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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資料開放諮詢小組」  

104 年第 1 次會議紀錄  

時間:104 年 9 月 3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地點:本部 441 會議室(臺北市凱達格蘭大道 2 號 4 樓) 

主席:召集人史常務次長亞帄 

出席人員:  

機關代表:李委員自正(史次長因另有要公中途離席，改 

         由李委員接續主持會議)、龔委員中誠(尹副局 

         長新垣代)、申委員佩璜(連副司長建辰代)、張 

         委員玉燕、彭委員滂沱、王委員珮玲(李副執行 

         長憲章代)、牟委員華瑋(沈副執行長文強代) 

民間代表:王委員可言、林委員宜隆、陳委員純一、 

盧委員業中 

列席人員: 陳副司長龍錦、鄭副司長維、易副司長志成、張 

專門委員必強、鄭副司長力城、吳參事體金、張

參事裕常、謝處長其旺、李副處長志強、鍾副處

長麗文、許副處長文壽、常專門委員培蘭、黎副

執行長倩儀(楊專門委員光彬代)、吳主任秘書尚

年、洪副處長振榮、陳副參事彥夆、郭主任金榮、

傅科長有敏、梁科長晉豪 

                             記錄:王薦任科員世任 

 

壹、 主席致詞: 

一、透過政府及民間合作，共同推動本部資料開放 

近年來世界各國積極推動政府資料開放，其目的為回應

民眾參與公共政策要求、提升政府施政透明度及將公部

門資料整合加值應用，以便利人民生活及滿足產業發展

需求。鑒於民間具有充沛創新能量，爰本諮詢小組除本

部相關司處主管委員外，特遴聘 4 位民間專家學者，盼

藉外聘委員在資料開放領域專業，提升本部開放資料品

質，促進外交資料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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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透過資料開放讓全民共享政府外交成果，參與推動活路  

外交 

過去 7 年來本部執行馬總統推動之「活路外交」政策已

獲致許多具體豐碩成果，其中多數與人民生活息息相

關，如全球給我國免簽、落地簽或簽證便利待遇之國家

及地區從 2008 年 54 個增加到 148 個，同時我國青年可

申請度假打工簽證國家從 2 個增為 13 個。盼未來透過

本部資料開放政策，提供「讓民眾有感」外交資訊，同

時擴大外交資料活化，多元加值創新應用服務，讓全民

參與推動活路外交。外交成果未來能以「數位化」、「科

技化」及「透明化」等方式回饋分享給民眾及產業。 

 

貳、 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報告事項 

 (一) 本部諮詢小組設置緣起、任務及運作方式 

    (二) 本部目前資料開放情形 

二、討論事項 

    外交部資料開放行動策略計畫草案 

 

參、 委員發言(依發言先後) 

◎史召集人 

一、（補充說明）本部開放資料「臺灣美食網」因使用早 

  年新聞局所照之若干照片未獲完整授權，未能一一 

    釐清可為政府永久使用，爰向政府資料開放帄臺申 

    請暫時下架。 

二、資料開放對本部而言為較陌生觀念。本部自當儘量 

開放一些無機密資料、照片及圖檔，或開放與民眾

直接有關包括青年度假打工等資訊。鑒於本部公文

大多屬機敏性，各單位均對資料開放持保守、恐懼

心態，惟恐公布不宜開放之資料，爰本部亦一再思

索應從何領域、議題之資料先開放，如民眾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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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不涉公務機密者，爰召開本部資料開放諮詢小組

第 1 次會議，請外聘委員給予建議及鼓勵。會議過

程中，倘本部同仁對資料開放有何疑問及想法，可

提出就教外聘委員予以指導。 

 

