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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中老師的興趣

• 臺灣老了行不行－全臺長期照護資源可近性評估

• 南傾、北斜、東倒、西歪－空間與非空間因素的結合之大專招生風險評估

• 急又擠－臺灣急診室壅塞相關因素之空間異質分析

• 老了行不行－大臺北地區公車路線之老年友善程度評估

• 找尋尼莫－捷運場站與特定建商的共生現象

• 三年之後去哪了－臺灣新進公務人員的流動分析

• 368走透透－各鄉鎮市區客觀資料、質性田野調查與地理資訊的整合

• 將您的需要接在我的地圖上－公眾參與式地理資訊系統於偏鄉醫療照護需求探
索的可能性

• 蚊子館掃雷工具－臺灣閒置空間風險評估系統

• 國家體質也要好－數位治理發展、貪腐控制對COVID-19疫苗施打效率的影響



行政資料



社學科學研究資料比較

產生資料
（實驗法）

產生資料
（問卷調查）

搜尋資料
（行政資料）

搜尋資料
（其他資料）

 資料被收集來檢驗
固定的假設

 樣本數較小
 較不複雜
 系統性較高
 已知樣本與母體

 資料用在回答多個
研究問題

 資料量較大且複雜
（但不及大數據）

 系統性較高
 已知樣本與母體

 資料的收集並非為
著研究目的

 資料量可能大且複
雜

 準系統性
 資料內容可能很混

亂需要密集的清理
 需要多面向的資料

連結
 樣本與母體未知

 資料的收集並非為
著研究目的

 資料量非常大且複
雜

 資料常不具系統性
 資料內容很混亂
 需要多面向的資料

連結
 樣本與母體未知



大數據中的行政資料

• 行政資料通常定義為由行政系統運作中所產生的資料，特別像是
這些常見的行政機關（Elias, 2014）。

• 同樣的，Woollard（2014）將行政資料看作是政府機關為著進
行註冊、交易和記錄保存等目的收集而來的，而且這些行政資料
往往跟服務的遞送有關。這些資料可以從大量的管理系統中取得，
例如教育、醫療保健、稅收、房屋或車輛牌照等。行政的資料還
包括來自民眾登記的資料，例如出生、死亡和婚姻、選舉登記和
全國人口普查等。

• 儘管這些行政資料還沒有在大數據討論的核心當中，但實際上為
這些資料幾乎完全符合大數據的定義。



行政社會科學資料應用的機會

• 行政社會科學資料是強大的資源，尤其是因為這些資料可以協助
研究者觀察社會不平等、民眾行為和社會政策有效性（Card et 
al., 2010； Einav & Levin, 2013）。

• 行政資料也可能提供機會讓研究者能瞭解那些弱勢群體的個人資
料。行政社會科學資料也對於那些被研究者個人可能不願透露研
究人員的問題（例如心理健康問題或濫用毒品）特別有用
（Goerge & Lee, 2001）。



行政社會科學資料應用的機會

• 行政社會科學資料同時可以提供個人或群體時間序列的資料，藉
以研究隨著時間的推移產生的可能變化。觀察資料的社會科學家
非常重視這種跨時間資料的應用，尤其是出生的資料（Connelly 
& Platt, 2014年; Elliott & Shepherd, 2006;  Power & Elliott, 
2006; Wadsworth et al., 2006）。

• 一方面可以觀察到社會變遷的過程，並在理論上允許研究人員找
出不同世代在社會變遷中的差異（Dale &  Davies, 1994）。使
用行政資料所形成的跨時間研究，構有助於研究者觀察隨著時間
流逝的縱向發展過程和社會變化。



行政社會科學資料應用的機會

• 除了提供新的研究機會和彌補研究可利用資料的空缺外，行政資
料與調查資料收集的成本相比，可以節省不少研究的成本
（Zhang, 2012）。目前逐漸有許多研究人員開始大量地利用行
政社會科學資料，而提高學術研究人員對行政社會科學資料的可
近性，以及改進的資料串聯的可能性，都能提高資料產生更高的
應用價值。使用行政社會科學資料同時還可以減輕為了收集調查
資料人員的負擔，使其能投入更多時間與能量在研究分析的部分。



