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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決策模式-資源分配智慧導航 

內政部於 108年提出「銀髮安居計畫」，結合內政、衛福資料及地

理圖資，以模型找出亟需照顧的老人，這是上集。109年本部續提「資

源分配智慧導航」，這是下集，因為老人需求出來後，我們更需要建立資

源供需評估模式，以有效協助政府選出最優質擴充照護資源之據點，避

免浪費公帑並服務更多民眾。 

內政部統計處科長 周家揚 
(本文刊登於主計月刊第 785 期 [民 110.05]) 

壹、 前言 

內政部於 106 年底成立部會級大數據工作小組及專案計畫，由統計處擔任

執行幕僚單位，積極展開相關大數據連結應用及支援決策之工作，3 年來已陸續

展現成效。同時為創造跨機關合作及跨領域資料串連應用的契機，統計處協同本

部戶政司、地政司及衛福部長照司，共同策劃「銀髮安居計畫」，結合內政、衛

福資料及地理圖資，以模型產製高需求名冊，俾政府主動找出亟需照顧的老人，

該計畫參加「108 年總統盃黑客松競賽」，榮獲最高榮譽之卓越團隊獎，並列入

本部 109 年施政計畫工作項目。然而找出需要照顧的老人後，如何有效擴充長

照服務資源益形重要，為完善老人照護，109 年統計處協同本部資訊中心及衛福

部長照司共組「SEGIS」團隊，提出「資源分配智慧導航」計畫，再次獲得「109

年總統盃黑客松競賽」前十名之佳績，本計畫簡介如下。 

貳、 計畫緣起 

政府在 2016 年提出「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以提供需求者更完善的服

務。有鑑於長照需求人數每年約以 3 萬人速度增加，但仍有許多地區長照資源不

足，爰衛福部於 108 年宣布五年內投入 50 億元在全臺 88 個資源不足的鄉鎮，

獎勵興建公共化住宿式長照機構。但要如何得知哪些地區資源不足? 若單以行政

區人口數及床位數等進行評估，會出現如臺北市信義區雖沒有床位、但為交通便

利的「資源不足區」，因此人口移動距離應列入評估。 

而在評估出資源不足地區後，到底應在原據點增加人力，還是新增服務據點，

若採前者方式，人力增加的要素為何？若採取後者方式，要優先增設在哪？是利

用現有閒置設施、公有地來設置呢(成本較低)？還是應該到離需求人群最近的地

方開設新據點(成本較高，但民眾較方便)？ 

因此，本次團隊即針對住宿式、社區式及居家式長照資源擴充，提出五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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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WHERE 的步驟，來幫助政府找出最適擴充資源的 HERE。 

參、 施作過程 

本計畫係應用空間分析技術，以彰化縣資料進行試作，執行步驟如下： 

一、 找出現有供給資源在哪裡：係整合衛福部及地方政府資料，以得知長照

機構的坐落及床位數，並利用路網數值圖，依各類長照服務合理車程繪

製服務範圍(圖 1)。 

圖 1 找出現有供給資源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二、找出資源需求者在哪裡：蒐集相關文獻及專家學者意見，依各類長照服

務需求者特性，設定內政大數據資料的條件式，計算各村里潛在需求者

人數(圖 2)。 

圖 2 找出資源需求者分布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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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找出資源供需失調在哪裡：運用科學性的兩階段流動搜尋法，以實際路

網交通距離計算各村里的資源可近性，貼合需求者使用資源特性，並與

需求人口作雙變數分析，藉以找出供需失調最嚴重的地區(圖 3)。 

圖 3 找出資源供需失調地區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四、找出資源可布建地點在哪裡：以衛福資料找出可提升服務量能的「現行

機構」；由通用電子地圖資料，列出可能有「閒置空間的建物」；利用串

聯公有土地 opendata、國土利用調查資料，找出「閒置的公有土地」，

並將這 3 種列為「可布建長照資源」之標的(圖 4)。 

圖 4 找出資源可布建地點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五、找出最優質布建地點在哪裡：將需求性指標、便利性指標，以及經濟性

指標，整合建立「資源分配決策系統」，以找出最優質的布建地點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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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未來這系統還可以配合地方政府加入其他在地性指標(圖 5)。 

圖 5 找出最優質布建地點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肆、 系統雛型 

本系統有 2 大功能： 

一、 展示地區資源供需狀況：以顏色深淺呈現各鄉鎮市的城鄉差距，及各

村里的住宿式、社區式及居家式長照資源之潛在需求人數，並展示現

有資源供給據點及潛在擴充的地點。另以供需分析地圖呈現雙變數分

析的結果，其中紅色區域表示資源供給不足，但需求者卻很多的村里

(圖 6)。 

圖 6 系統展示各村里資源供需狀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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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產生建議布建地點名單：可彈性調整各類資源的服務範圍公里數，及

設定指標內各分類項目的權重，依照設定自動產生 20 個建議布建地點

優先名單，定位後可由拉幕功能觀察各地點擴充資源前後，附近地區

資源可近性變化情形，以利結合地方特性考量，篩選最適合擴充資源

的地點(圖 7)。 

圖 7 系統自動產生建議布建地點優先名單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伍、 預期效益 

團隊為瞭解本計畫是否能幫助地方政府作決策，分別拜訪彰化縣衛生局及臺

中市衛生局，2 位局長均認為本提案概念創新，決策系統運用範圍極廣，可改善

以往政府之不足，並且以科學數據分析作為依據，有利於提升地方政府計畫的正

當性，期許後續提供地方政府決策運用。依上述意見綜整本計畫預期效益有 2： 

一、大幅節省政府投入成本：以往做大規模長照供需調查花費約 5 千萬元預

算，且需耗時長達 2 至 3 年才產製調查報告。而運用本決策系統可快

速掌握全國供需狀況，並選出最適合布建資源的地點，後續還可結合 AI

預測模型提升資源布建效率，大幅節省政府人力、物力、財力及時間的

成本。 

二、過程透明且具科學依據：以往投入布建資源之考量條件缺乏科學依據，

且常受到人為因素影響，易做出錯誤決策以致浪費公帑，因此為人所詬

病。而利用本決策系統可清楚列出最優質的布建清單，過程公開透明且

具科學依據，可減少錯誤決策，提升公務員信心及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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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未來發展 

本計畫提出之資源供需創新評估模式，不僅可應用在擴充長照資源，也適用

於其他服務領域，例如，社福、醫療、教育、警消等資源的擴充，爰本處規劃於

今(110)年導入機器學習技術，開發共用性之資源分配決策系統，以擴大系統應

用層面。 

柒、 結語 

內政部統計處積極參與總統盃黑客松，主要目的是希望透過競賽，對內促進

本處與業務單位緊密結合，對外開創跨部會合作契機，並在活動中聽取評審及專

家的寶貴意見，以精進計畫的執行方式。我們成功印證活用大數據資料，可讓政

府找到需要幫助的人，並主動幫助需要的人，因此將持續再接再厲，落實精進，

讓內政大數據資料發揮最大的應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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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IS 團隊與行政院沈榮津副院長及內政部花敬群政務次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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