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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自內政部統計處(以下簡稱本處)擔任國土資訊系統社會經濟資料庫分組的

召集單位以來，這 10 年間該分組所建置之社會經濟資料服務平台(SEGIS)資料

量及功能擴充迅速，政府對本系統亦相當支持，每年編列預算推進本系統發展。

因此，若使用該系統的民眾未能同步增加，或本處無法利用本系統對社會環境有

所改善，政府每年投入之經費則無法達到預期目標，殊為可惜，故本處藉本研究

重新檢視本系統還有哪些功能需要精進，以及要如何行銷讓外界知道並使用本

系統，冀希透過政府與民間應用該系統的資料與功能進行加值服務，來提升我們

的生活品質及營運績效。 

本研究借鏡我國主要部會和韓國 SGIS之系統功能，找出這些系統的功能特

點，作為 SEGIS功能精進之參考。在行銷方面，蒐集國內各政府機關辦理開放資

料競賽的辦理情形，整理出三種類型「開放創意型」、「指定主題型」，以及「綜

合分析型」，另蒐集日本、荷蘭等國外政府機關創新開放資料競賽主題，以作為

SEGIS未來行銷及辦理競賽之參考。另外，本研究亦找出 SEGIS平台未來可精進

之方向，及說明本處所規劃 SEGIS五大行銷主題(應用成果專輯、微電影、數位

教材、創新應用競賽、擴展民間申請)之進行方式。最後提出 SEGIS未來精進需

注意之兩大重點，分別為要注意系統圖台的功能性與易學性之調合，及創新應用

競賽參賽作品之應用。希望本研究所提出之建議，能讓 SEGIS 平台內容及推廣

行銷有所精進，以朝永續經營之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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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took charge of coordinating the Socio-Economic Database Division of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NGIS), the data volume and functions of SEGIS (Socio-Economic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established by the Division have expanded rapidly in the past 10 

years. The System was well support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was budgeted every year for its 

development. Therefore, if the number of users for the System is not increasing or th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is unable to fully utilize the System to benefit our social communities, the effort and money 

invested into the System every year will be wasted. For this reason,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by th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to review the System for any functions that require improvement or 

marketing strategies that can be implemented to allow the public to know about the System and how 

to use it.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accessing the System’s database and functions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general public, value-added services can be created to improve our quality of life as well as 

the system’s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This study uses the functions of the SEGIS of domestic governmental agencies or Korea as a model. 

Special features of these systems were collected which serve as the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our 

SEGIS. With regards to marketing, public information competitions held by domestic governmental 

agencies were searched and related information was gathered which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types; “Open Innovative Type”, “Assigned Theme Type” and “General Analytical Type”. In addition, 

the innovative public information competition themes from governmental agencies in foreign 

countries, i.e., Japan and the Netherlands, were collected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SEGIS marketing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competitions. The study also pointed out future improvement 

strategies for the SEGIS platform and described the five SEGIS marketing themes planned by th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Album of applications and achievements, short film, digital educational 

material, innovative application competition, expanding public application). In the end, two major 

items were proposed which need to be carefully considered for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EGIS; 

one is the functionality & operability of the System and the other one i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work 

from the innovative competitions. It is hoped that the suggestions proposed in this stud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ontent of the SEGIS platform and its promotion, fulfilling the goal of 

sustainable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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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自民國 79 年我國成立國土資訊系統(以下稱 NGIS)推動小組及九大資料庫

分組後，陸續完成「國土資訊系統基礎環境建置計畫(第一期)」(87-92年)、「國

土資訊系統基礎環境建置計畫(第二期)」(93-96 年)；而自民國 95 年起，九大

資料庫分組之一的國土資訊系統社會經濟資料庫分組之召集單位，由行政院主

計處第三局(現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統計處)改為本處擔任，接續完成「國家地理

資訊系統建置及推動十年計畫」(95-104 年)等多項中長程計畫，至今本處仍持

續進行「時空資訊雲落實智慧國土－內政圖資整合應用計畫」之推動。 

本處除持續精進社會經濟資料庫分組各項業務外，並在 105 年將該分組入

口網與「國土資訊系統社會經濟資料庫共通平台」進行整合，以「國土資訊系統

社會經濟資料服務平台」(以下簡稱 SEGIS)接續服務，提供各機關單位施政決策

之輔助工具，並讓民眾更容易取得我國各地區社會經濟相關統計資料。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04 年國家發展委員會 NGIS 推動小組所通過之「落實智慧國土之國家地理

資訊系統發展政策」，持續強化國家地理資訊系統，落實智慧國土之應用，並達

成 5個更好(better)[1]：  

(一)對政府有用的決策資訊(better decision)。 

(二)對民眾有感的應用服務(bette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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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讓資料間能輕易串聯(better connection)。 

(四)提升資料維護的效率(better performance)。 

(五)拓展資料更多的價值(better value)。 

本處目前規劃的 SEGIS 核心方向也是持續往上述 5 大目標前進，觀察外界

瀏覽本網站的趨勢(詳圖 1)，無論是其瀏覽人數、產品下載次數、網際網路服務，

以及 API介接服務，皆可證明 SEGIS的發展將民眾的需求列為重要考量。最後，

期盼透過本研究讓 SEGIS提升比往年更大的經濟效益，並且更貼近人民的生活。 

 

註: API介接次數與網際網路服務，分別於 2015年 3月以及 6月起才開始統計使用情形。 

圖 1  SEGIS近五年外界使用情形統計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研究的主要進行方式，為吸取國內外(如我國勞動部、韓國)政府機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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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經營類似 SEGIS資訊平台網站之寶貴經驗，例如網站介面的操作，或是其他

更親民的設計，運用在 SEGIS上，並充實精進其功能，讓民眾更容易瞭解並使用

SEGIS的各項服務。 

本研究亦蒐集國內政府機關單位或私人企業辦理資料競賽的方式，並將辦

理類型進行整理與歸納，供本處未來主辦資料競賽時，能夠更快速掌握辦理的關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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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探討國內外政府系統平台之內容 

