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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不 會 比 業 界 更 了 解 市 場， 政 府 能 做 的 是 建 立 一 個 平 台，
讓 企 業 與 個 人 可 以 有 效 � 地 運 作。 因 應「 新 常 態（New 

Normal）」，政府更重要的是持續強化數位基礎建設，來帶動
產業的數位轉型。

臺北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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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就是轉機 
轉型，學習與疫情共存
在大流行初期，人們想的是：
疫情什麼時候才會過去，生活何時可以恢復常態？

一年過去，病毒蔓延的態勢不減反增；面對不知終點在何方的疫
情，人們的態度必須從對抗轉為調適，學習如何與疫情共存，在
威脅潛伏的環境中維持健康與日常生活。

縱然疫情真的過去，世界在過去一年裡出現的許多改變再也回不去了，全球化、零庫存的模式被推
翻，與此同時，主權國家勢力抬頭，政府或企業開始加強風險管控，人們的社交模式也出現變化；
全球無可置疑地已經步入一種與過去生活截然不同的「新常態（New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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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防疫新生活」，在公眾場合戴口罩、勤洗手，減少需要接觸的現金支付、排隊群
聚……，是每個人身為防疫安全網一份子應有的新認知。

隨著消費者生活型態的轉變，企業也必須跟上腳步，避免被甩落淘汰在新需求之後，更進
一步掌握轉型的新商機。

如何與病毒和平共存、找出後疫情時代的新常態，把握機會超前部署，推動產業創新轉型
並尋找經濟發展的新契機，成為政府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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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HO 網站。截至 20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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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醫療、線上學習、遠距辦公、零接觸服務……，疫情的挑戰讓各國為數位轉型按
下了快轉鍵，原本要耗費數年的轉型進程在短短數個月內快速發生，凸顯人類應對危
機、快速調適的爆發力。

No Crisis
Should
Go to

Waste.
每個危機，
都是讓我們
變得更好的

轉機。

W
inston C

hurchill

轉機

DHL 全球連結程度指數報告顯示，2020 年國際資訊流量暴漲，彌補了受到疫情限縮的人流、物
流，維持全球化連結。
國際研究機構顧能（Gartner）傑出研究副總裁羅賽爾瓊斯（Andy Rowsell-Jones）指出，全
球數位轉型浪潮已走進「大規模數位化」成熟期，領先者將在兩年內拉開差距；三年後，勝者
為王。
國際數據資訊（IDC）預測，2021 年全球 50% 大型企業業務重心都是創造數位加值；2022 年
全球 GDP 中 65% 將由數位化驅動；到 2023 年，全球 75% 的組織將擁有全面的數位轉型（DX）
實施藍圖。
過去，財富 500 強公司平均需要 20 年才能達到 10 億美元的估值；當今的獨角獸企業只要 4 年
就能達成。
不只創造產值，數位轉型還可為社會帶來改善環境永續、創造就業機會並為我們的生活帶來更
安全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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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世界經濟論壇網站

The pace of change is accelerating through the 'combinatorial' effect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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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別舊常態 
迎接未來「新常態」生活

0 1 - 2

「新常態」來自「減少接觸」的防疫需求而生。「防疫新生活」讓我們盡量不接觸彼此；少一次碰
觸的機會，彼此的安全就多一點保障，「無接觸互動」的型態已默默成為我們的生活日常。

「無接觸」的需求讓人們盡量待在家裡、減少非必要的外出，因而衍生出遠距工作、線上教育、通
訊醫療等各種用數位途徑來取代出門需求的「宅經濟」；出門的時候，也有更多人選擇用不接觸貨
幣的方式來付款。種種生活方式的改變牽動消費市場，企業也勢必得因應消費模式的改變而展開
「數位作為」。

對社交距�的需求�生各種零接觸服務，例如：利用行動支付�
�實體貨幣使用�、��及擴增實境（AR/VR）平台的各種運用
等，不僅減少病毒接觸風險，更提高了效�。
《經濟學人》指出，全球無現金交易的比重，已躍升�原先預計
還要再 2 ～ 5 年才能看到的水準。
金管會�計，臺灣的電子支付用�數在 2020 年 1 ～ 9 月間比前
一年同期大增 78%，�破一千�人次。

全球已有不少企業在迫於疫情不得不打破「辦公�」�架後，意
外發現了遠距辦公的好處，例如節省辦公�固定成本、人力招聘
更多元、員工滿意度提高等。
���全球 CEO 調�指出，超過一半企業 CEO 認為遠距工作、
企業營運��化、加速上線等趨勢不會因為疫情過後就�止。有
15% 的主管表示，到 2022 年會�許 10% 的員工每�有 2 �以上
遠距工作，人們將走向結合了遠距和現場工作的�合式未來。
因應工作型態的改變，人事管理的��也從過去的時間管理，逐
�轉向績效管理。

無現金支付01
行動支付
虛擬及擴增實境
（AR/VR）

遠距工作02
企業會議
線上研討會
產品發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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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育03
各國施行的封鎖加速線上學習的進展，並證明只要有適當的設備
和支援，遠距學習也可以大規模進行。
到學校與同學共處的教育模式不會被完全取代，校園內的智慧化
提升學習成效和學生科技素養，現在更增添了一層防疫意義。

學校教學
企業培訓
通訊醫療
法律諮詢

��� 2020 年 5 月分��指出，消費和企業數位應用在� 8 �內
向前�進了 5 年的進度，連義大利阿�都發現線上購物的樂�。
� 疫 情 少 出 門， 外 � 平 台 等 新 商 業 模 式 爆 發 性 成 長。 � 據 

Foodpanda �公司 Delivery Hero 財報，��市場� 2 �平台
�單數量成長 44%。
娛樂型態翻新，�門電玩《要���》在 2020 年 4 月與美國嘻
��手史考� (Travis Scott) 合作，以��主題打造��演唱會，
被��家�為這非比尋常的一年中之年度最佳現場�樂會。
運動休閒進入家�，在家使用運動相關 APP、�看線上健身教學
影�的比例�升，透過��、視訊等線上途徑與�友互動成為常
態。

娛樂購物04
網紅直播
電商直播
社交媒體
即時分享
親友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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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GDP Growth Rat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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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上半場，
臺灣表現亮眼，卻可能錯失轉型契機
臺灣在抗疫上半場有成，守�眼前的經濟成長，卻也可能因此錯失數位轉型契機。2020 年實質
GDP 成長�，全球經濟�� 4.4%、臺灣成長 2.98%。2020 年 1 月� 11 月出口成長�，臺灣正成
長 4.2%、中國大� 2.1%，其�主要國家出口均為負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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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數位戰  全球 產業拚轉型

消費者行為的改變和險�的經濟局勢，讓全球企業不得不加速數位轉型的腳步，尤其是過去主要依
賴實體管�進行的零�服務、醫療和��業，商業模式均大幅轉變。

零售服務業：
在零接觸與宅經濟趨勢下，消費行為快速從線下轉到了線上，零�服務業直接受到衝擊。��
�最新報告指出，未來零�業的每單位面積銷�與毛利將大幅減少，如果零�業仍只專�於現
在做的事、使用的線下通路而不走向數位轉型，到 2024 年所能帶來的成長只有 1%，因為未來
在零�的成長動能將大部分來自於數位。

健康醫療產業：
2020 年全球在疫情�迫之下，大量採用通訊醫療，相關服務與應用快速成長，美國 2020 年使
用通訊醫療服務人數接�前一年度的 2 �，預計到 2023 年成長為 2019 年的 3 �以上。�國
國家醫療保健服務（NHS）則在一周內就經歷了 10 年�變。

旅遊業：
2021 年將是國內��的�景年，��大國都將推行國內度假，補足國際��的�口。美國業
者 將 希 � 押 在 � 威 �； 新 加 坡 提 供 人 民 新 幣 100 元（ � 75 美 元 ）， � � 當 地 景 點 人 潮； 連
Airbnb 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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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服務業：
���最新報告指出，未來零�業的成長動能將大部分來自於線上；對於零�業而言，數位
轉型是迫切的生存議題。北市府大力協助企業轉型，發展零接觸經營模式、提升�境電商的
競爭力，與業者�手�擋疫情衝擊。

健康醫療產業：
臺灣就醫便利，然而受到疫情影響改變就醫行為，2020 年醫療�所就�量下滑，不少�所
收入�減到需要政府紓困，��有�性病�者因為疫情因素不敢到醫�而延後就醫。遠距智
慧醫療勢在必行，不僅能為長遠的醫療品質做好準備，也有機會結合臺灣的資通訊產業優勢，
發產出可�出國際的遠距醫療解決方案。

國內旅遊：
美國線上��網站 Agoda 資料顯示，����業復甦速度快於�方國家，而��復甦最好
的地方，就是臺灣；Agoda �據搜尋結果公布疫情後最想去��的��地點，臺灣也�上
�首。然而未來當國門一開，全世界���入臺灣，如何提升��體驗，關�著未來的重�
和推�。同時，面對國內疫情的隨時變化，產業也應提前思考「最壞狀況」的可能，為未來
做好轉型準備。

臺灣轉型決勝點：數位人才揚長補短 ：
數位轉型的成功關鍵在於人才。�據瑞士��管理學�（IMD）發表的 2020 ��各國數位
競爭力排�，臺灣數位程度���� 4，超�中、日；然而在關鍵指�之一的數位專業知識（人
才、教育訓練）項目卻僅排� 18，顯示臺灣技術強、人才訓練卻��。

建立隨時為「最壞狀況」做好準備的韌性
臺灣 產業 現在就該開始轉型

相對於全球許多國家因面臨封城等危機而積�展開數位轉型，臺灣反而因防疫相對成功而沒
有跟上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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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下半場，
借鏡全球數位轉型對策

0 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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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 � 國 政 府 公 布 了「 � 國 新 政 」(Korean New 