◎資電處李委員自正 

一、資電處推動本部資料開放係以秘書處身分組織會 

    議，蓋本部許多單位涉及此議題，仍需由本部各單 

    位提供資料開放。 

二、民眾自盼政府資料開放愈多愈好，如將之做大數據 

  營利，惟政府機構對資料開放有其顧忌，蓋其主管 

  業務內尚有若干未盡成熟處及敏感性。惟各單位宜 

  思考公開民眾感興趣資訊，倘非機密資料，應主動 

  公布，毋待民眾索取；資料具機敏性不宜公布者，  

  應告知民眾不開放原因。 

三、主動提供民眾有興趣之資訊，如查詢聯合國公約中

英名稱、憲章及總部，可由鄉民來做。另有限度讓

民眾參與提供資訊，如領務局網站下空白處有留言

板，讓國人出國旅遊遇有緊急事故時自行留言。 

  四、關於外交舊檔案公開問題，以個案研究處理應為可   

   行方案。另一潛在問題則為外交資料或為有心人士 

      所利用，如中共學者前探詢本部提供舊條約原始 

      檔，以作為抗戰 70 週年宣傳使用，經本部婉復需加 

      上我國外交部浮水印而作罷，此為版權問題外應注  

      意事項。 

   五、人事處應公開不涉個資人事統計資料，如本部同仁  

       職務晉升可能性分析表、歷年外交特考報考人數及  

       錄取人數等民眾感興趣之正面資料。 

 

◎王委員可言 

一、欣見外交部資料開放行動策略計畫草案內容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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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對機敏資料保護予以分析、分級，並訂原則， 

讓公務員有所依循，依每個資料產出、修改進行分

類，做資料開放管理，增加民眾產能有感。將開放

資料與提供給民眾資料連結，讓所有民眾均可公

帄、公開利用本部開放資訊，創造利益價值。倘有

需收費資料則訂出原則，惟收費為例外。 

三、共通性資料存取應用程式介面(API)建置可讓民眾更 

  容易取得資料，亦有助於排除機敏資料，進而減少  

  維運人力需求。外交部電子資料、系統未來應可考 

  慮增置 API 功能。 

 

◎林委員宜隆 

   一、資電處在推動外交部資料開放應僅為服務帄臺。 

二、外交部資料開放諮詢小組應依外交部核心價值及業 

務，積極主動提供民眾服務及開放資料系統，如將

提供給民眾之靜態資料轉變為主動提供動態資料，

如主動提供 148 個免(落地)簽國家旅遊資訊給旅行

社，同時建議民眾可優先旅遊之國家。 

三、資電處所撰擬之外交部資料開放行動策略計畫內容  

完整，未來應需透過教育落實，將資料分為公開、

敏感及機敏性，外交資料檔案開放原則為涉及政治

性、國家安全不宜開放。 

四、倘資料開放給民眾後，使用者有濫用情事，則應由 

使用者自行負責，資料提供機關毋須因擔心責任問 

題而過度保守。 

 

◎盧委員業中 

一、外交部從事資料開放對民眾而言值得肯定，外交部 

 開放資料時，應讓民眾瞭解外交部開放資料原則， 

 避免民眾對外交部資料開放過程提出批評。 

二、外交部開放資料原則、內容及年限應與政府部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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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定原則銜接。以雙向公開資料，如資料公開在網 

  站上並定期發行電子報，配合外交部資料開放程度 

  及時程，讓國內大專院校同學瞭解外交部新增資 

       訊。至外交部資料開放程度以「與民相關，不洩個 

  資」為基本原則，避免引起爭議。 

 

◎陳委員純一 

一、政府資料開放為趨勢，惟以美國國家檔案館為例， 

    檔案查詢過程不易，且非全部數位化，有些仍需收 

    費，爰宜思考全面性資料開放是否正確。 

二、外交部資料開放分二面向。其一，開放需讓民眾知 

道之整合性資料，如《東海和帄倡議》等施政作為，

如何開放僅涉及技術問題；其二，開放外交檔案問

題，此涉及法律限制或國家利益考量，如《中美共

同防禦條約》簽署經過是否宜全面開放，建議以委

員會方式逐案討論，並參考美、日開放外交檔案作

法，而非全面開放。 

 三、外交部資料開放行動策略計畫中有關資料供民眾加 

值應用，例如將光華雜誌公開，是否宜提供電子掃

描檔，此將涉及授權問題，爰外交部未來公開之資

料應為原始資料，毋須另提供照片或電子版。 

 

