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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 
我們申請的政府資料 



那些年， 
我們要不到的資料 



我想要更多 
民眾建議政府開放資料功能 
 
 
 

 



其他人是否要到資料？ 
不開放的原因？ 

 
 



 沒回答是否蒐集、開放 誤區 



 沒有期程和結果 誤區 



 有期程，沒回報 誤區 



 已讀不回 誤區 



痛點 
 
● 沒回覆 
● 要不到資料，但不知道原因 
● 無法開放，然後呢？ 
 
 



機關 
回覆 
儀表板 

統計日期 2019/4/30 
標記進度 557/2502 
by 資料申請小幫手 



統計日期 2019/4/30  標記進度 557/2502  by 資料申請小幫手 

預計產出 



專案目標 
 
 

政府與民間面對 
資料治理的實踐現況 

 



正在進行 
 
 
 
 
 
 

● 盤點機關回應情形 (700/2500則) 

● 草擬提供「公部門回應架構」 

● 提出「平台改善建議」 

● 鼓勵更多民眾「申請及跟追」，串連

經驗及資源 

 



真的可以促進更多
開放資料？ 



促進雙方理解 
 
● 仍有申請成功的案例 
● 將不開放之原因明朗化，理解癥結 
● 資料申請者經驗分享 
 
整體政策推動 
 
● 開放資料諮詢委員掌握概況 
● 釐清尚有可為之處，導入行政資源 
● 輔助政策推行者檢視當前的申覆機制 



使用的資料 
 
● 1,500筆民眾申請及機關回覆 (單一機關

2,500筆) 
●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全部資料集，檢索資

料是否開放上架 
 



預計產出 

機關 
回覆 
儀表板 
 



資料現
況挑戰 

相關 
規劃 

是否應
開放 

進度 
更新 

公部門處理民眾申請應告知事項 



資料現
況挑戰 

公部門處理民眾申請應告知事項 



資料現
況挑戰 

是否應
開放 

公部門處理民眾申請應告知事項 



資料現
況挑戰 

相關 
規劃 

是否應
開放 

公部門處理民眾申請應告知事項 



資料現
況挑戰 

相關 
規劃 

是否應
開放 

進度 
更新 

公部門處理民眾申請應告知事項 



公部門回應路徑 

內部討
論，進
行回應 

開放上架，提供網址 

無法優先開放，說明原
因、變更為優先開放的
條件 

無法開放 
說明原因 

應優先開放，說明規劃，
押時間 

YES 

NO 

不應開放，說明原因、變更為開
放的條件 

即將開放上架，押大略時間 上架 
回報 

進度
回報 

變更
回報 



❏機關 - 評估回覆 
❏民眾 - 進行跟追，與

相關社群交流 (如
WikiData、OSM、台

灣河溪網) 

誤區一：已讀不回 

來源 

因應 

https://data.gov.tw/node/86086


❏機關 - 評估回覆是否

蒐集、開放資料等相

關規劃 
❏小幫手 - 進行追問 

因應 

誤區二  
只提現況，沒有評估 

來源 

https://data.gov.tw/node/85269


來源 

誤區三 
有評估，沒有說why 

❏機關 - 重新回覆不開放資料集的原

因（可否去識別後處理） 
❏小幫手 - 追問 
❏法規調適（「公開」與「開放」處

理個資原則） 

因應 

https://data.gov.tw/node/20992


預期效益 
● 民眾端： 

○ 參與資料政策規劃 
○ 得到所需資料 
○ 應用資料 

● 政府端 
○ 有效率做到公民溝通 
○ 展開資料開放規劃 
○ 釋出更多資料 

 



