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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創意提案競賽提案表 

提案類別 □創新獎 ■精進獎 □跨域合作獎 

提案年度 113年度 

提案名稱 資料治理新策略，智慧決策新服務 

提案單位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資訊室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吳冠承分析師 

參與提案人：鄭瑞成處長、朱宜寧副處長、萬柏洲科長、董展維

專員、陳婷妤主任、黃韻瑾管理師、吳國榮設計師 

提案範圍 
（四）有關各機關業務推動方法、作業流程及執行技術之改進革新

事項。 

（五）有關各機關組織、行政管理及資產活化利用改進革新事項。 

（八）其他對促進機關行政革新有所助益之創新作為。 

成 效 屬 性

(可複選) 

■全國首創、■導入精實手法、■e 化、■節省成本(時間、人

力、經費)、□取得專利、■其他：受到行政院主計總處重視，

獲邀於113年主計人員領導研究班第25期進行專案報告，與中央

及地方主計一級主計機構處長(主任)分享推動經驗，並刊登主計

月刊。 

提案緣起 

一、 一、提案動機 

因應施政需要，本處同仁每年須提供主計決策資訊達約

1,300餘件，又該等決策資訊之資料係分散在各系統中，致

同仁對於如何以人工方式跨系統蒐整分析資料常陷入苦思，

並須加班處理，加以近期市府對於淨零排放、高齡照護等新

興議題多有討論，相關主計資訊需求日益殷切，故如何運用

資訊科技，快速從龐大的主計資料中，整合出決策所需資

訊，使其發揮最大價值，係本處面臨之重要課題（佐證附件

詳 P.7第一點）。 

二、 二、創意來源 

面對前述主計決策資訊需求量大、所需資料係分散在不

同系統整合不易及新興科技驅動各項業務數位轉型等挑戰，

本處意識到有必要改變以往主計決策資料取得及資訊產製方

式，爰以「創造一個高效率、低成本及高價值的新決策資訊

處理模式」（圖1）為創意發想，說明如下： 

(一)須建立自動化資料整合匯流機制，並提供快速取得已處理

可直接應用的資料管道，以提高資料取得效率 

改變的第一步，就是思考如何提高處理決策資訊產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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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由於目前市政決策資訊提供時限僅3至5天處理時間，

倘伴隨時事議題更須即時產製，以往決策資訊產製的方式係

同仁至各資訊系統取出所需的資料，再整合為最終的決策資

訊，過程耗時費力，故自動化且快速取得經處理可直接運用

的資料，將有效提高處理效率。 

(二)須建構靈活且便利資料探索之智慧服務，以即時提供決策

資訊 

決策資訊產製方式必須靈活，方能因應各種新興市政議

題之討論及決策，故產製決策資訊的介面須友善，並具探索

分析功能，以便利同仁快速分析資料，即提供決策資訊。  

(三)須建置具彈性之資訊基礎環境，使其可隨時依需求快速建

置、延伸及擴增服務項目，並降低開發維護時間成本 

隨著人工智慧、大數據等新興科技正顛覆現有工作模

式，故在建置資訊基礎環境時，須時其具備彈性的特質，以

隨時因應外在決策需求，快速提供新的決策加值應用服務，

並大幅降低開發維護時間成本。 

圖1、本提案發想過程 

 

實施方法、

過程及投入

成本 

一、 實際方法 

(一)實際規劃內容（圖2及圖3） 

1.擘劃市府主計治理藍圖 

擘劃主計資料治理藍圖，運用資訊科技建立資料處理、

應用、治理、存取制度，逐步推動主計決策服務智慧化，展

現主計資料新價值。 

2.前瞻部署主計資料湖泊 

建置主計資料湖泊，依本府主計層級架構，部署制度化

及自動化整合匯流機制，以快速有序串接跨系統之主計資

料。 

3.智慧決策新服務 

(1)創建智慧決策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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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統一自動介接湖泊的資料流管道，快速取得所需

