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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促使亞洲各經濟體推動開放資料，活化經濟發展，並藉由跨經濟體合作，

促進區域繁榮，2015 年起由臺灣、日本、南韓及泰國共同推動成立亞洲開放資料

合作夥伴(Asia Open Data Partnership, AODP)國際組織，由臺灣出任 AODP 首任

主席，另由台北市電腦公會擔任常設秘書處。AODP 現有 14 個經濟體 28 個夥伴，

成員包括臺灣、日本、泰國、韓國、印度、馬來西亞、菲律賓、柬埔寨、越南、

緬甸等國之推動開放資料與資料經濟相關政府單位、產業組織、指標社群等，各

會員國透過每年輪流辦理高峰論壇以促進交流。 

本年度由日本擔任 AODP主席國，並由日本數據社會促進協議會(Data Society 

Alliance, DSA)主辦，與日本東京大學、國際資料空間協會(International Data 

Space Association, IDSA)共同合作，於 10/8(二)至 10/11(五)，以一周為單位

假日本東京大學舉辦資料經濟相關會議，包含 IEEE P3800資料交易小組會議、AODP

年會（閉門會議、聯合年會）、國際資料社會開放論壇(IOFDS)等。本次除了出席

AODP 年會關注國際資料經濟之發展與亞洲區域資料需求外，亦透過參與相關國際

會議協助產業掌握國際資料空間趨勢，參訪相關單位幫助產業擴大跨國合作商機。 

本次 AODP 主席亦安排參訪活動，拜訪推動資料經濟相關業者或行政法人如

Vpon 威朋大數據公司、獨立行政法人情報處理推進機構(IPA)等進行交流，不僅可

作為後續本署資料經濟產業政策制定參考，亦開啟全球資料產業交流的大門。 

 



 

 iii 

目 錄 

壹、 行程目的 .................................................... 1 

貳、 行程總表 .................................................... 2 

參、 團員名單 .................................................... 3 

肆、 會議內容 .................................................... 4 

一、 參與 AODP 年會：IEEE P3800資料交易小組會議 ............... 4 

二、 參與 AODP 年會：AODP閉門會議 ............................. 7 

三、 參與 AODP 年會：AODP x IDSA聯合年會 ..................... 13 

四、 AODP 年會：國際資料社會開放論壇 ......................... 19 

五、 參訪：Vpon 威朋大數據集團（日本辦公室） ................. 23 

六、 參訪：日本獨立行政法人情報處理推進機構(IPA) ............. 27 

伍、 心得與建議 ................................................. 31 

陸、 檢附相關資料 ............................................... 35 

一、 AODP x IDSA 聯合年會日本宣傳資料 ........................ 35 

二、 10月 8 日 AODP年會（閉門會議）簡報摘錄 .................. 35 

三、 10月 9 日 AODP x IDSA聯合年會簡報摘錄 ................... 40 

 



 

 iv 

圖目錄 

圖 1、IEEE P3800 資料交易小組會議出席人員交流合影 ............ 6 

圖 2、AODP年會閉門會議全體出席人員交流合影 .................. 12 

圖 3、臺日資料空間合作意想書簽署儀式合影 .................... 18 

圖 4、AODP x IDSA 聯合年會全體講師合影 ...................... 18 

圖 5、日本代表說明 Ouranos生態系統發展現況 .................. 22 

圖 6、數位產業署與國際資料空間協會執行長合影 ................ 22 

圖 7、與 Vpon 威朋大數據集團東京辦公室交流合影 ............... 25 

圖 8、Vpon威朋大數據集團進行資料管理平臺(DMP)說明 ........... 26 

圖 9、參訪日本獨立行政法人情報處理推進機構(IPA)交流合影 ..... 30 

 

 



 1 

壹、 行程目的 

本年度亞洲開放資料合作夥伴(AODP)由日本擔任主席國，並由日本數據社會

促進協議會(Data Society Alliance, DSA)主辦，攜手日本東京大學、國際資料

空間協會(International Data Space Association, IDSA)共同合作，於 10/8(二)

至 10/11(五)，以一周為單位假日本東京大學舉辦資料經濟相關會議。本次本署除

了出席 AODP年會關注國際資料經濟之發展與亞洲區域資料需求外，亦透過參與相

關國際會議協助產業掌握資料空間國際趨勢，同時也參訪相關單位幫助產業擴大

跨國合作商機。 

本次參與年會交流、參訪期能達到三大目的： 

一、 連結國際人脈與加強區域合作：透過參與 AODP年會，與各國夥伴進行

深度交流，凝聚現有合作基礎，並共同關注如資料跨境流通、資料空

間等重要議題，進一步深化區域合作夥伴關係。此外，藉由與國際組

織代表、學研界專家及產業領袖互動，建立長期穩定的交流模式，為

未來產業合作奠定基石。 

二、 協助產業國際曝光與爭取在地商機：透過推薦我國優秀業者於年會分

享成功案例，讓國際夥伴了解我國業者在資料應用與技術創新方面的

能量，進一步提升業者的國際能見度。同時也協助業者快速對接國際

市場需求，爭取更多商業合作機會，帶動我國資料服務的產業效益。 

三、 鏈結國際資料組織並掌握最新趨勢：與國際資料空間協會(IDSA)共同

舉辦聯合年會，提升國際知名度與全球影響力的重要契機。不僅能深

入了解國際資料空間標準化及相關技術規範的最新進展，並協助我國

業者提前布局未來市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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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行程總表 

