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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治理與數據分析－治理

與風險管理觀點
資料治理（Data Governance）可以提高資料品質、降低資料管理成本，同時兼具安全控管資料存取

權限，因此，資料治理為數據分析的基礎建設，有助於組織推動以數據驅動之決策與風險控管。本

文探討現行資訊治理推動面臨的挑戰，並簡述推動「資料治理」的效益、框架與原則，有助於檢視

資料治理制度成熟度，供作決策推動者或稽核人員參考。

孫嘉明（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會計系副教授兼管理學院副院長）

壹、前言

随著人工智慧技術持續推

動，組織數位轉型也成為各方

尋求組織創新變革的口號。資

料因具共享性（non-rival）、

允許重複利用，也無資源耗用

不足的限制，故蘊含龐大商機，

成為資料經濟時代的黑金，如

今與土地、資本、勞動力並列

為重要的生產要素。所以世界

各國政府莫不透過開放資料以

創造新的服務價值，並且積極

以數據驅動決策帶動政府治

理思維。例如日本發布「世界

最先端國家創造宣言」，即宣

示必須建構以「資料」為基礎

的政策環境。歐盟於 2020 年

提出「歐洲資料策略」，意圖

建立具有共同規則與共通執

行控管機制的歐洲資料空間

（European data space），讓資

料可以自由流通，同時保障個

人權益；後續並陸續提出「資

料治理法」（Data Governance 

Act）草案，以及 2022 年提出

之「資料法」（Data Act）草案，

不僅強化網路使用者及企業對

資料的控制權，也明確就資料

共享進行規範，藉由資料可攜

性與再利用，以強化歐盟數位

經濟市場的競爭力。

我國國家發展委員會也於

2020 年提出「服務型智慧政

府 2.0 推動計畫（110 年至 114

年）」，以「擁抱數位未來，

打造開放與創新的智慧政府」

為願景，強調以數位化方式營

運政府業務，透過資料法制化、

塑造資料生態友善環境、建立

需求導向之資料分析決策模

式，以及深化新興科技應用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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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以達到政府數位治理目標。