第一節  SEGIS網站之基本內容概述 

社會經濟資料所涵蓋之範疇很廣，舉凡與人為核心的資料，如人口、

經濟、就業、社會福利等等皆屬於本資料所涵蓋之範圍，且前述之資料

橫跨許多政府機關單位，也因此需要有一個完整的系統，即是社會經濟

資料服務平台(SEGIS)(圖 2)來進行整合。 

 

圖 2  SEGIS入口網站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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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SEGIS 有許多之功能，整理出 3 大主軸，簡介本平台之重點功

能： 

(1)統計圖台 

過去政府機關只能將原始資料轉換成統計數據，並進行量化分析，

但本平台還將原始資料以及統計數據延伸到空間上，以地圖視覺化之

方式，可從不同的角度來呈現資料，如圖 3之畫面，除了該圖右側顯示

出每個區域別(縣市)106年 9月的人口數外，該圖中間還呈現出我國各

縣市之人口數面量圖，讓我們可以更快速判斷出每個縣市間的人口相

對多寡數，進而作為輔助政府機關決策以及學術機關之應用。 

 

圖 3  106年 9月各縣市人口數面量圖 

未來還會開放土壤液化潛勢區，可讓我們檢視自己住家的位置，是

否屬於土壤液化之高風險地區。將這些社會經濟資料套用在統計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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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視覺化的呈現，也更容易幫助我們洞悉以往在統計數據表格中所

看不見的盲點。 

(2)資料展示 

彙整各個機關的社會經濟相關資料後，最重要的就是將這些資料

進行開放，創造出可以活絡社會的經濟價值，故本處目前將彙整資料

分為人口、勞動就業、土地及營建、教育文化、醫療衛生、治安及公

共安全、社會福利等 15 中類社會經濟資料。 

SEGIS首創社會經濟空間統計一站式服務，可將跨機關跨類別的資

料，同時呈現在本平台上，不用讓外界耗費額外的時間去尋找，只要到

本平台，幾乎就可找到所有的社會經濟相關資料，且可以套用到統計地

圖進行視覺化之呈現，亦可使用比鄉鎮村里還更細緻的層級(如最小統

計區)進行空間化的分析，並利用去識別化技術，保障個人資料的隱私，

以達到安全無虞的開放資料。 

(3)技術應用 

SEGIS開發統計資料網路服務(Web Service)及統計地圖應用程式

介面(API)雲端服務，隔年發展之統計地圖 API建置共通性之縣市統計

地圖展示圖台，供各地方政府機關單位應用，透過介接高共通性的

JavaScript 語法輕易繪製統計地圖或圖表，可同時使用平台內各項資

料或自身資料，無須考量底層原始碼或程式工作機制，大幅降低開發成

本及門檻，並透過引用介接取得各種功能，亦無須額外建立資料及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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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儲存空間，同時減少硬體花費，以統計地圖方式豐富且視覺化其自有

網站內容，目前已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經濟部礦務局、衛生福利部

社會及家庭署、法務部矯正署、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等 55個機

關介接系統應用，估計節省各單位開發系統經費累計超過上億元。 

第二節  SEGIS網站入口介面精進―分眾導覽概念 

SEGIS近年來規劃許多功能專區，供外界在使用時，可更迅速找到

符合自身需求的應用功能，但相對來說，如前述圖 2，僅就本平台的「資

料與服務專區」以及「統計地圖專區」就共有 12個圖標(icon)，但完

全沒有任何一個介面，簡述這些圖標及其裡面的功能有何種用途，可能

造成剛入門的使用者，看到許多功能而不知所措，故 SEGIS 未來可朝

勞動部「薪資行情及大專生就業導航」之網站首頁畫面(圖 4)，建立分

眾導覽概念，開宗明義告訴使用者，這個網站各種專區的用途為何，以

及介紹該網站「全國勞工」、「近五年大專畢業生」裡的每個圖標，以及

「縣市重要指標」與「小秘書」有何種內容，可讓入門使用者進入該網

站後，在其首頁部分，即可初步瞭解整個網站每個專區的用途，不需由

使用者盲目點選每個圖標，即可快速找到自己想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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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勞動部「薪資行情及大專生就業導航」首頁 

例如圖 5 所示，假若勞動部網站首頁改成顯示全國勞工專區的 5

大功能，可能會導致很多剛入門的使用者一頭霧水，導致得花許多時間

將每個圖標都點進去一次，才可知道該專區「全國勞工」的用途，故勞

動部將該首頁預設成如圖 4的介面，簡要說明各圖標所指的專區用途，

確實是幫助使用者進入降低門檻的好方法。 

 

圖 5  勞動部「薪資行情及大專生就業導航」之「全國勞工」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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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SEGIS除了「資料與服務專區」與「統計地圖專區」各有六大

功能，另外還有發展歷程及其成果等相關專區，未來並可參考前述勞動

部的五大類做法，讓首頁呈現 SEGIS網站中各個功能專區的簡要說明，

並且以下提供分類方式之建議供 SEGIS未來分眾導覽之發展方向參考。 

分類方式本研究建議分 4-6個大類即可，若劃分太粗略或太細緻，

都有可能誤導民眾，例如第一個大類當然是首頁，即是簡介每個大類的

定義，及其大類裡的圖標有何種用途，第二個大類本分組發展歷史簡

介，內含本平台發展歷程的文字簡介，以及近期或未來要拍攝影片等相

關資料，皆可放在該專區；第三個大類系統圖台，內含統計地圖圖台，

以及社會經濟統計地理資訊網的系統圖台，以及未來要開發的土壤液

化潛勢區，不過因土壤液化潛勢區屬新系統，亦可機動性調整成單獨一

個大項，這樣可以增加曝光度，讓更多人知道；第四個大類產品服務，

就是與開放資料有關的事物，含應用主題圖集、統計區應用案例，以及

未來的資料視覺化專區皆可屬本大類；第五個大類即是系統開發，即是

網際網路服務和統計地圖應用程式介面等相關資料，若有機關或私人

企業有需要的話，可直接看該專區，即可快速了解我們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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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SEGIS圖台精進 