行政社會科學資料應用的機會

• 此外，行政社會科學資料對於評估社會政策和相關政策問題，也
可能有一定的價值，甚至行政社會科學資料的分析可能有助於社
會政策的發展。例如，可以在許多實務的政策領域中找到將行政
資料用於政策相關研究的例子。例如：鄰里的特徵和治安的關係
（O’ Brien et al., 2015）、兒童成長後的收入的風險因素分析
（Crichton et al., 2015）、大學畢業生的收入（Britton et al,
2015）以及僱用更生人及其再犯的問題（Justice, 2011）。



行政地理資料



點資料

• 1999 公民陳情熱線資料(高雄市, 106年1月 )



線資料



面資料

• 105年內政部社會經濟資料
庫，戶籍人口中獨居老人人
數 (宜蘭縣各村里)



從我的研究說起



地理資訊系統在
公共行政研究的應用

本研究針對四十二種被收錄在 SSCI 中公共行
政類別的期刊，利用地理資訊系統的關鍵字
進到資料庫搜尋相關文獻。

對民主參與的幫助與威脅(高技術
門檻阻礙民眾掌握理解、公眾參與
式GIS)

利用地理資訊系統的空間分析功
能(地理定位、交通距離計算、交通
時間估計)，促進資源配置公平、服
務效率的提升

公共行政研究應該開始重視地理
資訊系統與空間分析方法(群聚分析、
地理加權迴歸、時空分析)



最通用的地理資訊系統
製圖與空間分析功能
軟體費用較貴

免費的地理資訊系統
製圖與基本空間分析功能

本土的地理資訊系統
製圖與空間分析功能
軟體費用較便宜

製圖
空間資料探勘功能
免費

迴歸分析
地理加權迴歸分析
空間異質性檢測
免費 時間分析

空間分析
時空掃描
免費



空間距離的啟發-可近性
點與點之間的距離

點資料可以透過地理坐標或
地理中心點產生

透過三角函數計算

透過路網地圖計算



可近性分析

在思考可近性時，研究者們不僅需要關注到地理空間上的可近性，同時使用者或服務
的對象是否有足夠能力負擔起服務的問題，也必須被考慮進來。換言之，廣義可近性
的觀點不僅強調空間因素對於可近性的影響，同時也關照到非空間因素（如社會經濟
條件）在可近性上所產生的限制。

但是，若從立基於地理資訊系統分析所發展出之可近性研究中所談到的定義，相對於
前面的定義就顯得較為狹隘。這類的定義所關注的範圍，主要是針對民眾與資源提供
者在空間上的互動來進行討論。



可近性的評估方法

• 可近性較為常見的評估方法包括：比率法、
空間距離法、流動搜尋法。

• 比率法為主的評估法，是根據在某個特定
的空間單元內（例如：行政區），其服務
資源總量（公共服務設施數量、服務人力
與資源數等）與可取得服務人口總量之間
的比值，來進行計算。

• 空間距離的方法主要可以分為平均距離法
與最近距離法。

• 流動搜尋法主要是結合了比率法與距離法
的概念發展出來的空間可近性評估法。



兩階段流動搜尋法

• 透過道路地圖計算村里或鄉鎮
人口中心點之間的距離。

• 首先,由服務提供者進行搜尋 ,
並計算出服務比率 ,例如:每萬
民多少醫師。

• 其次,再針對需求者的位置進行
搜尋,累加其可取得的服務比值。



臺灣小兒科醫療資源可近性評估

• 發表於公共行政學報（102年3月）



 仍有27% 的0-18歲之
人口處在資源不足的
區域



臺灣婦產科醫療資源可近性評估

• 發表於民主與治理（103年8月）



• 25% 的成年女性與
16% 的生育年齡女
性處於不足的區域



臺灣基層醫療缺乏區域界定之初探：
整合空間與非空間因素的分析

• 發表於行政暨政策學報（103年6月）

• 本研究結合可近性與社會經濟指標，
評估各鄉鎮基礎醫療可近性表現。

• 並與現行健保署評估進行比較。



西醫師資源補強評估計畫
• 補強前 • 補強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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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廖興中, 張鎧如, & 李天申. (2020). 新北市里層級之水災暨坡地災害脆弱性分析: 全盤型脆弱性管理架構的初步應用. 行政暨政策學報, (71), 89-137.

