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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想大數據在政策上的應用 



發想邏輯：問題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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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問題？ 

？需要什麼資料？ 

？我有什麼資料？ ？去哪裡找資料？ 

？用什麼方法？ 
篩選、合併 



發想邏輯：資料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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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資料？ 

？資料可以用在？ 

？什麼人會需要資料？ ？還要補什麼資料？ 

？用什麼方法？ 
篩選、合併 



應用入門：電子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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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供應鏈上下游關係 
只能知道交易對象 

交易對象≠供應鏈 

 

 其實並不簡單 
需要品項資料 

品項資料要有標準名稱或代碼 

品項可能分散或重組（標準名稱或代碼能否顯示？） 



食安應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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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風險項目 
進口商 

(關港貿系統) 
下游業者 

財政部財稅資料庫 
（電子發票） 

下游食品業者 

食藥署非登不可 
資料庫 

經濟部工廠登記 
資料庫 

可疑食品業者 

食藥署 
邊境查驗系統 

進口鹽品業者 
312家 

6808家 

特定食品業者180家 

依邊境報驗比例篩選： 
高風險 
中風險 
低風險 

進口工業用鹽 



應用發想：民眾年收入（調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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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所得稅資料 
年收入還是薪水？ 

包括獎金、紅利、股票嗎？ 

計入兼差收入嗎？ 

如何分辨本職還是兼差收入？ 

 

 假使想知道調薪 … 
只要本職收入  勞保資料（雇主） 

要計入紅利股票，不要計入股票交易 



應用發想：學歷、學科就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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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育部學歷、專業 

勞保歷年職業（本職）更動 

所得稅本職收入 

不同領域、學位 
就業難易度與待遇 

學校科系調整依據 



初步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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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數據的分析邏輯沒有完整的理論基礎 
建立收集資料時有許多先天限制 
收集資料方法不同，分析結果就不同 

沒有理論能模擬描述這麼多「不完美」 

不能盡信：必須能詮釋分析的結果 

 

 信賴度：要經過 Calibration 
瞭解大數據分析結果的精準度 

與傳統統計方法的相關性 



下上兼具的推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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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部會提供資料 

學界研提資料分析構想 

部會研提政策分析需求 

執行 

學界、業界、 
機關自行 



支持學界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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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數據A 
本方案在於資助新方法與新意函的政策應用研究 
（但如民間產業已可處理之研究則不予資助） 

 大數據B 
除資助新方法與新意函的政策應用研究外，也協調相
關政府機關資料釋出給學術研究 

學術研究與公眾利益之資料運用不受個資法限制 

開
放
資
料 

Ｂ 

大
數
據 

Ａ 



部會機關大家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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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大數據決策支援系統 

建立跨部會資料運用機制 

整合部會內部資料 

資訊與業務部門合作 

建立部會運用能力 

鼓勵學界研究運用 

群眾外包發想創意 

培養自主運用基因 

客觀、務實而 
有深度的政策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