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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資料大數據　
共創未來新世界

文／黃兆仁　商業發展研究院商業發展與策略所所長

科 技 與 經 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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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全球主要國家都在探索新經濟

與產業發展的方向及內容，以因應

工業 4.0 時代來臨的全新競爭與挑戰，各

國政府也正亟思如何推動公私部門在相互

信任與合作的基礎上，共同運用跨領域及

機構內部的資料大數據，發展新的應用參

數，建立公私部門的協力平台，齊力為新

經濟找到新解方與新內涵。

一般而言，資料大數據的基本成分包

括了所有成員的教育程度、技能、職業、

性別、偏好等，這些資料都可經由大數據

分析技術，找出總體發展或個體行為的長

期趨勢，並進行有效預測。

就國際組織或政府而言，透過大數據

分析，可以找出區域性或國家內部發展的

痛點（可能是產業發展、貧窮、就業、疾

病防治或自然災害等），然後再投入資源，

施以「對」的政策工具，解決發展課題。

同樣地，對私部門而言，長期性的

商業行為所衍生出的企業資料數據，已逐

漸被視為內部創新與服務的重要資產，經

分析工具（如套裝軟體或自行開發程式語

言）的匯聚資料、分類、及解構資料之後，

企業可找出未來經營的新脈絡及新內容，

驅動新產品開發及新服務的提供。至於產

業應用，則可擴及到新農業、智慧城市、

及新媒體服務等新興產業。

另外在技術工具的發展上，我們也看

到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區塊鏈等相關應

用，導入於大數據資料的分析上，公私部

門將蒐集的數據資料，經由這些技術工具

進行加值化分析，轉化為有意義的數據資

料，提供決策者判讀及進行前瞻政策的決

定。

目前，全球諸多跨業態業者，正積極

推動跨企業間的資料互流及互用的合作計

畫，目的則是要以企業間異質化資料互用

與整合，建立共同的數據資料組合系統，

分享資料分析的結果，洞察未來商機。

這也反應出企業已經了解，只有取

得精確的數據資訊，才能抓到市場需求方

或消費者的行為，並以正確的企業營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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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提供市場產品與服務，達到永續成長

的最終目標。

數據資料合作

趨動全球經濟與福祉

對私部門而言，企業間如能經由數據

互用的合作關係，不僅可取得商業上的競

爭優勢，也可達到促進社會「公共財」優

化的目標；例如藉由公私部門的大數據資

料，來處理常見的「流行病」課題，降低

疾病發生，驅動新興國家的經濟發展，提

高民眾的健康福祉。

聯合國相關機構更是以積極的態度，

鼓吹公私部門的數據資料合作，協力推行

人類社會「公共財（如健康、衛生、教育、

醫療等）」，致力處理長期性及壓迫性的

人類社會問題，期以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

計畫。

聯合國也檢視 200 個

大數據合作案例，並確認了

公私部門大數據合作的 3大

面向，包括人道行動與危機

管理，做法上結合常用社群

媒體趨勢、通訊資訊資料、

及相關人道團體的記錄，透

過大數據計算，找到具精確

性的預測、準備、防止、回

應、或復原的作為，緩和自

然災害與危機的衝擊。

然而，在推動數據資料跨機構合作

課題上的挑戰，在於政府或企業的領導者

可能會因為缺乏信任，而不願分享資料。

法律上，可能會因「確保個資隱私權」及

網路安全，而阻礙跨機構的大數據合作關

係。

這是源自於機構的相關利害關係人，

擔心提供的數據資料會被不正當地使用，

或在無意識下侵犯個資隱私權，發生侵犯

營業機密的風險。

值得注意的是，倘若政府機關及企

業都把數據資料的開放腳步放緩，各自為

政，或自我隔離，這將會讓國際社會在紓

解貧窮及解決疾病課題的進度變慢。

根據今（2019）年瑞士的世界經濟

論壇報告指出，2017 ～ 2019 年期間，企

業間共組「數據相關的夥伴關係」的比例

已從 21％提高到 40％；這現象反應出企

■若能取得精確的數據資料，就能抓住市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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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間的互動關係，已由市場競爭關係轉向