(一)互動式教學功能 

SEGIS的圖台功能配合社會之發展，且為提供民眾更多的服務，功

能可謂愈來愈多，但另一方面，亦會導致新入門的使用者不易熟悉系統

中每個功能的用途，建議參考韓國 SGIS 的介面[2]，透過互動式操作

教學網頁(圖 6)，讓使用者實際操作一次，也可真正的瞭解每一個功能

之用途。 

 

圖 6  韓國 SGIS互動式操作教學界面 

未來 SEGIS可將互動式教學網頁區分成以下兩個主題： 

(1)基本功能操作 

將原本檔案式操作手冊中各項功能的操作步驟統整成互動式教學

網頁介面後，可讓使用者不必花很多時間閱讀操作手冊，並將每一個功

能實際操作一遍，就可初步熟悉 SEGIS圖台之各項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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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進階功能操作―數位教材「生活中的小秘書」 

SEGIS提供非常多影片讓使用者觀看，但是若沒實際操作過一遍，

其實很容易導致下次使用時又再度忘記，故可搭配該影片最後的三個

範例教學「購屋需求」、「老年醫療」，及「子女教育」三大主題，透過

將各個基本功能連貫並實際操作過一遍後，下次若在使用圖台時，較容

易上手。 

(二)資料視覺化專區 

成果範例的呈現，亦是 SEGIS圖台未來應精進的部分，而韓國 SGIS

的統計主題專區(圖 7)，例如人口與家庭、住宅與交通、福利與文化等

等議題，且每個議題皆有呈現相關重要統計指標，而分類方式及相關統

計指標與 SEGIS類似，可仿效韓國 SGIS視覺化專區呈現方式，以揭露

民眾生活中的相關資訊，更可以用來改善社會環境，間接透過該專區功

能，亦達成 SEGIS之推廣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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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韓國 SGIS統計主題專區(部分文字中譯) 

目前 SEGIS的「主題圖集」或「統計區應用案例」亦有許多本處或

民間各個領域的翹楚，運用手邊資料再結合 SEGIS 資料，所製作而成

的案例，不過目前這兩個專區屬於靜態呈現方式，並無法與使用者互

動，未來可在主題專區列示以下項目： 

 ˙微電影拍攝主題 

˙土壤液化潛勢區 

˙民眾座落地點與居住人口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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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這些主題，讓外界知道本平台的開放資料，可以拿來做哪些事

情，只要使用者點選主題名稱後，即可直接於地理資訊網或其他介面自

動繪製視覺化圖表供外界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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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探討國內外政府行銷策略之方法 

第一節  我國政府的數位行銷策略 

(ㄧ)政府行銷策略之轉型概念 

現代科技日新月異，我國政府機關也開始配合轉型，朝向電腦化作業取

代傳統人工作業，除了減少不必要的人工錯誤，亦可加快行政效率。另外，

政府在行銷的方式，也開始往數位化方向進行，以往多數機關皆為傳統行銷

方式，例如編印書刊，發放文宣品等方式，而現今已有部分機關在數位行銷

進行整合與創新突破，除可增近與民眾的距離外，也可配合當下政策，迅速

調整行銷方式，例如社群網站，人工智慧服務等方式。 

 

(二)我國政府的數位化行銷經營 

我國政府已有部分機關開始朝向數位化的行銷進行推廣，以下列舉兩大

創新概念的案例，探討近年來政府如何運用現代科技進行推廣行銷。 

1.社群網站與網路影音之突破 

經濟部創立「經濟很有趣」的臉書粉絲團(圖 8)，主要是配合 EGIS

相關業務，該粉絲團可增加與年輕族群的互動，亦可透過臉書相關功能，

讓其他不屬於 GIS 相關領域的民眾，知道這個粉絲團在經營何種業務，

且有任何重大消息也可直接放在粉絲團上，方便網友快速轉發，若網友

提出疑問，也可迅速回覆，增加民眾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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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經濟很有趣」臉書粉絲團 

法務部則是自 105年 5月起，除每月在其網站上發布一篇不同主題

之統計摘要分析，另外再對該月主題錄製「法務統計 3 分鐘」短片(圖

9)，除了可讓外界快速了解該主題之統計分析，亦透過影片的視覺效果，

宣導犯罪有什麼樣的後果，希望藉此讓民眾留下深刻的印象，以達到預

防犯罪宣導之目的。 

 

圖 9  法務部―法務統計三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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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工智慧創新整合的便利服務 

過去許多政府機關因業務種類繁多，必須對外界加以說明，且外界

常會對某些特定業務有相似的疑問，故於官網增設常見問題集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以下簡稱 FAQ)，以利快速解答外界疑

問，但這種 FAQ有時還是不方便民眾查詢，甚至還有少數民眾不清楚本

身的問題是什麼，導致花很多時間看 FAQ還找不到答案，浪費許多時間。 

近兩年，我國銀行業如台新金控、玉山銀行等陸續引進聊天機器人

(Chatbot)以增進便民服務，而今年 9 月財政部中區國稅局，率先推出

「智能服務 AI 小吉」(圖 10)，整合傳統 FAQ 及該機關之業務，並透過

網路聊天方式，幫民眾解答常見問答，而臺北市政府亦於今年舉辦「2017

第 1 屆市政 CHATBOT 聊天機器人大賽」[3]，透過競賽方式，讓參賽者

使用台北市政府各局處之 FAQ資料，製作出符合民眾需要的聊天機器人，

透過這些另類的行銷方式，讓外界可以更加了解該機關的業務。 

 

