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論述

壹、前言

在資訊科技日新月異的當

下，如何整合重要施政資料，

去蕪存菁，正確掌握趨勢，即

時提供決策支援，是為政府統

計專業價值之所在。為能充分

揭露與整合政府統計資訊，高

雄市政府（以下簡稱市府）主

計處（以下簡稱本處） 積極推

動「高雄市政府社會經濟資料

庫決策支援系統」建置計畫（以

下簡稱本計畫），以期建置資

訊整合機制與平台，即時掌握

重要市政統計資訊，提供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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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規劃芻議

基於社會經濟資料多元且

廣泛的特性，如何建置完整重

要的市政統計資訊，並導入統

計方法應用，協助市政決策支

援，乃本計畫推動建立的宗旨。

基此考量，本計畫推動作業研

議將概分為資料蒐集、資料探

查、資料應用等三個面向據以

執行。

一、多來源市政資料蒐集

各機關執行公務結果，在

各機關組織業務職掌下或以公

務統計、調查、業務登錄…等

方式蒐集呈現；若依資料類別，

又可概分如財經、衛生、社會

福利、農田水利、治安、交通、

環保、勞動、教育…等面向；

除一般公務統計資料外，相關

重要基礎資料範圍更涵蓋各級

政府部門（包含本市及中央各

機關）的原始或次級統計資料，

並包含市政決策需求涉及之相

關中央主管機關權管資訊。

二、施政資料探查分析

本計畫推動建立的目的主

主計月刊︱第 675 期︱ 2012.03

100



論述

要為協助市政決策支援，因此，

除一般基礎性的資料外，更需

掌握市政推動計畫的重心、資

源配置，並能展現及檢測施政

計畫的執行成效，所以，在基

礎資料庫建置下，亟需導入統

計應用方法，進行施政基礎資

料的探查分析，以彙整並掌握

資料表徵與關聯性，建立公務

統計資料庫，據以呈現重要市

政統計資訊。

三、決策資訊應用系統建

立

為強化及精緻施政決策的

規劃，除結合商業智慧（BI）

軟體功能及導入地理資訊圖層

應用，以靈活展現相關統計資

訊外，更應針對不同決策層面

需求，提供各項重要施政之相

關因應策略的資訊整合，建立

決策資訊應用系統，俾利市政

決策支援與統計分析。

參、作業芻議

為能落實本計畫推動，本

處縝密規劃各項推動作業，包

括：社經、公務統計及主管決

策三層資料庫之資料及需求設

計、資料庫關聯及交換介面設

計、整體系統功能架構規劃等，

並以農（糧）業及經濟招商類

的實務操作為例，作相關資料

庫關聯架構及基礎資料庫、公

務統計資料庫、決策應用系統

內容說明，俾利未來進行各類

資料蒐集建立、整理分析、決

策應用等作業時之準據。

以下謹就農業之實務操作

為例，說明本計畫整體作業流

程、推動策略如下：

 一、作業流程

（一）彙集農業局施政資料項

目

　　以 99 年配合內政部統計

處「國土資訊系統社會經濟

資料庫共通平台規劃、建置

及推動計畫」作業彙整之「各

領域現有已建置資料表」及

「各領域未建置資料建議新

增項目表」為基礎，提列農

業局施政資料項目，並廣泛

蒐集中央機關相關統計資料

（如公務統計報表、統計書

刊、調查報告），以及相關

業務應用系統資料。

本計畫推動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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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編需求資料，建立需

