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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資訊服務產品開發人員應用開放政府資料經驗 
之因素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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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開放政府思潮興起，各國積極推動開放政府資料的加值應用，透過開發人員參與，

能讓此類資料轉化為大眾可便利使用的資訊產品，落實開放政府資料精神。本研究以35位

具有應用開放政府資料、開發資訊服務產品經驗的人員為對象，藉半結構式訪談法蒐集其

應用此類資料的經驗，並參考紮根理論研究法精神進行質性文本分析。研究結果顯示，開

發人員應用開放政府資料的經驗受到資料品質、服務品質、產品品質、經驗品質及回饋品

質等不同因素，及其下15項指標影響。本文以開放政府資料加值應用生態圈的觀點為論述

背景，研究結果不僅呈現資料應用者觀點下的開放政府資料環境良窳，亦有助於公部門採

取具體策略及行動，吸引更多開發人員加入此加值應用的行列。

關鍵字： 開放政府資料、開發人員、使用經驗、質性分析

Abstract
Open government data (OGD) has been discussed globally for its value in improving the 

government’s service quality and transparency. However, most OGD must be utilized by the 
practitioners in their projects so that the public can benefit from the outcomes and realize the 
philosophy of OGD.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35 practitioners’ experiences utilizing OGD with semi-
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analyzed transcripts via a qualitative approach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The results present fiv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practitioners’ experiences: data quality, service quality, 
product quality, experience quality, and feedback quality; moreover, 15 indicators among the above 
factors were identified. In conclusion, practitioner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urning OGD into valuable 
products to engage the public in the OGD ecosystem and expand the value of such data. This paper gives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to the government to improve the OGD environment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and demonstrates the meanings of practitioners’ contributions to the OGD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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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The value of Open Government Data (OGD) 

has been a topic of discussion for several years, 
with various studies highlighting their importance 
in enhancing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and 
improving civic living environments (Pereira et 
al., 2018; Ubaldi, 2013).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OGD-based applications have been 
used by the public to address daily challenges. For 
example, government agencies have employed 
digital tools to facilitate access to medical 
supplies, and mass media has provided valuable 
information to help citizens track the pandemic. 
These diverse applications of OGD align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open government movement. 
However, despite the public accessibility of 
OGD, significant technical barriers hinder 
their widespread utilization. Therefore, data 
practitioners play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converting OGD into a form that can be practically 
applied on, for example, mobile apps or websites 
and used by the public (Gurstein, 2011; Peixoto, 
2012).

Despite Taiwan’s top rankings in 2015 and 
2017 on the Global Open Data Index, which is 
compiled by the 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 
Taiwan’s policies and environment pertain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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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ded Abstract

OGD do not provide sufficient support for data 
practitioners (Tseng & Lee, 2017). With respect 
to the OGD ecosystem (Dawes et al., 2016), a 
lack of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data practitioners diminishes 
both the value of OGD and the benefits that the 
public can derive from it. Some studies have 
investigated the experiences of data practitioners 
in the process of OGD utilization. However, 
further investigations are warranted to gain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ir role in the 
OGD ecosystem. Therefor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xperiences of data practitioners in utilizing 
OGD, highlighting these practitioners’ importance 
and offering pragmatic recommendations to the 
government. This study addresses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tions:
RQ1:  What factors influence data practitioners’ 

experiences with utilizing OGD?
RQ2: How do these factors interrelate?

2. Research Design
This s tudy used a qual i ta t ive research 

approach to capture the contextual experiences 
of OGD practitioners (Creswell, 2013; Glaser & 
Strauss, 1967).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to obtain insight into data practit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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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s in using OGD within specific 
products. The interview transcripts were subjected 
to rigorous analysis conducted using a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2.1 Data collection

To ensure the sample of data practitioners who 
have utilized OGD in their product development 
within the past 5 years was representative and 
diverse, both purposeful and snowball sampling 
were employed. The focus of the sampling was 
individuals with recent experience with using 
OGD;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were not 
considered. The contact information of potential 
participants was collected from official OGD 
portal websites, OGD-related civic communities, 
OGD-related Facebook groups, OGD hackathon 
websites, and relevant online news and research 
articles. Invitations were sent by email to all 
potential participants, and interviews were 
scheduled according to their responses. A total of 
35 participants, representing different educational 
disciplines and occupations, were recruited and 
enrolled in this study (S01–S35). Their ages 
ranged from 22 to 61 years.

Given the cons t ra in t s impos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a l l semi-s t ruc ture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in late 2022, with the 
participants given the option of participating in 
remote interviews conducted on Google Meet or 
telephonically or in face-to-face interviews,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both parties would adhere to 
mask-wearing guidelines. The interview included 
a primary demographic survey and questions 
focused on the participants’ experiences in using 
OGD in their products, including the specific 
process they employed; their emotional responses 

throughout the process; and the interaction 
dynamics between themselves,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product users. Each interview 
session was recorded and transcribed with the 
participants’ consent, and the recordings and 
transcriptions were used in subsequent analysis.

2.2 Data analysis

Analysis of the interview transcripts was 
completed in a three-stage coding process based 
on established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ies. 
These stages were open coding, axial coding, 
and selective coding. In the initial stage, each 
interviewee’s transcript was meticulously 
reviewed, and meaningful phrases were extracted 
and categorized into conceptual groups. The 
coding paradigm proposed by Hu and Yao 
(2008) was then used in the subsequent stage to 
reconstruct the conceptual groups, which enabled 
this study to gain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se groups. Through 
an iterative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process, 
an ultimate conceptual category was developed 
and used to address the two research questions. 
To ensure the quali ty and reliabil i ty of the 
coding system, a triangulation process was 
employed, where two additional coders with 
expertise in quali tat ive analysis and with 
OGD-re la ted exper ience were inv i t 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analysis.

3. Findings
Drawing on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design, the 

current study provides key findings that address 
the two research questions. First, it identified five 
significant factors that influence data practitioners’ 
experiences with using OGD within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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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 c o n d, i t  e l u c i d a t e d t h e a s s o c i a t i o n s 
be tween these fac to r s and demons t ra ted 
their interconnectedness.

3.1 Factors to influence data practitioners’ 
experiences

3.1.1 Data quality
Data practitioners place considerable focus 

on the criticality of data quality and recognize 
it as a pivotal factor in their OGD utilization 
experiences. Specific indicators of data quality, 
including completeness, accuracy, correctness, 
timeliness, accessibility, and usability,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s. These indicators 
play a role in either increasing or decreasing the 
costs associated with product development.
3.1.2 Service quality

When using OGD, data practitioners often 
engage with government agencies, requesting 
better quality or more specific data to meet their 
expectations. This study conceptualized these 
interactions as service quality, which significantly 
affects data practitioners’ experiences. Indicators 
of service quality, such as responsiveness, 
referentiality, and stability, influence the OGD 
utilization process.
3.1.3 Product quality

As data practitioners complete their products, 
they meticulously test the products’ functionality 
to ensure this functionality aligns with customer 
needs. Two indicators of product qual i ty, 
namely functionality and value, were analyzed. 
T h e f u n c t i o n a l i t y i n d i c a t o r w a s f u r t h e r 
divided into two attributes: data practitioners’ 
subject ive percept ion and their object ive 
evaluation. Both of these attributes influence 
overall product quality.

3.1.4 Experience quality
U n l i k e t h e p r e v i o u s l y n a m e d f a c t o r s 

originating from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data practitioners’ accumulated experience and 
capabilities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ir use of OGD. 
This study conceptualized these characteristics as 
experience quality, which represent the personal 
assets of data practitioners. Proficiency, expertise, 
and networking contribute to overall experience 
quality and influence the OGD utilization process.
3.1.5 Feedback quality

In this study, data practitioners revealed that 
they prioritize meeting their own needs when 
using OGD to develop products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product users’ opinions. Nonetheless, 
they value feedback from product users based 
on personal habits or development purposes. 
Consequently, the influencing factor of feedback 
quality arises from the public, and practicality is 
the sole indicator of this factor.

3.2 Relationship among the five factors

When they use OGD in product development, 
data practitioners are required to engage with 
the public sector, which is the provider of OGD. 
Consequently, the quality of data (data quality) 
and the service provided by government agencies 
(service quality) directly affect the quality of 
the final product (product quality). However, 
data practitioners also address deficiencies they 
experience with the product by drawing on their 
accumulated experience and expertise. They 
may even provide feedback to government 
a g e n c i e s a n d u rg e t h e m t o e n h a n c e t h e 
relevance of data or improve the services they 
provide. Thus, experience quality, representing 
the personal assets of data practitioners, dire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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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s product quality, data quality, and 
service quality.