可行性、複製性 
● 民間發動優化資料開放服務 
● 民眾願望實現 
● 機關確實評估、加速服務 
● 中央、地方機關容易採用 



成為開放資料原動力 

Copyright: Star Wars 





運用政府平台 
既有申覆問答機制 

進行追問、課題釐清等 

各部會機關 
開放資料諮詢委員 

申覆內容資料擷取 
依照各機關拆分後，約 2500 筆 

建立解讀原則 

開放資料政策 
推動者、研究者 

有資料申請需求的 
使用者與團體單位 

資料平台申覆內容 
(總計約1500筆：中央1229筆、高雄79筆、台南72筆、台北16筆) 

建立申覆概況網站 
・儀表板 
・查詢功能 
・訂閱電子報 

・申覆經驗交流 

OpenData/TW社團 
推播與意見回饋 

 

與各領域媒體合作 
撰寫「小幫手」使用文 

舉辦申覆經驗工作坊 
以及個人訪談 

各領域資料申覆 
具有豐富經驗者 

進行斷詞分析  
 
 

資料申請 
小幫手 

1 

2 

5 

3 4 

預計 
互動對象 

政府 
資料平台 



我想要更多：民眾初次申請路徑 

確認資料尚未
開放 

 
 
提出申請，並
附帶如果目前
無法開放： 
 
1.是否認為應
該開放 
 
2. if yes，是
否會優先規劃 
 
3.if yes，要求
進度及上架回
報 
 
 

評估是否符合
優先開放條件 定期跟追 



我想要更多：民眾跟追路徑 

申請被回絕 

 
 
追問： 
 
1.是否認為應
該開放 
 
2. if yes，是
否會優先規劃 
 
3.if yes，要求
進度及上架回
報 
 
 

評估是否符合
優先開放條件 定期跟追 



誤區一：已讀不回 

金門縣政府 

無回覆 

已讀不回 

❏ 機關 - 評估回覆 
❏ 民眾 - 進行跟追，與相關社

群交流 (如WikiData、OSM、

台灣河溪網) 

回覆 
→ 

誤區 
→ 

因應 
→ 

來源 

https://data.gov.tw/node/86086


請連江縣相關單位提供資料 

內部分文，形同沒有回覆 

❏ 機關 - 評估回覆 
❏ 民眾 - 進行跟追，與相關社

群交流 (如WikiData、OSM、

台灣河溪網) 

回覆 
→ 

誤區 
→ 

因應 
→ 

誤區一：已讀不回 

來源 

https://data.gov.tw/node/86086


無回覆 

已讀不回 

❏ 機關 - 回覆經費編列規劃及開

放與否評估 
❏ 民眾 - 針對上述進行追問，與

關注開放預算、司法資料的社

群交流 (如OpenBudget / TW、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或查看

預算書 

回覆 
→ 

誤區 
→ 

因應 
→ 

誤區一：已讀不回 

2018
來源 

2017
來源 

https://data.gov.tw/node/95668
https://data.gov.tw/node/45673


無資料 

未說明是否蒐集、開放該資料集 

❏ 機關 - 評估回覆是否蒐集、

開放資料等相關規劃 
❏ 民眾 - 針對上述進行追問 

回覆 
→ 

誤區 
→ 

因應 
→ 

誤區二  
只提現況，沒有評估 

來源 

https://data.gov.tw/node/85269


有提供查詢系統，說明現況有即

時公告，並沒有資料集 

未說明是否蒐集、開放該資料集 

❏ 機關 - 評估回覆是否蒐集、

開放資料等相關規劃 
❏ 民眾 - 針對上述進行追問 

回覆 
→ 

誤區 
→ 

因應 
→ 

誤區二 
只提現況，沒有評估 

來源 

https://data.gov.tw/comment/537281#comment-537281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進行公開，不