求資料來源架構

　　將前項所彙集各資料項

目，依資料來源進行分類，

建立農業需求資料來源架

構。包括：

1. 中央彙集資料－地方登錄

報送：如「農作物長短期

作物產量」及「種植面

積」，係由區公所農情查

報員透過中央「農糧情調

查作業系統」傳送中央農

委會農糧署。

2. 中央經管資料：如「農產

品交易行情」、「農產品

生產成本」  等。

3. 地方自行產製資料：如「高

雄市農產品批發市場價

格」、「單位產量、交易

量及交易價格估測」等。

（三）赴農業局簡報及訪談，

蒐建業務面及決策面應

用需求

　　由本處成立推動小組至

農業局簡報本案緣起、推動

構想及預期成果，並以統計

專業知識，先行收集本市重

要農產品在業務面所需查詢

資料，以及決策評估所需之

各項次級統計資料，並利用

多次的訪談，以消費者和使

用者的立場去思考業務面及

決策面應用需求，讓業務單

位了解我們的努力和目標，

進而說服業務單位和尋求首

長的支持，並以實例說明，

俾利誘導業務單位能順利研

提應用需求。

（四）研整應用需求，建立農

業查詢及決策應用功能

架構

　　將農業局所提應用需

求，以本處先行預擬之「基

礎資料查詢及決策評估功

能」進行決策需求功能初步

整併，建立農業查詢及決策

應用功能架構，及各項決策

應用功能流程。

（五）連結應用功能與資料項

目，建立農業分資料庫

系統架構

　　將上開所列基礎資料查

詢項目，與所蒐集各資料項

目及決策應用功能，進行關

聯性連結建立，並建立農業

分資料庫系統架構，內容涵

括初級動態資料（社經資料

庫）及次級統計資料（公務

統計資料庫）之對應關係，

以及決策應用關連（主管決

策資料庫）。

（六）評估農業分資料庫系統

架構，並作需求最後確認

　　協助農業局經由業務決

策評估並確認上開系統架構

是否完備？至有關資料不易

取得項目，例如需要地方自

行額外投入資源蒐集產製之

資料，或中央回饋資料具機

敏性…等，建議農業局辦理

調查蒐集或協助向中央農委

會（農糧署）或相關部會協

調資料回饋機制。另系統並

規劃產製公務統計報表功能

需求，以適時產生各項統計

報表，並檢討納入農業局公

務統計方案管理。

 二、推動策略

（一）務實溝通，取得共識

　　首長的支持和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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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力配合，是本計畫順利

推動的必要條件，基此，本

處積極與農業局業務單位聯

繫，並協助蒐集及彙整中央

及地方相關農業基礎資料，

剖析決策所需資訊，在不增

加工作負荷的共識下，爭取

首長及業務單位的認同。

（二）依需求規劃建置流程設

計，協助決策評估

　　針對決策應用與基礎資

料查詢需求，規劃建置流程

設計，俾提供本市重要農糧

品產銷決策評估。以『價格

監控』為例，協助農業局研

訂本市重要農糧產品監控價

格及方式，並透過『臺灣地

區主要批發市場銷售量價』、

『本市重要農產品產地批發

市場各日銷售量值』、『本

市重要農產品旬產地價格』

等資料蒐集，及利用時間數

列及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建

置產地價格初估模式，使農

業局能即時掌握本市重要農

產品產銷狀況，於逢產銷失

衡之際，得以採行相關因應

措施，協助施政決策。

（三）資料整合與共享，滿足

多元服務

　　配合本市農業施政決

策，完整彙集所需資訊，依

業務需求建構社經資料庫、

公務統計資料庫及主管決策

資料庫，並配合資料庫之建

構，分別設計所需之資料整

編功能，以及依決策需求設

計資料展現平台，使滿足各

種資訊使用者皆能容易且即

時獲得完整重要施政參考資

訊。

肆、預期效益

本計畫希冀整合本市各項

社會經濟資訊，建置單一資訊

平台，提供使用者即時掌握重

要市政統計資訊，預期可產生

效益包括：

一、透過基礎資料查詢系統平

台之協助，使市府各機關

方便取得執行業務所需參

考數據資料，不僅資料品

質可靠，改善資訊作業環

境，提高行政效能，並降

低資料取得成本，避免資

料重複建檔。

二、透過資訊串連與分享，使

各機關政策研訂時能迅速

取得計畫擬定所需各項重

要公務統計資訊，提高規

劃能力與強化計畫品質。

三、經由資訊展現平台提供決

策應用系統，以精簡的統

計圖、表，及配合 GIS 應

用，結合空間資訊，有效

提供決策評估，縮短決策

期程，提升決策品質。

伍、結語

一個良善的市政決策必

需具有全方位及跨域整合的考

量，本計畫希冀以資料共享策

略，彙集中央與地方各項社會

經濟基礎資料，建置資料流通

供應單一窗口，以協助市府各

機關在執行權管業務、施政計

畫擬定與主管決策時，能取得

完整參考資訊，俾彰顯支援

決策效能，精實統計專業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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