資料，並可依市府主計層級架構、彙總階層、貨幣單位、

自訂產製格式等功能選擇，快速取得主計資料，靈活彈性

即時產製決策資訊。 

(2)創建公務車輛概（預）智慧審查服務 

透過湖泊自動介接歲計會計系統（CBA）車輛資料，並

整合多樣審查規定，開發共通性公務車輛概（預）智慧審

查服務，可每日自動檢核車輛概算資料，並提供決策建

議，爾後僅須按年維護介接 CBA 系統公務車輛費用標準檔

即可。 

(3)創建視覺化智慧監控預算執行及可彈性擴充應用之資訊

服務環境 

運用本府大數據資源，自行建構雲端及地端之可彈性

擴充視覺化環境，建立安全連結主計資料湖泊介接管道，

可輕鬆建立視覺化服務，如：第一、二預備金、災害準備

金、預算執行及政策白皮書等視覺化決策資訊，以即時提

供施政參考。 

4.資料治理數位化及制度化 

運用科技將資料治理之相關管理機制數位化，如：建置

電子化傳簽流程，導入個資去識別化平臺及單一簽入機制，

升級資訊安全管理制度（ISMS），以確保資料安全及保護個

資。 
 

 

 

 

 

 

 

 

 

 

 

 

 

 

 

 
 

圖2、本市主計資料治理藍圖 

圖3、本提案建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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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附件詳 P.7至11之第二至七點） 

(二)創新之處 

1.前瞻部署數位基礎建設，驅動主計資料創新應用 

超前部署數位基礎建設，透過主計資料湖泊，將不同系

統代碼，自動整合轉換為共通性代碼；同仁可經資料流管

道，便捷取得資料後，進行數據分析或建置人工智慧服務

（如即時提供本府各機關《基金》加班費統計分析，以做為

決策參考），驅動主計資料創新應用。 

2.首創公務車輛概（預）算審查智慧化 

本府因首都直轄市任務繁重，公務車輛種類複雜，其相

關經費之概（預）審查工作繁重，經研析車輛資料特性及歸

納審查規定，首創建置公務車輛概（預）算智慧審查服務，

自行開發共通性自動審查程式，致每年僅須維護介接 CBA 車

輛費用標準檔，不須額外維護程式，即可確保服務永續有

效。另將車輛種類及汰換期程等視覺化，以供為本府淨零排

放政策參據。 

3.創建可彈性擴展之智慧決策產製及視覺化分析環境，可隨

十依需求建置擴展，即時提供洞見主計資訊。 

隨時因應決策需求，依議題部署新的智慧決策產製及視

覺化分析服務，即時洞見主計資訊，發揮監控預警綜效（如

第二預備金及第一預備金儀表板即時監控）。 

(三)過程遭遇之困難點 

1.資料治理之挑戰 

本提案之數位化建置過程，須考量資料來源、業務流

程、資訊技術、資通安全及管理機制等層面，需翻轉同仁舊

有的觀念及思維，並學習新技術，具有相當程度的挑戰性。 

2.資料格式整合困難 

在建置主計資料湖泊及整合多個資料來源過程中，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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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介面程式（API）不統一、資料格式不匹配及資料結構不

