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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第 7 屆第 2 次會議 

書面審查結論 

壹、會議說明 

因應國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本次會議舉辦方式奉召集人

核定，採書面審查方式辦理。 

貳、會議辦理方式 

本次會議資料於 111 年 5 月 30 日函送本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

組第 7 屆委員，審查意見逕送資訊中心彙辦。 

參、會議召集人及委員(如附錄) 

召集人：林召集人全能 

委員：朱委員瑞陽、彭委員啟明、張委員家生、錢委員思敏、林

委員杏子、王委員薔惠、陳委員小芬、黃委員宛玉、陳委

員榮貴、林委員聰仁、蔡委員孟元、翁委員素真、戴委員

婉蓉、王委員詠絢、劉委員禎祥 

肆、報告事項 

(一)經濟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歷次小組會議結論追蹤報告 

說明：本部前次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會議已於 110 年 11 月

30 日辦理完竣，本部現已依會議決議完成辦理事項，建

議全數解除列管。 

決定：本案各項次經各委員審查，均表無意見，全數解除列管。 

伍、討論議題 

(一)經濟部 111 年開放資料盤點結果 

說明：本部所屬及機關(構)已完成「主題式開放資料推動策略」

之滾動修正，以及 111 年開放資料盤點作業。111 年預計

開放資料集共計 83 筆，其中上半年預計開放 54 筆，本

部依申請提供資料(含各式法規收費之資料)項目仍維持

58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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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委員思敏意見紀要： 

主題式開放資料是政府部門從業務推廣或是民間角度進行

資料集的整合，並釋出給民間使用，本次主題式開放資料發

想極具創意，肯定各單位促進開放資料的投入與努力。以下

提供可以增進的面向供參考： 

1. 反應位址之資料集，建議納入交通路網及位置資訊。 

2. 節能與電力供應資料集，建議可納入各縣市政府路燈桿所

採用的燈具種類及路燈開啟時數資訊。 

3. 關於加工區想藉開放資料擴展周邊人力資源聘用資訊及

鼓勵投資，在人力資源方面除可以藉加工區廠商薪資、營

收或福利等資訊揭露之外，也可以強化廠商若租用加工區

用地可獲得的加值服務進行資料開放，亦可提供廠商周邊

學校如，大學、高職、高工等地址位置及學生人數等資訊。

以「加工處投資好所在」主題策略為例，除了外貿統計等

之外，可納入教育部的「廠商周邊學校如，大學、高職、

高工等地址位置及學生人數」等資訊，作為主題式開放資

料集的一環。 

4. 關於中油加油便利站的想法，建議增加加油站的位置資訊，

例如，經緯度、地址、面積大小、是否附設洗車服務等。

具體作法可將加油站的位置資訊例如經緯度、地址等資料

集編號 6065 加油站服務資訊提供（包含基本資料多項欄

位），以及另附設洗車服務資料集編號 41554 台灣中油股

份有限公司_洗車中心（也包含基本資料多項欄位），整併

為一個資料集，或建立一個主題式開放資料集。 

林委員杏子意見紀要： 

肯定並支持推動「主題式開放資料」，各單位推動策略及策

略意涵建議應轉化為更多實質的行動或曝光，普遍令產、學、

民眾得以知悉，方有機會取之進行資料的應用與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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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委員孟元意見紀要： 

水利署原訂 3 筆開放資料可以如期完成，並新增【水利署及

所屬單位決算】開放資料集。 

本部配合辦理事項： 

1. 本部已將委員意見提供各相關單位回應，並經委員複查

均表同意。 

2. 請本部各單位依所規劃項目辦理 111 年資料開放作業。 

(二)經濟部開放資料民間需求回應說明 

說明：根據政府開放資料平台統計結果，自 110 年 11 月 1 日至

111 年 4 月 30 日止，民眾共計提出 8 項資料集需求。其

中已開放資料集計 4 項，預計開放資料集計 1 項，無法

開放之資料集計 3 項。此 8 項政府資料開放民間需求，

經回應後尚無進一步之其他需求。 

朱委員瑞陽意見紀要： 

1. 建議盡量提供資料集預計更新時間予民眾參考。 

2. 供電品質及電力供需變化如有品質目標及檢討資料，建議

提供以建立品質開放指標。 

張委員家生意見紀要： 

對於已開放資料集之民間需求，若導因於資料未及時更新，

致民間來函建議更新者，建議建立資料更新週期標準，並要

求各單位確實按規定執行。 

錢委員思敏意見紀要： 

1. 由於停電有時候會涉及到停電的補償，故應該不會沒有電

號、村里或鄉鎮市區層級的資料，若電號會涉及個資，建

議可以提供村里或鄉鎮層級的資料。 

2. 台電若無歷史供降壓降頻資訊，然可以現在開始搜集，例

如，區域、時間等，除了可供民間了解品質變化之外，也

能作為台電未來改善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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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電所轄水力堤壩流入流出量資料應適度公開。 