After products are released to the public,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s (product quality) directly 
influences the experiences of the product users. 
Feedback received from product users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shaping data practitioners’ 
subsequent actions. On the basis of such feedback, 
data pract i t ioners may adjust a product’s 
functionality or reassess i ts effectiveness. 
Therefore, feedback quality directly influences 
product quality. Further, when data practitioners 
offer suggestions to government agencies that are 
based on the feedback they received from product 
users, feedback quality indirectly influences data 
quality and service quality.

4. Conclusion
This study identified 5 influential factors and 

15 indicators that characterize data practitioners’ 
use of OGD. By illustrating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se factors, the current study provides 
an al ternat ive interpretat ion and a deeper 
unders tanding of the exper iences of data 
p r a c t i t i o n e r s. O n t h e b a s i s o f t h e s t u d y 
f i nd ings, spec i f i c r e commenda t i ons a r e 
proposed for the government for enhancing the 
OGD utilization environment.

First, the government must recognize the 
fundamental importance of data and service 
quality in the OGD utilization process. This 
entai ls 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data 
management system that incorporates robust 
verification procedures to ensure high-quality data 
and services. Moreover,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ive to enhance their communication with data 
practitioners to obt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needs. Seco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acknowledge the importance of civic communities 
and be proactive in organizing OGD promotional 
events that facilitat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se communities. Finally, 
the government must recognize that the data 
and services they provide are not useful to data 
practitioners alone; they can be innovatively 
utilize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ublic. Improving 
data and service quality would enable a broader 
range of individuals to derive value from OGD, 
which would justify the allocation of additional 
resources and lead to greater awareness in the 
public sector.

Th i s s tudy e luc ida t ed the s ign i f i can t 
interactions between data practitioners, product 
users, and the government when OGD are used. 
Increased 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would lead to 
an improved OGD environment and thereby lead 
to more transparent and efficient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Ultimately, these efforts can enable 
realization of the true value of OGD.

壹、 研究背景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 r g a n i s a t i o 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認為政府做為國家內最大的資料蒐集

單位與載體，釋出政府資料有助於提升機關施

政透明度並促進民眾對政府治理作為的理解

（黃心怡等，2016；Ubaldi, 2013），透過創

新應用健康醫療、社會福利、氣候環境、交通

路況等民生資料，使其成為普及的科技產品或

資訊服務，將能提供人們更舒適的生活環境

（Barns, 2018; Pereira et al., 2018）。我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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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委員會（2018）亦曾針對國內12歲以上

持有手機者進行研究，指出使用手機上網的

民眾中，66%使用過交通、氣象等公部門服

務應用程式，顯見開放政府資料加值應用後

的成果有助於解決民眾日常生活問題。

2020年C O V I D-19疫情爆發，各國政

府開始採取多樣行政措施與醫療機制建立

防護網。以國內情勢而言，除了各界積極

設計解決問題為導向的資訊工具，如口罩

供需平臺（https://mask.pdis.nat.gov.tw/）、

家用快篩試劑地圖（https://pse.is/55gdby）

等，亦不乏透過應用開放政府資料幫助社會

大眾掌握疫情現況的各種視覺化報導，如

COVID-19全球疫情地圖（https://covid-19.

nchc.org.tw/）、COVID-19疫情即時脈動

（https://www.twreporter.org/i/covid-2019-

keep-tracking-gcs）等實例，在在顯示透過

公私協力與開放政府資料的加值應用，有

助於鼓勵大眾從全球數據和科研成果發掘

更多對疫情的理解，強化民間防護資訊網

（劉俊彥，2020）。然而，開放政府資料雖

為眾人可免費且自由取用，但此類資料的內

容主要為去識別化的次級資料，一般人下載

後的用途多為查詢片面數據，如出生率或死

亡率、公部門服務站點等，實際上僅能滿足

個人對特定資訊的需求，無法廣泛發揮開放

政府資料的價值，唯有透過具程式編寫技能

的人員應用此類資料，將其開發為如前述的

加值產品及服務，才能使更多人有所受益，

展現開放政府資料的意義與願景（Gurstein, 

2011; Peixoto, 2012）。由此可見，開發人

員的角色對於開放政府資料的加值應用可

謂舉足輕重，政府單位應透過不同作為鼓勵

開發人員參與此行列，同時重視其應用開放

政府資料的經驗，才能催生更多以開放政

府資料為基礎的創新服務，真正造福社會

大眾（Johnson & Robinson, 2014; Mergel & 

Desouza, 2013）。

臺灣曾於2015與2017年獲得英國非營

利組織開放知識基金會（Open Knowledge 

Foundat ion）全球開放資料指標（Global 

Open Data Index）評比第一名，大幅提升我

國開放政府運動的國際知名度（陳廷彥、 

林冠廷，2019）；但從資料應用者觀點來

說，我國開放政府資料的推行政策屬於先

中央後地方的取向，即便公部門透過各種資料

應用競賽拓展此類資料的創新應用，仍無法確

實觸合民間團體或個人的真實需求（邱伊翎，

2017；曾柏瑜、李梅君，2017）。有鑑於

此，本研究認為若可深入探討開發人員應用開

放政府資料的經驗，將有助於了解此類資料對

於開發人員的吸力及推力，可做為改善現有開

放政府資料供給與應用環境的堅實依據。

綜觀國內近年以開放政府資料為主題的

研究，可概分為：(1)聚焦於開放政府資料本

身應用性與政策價值的研究（許哲銘，2022；

曾憲立等，2022；廖洲棚等，2018）；(2)探

討資料格式可用性與詮釋資料建置等屬於資

料應用面的探討（梁裕勛，2019；歐俐伶、

楊東謀，2016）；(3)實際展現各種開放政府

資料應用成果（周立生等，2019；Wu et al, 

2018）等不同面向的成果，較少論述實際的



125

影響資訊服務產品開發人員應用開放政府資料經驗之因素探討

資料應用者對於開放政府資料的認知及使用

經驗。然資料應用者的角色對於將開放政府

資料轉化為民眾可直接使用的產品而言實屬

關鍵，有鑑於此缺口，本研究以「應用過開

放政府資料開發出具體產品或服務的開發人

員」為對象，具體聚焦以下兩項問題：

一、 影響開發人員應用開放政府資料經驗的

因素為何？

二、 不同影響因素間彼此關係為何？

研究設計上，本文於2022年下半年透過

半結構式訪談法蒐集35位開發人員的經驗，

並參考紮根理論研究法中不同階段譯碼的精

神分析訪談逐字稿，以期理解開發人員實際

應用開放政府資料的經驗良窳，並進一步探

討影響其使用經驗的因素，如此不僅可以實

務觀點探討我國開放政府資料實踐境況，描

繪此類資料加值應用過程中涉及的不同角色

重要性，研究結果更可做為公部門研擬政策

之參考，可謂展現以圖書資訊學典範闡述公

共行政議題的價值。

貳、 文獻探討

開放政府資料加值應用的本質係為不同

角色所構成的互動生態圈（Dawes et al., 2016; 

Ubaldi, 2013），由政府單位、開放政府資料、

資料應用者、產品使用者等不同角色組成，彼

此間互有影響。本節首先論述開放政府資料的

精神與應用價值，而後聚焦於開發人員角色對

於此生態圈的重要性，最後探討經驗對於開發

人員應用開放政府資料之影響。

一、 開放政府資料之精神與應用價值

論及開放政府資料運動發展軌跡，美

國和英國可謂早期關注此議題的國家，具體

如美國民間社群公民駭客（civic hackers）

建立「govt rack.us」網站以便大眾追蹤議

員政治活動及法案資訊、時任總統歐巴馬

（Barack Obama）簽署Transparency and 

Open Government Memorandum（透明與開放

政府備忘錄），推展開放政府資料及相關創

新服務等（蕭景燈，2012）。而英國開放精

神則紮根於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著作權法）及Freedom of Information 