圖 10  「智能服務 AI小吉」聊天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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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開放資料競賽之行銷策略 

(一) 開放資料的趨勢―鏈結開放資料(Linked Open Data；LOD) 

鏈結開放資料概念即是將現行開放資料進行鏈結，可無償且重複使用，

串連資料間的 URI，並以 RDF 或 SPARQL 來提供有用的資訊；例如西元 2007

年，德國的萊比錫大學(Leipzig University)，柏林大學(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以及 OpenLink Software 公司共同發表 DBpedia[4]，資料來源係用

Wikipedia頁面右邊的信息框(Infobox)，並將其資料串聯起來，大大提升了

使用者搜尋資料的效率，也是目前 Linked Open data(以下稱 LOD)最成功之

案例之一。 

麥肯錫(McKinsey)在 2013 年的一份研究報告中，提到開放資料一年的

產值大約是 3 到 5 兆美元[5]，若我國政府多開放手邊的資料供各界應用，

除可增進公私部門的效率，改善資源分配等，亦可發揮公民科技的力量，促

使民眾參與公部門事務，達到開放政府的政策，帶動產值發揮出資料經濟(圖

11)的效益，故政府應規劃如何落實開放資料(Open data)、鏈結資料(Linked 

data)，以及大數據(Big data)等 3大面向，發揮出資料的最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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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資料經濟三角圖 

資料來源：GeoCyber,「資料經濟(Data economy)是什麼?」[6] 

目前在開放資料五星等級架構表中(表 1)，四星以上的開放資料其實在

國外已經如火如荼的推廣中，而這也勢必會成為未來的世界趨勢，若我國政

府想要落實 LOD，就必須先讓資料提升到四星之等級，所幸我國近幾年也開

始在規劃如何讓資料品質提升到四星以上之等級[7]。 

表 1  開放資料之五星等級架構表 

星等 資料敘述 資料格式範例 

★ 資料公開於網站上，且格式不拘 JPG/PDF/DOC 

★★ 資料以結構化之方式呈現 XLS 

★★★ 資料以開放格式呈現 CSV/JSON 

★★★★ 使用固定網址(URI)來表示資料，讓機器可以存取資料

集裡的單筆資料 

RDF 

★★★★★ 將資料與其他網路上的資料進行鏈結 LOD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政府資料開放加值應用研究分析書面報告[8] 

若要創造五星等級的 LOD 環境，則必須使用 RDF 檔案格式並搭配

SPARQL(一種查詢 RDF的程式語言)技術方可達成。經比較目前世界各國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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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國家與我國開放資料中的 RDF數量後(圖 12)，發現我國在開放資料還是

有非常大的發展空間，不過因各國人文風情、社會經濟之發展等國情皆不相

同，故 RDF數量的多寡僅是往開放資料五星標準發展的參考指標之一。期待

我國政府應加強開放資料的政策力量，並與民間互相交流，共創雙贏。 

 
註 1：統計資料時間截至 106年 8月 19日。 

註 2：資料來源僅為美國[9]、英國[10]、澳洲[11]、南韓[12]，以及臺灣[13]等國家之主流開放資料網站，不含其地方政府或學術機構。 

圖 12  我國與世界各國開放資料 RDF檔案格式數量比較 

 

誠如前段所述，目前我國開放資料計有 38 筆 RDF，其中衛生福利部 16

筆、本部及法務部各 4 筆，其餘機關 14 筆(圖 13)。前述衛福部之 RDF 檔案

格式資料集，大多為食品藥物管理署的開放資料，例如「食品業者登錄資料

集」、「醫療器材許可證資料集」，以及「藥品外觀資料集」等資料集；本部目

前的開放資料僅有 4筆，例如「友善建築場所」、「全國宗教資訊系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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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服務地點通訊錄」、「國際社會團體資料」。總體來說，不論是衛生福利

部、本部，或者是其他機關在 RDF的開放資料集，還可再增加ㄧ些資料。 

 

圖 13 我國中央各機關開放資料 RDF比較圖 

 

食安問題成為我國近年讓人民惶恐的議題，在生活中我們時常無法確定

購買的食材其來源是否安全，故今(106)年有民間團體使用 SPARQL語法以及

農委會、衛生福利部等機關的鏈結開放資料的概念，製作了一個 Google 

chrome 智慧外掛原件[14]，讓我們在網路上購買料理的食材(例如番茄、甘

藍菜等)時，可以快速搜尋該類食材是否為農委會的產銷履歷認證農產品，並

用地圖呈現該類認證食材有在哪些通路商販售，再連接農情統計資料，讓使

用者可以快速了解該食材目前生產趨勢與價格指數，以避免該類食材大量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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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產生農市場崩盤等情形，亦可穩定我國農業生態環境，並提高民間生產

效率。 

而目前 SEGIS在資料提供上僅達三星等。因此若 SEGIS未來在開放資料

的格式上，能朝更高星等開放的方向，讓外界感受到 SEGIS的開放資料的高

鏈結性，無形中除了可幫助 SEGIS打廣告，亦可增加其使用率。 

(二) 我國開放資料競賽之推廣行銷 

在這資訊爆炸的時代裡，能夠擁有龐大的資料，就有機會成為贏家，因

為資料就是一種資產，而政府雖然是資料的最大擁有者，但還要能善用資料，

才能發揮資料的最大效益，故我國近年來有部分機關單位舉辦開放資料競賽，

除了能洞悉資料的價值外，還可達到推廣行銷的效果。以下歸納近幾年的開

放資料競賽類型可分為三類，分別是「開放創意型」、「指定主題型」、「綜合

分析型」： 

1.開放創意型 

目前各機關單位所舉辦的開放資料競賽大多屬此種類型，此類型係

指只需使用到主辦或協辦單位所指定的開放資料即可，但不限制任何主

題，ㄧ般來說，若是第一次舉辦開放資料競賽的機關(單位)，使用此種類

最合適，因為機關(單位)希望拓展自己的資料的運用。再者因為第一次舉

辦，參賽者也可能不熟悉此機關(單位)的每個資料是作為何種用途，但此

類型的特色是參賽者不會受到任何創意限制，有時反而會激發出驚人的

靈感，例如「Maker X Hacker桃園開放資料黑客松」[15]、「2016台電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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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黑客松」[16](表 2)。 