由其推動策略中，可明顯看

到資料治理實為數位治理的基

礎，政府部門在資料的管理上

須要由治理層次著手，資料治

理的推動與發展已日趨重要。

本文試圖就以下議題進行

探討：「資料治理」的挑戰及

其與傳統的「資料管理」有何

不同？簡述推動「資料治理」

的效益、框架與原則，以及為

何在資料治理的基礎下，數據

分析才能有效地促進推動以數

據驅動的決策模式。

貳、資訊治理的挑戰

儘管多數組織多以數位

化電子資料或實體紙本文件等

不同方式保存組織的重要資

料，惟紙本文件如果採用掃描

圖像檔電子化儲存或採光學

字 元 辨 識（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簡稱 OCR），其

文字內容仍為非標準化格式，

在數據分析應用上較具挑戰。

另一方面，即使目前許多組織

機關都已發展電子化的資訊管

理系統，但除非組織建置了一

套大型整合資訊系統，否則在

不同系統之間，仍存在資料定

義、編碼、格式上的差異。此

外，隨著系統使用期間拉長，

作業流程變動與系統長久維護

調整等因素，組織不容易確定

系統中的資料是否完整可靠，

資料品質的不確定性使得當採

用資料進行重大決策分析時，

決策者經常猶豫可否依賴這些

資料進行決策，或是須要事前

花費許多時間進行資料品質的

檢查與進行不同資料間的整合。

就公部門而言，「因應開

放資料後的政府資料治理策略

與績效（科技部研究計畫）」

即指出對資料品質要求不足，

將造成推動新的公共政策時，

不易運用巨量資料進行輔助循

證。資料整合的困難，也可能

導致新推行的政策不能即時有

效地提早發現問題以進行因應

調適；在整體的服務流程設計

上，也可能未從整體角度考量

資料生命週期應具備的規範與

原則，導致不同機關之間協同

作業上的困難。

隨著資訊科技進步，快速

增長的巨量數據（Big Data）

具有龐大數量（Volume）、資

料種類多樣性（Variety）、計

算處理快速（Velocity）以及數

據真實性（Veracity）不易確認

導致不確定性升高等特質。雖

然大量數據蒐集及快速處理的

成本因硬體運算效能提高而降

低，但其資料品質與治理的需

求卻也隨之升高。是以，如果

未能有效建立完善的資料治理

政策或計畫，組織機關後續在

推動數位發展應用計畫時，將

可能面臨層層窒礙而延誤政策

推行時程。

所謂「資料治理」即是

指有效獲取、授權、管理與利

用資料進行決策的相關實務方

法、策略與組織安排（職務角

色），其目的是確保及提高資

料的應用價值，同時也確保資

料的品質與安全。相較於「資

料管理」，「資料治理」更加

重視組織資料相關的權責管

理，強調制定規則決定誰可以

使用什麼資料，以及什麼情況

下可以使用。資料治理為提高

組織資料可靠性的治理機制及

程序，可確保組織人員獲得高

品質的資訊，使得人員可以安

心有效地依據資料執行決策。

就資料治理推動政策上，

除了須面對資料品質所導致

的不確定性因素外，不同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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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間資料的使用與交換程序

上，經常缺乏明確之資料分

類標準（或稱「元資料」，

metadata），因此便不易確認

各單位須使用的共通基本資料

應由誰負責統一定義及蒐集建

檔。另一方面，也須要持續跨

組織溝通規範資料使用規則，

以及適合的資料授權使用對

象，其規則將影響機關所掌管

之資料是否可供政府機關內部

決策應用，或是對民眾提供開

放利用。

參、資料治理效益、

框架與原則

一、一般而言，資訊治理

政策的共通目標在於

促進以下效益

（一）促成更佳的決策。

（二）降低不同單位之間的作

業衝突。

（三）符合資料利害關係人的

需求。

（四）使機關人員針對資料使

用能採取共同的原則及

做法。

（五）鼓勵採用具標準化與可

重複的作業程序。

（六）透過協調整合，以利於

有效降低建置成本，且

同時提高應用效果。

（七）確保資料處理程序的透

明度。

綜合上述目標，Khatri 與

Brown 的研究中歸納出一個資

料治理框架，其中包含 5 個

相互關聯的資料治理決策領

域，分別為：資料原則（data 

principles）、 資 料 品 質（data 

quality）、元資料（metadata）、

資料存取（data access）和資料

生命週期（data lifecycle）。資

料治理之重要決策領域與其相

關的決策活動如下頁附表，除

有助於檢視現行資料治理制度

的成熟度，也可提供作為稽核

人員或決策推動者，檢視現行

資料治理可能存在的風險概況，

以及相關控制的檢核目標。

二、資料治理協會（Data 
Governance Institute，
以下簡稱 DGI）也提

出一個資料治理框架

（DGI data governance 
framework），透過上述

不同層次的資料治理目

的，彙整出以下資料治

理原則

（一）真確（integrity）：組織

成員應以正確資料進行

決策，並釐清必要的限

制要求、選項及其影響。

（二）透明（transparency）：

資料治理與管理程序應

當展現透明度，以助於

相關人員及稽核人員檢

視其程序。

（三）可稽核性（auditability）：

資料相關決策、程序及

控制應保留相關文件紀

錄，以供查核檢視。

（四）當責（accountability）：

資料治理應定義跨部門

資料決策、程序及控制

等活動的相關權責人員。

（五）監管（stewardship）：除

了規範資料治理的相關

權責人員外，也應明訂

資料治理的權責與監管

活動。

（六）一致性檢查（checks-and-

balances）：資料治理活

動應促進資料蒐集、管

理、使用等人員，與協助

制定相關標準、推動法規

制度等人員之間的相互

檢視與溝通協調管道。

（七）標準化（standard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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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資料治理領域與決策框架