A c t 2000（資訊自由法），在衛報（T h e 

Guardian）要求政府釋出資料後，促使公部

門積極與民間協作，建立相關規範及建立國

家級開放政府資料平臺，顯見國際社會對於

開放政府資料的價值有所重視（黃心怡等，

2016；蕭景燈，2012）。

我國在邁向開放政府資料加值應用的

過程中，以公部門而言，主要藉由國家型

計畫擬定施政方向，對內鼓勵各機關釋出

資料與提升其品質、走向公私協力應用，

對外則以扶植產業或推動資料應用競賽為

手段促進創新（經濟部工業局，2020）；而

以民間角度來說，各界應用開放政府資料開

發為多元的資訊產品或服務，能確實幫助大

眾參與政府運作並了解不同面向的民生議

題。如Magalhaes與Roseira（2020）調查多

間企業後，發現開放政府資料可被用於開

發不同取向的產品，包括：(1)事實型（data 

to fact）：以資料展現事實或協助倡議；(2)



126

圖書資訊學刊　　第21卷 第2期　（2023.12）

重構型（data to data）：將開放政府資料組

織為更具實用性的形式；(3)資訊型（da ta 

to information）：可查詢特定內容以實際

解決日常問題的產品；(4)優化型（data to 

interface）：以開放政府資料改善系統或介

面功能；以及(5)服務型（data to service）：

將開放政府資料用於提昇服務品質等五種，

可知開放政府資料對產業界與相關從業人員

來說，確實具有加值應用的效益。

國內早期應用政府資料的實例中，以

全民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https://nhird.nhri.

org.tw）較為人所知，各界可向該資料庫申

請去識別化的健保資料進行不同面向的研

究，具體如探討環境危害風險或特定疾病現

況、針對健保制度進行分析及提出建言，

或混搭其他資料跨領域地探究社會議題等

（王乙涵，2018；倪靖，2017；鄭伊婷，

2021），應用成果涵蓋不同層面、十分豐

碩。雖說全民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須透過一

定申請手續才能取用其中資料，與開放政府

資料強調自由取用的精神有所差異，但其經

過應用所產生的學術量能及經濟價值，同樣

展現出政府資料對不同領域確有其貢獻。值

得注意的是，健保資料庫資料與開放政府資

料在使用上皆具有一定程度的技術性門檻，

使用者須具備相關經驗或技能才可展現資料

的真正價值（陳育群、李偉強，2016），顯

見具有資料處理專長的人員將是發揮政府資

料加值應用效益的關鍵推手。

自開放政府思潮於國際社會中盛行以

來，各國政府積極釋出公部門資料供各界自

由應用，以開放政府資料運動具體呼應此

願景。循此觀點，藉由前述探討可知開放政

府資料有其加值性，且當此類資料被應用於

不同開發情境、成為實際可用的產品或服務

時，將能廣泛地被民眾用於解決生活問題，

或做為支援其日常決策的有效工具，使開放

政府資料的價值獲得最大發揮。本研究認為

在此加值應用過程中，開發人員因具有將資

料轉化為產品的專業技能，使其成為不可或

缺之角色，若能深度理解開發人員應用開放

政府資料的經驗為何，以及過程中存在哪些

影響其經驗的因素，將有助於公部門更有效

益地推展開放政府資料運動。

二、 開發人員角色的重要性

德勤企業（Deloitte）指出資料經濟時

代中，日漸成熟的開放資料商業供應鏈將由

三種主要角色構成，包括開放資料提供者、

具備處理開放資料能力的中介者，以及產

品使用者等（Deloitte, 2012）。而若以開放

政府資料加值應用過程中涉及的角色或面

向而言，Ubaldi（2013）認為資料產製者及

資料中介者最為關鍵，前者如政府機關、

學術機構、運用開放政府資料產製二手資

料的民間單位，或接受官方委託對政府資料

進行處理的外包公司等；後者則包括利用開

放政府資料開發出不同用途產品與服務的團

體或個人，屬於可實際發揮此類資料價值的

角色。若以大環境的觀點切入，Dawes等人

（2016）以資料提供者、資料使用者與受益

者三個角色及延伸的面向，提出更具互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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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開放政府資料生態系統，其認為開放政府

資料的「提供者」主要為政治領袖與行政機

關，相關面向包括研擬資料政策與執行策略

等行為，同時也觸及部分資料使用、產品研

發、理解使用者回饋及建立溝通管道等；

「使用者」則泛指應用開放政府資料的團體

或個人，包含公民科技社群和倡議領導人

等，除了是實際的開放政府資料應用者，其

作為也將影響相關政策發展；「受益者」則

因使用開放政府資料的產品或服務後，與整

個系統產生互動。

綜前所述，開放政府資料加值應用生

態圈可謂由以下角色構成，包括(1)資料提供

者：以釋出開放資料的公部門單位為主；(2)

資料應用者：即本文所稱開發人員，具備資

料處理專長，能實際應用開放政府資料產出

具有公益性或商業價值產品的事業體、社群

或個人；(3)產品使用者：泛指直接使用產品

的普羅大眾。其中，屬於資料應用者角色的

開發人員因具有撰寫程式的專業能力，可將

開放政府資料開發為具有特定功能的產品或

服務，使一般民眾得以從中獲益並參與政策

作為（Gurstein, 2011; Peixoto, 2012），故可

將開發人員視為實踐開放政府資料核心精神

之關鍵。過程中開發人員對於應用資料後的

反饋，也能促使機關提供更符合資料應用者

需求的內容，進而形塑政府與民間持續的互

動與溝通（McBride et al., 2019），對於開放

政府資料應用的發展有其重要影響。

三、 使用經驗對開發人員的影響

個人於特定行為中獲取的經驗，對其

往後是否採取同樣作為有著重要影響。以資

料應用的情境而言，相關研究指出若資料

應用者有過相關經驗，該經驗好壞將影響當

事人對於資料的信賴度，以及未來應用資料

的意願（Woolley & Fishbach, 2015; Yoon & 

Kim, 2020）。基於此觀點，開發人員以開放

政府資料開發產品後，該次開發經驗勢將影

響其再次應用開放政府資料的意願，且該次

經驗亦可能於社群網絡中形成正面或負面的

網路口碑，進而產生廣泛影響（陳宜檉等，

2017；陳欽雨等，2013）。鑒於開發人員的

角色對發揮開放政府資料效益而言，實為不

可或缺，本研究認為探討開發人員應用開放

政府資料的經驗為何、是否被特定因素影響

其經驗等，確有其必要。

在開放政府運動中，凡以開放政府資

料為名義釋出者，皆可為大眾自由且無償使

用，資料內容及涵蓋範圍亦較過去多樣且

廣，吸引許多來自不同領域的開發人員參與

此加值應用過程，其應用經驗更被公部門視

為開放政府資料環境完善程度的回饋。概述

聚焦開放政府資料應用經驗的研究，主要以

資料處理是否便利、法制規範是否健全，以

及衍生的效益與價值等不同面向進行探討，

具體包括：

(一) 對資料品質的認知

應用開放政府資料的行動受到資料本

身品質影響甚多，資料品質係為能否節省開

發成本的關鍵，如內容準確性、涵蓋範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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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機讀格式有效性與詮釋資料的一致性