表 2  開放創意型之開放資料競賽 

活動名稱 Maker X Hacker 桃園開放資料黑客松 2016台電暖身黑客松 

活動主旨 任何主題(領域)皆可，只要能解決民眾

需求，設計出最佳的方案即可，但至少

需使用 1項桃園市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任何主題(領域)皆可，只要對台電開

放資料集有任何想法，皆可提出討論，

並介紹台電的開放資料，供參賽者了

解 

主辦單位 桃園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2.指定主題型 

本類型較適合已經有舉辦過競賽的機關(單位)，或者是此機關(單

位)長官、外界民眾有特定之需求，參賽者可參考歷屆作品，增加對該機

關(單位)開放資料的熟悉度，此類型雖然已經指定了ㄧ些特定方向的主

題，但特色就是可讓參賽者在特定主題內，使用資料發揮其最大之價值，

且不會讓參賽者天馬行空迷失方向等問題，亦可省去尋找研究主題的時

間，例如「2017 嘉義黑蚵松」[17]、「104開放資料黑客松」[18](表 3)。 

表 3  指定主題型之開放資料競賽 

活動名稱 2017 嘉義黑蚵松 104 開放資料黑客松 

活動主旨 至少需使用到嘉義縣政府開放資料

外，並指定參賽者需運用資料解決三

大問題(主題) 

因主辦單位屬私人企業，故舉辦目的

以可以幫助該企業獲利為最大原則，

故限制參賽者需運用該企業所開放的

部分資料，設計出符合的主題(產品) 

指定主題 1.人口變遷 

2.環境汙染 

3.交通觀光 

1.Mobile App/Web Service 

2.Match Recommendation 

3.Data Visualization 

主辦單位 經濟部工業局(協辦：嘉義縣政府) 104 人力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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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綜合分析型 

本類型屬於前兩類的綜合型，原則上有舉辦過類似競賽的主(協)辦

單位較適合該類型，雖該類型屬較複雜的主題活動，但此活動的成果較前

兩者豐富，原則上先指定幾個主(協)辦單位因業務所遇到的問題，請參賽

者設計解決方案，另外與參賽者說明，也可利用該資料作指定主題以外的

作品，例如「106年度 Open Data創新應用競賽」[19]、「2017 台電能源

永續黑客松」[20](表 4)。 

表 4  綜合分析型之開放資料競賽 

活動名稱 106年度 Open Data 創新應用競賽 2017 台電能源永續黑客松 

活動主旨 鼓勵大眾運用政府資料開放平臺，發

展具有價值的服務或產品，設計開放

資料應用組(即開放式主題)，以及政

府及企業指定主題 

邀請參賽者利用台電官網與政府資料

開放平臺的資料，設計「開放創新」主

題(即開放式主題)，另有兩個指定主

題 

指定主題 1.個人版防災地圖應用組 

2.智慧生活之氣象應用組 

3.農業開放資料應用組 

4.經濟地理資料應用組 

5.華碩 Zenbo智慧機器人應用組 

1.綠能 

2.節能 

主辦單位 經濟部工業局等機關共同主辦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三) 外國開放資料競賽之推廣行銷 

以全世界開放資料的發展來說，我國政府屬起步較慢的一群，故本節找

了兩個開放資料發展較成熟的國家，其政府所舉辦的開放資料相關競賽，供

我國未來各機關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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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 LOD競賽 

在日本官方的主流開放資料平臺[21]上，雖未看見 RDF 檔案的身影

(其他日本官方網站已有 RDF 相關檔案)，但日本総務省統計局在近幾年

已經開始推廣如何利用 SPARQL查詢 RDF[22]。另外，從 2011年開始，日

本 LOD 挑戰執委會辦公室每年均舉辦大型的 LOD 競賽[23]，該比賽的主

題除了有應用 LOD之獎項之外，另有資料視覺化、數據科學、物聯網等獎

項供參賽者申請，由此可顯示日本政府愈來愈重視 LOD的概念了。 

 

2.荷蘭 Stuiveling開放資料獎(Stuiveling Open Data Award；SODA) 

現今的資料競賽都是注重應用面(資料視覺化、統計分析模型)居多，

但許多政府機關單位只熟悉自己的業務，並沒有資訊相關背景，導致參賽

者ㄧ開始拿到的原始資料(raw data)之品質不甚理想，亦容易導致後面

的應用成果出現問題。 

在 2016 年，荷蘭首度舉辦 Stuiveling 開放資料獎[24]，該獎項主

題強調「再使用」荷蘭開放資料，以提升該資料本身之社會經濟附加價值

(added value)，該競賽利用參賽者的創意與資訊背景，透過公私協力，

一起改善資料品質(資料清洗、鏈結資料)，並提供 20,000 歐元(折合約

新臺幣 75 萬元)的高額獎金，由此可顯示荷蘭政府愈來愈注重開放資料

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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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SEGIS精進與未來願景 