同(如 SQL SERVER、MYSQL)等問題。  

3.技術複雜性問題 

本提案所建置之各項創新服務，包括部署主計資料湖

泊、建置智慧決策資訊服務、公務車輛概（預）算智慧審查

服務、傳簽數位化等，需使用多種程式開發語言、技術架

構、平臺及系統工具、虛擬化資源、資料庫及網路等專業知

識，技術複雜度相當地高，資訊團隊需要有相應的技術能力

處理。 

4.組織文化轉變 

同仁運用主計資料湖泊及各項決策服務，需要更加開放

的資料分享及資料驅動決策觀念配合，長期不斷努力以帶動

組織文化的轉變。 

(二)突破解決之策略及要點 

1.規劃資料治理藍圖，協助建立有序的數位基礎建設。 

依治理藍圖釐清資料性質、業務流程、資安及管理等，

以選擇適當的數位化技術進行相關建置部署，實現高效率、

低成本及高價值新決策資訊處理模式。  

2.建立資料統一對應標準及自動化整合的資料流管道 

不同資料來源使用不同的資料格式和結構，因此，依市

府主計層級架構、歲會計業務之會計科目及用途別，制定統

一的對應資料標準表，並依標準表建立自動整合的資料流管

道，以確保一致性和可查詢性。 

3.善用共用資源，促進跨領域專業合作 

運用本府表單流程共用平臺、Power BI伺服器、個資去

識別化服務等共用資源開發資料治理各項服務，以有效控制

硬體、軟體及人力等成本，而上述之運用及服務，常須要跨

本處及資訊局相關人員合作，以共同解決所遭遇之問題。 

4.型塑新一代的主計數位文化 

與時俱進融入新興科技工具，使用 UI/UX 概念設計易於

使用的操作界面，透過持續的教育訓練，讓同仁了解相關操

作技巧，輕鬆應付業務需要。另，持續建立運用湖泊資料加

值應用創新案例，突破原有業務慣性框架，培養主計同仁具

創新思維和數位能力，以型塑新一代主計數位文化。 

三、辦理過程中各階段是否委外辦理及投入預算、人力等成本。 

本創意提案大部分採自行開發，投入自行開發人力5

人；另部分委外辦理約投入預算20萬元。 

四、專案執行期間：自111年9月起至112年8月止(共12個月)。 

實 際 執 行 一、內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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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 來 預
期）成效 

(一)透過主計資料湖泊快速有序整合串接多元資料 

建立主計資料自動化整合機制，俾將各主計系統資料匯

流至主計資料湖泊，現已整合預算查詢服務平臺等4大系

統，約400萬筆供加值運用。 

(二)建立智慧決策資訊服務，即時因應多元決策需求 

可依決策需求串接湖泊資料，並提供本府主計層級架

構、彙總層級、貨幣單位及自訂格式等 N種格式 x192種決策

資訊組合，致辦理每件主計決策資訊所需時間由4.5小時縮

短為1.5小時，效率提升67%。 

(三)透過公務車輛概(預)算智慧審查服務，大幅提升審查效率 

每日依50項規則自動檢核，致整體審查時間由20.62人

月縮短為僅需2分鐘，大幅提升審查效率。 

(四)視覺化智慧監控預算執行，即時掌握最新資訊 

運用湖泊資料，建構第一、二預備金、災害準備金等8

項儀表板，以視覺化方式呈現執行率等資訊，供各級長官即

時掌握關鍵資訊。 

(五)開發各主計系統權限申請電子化流程，加速傳簽效率 

自行開發各主計系統資料權限管控數位化傳簽9大流

程，致權限異動作業時間由平均每件4天縮短為1.5天，效率

提升63%。 

二、外部效益 

(一)受到行政院主計總處重視，並獲邀於「113年主計人員領導

研究班第25期」進行專案報告，與中央部會及地方政府一

級主計機構處長(主任)分享本處推動經驗，並刊登主計月

刊。 

(二)提供良好產製主計決策資訊之平臺，及時提供決策所需資

訊，協助市政推動，造福市民福址，影響深遠。 

（佐證附件詳 P.11至12之第八至十點）。 

美 學 融 入

(加分項目) 

■是：使用 UI/UX 概念，設計簡約、一致性及顏色色系區分顯示

表達不同預算類別之系統操作介面及動態圖形，並透過雛形

（UI）示範，獲取主計同仁操作體驗建議（UX）並據以修正，提

升主計同仁對系統使用感受。 

執行起迄日

期 

起：111年9月起開始專案開發 

迄：112年8月底完成開發，正式上線迄今 

相關附件 佐證附件 

聯絡窗口 
姓名：吳冠承分析師 

電話：02-27208889#2068 

Email：ta-a250030@gov.taipei 

mailto:ta-a250030@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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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附件】 
「前瞻部署主計資料湖泊，數據串接匯流好應用，智慧決策新服務」 

一、主計決策資訊需求統計（詳表1） 

表1：主計決策資訊需求統計表 

年度 
議會案件管

理系統件數 

第一預備金申

請件數 

第二預備金

申請件數 

災害準備金

申請件數 
總計 

108 387 505 47 52 1,378 

109 500 332 49 6 1,387 

110 405 371 62 178 1,421 

111 261 370 45 215 1,152 

112 496 445 35 42 1,514 

108-112年

度合計 
2,049 2,023 238 493 6,852 

 