Deal)。
首爾市將�入 1.1 �億�元（� 10 億美元），著重於培育大數
據、網�和人工智慧，加速首爾�大高附加價值的創新產業聚
落發展。

首爾：「數位新政」（New Deal）
創建新常態下的數位生活型態與新應用內涵

因應疫情，新加坡在原有的「SMEs Go Digital（中小企業數
位轉型）」政策和「Start Digital（數位�程）計畫」外，輔
以應對疫情的「Stay Health go Digital」政策，協助零��
�業者數位轉型。
新 加 坡 招 � 一 千 位「 數 位 大 使 」， 在 2021 年 協 助 傳 � 市 場
18,000 家�商完成採用電子支付。

新加坡：數位轉型，助中小企業度過疫情

東京：從「安全、多樣、智慧」三大面向打造都民優
先的新城市

日本聚�「智慧能源、環境保護、交通物流、��、都市環境、
國際金�、城市多樣、�術�化」8 大領域。
東�都政府提供超過 2,096 個開�資料�，供民眾使用並解
決問題。

2020 年 4 月上�發布《上�市促進在線新經濟發展行動方案
（2020-2022 年）》，以遠距辦公等 12 個領域為發展重點。
以新型基礎設施支�行動，上�加快建設 5G �領的智慧型網
路基礎設施，支�產業�發展。 

上海：促進線上經濟、創建面向未來的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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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轉型新生態 ─ 
後疫產業兩好三壞

0 1 - 5

2
好5G、AI、AR/VR、區��、資安科技、�技術、遠距平台、大

數據及自動化技術等創新科技，帶動遠距科技服務及線上經濟的
加速發展，更縮短�國間的交易距�。
網路電商、外�物流、線上娛樂、預��車及行動超商等服務持
續發展，都被認為是未來�來�普�的新興商業模式。
疫情帶來的零接觸需求，讓過去抗�改變的領域也快速轉型。�
據研究，通訊醫療、學習、工作、外�等�大遠距產業，產值五
年內成長 80%，許多過去被認為不可能的事都將變得可能。

零接觸、宅經濟

為了避免疫情持續蔓延，各種安全防護更顯重要，��人流進出的消毒防護、電子化
人流識別管理等項目，�保工作環境、各種�會場合的人身安全。
對個人健康的關��升，未來會更需要專業人員協助��身體�況，希�一旦發現可
能問題即能�就�找到合適的場所進行�療。已有新創團隊推出相關新產品服務，例
如研發 VR 頭戴式�置，讓醫生能�遠程關�病人，並使用 VR 進行����等。
健保署�布 2021 年是遠距醫療健保給付元年，開� 50 個鄉�區的眼科、皮�科、
���科的通訊醫療給付，並將�估�家�療、長照服務納入通訊醫療，可�解決醫
療人力不足、因應防疫減少到�等需求，提升民眾健康醫療照護品質與便利性。

健康醫療與安全防護

零接觸趨勢帶動的宅經濟，以及為因應防疫而衍生的通訊�療與
因疫情而重要性�顯的安全防護，在後疫情時代都將快速�起。
政府應扮演適切角色，協助產業與民眾共同面對疫情帶來的影響
與改變，創造新的機會與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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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壞

當情境從對抗疫情轉變成不得不與病毒共存，部分過去主要發生
在實體場域的商業模式面臨再也回不去的市場改變，這些產業不
可能只靠政府的持續紓困，而是現在就得開始思考轉型議題，以
面對後疫情時代的挑戰。

臺北市政府透過打造數位基礎建設為未來做好準備；更重要的是
透過「轉型」幫助產業建立起在新常態中服務消費者的新模式。

疫情海嘯「重災區」產業

批發零售
商圈夜市
百貨餐飲

觀光旅宿
交通運輸
會議展覽

藝       文
體育競賽
教       育
休閒娛樂

實 體
銷 售

體 驗
消 費

群 聚
活 動

圖 / �桐� 1717



重新想像：
新常態中的政府使命

0 1 - 6

數位轉型大勢，已進入大爆發的成熟期，當環境�變、典�轉移，無論是市場領先者或追隨者，都
有不同風險與代價。研究機構 IDC 預言，明年全球 50% 大型企業的業務重心，都是創造數位加值
產品、服務與體驗。

數位轉型看似容易，卻是一個困難的學習曲線過程，且必須付出相當的成本。如果企業只會生產數
位產品或服務，事實上，�數位轉型成功的距�還��遠。同時，真正的數位轉型必須��翻轉與
調整內部�化、策略思考、組織人力與關鍵績效指�（KPI），從企業中每一個人的思維能力和整
體流程開始轉型。
在企業追求轉型的陣痛期裡，北市府透過提供試驗場域，為企業提供最小成本、最快試驗、加速落
地的創新環境；�一方面，從產業輔�、數位人才培育等提供資源，讓企業轉型之路走得更順暢。

數位科技已從技術掛帥，進入�求服務的應用成熟期，科技和技術只是工具，轉型並不是最終目�，
數位轉型真正的核心在「人」，以市民為顧�，北市府�力協助市民調適工作與生活，以應對疫情
中的健康與生活需求；以企業為顧�，市府推動企業轉型、幫助企業跟上消費者的腳步，以應對新
經濟中的企業競爭和城市經濟需求。
北市府除打造數位基礎建設，並規劃以作為整體經濟體�中「最大的採購者」之一角色，��企業
成為市政的�與者，提出市政相關的解決方案，以購買服務的方式推動數位轉型；北市府將帶領臺
北市重新出發，打造以市民為中心的新服務模式。

數位轉型 勢不可擋

從顧客導向到市民導向

產業輔導與培育
產業轉型輔� / 數位人才培育

公共服務數位化
數位基礎建設 / 購買服務

市 民 企 業市 府

調適工作與生活 滿足市民需求
扶�產業進化

跟上消費者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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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相�於其他城市擁有先進的 ICT 產業和科技人才，但非科技業的一�產業數位轉型進度則�
為落後，且����、使用大數據的資源及數位化經驗與能力；在大環境方面，民間�現連續�資
潮，但全球景�及消費信心仍��，有待政府強化�資信心。

臺北市產業數位轉型 SWOT 分析

W
EA

K
N

ESS
TH

REA
TS

STRENGTHS OPPORTUNITIES

・先進 ICT 產業和科技人才
・手機等智慧設施使用普及S 非科技業的一�產業數

位轉型進度�落後
中小企業����、使
用大數據的資源及數位化經驗與能力

・

・

・全球景�及消費信心
    仍��T O

・疫情提升轉型意願
・民間�現連續�資潮

臺北市產業數位轉型對策

加強產業對接。
提升數位基礎建設與零接觸便民服務。
產業轉型輔�，尤其著重宅經濟及零接觸服務，以及疫情重�區產業。
加強數位人才培育，並透過臺北市數位服務平台，開�大數據資源。
研議發行「數位基礎建設公債 」。
落實科技防疫，維持內需經濟與日常工作產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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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產業數位轉型願景與策略

數位科技帶領全球產業進入全新的賽局，此次疫情是臺灣產業再次轉型的契機，臺北市政府��產
業一起，以「重開機」的決心尋求「��超車」，掌握後疫情時代競爭優勢，學習與疫情共存，重
構經濟與生活新模式。

身處後疫情時代，我們必須直接從現狀過�到新常態（New Normal），重新思考自身定位，無論
是何種產業，每家公司都可以變成「數位產業」、「科技公司」，政府與民間必須�手思�後疫情
時代的生活與產業樣�，提出戰略性改變。

臺北市是�滿各種無限可能的實驗場域，臺北市政府打造以市民為中心（citizen-centric）的智慧
城市，除了持續的市民服務革新外，採取「由內而外，由公而私」的策略，透過打造數位基礎建設，
來推動數位轉型，並與民間企業�部門合作，創造貼�市民需求的創新服務及提升市政服務效�。

展�未來，臺北將�續以開�的態度、穩健的腳步，以市民為中心，�向創新�理的智慧臺北。

願景＿
以市民為中心  邁向創新治理的智慧臺北

策略＿

動態轉型：
數位轉型�非始於大規模改變，而是一連串不間�的「�革命」聚積經驗與競爭力，用小而快
速的專案，��市民生活與產業經營逐步走向數位化，同時動態調整，��帶來正向成效。

韌性調適：
面對�滿變化與挑戰的未來，臺北市政府最重要的使命是打造一�具有�性的智慧城市，培養
具有數位素養與能力的市民和產業人才，除了持續優化市政的數位化服務，將協助產業研發、
開拓數位商機及提供數位新服務。

軟硬兼施：
後疫情時代的數位轉型需要看得見的硬體設施與建設，更需要加速布建從政府到個人的��服
務軟體平台，借助公有場�的電子化人流識別管理、大數據平台、通訊醫療等數位科技，維護
市民的日常與健康的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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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產業數位轉型
行動方案
疫情風暴席捲全球，在「過去生活的世界已經回不去」的新常態中，數位化的程度決定了未來企業
的生存與競爭力，此時此刻不論是公部門或私人企業都深刻體會到數位轉型的迫切性。同時，除了
政府的防疫與轉型作為，也必須借助企業重新設計的新興商業模式，才能讓市民在面對新常態的轉
變時，仍能保有疫情發生前的生活品質。

臺北市政府�視全球城市的發展趨勢及臺灣的狀況，提出臺北市後疫情時代產業數位轉型政策白皮
書，�定「以市民為中心 �向創新�理的智慧臺北」的總體願景，並以「動態轉型、�性調適、
軟硬兼施」三大策略，建構 1 基礎、2 ��、2 發展的政策主軸，優先擇定了 15 項行動方案作為產
業數位轉型的強心�。

面對新經濟型態，臺北市政府在後疫情時代將透過加速數位轉型的戰略性改變，提升臺北的城市競
爭力，重�產業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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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 策略 主軸 行動方案 計畫內容 1 年內 3 年內

15 項行動方案，臺北市準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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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
兼
�

