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總統盃黑客松_線上徵件說明會

2021年7月2日

指導單位：總統府

主辦單位：行政院

協辦單位：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

資料協力單位(依筆劃排序)：司法院、立法院、考試院、行政院(內政部、文化部、交通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科技部、財政部、國立故宮博物院、教育部、

經濟部、衛生福利部)

承辦單位：國家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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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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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精神

為配合國家發展需求，展現政府對開放資料與資料運用創新之重視，並促進跨政府

機關、跨領域及公私協力共創。

鼓勵資料擁有者、資料科學家、領域專家多方交流，共同加速公共服務優化及鼓勵

公務人員主動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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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主題社會創新 104件提案

模型開發中

已完成小規模試行已上線啟用

已導入現行機制逐步擴大範圍 已上線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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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主題智慧國家 132件提案

已上線啟用 已上線啟用

已上線啟用 模型開發中 納入現有機制運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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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主題永續發展目標 250件提案

納入現有機制運行民間參與 納入現有機制運行民間參與

模型開發中 模型開發中 納入現有機制運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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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球受疫情影響，讓各國意識到確保國家因應各項經濟、社會與環境衍生之

系統性風險的「韌性」，比過去大家講求的「效率」更為重要。

2021年總統盃黑客松主題延續去年奠基於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並納入疫後韌性新

思維與智慧國家發展方案思考，規劃『永續2.0 - 韌性島嶼』為主題，號召全

民許願，黑客解題，政府實現，共同為更美好的臺灣而努力。



7大領域 18項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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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影響與民眾參與可行性 創新性

40% 30% 30%

提案為跨國、跨地方政府合作者，加分 (10%)

提案回應公民許願池之願望者，加分 (10%)

提案為跨院、跨部會合作者，加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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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時程
(將因應疫情發展，滾動式調整各項辦理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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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件期：5/14(五)-7/30(五)

公民許願期：4/16(五)-5/21(五) 民眾平方投票：
8/2(一)-8/6(五) 

8/12(四)

公告入圍初選名單

進行二次工作坊：
9月上旬、10月中旬

10月中旬複審

12月初頒獎典禮

11月中旬決審

隨隊顧問陪伴輔導



辦理線上徵件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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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場7/2(五)

第2場7/7(三)

第3場7/9(五)

第4場7/13(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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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開放資料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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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應用說明可於官網下載)



怎麼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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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 前往總統盃黑客松官網：https://presidential-hackathon.taiwan.gov.tw/

Step2 點選「提案與徵件」中「我要提案」,線上填寫完送出，即完成提案

https://presidential-hackathon.taiwan.gov.tw/
https://presidential-hackathon.taiwan.gov.tw/Proposa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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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各方英雄好漢一同參與

2021年總統盃黑客松
總統盃黑客松國內松執行團隊連絡人：

E-mail：presidential-hackathon2020@tier.org.tw

Tel: (02)2586-5000#204 戴小姐
總統盃黑客松官網

Scan me

mailto:presidential-hackathon2020@ti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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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顧問分享

關於黑客松的三兩事

資訊工業策進會 / 數位轉型研究所

許永昌 專案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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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kathon

黑客 + 馬拉松（Hack + Marathon）

「Hacker」是對於電腦及電腦網路內部系統運作特別感興趣並且有深入理解能力的一群人。

Hack Hacker

是一個問題的解決方案，雖然可能效率不彰、不
夠完善、難以理解，但有用的方式，快速且陽春。

一個樂於研究程式細節，並嘗試延展其可用性的
人；與一般人傾向學習最少必要知識的概念相反。

維基百科說明節錄 (限縮在Computer Science的範疇內，參考Jargon File的定義)

定義

能力

行為

Hacker Security Hacker

遵守Hacker Culture，鼓勵有能力的個人，用創意
來克服系統限制，做出傑出與亮眼的成果。

非正規的情況下登入對方系統，掌握操控系統之
權力，以獲取不法利益，或者發洩負面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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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松輔導常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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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預期成果過於發散