王委員薔惠意見紀要： 

1. 針對回復說明中提供簡明回應內清楚描述取得資訊的網

址，亦有因應的解決方案，給予肯定。其他宜提供確切開

放資料的網址，以確實解決相關問題的回復情形。 

2. 回復民眾答疑時，應有明確的更新時間。 

3. 已開放的資料應開放至最新年份 111 年，並依更新頻率提

供至確切的月份或日期。若無法提供至最近日期，應調整

至歷史資料，並說明不能再提供的確實原因。 

4. 針對回復內容，建議有進一步與提問者互動及討論的空間，

以便瞭解提問者為什麼想要這些資料。有助我們思考政策

上值得精進之處，並揭露於本小組書面報告中。 

陳委員小芬意見紀要： 

能源統計月報已提供很詳細之數據，但若能將每個月月報資

料一併放上平台網站將更有利民眾查詢。 

陳委員榮貴意見紀要： 

有關民眾所提「台電所屬水力堤壩流入量、流出量」資料，

目前未納入台電所屬水利用途之堤壩流量資訊，請原始管理

單位開放流量資訊。如能與水利署資訊整合，可避免民眾查

閱困難，開放流入、流出量，可供民眾提前參考上下游區域

水量資訊，便於提前警覺。 

雖台電公司復以，因台灣河流河身短、坡度大、水流急，稍

有陣雨流量即會有劇變，並不適宜以此資料判別水域活動之

風險，仍應以各水庫之公告及放流廣播為準，爰仍無法開

放。 

因水利署及台電公司均屬本部所轄單位，基於本部一體，若

無涉及國防或營業機密，及相關法規限制等特殊考量，建議

能採一致做法，資訊整合，方便民眾查閱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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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委員孟元意見紀要： 

民間需求 ID136561，是否能提供供水轄區 SHP 檔，也就是

現有呈現水利署呈現水情燈號的 SHP 檔。已提供，水利署

已開放。 

劉委員禎祥意見紀要： 

1. 民眾建議「停電事故受影響之鄉鎮市區資料開放」，經台

電公司查復，因饋線相互交錯且跨越不同行政轄區，故無

此類統計資料，另建議民眾參考已開放「台電公司配電系

統重大事故停電速報案件紀錄」、「台灣電力公司計畫性工

作停電資料」等兩項停電相關資料，其中「台電公司配電

系統重大事故停電速報案件記錄」資料更新頻率為一年，

建議可提高資料更新頻率，以符合民眾對停電研究之資料

需求。 

2. 民眾建議「開放歷年台電供降壓頻資訊」，經台電公司查

復無此類資料可提供，惟台電公司網站有其他供電資料，

例如：台電網站＞資訊揭露＞電力供需資訊＞電網供電資

訊，包括超高壓變電所主變利用率、電網瓶頸線路、區域

間總傳輸能力與可傳輸能力等資訊，可增進民眾對台電供

電情況之了解。 

本部配合辦理事項： 

1. 本部已將委員意見提供各相關單位回應，並經委員複查均

表同意。 

2. 以上 8 項政府資料開放民間需求，經回應後尚無進一步之

其他需求，請本部相關單位納為後續開放資料作業之參

考。 

3. 「預計開放」之政府資料開放民間需求，請本部相關單位

依規劃時程開放資料集，並於開放後至【互動專區/我想要

更多/預計開放清單】填報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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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本部各單位參酌委員建議，於後續回復民眾需求，應明

確回應所提需求以及具體說明資料開放或更新時間；針對

無法開放之民間需求，亦可考量部分開放之可能性。 

(三)後續資料開放作業規劃 

說明：為持續推動本部資料開放作業，請本部所屬及各機關(構)