�
性
�
�

動
�
轉
型

1
基
礎

2
�
�

2
發
展

 1. 台北通 ・ 整合卡證服務與公共服務介接

2. 5G 建設 / 大數據 
    中心

開�北市 5G 試驗場域
建立大數據中心
政府資料開�（Open Data）

・
・
・

3. Taipei Free �點 
    �點��

提供安全的數位服務環境
公有場域 Taipei Free �點�
點��

・
・

7. 在地商家轉型智慧
    零� / 智慧交通

商家 / 商�數位化
�境電商與線上拓銷
推動智慧�車

・
・
・

8. 深度�� / �化
    新商機

��異業結盟新模式
提升 OTT 數位應用力
建立臺北首都品�

・
・
・

1 1 . 線上學習 / 智慧
     校園

臺北�課� / �實整合�師生
平台
智慧校園 4.0

・

・

13. 智慧支付 / 公有
     場域無現金支付

公共費用 pay.Taipei 智慧支付
��卡數位習慣養成
公有場域無現金支付：校園、
�車場、公有市場、社宅 e 化

・
・
・

4. 企業數位應用 ・ 培育企業數位應用人才

5. �場管理 ・ 培育�場管理人才

6. 電競產業 ・ 培育電競人才

9. 新興�工權益 �定遠距辦公相關法規與��
人事管理績效化

・
・

10. 線上娛樂 �� / 運動賽事 / 大型��活
動與景點數位 (AR/VR) 新體驗

・

12. 健康產業 運動中心社區化及��健身�・

14. 線上市政 / 里辦
     數位基礎建設

整合線上市政服務
數位抽�透明化
建置里辦數位��

・
・
・

15. 通訊�療 推動醫療機構通訊�療及轉�
照護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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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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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設

數位基礎建設是整個社會數位轉型的基本功，紮穩基本功，才有
轉型紅利。

在數位科技出現之前，政府的基礎建設主要在於硬體設施，例如
高速公路、電信服務普及化。如今的基礎建設不只在實體，也在
於數位世界，無法立刻、直覺地用肉眼看見，卻可以為人民創造
相同的效益；我們不需要更多的蚊子設施，卻需要更多數位基礎
建設。

在這個數位基礎建設的架構中，政府應扮演架設平台角色，提供
民眾、企業所依賴的核心服務，就像智慧型手機透過強大的中央
處理器、記憶體、感測器，加上應用商店平台的支付、發布、安
全、搜尋等基礎服務，讓使用者的需求可以被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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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政府像是自動販賣機，民眾付出稅金、�取政府固定的服務，但在這「販賣機模式」中，只
有少數供應商能購入機器，��我們的選擇有限、價��貴。

如今的政府應�扮演平台，提供必要基礎服務、將最好的技術�入政府，同時也要�出機會讓更多
人�與，透過基礎設施平台的架構和開�資料，��企業、民眾一起�與，創造出為民服務的更多
應用。

從販賣機政府到平台政府

臺北市的智慧城市願景是�向智慧�理。智慧城市的核心不在科技設施，而是用 5G、物聯網等科
技的力量，水平打通政府各個單位，�直串聯政府與產業、民眾，創造一�每個人、每個角落能�
彼此串聯的城市，實現以數據驅動的智慧�理。

從智慧城市到智慧治理

數位時代中出現大量數據，其中也�括攸關民眾權益的個資與�私。

臺灣在《經濟學人》最新發布的 2020 民主指數報告排�� 11 位，比去年大幅上升 20 �，比日本、
南�等��國家排�高，��超�民主大國�法美等。然而報告也指出，臺灣目前尚未像��等國
家，立法設立相關機構來�管政府如何使用去識別化之民眾個資，臺灣的數據保護相關�管仍然需
要�力。

政府�私資料�理也是北市府數位基礎建設中重要的一環，透過�好的保護措施保護民眾的數位資
料基本安全，也透過�善的安全�控機制，打造讓人民安心的數位環境，促進商業行為的創新。

從網路防火牆到資料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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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基礎建設：台北通

在未來�實整合的世界裡，網路世界中的身分與真實世界一樣重要。由北市府開發的「台北通」
APP 是專�臺北市民的數位身分識別證，更是開�市政服務的入口。

由「台北卡 3.0」進化而來的「台北通」，採「以市民為中心」的服務設計思維重新打造，將個人
身分識別結合多項市政服務，以一個 APP 串聯北市府相關市政服務與設施，在臺北市的數位基礎
建設中扮演著市民與市府溝通及互動的橋梁。
以市民為中心開發的服務內容與簡潔流暢介面，整合了多元卡證、線上申辦、單一陳情、福利試算、
電子支付繳納公規費等多項便民服務與個人化功能一站到位。

台 北 通 以 KYC（Know Your Citizen） 作 為 驅 動 服 務 的 � �， 達 到 單 一 服 務（Service 

Portal）的便利性，並透過�因子驗證機制建立的市民數位 ID，能有效保護市民的個資。

以 KYC 趨動市政服務

233,405 人

15 萬

整合                      功能、21 項線上服務

2020 年 9 月推出試營運版，
3 個月創下            下�次數

臺北卡�積會員數 1,305,439 人，
其中申辦台北通
（�計� 2021/1/20）

15 項卡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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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公有場�實施實�制，入場前出示台北通 APP 快速��個人 QRcode，即可減少排隊時間、
避免��接觸，防疫更安心。�今超過 4 百�人次使用台北通 APP 實�制進入小巨蛋或北流等大
型展演場所、公有場�，有效防止疫調�口。

2020 年的�年�，北市府在�求合理風險控制，做好防護機制、要求民眾�守規則下，加上人數
控管、分區及劃�子，保持一定的社交距�與防疫空間來��風險；更重要的是，運用台北通的實
聯（�）制管理，進行追蹤管制，成功協助大型活動的防疫工作。

科技防疫，台北通 APP 助攻

台北通就像臺北市民在��世界中的數位分身，未來透過台北通的實�制，除可在線上進行線上�
�（i-Voting）、線上抽�（i-Drawing），更可以辦理公�、社宅、公有�車場線上抽�，以
及公有場�購�服務等，用更便利安全的數位方式，完成過去必須臨�辦理的市政服務。透過 APP

使用行為需求及服務效�的大數據分�，更可進一步作為市政服務優化的基礎。

持續擴充：臺北市民的「數位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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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基礎建設：5G 建設

2020 年步入 5G 時代，�隨而來的是各種創新科技應用落地實現。北市府在加速 5G 智慧城市硬
體基礎建設的同時，也積�透過開�實證場域（Proof of Concept, PoC），協助產業的創新應用。

5G �一個應用層面是開�中高��的企業專網，政府單位或是科技園區未來會以專網形式來滿足
內部需求，新的場域會讓應用面向與生態發生轉變。北市府透過建設新的城市物聯網平台與專網、
新計畫的驗證與先�，�向服務升�的 5G 智慧城市，並透過與業者合作展開試辦計畫，實踐可靠
的��化 5G 網路環境，為產業的 5G 創新作為找到新出路。

5G 專網應用

5G 改變的�不只是上網速度。5G 帶來的高��、�延�、大連結三大�性，讓已被關�數
年的物聯網、大數據、AI 人工智慧、自駕車、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科技�眼，得以真正進
入 落 地 應 用； 各 行 各 業、 從 政 府、 企
業 到 個 人， 無 一 不 在 其 翻 � � 地 的 影
響��內。

只要政府與企業適切轉型、運用得�，
身為市民或消費者都將是 5G 應用便利
與 智 慧 的 受 惠 者。 例 如， 臺 北 市 試 行
的自駕車巴斯 001，未來自駕車到了路
口， 必 須 能 在 � 間 接 收 路 口 的 智 慧 路
網傳達的路況，沒有 5G 基礎建設無法
實現。

5G 也將��整個城市互動模式，當城市裡小如交通��都能彼此連網溝通、即時傳�訊�，
大數據匯流回到市府中�經過整合分�，便能成就以數據驅動的城市�理。

擁抱 5G 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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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聯合醫�成為使用 5G 技術運用在市政服務實
驗場域 （�到� 5G 設備均為臺灣�造）的首例。

聯合醫�仁��區透過與��電信合作、設立 5G 專
網，運用 5G 技術以機器人協助病�消毒、��、�
�，減少醫護人員進入��病�的風險，�下臺灣智
慧醫療應用新頁。試驗成功後，未來將推�到其他醫
療�所，減少醫護人員的負�與風險。

5G 專網智慧醫療場域驗證
防疫與創新 PLUS

北市府由內而外、由公而私推動�部門、�領域與技術協作，成立 1+7 領域工作小組（�括智慧政
府、智慧安防、智慧建�、智慧交通、智慧教育、智慧健康、智慧環境以及智慧經濟），其主要目
的在研究產業�合，�入創新的技術，��城市的發展。

自 2019 年起北市府透過公私協力推動各種 5G 試辦計畫，例如內�智慧園區試辦案、行動智慧公
車信義計畫區示�、臺北市 2020 �年 5G 場域應用、臺北流行�樂中心 5G 科技運用等，協助產
業驗證解決方案，建立健全的生態�、��活躍的創新能量。

PoC 開放實證場域

布建 IoT 資通訊設備：與中央機關及產業界協力，制定全國�一�準之 5G 智慧桿，
以臺北市為場域驗證示�，布建�型基地台，提升 5G 網路訊����，為發展智慧
物聯網�定基石。

5G 專網應用：以醫療專網、行政專網、城市網�三類專網應用為主題，透過場域�合
的方式，與各大電信業者合作展開試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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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基礎建設：大數據中心

智慧城市的關鍵不只在於科技，更在於以數據驅動的智慧�理，大數據因而成為�進政府�理及數
位轉型重要的策略，世界各國無論中央及�市政府都積�規劃與應用。臺北市政府成立「大數據中
心」和「資料�理�員會」，以數據作為施政規劃的基礎。

大數據中心是整合�局處、�領域的
資料，以��全市的角度透過視覺化
儀表板及數據分�來輔助決策。

整合跨域資料  優化市政決策

臺北 4D 城市儀表板：598 項 市政儀表板、215 類 業務報表，輔助市政管理
「臺北市資料大平台」：整合臺北市 87 個 協作機關、1,088 種 開�資料，
使用超過 18 億 次