第一節  SEGIS平台之精進 

(一)統計地圖圖台之精進 

SEGIS 統計地圖圖台近年來使用人數愈來愈多，而功能也隨使用者的需

求，變得愈來愈多樣化，應用層面亦愈來愈廣，不過隨之而來的是，功能逐

漸開始不親近初學者，故我們發現兩大問題，供 SEGIS未來精進之方向。 

(1)部分圖表不夠親民口語化 

本研究以 SEGIS 統計地圖圖台的「分類統計」功能，呈現「106 年

6月六都之扶養比」的統計長條圖為例(圖 14)，該圖表並無註明提醒使

用者扶養比的計算公式，如果係熟悉內政統計領域的使用者，自然可從

容地使用該圖表的資料，但如果是完全不懂或不熟該領域的使用者，突

然看到該圖表，可能還是會有些許茫然，不知該圖表的統計資料，究竟

有何涵義，故未來在精進該圖台功能時，應考慮對部分內政統計資料的

圖表，加入一些簡單的計算公式，告訴使用者這些統計數字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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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106年 6月六都之扶養比 

 

(2)部分功能太複雜 

假設今天探討議題為「比較我國 106年第 1季各縣市住宅屋齡新舊

與住宅面積之大小」，我們利用 SEGIS 統計地圖圖台之「條件空間查詢

(面量圖)」，步驟一找到切合該主題的欄位，步驟二加入邏輯運算子與設

定欄位的分類條件，步驟三輸入易讀性高的分類名稱，並將各縣市運用

四種顏色進行區分(圖 15)，即可完成該面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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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繪製 106年第 1季各縣市住宅屋齡新舊與住宅面積大小比較之流程圖 

 

因本研究的作者皆為熟悉該圖台功能之使用者，且熟悉內政統計領

域，故繪製完成上述主題之面量圖(圖 16)，較不易出現問題，但若今天

是第一次接觸到該圖台的使用者，可能連自己的研究目標或興趣是什麼

皆還不清楚，導致該項功能對該類型使用者較無幫助；又或者使用者係

屬於熟悉內政統計相關領域，但因該功能較複雜，若要繪製出對該類型

使用者有一定助益的面量圖，亦要花不少時間進行研究。 

前述內容亦正好呼應了第二章第二節(一)互動式教學功能的重要

性，不僅要剛入門使用者學習每個功能，而且還應該要建立一些互動示

範教學，一步步的操作學習，並製作出使用者想要的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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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106年第 1季各縣市住宅屋齡新舊與住宅面積大小比較 

 

另外，未來 SEGIS可規劃使用統計資料視覺化軟體進行輔助，讓不

論何種類型的使用者只要用滑鼠點擊幾下，即可出現很多統計視覺化的

結果，如此一來，也可讓剛入門圖台的使用者，先別使用複雜的功能，

且還可快速熟悉 SEGIS有哪些統計主題應用，故可吸引更多人願意學習

SEGIS統計地圖圖台。 

(二)資料與服務之精進 

SEGIS 收錄了數萬項的社會經濟資料產品，而產品系統的服務功能也變

得愈來愈多，不過本研究發現，若可以再精進部分功能，未來不論是政府機

關或民間企業使用者，在使用上皆可增加其便利性，因此規劃了精進方向。 

SEGIS 現行的產品與服務查詢已相當方便，但若是初學者第一次進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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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看到這麼多產品資料，可能會突然不知所措，不清楚要先從何種產品

資料何著手，故本處可在目前規劃辦理的創新應用競賽結束後，檢視參賽者

會拿資料做何種應用，以及哪些資料使用次數較多，再將這些資料整理出來，

發展出「主題標籤」概念功能(圖 17)，該功能可直接跨類別搜尋，羅列出該

主題較常用的產品資料有哪些，讓第一次使用查詢功能的人，可以快速了解

產品資料有何應用，亦可讓專業使用者知道現今熱門的研究主題，可說是兩

全其美的好方法。 

 

圖 17 查詢系統之「主題標籤」功能(虛擬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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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SEGIS推廣行銷之策略 

(ㄧ)本部臉書納入 SEGIS之議題 

近年來，現代網路科技如火箭般地發展，相當快速，亦改變現代人的生

活習慣，而國內外的知名社群網站如痞客邦(PIXNET)、臉書，以及推特

(Twitter)等也陸續崛起，若政府機關想要推廣其業務，供外界了解，則前

述之網站將會成為很有效的行銷夥伴。 

我們發現痞客邦是以部落格的形式呈現，推特則是以英美語系國家或

日本為大宗，皆不適合目前 SEGIS 或本部及所屬機關作為經營推廣行銷之

工具；另外，發現目前我國政府機關大多使用臉書進行業務推廣，在我們觀

察並比較本部及所屬機關臉書粉絲團之追蹤人數後(圖 18)，發現民眾還是

對治安部分比較在意，雖本部其他機關單位業務亦與民眾相關，但可能多數

民眾認為未對其生活造成直接衝擊，故關注人數較少。 

 
註 1：本圖為作者自行繪製。 

註 2：本表各粉絲團成立期間不一致，且業務性質並未完全一樣。 

註 3：本表各粉絲團追蹤人數統計至 106年 8月 31日止。 

圖 18 內政部主管各機關粉絲團之追蹤人數 

164,812

51,253

11,326 5,977 4,640 1,877 926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140,000

