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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環境構面

基礎環境
‧虛擬世界法規
‧資通訊環境整
備
‧網路資安隱私

智慧國土
‧智慧防災
‧智慧運輸
‧智慧城鄉

智慧生活
‧智慧健康照護
‧數位教育
‧網路媒體與文
化娛樂
‧智慧體驗服務

透明治理
‧公共政策參與
‧政府資料開放
‧數位政府服務

網路經濟
‧創新創業
‧電子商務
‧網路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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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世界
法制環境

低度
管理

前瞻
策略

靈活
規範

國內現況檢討

數位商業法制缺乏彈性

數位生活法規限制應以突破

網路使用者之保護規範應予強化

政策制定過程應吸納網路公民意見

政府資料開放程度應予加強

國際趨勢

 歐盟：2010年提出歐洲2020計畫，透

過法規調整，打造前瞻數位環境。

 聯合國貿委會：2014 年提出線上紛爭

解決機制，明確使用規則及程序。

 美國：2010年通過電傳勞動促進法；

2014年提出新版「電傳勞動計畫」。

 英國：2014年群眾募資法生效，針對

借貸模式及投資模式提出新管制規範。

 日本：2013年擬定打造全球最高水準

的IT社會之子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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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分析_虛擬世界法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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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用
指
標

基
礎
指
標

優化基礎環境

應
用
願
景

基
礎
建
設

進
階
發
展

推動以人為本(Human Centric)資訊化社會

建構超聯結(Hyperconnected)網絡
進
階
指
標

智慧
聯網
服務

巨量
雲端
服務

創意
創新
群聚

數位
匯流
服務

資訊
服務
工程

智慧政府 創新社會 網路經濟智慧生活 偏鄉關懷

國際標準參與連結

網路應用法規整備

資通訊人才培育

跨領域環境整備

行動寬頻建設

高效能信賴網絡

智慧國土

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

壹、背景分析_資通訊環境整備(2/3) 



教育部2006年起推動資安學程
計畫，2008年起推動中小學資
安認知及活動，尚缺資安菁英
培訓規劃。

新版個資法於2010年5月26日公布，
企業已提高對資安防護的重視；同
年起經濟部建置及推動台灣個人資
料保護與管理制度(TPIPAS)。

人才培育

協同合作

資安產業 隱私保護

壹、背景分析(2/2)

本土資安業者在技術上的掌握度與國
際大廠相比尚具競爭力，惟行銷能力、
國際化能力、通路與售後服務等方面
較不及國際大廠。

隨著網路科技進步，歹徒犯罪手法與管道不斷翻
新，而網路犯罪常涉及跨部會合作及跨國司法間
之互助協議，若無邦交關係或簽訂司法互助協議
(定)，因重要線索留存異地，跨境犯罪問題來源
追查困難。

壹、背景分析_網路資安隱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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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臺灣成為網路公司樞紐

• 形塑臺灣數位生活型態未來願景

• 促進電子商務環境的安全與安心
虛擬世界法規

• 優化資通訊基礎建設

• 建構超聯結服務網絡

資通訊環境整
備

• 健全資安法令標準與人才培育

• 強化通報機制與網路犯罪預防

• 創造資安產業發展契機與自主技術

• 加強公私協同關鍵資訊基礎建設防護

網路資安隱私

基礎環境構面支柱 具體目標

貳、具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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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推動策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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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臺灣成為網路公司樞紐】

【形塑臺灣數位生活型態的未來遠景】

【促進電子商務環境的安全與安心】

 調適公司法制

 提升網路金融服務

 打造友善租稅環境

 調適勞動法制(電傳勞動)

 發展遠距教育

 推動遠距醫療照護

 調適消費者保護法制

 強化網路公民參與

 落實政府資料開放

 防範網路犯罪

 強化資安及資通訊法規制度

子題一_虛擬世界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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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行動寬頻
基礎建設