另外開放資料集 

沒有說明不開放資料集的原因 

❏ 機關 - 重新回覆不開放資料集

的原因（及如何處理未依政府

資訊公開法完整公開） 
❏ 民眾 - 針對上述追問 
❏ 法規調適 - 釐清個資在「公開」

與「開放」是否有不同處理原

則 

回覆 
→ 

誤區 
→ 

因應 
→ 

來源 

誤區三 
有評估，沒有說why 

https://data.gov.tw/node/20992


再研議 

未說明資料現況，考量因素，也

沒有大約研議期程及後續回報 

❏ 機關 - 重新回覆，說明資料

現況及研議結果 
❏ 民眾 - 針對上述追問 

回覆 
→ 

誤區 
→ 

因應 
→ 

來源 

誤區四 
「我們會研議」太模糊 

https://data.gov.tw/node/47774


本月份研議 

未說明資料現況，考量因素，有

研議期程，卻未回報 

❏ 機關 - 重新回覆，說明資料

現況及研議結果 
❏ 民眾 - 針對上述追問 

回覆 
→ 

誤區 
→ 

因應 
→ 

來源 

誤區四 
「我們會研議」太模糊 

https://data.gov.tw/node/89997


研究用，為免民眾誤用，不公開 

研究報告屬政府資訊公開法應主動公

開之範圍。另，任何資料釋出均有善

用及誤用的可能，此理由沒說服力。 

❏ 機關 - 重新評估主動公開範

圍及資料開放之可能，再次

回覆 
❏ 民眾 - 針對上述追問 

回覆 
→ 

誤區 
→ 

因應 
→ 

來源 

誤區五 
資料太專業，怕被誤用  

https://data.gov.tw/node/96658


資料修正中，歉難提供 

未提供是否開放評估，及資料修

正期程 

❏ 機關 - 重新回覆是否開放，

提供資料修正規劃期程 
❏ 民眾 - 針對上述追問 

回覆 
→ 

誤區 
→ 

因應 
→ 

來源 

誤區六：擔心品質 

https://data.gov.tw/node/86086


已有線上圖台可供查詢 

民眾建議開放的是資料集，不是

查詢圖台 

❏ 機關 - 針對是否開放資料集

重新回覆 
❏ 民眾 - 針對上述追問 

回覆 
→ 

誤區 
→ 

因應 
→ 

來源 

誤區七：要A給B 
 
 

https://data.gov.tw/node/91775
https://data.gov.tw/node/91775


預算有限，沒有線上查詢系統 

民眾建議開放的是資料集，不是

查詢圖台 

❏ 機關 - 針對是否開放資料集

重新回覆 
❏ 民眾 - 針對上述追問 

回覆 
→ 

誤區 
→ 

因應 
→ 

來源 

誤區七：要A給B 
 
 

https://data.gov.tw/node/86086


提供臺北松山機場航空噪音防制

區圖(臺北市部分)範圍及分級表 

民眾申請台北市全區，只提供特

定地區 

❏ 機關 - 重新說明資料現況及

是否開放 
❏ 民眾 - 針對上述追問 

回覆 
→ 

誤區 
→ 

因應 
→ 

來源 

誤區八：要AB給A 



該資料為各管線單位所有，請洽

各管線單位 

未說明「各管線單位」是哪些，

未進行重新分派 

❏ 國發會 - 重新分派相關單位 
❏ 機關 - 依需求回覆 
❏ 民眾 - 針對上述追問 

回覆 
→ 

誤區 
→ 

因應 
→ 

來源 

誤區九：分派錯誤？ 

https://data.gov.tw/node/85269


提到平台或搜尋路徑 

沒有提供資料連結 

❏ 機關 - 提供資料連結 
❏ 民眾 - 針對上述追問 

回覆 
→ 

誤區 
→ 

因應 
→ 

來源2 

誤區十： 
沒提供資料連結 

來源1 

https://data.gov.tw/node/98611
https://data.gov.tw/node/86086


給入口網站連結 

沒有資料連結，在入口網站查不

到 

❏ 機關 - 提供資料連結 
❏ 民眾 - 針對上述追問 

回覆 
→ 

誤區 
→ 

因應 
→ 

來源 

誤區十： 
沒提供資料連結 

https://data.gov.tw/node/98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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