日期 時間 重點行程 

10月 7 日

(一) 

07:00-09:00 出發（中華航空 CI 220，桃園-東京羽田機場） 

14:00-16:30 事前工作討論會議 

10月 8 日

(二) 

10:00-12:00 AODP 年會：IEEE P3800 資料交易小組會議 

14:00-18:00 AODP 年會：AODP閉門會議 

10月 9 日

(三) 
10:00-18:30 AODP 年會：AODP x IDSA 聯合年會 

10月 10日

(四) 

10:00-17:00 AODP 年會：國際資料社會開放論壇 

17:00-18:30 參訪：Vpon威朋大數據集團(日本辦公室) 

10月 11日

(五) 

09:00-10:30 參訪：獨立行政法人情報處理推進機構(IPA) 

11:00-14:30 出發（中華航空 CI 221，東京羽田-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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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團員名單 

一、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 

單位 姓名 職稱 

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平臺經濟組 施偉仁 副組長 

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平臺經濟組 葉家真 專員 

 

二、隨隊成員 

單位 姓名 職稱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林宜樺 總監 

黃嘉玟 專案經理 

林宜柔 計畫專案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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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會議內容 

一、 參與 AODP 年會：IEEE P3800資料交易小組會議 

1. 會議日期：2024年 10月 8日(二)上午 10:00-12:00 

2. 會議地點：日本東京大學本鄉校區(The Daiwa Ubiquitous 

Computing Research Building) 

3. 主辦單位：日本東京大學、日本數據社會推進協議會(DSA)、IEEE 

P3800 資料交易工作小組 

4. 背景說明： 

(1) IEEE-SA（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標準協會，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Standards 

Association）是全球知名的標準制定組織，隸屬於非營利

性科技學術組織 IEEE（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擁有全球超

過 175 個國家、36萬多名會員。 

(2) P3800是 IEEE-SA 之中一個專案工作小組，致力於制定資料

交易系統的國際標準。其目標是透過制定資料交易系統標

準，加強資料交換、交易與互通性，促進資料的可信賴性、

安全性與合規性。 

5. 會議要點： 

(1) IEEE P3800 DTS-WG（資料交易系統工作小組）成員分享推

動資料交易領域的標準化，目標涵蓋五大方向，分別是資

料交易平台的標準化、隱私保護及安全性、資料交易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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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資料的定價及評估標準、自動化交易系統。 

(2) 工作小組成員針對 IEEE P3800 分享標準的制定過程與核心

特點，涵蓋五個關鍵技術特點，包含統一架構、參考模型、

術語定義、互通性、安全性等。 

(3) 隨著科技不斷進化，資料標準制定也必須與時俱進，IEEE 

P3800分享資料標準的重要考量，例如傳統的資料交換方式

已難以滿足現代化需求，因此亟需制定統一的標準來支持

跨領域、跨平台的資料交易。 

(4) 工作小組成員也分享透過不斷討論能有效加強利益相關者

之間的協力合作，順利推動國際標準化，並為全球資料經

濟的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6. 會議結論： 

(1) 本次會議彰顯了 IEEE P3800 DTS-WG 在推動資料交易標準

化過程中的關鍵角色，凝聚來自業界、學術界及政策制定

者的專家共同參與討論，為標準的制定提供了多元視角與

專業建議，確保 IEEE P3800 標準具備廣泛適用性與前瞻性。 

(2) IEEE P3800 的推動不僅涉及技術層面的創新，更是一個連

結國際資源的重要平台。透過與多方利益相關者的合作，

該標準正致力於推進全球資料交易生態系統的規範化與效

率提升。後續將密切關注 IEEE P3800的後續發展，以協助

我國資料經濟在國際趨勢中保持同步，並為我國資料經濟

產業創造更多參與全球資料市場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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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照片花絮： 

圖 1、IEEE P3800 資料交易小組會議出席人員交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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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與 AODP年會：AODP閉門會議 

1. 會議日期：2024年 10月 8日(二)下午 14:00-18:00 

2. 會議地點：日本東京大學本鄉校區(The Daiwa Ubiquitous 

Computing Research Building) 

3. 主辦單位：日本東京大學、日本數據社會推進協議會(DSA)、AODP

秘書處 

4. 出席人員：以實體及線上並行方式辦理，共有來自亞洲、歐洲

及美洲等全球貴賓超過 80人與會（邀請制）。 

5. 背景說明： 

(1) 本年度由日本數據社會推進協議會(DSA)Noboru Koshizuka

（越塚登）理事長擔任 AODP 主席，並邀請來自國際資料空

間 協 會 (International Data Spaces Association, 

IDSA)、國際資料空間開放論壇(The International Open 

Forum on Data Society, IOFDS forum)等全球專家共同與

會觀摩。閉門會議主要由 AODP夥伴們分享各國年度亮點活

動、資料政策及資料應用案例等。 

(2) AODP 組織成員迄今共計 14個經濟體 28個夥伴，考量 AODP

夥伴組成涵蓋開放資料政策研究為主的公法人組織、關注

公眾議題的民間社群組織，以及商業經營為主的產業協會

和企業等。運用各國夥伴能力和專長，AODP 夥伴共識分為

三個小組來運作，包含：資料空間小組(Data Space 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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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應用小組(Data Application WG)、產業合作小組

(Industry Collaboration WG)，建立緊密社群產業雙軌合

作關係，並豐富多邊合作之深度與廣度。 

6. 會議要點： 

(1) 新增三大夥伴，拓展合作版圖：今年 AODP新增 3 個夥伴，

包括核桃運算、日本數據社會推進協議會(DSA)、GHVH Pte. 