等，不僅是資料應用者在開發過程中能否節

省處理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會對其產品或服

務效能造成影響（楊美雪等，2017；Martin 

et al., 2017）。

(二) 對資料提供環境的認知

對資料應用者而言，政府提供資料環境

的完善程度將影響其應用經驗，如公部門是

否積極發展推動策略及建立對應的法規治理

模式、有無顧全系統安全性與資料格式，甚

或促進不同利害關係人如政府單位、民間社

群或個人，以及產品使用者間的交流，均可

視為影響資料應用者經驗的因素（宋餘俠、

李國田，2012；Janssen et al., 2012）。

(三) 對產品價值與效益的認知

開發人員應用開放政府資料的經驗亦

取決於其產品或服務是否達到預期效益，不

論其原始開發動機為工作需求、降低成本、

自我實踐等利己導向，或認為其開發有助

於促進公共利益、催化社會開放等利他導向

（Jetzek et al., 2012; Wang, 2020），最終成

果能否滿足開發人員對於產品的期待，或真

正藉由開放政府資料發掘潛在的社會問題

等，均將影響開發人員的使用經驗。

由此可見，開發人員可能因為開放政

府資料的品質、提供環境，以及加值應用的

成果而有正負面經驗，這些經驗將影響開發

人員本身或其他人參與開放政府資料加值應

用的意願，一旦缺乏開發人員居中應用此類

資料，將其開發為一般民眾可便利使用的產

品或服務，開放政府資料的價值將淪為紙上

談兵。因此，政府近年以各類資料競賽、黑

客松、公私組織協作等方式，鼓勵民間資料

開發社群或個人參與開放政府資料應用的行

列，且不少案例皆顯示開發人員對於開放政

府資料的應用多抱持正向態度，認為其加值

成果對政治、社會或經濟上有其正向影響，

如使用防災資料進行產業整合與創新、透過

開放政府資料分析交通風險以發展便民服務

等（周立生等，2019；林姸希、史孟蓉，

2016）。

透過公部門主動推展開放政府資料的

加值應用，確實可提升民間團體或個人開發

者參與，但從整體資料供給與應用環境的友

善程度來說，仍有不少研究指出政府單位與

資料應用者之間的認知有所落差，羅晉等人

（2014）便指出目前開放政府資料使用環境

上待改善之處，諸如法制規範的完整性、管

理營運的穩定性、資料取用的便利性、應用

技術與格式的相容性、資料更新程度與涵蓋

範圍、系統或平臺與使用者間的互動性等；

曾柏瑜、李梅君（2017）亦曾以民間監督團

體的角度，從不同面向檢討我國開放政府發

展過程與現狀，認為國內政策缺乏結構性與

法制性的通盤規劃，在現有體制中進行相關

人員培力是主要挑戰，且政府與民間社群或

個人必須分享價值觀並建立共同目標，才能以

公民科技精神的協作模式尋求解決社會問題之

道。是故，開發人員身為實際的開放政府資料

應用者，其經驗對於公部門而言，將是能確實

提升開放政府資料生態圈品質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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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目的係基於開發人員觀點，探

討其應用開放政府資料的經驗及相關影響因

素，故採質性研究以獲取具脈絡性的第一手

經驗資料（Creswell, 2013），並依研究結果

提出實務見解及建議。整體研究設計為透過

半結構式訪談法取得開發人員經驗後，參考

紮根理論研究法的精神進行文本分析，以下

就資料蒐集與分析進行說明。

一、 資料蒐集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為盡可能涵蓋開

放政府資料應用者族群以探討其經驗，不論

年齡、性別、身份、教育背景、職業經歷或

開發成果類型，任何人凡符合「近五年內曾

於職場或公餘時間，將開放政府資料應用於

至少一款產品、服務或專案者」的條件，即

屬於本研究對象，因此受訪者可能包括未成

年人或在校學生。在適用於質性研究的各種

方法中，訪談法是最常見用於瞭解人們生活

經驗與處遇意義的資料蒐集方式（王文科，

2001），透過詳實記錄訪談過程中開發人員

對問題的回應與相關互動，研究者能獲取開

發人員應用開放政府資料的深度經驗，並探

索開發人員於此應用過程中呈現的價值觀，

豐富本研究欲探討的主題面向。

首先，研究者於網路蒐集符合研究對象

條件的開發者公開聯絡資訊，以建立潛在受

訪者清單，具體管道如下：

(一) 於各級政府機關開放資料網站中公開的

應用成果及開發者資訊，如中央政府

開放資料平臺的活化應用專區（https://

data.gov.tw/applications）。

(二) 倡議資料開放與應用的民間社群網站，

如零時政府（https://g0v.tw/）、Data 4 

Social Good（https://d4sg.org）。

(三) 討論開放政府資料、開源運動的

Facebook社團，除了徵詢管理者同意後

於社團中發表招募資訊，也會發送私人

訊息予團體成員詢問其意願，如LASS-

開源公益環境感測網路（https://www.

facebook.com/groups/LASSnet/）。

(四) 於網路搜尋各種資料競賽網站，從中整

理歷年得獎者名單後逐一搜尋其公開的

聯絡資訊，如民生公共物聯網（https://

ci.taiwan.gov.tw）、資料創新應用競賽

（https://opendata-contest.tca.org.tw/）。

(五) 於網路搜尋近五年以開放政府資料應

用為主題的新聞報導，從中整理開發人

員資訊後逐一搜尋其公開的聯絡資訊，

如泛科學報導「空氣盒子」（ht tps : / /

pansci.asia/archives/158912）、東森新聞

報導LINE Chatbot「敗口罩」（https://

finance.ettoday.net/news/1646419）。

(六) 於Google學術搜尋中查找近五年實際使

用開放政府資料的學術研究，整理其作

者公開的聯絡資訊，如〈政府開放資料

之應用—以利用高速公路電子收費資料

（ETC）評估震後路網阻斷衝擊為例〉、

〈結合政府開放資料集於建構開業選址

決策支援系統—以店址當地消費能力與

鄰近產業特性觀點〉等文章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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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述管道蒐集資料的範圍，包含開發

者與文章作者個人姓名或團體名稱、電子郵

件信箱等，名單建立後便由研究者逐一發送

參與意願調查表網址至各電子郵件信箱。信

中說明本研究計畫、研究者姓名、聯絡方式

及所屬單位、取得聯絡資訊的管道、訪談方

式等，並提供網路調查表供有意參加者填寫

可受訪時間、訪談形式、聯絡資訊等欄位，

後續由研究者進行安排；此外，研究者於每

次訪談結束後，均請受訪者轉寄該意願調

查表予其他符合本研究對象的人員，透過

滾雪球抽樣擴大觸及潛在的研究對象。本

研究總計招募35位應用過開放政府資料、

開發出至少一款資訊服務產品的開發人員

參與，年齡自2 2歲至6 1歲，教育背景及

行業遍布各領域，受訪者資訊詳如表一。

表一　受訪者基本資訊一覽表

編號 年齡 教育背景 行業別
開放政府
資料接觸
年資

產品 
取向

訪談形式

S01 21-30 資訊通訊科技 輻射及電子醫學設備製造業 4 資訊型 Google Meet
S02 41-50 工程及工程業 自然及工程科學研究發展服務業 4 資訊型 Google Meet
S03 41-50 商業及管理

資訊通訊科技
電腦程式設計、諮詢及相關 

服務業
6 資訊型 Google Meet

S04 21-30 工程及工程業 輻射及電子醫學設備製造業 2 資訊型 Google Meet
S05 31-40 建築及營建工程 建築、工程服務及相關技術 

顧問業
9 事實型 Google Meet

S06 41-50 資訊通訊科技 電腦程式設計、諮詢及相關 
服務業

2 資訊型 電話

S07 41-50 資訊通訊科技 電腦程式設計、諮詢及相關 
服務業

10以上 資訊型 Google Meet

S08 41-50 工程及工程業 入口網站經營、資料處理、主機
及網站代管服務業

6 資訊型 Google Meet

S09 21-30 數學及統計 電腦程式設計、諮詢及相關 
服務業

2 優化型 Google Meet

S10 51-60 資訊通訊科技 教育（大專校院） 2 資訊型 Google Meet
S11 21-30 商業及管理 自然及工程科學研究發展服務業 4 事實型 Google Meet
S12 41-50 環境 自然及工程科學研究發展服務業 7 資訊型 Google Meet
S13 41-50 資訊通訊科技 建築、工程服務及相關技術 

顧問業
10以上 優化型 Google Meet

S14 21-30 新聞學及圖書資訊 創作業 8 事實型 Google Meet
S15 31-40 資訊通訊科技 電腦程式設計、諮詢及相關 

服務業
5 資訊型 Google Meet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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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年齡 教育背景 行業別
開放政府
資料接觸
年資

產品 
取向

訪談形式

S16 31-40 新聞學及圖書資訊 入口網站經營、資料處理、主機
及網站代管服務業

7 重構型 Google Meet

S17 31-40 資訊通訊科技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製造業

7 資訊型 Google Meet

S18 31-40 資訊通訊科技 電腦程式設計、諮詢及相關 
服務業

10以上 優化型 Google Meet

S19 31-40 生命科學 自然及工程科學研究發展服務業 9 資訊型 Google Meet
S20 21-30 新聞學及圖書資訊 創作業 7 事實型 Google Meet
S21 31-40 生命科學 自然及工程科學研究發展服務業 10以上 資訊型 Google Meet
S22 21-30 農業 學生 2 服務型 Google Meet
S23 41-50 工程及工程業 量測、導航、控制設備及鐘錶 

製造業
7 重構型 Google Meet

S24 31-40 新聞學及圖書資訊 入口網站經營、資料處理、主機
及網站代管服務業

10以上 資訊型 Google Meet

S25 41-50 社會及行為科學 自然及工程科學研究發展服務業 10以上 優化型 Google Meet
S26 21-30 資訊通訊科技 電腦程式設計、諮詢及相關 