新北市各村里災害脆弱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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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廖興中, 張鎧如, & 李天申. (2020). 新北市里層級之水災暨坡地災害脆弱性分析: 全盤型脆弱性管理架構的初步應用. 行政暨政策學報, (71), 89-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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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廖興中, 張鎧如, & 李天申. (2020). 新北市里層級之水災暨坡地災害脆弱性分析: 全盤型脆弱性管理架構的初步應用. 行政暨政策學報, (71), 89-137.



臺北老人行不行



臺灣長期照護專員人力評估

• 本研究分析臺灣照護專員的工作內容，發
現訪視交通占每日工作內容的17% 。

• 不造成工作壓力的平均距離為10公里。
• 因此每當平均距離超過10公里後會對照護

專員的工作產生額外負擔。

2014年臺灣社會福利年會最佳論文獎





空間群聚-空間自相關

「某地區的現象與其鄰近地區的現象
更相似或更不相似，便存在空間自相
關的現象。」

若某地區的現象與鄰近地區的差異較
小，與非鄰近地區的差異較大，則屬
於正向空間自相關；

若與鄰近地區的差異較大，與非鄰近
地區的差異較小，則屬於反向空間自
相關。



臺灣縣市政府貪腐現象之空間自相關分析

 發表於臺灣民主季刊
（102年6月）

 利用臺灣2006-2011年
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貪瀆
起訴人次比進行分析

 結果發現並無明顯持續
貪腐群聚的縣市



 發表於政大公共行政
學報（103年3月）

 全球貪腐群聚區域主
要在非洲與亞洲

 貪腐群聚區域擴大中，
部分地區的嚴重程度
也增強

全球貪腐傳染之空間分析：
以世界銀行貪腐控制指數為例



全球電子治理發展之政策趨同初探：
以區域空間自相關為分析方法

發表於民主與治理（105年8
月）。

本研究使用2003 年與2014 年
聯合國的電子化政府發展指標
與電子化參與指標，運用全域
空間自相關分析的方法，進行
全球電子化治理發展的空間群
聚分析。

除了發現電子治理發展在全球
的系絡當中，漸漸產生發展強
勢趨同（以歐洲為主）的區域，
以及位在非洲的電子治理發展
程度弱勢的趨同群聚區域，而
且範圍與強度皆有擴大與增強
的趨勢。



空間群聚-核密度分析

• 該方法在研究範圍建立均勻網格，以每個網格中
心點透過搜尋半徑方式建立其搜尋範圍。

• 估算發生地點在空間上出現的密度，可用來表示
發生群聚的強度。

• 當密度函數值越大時，代表有越多點聚集現象。



鶯歌區105年道路不平
整修補資料核密度分析



1999臺北市民當家熱線受理違規停車處理之空間資料探勘:
以核密度分析為工具

• 發表於行政暨政策學報
（104年12月）

• 分析臺北市政府1999市民
熱線在2010年4月5月與6
月的違規停車紀錄，並試
著瞭解其發生位置與整體
趨勢。

• 高密度區域在中正區的北
部、中正區的西部、松山
區的中部、信義區的西北
部與大安區的中南部。

• 多為巷道狹窄與住商混合
地區。

105年運用臺北市政府開放資料特優獎



臺灣地方政府公務人力流動趨
勢初探

• 在人事行政總處的許可及協助下，
本研究獲取使用「公務人力資料
庫」人事資料的機會。分析樣本
以地方政府之間流動（平調、調
升、調任與降調他機關）的個案
為主。

• 資料完整性：許多資料會因為缺
乏流出或流入機關的地址資料，
因此無法確認其地理位置進行地
理資訊的運算，這類的資料會進
行剔除，共計13筆資料。

• 現址流動：另外有許多流動的資
料，流出與流入機關為相同地址
資料，在地理空間上並無法呈現
其流動狀態，因此加以排除，這
些資料共計81筆資料。



臺灣地方政府公務人力流動趨勢初探

• 直轄市對直轄市的調動組合，臺北市移動的範圍比較平均與廣泛，
其他的直轄市的移動較有區域性。

• 直轄市對非直轄市的調動組合，北部直轄市的流動範圍比較廣泛，
中南部的直轄市流動較有區域性。

• 非直轄市對直轄市的調動組合，北部的非直轄市會往北部的三個
直轄市移動。對於中部附近的縣市來說，臺中市的吸引力較大。
南部的縣市調動範圍較大。

• 非直轄市對非直轄市的組合部分，調動熱區主要包括了，屏東、
花東、中北部區域等範圍，有明顯的區域性。



空間異質性
• 在臺灣，多數人們公認客家人比鶴佬
人傾向泛藍。然而，這屬於平均狀態
的描述，並非放諸各地皆準。事實上，
北部客家人確實比鶴佬人傾向泛藍，
但南部客家人比鶴佬人傾向泛綠。由
於北部客家人比南部客家人還多，平
均之後，南部客家人的政治傾向就被
抵銷而看不見了。像這種客家人與政
黨支持度的關係隨位置而改變的情況，
就是所謂的空間異質性 (spatial
heterogeneity)。