Ltd.，組織規模達到 14 個經濟體、28 個夥伴，包含 12 個

民間單位、2個行政法人、3個政府單位、11個商業會員等。

新成員分別來自臺灣、日本與新加坡，展現 AODP 在連結國

際資源、促進跨境合作方面的重要進展。 

(2) 三大工作小組報告 

A. 資料空間小組：本年度核心議題聚焦於資料空間(Data 

Space)應用模式，包括歐洲 GAIA-X、IDSA、Catena-X、

日本 DATA-EX、Ouranos等基礎建設，強化國際資料共

享的信任機制。 

B. 產業交流小組：本年度協助業者第一手掌握跨國資料

服務需求，加速資料商業合作機會。 

(A) 本年度由 AODP、Open Data 聯盟及日本 DSA 共同

舉辦「解鎖！亞洲資料流通新商機」論壇，我國

業者以資料流通潛在挑戰與機會、當前企業內資

料流通應用經驗等深入探討，例如 Gogolook 強調

在英國，有 41%犯罪與詐欺有關，所有案件中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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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被起訴，顯見詐騙猖獗。其他國家因為統計

問題，還沒有精準數據來佐證。透過加入全球防

詐聯盟(GASA)，攜手跨區域合作夥伴協力合作，

期盼透過資源共享共同防範詐騙問題。 

(B) 本年度 Open Data 聯盟召集日本 DSA 共同舉辦亞

洲資料共享工作坊，印度城市資料交換(IUDX)執

行長 Inder Gopal 強調開源技術在促進健康、交

通、環境、物流及農業領域的應用中扮演關鍵角

色。 

C. 資料應用小組：本年度推廣開放資料知識，提升政府

施政效能，滿足民眾需求。以緬甸湄公河流域開放發

展研究院(EWMI-ODI)為例，分享如何運用開放資料改

善環境監測，並推動透明化與公民參與。 

(3) 打造可信賴的全球資料共享標準：國際資料空間協會(IDSA)

執行長 Lars Nagel 博士深入解析 IDSA 在全球資料經濟中

的關鍵角色，並建立資料空間的基礎架構，確保資料擁有

者在共享過程中維持對資料的控制權，並促進跨行業與跨

國界的資料流通。 

(4) 韓國政府開放資料在人工智慧時代的應用：韓國情報化振

興院(NIA)強調開放資料在推動 AI 技術中扮演關鍵角色，

並探討資料應用所面臨的挑戰。AI 的發展高度依賴大量高

質量的資料，而政府開放資料正是支撐這些應用的重要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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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韓國政府藉由開放資料政策促進治理透明度、創新和

社會經濟發展，並制定專屬法律，鼓勵資料共享與利用。 

(5) 柬埔寨推動開放資料的實踐：柬埔寨政府於 2022 年 1 月發

布該政策，旨在透過數位轉型提升公民生活品質與公共服

務的信任度。此政策由郵電部負責技術政策的起草，經濟

財務部、規劃部及其他部會共同參與合作，以促進政府資

料的開放與共享，並規劃建設國家級資料系統。 

(6) 越南推動資料共享與數位轉型的挑戰與進展：2023 年是越

南國家數位轉型年，越南總理強調數位轉型的核心在於建

立、開發、鏈結、共享及有效運用國家及專業資料庫。為

此，越南正積極規劃相關法令，致力於加強資料治理與利

用。目前，越南已提供或計畫提供多項政府資料，包括商

業登記、土地、財政、保險及人口統計等領域的資訊。政

府資料的共享形式分為兩種，一種為完全開放資料（免費

取得），另一種有限資料共享（需經審核批准後取得）。 

(7) 菲律賓推動透明治理與數位參與：自 2016年菲律賓頒布資

訊自由行政命令以來，所有公民擁有依法獲取政府資訊的

權利，包括官方紀錄、公共檔案，以及與政策制定相關的

研究資料。為促進透明治理，菲律賓政府推出了 eFOI 

Portal 平台，其主要功能包括：請求資料（簡化資料獲取

流程）、線上追蹤機制（提升資訊獲取的透明度與便利性）、

參與部門廣泛（已有 592個政府機構加入）、明確處理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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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7 個工作天內回覆）、技術支援保障（採雲端技術確