服務業
3 資訊型 Google Meet

S27 61-70 商業及管理 電腦程式設計、諮詢及相關 
服務業

4 資訊型 面對面

S28 41-50 物理、化學及地球
科學

自然及工程科學研究發展服務業 10以上 重構型 Google Meet

S29 41-50 建築及營建工程 公共行政 10以上 事實型 Google Meet
S30 31-40 教育 自然及工程科學研究發展服務業 3 重構型 Google Meet
S31 51-60 工程及工程業 電腦程式設計、諮詢及相關 

服務業
1 服務型 面對面

S32 31-40 工程及工程業 廢棄物清除業 8 事實型 Google Meet
S33 31-40 資訊通訊科技 入口網站經營、資料處理、主機

及網站代管服務業
10以上 重構型 Google Meet

S34 41-50 建築及營建工程 自然及工程科學研究發展服務業 10以上 事實型 Google Meet
S35 51-60 工程及工程業 電腦程式設計、諮詢及相關 

服務業
4-5 重構型 Google Meet

註： 本表所列「教育背景」以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科標準分類（學門）為依據、「行業別」以行

政院主計總處行業統計分類（小類）為依據。

表一　受訪者基本資訊一覽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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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對於產品取向的定義係為研究者參考

Magalhaes與Roseira（2020）所提論點，依

開發目的對各項產品進行分類，內涵說明

如下：

(一) 事實型產品：應用開放政府資料探討公

共議題，如都市規劃或防災分析等。

(二) 重構型產品：將開放政府資料重新組織

為容易再次利用的形式，如廠商受政府

委託設計便於使用的資料平臺。

(三) 資訊型產品：開發目的為查詢特定資

訊，如交通路線圖或天氣預報等。

(四) 優化型產品：應用開放政府資料改善產

業內部流程，如結合企業資料建立具商

業效益的生產模式。

(五) 服務型產品：應用開放政府資料提升服

務品質，如建置就業指引、醫護資源等

整合型資訊服務。

本研究以半結構式訪談法與受訪者進

行一對一談話，於取得對方同意後全程錄音

並繕打成逐字稿，以便後續分析。訪談問題

包括：(1)受訪者個人教育程度、職業、應用

開放政府資料的流程等；(2)應用開放政府資

料開發產品或服務的心得；(3)開發過程中與

政府機關、產品使用者等不同對象互動的經

驗。各場訪談執行期間為2022年下半年，考

量COVID-19確診個案仍屬高峰且常見不同

病毒株群聚感染，為減少接觸，受訪者可選

擇以遠端同步或面對面進行；各場訪談最短

約50分鐘、最長約1.5小時。

二、 資料分析

本研究參考紮根理論研究法精神

（Glaser & Strauss, 1967），輔以質性資料分

析軟體ATLAS.ti對逐字稿進行不同階段譯碼

分析（圖一），以下就S04與S14兩位受訪者

的訪談稿分析為例，簡要展示本研究執行三

階段譯碼的持續性比較過程（表二）。

首先，研究者於逐字稿中進行瀏覽，

將觀察到的現象進行概念化及分類，初步辨

識影響開發人員應用開放政府資料經驗的

因素。如從受訪者S04的訪談原文，可獲得

「資料涵蓋範圍」、「資料取用便利性」、

「資料管理策略」、「資料正規化的必要

性」等概念化編碼：

圖一　紮根理論研究法的三階段譯碼

開放性譯碼 主軸性譯碼 選擇性譯碼

受訪者口述
逐字稿

現象
觀察

現象
觀察

現象
觀察

連結
既有知識

概念化
編碼

概念化
編碼

影響因素

現象

情境

行動

干預條件

策略

互動

結果

連結
既有知識

結構性理論範疇

結構性理論範疇

結構性理論範疇

基於事實建構出
對於問題之
理論性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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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本研究譯碼操作的持續比較過程示例

譯碼過程 受訪者S04 受訪者S14
訪談原文 我覺得優點大概就是因為他們是政府

機關，所以會比較有這些地方
政府的一些資訊，就變成我們
不用再去蒐集這些資料彙整成
我們的資料庫，這是最方便、
最快速的。比較缺點就是，希
望他們是有一定的規範去管理
這樣的資訊集，就像我剛才說
的一些字型會影響到我們開發
上面一些速度，因為我們還要
特別去做一些多功能的處理。

譬如說像疫苗的這個統計資料，它
始終如果都是一個P D F的方式
來做，那我們其實就很難去直
接去串接（中略）。以去年大
概3月之後開始公布疫苗接種的
數字，他其實一度有公布就是
各個縣市的接種的數字有出來
（中略），但後來我記得那個
資料公布幾個月之後，就突然
沒有再公布了（中略），就會
有這種供應狀況不見得那麼穩
定的狀況會發生。

開放性譯碼 對現象進行觀察，形塑概念性譯碼及相關範疇

觀察現象 政府機關比較有地方資訊
不用再去蒐集
希望有規範管理資料
字型會影響開發

PDF很難串接
突然沒有再公布
供應狀況不穩定

概念化編碼 資料涵蓋範圍
資料取用便利性
資料管理策略
資料正規化的必要性

資料格式
資料更新頻率
資料來源穩定性

概念性範疇 資料品質：完整性、時效性、可及性、可用性
服務品質：資料提供方式

主軸性譯碼 以譯碼典範進行分析，建立結構性理論範疇

譯碼典範分析 透過典範譯碼，可梳理開發人員應用開放政府資料過程的因果關係以及與
大環境的交互作用，有助於脈絡化開放政府資料的加值應用情境：

影響因素：開發人員使用開放政府資料的必要性
情境：大環境中疫情蔓延、政府積極推動開放資料加值應用
現象：民眾因疫情感到不安，對診療預防等資訊有所需求
行動：應用開放政府資料
互動：與政府機關或產品／服務使用者之間的交集
干預條件：

(1) 開放政府資料應用環境的優缺點將影響開發人員採取的策略與行動
(2) 開發人員與政府單位、產品使用者之間的互動
策略：開發過程中為完成目標所採取的規劃及行為
結果：資訊產品或服務等開發成果

結構性理論範疇 影響因素：開發人員認知到應用開放政府資料有其必要
干預條件：過程中開發人員接觸的人事物所帶來正負面感受

選擇性譯碼 連結各結構性理論範疇，陳述對研究問題之回應

主題化 影響開發人員應用開放政府資料經驗的因素



134

圖書資訊學刊　　第21卷 第2期　（2023.12）

我覺得優點大概就是因為他們是政

府機關，所以會比較有這些地方政

府的一些資訊，就變成我們不用再

去蒐集這些資料彙整成我們的資料

庫，這是最方便、最快速的。比較

缺點就是，希望他們是有一定的規

範去管理這樣的資訊集，就像我剛

才說的一些字型會影響到我們開發

上面一些速度，因為我們還要特別

去做一些多功能的處理。（S04）
從受訪者S14的訪談原文中，則可獲得

「資料格式」、「資料更新頻率」及「資料

來源穩定性」等概念化編碼：

譬如說像疫苗的這個統計資料，

它始終如果都是一個PDF的方式來
做，那我們其實就很難去直接去串

接（中略）。以去年大概3月之後
開始公布疫苗接種的數字，他其實

一度有公布就是各個縣市的接種的

數字有出來（中略），但後來我記

得那個資料公布幾個月之後，就突

然沒有再公布了（中略），就會有

這種供應狀況不見得那麼穩定的狀

況會發生。（S14）
隨後，研究者便將其進行歸納，形成兩

種概念性範疇及其下細項，包括「資料品質範

疇：完整性、時效性、可及性、可用性」，以

及「服務品質範疇：資料提供方式」。

其次，研究者比較兩位受訪者的經驗，

使概念類別更加清晰，並透過譯碼典範釐清

前述各概念類別間的因果關係（胡幼慧、 

姚美華，2008）。此階段即可歸納出開發人

員係因大環境影響而察覺開放政府資料的可

用性，並根據自身需求加以應用此類資料

（譯碼典範中的影響因素），而過程中開發

人員接觸的人事物便會產生不同經驗及感

受，進而影響其採取的行動或策略（譯碼典

範中的干預條件）。最後，藉由前述譯碼過

程，研究者得以反覆演繹及歸納，透過結構

性理解，將發展出的譯碼以不同構面及面向

加以呈現，形成可用於解釋本研究探討問題

的主題譯碼「影響開發人員應用開放政府資

料經驗的因素」。

為確保研究品質，研究者另邀請兩位

編碼人員針對各項譯碼相互討論並取得共

識，以落實三角交叉檢視。前述編碼人員其

一具有公共行政領域的實務歷練及學術研究

成果，其二曾應用開放政府資料建立不同知

識加值型專案，兩者均具有深度質性分析之

經驗；此外，本研究分析文本係基於訪談錄

音檔繕打逐字稿，可確實再現受訪者經驗，

建立的譯碼亦透過不同分析階段反覆比較發

展，具有應用性及可重複性，有助於維持本

研究的嚴謹度（藍佩嘉，2015）。

三、 研究限制

透過前述立意取樣的設計，雖有益於聚

焦符合本研究關注問題的有關對象，卻也可

能因部分研究者無法掌握的變數使涵蓋範圍

不夠周全，如：(1)符合本研究受訪條件，但

因開發成果未公開而不曾於前述管道曝光的

開發人員；(2)因聯絡資訊有誤（如該公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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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本就錯漏而導致失效）、開發者無意接受