160,000

180,000

警政署 消防署 內政部 移民署 役政署 中央警察大學 空中勤務總隊



31 

SEGIS目前歸屬本處執掌項目之ㄧ，若 SEGIS未來自己成立一個臉書粉

絲團，除增加基層承辦人員的額外負擔外，亦可能分散本部各單位的行銷資

源，且本處並非屬業務單位，按照常理每個月可發布的最新消息數可能不多，

故不符合成本效益。故經本研究評估多種面向後，SEGIS未來有任何活動消

息，請本部協助發布在其臉書粉絲團上即可，除了讓外界更了解本部的業務，

還可打開 SEGIS的知名度，可謂一舉兩得。 

前段所提 SEGIS的活動消息，發布之格式不應侷限在單調的文字稿上，

可改用影音的互動方式，才可讓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將 SEGIS 原有

的「主題圖集」文字與影片做結合，因目前皆是以ㄧ般文字呈現，但對於沒

有 GIS 相關經驗的初學者來說，可能只是看過而已，根本不知道如何操作

應用，也不易促使初學者有學習的動力，故未來可嘗試挑選幾個活潑有趣的

議題，錄製成 1-3分鐘以內的短片，增加與外界的互動方式。 

為了讓學習者清楚了解 SEGIS 的圖台功能與產品服務，可利用社群網

站和網路影音的相輔相成，來進行後續的推廣作業，且這兩類亦可結合使用，

未來拍的相關影片，可請本部協助放在臉書粉絲團上，增加曝光度，並可上

傳至 YouTube等知名影音平臺，且片名應出現「內政部」、「SEGIS」等重要

主題關鍵字，以利搜尋引擎快速找到，以提升 SEGIS的知名度。 

(二)開創 5大行銷主題及管道 

SEGIS 功能及應用在近 10 年間成長許多，但若沒有積極的推廣行銷，

做再多民眾依然感受不到，故本處目前規劃了 5 種推廣方式，除了讓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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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 SEGIS 的用心，亦可讓民眾了解 SEGIS 可提供生活上各種有用的資

訊。 

(1)應用成果專輯 

本處在執行推廣行銷時，首要任務就是製作並呈現其「應用成果專

輯」，這是讓外界最容易認識本處 SEGIS的方法，專輯成果有 SEGIS之

發展歷程；統計區分類系統之推動成果，如台灣電力公司發布各縣市一

級發布區非營業用戶售電量、台灣自來水公司發布一級發布區用戶用

水量等；社會經濟資料之加值應用，如「社會經濟統計地理資訊網」、

「土壤液化潛勢區社會經濟資料查詢系統」、「不動產實價登錄統計地

理資訊系統」及「行政區調整輔助系統」；成果推廣與宣傳，如介紹歷

年辦理教育訓練、工作坊、推廣應用研討會與成果展覽活動之情形，推

廣應用研討會為以社會經濟資料庫在地方政府的建置經驗，以及與空

間地理資訊技術為題，在相關施政規劃、民間企業加值應用為研討方向

之大型研討會議；成果展覽活動則包括於資訊月、臺灣地理資訊學會年

會暨學術研討會、GSDI協會年會及國際研討會等設展示攤位進行宣傳。

除可幫助外界了解 SEGIS 的用途功能，亦可幫助本處重新檢視 SEGIS

目前的狀況，並隨時精進調整。 

(2)微電影 

SEGIS有各式各樣的產品服務資料，目前已開始著手拍攝微電影主

題系列，目前第一集與第二集主題分別為「隨著小瑛搭火車看房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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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小瑛尋找開店地點」，透過這些影片可了解直轄市間的房價關

係，也可協助資本較少的創業家尋找開店位置的方法，後續將透過

SEGIS拍攝更主題影片，讓外界更能感覺到 SEGIS的優勢。 

(3)數位教材 

SEGIS圖台系統有許多功能，對於 GIS較熟稔的使用者而言，可製

作許多應用與分析，但對於 GIS的初學者而言，反而不易入門，故本處

錄製了一段約 30 分鐘的數位教材影片，名稱為「生活中的小秘書-

SEGIS」，該影片介紹了許多圖台功能的運用，並選用三個生活中的相關

議題「購屋需求」、「老年醫療」，以及「子女教育」供初學者參考，除

了展現出 SEGIS 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應用外，亦可再次達到推廣行

銷的效果。 

(4)創新應用競賽 

本處規劃民國 107 年成為經濟部主辦的「Open Data 創新應用競

賽」的設組單位之一，組別名稱為「社會經濟資料服務應用組」，讓參

賽者運用社經資料服務創造出新的服務概念，本處規劃比賽的主題如

下： 

˙運用 SEGIS 各項開放資料產品、統計地圖 API、統計資料網路服務

等，做出 APP或 Web服務，以提供民眾、企業或政府各項服務。 

SEGIS除了提供各政府機關的開放資料外，另外還有統計地圖 API

與統計資料網路服務等皆可使用，讓參賽者有更多工具可交互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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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參賽者了解比賽的主題及可用資訊，將製作相關說明會影片，

一併上網供大家瀏覽，除了可讓當天不方便參加說明會的參賽者了解

外，還可達到推廣的目的，讓更多尚未報名的人，有機會了解比賽內容，

或者可仿效 2017 桃園開放資料創意應用競賽之方法，製作約 30 秒的

簡單影片，並放在臉書上面宣傳[25]，亦可增加報名之熱度。 

未來本處亦可規劃與本部其他業務單位，例如民政、戶政、地政一

起聯合主辦，或者與跨部會機關單位一起合辦，如此一來也可將不同單

位的資料串接在一起，激盪出不一樣的創意，並可在舉辦說明會時，聽

聽參賽者(或資料需求者)對跨機關的業務資料，有何種需求建議，以創

造民眾與政府的雙贏。 

(5)擴展民間申請 

近年來大數據分析興起，許多民間產業據此提升服務品質、創新營

運模式及開發商機，但由於隱私保護限制，無法直接取得原始資料進行

運用，因此期望透過本處建置之最小統計區特性，申請取得既無揭露隱

私疑慮，又能展現空間屬性分布的統計資料，作加值應用。 

其中，台新銀行於民國 105 年參考政府開放資料平台公告之最小

統計區界圖資料，完成行內客戶的最小統計區比對，為進一步提供最佳

產品服務體驗，滿足多面向客戶需求的企業社會責任，運用最小統計區

呈現之人口結構特性、所得與支出、投資理財、社區發展、生活指標、

工商各產業調查與環域統計等相關統計資訊，進而整合銀行內部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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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擴大分析視野與維度，以優化產品和服務內容。 