保系統安全與穩定）、提升施政透明度（加強公共參與度與

政府問責性）。 

7. 會議結論： 

(1) 各國夥伴一致同意將聚焦於資料領域的跨國交流，涵蓋兩

大主要議題，分別為產業發展與社會公益：產業發展方面，

圍繞跨境資料流通與資料流通架構等議題，目標是促進區

域間的協作與創新；社會公益方面，包括數位人權、數位

淨零雙轉型等議題，旨在促進公平與可持續發展。明年將

持續透過會議、論壇、工作坊等形式，深化亞洲區域交流

合作。 

(2) 各國夥伴考量到資料空間對未來資料領域發展的重要性，

所有會員國一致同意，明年度由日本繼續擔任第 11屆 AODP

年會主席。日本將奠基與國際資料相關組織（如 IDSA、

IOFDS）的合作基礎，深入探索資料空間、資料治理及資料

素養等領域的趨勢與產業合作機會，凝聚亞洲區域的發展

共識，推動區域及全球資料合作的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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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照片花絮： 

圖 2、AODP年會閉門會議全體出席人員交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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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與 AODP年會：AODP x IDSA聯合年會 

1. 會議日期：2024年 10月 9日(三)上午 10:00-下午 18:30 

2. 會議地點：日本東京大學本鄉校區(The FUKUTAKE Learning 

Theater) 

3. 主辦單位：日本東京大學、日本數據社會推進協議會(DSA)、國

際資料空間協會(IDSA)、AODP 秘書處 

4. 出席人員：以實體及線上直播雙軌併行方式辦理，共有來自亞

洲、歐洲及美洲等全球貴賓超過 200人與會。 

5. 背景說明： 

(1) 本年度日本作為 AODP年會的主席國，促成與多個重要國際

機構和企業的合作，並牽線連結日本的 DSA、NTT、FUJITSU、

日本 Google、日本 PwC，以及歐洲的 IDSA 等，共同舉辦此

次年會。本次不僅擴大亞洲與歐洲在資料領域的跨區域交

流，也深入探討雙方在資料共享及應用中的機會與挑戰。

此外，也聚焦於國際趨勢與現況，加速各國間在資料治理、

技術創新與資料應用發展等議題深度討論。 

(2) 國際資料空間協會(IDSA)是全球資料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

力量，其核心目標是推動資料共享的標準化，以提升資料

流通效率，並促進全球數位經濟的蓬勃發展。IDSA 的會員

涵蓋了全球資料領域的頂尖企業、社群組織及研究機構，

包括 Google、微軟、NTT、FUJITSU、東京大學等。自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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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IDSA 與日本東京大學及日本 DSA 等機構展開合作，

並在東京大學設立專屬實驗室，進一步強化資料治理與資

料共享與應用發展。 

(3) 日本數據社會推進協議會(DSA)積極參與國際合作，與全球

多個國家的資料治理機構建立聯繫，並分享資料流通的成

功案例。為了進一步推動資料流通與資料交易，DSA 與多個

國際機構簽署合作協議，包括國際資料空間協會(IDSA)、

歐洲數據基礎設施計畫(Gaia-X)以及 FIWARE基金會。 

6. 會議要點： 

(1) 資料空間被視為未來資料經濟發展的關鍵路徑：資料空間

的建設需要強大的信任基礎，這也是 IDSA與其他機構如日

本數據社會推進協議會 (DSA)、日本數位信任協議會

(JDTF)、歐洲 Gaia-X等合作的核心所在。目前，全球已有

超過 150個資料空間依照 IDSA原則運作，涵蓋製造業、能

源、健康照護等多個領域，促進跨領域資料流通。IDSA 正

推動的國際資料空間測試平台，包括與東京大學的測試平

台(Testbed)，模擬實際應用場景，加速技術落地。 

(2) 日本持續投入資料空間發展：日本政府將 DSA 及其旗下的

DATA-EX平台視為資料流通生態系統的核心基礎建設，並在

內閣府綜合科學技術創新會議、總務省、經濟產業省及國

土交通省等多個政府機構的推動下，積極推動跨部門資料

整合。DATA-EX平台秉持去中心化和非集中式儲存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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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了多層次的協作模式，允許政府、企業和學術界的成

員根據不同層級貢獻和使用資料。這一模式不僅保護資料

主權，還增強參與者間的互信。 

(3) 提出跨領域資料整合平台：軟銀集團正從傳統的電信服務

提供商轉型為下一代數位基礎設施的領導者，並預見未來

的社會基礎設施將不再以集中式和中心化管理為主，而是

朝向自主、分散和協作的模式發展。為了應對這一變化，

軟銀提出了跨領域資料整合平台(xIPF，cross Integrated 

Platform)的概念。該平台旨在整合不同領域的資料，支援

跨產業協作，並且適應未來數位基礎架構的轉型需求。 

(4) 積極參與全球資料空間：NTT DATA 積極參與全球資料空間

的發展，並投入多個重要專案，展現其在推動資料空間和

跨領域協作方面的深厚實力。該公司參與的專案包括歐洲

共同資料空間、歐洲 IDSA 測試平台、德國汽車產業

Catena-X 、 日 本 移 動 資 料 空 間 (Japan Mobility 

Dataspace)、日本 Ouranos 生態系統等。這些專案不僅強

化 NTT DATA在全球資料空間基礎建設中的角色，還為其跨

國協作提供寶貴經驗，促進資料共享與技術創新。 

(5) 跨產業合作與技術基礎建設：FUJITSU致力於推動資料空間

的發展，並將其作為解決社會議題的關鍵工具。其目標是

透過跨產業合作，將資料空間應用於四大垂直領域（永續

製造、消費者體驗、健康生活和可信賴社會）以及三大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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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基礎領域（運算、網路、AI與資料安全）。為實現資料空