訪談或已不再使用該組電子郵件信箱而未回

應等；(3)本研究雖盡量運用不同關鍵字組合

進行搜尋，仍可能無法觸及非使用該些關鍵

字但條件相符的受訪對象。綜合以上原因，

參與本研究的開發人員可視為「至少曾以開

放政府資料開發過一款產品或服務，且公開

至本研究蒐集資料的各種管道」，雖說此限

制可透過滾雪球抽樣獲得一定程度的解決，

但整體結果仍可謂受到開發人員的活躍程度

影響，故結論的適用性可能有所限縮。

另一方面，本研究依受訪者意願以

Google Meet、電話或面對面等不同形式進

行，研究者可能因受訪者不願露面或受限於

電話通訊，無法直接觀察其表情或肢體動

作等非語言線索了解其態度，至於面對面訪

談雖有助於研究者記錄互動細節，但受訪者

亦可能感覺缺乏隱密性而無法自在表達；再

者，受訪者可能因時間久遠，對於開發過程

有所疏漏或誤記等，進而影響紀錄的正確

性。故本研究結果的推論性除可能因受訪者

口述記錄的真實性與正確性而產生差異，研

究者對其表達方式或情緒的判讀亦可能造成

影響，有待未來以不同的研究設計進行更多

面向的探討與分析。

肆、 研究結果與討論 
依前述研究設計與實施，研究者分析

35位開發人員訪談稿，理解其應用開放政府

資料開發資訊產品歷程的經驗，以及開發人

員於過程中接觸到的人事物如何對其產生不

同影響。本研究發現影響開發人員應用開放

政府資料經驗包括「資料品質」、「服務品

質」、「產品品質」、「經驗品質」與「回

饋品質」等5種因素及15項指標，並可連結

至「政府」、「個人」及「大眾」等三大經

驗面向（表三），以下詳述：

表三　影響開發人員應用開放政府資料

經驗的因素

經驗面向 影響因素 指標

政府 資料品質 完整性

精確性

正確性

時效性

可及性

可用性

服務品質 及時性

參考性

穩定性

個人 產品品質 功能性

價值性

經驗品質 熟練性

專業性

連結性

大眾 回饋品質 實用性

一、 政府面向：與開放政府資料提供者相

關，影響開發人員經驗的因素

(一) 資料品質

許多開發人員表示資料的品質至關重

要，原因在於開發人員取得資料後會先就

內容是否完整、正確，及欄位定義是否清

晰等不同條件進行判斷，並採取清洗及正

規化等行動，梳理資料後才開始撰寫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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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ing），資料品質越好，開發人員額外耗

費的時間與人力等成本便越低，也使得資料

品質成為影響開發人員使用經驗的重要因素

之一，此影響因素由6項指標組成（表四）。

(二) 服務品質

開發人員應用開放政府資料的過程中，

不僅會因為資料品質有所疑慮而向提供的單

位反應，也常見詢問政府機關能否釋出特

定資料，以滿足其開發特定產品或服務的期

待。因此，公部門身為開放政府資料環境中

提供服務的實體，開發人員在取用資料過程

中，會因為與政府單位的互動產生許多主觀

感受，進而影響其使用經驗；此影響因素包

含3項指標（表五）。

表四　影響開發人員應用開放政府資料經驗之因素－資料品質

指標 內涵 經驗示例

完整性 資料完整對應至相關主題之程
度，如涵蓋範圍大小、版
本是否完全等

「我覺得從口罩那一次之後，其實有改善蠻多的。
這一次的快篩資料我就發現他們其實準備算蠻
齊全」（S07）

精確性 資料明確表現主題之程度，如
欄位定義是否清晰、資料
的細緻度等

「以我們自己看過上面開出來的API，其實API開的欄
位，可能開得也沒有很好」（S24）

「校區資料就很不明顯。像臺大的，在臺北市裡面就
有很多個校區，5、6個校區，教育部那邊下載資
料上就只給我一個點位，類似這種情況」（S05）

正確性 資料正確呈現與事實之程度 「有一次就是便利商店上面資料是錯誤的，太多歇業
或者已經關掉了，沒辦法刪除，所以它越來越
多」（S05）

時效性 資料穩定更新之程度 「它的更新頻率其實沒有那麼即時，今年要用的話，
可能得要用兩年前的版本」（S29）

可及性 資料容易取得之程度 「它本來就是一種公開給任何人使用的，對我也方
便，就會開始去找這一類的資訊」（S12）

可用性 資料容易使用之程度，如釋出
的資料格式是否方便應用

「如果遇到這種狀況，第一個就是我們下載下來發現
格式不能用，我說的格式不能用是它可能是 
PDF檔」（S24）

表五　影響開發人員應用開放政府資料經驗之因素－服務品質

指標 內涵 經驗示例

及時性 機關在開發人員可接受時間內
回應其需求之程度

「回覆可能會需要一點時間，所以如果是開發一款比
較即時的APP，風險會比較大一點」（S06）

參考性 機關回覆內容有助於解決開發
人員遭遇問題之程度

「我看有些人在底下留言，可是處理單位好像都是官
方的說法」（S04）

穩定性 機關提供資料來源穩定之程度 「它可能某天會突然壞掉，又或是欄位突然修改了，
然後不跟我們講」（S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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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人面向：與開發人員自身相關，影響