依「經濟部及所屬機關(構)政府資料開放行動方案」以及

書面報告所述推動規劃，辦理後續開放資料精進作業。 

林委員杏子意見紀要： 

1. 所謂「高價值資料」，價值是必須被使用、被創造才會轉

化出來。因此，除了從資料中思考哪些是「高價值(潛力)

資料」，亦應尋求這些高價值(潛力)資料的利害相關族群，

資料被運用了才會發揮價值。 

2. 機構參加開放資料應用競賽已行之多年，建議除了總統盃

聲量大的競賽，可以盤點每年例行性的開放資料競賽、鼓

勵單位與外部夥伴平時就形成團隊關係，與團隊夥伴間保

持互相提供相關的資料的諮詢、應用與改善建議等效益，

而不單只是為了參賽。 

王委員薔惠意見紀要： 

經濟部的開放資料對於民眾的商業活動有非常大的助益。國

內企業大部分是小微企業，並不知道開放資料帶來的好處；

而且小微企業缺乏資訊技術人力，即使有心也沒能力發展數

據應用。建議除了參加競賽外，應回到開放資料的本質及初

心，思考如何以資料加值的方式協助國內企業共生共榮，以

數據共同創價的議題： 

1. 如何將這些豐富的資料，找出各產業的痛點並提供解決

方案，如：什麼樣的商機，在什麼時間需要什麼樣的企

業，以異業結盟的方式，爭取商業訂單？在上述的案例

中，由統計圖表分析出各種潛在商機的時間，提出合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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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機的產業，通知產業內的潛在優良企業，由政府主動

委託法人機構或輔導顧問發起合作專案，進行買家與賣

家的合作事宜。有計畫培植具潛力的企業，擴大企業經

營成效。 

2. 依產業角度，思考如何解決產業發展的問題，並建立解

決問題的主題式分析網頁，提供主題式的視圖化動態分

析工具。讓有需要的小微企業可以直接在網路上進行分

析，小微企業透過這些分析及比較，瞭解企業本身商業

行為的優勢或劣勢，進而改善企業策略，優化企業經營

使其加速其商業發展。 

3. 以大數據演算法發展各產業重要指標的預測，不僅是金

融性指標，產業需要的各種指標，可透過問卷方式詢問，

以協助產業的中小企業瞭解市場趨勢及自身的優勢，發

展具獨特性及創新性的產業商機。 

本部配合辦理事項： 

1. 本部已將委員意見提供各相關單位回應，並經委員複查均

表同意。 

2. 請本部各單位配合本部未來資料開放作業規劃及參酌委員

建議，盤點釋出高價值資料、持續強化資料品質，並積極

參加開放資料應用競賽。 

3. 有關本部未來半年資料開放工作重點及完成期限，請本部

各單位配合下列事項： 

(1) 辦理 111 年下半年開放資料集提報作業(111/9/15 前完

成)。 

(2) 提送 111 年第 3 季累計已開放資料集檢核表(111/9/15 前

完成)。 

(3) 召開本部資料開放諮詢小組第 8屆第 1次會議(111/11/30

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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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辦理 111 年下半年資料集登載/發布作業(111/11/30 前完

成)。 

陸、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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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經濟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第 7 屆委員 

 

經濟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第7屆委員名冊 

110年10月19日經資字第11004884070號函改聘 

110年8月2日經資字第11004882911號函聘 

 

職稱 姓 名 現職 備註 

召集人 林全能 經濟部常務次長  

委員 朱瑞陽 國巨律師事務所合夥律師  

委員 彭啟明 天氣風險管理開發(股)公司總經理  

委員 張家生 國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資訊長  

委員 錢思敏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  

委員 林杏子 國立高雄大學資訊管理系副教授  

委員 王薔惠 中華電信大數據處資深資料科學家  

委員 陳小芬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  

委員 黃宛玉 經濟部法規委員會專門委員  

委員 陳榮貴 經濟部會計處副處長  

委員 林聰仁 經濟部資訊中心主任 
110年10月19日

起兼任 

委員 蔡孟元 經濟部水利署主任秘書  

委員 翁素真 經濟部能源局主任秘書  

委員 戴婉蓉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主任秘書  

委員 王詠絢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代理所長  

委員 劉禎祥 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主任  

一、以上總計派（聘）兼16人。 

二、委員派（聘）兼期間自110年7月1日起至111年6月30日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