間的互通性，Fujitsu 強調必須從三個關鍵方面著手：首

先，驗證企業是否符合特定資料空間需求；其次，制定相

關的法規和原則；最後，建立信任架構，確保資料交易的

安全性。如果這些方面採用不同的機制，對跨境及跨領域

的資料流通帶來挑戰，進而影響資料共享的效率和安全性。 

(6) 資料創造新價值新商機：PwC在資料交換領域，關注三大方

向包括資料變現(Data Monetization)、智慧城市發展、資

料交換基礎建設。根據 PwC的調查結果，超過 60%的日本企

業已經開始或正在研究如何運用內部資料。以住友化學為

例，PwC 協助其建立 Biondo 平台，將公司內部的化學分析

技術和成分資料進行商業化，並建立了一個包含 200 種成

分分析和 350 種材料檢索的資料庫。然而，與日本企業的

相對保守態度相比，亞洲其他國家對企業資料協作和運用

的興趣更高，如泰國(48.4%)、印度(58.1%)。 

(7) 資料交換強調資料的雙向流通：印度在推動資料交換方

面，提出與資料空間略有不同的概念。資料交換強調資料

的雙向流通，涉及資料提供者與資料消費者之間的互動。

資料消費者包括應用開發者、使用者、以及用於訓練 AI和

機器學習模型的人士，這些使用者可以來自政府、新創企

業或其他領域。 

(8) 資 料 空 間 即 服 務 (Dataspaces-as-a-Service) ： 德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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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ystems 積極投入資料空間的開發，與全球各大汽車公

司、政府機構、智慧製造和健康照護領域的企業展開合作，

透過跨國、跨產業的資料共享與協作，推動 Gaia-X、

Health-X等專案。 

(9) 打造車輛產業開放、協作的資料生態系：Catena-X 是由德

國政府聯邦經濟事務和能源部與德國汽車工業協會(VDA)

共同發起的資料共享平台，旨在提升汽車產業供應鏈的透

明度、可持續性與資料互操作性，讓供應商、製造商及其

他產業夥伴能夠在保障資料主權的前提下，安全共享資料。 

7. 會議結論： 

(1) 深化臺日資料空間合作，推動全球市場拓展：在數位發展

部數位產業署副組長施偉仁的見證下，我國 Open Data 聯

盟與日本數據社會推進協議會(DSA)簽署合作意向書，展現

臺日兩國在資料空間領域的共同願景。本署將透過相關計

畫與 Open Data 聯盟產業組織，以公私協力結合在半導體

供應鏈與智慧製造的產業優勢，引導業者發起更多資料空

間應用案例，並吸引各國合作夥伴共同參與。 

(2) 積極參與國際組織，汲取資料治理經驗：本署將持續積極

地參與亞洲開放資料合作夥伴(AODP)等國際組織活動，並

以此為平台深入了解其他國家在資料流通與應用上的具體

策略。我國也可舉辦國際研討會或論壇，邀請全球資料相

關國際組織成員，分享技術、應用與政策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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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照片花絮： 

 

圖 3、臺日資料空間合作意想書簽署儀式合影 

圖 4、AODP x IDSA 聯合年會全體講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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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AODP 年會：國際資料社會開放論壇 

1. 會議日期：2024年 10月 10日(四)上午 10:00-下午 17:00 

2. 會議地點：日本東京大學彌生校區(Yayoi Hall Annex) 

3. 主辦單位：日本東京大學、日本數據社會推進協議會(DSA)、國

際資料空間協會(IDSA) 

4. 出席人員：採取邀請制，不對外開放，AODP夥伴皆可參加。 

5. 背景說明： 

(1) 國際資料社會開放論壇(The International Open Forum on 

Data Society, IOFDS Forum)是全球性的專業平台，由國

際資料空間協會(IDSA)、日本數據社會推進協議會(DSA)、

多所學術及研究機構（如日本東京大學、印度 Anna 大學），

以及多家全球資料領域的重要產業組織與企業（如歐洲

GAIA-X協會、德國 Catena-X、法國 DAWEX、德國 T-Systems、

日本 FUJITSU 等）共同舉辦。該論壇旨在促進各國在資料

基礎建設方面的交流與合作，透過研討會、工作坊、專題

演講和論壇等形式，推動資料創新應用，擴大在經濟與社

會層面的影響力。 

(2) 此論壇不僅重視資料在技術的發展，也強調資料政策、法

律及倫理等多方面的考量，確保資料的安全、隱私及公正

使用。隨著全球資料量激增和數位轉型的加速，國際資料

社會開放論壇提供了一個重要的交流平台，讓參與者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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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探索最佳實踐和成功案例，促進資料流通和應用。 

