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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研究中心辦理《循證決策集刊》的出版，

以推廣運用資料科學進行循證治理。本期為本刊之創刊號，主要以資料科學的運用

與政府政策做一系列討論與介紹。未來本刊將每期規劃特定課題，歡迎產官學各界

相關領域先進踴躍投稿，以促進多元議題與跨領域的對話。

本期共有六篇文章以及一篇趨勢觀測報告。第一篇是人物專訪單元，特別邀請

國家發展委員會施克和副主任委員跟我們談資料科學與循證決策。本次專訪他針對

資料科學對公共政策重要性提出他寶貴的見解。施副主委舉不少案例來說明，政府

的行政資料若加以整合，將發揮龐大的公共效益。不過，要達到這個目標需要建立

資料法制，這有待克服。他也主張政府需要導入資料科學的步驟及方法。因此，他

希望從國發會執行本計畫作為出發點，建立可參考的典範。最後，他也期待透過

「社會政策治理跨領域協作平台」的建置，讓公私部門協力，幫助政府建立循證決

策的新公共治理模式。

本期透過特稿單元來介紹目前運用資料科學進行公共治理的經驗與未來的展

望。首先，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廖興中副教授討論「行政大數據運用的可能

與精進」。他指出大數據近年來崛起，不僅受到各學科領域的關注，也成為公共管

理者用來洞察民眾的意向與掌握社會趨勢的工具。臺灣目前運用行政大數據的經驗，

大致在三個面向：用於公共監督，察覺違規行為；用於公共管理，掌握社會現象現況；

用於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他也對於行政機關若要深化行政大數據於公共治理還必

須強化四個項目：培養管理行政資料的能力；對行政資料的流程有充分認識；確保

行政資料建立的品質，以及政府行政機關的資料開放整合有待突破。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樊家忠教授的文章，正好回應廖興中副教授的呼籲。愈

來愈多國家建立國家級資料整合中心。北歐國家，特別是丹麥，在資料整合的經驗

尤其值得仿效。丹麥政府整合超過 250 種主題的行政資料，並對全世界開放，吸引

全世界的人才幫丹麥政府做研究。北歐的成功經驗，也讓美國學界呼籲政府應該改

善行政資料的管理系統，並開放學術研究使用。西歐國家也倍感壓力，也正積極推

動資料中心的建立與開放。資料的開放整合必然涉及個資的保護。在文章中，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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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教授也介紹丹麥政府如何克服資訊安全與個資保護的經驗。全世界正在打一場

「資料戰爭」。他呼籲政府，我國各部會事實上有很好的行政資料，但是有待政府

去克服資料法制問題，強化資安保護說服社會大眾，並建置跨部會的資料中心。

本期另有三篇文章，第一篇是循證分析的專文，由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蕭乃沂副教授與郭毓倫博士候選人所撰。本文分析網路輿論如何討論公共事務。他

們先是介紹網路輿論裡的主體與屬性，再描述網路輿論的立場分析模型建構的過程，

並分析 2019 年核廢料議題的網路輿論。他們以聲量、情緒、來源以及趨勢等四大

面向進行分析。本文除了展示初步成果，也討論網路輿情的情緒與立場分析對於公

共政策實務與研究的意涵。本文是作為後續公共事務網路輿情的分析很好的參考作

品。

第二篇是政策實務的經驗分享。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 以下簡稱「綠盟」) 的曾虹

文副秘書長與陳震遠研究員，分享 2020 年總統盃黑客松的經驗。為了找出高汙染

的農地工廠，綠盟透過農委會、環保署與經濟部資料的比對，篩選出有申請納管取

得臨時工廠登記與特定工廠登記的名單。最後，綠盟彙整出 477 間疑似中高污染農

地工廠。綠盟也建議經濟部將沒有申請納管登記，卻污染農地的工廠黑數，列入優

先斷水斷電的名單，最終獲得經濟部同意。綠盟的經驗告訴我們政府行政資料的整

合可以挖掘出政府過去所忽略的社會現象，並加以處理解決。

第三篇是日本少子化政策對臺灣的啟示。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鄭力軒副教授

介紹日本的少子化政策。臺灣與日本有類似的文化：不僅先有婚才有育；先孕後婚

的比例也在增加；傳統三代家庭仍占一定比例；愈來愈多女性因為職涯無法兼顧工

作與育兒。日本政府在這個社會脈絡下，廣設托育設施以提升已婚夫婦的生育意願。

鄭力軒副教授透過日本家庭形成過程變遷與托育政策盲點的分析，對於臺灣生育政

策的啟示是，不能侷限在如何增加已婚核心家庭的生育意願，而必須提高年輕人的

結婚意願，並面對更多樣複雜的家庭有不同需求的可能。

最後一篇是人口成長的趨勢分析，由廖育嶒博士後研究員整理。根據國家發展

委員會的預測，臺灣新生兒逐年減少。同時，老年人口比例逐年升高以致死亡率也

攀高，總人口將逐年減少，預計 2070 年總人口預計為 1,502 至 1,708 萬人之

間。根據研究，少子女化的主因是晚婚與不婚。少子女化帶來的衝擊，除了人口整

體的老化，青壯年人口的扶養比沉重，可工作的勞動人力也漸趨不足以支持臺灣的

經濟成長。隨著預期壽命的增加，延後退休年齡，提高健康的中高齡人口就業參

與，以及開放更多移工及白領移民都是可討論增加勞動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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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創辦之初仍在摸索階段找尋定位，出版過程難免有疏漏或是經驗不足之處，

也請各位投稿人及讀者多加包涵。本刊期待各界的踴躍投稿，也歡迎各界不吝給予

指正與建議，使得本刊未來更加成長茁壯，成為推廣循證決策的指標性刊物。

主編    連賢明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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