以北市 65 �以上長者持北市��卡的每月 480 點之點數為例，透過��卡進出臺北捷運、公
車及運動中心等�計數據，即可看出長者們一�的生活軌跡，可供未來設計以長者為主要使用
者的市府政策�考。
疫情期間透過建立「新冠��儀表板」，�理出三大核心防疫資訊追蹤向度：風險預�、資源
調度、成效追蹤，即時整合新冠����、��、��資料、�家�疫、防疫��、中央健保
署的�局口罩庫存量、實�制 APP 各場�進場人數、防疫相關議題�量等多元情資，有助於防
疫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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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理之目的是為了達成更�準的市政決策，北市府為完善數據�理，�全國之先設置「資料�
理�員會」，除兼顧「個人資料保護」與「數位經濟發展」外，更將制定使用資料的�準，進而讓
市政數據可以更有效地使用。

除了市民資料的去識別化和個資�罩，北市府�採�盟通用資料保護規�（GDPR,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建立資料加�跟交�的機制（TX, Taipei Cross），以�保政府各
部門之間對於民眾資料的保護，不僅提升數位便民服務效�與品質，更直接捍�民眾�私權與個人
資料安全。

數位經濟（Digital Economics）是全球發展趨勢之重要議題。資訊數位時代，經去識別化且無�
個資的市政資料，可以用來促進有益於大多數市民的福�與進步，例如，透過防疫相關數據�計，
就能掌握疫情的發展狀態，協助疫情傳�的控制。未來在資料�理�員會指�下，相關數據加值應
用的��實驗計畫，將有助於促進產業應用，並強化產業競爭力。

數據治理 建立個資防火牆

為推動市府資料開�、增進施政透明，北市府設置「臺北市資料大平台」（data.taipei），整合
北市各機關開�資料供各單位及民眾進行研究、分�，例如開發應用程式或行動 APP 服務等進行
加值應用，讓資料可以得到�分的發揮，促進社會發展。

數據資料是施政重要的決策依據，在進行市政決策時，應善加利用這些資料。北市府作為一個「�
明的政府」，將持續秉持理性務實、科學數據來制定政策，建立�重專業、數據管理與資料�理的
�化。

臺北市資料大平台：推動開放資料、增進施政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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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基礎建設：Taipei Free 熱點焦點覆蓋

聯合國 2016 年就通過一項非�束性決議，將讓「使用網路」成為一項基本人權；當網路成為�取
資訊、接受教育的重要來源，就成為生活中和陽�、空�、水一樣重要的基本需要。

Taipei Free �點以臺北市主要公共場所為起點，落實數位平權，為民眾在臺北的��空間中的連
結，提供安全、便利的數位服務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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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TPE-Free 共有 2,904 個�點，分布於：
Taipei Free 熱點焦點覆蓋

為民服務公有場域
市政大�、各區政中心、聯合醫�、臺北市立圖書�總�、各分�、
各行政區健康服務中心�公等候區域。

防�公園、��場�、各區運動中心、捷運地下街（���地下街、
東區地下街、中�地下街�問處）、區民活動中心等。

智慧候車�、捷運站�問處。公共運輸場域

其他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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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 Free 為了同時保障人民��通訊自由
及網路資訊安全，兼顧網路品質優化及公共服
務 性 質， � 考 國 內 機 關 學 校 公 共 網 路 服 務 案
例，建置必要性的資訊安全防護措施；同時，
使用者之個人資料都會受到保護與規�。

隱私 / 安全  落實網路基本人權

為因應防疫期間掌握疫情資訊網路通訊需求，Taipei Free 於 2020 年 4 月 1 日起開�免���碼
�入模式，進一步提升市民與���的便利性。

網路易近  為科技防疫打底

Taipei Free 自 2011 年�用�今，主要公共場所已��完備；未來將持續擴�「量的成長」，並
�進「質的提升」，定期���點實際使用情形，將資源�入使用需求高之場域，並提升網路設備
規�及��，提供使用者穩定的網路訊�品質。

從量的成長  到質的提升

Taipei Free 熱點數及使用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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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人才力，將是影響下一階段政府及企業優勢的關鍵競爭力。
就企業的角度而言，比起能用錢買到的科技硬體，擁有數位力的
人才，才是未來環境中最寶貴的資產，各領域也因此展開「數位
人才戰爭」，競逐優秀的數位人才。然而在招聘新人才之外，培
育「擴能版員工」對企業而言同樣重要；想讓未來經濟比現在好，
就要找到新方法來擴增員工能力，給他們新技能，讓他們擁有新
機會。新技術的成長速度遠快於任何學校課程；新技術為企業帶
來的優勢，取決於他們訓練員工、改變其工作流程來適應新技術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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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帶來的真正機會是擴展了人的能力，有關人工智慧、自駕車等新�讓許多人�心自己的工作未
來會不會被機器人取代、自己的�子未來能不能有一份工作。但從歷史來看，善用科技並不會��、
反而是提高人的價值，就像 ATM 取代了無�、重複的工作，取而代之的是更有�、更高價值的工作，
但是�行整體的員工數卻是增加的，只是做的事情從過去做重複的工作，變成做更重要的事情，例
如經營��關�。

這也是個人必須追求的轉型，轉型程度和方向因人而異，例如傳�類型的工作者需要數位工具的�
作和思維，有經驗的軟體開發人員如今可能需要提升自己的基礎�積分，以從事機器學習演算法的
工作。我們的��也應�從過去在學校「學以�用」，轉變為因應工作、產業所需快速學習、擴增
新技能的「用以�學」。隨需�取資訊的能力將是新一代學習與培育的關鍵。

從學以致用  到用以致學

北市府除了從學校教育�入數位力的培養，並加強在產業人才所需的「用以�學」知識與能力的培
育，尤其在企業所需的數位應用人才，和疫情與未來趨勢中重點轉型產業的數位人才；以人才為起
點，點�城市經濟與�化進步的驅動力。

數位人才  點燃城市經濟與文化進步驅動力

37



數位人才培育：企業數位應用

新冠疫情讓全球加速�向數位化，過去數位化�不迫切的產業也開始擁抱數位、延攬技術人才，各
行各業進入數位人才爭�戰。���全球調�（McKinsey Global Survey）發現，有 87% 高階
主管認為，他們的轉型過程中，正在或即將面臨人才��的�境。
面對人才比硬體更重要的數位轉型課題，北市府推動公私協力，為企業培育未來�勝的數位技術與
應用人才。

多元培訓課程  為企業數位培力

推辦中小企業知識學�計畫，因應產業趨勢，協助中小企業、創業創新人才�進數位轉型、電
子商務、程式�言等新興技術知識。
與北市商家、中小企業合作辦理相關課程，協助�商學習並善用數位工具與網路平台拓展業務，
協助學員取得數位程式設計國際認證或證照。
與北市大專�校合作辦理「產業人才接軌課程」，輔�準�業生考取國際認證與證照，並辦理
產業人才�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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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應用增能  為店頭家培養數位好體質

由中小企業知識學�計畫與臺北市�色商�合作，協助商家學習並善用線上平台與工具拓展業
務，培養數位產業人才，加速產業升�。
開設����業界企業主分�現今商業科技運用與產業趨勢的潮流。

全市 22 處創新基地  打造數位創新人才孵化器

打造各型態產業聚落，共規劃 22 處創新產業基地，� 2020 年�已有 14 處營運並開�進�，
其� 8 處將�續於 2024 年前正式營運。
創新基地除開�新創企業進�，並設置產業創新研發中心、育成加速中心、人才培育中心等，
帶動臺北市產業持續轉型升�。

產學攜手  培育未來技能

為強化產學�結交流，北市府推動各類產學合作專案計畫，目前已�� 14 個 MOU、設立
5 間技術教學中心，並與�國�門子、日本日立以及�國的 LG 等國際大�合作設立教學中
心。自 2018 年�今，�企業��價值�新臺幣 4,400 �元之教學設施設備及�學金。

臺北市高中�與國內頂
�大學進行策略聯盟，
開設大學教授入校的�
課程及推動量子電�、
AI 人工智慧研習營等，
從校園階段開始培育接
軌 未 來 科 技 需 求 的 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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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大型��展演設施的布建，素來是各大城市提升�化競爭力之基
石；而在臺北市的�化轉型版圖中，�化設施不僅作為�化平權的場
域，也扮演著��產業進化的驅力。

因應後疫情�場轉型與科技�場的技術發展趨勢，「人才」為推動表演
�術環境持續前進的關鍵。科技�入�場管理、演出技術、公共服務等
與�場專業�能培養與認證制度的建置勢在必行。

北市府以場域結合人才計畫，由臺北表演�術中心扮演�場專業人力的
�能開發、訓練與認證基地，�合全球�場技術發展趨勢與本地�場技
術設備的教育訓練需求，持續開辦�場人才分�專業訓練課程，以技術
層面協助創新型態節目研發實驗，強化新創作技能，透過人才培育計畫
與�術推�活動，串起表演�術產業上、中、下�的產業�，��性建
立�場專業人才資料庫，�向成為「��共�中心」的目��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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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才資料庫與認證管理

職能開發與教育訓練

�合臺北表演�術中心開�期程，規劃�兩階段進行：
教育訓練課程規劃階段，�括完成種�教師培訓、�定師資�量�準與逐步建置公版教育
訓練教材。
�場人員教育訓練課程�行階段：規劃�場�響、��、�台��等��課程，並建置受
訓人員資料庫。前兩階段完成後，再視開�後實際人力發展情形，持續規劃與�行各�別
專業人力�能訓練。

�合教育訓練�行成果，建立並管理經臺北表演�術中心�能訓練完訓之各��場專業人
才資料庫，並建立認證管理規�，以�保進�專業人力的素質與�責��能力。
依�動部�動力發展署規�計分為 1 � 6 �，臺北表演�術中心主要納入未來人才庫對�
者為各類�場專業人員 3 � 5 �人員。

圖�來源：臺北市政府及 O.M.A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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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人才培育：電競產業

宅經濟效應發�，為��電競產業帶來爆�性成長，臺灣電競收看�群超過 172 �人，再過�年全
球收看人口將超過 5 億。面對全球新興的明星產業，北市府一直以產業思維、而非僅是運動來發展
電競，協助電競產業進行電競正�、推�賽事，未來更將以產業生態�思維，扶�相關產業及培養
電競相關人才。