6. 會議要點： 

(1) 日本數據社會推進協議會(DSA)代表分享日本 Ouranos生態

系統發展現況，Ouranos生態系統是日本重要的資料共享倡

議，由日本經濟產業省(METI)主導，與獨立行政法人情報

處理推進機構(IPA)、數位架構設計中心(DADC)以及新能源

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NEDO)等多個單位合作，推動跨業/

跨國資料互通，實現 Society 5.0 願景。 

(2) 國際資料空間協會(IDSA)代表分享歐洲 DAWEX 資料交換平

台，該平台為企業提供資料共享解決方案，整合法規合規

性與高效資料運用等功能，開發資料生態系統工具。該平

台也支援多種資料交換模式，包括產業資料交換(Industry 

Data Exchange)、企業資料中心(Corporate Data Hub)以

及資料市場(Data Marketplace)，以滿足廣泛且多元的商

業需求。 

(3) 歐洲 Gaia-X協會代表分享跨境資料流通，Gaia-X 的核心使

命是打造一個去中心化且可信賴的全球資料生態系統，促

進資料空間中的安全相互合作。其技術架構支援多種資料

交換模式（如一對一、少數對少數、多對多），以應對資料

共享需求的快速成長。 

7. 會議結論： 

(1) 跨業與跨國資料協作需以具體應用場景為導向：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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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anos 生態系統與歐洲 DAWEX 平台均將資料流通聚焦於

解決具體社會與產業挑戰，例如減碳、勞動力短缺及供應

鏈效率提升。本署將透過相關計畫從特定產業來切入，例

如半導體供應鏈、智慧城市物流或減碳能源管理等，並結

合資料共享的具體需求，透過不同場景的應用，可以提升

產業參與意願，也能提高資料流通的價值。 

(2) 建立資料流通相關技術架構以確保資料主權：日本 Ouranos

生態系統運用數位雙生技術與供應鏈資料基礎建設發展資

料共享標準化與工具化，降低跨產業協作的技術門檻。本

署將透過相關計畫協助制定資料共享標準與合規架構參考

指引，包括資料使用的範疇、流通標準及隱私保障。並結

合技術支援，例如開放資料平台與資料交換工具，確保不

同產業及跨境合作的技術與法規兼容性。 

(3) 透過國際合作提升我國資料流通的競爭力：本署將積極持

續參與亞洲開放資料合作夥伴(AODP)國際組織，深入鏈結

重要市場，如亞洲資料共享倡議（如日本 JDEX或韓國數位

轉型計畫），以共同制定資料標準並促進跨境合作。本署亦

可將透過相關計畫參與國際標準組織或推動亞太區域內的

資料共享示範之可能性，提升我國資料流通的國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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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照片花絮： 

圖 5、日本代表說明 Ouranos生態系統發展現況 

圖 6、數位產業署與國際資料空間協會執行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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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參訪：Vpon 威朋大數據集團（日本辦公室） 

1. 會議日期：2024年 10月 10日(四)下午 17:00-18:30 

2. 會議地點：Vpon威朋大數據集團東京辦公室 

3. 日方出席人員： 

Nobuyuki Kinouchi產品行銷副總裁暨總經理、 

劉又瑜臺灣總經理 

4. 背景說明： 

(1) Vpon 威朋大數據專注於亞洲市場的大數據公司，總部設於

臺灣，在東京、大阪、沖繩、臺灣、香港、中國、泰國和

新加坡等地區設有辦公室。作為亞洲領先的資料技術服務

提供商，Vpon 在廣告科技、資料分析和資料應用方面有豐

富經驗和技術實力。  

(2) Vpon 威朋大數據日本辦公室設立於東京，負責推動在日本

市場的業務發展，並協助日本企業進行資料驅動的行銷決

策、跨境廣告投放及大數據應用，為企業提供針對性的市

場洞察及行銷策略。 

5. 談話要點： 

(1) 資料管理與跨境行銷解決方案：Vpon 威朋大數據在日本的

業務涵蓋資料管理平台(DMP)及跨境資料行銷解決方案，每

月覆蓋 900 萬人次，充分利用龐大的資料資源，為政府與

企業提供精準的資料分析與行銷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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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動大阪旅遊行銷：Vpon協助大阪觀光局利用多元資料（如

位置、社交媒體及消費資料），透過大阪資料管理平台

(Osaka DMP)提供精確的目標受眾分析，設計特定行銷活

動，成功吸引國際遊客並推動地方經濟發展。 

(3) 以資料視覺化優化行銷策略：透過數位轉型解決方案，Vpon

協助日本政府推廣日本文化出口（如 J-POP、動漫、遊戲），

並制定資料驅動的行銷策略，有效拓展亞洲及全球市場，

提升日本品牌的國際影響；此外，針對曾經造訪沖繩的遊

客進行精準廣告投放，並運用創新的廣告驗證技術，確保

內容觸及高價值潛在客群，大幅提升行銷活動效益。 

(4) 資料驅動的核心能力與跨領域應用：Vpon 的資料技術為旅

遊、零售等高度依賴消費者行為模式的領域帶來顯著效

益，結合第一方與第三方資料，提供涵蓋旅遊行程、消費

習慣與地理位置的綜合分析，進而以精準的目標客戶輪廓

為基礎，制定高度客製化的行銷策略。 

6. 會議結論： 

(1) Vpon 透過資料管理平台(DMP)，結合第一方與第三方資料資

源，為客戶提供精準的消費洞察與行銷解決方案，並成功

應用於旅遊、零售等多個產業，我國資料服務業者可借鏡

此模式，與其合作並建構多元資料整合平台，推動跨領域

資料應用。本署亦將透過其他相關計畫提供技術引薦或相

關補助輔導資源，提升資料經濟產業效益及市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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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pon 協助大阪觀光局利用資料技術分析旅客行為，制定特

