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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活起來 教育有未來——「政府行政資料應用研究分享」系

列演講開鑼了 

 

劉錦添教授以經濟學概念解釋變項間之因果關係（謝秉弘攝） 

【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 劉秀曦】 

  因應大數據分析和證據本位決策的發展趨勢，如何運用政府行政資料來分析與解

讀資料，在國內已經成為一門顯學。以衛福部全民健保資料庫為例，在累積 25 年的

資料後，其加值運用效果不但受到全球矚目，更成為臺灣發展雲端技術、醫療 AI，以

及促進生技產業升級之最大優勢。 

  但反觀教育領域，多年來由教育部委外建置的資料庫雖多，惜因未能有效整合，

且開放程度有限，造成研究人員常有「空有智慧寶庫卻苦無入庫鑰匙」之嘆。有鑑於

此，本院教育制度與政策研究中心獲得教育部的支持，於今年初啟動「國家教育研究

資料庫」計畫，未來將積極取得不同來源之教育數據資料，全力進行資料庫串接和相

關研究，為臺灣教育長期發展做出更多貢獻。 

  為了同步提升院內同仁對於政府行政資料加值應用的認識，教政中心自 3 月起規

劃辦理連續六場「政府行政資料應用研究分享」的系列演講，邀請國內不同領域知名

學者分享其應用政府行政資料的研究經驗。第一場演講已於 3 月 6 日上午由臺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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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系劉錦添教授假鐸聲館一樓會議室拉開序幕。 

  劉教授曾於 2018 年榮獲我國學術界最高殊榮——第 22 屆教育部國家講座。曾有

人形容劉教授的頭腦就像一部搜尋引擎，臺灣政府部門和民間機構手中藏有哪些數據？

透過何種管道可取得這些資料？這些數據進行分析後可說出什麼故事？可以回答什

麼社會問題？都是劉教授擅長之處。劉教授研究範圍橫跨教育、貿易、健保、所得、

勞動力等領域，透過大數據發現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讓原本冷冰冰的數字也開始有

了吸引人靠近的溫度。 

  此次演講也為本院同仁帶來下列啟示：一、打破教育研究傳統思維：教育研究者

普遍存在先有研究構想再去蒐集資料的直覺式思考模式，但事實上，若未能取得攸關

資料則研究計畫也將窒礙難行；二、長期蒐集與累積資料的重要性：與我國個資法的

規定不同，美國個人資料之保存期限依法可達 70 年，此種規定讓美國政府可以進行

較長期與跨世代的趨勢研究；三、政府資料開放的預期外效益：北歐國家政府行政資

料開放程度非常高，此種作法讓國外許多優秀學者得以進行北歐政策比較研究，無形

中提升了北歐國家政府的決策品質。 

  總之，數據資料已是 21 世紀最寶貴的資源，如何挖掘和運用這些數據資料，並

轉換為可供政府決策的依據，也是本院非常重要的任務之一。歡迎持續參與本中心所

舉辦的系列演講，透過不同學者的演講內容定能有助於激發同仁們的研究構想和累積

研究能量。第二場即將於 4 月 7 日舉辦，講者為政治大學財政學系連賢明教授；第三

場則安排於 5 月 19 日舉辦，講者為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王麗雲教授，其他各場次

時間與講者名單等資訊，請密切注意本院網站之活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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