2. 開放資料不夠完整

3. 未能正確掌握受眾

4. 成果論述偏離主軸

5. 強化未來發展規劃



預期成果過於發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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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是否需要全部都實作DEMO出
來？考驗團隊是否能快速凝聚
共識，溝通出必須之功能。

情境：
為了完整解決痛點所提的的解決
方案，這段需求需要做A、B、C、
D、…、Z功能…

作法：
以最小可行性產品 (Minimum 

Viable Product, MVP)作為核心
概念展示。



開放資料不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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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現實情況沒資料情況很多，考
驗團隊盤點資料與分析能力？
如何用找出可用資料。

情境：
為了進行後續分析工作，還需要
蒐集A、B、C、D、…、Z的資料
才能進行…

Oops…

好像找不到資料唷

作法：
透過去識別化資料(例如統計
數據或不含個資)與虛擬資料
協助，對成果進行驗證。



作法：
透過換位思考，釐清並確認真
正使用者，並盡可能蒐集意見
以貼近使用情境。

未能正確掌握受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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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最終使用者不一定是受益者。
考驗團隊能否能釐清受眾，制
定符合情境的使用流程。

情境：
某項功能主要目的是縮短民眾等
待時間，但系統的操作是由民眾
還是機關單位操作使用呢？



作法：
透過定期檢視，在每個提案里
程碑時來檢視是否有扣合活動
主題。

成果論述偏離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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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考驗團隊是否能在提案發展過
程中，逐步貼近主題，並強化
於成果論述中。

情境：
提案初期的內容，原先是以永續
發展為主軸，但隨著專案的演進，
最後卻無法與先前的理念扣合…



作法：
積極建立可營運模式或規劃與
政府機關合作計畫，嘗試從概
念驗證轉為服務商業驗證。

強化未來發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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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除成果外的呈現，考驗團隊是
否能在提案後期，逐步尋求可
協助落地的規劃。

情境：
提案執行到尾聲，雖然成果已能
對應相關議題與主題，但整體還
缺少未來持續運行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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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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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數據種類眾多，設計介面讓
使用者能更容易一目了然成為專
案主要課題

以使用者角度，提供自身對於服
務的感受，並從整體Layout進行建
議與互動討論

詢問Treepedia、Local Code等技術
議題與開發方向建議，並詢問提
案規劃建議

提供技術可行性評估、並引導以
可行性驗證階段目標，後續也建
議提案需將民眾納入，以利植地
得以維護延續

健康氣象e起來

台灣好植地

團隊需求

團隊需求

顧問輔導

顧問輔導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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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語意分析與語意資料庫相關
技術諮詢，且具體提供的服務流
程希望能得到回饋以精進

提供相關語意技術建議，並透過
線上會議，引導團隊收斂成果並
朝向PoC目標前進

需要與消防相關機關會談，並協
助資料取得，如相關平面圖資或
影像，以協助現場判斷情勢

優先釐清團隊需求，確認主要資
料目標，再尋求相關機關協助與
討論，同時評估討論隱私相關議
題與政策改善方針

聊Law指掌我最行

消防英雄聯盟

團隊需求

團隊需求

顧問輔導

顧問輔導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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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資料量龐大且需要進行大數據
分析，需要專業建議，以強化團
隊AI量能

提供數據分析建議，如數據資料
清理規劃、後續建模規畫與可能
導致誤差的互動討論

需要實作開發成員，並希望能取
得主要藝術館藏的資訊，也希望
能聯繫公民許願池的人員

協助媒合相關人才，並協助聯繫
相關部會取得館藏資料的方式，
同時給予成果呈現建議

電巨人

文化棲地

團隊需求

團隊需求

顧問輔導

顧問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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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機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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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入選20隊的團隊為輔導對象

輔導對象

選出20隊並媒合後，直到活動結束

輔導時程

依團隊為主 (因疫情關係建議以線上為主)

輔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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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盃黑客松卓越團隊分享