定行銷活動，不僅成功吸引國際遊客，還推動了地方經濟

發展。本署將透過相關計畫引導產業建構資料共享機制，

運用跨部門資料資源，讓地方政府可參考此案例，結合旅

遊及消費資料，針對國際與國內遊客設計不同行銷策略。 

(3) Vpon 運用資料視覺化技術，成功協助日本地方政府優化行

銷策略，並加入「Cool Japan」文化出口計畫，提升日本

品牌的國際影響力。本署將可借鑑其經驗，鼓勵公私部門

合作，協助文化產業、觀光業及科技業制定更具策略性的

資料視覺化工具，促進資料服務業者輸出國際市場機會。 

7. 照片花絮： 

8. 照

片

花

絮 

9.  

10.  

11.  

12. ： 

圖 7、與 Vpon威朋大數據集團東京辦公室交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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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Vpon 威朋大數據集團進行資料管理平台(DMP)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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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參訪：日本獨立行政法人情報處理推進機構(IPA) 

1. 會議日期：2024年 10月 11日(五)上午 09:00-10:30 

2. 會議地點：日本獨立行政法人情報處理推進機構(IPA)辦公室 

3. 日方出席人員： 

Mirai Odagiri 日本 AI安全研究院事務局次長、 

Masaru Dobashi 日本 NTT DATA 科技創新總部資深專員 

4. 背景說明： 

(1) 日本獨立行政法人情報處理推進機構

(Information-technology Promotion Agency, IPA)是隸

屬於經濟產業省下的一個獨立行政法人，成立於 2004年，

核心任務為協助日本的 IT國家戰略推動。IPA在推動日本

的開放資料政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藉由標準化、人才培

育、促進透明度與國際合作，協助政府及企業運用開放資

料來促進社會及經濟發展。 

(2) IPA大約擁有 300名員工，負責推動先進技術的研發和應

用，培養高素質的 IT專業人員，並為企業和公共部門提供

支援，幫助其應對數位轉型過程中的挑戰。 

5. 談話要點： 

(1) 為推動企業提升資料治理能力，日本獨立行政法人情報處

理推進機構(IPA)於今年分別在 5月和 9月發布兩本關鍵性

資料治理指南，《經營者的資料經營讀本》和《以資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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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的指揮塔-資料長讀本》，這些手冊旨在幫助企業高層

管理者與資料長(CDO)理解資料管理的重要性，並引導其在

企業經營中的應用，全面強化資料治理體系。 

(2) 《經營者的資料經營讀本》：主要為企業管理層提供資料

管理的基礎概念與實務操作指引，內容涵蓋資料價值創造

與文化建立、資料治理架構與管理、經典應用案例、資料

工具與技術的選擇，以及應對資料相關挑戰的解決方案，

協助管理層理解資料對企業經營的戰略價值，促進企業文

化向數據驅動型轉型，提升資料資源的利用效益。 

(3) 《以資料為核心的指揮塔-資料長讀本》：主要強調資料長

(CDO)的關鍵角色與職責，幫助其制定與落實企業資料治理

策略，其主要內容涵蓋資料管理框架設計、資料分析與業

務應用、資料文化推動與組織變革、潛在挑戰分析及應對

策略，協助企業資料長建立全面資料管理體系，優化資料

在決策、創新與效能提升中的應用，促進企業內部資料治

理。 

(4) 這兩本手冊皆係以實際案例與工具為基礎，提供管理者與

資料長量身定制的操作指引，旨在促進企業內部形成資料

驅動的文化與治理體系。IPA期望藉此引導更多企業充分挖

掘資料資源的價值，提升市場競爭力與創新能力，進一步

推動資料經濟的發展。 

6. 會議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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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統性資料治理推廣策略：日本 IPA透過手冊提供特定指

引，分別滿足企業管理層與資料長的需求，以基礎概念與

實務操作為切入點，協助企業建構資料治理生態系，推動

資料驅動文化的形成。我國可參考日本的做法，針對不同

層級的企業需求制定相應的資料治理工具，如針對高階主

管的策略指引以及針對實務操作的技術指南，降低跨部門

資料流通的摩擦，提升資料應用效益。 

(2) 聚焦資料長角色的推動與培育：IPA強調資料長(CDO)在資

料治理中的核心角色，並透過專屬手冊闡述其職責與應用

策略，幫助企業針對資料治理建立完整的框架與執行機

制。我國可借鏡推動建立資料長制度，並支持企業設立專

職資料長負責資料治理與應用，並提供相關的輔導培訓與

資源，提升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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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照片花絮： 

圖 9、參訪日本獨立行政法人情報處理推進機構(IPA)交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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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心得與建議 