扶植電競產業發展

成 立 我 國 首 支 � 方 之 城 市 冠 �「 臺 北 �
�電競戰隊」和與電競�業隊伍冠�之
「臺北 J 戰隊」，支持北市電競運動業
� 及 � 業 隊 伍 發 展， 並 推 � 臺 北 市 電 競
場域的城市品�。
除 人 才 培 育、 發 展 硬 體 外， 未 來 應 以 臺
灣 在 � 人 世 界 的 � 化 優 勢， 加 強 電 競 �
� 內 容 的 研 發 能 力， 打 造 臺 北 為 國 際 電
競��指�性城市。

早在 2016 年�，全球�門電競「��聯盟」（League of Legends）（LOL） 冠�賽的�賽人
數就超過同一年的美國�業�球 NBA 冠�賽，電競已被東南�運動會�為正式項目及�運表演
項目。2020 年從電競主流�體平台 Twitch 數據��，平均�看人數更從�一� 140 �人，增
長到�二� 240 �人。

電競被視為明日之星產業，中國大�及�國更是由政府大力主�。然而就像是一場演唱會除了�
手，還需要�前�後無數工作人員；電競產業除了選手，還有教練、賽�、裁�等，北市府透過
深化電競產業人才培訓，期�為臺灣補足電競產業的人才�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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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電競產業教練、裁判及管理人力培訓

建構堅強人才庫、打造臺北市電競產業強大後盾

北市府多次協助辦理有關丙�裁�及教練�習，2021 年將�辦首次的電競乙�裁�、教練�習
及電競產業人才培訓�，推動電子競技專業認證。
培育電競選手��後，仍能從事戰隊教練、賽事主�、實況主或電競相關的創業，健全電競產
業發展環境。

未來結合臺北市大專�校現有場地及師資辦理電競產業�訓�，�括賽事企劃、賽事轉�、影
��作等培訓課程。
從賽事�行單位的角度切入，讓學員實際體驗並了解�業選手、教練後勤等完整產業�運作生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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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演算法、物聯網、軟體即服務，再加上機器學習和人工智
慧……這些科技是驅動未來的力量，也意外成為全球產業在疫情
中求生存的工具，讓全球更加速擁抱數位轉型。

44



因應科技趨勢和疫後新常態，企業的轉型需求�括了工作型態的轉型和經濟型態改變驅動的商業模
式轉型。

工作方式的轉型以遠距溝通為例，在�國往來�易��的全球化經濟中，當�國企業、國際�易往
來逐�發展出成熟的遠距會議溝通模式，因疫情�和卻沒有作出同樣進化的臺灣企業，是否可能因
而成為「局外人」，在線上會議�中進行的��和�易招商中失去優勢？因應國際變化而提前調適，
是企業應�思考的重點。

商業模式的轉型則是更長遠的�程，所代表的不只是數位科技的工具使用，而是一次企業�化和流
程的再造，讓企業能真正實踐「以��為中心」的理�，並轉型為「�性企業」，建立從容因應環
境各種變化的能力。

以�化�術產業為例，短期來看，似乎是受到疫情和數位化衝擊最大的產業，但如果把眼�拉到長
期發展，在機器生產的商品成本不�下�的同時，體育、�樂、美術、工�等只有人類才能作的事
情，將會更�顯出其價值。而數位化對��產業不應只是「求生」的不得已應對措施，而是體貼接
收者的需求，創造出更多元豐富的體驗，也讓市民能在疫情的��中，仍能�受這些生活中的美好
事物。

工作與經濟型態的改變  驅動商業模式轉型

理解數位與政府�理，兩者�不可分。如果政府的見識侷限於過去，那麼整體社會�難看�未來；
如果政府不理解新商業模式中的關鍵要素，不當的限制可能反而阻�創新。新的科技和商業模式需
要受到管理，在產業轉型過程中，臺北市政府需要看得比產業更加長遠，提供應有的推力（培育、
��、創造轉型友善環境）和拉力（��管理），例如因應未來趨勢的隨需服務，用適當的管理來
��創新。

走入疫後的未來世界，當無時無刻的變動成為新常態，北市府的產業轉型輔�政策期�以通�的視
野打造�性城市，與企業共同尋找轉型時代中的新契機。

運用推力與拉力  因應未來隨需服務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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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轉型輔導：在地商家轉型智慧零售

從電子商務興起到自動化、大數據及人工智慧（如��機器人）等使用趨勢，人們的購物方式、零
�業者的行銷方式及�現商品、服務的方式，都隨數位科技而進展。2020 年爆發的新冠��疫情
加速推動消費者習慣的改變，過去數位轉型對於許多零�服務業商家是選修課，如今已成為必修
課。

應對後疫情時代的無接觸與宅經濟的新消費趨勢，北市府除了協助實體商�推動無現金支付及加速
e 化應用，也透過輔�課程、企業及平台�合等方式，用新思維、新方法，協助在地商家不只安然
度過疫情，更能�到新經濟中的新生意。

提供線上服務、線上販賣商品，都只是零�服務業數位轉型過程的冰�一角。零�服務業數位轉型
需要由上而下地推動企業整體改造，運用�領域的數位科技提高內部流程及服務效�，進而從商品
�向模式轉移�顧��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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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的產業衝擊評估及現況

資料來源：財政統計資料庫、工業及服務業普查統計、勞動統計查詢網、臺北市商業處、臺北市捷運局、臺北市公
共運輸處、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綜合分析及製圖

2019

年
�
年  
�
�
�
各
產
業
�
業
�
�
重(

%)

其他
36%

批發零售
43.1%

人潮驟減，營收下滑，企業之金流壓力直接影響員工薪水與
生產備料工作，企業只能內求撙節，外求拓銷，並對外尋求
資金紓困，以利周轉度過難關。

製造業
12.3%

運輸倉儲
支援服務
住宿餐飲

8.2% 教育 /
藝術娛樂
休閒服務

0.4%

64%
受疫情直接衝擊

相關產業範圍

商圈消費

以上-46%
主力商圈消費大減
平均下滑 5-9 成

捷運運量人次

-32.7%
4 月上旬捷運日運量
衰減剩 140 萬人次

運量

公車運量及營收

-16%
3 月運量下滑將近 2 成
公車營收
減少 1.4 億元新臺幣

企業減班無薪（5/31)

412
6,329

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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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商及外送通路

零�業上架電商服務推動計畫：輔�業者上架電商，擴展多元銷�管�。
促成 8 大電商平台、超過千家實體店合作銷�。
�合市場�商與外�、電商平台合作，並�動�下�一��選。

產業振興多元數位課程 

�對數位化程度不同的在地商家，逐步輔��入數位線上行銷，運用數位工具，提升線上營銷
與電商�購。

基礎環境優化

加速推動電子支付：��卡、��付等無現金支付推�，促進店家�入應用。
商�組織未來於申�北市府補助款核銷所開立之發�金額，�少須有 5 成使用電子發�核銷；
北市府成立�入電子發�輔�小組，協�國稅局開設電子發�實機�作�習�，持續��商家
�入電子發�。
研議�對商�、地下街、公有市場及�商提供�設無現金支付設備相關補助費用。

跨境電商與線上拓銷

成立「臺北市�境電商服務中心」，透過視訊
會議（Video conference），提供��輔�。
人才培育及促進產學合作，培養企業�境電商
能量。
推動數位拓銷，如：視訊�合國際買主、線上
產品發表會、線上�外拓銷平台專區，協助超
過 75 家企業與國際買主�合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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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轉型輔導：智慧交通

智慧移動方式是智慧城市的指�之一。智慧交通已在�年迎來爆發期，無論是科技創新的自駕車或
模式創新的共�交通�具，都需要城市智慧建設的整體��。北市府以公有場域進行示�、提供創
新智慧商業模式驗證，為民眾帶來便利智慧的移動生活，同時協助交通產業智慧轉型。

擴大發展智慧交通應用

� 車 場 智 慧 進 出 服 務：「3A 智 慧 進 出
服 務 」 自 2019 年 1 月 � 用， 目 前 北 市
府所�管公有自營�車場均已提供自動
�識、自動進出及自動扣款服務。 

�車月�購買、�車付費智慧化：北市
公有�車場月�販�已採全面線上�記
及抽�，並建立自動繳費機多元繳費機
制。

��電子支付：持續推動「使用手機智
慧支付 APP 繳納臺北市路��車費打�
折」及「機車使用自主開單 APP 並使用
手機智慧支付管�繳費� 5 元優惠」等
優惠措施。

未來社宅完工的�車空間將�續交由�
管處�一管理，並納入智慧�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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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交通管理再精進  

設置智慧路��車�位：北市主要��� 600 �時段性��車�位，將設置具備偵測�位使用
狀況、車��識、自動開單、��（時段）輔助��採證及現場非現金繳費等功能的設備，落
實智慧路��車管理。

�車管理：

規劃建置「電動車優先�位」智慧管理��，利用車��識技術及智慧化地鎖設備輔助�位管
理，預計將於 2021 年�前建置完成。
U-Parking 共�車位：柯��市長上任後，推動市�機關學校開��車場及畸零空地，持續協助
�合民間�出 350 多��車位，市民透過 APP 預�即可使用，解決市區內�車位不足的�問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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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轉型輔導：深度旅遊

Booking.com 在《2021 年�大��新趨勢》指出，深度體驗國內景點的「偽在地人」��型態
已成��心中首選；只有找出在地�色優勢、��出��而具有體驗價值的�色��，才能因應未
來的深度��趨勢。

目前臺北市有五大城市�物�，加上北流、北�、��，計有�個�化聚落，北市府將整合各項�
�資源，以地方價值來����，體驗前所未見的臺北。

受到疫情無法出國的影響，大量民眾轉向國內��，然而過往以國外��為主要�群的臺北市��
產業並未因此受惠，��（�）業仍是北市在疫情中受傷最重的產業。 

當人們因為疫情而改變行為模式，政府的補助只能協助短期內來不及應變的困境，長期而言，產業
終究必須正視轉型，重新找到新的立基點，滿足防疫新生活型態的需要。北市府將透過異業結盟新
模式，協助產業轉型在地深度��、重�商機。