二、主計資料湖泊成果畫面 

（一）主計資料湖泊可整合匯流多種資料庫類型（SQL Server、MySQL 及

MongoDB），詳圖1。 

圖1：主計資料湖泊的資料庫連線設定畫面 

 
（二）主計資料湖泊提供便捷彈性的資料流管道 

 可進行資料來源設定，中文別名設定，標籤資訊（metadata），俾利

同仁串接查詢產製主計決策資訊及智慧加值應用，詳圖2至7。 

圖2：統一資料流管道來源設定畫面 

 

圖3：資料流中文標籤設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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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按議題條件設定資料流管道—選擇欄位畫面 

 
圖5：按議題條件設定資料流管道—彙總欄位畫面 

 
圖6：按議題條件設定資料流管道—列表欄位篩選畫面 

 
圖7：便捷彈性資料流管道查詢畫面 

 
三、創建智慧決策資訊服務 

透過資料流管道快速取得資料，即時產製決策資訊，詳圖8至11。 

圖8：智慧決策資訊服務—列印範本檔設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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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智慧決策資訊服務—列印範本檔查詢、建立及下載等管理畫面 

 

圖10：智慧決策資訊服務—彈性多元產製

操作畫面 

 

 圖11：智慧決策資訊服務—

彈性多元產製報表畫面 

 

 

四、建立公務車輛概(預)智慧審查服務 

公務車輛概(預)算審查規定制定機關，包括行政院主計總處、本處、交

通部公路總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本府警察局等機關規定。包括使用牌照

稅、燃料使用費、車輛油料數量、車輛油料單價、車輛養護費、車輛保險費

及車輛檢驗費等，審查規則繁細，同仁人工審查相當不易，詳圖12至13。 

圖12：公務車輛概(預)智慧審查服務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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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公務車輛審查結果畫面 

 
五、預算智慧監控視覺化服務及可彈性擴充應用服務環境（詳圖14及15） 

圖14：預算智慧監控視覺化—第一預備金畫面 

 
圖15：預算智慧監控視覺化—第二預備金畫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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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自行開發跨機關系統資料管控流程電子化（詳圖16） 

  圖16：CBA 系統帳號權限申請電子化 

 
 

七、導入本府個資去識別化平臺及單一簽入機制（詳圖17） 

圖17：導入本府個資去識別化平臺及單一簽入機制 

 
八、建立智慧決策資訊服務，即時因應多元決策需求 

  可依決策需求串接湖泊資料，並提供本府主計層級架構、彙總層

級、貨幣單位及自訂產製格式等 N 種格式 x192種決策資訊組合，致辦理

每件主計決策資訊所須時間由4.5小時，現已縮短為1.5小時，效率提升

67%，詳表2。 

表2：產製每個決策資訊作業時間比較表 

項次 作業項目 
建置前 

作業時間 

建置後 

作業時間 

1 
按議題至各主計系統相關資料

或檔案，取得資料。 
30分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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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整合、串接、清理資料，取得

資料來源（介接資料流管道） 
90分 5分 

3 分析資料 60分 60分 

4 
設計主計決策資訊報表格式，

彙整產製主計決策資訊 
90分 15分 

產製每個決策資訊作業時間小計 
270分 

（4.5小時） 

90分 

（1.5小時） 

產製每個決策資訊作業時間節省比例 
約67% 

（【270-90】/270 ） 

 

九、研發公務車輛概(預)智慧審查服務，大幅提升審查效率 

以113年度概算為例，本府共8,711部公務車輛，每部車輛須檢核50條

規則，每日每部車輛自動排程執行審查3次，因此，每日每次可自動審查

435,550次車輛規則（8,711部*50個規則=435,550次審查車輛規則）。以每

部車輛審查規則計50個，每個規則人工審查時間為0.5至1分鐘，全府車輛

每次人工審查的作業時間為20.62人月（50個規則*以0.5分計*8,711輛

=217,775分=3,630小時=20.62人月。而使用本項智慧審查服務後，全府每

次自動審查執行作業時間為2分鐘以內，詳圖18。 

圖18：自動審查作業時間2分鐘內證明 

 
 

十、開發各主計系統權限申請電子化流程，加速傳簽效率 

自行開發各主計系統之跨機關權限管控數位化傳簽9大流程，致權限

異動作業由平均每件4天縮短為1.5天，效率提升63%，詳圖19。  

圖19：電子化後節省傳簽作業時間畫面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