培育資通訊
人才及創新力

建構智慧生
活與智慧聯
網環境

推動巨量資
料應用環境

超聯結服務相關技術研究
推動智慧聯網創新服務體系
推動跨領域創意創新創業群聚
推動跨產業「智慧城鄉」應用
發展「數位創意」創新服務

成立臺灣資通產業標準協會
建立國際合作溝通管道
尋求區域國際組織結盟

整合跨校跨領域資源
強化產學研聯盟機制
鼓勵多元創新學習

研擬智慧聯網與關鍵零組件策略
建構智慧聯網生態系統整合平台
發展客製化智慧聯網製造平台
發展智慧聯網產業服務架構

建構高效能信賴網絡
推動加速行動寬頻服務及產業發展方案
規劃及釋出行動通信頻譜
光纖入戶全面化實施

規劃分析重點領域應用
政府巨量資料應用研究
輔導製造業與服務業導入

建構超聯結
服務網絡

接軌國際
資通訊標準

推動
策略

參、推動策略(2/4)
子題二_資通訊環境整備



推動
策略健全資安

法令標準

強化網路
犯罪執法

擴大公私
協同合作

落實人才
訓用合一

推升智慧
商務安全

•規劃適合我國之資安治理架構
•建構適用於我國之資安治理成
熟度評估機制
•積極研議我國資安作用法並推
動立法

•健全資安及網路犯罪通報
•擴大偵查組織架構與人才進用
•加強兩岸及跨國共同打擊犯罪
•加強數位證據保全與程序
•加強網路犯罪宣導面向
•每年定期參與相關國際會議

研議由課程、平臺、競賽、
實習及產學合作等五大主軸
擴大資安人才培育，落實訓
用合一

•盤點資安自主技術，發展優先項目
•發展虛實整合的關鍵防護安全技術
•軟體工程加入資安與隱私保護的設計
•提出最佳商務安全實務與解決方案
•發展民眾有感智慧商務App

•處理來自企業與民間
各領域之資安事件通
報與諮詢
•研議企業與民間情資
交換安全標準
•與國內外各領域
CERT建立資訊共享
系統或平台

參、推動策略(3/4)
子題三_網路資安隱私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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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軌國際
實務標準

建置前瞻
實驗場域

改善政府
資源配置

• 訂定合理資訊(安)人力及預
算配比

• 研議成立資安專戶或基金
• 篩選資安產業潛在價值與
利基之產品適度扶植 •發展讓消費者

放心與安心之
產品技術、及
服務標準
•研議資服產業
安全分級機制
•鼓勵國內學研
與廠商加入國
際產業標準協
會

•結合產、學、研資源建置
前瞻實驗場域
•研究關鍵資訊基礎設施存
在之弱點、模擬外來之攻
擊威脅及測試驗證創新之
資安防護技術實驗場所

参、推動策略(2/2)參、推動策略(4/4)
子題三_網路資安隱私

推動
策略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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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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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 錄

附錄1 vTaiwan 線上意見徵集

附錄2   網路徵詢意見與處理

附錄3 實體會議徵詢意見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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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說明

網路社群、媒體發展迅速，網路公民參與及審議式民主漸成趨

勢，並產生議題主導效應。行政院現正積極推動「虛擬世界發展法規調

適」工作，目標為促使現行法規範更加切合虛擬世界發展的需求。

由於主要影響族群為未來網路創業者及網路高度使用者，為使相

關政策、法規更貼近民意，於今年 2 月，首次使用網路社群建置的平

台，即由「 g0v 零時 政府 」專案參與者自行建置及管理的

「vTaiwan.tw線上法規討論平台」（https：//vTaiwan.tw），並由資

策會將各主政部會所提供之基礎資料轉譯後，進行前期意見徵集，並分

別於3月12日、3月24日及4月14日各辦理一場線上諮詢會議。

附錄1 vTaiwan 線上意見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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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已上線議題

(一)目前已開放閉鎖型公司、群眾募資與網路交易課稅、藥

物網路販賣、政府資料例外收費原則、遠距教育（以高

等教育為討論主軸）、電傳勞動、個人資料利用與去識

別化、零售業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關於消

費者權益議題等9項議題上線徵詢意見。

(二)截至 104.4.14 vTaiwan 平台瀏覽人次 134,994，瀏覽人

數30,672 人，討論文章506 篇。

附錄1 vTaiwan 線上意見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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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線上諮詢會議

(一)針對虛擬世界法規調適議題，規劃召開5場線上諮詢會議，並使用
livehouse in 線上直播平台連線：

1. 3/12 - 打造臺灣成為網路公司的樞紐－閉鎖型公司及網路交易課稅

本次線上直播在線人數計1,284 人

2. 3/24 - 打造臺灣成為網路公司的樞紐－群眾募資

本次線上直播在線人數計365 人

3. 4/14 - 遠距教育、開放資料例外收費原則

本次線上直播在線人數計615 人

附錄1 vTaiwan 線上意見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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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議題 處理情形

1 在虛擬世界中，人民使用各類型網路無須建立
基本保障法規嗎？？還是國發會的政策只針對
中小企業主？

已向網友說明澄清：虛擬世界法規調適，亦高度關
注「個人」息息相關的基本法規範建構工作，諸如
個人資料保護、網路犯罪防制與網路霸凌防範等，
均是為了確保讓每一位民眾，都可以自在悠遊於虛
擬世界，享受網路發展帶來的美好，避免個人權益
被不當侵害。

2 發現仍然是同樣的問題,每次提出的政策都寫
的頭頭是道,看似很完整,很有論文的味道。但
問題真的在此嗎? 個人愚見,真正問題應該是如
何即時落實執行啊!