• GWR以每個地理單元為核心，依序跑
加權迴歸，核心與觀察值的距離愈近，
權數愈大，距離愈遠權數愈小，如此n
個觀察值，跑n個迴歸，每個迴歸的觀
察值數目(n)一樣，但加權方式不一樣，
如此得出n組係數。從係數的空間分布
即可得知空間異質的狀況。



全球各國貪腐與電子治理發展之關係：
空間異質性的初探

• 發表於臺灣政治學刊（107年6月）

• 幸獲103 年台灣政治學會學術研討會「研究方法最佳論文獎」。

• 本 研 究 主 要 是 利 用 地 理 加 權 迴 歸 （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GWR）分析電子治理與貪腐控制之間相關程度的空間異質
性。

• 傳統線性迴歸的結果顯示，在電子治理常提及的電子化政府和電子化參
與等兩個概念，從整體的角度來看，對於降低腐敗現象，可能是強有力
的工具。

• 研究結果顯示，在電子化政府與電子化參與的模型中，確實這兩個變項
與貪腐控制的關係存在著空間異質性。





在電子化政府的模式中（模型一），以亞洲的
中國大陸為例，本研究的結果發現相較於其他
區域，其電子化政府的發展程度（圖五）與其
貪腐控制的正向關係程度較高。換言之，當中
國大陸電子化政府發展程度提高 1 單位時，其
貪腐控制能力的提升程度會較美洲、歐洲那些
區域來得更高。對中國大陸而言，或許可以多
將強調管理效率的電子化工具引進行政管理措
施中，會較其他區域的國家更能提升其貪腐控
制的能力。

再者，本研究發現電子化參與的程度與貪腐控
制正向相關程度較高的區域主要在非洲的東部
與南部。因此，當非洲這些區域的國家提高電
子化參與程度 1 單位時，其貪腐控制增強的程
度較美洲區域的那些國家來得高。非洲這些區
域的國家，便全球各國貪腐與電子治理發展之
關係可以考慮利用電子化管理工具來提升民眾
參與的程度，以增強其貪腐控制的能力。



時空掃描

時空掃描分析主要是由 Kulldorff（2005）所發展
的「掃描統計分析」（scan statistics），是一種結
合不同機率模型與電腦掃描技術，用以檢測事件空
間群聚的方法。

掃描方式可分為純時間掃描、純空間掃描、時空掃
描及時間趨勢空間掃描等4 種；

可使用的機率模型則包括「卜瓦松模型」
（poisson model）、「伯努利模型」（bernoulli
model ）、「 時空排列 模型 」 （ space-time
permutation model ） 、 「 多 項 式 模 型 」
（multinomial model）、「次序模型」（order
model）、「指數模型」（exponential model）
及「常態模型」（normal model）等 7 種，分別
適用於不同類型的資料。



臺灣地方政府貪腐現
象之時空掃描

• 本研究主要是針對臺灣本島各縣市2006 至2012 年
間，地方政府公務人員因貪瀆被起訴之資料進行時
空分析。

• 研究結果顯示，臺灣貪瀆起訴比率較高的風險區域
並沒有長時間的固定性。

• 然而，新北市（2009年）、高雄市（2008年）、
桃園縣（2012年）、新竹縣（2012年）、新竹市
（2012年）、苗栗縣（2012年）、臺中市（2012
年）、南投縣（2012年）、以及臺東縣（2012年）
等區域，在不同的時間點都曾出現顯著的高風險狀
態。

• 在納入共變數之後的分析結果也發現，居民教育程
度與當地經濟狀況可能是與貪瀆起訴比率相關的重
要因素。

發表於公共行政學報（106年9月）



各位的下個階段？

•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跨領域學習或自習

• 上窮碧落下黃泉：地理資料的收集與建立

• 洗手作羹湯：找到幾個工具親手作

•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發表文章永遠是最好的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