探索合作的可行性，特別是在數據合作與

共享的面向上。

另外，麥肯錫顧問公司也估計，在

2020 年，跨機構與跨地理區域的大數據

合作，將可為全球市場創造 3 兆美元的價

值；屆時，數據科學的發展已在技術工具

及操作應用趨於成熟，法律治理架構也能

治理跨國資料流通與使用的課題。

建立跨領域大數據資料

利害關係人信任機制

公私部門的領導者必須以全新視野，

來洞察數位經濟及工業 4.0 世代的新挑

戰，建立具信任度的跨機構數據資料合

作，已是當務之急。經分析，發現公私部

門在大數據資料合作的關鍵成功因素，包

括以下幾項：

1. 取得相關利害人對資料開放的同意

協議。

2. 夥伴間建立具負責任的大數據資料

治理規範。

3. 傳遞具精確性、不歧視性、及可解

釋性的資料分析與結果。

4. 提供決策者相關數位應用工具，掌

握軟體應用程序，協助重要決策的進行。

5. 累積長期資料，確認事件或發展趨

勢，找到國家或企業永續發展的能力與方

向。

在案例上，則有韓國電信公司與韓國

疾病管制及防治中心，協力透過大數據資

料分析，找出紓緩該國爆發「中東呼吸症

候群冠狀病毒」流行病的做法。

在執行方法上，韓國電信公司提供資

料平台給疾病管制及防治中心使用，並做

系統安全維護，相關資料則可在韓國境內

即時透過行動載具上傳，再經專家判讀研

析，找到治理流行病的策略與方法，展現

公私部門協力的成果。

另外，美國萬事達卡、哈佛大學國

際發展中心、及哥倫比亞政府進行三方合

作，以建立政治與經濟相關大數據平台的

方式，為哥國進行環境整體分析。

分工的方式則是哈佛大學團隊被授權

使用美國萬事達卡消費資料，掌握哥國消

費者行為與模式，哥國政府則是透過哈佛

■全球知名的麥肯錫顧問公司預測，在不久的將來，數據

科學的發展將趨於成熟，法律治理架構也可以治理跨國資

料流通與使用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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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團隊的資料分析，了解該國的貧

窮人口分布與需求。

至於成效，則是精準地提供了

哥國決策者在推動觀光產業時，應如

何提出吸引外資、及改善基礎設施的

具體做法，提振哥國總體經濟及建置

信任環境。

從資料使用的信任議題來看，不

論是政府機關或企業，都對數據使用

的安全性及個資保護，仍存有風險意

識；例如公部門可能擔心企業對於資料安

全及個資隱私權缺乏信心；私部門則是對

公部門的資料保護與管理能力產生質疑。

為克服上述問題的挑戰，日本政府

於 2017 年提出「投資的未來策略」，其

中有一面向即是以試驗「法規沙盒」的做

法，幫助企業進行產品環境應用的「先試

先行」，不需受現行法規的限制。

另一案例則是提出「日本就是開放平

台」的概念，促進產品及服務創新。為達

到這些目標，日本政府也對「大數據銀行」

進行認證，評價有關資料使用遵循使用標

準及能力確認，以利大數據資料在安全性

及可信任性的系統環境下擴大使用。

未來趨勢

全球化大數據資料合作

為因應全球化與數位化的世代挑戰，

我們可以預期，國際社會將陸續出現跨

國、跨領域的合作計畫，來自不同領域的

利害關係人，將會運用具安全性與信任性

的「資料開放平台」，來處理全球及在地

的經濟、社會、政治、或發展等課題。

未來，公私部門的領導者應共同協

力具提數據資料治理的架構，強化信任機

制，以更具務實性與永續性的策略方法，

鼓勵跨領域「創新服務」，運用大數據，

找到對社會「公共財」及商業利益雙贏的

做法。

在細部操作上，公私部門以協力的方

式建立相關大數據，運用「評價指標」輔

助相關利害關係人或機關監督、評核、改

善與提升，藉以建立透明、信任、及治理

機制，擴大公私部門在其他社會「公共財」

課題的合作。

以上的操作路徑，就是實現國際社會

「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永續發展大系

統，提供全球福祉。

■公私部門透過大數據資料的彼此合作，可協助重要決策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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