推動安心旅宿計畫

�定��業防疫自主管理��（16 項）及優化項目（35 項），� 2020 年 10 月 12 日為止，臺
北市共有 387 家��業者加入安心��行�。
�辦��從業人員專業�習，協助��改善環境、服務品質及建立市場定位，提供��優質之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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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產業轉型機制

除透過��踩線活動，串聯北市各區與���市具發展潛力的新興景點、地方�色商家，並結
合��節�、體驗活動，提供到臺北市的���新的��體驗。
實施「�行社業者��臺北��機制試辦計畫」，���行社業者於踩線後上架相關臺北市�
色�程，並實際���臺北。

建置臺北市 MICE 安全接待服務鏈

世界�����員會（World Travel & Tourism Council , WTTC）推出安全���記（Safe 

Travels stamp）計畫，目的是使�行者能�識別世界上�些目的地與企業採用合於全球健康
和�生�準的準則，使消費者、度假者可以體驗「安全�行」。
推�北市 MICE 產業，建置臺北市安全接待服務�機制，輔�協助相關業者加入；並向 WTTC

申�安全���記，給前來北市��之��有安全安心的��環境。
輔�業者取得安全���記、穆斯林友善景點���認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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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轉型輔導：文化新商機

��產業是臺灣重要的產業，更是持續成長的動能，面對著新冠疫情帶來的場�關閉、表演場次與
�眾減少等挫折，在地��產業有機會透過數位轉型重生，��面向全球、開拓�化新商機。

研究報告明�指出，新冠疫情大幅增加人們的線上及數位活動，不僅在串流服務上�看更多節目跟
影�，從�樂、線上��、行動 APP 的使用上都有大幅成長。
為協助��產業走上數位平台、��更多創作人才及機構�試�實整合創作及行銷模式，將協助國
內��業者進行轉型，提升 OTT 數位應用能力，並以臺北表演�術中心領�，成立�場協作平台：

整合產業、串接國際  提升藝文產業 OTT 數位應用力

持續�介國際新型態節目�作創作與科技�場展演模式，透過創意節目提案發表會、�與國際
�術市�活動等方式，尋找具未來發展性的新型態節目構想。
�合場�或�術節�策展單位等公民部門資源，�資支持節目提案後續創作發展，在節目創作
測試過程，即有穩定的資源與未來發表機會。
�合臺北表演�術中心開�節目規劃，發展遠距、��實境的節目型態研發計畫，並視展演實
驗規模與定位，與合適的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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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競爭無國界的線上市場，北市府助攻��產業的�二支�，是從臺北首都品�定位出發，透
過�造臺北品�價值，建立臺灣創作能從在地轉向國際�出的高速公路，讓臺灣創作能站上國際
�台一同競爭，並讓外銷成功的臺灣創作能轉回��市場，取得市場變現的成功機會。

推動原創 IP 的一源多用，能�在��、�畫、動畫及影視�產業發揮爆�性的影響，�破一
產業一平台的侷限思維，透過創新的�合與企業平台，促成原創內容的創新應用及�域合作。
透過辦理 IP 產業� B2B 合作平台案例分�國際論�、交易�合會及轉型工作坊，建立 IP 產
業� B2B 合作平台，��創業成本，促使產業達到更高的發展。
透過案例分�及工作坊建立 IP 產業�的�實整合體驗模式，�由培育科技應用並結合創意產
業而�利的經營管理人或企業領�者，將創意內容轉化得更為��，發揮�化的�透力與傳
�力。

建立臺北首都品牌  
IP－製作－行銷－國際輸出的黃金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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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轉型輔導：新興勞工權益

疫情改變了工作型態，全球企業�速�入遠距工作，視訊會議、線上管理的需求大量�起。就像工
業革命發生之前，當時的人�難想像將來大部分的人口會�中��在城市裡，但社會對此做出了調
適，並�化了更��的城市�明和科技；這一波的「遠距革命」對政府、企業和個人都是挑戰，但
也將是城市進化的新契機。

在家工作，工時�麼認定？資安問題如何解決？�業安全法規能�用嗎？北市府「超前部署」相關
政策規�，首先�對工作型態為「�家辦公」業者，辦理「��健�師」輔�和專案�動��，即
使不在辦公�，也不讓�權�席。

政府：勞動規範檢查調整、新興工作型態勞權

為協助使用「�家辦公」之措施之事業單位依法���工的出勤狀況，�對有�家辦公情形的
業者，經調�並�認後，由�動�件健�師進入事業單位現場進行法�輔�，�對管理制度進
行體�和提供改善建議，並進行專案��、�認企業實施情形，視情形加重處分，以保障�家
辦公員工之權益。
為輔�使用新工作型態的事業單位，將於北市府�網「HOW ��專區」建置相關法�資訊，
並每�定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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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普及率

視訊會議

人事管理轉變：
時間或業績管理？

績效管理

B2B
企業數位化

遠距工作趨勢
調整法規

遠距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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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與勞工：勞雇條件重新協商

在宅工作的工作規則重新調整：出勤工時與加�的認定、工作場所的指揮管理方式都應重新調
整，預防在宅工作的�資爭議出現。
在宅工作��：員工在家是否有足�的工具和環境以支應遠距工作；數位工作力的培訓；員工
在家的身心健康等福利關�。

因應疫情過後�定產業大量失業�工的新工作�置需求，新經濟模式中（如外�平台）出現的大量
「隨需工作者」需求可能是解方之一。

北市府除了提供�定對�失業者穩定就業補助與培訓，也於 2020 年�先全國制定「臺北市外
�平台業者管理自��例」，保障外�員�動權益。
新工作型態的管理與�權維護，也將持續是北市府未來的重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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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改變了全世界，也改變了我們的就學、工作與日常生活；民
眾在防疫新生活中發現，無論是基於空間安全或是時間耗費縮減
的考量，結合遠距科技的「宅經濟」型態都是更好的選擇。「以
消費者為中心」的企業為追逐消費者的需求改變而尋求轉型，北
市府「以市民為中心」的服務亦然。

守護市民在防疫新生活中的健康、經濟和生活品質，是北市府的
責任；除了教育，還有攸關市民身心健康的健康、娛樂等，過去
在線下場域發生的市政服務也必須能在線上平台中進行，在這個
從線下向線上位移的進程中，私人企業設計的創新服務模式，可
以是改善市民生活最好的夥伴；而市府提供的試驗場域和資源，
也將是產業與城市創新的最佳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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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20 年，「破壞式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這一個��在全球商業領域受到關�；
創新商業模式讓資源�少、規模�小的公司成功挑戰�深�固的業者，�領著許多市場的解構與重
組。如今，我們面臨的是外在環境帶來的更大規模破壞與��，卻也是改變的最佳契機。

例 如， 疫 情 改 變 師 生 教 學 型 態， 正 是 培 養 學 生 資 訊 素 養 與 � 理 的 好 時 機； 而 因 宅 經 濟 趨 勢 而 應
用日益��的線上學習不只是防疫手段，更是一種實踐教育機會平等「賦能創新」（enabling 

innovation），透過��教育推動數位平權，讓教育的易�性可以公平落實到每個�子身上，所
有的市民不因身分、性別、工作，而有不同待�。

此外，透過臺北市�師生平台提供�準 API 供�三方教育軟體服務商介接，以公有平台為提供創新
教育的業者省去重新開發�層��成本，並可直接在合計� 80 �人的平台上推�其服務，市民則
可�有更多元的學習資源，形成互惠互利的數位學習共構生態。

在破壞中 創新重建更好的宅生活

在數位轉型浪潮下的商業模式變革中，企業的目的是把數據變金流，�到的是營收，北市府期��
得市民的滿意度，以及帶領整�城市前進的競爭力。為市民服務的每一項數位基礎建設、每一個數
位轉型作為，都有機會打造一個全新的生態�，將產業的創新能量納入，一同為市民服務，也為產
業建構一個有著公共生態�支持的創新實踐場域。

以公共生態系支持產業創新實踐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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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經濟發展：線上娛樂

隨著 5G 時代即將�入商轉階段，結合數位科技的運用，讓過往只在實體發生的娛樂項目能透過線
上途徑帶給民眾�新的體驗；例如競技運動與科技創新的�合，成為國際體育賽事的主要發展趨勢，
同步視角、互動時間切�、360 度 VR 實況轉�、全景視角等，為�眾帶來全新的收視體驗。

從產��提供高解�度、接�零延�的轉�服務，讓體育賽事轉�走入全�體時代；OTT、VOD

的��發展，結合數位內容，更驅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及經濟產值持續向上提升。

臺北市推動��、運動賽事、大型��活動與景點轉型線上體驗，協助產業以創新娛樂產�思維、
帶動�域整合技術服務尋求轉型，打造 5G 影視�娛樂產業新經濟。

藝文活動

運用北市府�有大型展演活動，規劃��展演數位節目，提供新創節目型態的能見度與�題
性。
運用公有資源平台，��民間資源�入數位�作領域。

數
位
基
礎
建
設

數
位
人
才
培
育

產
業
轉
型
輔
導

宅
經
濟
發
展

零
接
觸
服
務

數
位
基
礎
建
設

數
位
人
才
培
育

產
業
轉
型
輔
導

宅
經
濟
發
展

零
接
觸
服
務

58



景點數位體驗

運用數位科技體驗大型��活動及����景點：
於�年�會及臺北�節等大型活動結合數位技術，透過科技感受�新的娛樂體驗，例如結合 AR

�覽技術體驗�實整合。
�入數位科技認識臺北市����景點：
建置北市��用途之高畫質即時影像，利用臺北��網或影�平台��，讓國內外��都能利
用 2K 以上高畫質即時影像身歷其境地認識北市，並實際到臺北市��。

運動賽事 

運用數位科技進行賽事轉�、設計互動模式（AR/VR）
・

・

結合臺北馬拉�等大型賽事活動，透過整合行銷策略��運動產業需求，提高臺北市運動產業
��機會。

�考現行美國��或���入 VR/AR 等數位轉�技術做法，升�現有運動場�網路及通信基
地台，在 5G 科技化轉�時代中提供民眾全新視覺化的�采體驗。
���球場已打造 5G/AR/VR 智能化球場，將�外�資 LED 環場��、全�電視及資訊設備、
高速�影設備及追蹤�達與 5G 基地台，成為北市首�常設有新�體傳�科技設備之賽會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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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經濟發展：線上學習