資料治理應促進及協助

組織資料的標準化。

（八）變 動 管 控 （c h a n g e  

management）：資料治

理應支持主動與被動的

變動管理活動，不論是

資料內容、資料結構，

以及資料主檔、元資料

等相關變動，均應妥善

記錄控管。

肆、資料治理與數據

分析

資料治理決策領域 領域重要決策活動

資料原則 
（data principles）

1. 可應用資料決策在哪些領域？

2. 有哪些機制有助於持續推動資料使用與決策？

3. 如何促進將資料視為重要資產？

4. 有哪些分享與再利用現有資料的機會？

5. 有哪些法規限制影響資料的使用？

資料品質 
（data quality）

1. 促進資料品質（包括：正確性、即時性、完整性與可

靠性）的規範或標準為何？

2. 是否有建立及推廣資料品質的計畫？

3. 是否針對資料品質及相關計畫進行評估？

元資料

（metadata）

1. 是否推動記錄資料語義（data semantics）的相關計畫？

2. 資料是否有一致的定義並易於理解、詮釋？

3. 是否有具體計畫，以助於持續更新不同的元資料？

資料存取 
（data access）

1. 是否明確定義不同資料的價值？

2. 是否持續進行相關風險的評估？

3. 風險評估結果是否與現有的監督機制相結合？

4. 是否定義資料存取的相關標準及程序？

5. 是否訂定監督與稽核法規遵循的相關計畫？

6. 是否有完善的備份與復原計畫？

資料生命週期

（data lifecycle）

1. 如何進行資料資產盤點？

2. 是否推動資料定義、產出、維護與淘汰的完整計畫？

3. 資料維護與封存過程如何符合法令要求？

資料來源：修改自 Khatri & Brown（2010）。

現今有更多的組織機構

借重數據分析，以達到數據驅

動的即時決策與創新服務。

在國際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以下簡稱 OECD）一份公部門

資料治理報告中提出，政府善

用數據分析進行決策，可創造

以下 3 種可能的公共價值：

一、預期治理（anticipatory 

governance）

政府透過資料治理與數據

分析，為未來可能面臨的風險提

前準備，以減少新興的風險與危

機。

二、設計和提供（design 

and delivery） 更 優

質的服務政策

資料可協助理解問題及吸

引民眾參與，成為改善公共服

務政策的重要回饋管道，有助

於發展數據驅動決策模式。

三、績效監督與管理

（performance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透過多維度數據分析與

視覺化互動分析結果，不僅可

提高公部門的決策效率與客觀

性，同時可分析及模擬在不同

情境下，採取不同政策方案可

能的效益與風險衝擊。

由於資料治理可提高資

料品質、降低資料管理成本，

同時兼具安全控管資料存取權

限，因此，資料治理也可稱為

數據分析的基礎建設。近年來，

我國積極推動智慧政府與數位

治理，以及資料治理相關基礎

建設，以利於更有效地提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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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創新服務，並提高民眾對科

技政策滿意度。例如：新冠疫

情初期，為有效供應口罩所推

動之「口罩供需資訊平台」，

快速提供整合資料庫，即時結

合民間力量建置口罩地圖，以

及彙集需求進行口罩配送的估

算等，即是結合公私協作，應

用資料事先預期分析，並提供

民眾即時資訊服務的應用實

例。

另一方面，除了針對個別

新興議題與需求，主動提出智

慧服務與數據分析專案外，參

考國際最佳實務（例如本文第

參段所提的資料治理框架），

檢視各組織的資料治理環境，

透過資料生命週期觀點，進行

資料資產盤點，以及主動制定

資料定義項目及交換規則，

並制定資料存取規範與風險評

估，實為持續改善資料品質，

創造公共決策價值的基石。另

建議可參考國外各界所提出的

資料治理成熟度模型框架（data 

governance maturity model），

作為資料治理發展初期的風

險檢視工具，以利發展各項資

料治理政策及制定相關監管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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