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位國家，化被動為主動的政府轉型」公投  
 

主文 

您是否同意，訂定數位國家專法，設立直屬行政院之中央二級機關「數位

創新委員會」，發揮數位時代前瞻功能，來解決政府在數位時代法規鬆綁

不及、政策創新不足的醫療長照、教育、金融、交通等各種問題？ 

 

理由書 
 
 
 

數位創新的願景  
 

我們憧憬： 
 

1. 為了下一代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效法先進國家，從小學起教導軟體寫 
 

作及數位應用觀念。(教育部) 
 

2. 透過基因與大數據技術，協助高風險家族病史的癌症、失智民眾早期 
 

檢測預防，減少後期病重期的支出，讓民眾免於晚期重症的苦痛。(衛

福部) 

3. 全面達到無現金社會，使行動支付成為民眾主流的支付工具。(金管會) 
 

4. 使分享經濟成為交通、觀光等行業的特色元素，協助既有業者融入新 
 

的經濟體系，提升服務品質、擴大營收。(交通部) 
 

5. 利用智慧科技掌握農產品生長與銷售狀況，在豐收、欠收時有足夠的 
 

預警與調度能力，協助農民收入最大化。(農委會) 
 

6. 建立電子通訊連署與投票制度，讓海外國人能夠參與我們的民主，也 
 

讓國內民眾不必辛苦搶車票、擠車返鄉投票。(中選會) 
 

7. 對國防志願役強調精準武器與數位部隊訓練與人才培養，除鞏固國防 
 

力量外，也讓退伍軍人成為驅動企業數位創新的生力軍。(國防部) 



 
 
 
 
 
 
 

8. 接納世界友我人士成為數位公民，給予創業、就業、就學、出入境、

居住等準國民待遇，並培育成為該國與我國間的民間數位大使，拓展

實質外交。(外交部) 

以上只是一些案例，其實只要有創意，還可以有更多源源不絕的願景。我

們希望，我們國家不僅不會在國際的數位地圖上消失，更可以成為數位時

代動見觀瞻的強國。但是這與現實狀況相距甚遠。 

 

 

我們為何憂心  
 

我們國家曾有響譽國際的電子化政府，像是網路報稅、戶政管理等。但這

都已是陳年往事。近幾年來，我們的法規明顯跟不上數位潮流、在數位創

新的政策上我們乏善可陳。相對於對岸和崛起中的東南亞各國，我國的數 

位優勢正在快速流失，而且看不見任何可能追回來的動力。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時代變了，數位潮流的新科技（大數據、人工智慧等）演變快速，超

乎一般人的掌握。如果不能掌握這些演變，創新想法就很難出現。例如，

如果不知道手機上可以有近距離感應（NFC）的功能，就不會想到把手機

當作車票或付款的工具（行動支付），當然也不會想到要去調整法規。 

早年實體建設掛帥的時代，「經建會」以國家全盤視野規擘經濟建設。但

是，數位潮流比經濟建設更為複雜，卻沒有一個主導機關來發想前瞻的政

策、檢討落伍的法規，這就是目前政府的瓶頸。我們政府已經被各種法規

框住，機關架構動彈不得。若是屈就現狀，以國發會權充這個主導機關，

要去面對政府二、三十個部會複雜的屬性，非常不實際，更何況官員的專

業訓練也大不相同。 

 

 

我們國家的機會  



 
 
 
 
 
 
 

我們「國家夠小，問題夠多」，這是優勢。因為國家夠小，新的政策容易

落實、有問題可以很快修正。因為問題夠多，所以激發出來的創意可以非

常多元化。把眾多問題視為「題材」，其實是一種既現實又前瞻的思維。

換句話說，只要我們有數位創新的驅動力量，不但效益可以很快發揮，而

且可以變成多元應用的國際標竿。 

 
 

我們的主張 
 

為了讓政府趕上數位潮流，鼓勵數位創新思維，改進民眾生活、帶動經濟 
 

發展，甚至改善國際處境，我們應該透過公投提案、連署、投票過程凝聚

全民共識，訂定數位國家專法，成立部會層級的「數位創新委員會」，並

將新設的「數位長」作為各部會機關帶動創新政策的關鍵職位。 

 
 

為什麼要公投？  
 

舉凡政府因應行動支付及分享經濟 Uber、Airbnb 的窘態，充分顯示要迎 
 

接數位浪潮，絕不可能靠政府內省自發的力量做到。 

近年曾有產官學界合組的「資訊立法策進聯盟」想要推動資訊基本法、設

立資訊部、每個部會有專職資訊長。但是到頭來全數落空。因為立法院沒

有黨團願意支持，總統府也說聽不懂訴求。 

所以，透過傳統立法程序設置一個主掌數位時代規劃的部會，只有訴諸直

接民意一途，就是「全民公投」。 

 
 

數位國家專法要求什麼？

數位國家專法的三個訴求： 

1. 訂定專法，並修改行政院組織法，設立行政院數位創新委員會的實質 
 

機關。 
 

2. 在各部會設置數位創新長及數位創新辦公室。 



 
 
 
 
 
 
 

3. 在 5~10 年的日落期間內，數位創新菁英在政府就職可以不受公務人員 
 

任用資格限制。 
 

在各部會的政策與數位潮流緊密結合下，希望達到三個目標：A. 鬆綁法規； 
 

B. 提出結構性問題的創新解決方案；C. 培養各部會人員的數位認知。 
 

 

數位國家可以為我們做什麼  
 

數位國家對大家有什麼好處？ 
 

1. 我們最有優勢的領域（製造業、農業、醫療等）可以結合數位新科技， 
 

用合理成本造福更多民眾，走入國際市場。 
 

2. 許多傳統行業可以藉以轉型，提高競爭力，進而改善員工薪資。 
 

3. 年輕人最容易接受數位觀念，數位國家會給予年輕人無盡的創業機會。 
 

4. 新制教育會培養充裕的數位人才，不但本國產業受益，也可以吸引更 
 

多國際企業來台設立研發基地。 
 
 
 

結語 
 

我們想從事一個國家轉型的重大工程，替國家奠定未來永續發展與下一代

競爭力的基礎。這是一個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的急迫工作，也迫切需

要大家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