一、 綜整本次行程，包括參與 AODP年會相關會議以及企業拜會交流行程等，

綜整以下結論： 

1. 政府面：積極參與國際合作，推動臺灣成為亞洲資料領域的領導者 

過去，由於國際政治環境的限制，臺灣在全球資料經濟領域的合作和

參與受到諸多挑戰，然而隨著亞洲資料開放夥伴(AODP)的深耕與經

營，臺灣逐步在國際資料經濟版圖中嶄露頭角，以及本年度 AODP 年

會的成功舉辦，成功吸引 GAIA-X、Catena-X 等全球資料經濟指標性

組織的參與，充分展現亞洲資料領域的重要性與國際影響力。本署也

將透過相關計畫持續參與國際組織會議，深化與國際資料經濟組織的

合作。 

2. 產業面：以信任為基石，打造資料流通和跨境應用能力 

在本次 AODP 年會中，來自各國的資料領域代表分享多項全球資料空

間的實際案例與經驗，包括 IDSA 的 IDS 資料空間機制、GAIA-X 的信

任錨，以及 Catena-X 在汽車供應鏈資料管理中的成功案例。而這些

案例也顯示出，資料信任和互操作性是推動資料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核

心基石，建議我國產業在面對國際資料流通趨勢時，應重點關注以下

幾個方向： 

(1) 建立信任基礎與標準化架構：資料跨境流通必須以信任為基礎，

我國產業應積極採用國際認可的資料標準，例如資料隱私與安全

規範，並參與國際資料標準的制定，確保資料治理符合全球規範。 

(2) 促進資料應用創新與跨境合作：我國產業可借鏡 Catena-X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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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應鏈管理、智慧製造等領域導入資料流通技術，促進產業升

級與應用創新，同時並透過與國際資料平台合作，來提升資料的

跨境資料流通包容性，以加速海外市場拓展。 

(3) 面對新興技術的資料需求：生成式 AI與數位雙生(Digital Twin)

等新興技術的快速發展，將大幅提升各領域對於資料的需求，我

國企業應積極布局資料驅動商業模式，建立對未來技術發展的資

料應用能力，搶占先機。 

二、 政策建議 

政府在推動資料流通與經濟發展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應透過政策支

持與資源整合，為臺灣打造資料經濟中的競爭優勢。 

1. 政府的推動角色與策略建議 

(1) 持續推動區域資料合作：臺灣應積極整合亞洲區域內各國的資料

經濟資源與優勢，特別是日本、韓國與東南亞國家，共同推動資

料應用、政策制定與技術創新。本署將透過資料經濟價值躍升計

畫持續支持亞洲開放資料合作夥伴(AODP)平台，促進亞洲資料議

題交流與合作。 

(2) 強化國際連結與技術交流：臺灣政府應加強與 IDSA、GAIA-X等歐

洲資料空間領導組織的合作，推動技術標準對接與資源整合，確

保資料技術與全球標準同步。本署將持續以亞洲資料開放夥伴

(AODP)作為連結全球資料經濟生態系的橋樑，參與資料流通相關

國際會議，不僅可提升臺灣在全球資料經濟的能見度與影響力，

並促進跨區域合作夥伴關係更加穩固。 

(3) 強化國際標準的認知與應用：本署將透過亞洲資料開放夥伴(AO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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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相關國際交流活動，幫助企業深入了解並採用全球資料治理

的關鍵標準與規範，包括資料隱私保護(如 GDPR)、跨境資料流通

協議、資料安全架構等，這些標準不僅是參與國際合作的基礎，

更是提升企業信譽與客戶信任的關鍵。 

(4) 促進應用創新與國際市場拓展：透過資料治理技術的升級與創

新，企業將能夠更高效地運用資料資源，提升營運效能與市場競

爭力，例如金融業可應用資料分析技術提升風險控管能力，製造

業則能利用資料改善供應鏈管理；此外，本署將鼓勵企業在跨境

合作中，積極參與國際資料流通相關活動，拓展全球市場，進一

步鞏固臺灣企業在國際資料經濟中的地位。 

2. 產業的機遇與建議 

(1) 建立資料信任與標準化生態系：臺灣產業應借鏡國際經驗，推動

資料信任基礎的建立，例如採用資料安全與隱私的全球標準，並

引進信任錨等概念，特別是在高科技、製造業等領域，強化資料

的跨企業與跨國界的可用性，以支援供應鏈管理、精準行銷等應

用需求。 

(2) 聚焦資料驅動創新與應用：產業應加速導入新興技術，結合資料

流通，推動應用創新，例如汽車業可參考 Catena-X的模式，建立

本地化資料空間支持供應鏈管理，而製造業則可利用數位雙生技

術，透過資料模擬提升生產效率與產品開發能力。 

(3) 促進產業資料人才培育：隨著資料需求的提升，產業對資料科學

家、資料治理專家的需求也將快速增長，建議產業界與學研單位

合作，加強資料相關技能的培訓，並鼓勵更多人才參與資料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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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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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檢附相關資料 

一、 AODP x IDSA 聯合年會日本宣傳資料 

二、 10月 8 日 AODP 年會（閉門會議）簡報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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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月 9 日 AODP x IDSA 聯合年會簡報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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