其應用經驗的因素

(一) 產品品質

隨著產品功能逐漸完備，開發人員會

針對產品的效能進行測試與評估，確保產品

設計及功能是否滿足使用者需求。根據本研

究分析，此影響因素包含「功能性」及「價

值性」兩項指標（表六），其中「功能性指

標」可進一步分為開發人員主觀認知及客觀

評估兩種屬性：

(二) 經驗品質

有別於資料品質、服務品質及產品品質

等，因為外在環境物事而產生的影響因素，

不少開發人員於訪談中展現出「其自身累積

的經驗或能力，對於應用開放政府資料過程

有所影響」的特徵，可視為屬於開發人員本

身歷練積累而成的影響因素，具體包括3項

指標（表七）。

三、 大眾面向：與開放政府資料產品使用者

相關，影響開發人員經驗的因素

(一) 回饋品質

以一般消費市場而言，產品使用者的

回饋能反映出該項開發成果能否滿足大眾需

求，對產品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以本

研究情境而言，雖然開發人員應用開放政府

資料開發資訊產品主要為滿足個人所需，縱

使受到外在環境影響，也多屬職場任務或為

表六　影響開發人員應用開放政府資料經驗之因素－產品品質

指標 內涵 經驗示例

功能性 產品功能達到開發人員預期之程
度（主觀認知）

「我們大概對疫苗這類型的資料能做成什麼樣程度，
會有一個想像。不過就像前面所講的，的確會有
跟期待落差的狀況」（S14）

產品功能滿足社會大眾所需之程
度（客觀評估）

「這個APP的使用者，我認為他們的滿意度蠻高的」
（S06）

價值性 產品開發效益達到開發人員預期
之程度

「最主要還是教育推廣原則，像這一次快篩後端的估
計大概有140萬個使用者」（S10）

表七　影響開發人員應用開放政府資料經驗之因素－經驗品質

指標 內涵 經驗示例
熟練性 開發人員仰賴過去經驗之程度 「我個人的心得是透過這種比較流程化，然後導入一

些跟不同專家聊的過程，降低自己在龐大的流程
當中做白工的風險」（S14）

專業性 開發人員對其專業能力認知之
程度

「因為我用到的資料也比較單純，變成說系統整合那
邊本來就是我正在做的事情，所以對我來講其實
門檻不高」（S13）

連結性 開發人員與社群聯繫之程度 「這些開發者社群，其實有機會透過這些平台去做一
些意見的反應和溝通」（S07）



138

圖書資訊學刊　　第21卷 第2期　（2023.12）

降低開發成本，與需要顧及市場需求的營利

取向開發行為有其差異，但開發人員仍會因

個人習慣或開發目的，對產品使用者的心得

或回饋有所重視，因此形成來自大眾的影響

因素「回饋品質」，而當開發人員根據產品

使用者回饋的內容，判斷是否調整產品功

能，便可謂展現此因素中的「實用性」指標

（表八）。

伍、 討論 
本研究共發現5種影響開發人員應用開

放政府資料經驗的因素，且這些因素可進一

步向下細分為15項指標，並向上建構三大面

向，本質上可視為呼應開放政府資料加值

應用生態圈的三種主要角色（Dawes et al., 

2016; Ponte, 2015），具體包括：資料提供者

（政府面向）、資料應用者（個人面向）與

產品使用者（大眾面向）等，以下就不同角

色中的經驗影響因素進行探討：

一、 與資料提供者相關的影響因素對開發人

員應用開放政府資料而言最為關鍵

開發人員在應用開放政府資料的過程

中，第一步即為觸及資料本身，因此資料品

質優劣對開發人員的經驗來說可謂有關鍵影

響。而當開發人員對資料品質有所質疑，向

政府單位提出詢問時，做為資料提供者，單

位能否給予適當且有效協助開發人員解決問

題的回應，亦將影響開發人員應用開放政府

資料的經驗。

本研究發現之完整性、精確性、正

確性、時效性、可及性、可用性等6項指

標，本質上即為資料應用者對於資料品質

的要求，如國際標準化組織提出的資料品

質模型（I S O/I E C 25012）與開放資料五

星模式（Lew et al., 2010; 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2013）等均有相關詮釋。可見資

料品質對開發人員來說不僅是應用開放政府

資料開發產品時的基本要求，開發人員更會

因為資料是否完整正確、檔案格式是否便於使

用、取用是否便利等不同因素，影響其經驗。

除了這類對於資料基本應具備的品質

探討，因開放政府資料獨有的公益性與權威

性，不少研究指出政府於推動過程中採取

的作為亦影響開放政府資料品質，如有無法

源依據與治理模式，是否回應使用者需求

等（楊東謀、吳怡融，2019；Martin et al., 

2017）。若以資料應用者觀點加以詮釋，前

表八　影響開發人員應用開放政府資料經驗之因素－回饋品質

指標 內涵 經驗示例

實用性 產品使用者回饋可做為開發人員
參考之程度

「會知道有些東西要看或不要看，因為下面的留言可
能理性或不理性」（S14）

「修改的次數跟調整的建議回饋來說，面向一般社會
大眾的產品，通常需要調整更多次，或者是時效
性要更快」（S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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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政府作為即可視為本研究所提之服務品

質影響因素的展現，且開發人員對於政府單

位能否及時回應其問題、回應內容是否具有

一定程度的參考性以解決其遭遇的問題，以

及資料提供環境的穩定性等三者最為重視。

若政府單位可提供良好的回應效率及可信

賴且穩定的資料來源，將有助於提升開發

人員的正向經驗（Parasuraman et al., 1985; 

Wijnhoven et al., 2015），促使其持續應用開

放政府資料。

整體而言，開發人員取用開放政府資料

時，首先會因為資料品質影響其經驗，若因

資料內容正確性低落、時效性不高等而產生

負面感受，將降低其未來應用開放政府資料

的意願；而過程中若與提供資料的政府單位

有所接觸，該單位的服務能否讓開發人員獲

得及時且適當的協助以解決問題，也會影響

開發人員持續應用開放政府資料開發產品的

意願。做為開放政府資料提供者，公部門提

供的資料與服務將具體影響開發人員應用此

類資料的經驗，因此有關單位能否積極發揮

提供者角色功能，不僅影響開發人員社群或

個人對開放政府資料可用程度的認知，也可

能進一步影響外界對於開放政府資料運動之

觀感。

二、 與資料應用者相關的影響因素取決於開

發人員本身的認知及經歷

透過前述討論可知開發人員應用開放

政府資料時，會先因政府單位提供的資料與

服務等品質影響其經驗，而當開發人員開

發出具體可用的產品時，影響其經驗的因素

便轉為以開發人員本身認知為主的個人經驗

面向，包括產品品質及經驗品質兩種影響因

素。究其細節，前者具有功能性與價值性兩

種影響開發人員經驗的指標，後者則由開發

人員本身對於開發行為的熟練性、對自我認

知的專業性，以及與社群的連結性三項指標

所構成。

在應用開放政府資料開發產品的過程

中，對於產品品質的評估可謂影響開發人員

經驗之關鍵，其中功能性指標係指開發人員

在公開產品前，會根據自身經驗對產品性能

進行主觀判斷，達到一定滿意程度後才會釋

出，之後也會觀察大眾使用產品的反應，對

該產品功能進行相對客觀的評估，最後判斷

開放政府資料是否有其應用效益（Flora et 

al, 2014; Kim, 2020），故功能性指標可謂

影響開發人員應用開放政府資料開發產品意

願的重要原因。價值性指標則為開發人員會

以產品附加的社會性或公益性能否滿足其個

人價值觀，判斷開放政府資料有無發揮該產

品價值，以及是否有助於實踐開發人員對於

貢獻己力的期待（Jetzek et al., 2012; Wang, 

2020），進而影響其未來應用開放政府資料

的意願。

至於形成開發人員經驗品質的三項指

標中，熟練性與專業性取決於開發人員本身

對資料處理及產品開發的熟悉與自覺程度

（Bandura, 2010; Zarour & Zein, 2019），即

開發人員會因為有過類似經驗或對自己的開

發技能有所自信，認為應用開放政府資料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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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產品並非難事，展現開發人員高度依賴個

人經驗及能力進行決策之特徵（李坤清、 

王厚升，2015；Adolph et al., 2011）；連結

性則與開發人員參與社群的程度相關，當開

發人員受到社群號召，如對於資料共享及應

用、開放資料倡議等討論有所共鳴，藉由加

入主題社群建立人脈，便可能取得更多資源

並累積相關經驗與技能（陳伯安，2019），

使社群連結的有無成為形塑開發人員經驗之

一環。

簡言之，開發人員會因為產品品質中的

不同指標，判斷開放政府資料能否符合其開

發需求，以及能否達到其預期效益；經驗品

質中各項指標，則讓開發人員得以積累更多

內在資本。當產品功能有所不足時，開發人

員能判斷問題癥結，憑藉自身能力或向政府

單位尋求支援，以提升產品品質，甚或促使

政府單位加強前端資料品質與服務品質，以

利未來應用開放政府資料開發產品的過程能

夠越趨順利。可見開發人員個人認知發展與

技能成熟度等內在狀態，對其應用開放政府

的經驗實有其影響。

三、 與產品使用者相關的因素對開放政府資

料應用情境來說影響相對較小

基於開放政府資料生態圈的觀點，資料

提供者、資料應用者、產品使用者三種角色

間彼此影響。具體來說，政府單位對開發

人員經驗的影響，源於開放政府資料的提

供及應用，社會大眾對開發人員經驗的影

響，則起於開放政府資料產品的供給與使

用，故後者將形成以大眾為導向、由產品

使用者評論所構成的回饋品質因素，其中

影響開發人員應用經驗者即為前述評論所

含有的實用性。

軟體開發行為中，產品使用者經驗的好

壞對開發人員而言，係為改善產品的關鍵原

因，可能直接影響開發人員調整產品走向以

符合大眾需求（Johanssen et al., 2019; Yang 

et al., 2019），然在本研究情境中，開發人

員多為滿足個人興趣或需求才於私人時間進

行開發，產品主要做為己用或以非營利目的

公開分享，因此對於產品使用者的回饋並不

全盤採納，而會視其內容的實用性多寡，決

定是否調整產品功能。因此，論及實用性指

標如何影響開發人員應用開放政府資料的經

驗，主要展現於開發人員會根據產品使用者

的建議內容調整產品功能，而非自始決定產

品走向。若為毫無建設性的謾罵或抱怨，多

數開發人員會予以忽略，且不因為收到負面

回饋而立刻認為產品品質不佳，而是根據個

人經驗或專業，針對回饋內容進行判斷並加

以解決問題，可謂同時受到經驗品質因素中

其他指標的影響。

四、 不同因素的互動關係

開發人員應用開放政府資料開發產品的

過程，可視為一種以解決問題為導向、完成

任務的必要行為，其中可能歷經需求分析、

功能規劃、產品開發及評估等不同階段，過

程中開發人員更會因為不同經驗彼此影響，

判斷未來是否仍取用開放政府資料進行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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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Arispe et al., 2020; Byström & Järvelin, 