線上學習不只是為了防疫�課需求，而是為了創造更�合未來世界的學習模式及成效。北市府打造
完善線上學習平台與內容，提供多元學習管�，實踐無所不在的 e 世代學習型態。

自 2016 年起推動的「臺北�課�」和「�課 OnO 平台」讓學習打破時間、空間的限制，並提供
學習歷程檔案、學習成效分�、指考、學測複習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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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2020 年  臺北酷課雲瀏覽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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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酷課雲  防疫年吸睛

2020 年使用人次爆發，� 3,000 �人次
平台已有 11,064 支線上教學影�、43,821 �測驗題目、78,106 門線上課程，21 種線上資料
庫，19,669 本電子書及逾 46 �冊公立圖書�資源
2,052 本創作電子書及 33 �冊以上北市圖及逾 46 �冊國立公共資訊圖書�及市立圖書�資
源
連續兩年�� IDC ��區智慧城市「教育類」大�，為臺灣�一連續二年��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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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協力  豐富線上學習

虛實整合親師生平台

為讓平台效益�大化，北市府持續與非營利組織合作，完善內容資源：

走入後疫情時代，臺北市進一步規劃整合「臺北�課�」、「臺北市國民小學科技化���量」及
「�學習教學平台」等��，運用 AI 大數據技術進行學習��及補�教學，優化學習。

2021 年臺北在「臺北�課�」基礎上架構�實整合的�師生學習平台，提供教學、學習等 8 大面
向服務。

借重民間機構在平台腳本��及直�節目方面的專長，與均一教育平台、Learn mode 學習
吧……等非營利線上教學平台合作，開發線上學習教材，拍� 108 課�動畫影�及線上課程�，
提供教師方便易用的線上教學素材。
透過非營利組織協助，培育教師線上影�腳本��及即時同步課程能力，讓教師將 40 分�的
課堂�縮為線上 10 � 15 分�的教學影�。

家長與師生可在線上即時溝通互動、��學生成績等，讓家長快速掌握�子在校的生活狀況，
幫助學校行政減量，維持�好教育品質。
��數位教材、軟體供應商提供免費學習資源進�，打造出完整智慧教育生態�，發展更適性
教學模式，帶動教育服務產業的興起。

跨域合作  打造共好生態系

臺北�課�「高中�校網路多元選修課程」， 

109 學年度有 10 �市 34 校�與 25 門課程，
用數位力打破城鄉��，實踐教育機會平等。
開設「大學線上體驗課程」，合作 10 校共 35

門 線 上 體 驗 課 程， 幫 助 學 生 提 前 認 識 大 學 課
程。
目前已有 13 �市與北市�� MOU，共�臺北
�課�學習資源，期�未來持續拓增合作�市
及�外僑校，落實「教育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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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經濟發展：智慧校園

學校是社會進步的前進基地，北市府大力推動智慧教育、打造智慧校園，期打造接軌未來的智慧學
習環境，用政府的力量�平數位落差，培育具數位力的未來世代。

智慧時代的學習樣態，和過去�不一樣：課堂裡的互動學習，��更貼�現代智慧科技生活的設施；
課堂外，學習更自主，不再受到時空限制，校園�進數位科技成為世界趨勢。

北市府 2018 年起��前�計畫預算�入� 16 億元，全面打造校園智慧環境，結合�師生平台，讓
家長和�師容易掌握學生在校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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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都有高速光纖網路、班班都有 Free-Wifi

打造 6,036 間智慧未來教室，其中 3,765 間
導入 85 吋觸控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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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智慧校園下一步：智慧校園 4.0  培育智慧人才

北市向來領先全國發展智慧校園， 2016 年起以臺北�課�及校務行政��為基礎，提供師生
進行遠距學習、��成績及學習歷程檔案等功能，2018 年全面�入以數位學生證��卡於校內
小額消費等服務。
臺北市智慧教育的硬體基礎建設已日趨完備，下一步將透過軟體、教材教學，逐步向前推動。「智
慧校園 4.0」以發展「無現金、省人力、簡流程、增效�」的校園生活服務為願景，透過智慧教
育�發學生對未來生活的想像、掌握科技�動先機，讓臺灣下一代寶貴的人力資源更加升�。

BYOD 建置計畫  讓學生擁有自主學習的個人入口

�具是推動行動學習最後一哩路，臺北市 236 校自 108

學年度起全面實施「行動學習 智慧教學」，�計補助國
小三年��高中二年�各校教育行動�具共 69,140 部，
從過去課堂上的小組共用，提升為「一人一�具」，提
升課堂教學互動性，培養學生使用科技解決問題等資訊
素養及自主學習能力。
考量長期發展，逐步推動學生自備�具（Bring Your Own Device，BYOD）是必行的�路，
臺北市智慧校園的下一階段是試辦「校園行動學習 BYOD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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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經濟發展：健康產業

迎接高�化社會和智慧醫療的趨勢，運動、健康照護與醫療結合時代即將到來，「運動處方」成為
醫療一部份，運動�具�測數據直接串接醫療�所，也將是未來預防醫學中重要的一環。

為協助全民健康照護不可或�的運動健康產業持續前進，北市府推動「運動中心社區化」和「��
健身�」兩大策略，滿足兼顧防疫的運動需求，以公有運動中心作為產業的創新轉型示�，並開發
高���化的運動指�和運動產業資訊服務，開拓趨勢商機中的新藍�。

推動數位科技運動課程  運動場館轉型虛擬健身房 

因應疫情期間人流管制，2020 年於��、北�、南�三處運動中心，由場�營運單位推動數
位科技運動課程，減少非必要接觸、提升民眾運動意願。
除北市各區運動中心外，未來將於樂�長者常態活動地點（如�人共�據點、區里民活動中心
等）推動相關服務措施，擴大運動中心服務量能�周�社區、深化地區聯結，並規劃運用 VR

與智能運動�置等運動科技進行指�，以克服各年�層或相關�定�群的不便與阻�，打造全
民運動的友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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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專屬  打造銀髮樂活社區

樂�健康運動中心採分�規劃、課程、空間與服務內容，依據長輩運動�性及使用需求，量「�」
打造專�服務及設施。
將於北市合適地點設置首�專��人的樂�健康運動中心，提供運動指�、健康��及運動傷
�預防等一站式服務。

運動中心社區化  運動轉型社區交誼活動

透過「運動��指�團」模式深入�里，��指�社區民眾進行身體活動，達到運動社區化，
以提升全民運動習慣。
運用簡易型設備（例如，社區體適能�測據點�進 INBODY 或數位器材，透過��卡扣點使
用），展開數位化課程及科技體適能等專案性計畫。

不同據點與樂齡健康運動中心類型

提供三種不同運動模組之標準化課程

其
他
據
點
與
餘
裕
空
間

專
屬
運
動
中
心

C級
社區健身

工作坊

B級
多功能運動

健身中心

A級
專業體適能

俱樂部

複合式功能性訓練 自由重量阻力訓練 機械式重量阻力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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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類的歷史上，巨大的生活型態改變並不容易發生，因為人是
習慣的動物，改變往往伴隨著痛苦。然而依照科技發展的軌跡預
測，2025 是以計算為核心的 ICT 技術每十五年大躍進一次，和
以溝通為核心的行動通信技術平均每十年為一代應用爆發的交匯
時點。而新冠疫情的衝擊，更將人類推向一個行為模式出現重大
改變的歷史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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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疫情，也為了應對未來趨勢，�然改變已是必然，就必須讓痛苦更有價值，透過改變帶領我們
前往更好、更便利的生活。

有些改變，需要由政府來推上一把，例如零接觸服務、無現金支付；透過更完善的平台介面並提供
�因，讓市民「無痛過�」、進而習慣無接觸的生活模式，不僅�固市民的防疫安全網、讓市民能
透過無接觸習慣來與疫情共存，也是為產業創新服務打�的「�形數位基礎建設」── 透過改變
民眾的生活習慣，讓他們更能接納數位科技的創新服務。這樣的轉型從長遠來看，無論對於防疫或
對於經濟發展都更具意義。

不被世界改變的方式：主導改變

改變城市生活場景的同時，北市府內部也正經歷大規模的改變，從過去的各局處分工提供服務的
「產品�向」，到以市民為中心完善 360 度服務的「市民�向」。以「市民服務大平台」為例，
整合超過 1,400 項的�局處服務�非易事；最終�現在平台上「一鍵可達」的便民服務，�後代表
的是北市府各部門整合串聯的整體流程和�化改造。正如同商業應用程式的開發，設計和用�體驗
才是核心技能，北市府轉型的關鍵也在於決策者能設身處地為市民著想的同理心，而不僅是技術。

零接觸，並非為了拉遠人與人的距�，而是為了守護每一�的日常，讓我們在顧及彼此健康安全的
前提下，仍能在��的空間中靠得更�，在防疫新生活中維持人與人的��聯�。

無接觸、卻更貼心的城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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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接觸服務：智慧支付

防疫當前，少用一次流通��貨幣，就少一次接觸風險。北市府透過學校、長者大力推動無現金支
付，連帶��市民走向數位轉型，逐步深化臺北市的數位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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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費用 pay.Taipei 智慧支付
「便利」、「防疫」、「經濟」三軌併行

40 類、超過 200 種稅規費及罰鍰
合作支付業者 15 家
收繳單數逾 779 萬張
交易金額逾 10 億元
省下 3,559 萬元代收手續費支出

pay.Taipei 智慧支付平台為全國�一整合各項市政規費之繳費��，便利市民隨時隨地
��並繳交各項費用。
多元支付選擇：pay.Taipei 定位為「資訊流��」而非金流��，開�讓民間具有支付
功能的優質 APP �與，除目前 15 家支付業者加盟，亦透過 TPQR（開�共用 QRcode）
聯結更多支付業者，市民可選擇自己習慣的無現金支付方式繳納公共費用，結合會員�單
資料歸���，成為市民公共費用的數位�本。