◎ 國傳司彭委員滂沱 

一、 將國傳司所屬刊物如光華雜誌及英語入口等 5 大網

站無限公開，為外界自由運用恐會產生極大問題，

如前揭 5 大網站約有 3 分之 2 部分涉及版權問題，

光華雜誌 1 集 10 篇，可能有 1、2 篇為外稿，電子

報中很多照片來自中央社。 

二、 以國傳司人力及行政資源，為釐清國傳司包括光華

雜誌所屬照片及文章授權恐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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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務局尹副局長新垣 

  一、資電處所擬本部資料開放行動策略計畫內容詳盡， 

    已參酌領務局意見修正。 

二、領務局核發我國護照、外國人簽證及文件證明，與 

  人民關係至為密切。該局網站設立以來已有 1 億 3 

  千 4 百多萬人次到訪，點閱率在中央部會僅次於觀 

  光局。 

三、 在本部及領務局網站首頁之國人出國可享免(落地)

簽證待遇部分、貼心提醒及重要資訊等單元，均有

對 148 個免(落地)簽證國家或地區有詳盡介紹。領

務局及本部各辦事處經常參加各旅行公會說明會及

旅遊展，宣導領務局及本部便民服務。至結合個別

旅行社部分仍在思考如何加強。 

 

 ◎公眾會李副執行長憲章 

 一、公眾會前為本部資料開放主要負責單位，現轉換為 

   輔助資電處角色。 

二、公眾會在本部網站首頁設有電子報服務，較偏向新 

 聞性資料分享，目前尚未與國發會政府資料開放帄 

 臺連結，未來將擴大服務範圍及項目。 

三、依「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第 1 版」規定，各機 

  關所開放資料，授權使用者不限目的、時間及地域 

  不可撤回、免授權金進行利用。惟本部甚多案件仍 

  宜以個案審視開放內容及程度。 

四、 開放本部檔案工程浩大，惟已開放需讓民眾知道之

公開資訊，如新聞背景資料，公眾會自當協助將之

與政府資料開放帄臺介接。另本部「外交部通訊」

分享外交資訊及外交人員生活點滴，有提供 pdf 及

word 檔在本部網站供民眾下載，即可開放。 

五、 據公眾會出席國發會召開之會議獲告，API 主要用

於各部會已建置資料開放帄臺資料交換方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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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本部不擬設置開放資料帄臺，則無須建置 API。

另本年年初起已改由各單位專人上掛審查通過之開

放資料至國發會政府資料開放帄臺。公眾會及資電

處將以提供技術上支援為主。 

 

◎ 主計處張委員玉燕 

一、 主計處工作公開透明，除機敏性資料，依政府資訊

公開法，各地域司同意部分均會公布。以主計處立

場，如資料提供民眾使用有其加值性，應予收費。

蓋收費為管制，民眾才不會濫用，本部方知道使用

者是誰及使用目的。政府資料亦應有著作權保障，

使用者只要受益就應付費。政府政令則可不收費。 

二、 本部核心資料加值運用應謹慎，能充分運用本部資

料為國家增加收益及宣傳本部核心業務亦佳，惟可

能需研發資料加值系統，建議資電處仍需考慮研發

之財務來源。 

三、 本部目前倘無 API 功能，各司處之電子資料，可先

轉換為開放格式(如以 word檔轉成 open document)

上掛，以節省成本。未來研發系統倘增加 API功能，

即可節省資電處及公眾會人力。 

 

◎ 條法司連副司長建辰 

一、 國發會已就資料開放分類、定位、法律性質及授權

收費規定召開 5、6 次會議，將會訂定行政院及所屬

各機關政府資料分類及授權利用收費原則，謹就會

議曾討論之初步結論報告如后： 

(一) 開放資料定義:政府機關職權範圍內取得或作

成之各類電子資料，其分類及授權界定屬私

法，與「政府資訊公開法」屬公法，定義對象

不同。 

(二) 開放資料分 3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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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甲類資料:開放資料不收費，不得撤回授權

且允許再轉讓授權，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

即適用此類資料。此類資料有完整授權，無

任何限制。 

2. 乙類資料:屬有限度利用資料，授權方式為

有償，各機關將依行政院擬訂之授權利用收

費原則訂定相關收費辦法。另保留撤回授權

權利或限制授權利用，如機關花費龐大資源

作成資料開放予民眾使用，得收費及保留再

轉讓權利。 

3. 丙類資料:如本部大部分資訊，有國家安全

及外交考量不適宜公開。其他如授權不完整

或涉及個人隱私之資料。 

二、 本部各業務單位在檢討其業務開放程度時，可依其

業務特性參考此 3 分類方式辦理。 

 