已回應網友可至vTaiwan.tw討論平台，提出更具體的
建議。

3 目前看起來都只有針對字面、片面經驗討論，
並沒有提供相關的研究與統計數據，加上法規
文字其實一般人不太能夠深入其中，所以還是
會存在很多隔閡。應該要出示各種研究與統計
數據，確認這些法案基礎經得起驗證，這才是
人們的期待。

已向網友說明澄清：有關網路政策白皮書僅係政府
規劃方向說帖，故其內容多為政策意涵。當研擬完
成並成為政策綱領時，才會由各部會依其分工落實
於法規與執行面。有關此子議題，歡迎進入
Vtaiwan.tw討論平台共同參與討論，或許你會找到你
想要了解的問題與答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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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議題 處理情形

4 在這本行動計畫的背景資料有提到「歐盟數位
進程」 (Digital Agenda)，去查了資料，在
Digital Society>Public Services，提到eID，應
該就是我國目前自然人憑證的數位憑證。在這
個基礎上研究探討網路連署或網路投票的法規
及技術應該可以先做，如果不做，那一天，會
像第3方支付一樣，被民眾壓著修改法規，那
不是表示政府該作為而不作為，自縛手腳~

將就網友意見進行研析，並擬將電子投票議題納入
網路白皮書研議。

5 數位匯流、物聯網都是未來趨勢 期待政府能
有實際成效

已納入基礎環境構面資通訊環境整備行動計畫。除
完成相關法規外，並設定電子商務季網路服務產值
目標、物聯網創新服務案數件等具體量化目標。

6 不知道政府要用多久的時間讓所有的光纖用戶
都能夠有光纖到府(FTTH)?而如果要做到這一
點的話不知道預估經費要花費多少?

資通訊環境整備行動計畫將致力於2020年將行動寬
頻服務涵概率達96%，鑒於國人對上網品質日趨重視，
基礎環境整備將同時提升上網穩定性與與速度。

7 是否可以建議在大學增設目前關注之議題課程，
例如大數據及物聯網等，以及增加此議題下之
建教合作等實習方式。此舉不僅可快速銜接進
入企業之環境，更可以解決人才欠缺之問題。

已納入基礎環境構面資通訊環境整備及網路資安隱
私行動計畫，將推動跨校整合，產學聯盟機制，或
政府自辦、委辦、補助方式規劃各類課程；另將透
過課程、平臺、競賽、實習及產學合作等5主軸擴大
資安人才培育，落實人才訓用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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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議題 處理情形

1 有關消費者保護法制部分，目前在檢討排除特

殊商品線上銷售適用猶豫期間規定，其中消費

者保護法第19條之1規定服務準用商品，但服

務如何準用商品，因二者性質並不相同，究應

如何準用，建議作細緻化處理。

相關建議已納入行政院版消費者保護法案。

2 關於勞動條件的彈性化，不論網路公司或新創

公司，建議在一定條件下，尊重契約締約上自

由，如工時應給予彈性，因為新創公司可能難

以遵照八小時之工時，或是應打卡之規定。

有關電傳勞動者適用勞基法等相關規定，已納入白

皮書。勞動部刻正邀集相關業者、專家學者進行研

議，並對外徵集意見中，後續規劃將以行政解釋或

行政指導方式來做說明。

3 建議將推動遠距醫療照護列為短期目標，而非

中長期目標。另個資法第6條與遠距醫療之關

係宜儘速分析檢討並解套。另醫療器材等級分

類宜儘速檢視改進，以促進醫療器材之適用。

1.白皮書行動計畫所訂目標已修正不以短、中長期

作為區分。

2.由於醫材使用具有風險，因此係以使用風險高低

進行管制，預計近期將再開放15品項，主要開放

部分是針對使用風險低、無須專業人員指示使用

者可開放。

3.有關醫材開放網路販售問題，因醫療器材與一般

商品不同，使用上會有一定風險，故食藥署依醫

材之風險高低逐步開放的方向進行。開放原則是

以不須專業人員做進一步的指示、風險相對較低

且居家使用去檢討可開放的品項。

附錄3   實體會議徵詢意見與處理
子題一_虛擬世界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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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議檢討數位課程認證相關規定，先讓所有課程
能上線，再進行素材篩選及鼓勵。同時學歷認證
機制宜配合網路無國界進行鬆綁。