便利

在疫情開始後，pay.Taipei 交易�數大幅成長 65%，民眾對非接觸式服務的需求大增。
pay.Taipei 以政策��市場機制，提高民眾對無現金支付的接受度，擴大�三方應用場
域，��間接接觸的風險，�向無現金城市。

防疫

pay.Taipei 上 路 3 年， 為 市 庫 節 省 3,559 � 元 代 收 手 續 費，2020 年 年 度 收 繳 � 成 長
82.4%。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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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透過 2020 年三��加碼，讓臺北市政策工具之一的��卡、�心卡、數位學生證在
這一波�興�車中達到「轉型」目的，臺北市的長者與即將轉大人的高中�學生也盡量少接
觸����的��、貨幣，並開始習慣無現金支付。

推�結果，55 �張��卡有高達�成完成�定，順利讓 20.4 ��長者成為數位公民，出門
只要一張卡即可暢行無阻，不僅便利�保護個資，更兼具防疫效益。

敬老卡振興加碼  長輩成 e 化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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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接觸服務：公有場域無現金支付

「無現金支付」從北市府管理之公有場域及重點地區加速推動，讓民眾不必碰��，也不用再跑一
�超商��，便民之�更減少接觸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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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戰略思維的社宅 e 化

臺北市社會�宅具有「��正義」、「城市美學」、「智慧建�產業」及「社會模式」等�大
戰略思維，北市將以明�為首個無現金交易示�社區，建立完整的��卡 / ��付 / 台北通�
�（簡�卡付通），社宅內所有消費與支付均透過一卡、一付處理。
透過「社宅�」串聯北市公宅的��服務、物業維護、�宅維運，提升社會�宅管理的效�和
品質。��透過 APP 即可通報�修、反�意見，重大事件如結合智慧社區消防��偵測��的
�報也可�一時間推�通知。

社宅
無現生活

商店入駐

照    護公共空間

房租 / 停車
自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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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校園所有費用的交付（�括學�費、��費）、校內點�等行為均採行無現金之支付方式。
北市 2020 年 9 月推�校園繳費線上支付，讓��輕�繳交學�費等各種電子服務。數據顯
示，小學�定�子��比例比國中高、國中比高中高；家長�年輕，接受度�高。

停車場

臺北市為使民眾�車繳費更便利，提供可在�車場繳費機使用現金、��卡及行動支付等多
元支付繳納�車費服務。
運用車��識結合智慧支付，提供汽車車主「自動�識、自動開��門、自動扣款」的「3A

智慧進出服務」，車輛進出�車僅須 3 ��。

地下街、公有市場及攤商

預計提前於 2021 年�前要求公有市場�（�）、北市府�管之地下街商場店�之�商完成
提供電子支付服務。
�合市�行銷活動持續推��市使用電子支付。
由業者對���商實施教育訓練，並效�大�市場及南門中�市場成功推動電子支付案例，
�業者提供��措施，提升�商對電子支付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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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接觸服務：線上市政 / 里辦數位基礎建設

從電子化政府走向線上政府，不僅是�本流程電子化，而是重新打造以市民為核心的流程與
�化。

市政數位轉型，過去民眾必須臨��公處理的事務，在家上網就能輕�辦理，以網路取代
馬路，市政服務線上一站到位。

此外，市民服務大平台也在 2020 年 5

月提供預�臨��公的功能，比照醫�
掛�方式，讓民眾事先線上預��公後
再依時前往，節省等候時間，也避免人
潮群聚風險。

市民服務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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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北市府 145 個機關
總計 1,400 �項案件
� 2 �項線上表單
申辦件數�計逾 6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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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公共資源分�的公開透明，同時減少群聚風險，北市府�對�定有限性資源的申�服務項目，
如公�、社會�宅、公有�車場、活動抽�等抽�作業，建立數位抽�（i-Drawing）平台，以線
上數位抽�方式進行，讓民眾再也不用��排隊�記。

數位抽籤透明化

里辦是為民服務的最前線；透過里辦數位��的建置，減輕�一線的作業負�，也將北市府的服務
觸角深入到�里，市政服務與里民服務以「一鍵可達」的方式無��接。

在疫情的各種應對措施，例如，打疫��快，但找資料、��建檔就浪費了許多時間。同樣地，每
次要發�物資、辦活動，也要浪費��的�本�找�記，浪費時間�不環保。

為了減輕里辦公�的負�，北市府發起「里辦數位基礎建設計畫」，徵得 19 位有意願的里長�任
數位轉型先�，將里辦工作整個數位化。試辦期間，88% 的里長覺得滿意，北市府將持續��里
長的反�，讓��更數位、更便民。目�是疫�接種、��補助、發�回�金等各種服務都能使用。

預計於 2021 年可在 456 個里辦公�提供服務，未來由里辦基層聯結各機關與整個市府的服務，以
點、線、面的方式組織成一個完整的服務網�。

里辦數位基礎建設

���本抽�的人為失�、行政成本，並實踐無接觸式服務的政策目�。
採用區��技術，以公開�本方式，從規則公告到結果公布，都可公開�驗，讓民眾能更公平
公正地�得使用公共資源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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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接觸服務：通訊診療

臺灣在人口結構趨向高�化後，���的長期照護、就醫回�，以及醫療機構的人力不足問題逐�
�現，疫情更�生了「零接觸」的醫療服務需求。透過通訊�療，將醫療機構的照護量能以��方
式向社區及家�延�，則可作為落實分�醫療、改善醫療中心人力�置，並完善�家長期健康照護
的最後一哩路。

北市府透過布建 5G 醫療專網，並以市�醫療體�為示�、輔�北市醫療機構辦理通訊�療服務並
加速應用，也讓北市相對豐富的醫療量成為其他�市的備援，以遠距會�方式照護��醫療需求。

相對於其他領域，醫療在過去的數位轉型���，醫病�方對於通訊�療的效�和品質信
任度不足、��經試驗可行的示�流程��等都是原因。

臺灣過去由於醫療資源普及、就醫便利，推動遠距醫療在都會區未顯�迫性，然而在疫情
之下，民眾的就醫習慣也出現改變，就醫人次減少，影響醫療�所收入，2020 年前三�
�醫基層給付點數�前年少 32.2 億點，大量醫療�所需要接受政府紓困。同時，民眾�
為避免暴�風險而延後就醫，對長期的健康亦是��。

疫情改變就醫習慣
通訊診療需求推升

數
位
基
礎
建
設

數
位
人
才
培
育

產
業
轉
型
輔
導

宅
經
濟
發
展

零
接
觸
服
務

數
位
基
礎
建
設

數
位
人
才
培
育

產
業
轉
型
輔
導

宅
經
濟
發
展

零
接
觸
服
務

疫情期間指定臺北市 18 家醫�、52 家�醫�所、35 家中醫�所及 5 家�醫�所（截止
2020/11/30）為臺北市通訊�療指定醫療機構
�括���科、眼科、小�科及��科等專科�所
通訊�療不只照顧民眾健康，亦可達成防疫��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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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人口�化伴隨著�病型態�性化、照護內容複�化及照護期間延長等問題，加上家�結構改
變、照顧人力��，使得醫療照護已不僅是健康問題，更是社會議題。

有�於此，臺北市積�強化醫�與�所醫療合作服務，提升醫療體�服務效�，增進社區健康照護
服務量能，並��病情穩定但需��就醫追蹤的�性病�者因交通或行動不便造成的就醫障�。

以聯醫 3,500 �的規模作為通訊�療示�場域，結合健康服務中心，以及社區內�所、��資
源與大型區域醫�聯網，形成個人醫療網，在社區內即可以通訊方式先行處置，並視需求轉�。
設置 5G 醫療專網，滿足通訊�療醫病溝通及高����影像傳�所需要的高速�延�，並保
障個人醫療資訊的資安需求。
推動可�式電子醫療�測儀器、�家式電子醫療�測儀器等�療工具應用。
聯醫協助經濟部「�域��遠距醫療計畫」，透過在地醫療�所，便利連江��鄉五�掛�聯
醫遠距醫療門�，連線進行視訊會�。

分級通訊診療＋居家診療  慢性病個人醫療照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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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思考疫情對臺灣產業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結論是臺灣
的經濟必須在疫情和現實、傳�和現代中取得平�，同步進行數
位轉型。

數位轉型不只是為了因應當前的處境，也會在臺灣社會形成一�
走向理性、務實、科學的力量，促成一個讓人民可以信任的政府
及正常化的社會；面對問題，以科學務實、�重專業的態度發展
出可行的解決方案，最重要的是讓人民有自由選擇、�與的權利，
走向「共�社會」。

臺灣走出去、世界走進來，讓世界看見臺灣。

臺北市作為智慧城市的領頭�，隨時都在�試新的方法、以創意
的思維提出解方，我們不僅��市民�與，更主張公私協力，讓
產業一起加進來解決問題。我希�建立一個市民、政府及產業三
方聯合的平台，把產業推向國際，同時把國際城市的能量�介到
臺北。

臺北市政府已將數位轉型�為首要工作，將「由內而外、由公而
私」持續推動 e 化，未來也將視資金狀況發行「數位基礎建設公
債」，秉持人民當頭家的理�，共同�資臺北市的數位基礎建設、
支持臺北市的產業創新環境，在未來的新常態裡，持續保持防疫
成功的優勢，成為一�真正的進步城市。

到�我們要�下什麼給下一代？我希�透過政府的力量，讓所有
的人不會因為他的身分、性別、工作，而有不同的待�，這就是
我一直�持數位平權的理�。透過數位的力量�平城鄉的教育、
醫療等落差，扭轉臺灣的�富差距，實踐數位�化新願景。

揮別過去，讓我們一起�手�敢前進！

立足臺北、超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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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Normal。New  Taipei

臺北市後疫情時代
產業數位轉型政策白皮書

新 常態 _
新 臺北

發  行  人   
發行單位   
地      址    
電      話     
網      站

｜柯��
｜臺北市政府
｜ 110204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
｜ 02-27208889 ( 代表� )  

｜ https://www.gov.taipei/

更多內容��考
網址：https://ppt.cc/f4296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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