會消失，這也會影響我們的思考模式，所以我們要有全球化的思維、在地的行動。

我們了解大數據帶來的潛力，傳統的做法是我們有組織內部的系統儲存保護這些結構化的資

訊，但是現在我們要處理這些非結構化的資訊，政府應有責任做好把關的工作。

3. 回應人：與談人 張源俊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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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內容：從我的觀點來看，我們還沒有準備好應用大數據，首先我們沒有相關的設備來儲

存這些資料，另外分析大數據的軟體也尚未完善。這些資料當初並非經過良好的設計蒐集，

只是單純的將資料匯入。當初並沒有想到這些非結構性、異質性的資料會作為分析並運用的

材料。身為統計學家，我覺得要做這樣的數據分析，其實是很困難的。我們沒有相關的理論

來支持大數據會帶來良好的成果，所以老實說我們還沒準備好。

4. 回應人：與談人 Jan  Kravčík  主任

回應內容：跟大家分享兩點，剛剛聽到大家的提問，我代表捷克參加 OECD 的數據交流活動，

其實公共行政的系統都無法跟其他國家相同，當資料匯入後，才發現哪邊要改，我們因此必

須做一些主觀分析來做比較。另外，在資料保護的部分，還談到資料遺失的問題，近幾年來

捷克重視資料保護，成立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在過去如果你去參加漁夫的俱樂部，他會問

一些基本資料，大家就會抱怨為什麼參加俱樂部需要報名字？當然這個例子比較極端，我是

想要表達，在捷克我們很重視個人資料保護的問題，人民擔心政府蒐集過多的個人資料，但

是大家在電子商務上又很輕易的將自己的資料透露出去。這是大家目前都很關心的議題。

十二、主持人結語

因為時間關係我們將要告一段落，在結束之前想跟大家分享幾句話，我們在這場次討論的非常

有趣，我們討論到大數據的運用，我們的演講人為我們討論到大數據的重要性，大數據可以在人力

資源管理有什麼樣的運用，也提出未來台灣在這方面可以有什麼樣的發展。在聽完演講人的簡報之

後，Promock 博士也提出相同的論點，特別強調我們遇到的挑戰，像是全球化及複雜度提高等等，

所以我們必須要改變我們人力資源管理的做法，相對的張博士還有 Kravčík 先生對大數據的做法是比

較質疑的，他們提出一些警訊，我們在做大數據應用的時候，有一些該注意的地方，所以我覺得今

天的場次真的有非常多的論點，非常有趣的交流與討論，也謝謝大家的耐心聆聽，謝謝大家的參與，

我們的場次在此告一段落，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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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yun Chen



Profit

Training

Tr
en

ds

Te
am

Prospective

Leadership

95



96



Profit

Training

Tr
en

ds

Te
am

Prospective

Leadership

97



98



Profit

Training

Tr
en

ds

Te
am

Prospective

Leadership

99



100



Profit

Training

Tr
en

ds

Te
am

Prospective

Leadership

101



102



Profit

Training

Tr
en

ds

Te
am

Prospective

Leadership

103



104

Prospective Training & Leadership Trends
Franz Josef Prom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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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Data Interpetation: The Czech Perspective and Approach
Jan Kravčí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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