110年7月2日

離島不孤無限支援

Hackthon_v3.mp4


綱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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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背景

− 創新模式

− 平臺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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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背景



改變的驅動力-1

• 107年2月5日空中轉診後送飛安失事
• 6位生命說再見，但再見不是真的
• 親人的哭泣聲聲催

• 重新檢視空中轉診流程、規範一切符合標準作業程序
• 除了說「合法」，我們相信一定有可以「多做一點」、
「做更好一點」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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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未完整
決策很片段
我們都害怕

參考作業標準
缺少病患病史資料
只能相信在地醫師判斷

一人決策壓力
送，最安全

在地民眾

回到蘭嶼，傾聽聲音

改變的驅動力-2

空中轉診審核中心

後送醫院 申請衛生所

我們也怕飛，
但覺得台灣醫生
一定比蘭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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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轉後送現況-1

原鄉離島
➢人口數約80萬人
➢觀光人數約300萬人

空轉後送
➢累積約4,000件
➢每年約200~300次
➢每年平均夜航約40%
➢夜航飛安風險是白天飛航的3倍
➢後送3天死亡或出院約占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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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降低夜航風險？降低不必要的空中轉診後送？



5 張傳真表單

手寫140個欄位

3 個單位

8通單向連絡電話

後送醫院 申請衛生所
協調轉診

空中轉診審核中心

耗時 20~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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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轉後送現況-2



空轉後送「更好」的想像…

專業支援

病家參與

資訊透明

即時同步

無法避免，可以下降
專業支援，醫病溝通
優化決策，增加信心

實證應用

空中轉診審核中心

後送醫院 申請衛生所44

對於因天候地形限制
之醫療資源不足區
「改變就醫方式」

醫病共享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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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模式



健保雲端資料 電子病歷

多次跨單位協調黑客松接力團隊腦力激盪

1.個人資料保護法
2.全民健康保險法
3.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製發
及存取資料管理辦法

4.醫療法
5.緊急救護法
6.救護直昇機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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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突破-1 開放二大資訊系統，鬆綁六項法規



創新突破-2 導入最新國際健康資訊交換互通標準

Health Environments
Information Model

HL7 v2

HL7 v3

HL7 CDA DICOM IHE

Data/Message
Document

Image
Integration
Workflow

HL7 FHIR

Others

Non-Standard Data

RESTful API Http Server

Web App Device CloudHuman
Browser Http Client Http Client Http Client Http Client

1.標準化API
2.易彈性擴充在地化
3.快速開發流程
4.接軌國際HIT生態系
5.跨語言跨平台

47



平臺架構

HL7 FHIR 標準化大數據平台

自動帶入電子表單

電子簽章簽核流程

多方即時視訊會診

病歷資料共享平台

作業時間從30分鐘下降為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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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送醫院 申請衛生所
+病人/家屬

空中轉診審核中心



改善問題

Before
手寫5張表單
傳真3個單位
8通電話以上

離島醫師獨自
面對病家壓力

居民不信任在地醫療

主觀提出支援需求
醫療資源導入

不符地方實際需求

After
75%欄位
自動帶入
電子表單

三方醫師共同決策
協助說明轉診決策
與後續照護安排

Data Driven
客觀數據基礎
資源政策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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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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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403處衛生所(室)及巡迴醫療點頻寬 (108.10)

− 提升頻寬至100M
或當地最高速率

− 增加病歷及影像調閱效率
醫療影像傳輸時間由28.8秒

縮短至4.7秒

台北市/1處

4處

17處

14處

11處

31處

13處

63處

16處

59處

61處

40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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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建置105處「空轉後送遠距會診平臺」(108.08)

11

Source: 2020.12《衛福季刊》第27期



「空轉後送遠距會診平臺」啟動唐鳳政委致詞

Source: Youtube/P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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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鄉離島不孤，無限支援就醫零時差

Source: 「護動e起來」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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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護動e起來」網站【空中轉診後送】專區：https://nurse.mohw.gov.tw/lp-57-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