1995）。因此，本研究基於開發人員視角，

進一步探討各經驗面向間互動關係，概念如

圖二所示：

圖二　開發人員經驗面向下各因素之 

互動關係

首先，以政府面向中的「資料品質」與

「服務品質」兩種影響因素而言，因為開發

人員在應用開放政府資料開發產品時，勢必

與身為資料提供者的政府單位互動，因此政

府單位提供的資料及服務對產品將有直接影

響，如資料不夠完整、提供服務的方式不夠

穩定等，使得個人面向中開發人員對「產品

品質」（功能與價值）產生正負面經驗；同

時，開發人員會在開發過程中憑藉其自身能

力、經驗或連結社群取得援助等彌補產品

不足，甚至進一步回饋機關，敦促其提供

更合用的資料或更適切的服務，因此「經

驗品質」不僅直接影響「產品品質」，對

於政府面向中的「資料品質」與「服務品

質」兩種因素的不同指標，也可視為具有

直接影響。

當開發人員將產品開放大眾使用後，

「產品品質」將直接影響產品使用者的產品

使用體驗，而當產品使用者將其回饋予開發

人員時，該「回饋品質」便會直接影響開發

人員重新判斷「產品品質」因素中的不同指

標，依回饋內容調整產品功能或重新檢視產

品效益，此即為「回饋品質」對於「產品品

質」有所直接影響之展現；此外，開發人員

亦可能基於產品使用者的回饋內容，向政府

單位提出改善資料與服務品質的建議，使得

大眾面向中的「回饋品質」形成對政府面向

中兩種因素的間接影響關係。如此透過理解

各經驗面向的互動關係，本研究得以從另一

種角度詮釋並深化相關發現，亦呼應開放政

府資料加值應用生態圈中，不同角色間緊密

的交互作用。

陸、 結論與建議

推動開放政府資料加值應用除了有助

於促進公部門改造其組織，完善開放政府與

資料治理的環境，也能透過民間個人與社

群參與應用過程而深化其資料價值，不僅對

社會有正面影響亦可提升國際能見度（Sui, 

2020）。雖說實際上在開放政府資料應用環

境中，政府單位與開發人員間的溝通管道質

量仍有所不足，但透過本研究各項發現，可

知開發人員應用開放政府資料、使其成為大

眾可直接使用的產品時，過程中資料應用者

（開發人員）及產品使用者（社會大眾）都

直接或間接與資料提供者（政府單位）有所

互動，因此開放政府資料加值應用行動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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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民間與公部門之間的溝通確實有所幫

助，唯有藉此行動累積更多參與，才有可能

真正逐步完善此類資料的應用環境、發展更

有效率的行政服務，展現開放政府資料的真

正價值。

本研究認為開發人員身為直接的開放

政府資料應用者，開發過程中的各種經歷與

感受，將實際影響個人或所處社群參與的意

願，故政府單位應更重視開發人員的各種經

驗。是故，本文所提各項研究發現將可做為

公部門改善開放政府資料應用環境的依據，

具體包括： 

一、 建立完善的資料管理制度並重視開發人

員需求

公部門應理解提供的資料品質實為開

放政府資料加值應用的根本，釋出資料前應

透過完善的檢核程序，盡可能確保資料內容

品質，以降低開發人員處理資料所需的時間

及人力成本，才能提升其應用開放政府資料

的意願；再者，公部門亦須建立可有效回應

開發人員對於開放政府資料需求的機制，如

持續維護各級政府開放資料網站上的聯絡資

訊，以確保溝通管道順暢、更新常見問答以

便開發人員自行搜尋，或徹底落實開放政

府聯絡人制度（https://po.pdis.nat.gov.tw/zh-

TW/po/）等，優化開發人員對於政府單位服

務品質之經驗；另一方面，若可從法制面健

全開放政府資料供給環境，將原本重視開放

的資料數量逐步移轉到品質，從組織文化、

人員素養等基礎進行調整，或藉由引入民間

資料應用者的參與，培育機關人力對於資料

處理的技能，才能從根本改善資料品質並提

升整體資料庋用的氛圍。

二、 提升資料與服務品質以強化開發人員應

用意願

產品品質與經驗品質均與開發人員自

身密切相關，若欲改善兩者經驗，首要應由

位於前端的政府單位提供可用性高且完整的

資料、有效率地回應開發人員需求等，藉由

提升資料品質與服務品質使產品功能得以發

揮，如此不僅可讓開發人員產生正向的產品

品質經驗，亦有助於產品使用者給予良好回

饋，使開發人員獲取產品的客觀正向評價，

對其經驗有所積極影響；此外，因開發人員

過程中可能從開源社群或其他資源共享管

道，獲取其他人應用開放政府資料的成果

（如程式原始碼、二次處理過的開放政府資

料等），政府單位應重視此類資料應用社群

對開發人員的重要性，以及社群成員將重整

後的開放政府資料供予他人使用的可能性，

主動舉辦產業創新說明會或積極參與民間自

發活動，才能挖掘潛藏其中的不同需求並做

出改善，真正發揮公部門領導角色的意義與

價值。

三、 於單位內推展開放政府資料加值應用生

態圈的認知與素養

相較於前述兩個經驗面向，大眾經驗面

向主要影響開發人員是否調整其產品功能。

以民生需求相關的資訊服務產品，如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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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動線查詢、防疫物資配置等而言，產品

使用者回饋對開發人員便十分重要，將具體

影響產品功能的增減。此經驗面向雖不直接

對資料提供者產生影響，但產品使用者回饋

將使開發人員提出對開放政府資料的不同需

求，以改善產品功能及回應大眾期待，因此

相關單位須理解其提供的資料與服務對象並

不僅止於開發人員，而是可藉該角色的創新

應用，將開放政府資料的價值推送至民眾手

中；換言之，提升資料及服務品質能實際造

福更多群眾，值得公部門投入更多資源並給

予更多重視。

綜論本文探討之議題，不僅分析影響開

發人員應用開放政府資料經驗的各項因素，

藉由不同階段的譯碼將其結構化，形成不同

指標及面向，同時援引開放政府資料加值應

用生態圈的觀點加以詮釋，充實相關理論基

礎；另一方面，本文以巨觀角度描繪資料提

供者、資料應用者及產品使用者三種角色的

互動關係，有助於公部門理解開放政府資料

加值應用過程中各角色的重要性，與彼此環

環相扣的影響。本研究以開發人員的重要性

為觀點，實務地探討其角色對推動開放政府

加值應用的必要性，也透過前述研究發現，

強調公部門必須持續經營與開發人員個人或

團體的良好互動關係，以落實開放政府資料

運動所提倡的透明、參與及協作等精神。

有鑒於本研究係聚焦資料應用者角色，

探討開發人員應用開放政府資料的經驗，未

來研究方向首先建議可改採資料或產品為導

向進行分析，包括：(1)以資料來源進行分

析，如交通類、氣象類、健康管理類等不同

產品所使用的開放政府資料種類或提供單位

等，會否對開發人員的經驗造成影響；(2)

以產品形式進行分析，其一如手機應用程

式、硬體、服務、專案等不同成果會否影響

開發人員的經驗，比方專案類型的開發因所

需時間較長，開發人員重視資料提供單位的

服務品質多於資料品質，而手機應用程式因

開發時間短，開發人員重視資料品質多於服

務品質等各種可能；其二，以Magalhaes與

Roseira（2020）所提的五種產品取向為分

析觀點，探討不同取向產品的開發人員在其

經驗上是否有顯著差異，如事實型產品開發

人員講究資料品質、資訊型產品開發人員注

重產品品質等。再者，後續亦可透過內容分

析法探討開放政府資料產品使用者回饋的具

體內容，進一步從產品使用者角度對開放政

府資料品質提出建議。最後，本文為質性研

究取向，以深度分析開發人員經驗為核心，

未來可取徑量化研究，透過問卷或其他檢測

方式，探討本研究發現的各項影響因素對開

發人員的重要性，以量化證據詮釋本研究發

現，豐富相關主題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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