本處為發揮資訊資源共享效益，推廣統計區分類系統建置成果，並

滿足產業界對統計區資料之需求，擬在保護個別資料隱私前提下，將最

小統計區人口統計資料經以下 4重安全措施後，提供民間申請應用： 

1.去識別化（de-identification）：剔除可直接識別個人之資訊，

如姓名、身分證字號等。 

2.屬性概化（generalization）：將屬性值以區間值代替，如出生

年月日概化為年齡組別、戶籍地址概化為統計區、單一教育程度

概化為教育程度組別。 

3.稀少性數值抑制（suppression）：將數目較少之欄位值以其他符

號代替、隱藏或刪除，如針對民間產業申請資料，複分類欄位值

小於 3人之資料進行隱藏遮罩（遮罩率約為 16%）。 

4.簽署使用規範：為防範可能之惡意使用情形，經參考「政府資訊

公開法」、「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及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政府資料分類及授權利用收費原則」訂

定使用規範，強調本處及資料供應機關之責任限制，若使用者利

用 SEGIS資料致使本處或第三人權益受損，應依法負完全責任。

申請者須簽署同意，方得使用。 

上述第 1、2項安全措施為 SEGIS原先已有之作業項目，第 3、4項

安全措施為本次針對民間申請流程新增作業事項。本處依此 4 重安全

措施產製 3項最小統計區產品如下： 

1.統計區 15 歲以上人口五歲年齡組與性別與教育程度人口統計

(數值小於 3者不陳示數值)_最小統計區。 

2.統計區 15 歲以上人口五歲年齡組與性別與婚姻狀況統計(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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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於 3者不陳示)_最小統計區。 

3.統計區 15歲以上人口十歲年齡組與性別與教育程度與婚姻狀況

統計(數值小於 3者不陳示)_最小統計區。 

以上 3 項產品經 4 重安全措施已無直接或間接識別之可能，應可

開放民間申請。希望能擴大發揮資訊資源共享效益，開創最小統計區產

品更多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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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在 SEGIS 平台內容精進方面，提出應參考勞動部的分眾導覽概

念，快速幫助初學者了解各個功能之定義及用途；參考韓國 SGIS的互動式

教學網頁，及統計主題專區視覺化的呈現方式，來幫助初學者或ㄧ般使用者

快速熟悉每個系統功能，以及資料的用途。 

在 SEGIS行銷方面，本研究認為善用行銷策略不僅是私人企業的工作，

亦是政府機關的首要任務；私人企業需要用行銷廣告，建立與消費者的長期

關係，政府亦需使用行銷，建立與人民的信任關係。因此，本研究整理出的

五大行銷策略，透過這些方法，讓外界知道 SEGIS如何與生活結合，並辦理

競賽讓民眾參與，亦可達到整合政府與民間社會資源之雙贏。 

不論是 SEGIS 的平台內容精進或其行銷方式，兩者皆是環環相扣、缺

ㄧ不可的概念，用有效的社會行銷方式，確實有機會增加使用人數，但若沒

有好的平台內容，使用者可能使用 SEGISㄧ次或兩次後，便不再回頭使用，

故本研究認為兩者同時進行，才可讓 SEGIS更上一層樓。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研究彙整了ㄧ些國內外各個政府機關的系統功能與行銷方式後，提

出二大重點，供 SEGIS做為未來精進時需注意的部份。 

(1)系統圖台的功能性與易學性之調合 

SEGIS的「統計地圖圖台」與「社會經濟統計地理資訊網」系統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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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連年精進，雖對專業使用者的研究很有幫助，亦是一個好的方向，但

同時也衍生出了一個重大問題，這樣的系統功能介面，反而對初學者或

民眾不太友善，同時看到這麼多功能可選擇，其實容易造成不知道要選

擇何種功能比較恰當，也供未來 SEGIS 圖台在精進的同時，需要特別

留意的部分。 

因此拍攝趣味生活影片，讓新入門的使用者不會排斥學習圖台功

能；建置互動式教學網頁，讓新入門的使用者可以實際操作過一遍，如

此一來，即可避免ㄧ些圖台功能複雜，不易學習等問題。 

(2)創新應用競賽參賽作品之應用 

政府在行銷方式已有重大之突破，但也不可一昧模仿著外界私人

企業的行銷方式，畢竟企業是以獲利為最大原則，若該項產品(服務)有

利潤，可能就會持續的投入大量經費，但政府行銷是以讓外界了解政策

或業務、提升社會福祉或經濟等理念來進行推廣，故有時很難衡量行銷

方式是否有效，也成為很多機關在編列廣告預算的問題之一，故檢視廣

告後續的效應，應是各機關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 

每年各政府機關舉辦了各式各樣種類的開放資料競賽，除增加該

機關的能見度外，亦達到業務推廣行銷的概念，不過比賽結束後的作品

(服務/產品)，如何有效率的應用，也成為各機關所遇到的後續問題。

有些作品可能只是參賽者為了比賽當下所製作的，可能過了半年或ㄧ

年後，就無人進行後續維護，雖多數的比賽在開始前，會跟參賽者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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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或想法需給主辦方自行運用，但若該主辦機關花錢把該作品買下

來自己運用(維護)，雖不會有侵犯參賽者智慧財產權的問題，但會不會

讓外界有政府搶民間創意產業之疑慮，亦會失去當初開放資料競賽所

創造的資料經濟之美意，也供未來 SEGIS 辦理相關競賽時，需要特別

留意的部分。舉例來說，像各縣市政府，或者是經濟部工業局等中央機

關所舉辦的資料開放競賽，皆可能會遇到上述問題，所以主辦單位對部

分有潛力的作品，要持續追蹤，並與民間一起創造資料經濟之價值。 

因此，教育訓練的行銷推廣，是解決上述問題的重要方法之一，宣

導 SEGIS 創新資料競賽主旨，並詢問參賽者的需求及追蹤其後續使用

情形，以消彌雙方的資訊不對稱問題，即可避免日後衍生出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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