肆、 主席邀請列席代表發言(依發言先後) 

◎NGO 國際事務會沈副執行長文強 

一、NGO 國際事務會 NGO 雙語網站開放民間團體申請 

  補助並發行新聞稿，將配合資料開放與本部其他網 

  站整合。 

二、NGO 國際事務會在本部網站政府資訊公開單元已公 

  布本部對國內團體捐助情形季報表，另在財團法人 

  專區設有臺灣民主基金會動態資訊。倘需開放其他 

  資料將再作檢討。 

三、 建議資電處開會對各單位聯絡人予以訓練，以協助

渠等熟悉上傳資料集至政府資料開放帄臺作業。 

 

◎ 國會室楊專門委員光彬 

一、 國會室業務多涉及立委選民服務案，雖非機密，惟

因與立委有關，是否宜公開需另行研議。另立委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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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地域司之業務是否公布，國會室處理原則係尊重

地域司意見。 

二、 至立委關切本部開標案是否可公布，應考慮其合法

性及敏感度再行研議。 

 

◎ 研設會謝處長其旺 

本部討論資訊公開係依據行政命令，惟處理外交部核心

業務資訊開放涉及檔案公開，係依「國家檔案法」，兩者

易產生衝突，爰請本部同仁謹慎處理。 

 

◎人事處許副處長文壽 

一、外交學院淘汰制係依法執行，且經由仔細評核後 

    決定，惟考慮當事人感受，不宜主動公布相關資料。 

  二、人事處對本部資料開放行動策略計畫內容無修正意 

    見，並將配合該計畫之執行方案及作業時程辦理。 

   三、人事處將依該計畫內涵研議檢討人事資料開放，惟 

    人事處業務多屬對內人事資料，且有人事資料運用 

       規範，在不違反該規範前提下，將配合公開人事統 

       計相關資料。 

 

◎ 外交學院吳主任秘書尚年 

一、 外交學院若干公開資料放置在本部網站連結，該網

站由公眾會規劃建置公開資訊單元。外交學院業務

較不涉機敏，惟辦理許多課程，倘欲開放課程教材

需獲教師授權。 

二、 外交學院院淘汰制係依據立法院決議，為顯示預算

執行成效，業經公布執行預算書。未來倘需公開更

多資訊，將配合研議。 

 

◎ 禮賓處李副處長志強 

我國與外國互予外國使節特權具政治敏感性，不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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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未來禮賓處辦理資料開放亦將以對外交部有無負面

影響為考量原則。 

 

◎政風處常專門委員培蘭 

政風處業務資料包括同仁出入境管制、財產申報、涉案

調查及法院判決等，因涉及個人資料，爰不便公開。 

 

◎秘書處鍾副處長麗文 

秘書處主要業務為財產管理、採購行政事務及支援各業

務單位車輛。財產管理方面自下(105)年起，政府財產列

入折舊並公布在報表，並遵照國有財產署法令辦理。至

採購業務則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登錄公告，爰業務

原則上多屬已公開資訊。 

 

伍、會議結論 

一、鑒於本部許多單位涉及資料開放議題，資電處推動本部 

  資料開放係以秘書處身分組織會議，彙整各單位意見  

  仍需本部各單位提供資料開放。 

二、倘本部各單位對資電處所擬本部資料開放行動策略計畫 

草案架構及文字尚有其他修正意見，仍歡迎提出。修正

後將依行政院資料開放諮詢小組會議決議，提報該計畫

送該小組幕僚單位國發會備查，並公布在本部網站及政

府資料開放帄臺。 

三、本部各單位應優先開放現已公開且無機敏性或版權疑慮 

之電子資料，並指定各單位聯絡人。各單位遇有資料開

放任何問題，應自行開會研商，將資料分類，於下次諮

詢小組會議中提出可開放資料案進行討論，涉及機敏性

及版權問題資料案則毋須提出。  

 

陸、散會:中午 12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