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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資料整合讓市政決策更精準，北市府絕無販售個人
資料 

 

有關昨 (7) 日臺北市政府舉辦資料治理委員會成立記者會後，媒

體刊載「北市府大數據中心將販賣民眾個人資料」一事，北市府特此

澄清，北市府一向捍衛民眾個資，不管現在或未來，絕不可能販售民

眾的個人資料。 

北市府秘書長陳志銘表示，數據治理之目的是為了達成更精準的

市政決策，並非以販售個人資料為前提。他說，北市府成立「資料治

理委員會」就是希望能兼顧「數位便民」與「個資保護」，導入外部機

制來監督市政資料之運用，讓數據運用的開放納入把關機制。 

至於外界關切的使用者是否知情同意，北市府依循政府資訊公開

法及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範下，考量資料開放適切性，如市政資料開

放、已完成去識別化且已經無法辨識，就不存在這個問題。 

 



個資是每個人神聖不可侵犯的隱私，所以北市府今日以高標準來

保護個資，為此成立資料治理委員會來監督管理市政資料的運用，絕

對沒有所謂要賣掉人民個資的情事。 

陳志銘說，在資訊數位時代，經去識別化且無涉個資的市政資料，

可以用來促進有益於大多數市民的福祉與進步，例如透過防疫相關數

據統計，就能掌握疫情的發展狀態，協助疫情傳播的控制。 

至於數位經濟（Digital Economics）是全球發展趨勢之重要議題，

係有鑑於各國積極推動大數據公司（Data Company）以促進產業應用，

本府研議因應作為，在資料治理委員會指導下，考量成立數據加值應

用的沙盒實驗計畫，以強化產業競爭力，相關個資保護與資安防護都

將參考國際作法。 

陳志銘強調，市政資料該不該被開放或如何開放、如何去識別化、

去識別化到何種程度，都交由資料委員會的專家學者審議討論，例如

攸關房價的實價登錄資料雖然已經開放，但關鍵在於去識別化的程度，

這些都值得再進一步討論；北市府會以保護民眾隱私權與個人資料安

全的前提下推動資料加值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