1.教育部自民國89年起已推動遠距教學，其中重點
在於必須維持課程及教學的品質。目前針對碩士
在職專班，若涉及學位，遠距教學課程必須送教
育部認證，若非涉及學位授予則無需認證，認證
的相關規定會逐年做檢討。
2.學歷認證檢討部分，學位部分，目前僅碩士在職
專班可以授予學位，目前正針對大學遠距教育實
施辦法進行檢討，並徵集意見當中。

5 有關遠距教育及遠距醫療照護部分，最近參與示
範區國際醫療專區之相關會議，示範區醫療部分
還是有法規上的問題，教育或醫療的問題是在大
學法人化或高等教育自由化，與健保改革的推動
等部分。關鍵是政府在做的事情，而不是花錢去
蓋園區，而是應該去處理法規、制度，以及相關
配套等問題。

教育園區並非再另外設園區，而是目前各大學只
要符合與國外合作辦學之相關規定即可申請。在
鼓勵與境外大學合作辦學部分，目前已對相關法
規，例如師資、國外教師來臺合作開課，學位如
何認定等、招生員額部分，均已進行檢討。

6 歐美等國家遠距教學發展與開放授權的內容有很
大的關係，但國內對於這些開放內容的製作並沒
有太多的推動。

大學教師網路授課內容可否授權部分，教育部已
持續推動創用CC方式，藉此讓相關智慧財產權可
以再利用。此外，針對大學磨課師課程亦持續與
民間討論相關的內容授權。

附錄3   實體會議徵詢意見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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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虛擬世界法規的子題簡報中未提及網路人權，
不過虛擬世界網路人權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每
個人在網路世界使用的虛擬帳號應該要有其虛擬
人格權。為達成簡報中所提的數位侵害防範，當
每個人在上網時，其虛擬人格權必須能受到保障
。

目前法制上並無虛擬人格權的名詞，但並非網路
世界就無虛擬人格權，若於網路或電腦為工具，
針對特定人做妨礙名譽相關行為，也會構成刑法
上的妨礙名譽的犯罪。至於是否於法制上建構虛
擬人格權，後續或可做進一步研究。

8 建議將有關跨國社群或電商平台落地臺灣部分納
入，目前FB、GOOGLE、APPLE等透過網路都
有許多使用者及商業交易存在，因此建議可了解
這些業者於台灣設立分公司或子公司時有無困難，
避免國內公司須遵守較嚴格法規，境外公司反而
不用。

目前外國公司若來臺灣必須辦理公司認許，針對
此，經濟部已提公司法修正草案予以刪除，並送
立法院審議中。

附錄3   實體會議徵詢意見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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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議白皮書的願景應該具體勾勒出政府對數位
時代未來生活的想像。並與下一階段資通訊基
礎建設(NICI)構想適當連結，以支撐所期待的
發展。另外建議以交叉比對的方式，呈現白皮
書五大構面的結構化，及各構面子題間的關係。

已修改願景，並與下階段NICI方向構想適當連結。

2 相關指標的考量因素包括：服務結果要民眾有
感、要跟國際接軌。建議挑選民眾有感的指標。

已依民眾有感及國際接軌等，提出新的目標。

3 未來的資通訊基礎建設是多元發展，同時連網
能力、頻寬的提供，有多種技術可以相互替代，
尤其是超聯結的基礎建設，有關智慧城巿未來
推動時，應該要由城市治理的人領導，各項推
動措施要讓產業在台灣有更多練兵的機會，包
括智慧生活、智慧城市，建立典範後輸出。

提出超聯結網絡佈建。
因應我國軟體市場規模小，軟體應用服務發展不易，
資通環境整備特別重視試煉場域建置，將推動臺灣
成為POB試煉場域，俾將我國應用服務成功的例子，
進一步推展到國際市場。

4 基礎建設建置時應建置安心信賴的上網環境。 已增加建構高效能信賴網絡推動策略

附錄3   實體會議徵詢意見與處理

子題二_資通訊環境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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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因應網路為基本人權之觀念趨勢，每個國民均
有上網之權利，為基礎環境重要之一環，建議
政府採取更好的手段，加速完成基礎環境的建
置。
建議4G普及率、平均上網速度要有改進的目
標，並提升4G的品質明確化一點讓民眾有感。

已於增加量化及質化的目標，下階段整備將以品質、
可靠度、上網不中斷等議題為重點，提供大眾更好
的上網品質。
有關網路治理、網路中立性，現行電信法第26條已
有相關管制措施。有關OTT，NCC已決議，將對有
線電視機上盒(STB)基本規範和未來多功能服務之型
態，進行適當必要之輔導與管制。

6 基礎環境整備應著重產業環境的優化和ICT應
用法制的整備。制訂開放資料法令，明確規範
開放資料之相關權利義務，並建立收費標準。

已增加資通訊法制。

7 有關資通訊人才的培訓，如巨量資料應與應用
領域知識(domain knowledge)結合，培訓各領
域使用巨量資料的人才。目前的規劃應強化人
才與及產業這兩方面的結構。

政府相當重視跨領域人才培育，目前努力重點為鼓
勵學院、學校進行跨領域學程、跨領域團隊合作。

附錄3   實體會議徵詢意見與處理
子題二_資通訊環境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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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實已有相當多的資安法規、規範、指引等
技術文件，希能廣泛推動，定期管考，惟在資
安投入預算、人力上較不足，可仿國外推動
「資安管理法」或「資訊基本法」方式，以保
障能投入必要資源。

目前作法採資訊安全作用法先行，資訊發展基本法
後到，兩法都是政府推動重點。資訊安全作用法草
案預計在今年6月底出爐，並於7、8月開始徵詢意見。

2 盤點資安人才需求，產學合作培訓，並媒合就
業。

行政院已督促資安會報「認知教育及人才培育組」
之主辦機關教育部會同科技部、經濟部等共同規劃
我國資安人才培育強化機制，擬透過「課程」、
「平臺」、「競賽」、「實習」及「產學合作」等
五大主軸，擴大資安人才培育，落實訓用合一。

3 建議是否可將「訂定合理資訊(安)人力及預算
配比」工作提前至短期策略，以便相關政府單
位(如教育部)可據以擬訂落實政策之工作計畫，
而相關業者亦可配合政府政策推動來執行。

已重新調整白皮書內容，不區分短、中、長期推動
計畫。

4 針對網路犯罪問題，建議可推動網路實名化，
由公單位或公正第三方組織管控，可要求所有
使用網路及服務的人必須要以真實姓名，有利
執法單位網路犯罪之偵查，惟在保障網友的言
論空間上需再斟酌。

網路實名制恐有箝制言論自由疑慮，宜再進一步請
相關部會研議。

附錄3   實體會議徵詢意見與處理
子題三_網路資安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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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目前網路犯罪通報並不方便，警方在接獲報案
時，回應的方式和速度仍有改進空間；如目前
警方均係透過電話詢問報案者詳情，希望未來
可透過網路（如社群軟體）進行回應，以提高
處理效率。

1.有關網路犯罪受理形式，因刑事訴訟法規定，告訴、
告發應以書狀或製作筆錄為之。警察受理時應蒐
集犯罪事證，亦須以筆錄呈現交送地檢署，故須
以當面方式製作筆錄，俾利後續偵辦事宜，有關
在回應的方式和速度上將持續改進。

2.網路犯罪確有體制上的問題必須處理，已在虛擬世
界法規調適規劃方案列入主題項目進行整體檢討。

6 建議大專院校增設資安系、所，資安是一門專
門學系需從基礎去培訓，教育部可承認各學程
文憑，若能有資安專門學系就可量產資安人才。

依據大學法是無法要求各學校增開特定課程。但可
透過補助、或夏令營、或產學合作等誘導學校開立
相關課程。

7 有關政策白皮書部份，希望加以考量資安產業
部份，尤其在推動策略部份較少著墨，我國應
加速促進資安產業的健全，成為資安產業輸出
國際的國家，我國應訂出資安產業相關的研發、
外銷及保護策略內容。

已在白皮書增加策略規劃內容，如盤點資安產業技
術能量，依國內需求量及重要性，列為國家級重點
扶植產業，增加國際競爭力。

附錄3   實體會議徵詢意見與處理
子題三_網路資安隱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