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洲2020年5月全國數位經濟與科技會議會後聲明

　　澳洲產業、科學、能源及資源部（Department of Industry, Science, Energy and Resources）於2020年5月15日舉行全國數位經濟與科
技會議，並於會後發表「2020年5月全國數位經濟與科技會議會後聲明」。本次會議由澳洲產業科學能源及資源部部長擔任主席，邀集各
州、領地地方政府的創新或科技部門首長，以視訊方式研商COVID-19疫情後如何整合澳洲企業的數位能量，並使澳洲在2030年成為全球數
位經濟的領先者。

　　聲明中首先肯定澳洲數以萬計的企業在面對COVID-19疫情時所展現的危機應對能力與提出各式數位科技解決方案，用以支持員工、服
務消費者、提出資源供應的替代方案、溝通利害關係人等，有效地提升了營運與財務上的效率。而政府則藉由提供各式財務、社會保險與稅

務上的支援措施，並持續針對個別情況規劃最適的支援方案。

　　聲明指出根據研究，數位工具將能協助小型企業每週節省約10小時的工時，並提升約27%的營收；若乘上澳洲全國小型企業的總數，等
於每週可省下約2200萬小時的工時，並可年增約3850億元的營收。企業在疫情期間所採取的數位科技解決方案是未來推動營運模式數位轉
型的契機，因此在疫情後整合澳洲官方與民間的數位能量，將是疫情後經濟復甦與未來經濟成長的關鍵。

　 　 聲明指出與會聯邦及地方政府相關首長已達成共識，將組成「數位經濟與科技資深官員小組」（Digital Economy and Technology
Senior Officials Group），專責整合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數位政策。本小組將提出數位經濟政策與企業所需的支援措施，用以加速數位轉
型與COVID-19疫情後的經濟復甦，包含完成人工智慧及自主系統能力地圖（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utonomous Systems Capability
Map），來找出尚待強化的能力與可加強合作的契機。

　　此外本小組將合作推動數位與資通安全工作、關鍵技術法規鬆綁，以協助減少企業法遵障礙並支持數位經濟成長。COVID-19疫情下揭
示澳洲推動數位轉型的重要性，期許本小組能有效整合數位能量並填補數位落差，未來將每年召開三次全國數位經濟與科技會議，追蹤澳洲

數位經濟與科技生態系的推動情形，並聽取資深官員小組的定期工作報告。

本文為「經濟部產業技術司科技專案成果」本文為「經濟部產業技術司科技專案成果」

National Meeting of Digital Economy and Technology Ministers: Communiqué May 2020

歐盟執委會發表數位政府有助於因應COVID-19疫情之說明

歐盟COVID-19疫情位置資料和接觸追蹤工具使用指引

你可能會想參加你可能會想參加

范晏儒范晏儒
專案經理專案經理   編譯整理編譯整理

上稿時間：上稿時間：2020年07月

進階閱讀：進階閱讀：

歐盟執委會發表數位政府有助於因應COVID-19疫情之說明，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https://stli.iii.org.tw/article-detail.aspx?
tp=5&i=180&d=8457&no=67 （最後瀏覽日：2020/06/05）。
歐盟COVID-19疫情位置資料和接觸追蹤工具使用指引，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https://stli.iii.org.tw/article-detail.aspx?tp=5&i=180&d=8458&no=67
（最後瀏覽日：2020/06/05）。

文章標籤

返回列表 上一篇 下一篇

相關連結

2023 LINE PROTOSTAR 新星創業營–五月場（實體參與報名）→
2023 LINE PROTOSTAR 新星創業營–五月場（線上參與報名）→
【2023科技法制變革論壇】 高齡科技發展與法制策略論壇→
112年度「領航臺灣數位轉型」國際研討會-實體場→
112年度「領航臺灣數位轉型」國際研討會-直播場→
「跨域數位協作與管理」講座活動→
新創採購-政府新創應用分享會→
智慧港灣/休憩/育樂面面觀–跨界在地合作新商機→

https://stli.iii.org.tw/
javascript:;
javascript:;
https://stli.iii.org.tw/model.aspx?no=74
https://stli.iii.org.tw/model.aspx?no=74
https://stli.iii.org.tw/model.aspx?no=167
https://stli.iii.org.tw/coworker.aspx?no=73
https://stli.iii.org.tw/legalfriend.aspx?no=75
https://stli.iii.org.tw/model.aspx?no=99
https://stli.iii.org.tw/news.aspx?no=16
https://stli.iii.org.tw/article.aspx?tp=1&no=64
https://stli.iii.org.tw/article.aspx?tp=1&no=64
https://stli.iii.org.tw/legal.aspx?no=65
https://stli.iii.org.tw/publish.aspx?no=58
https://stli.iii.org.tw/publish.aspx?Itm=1116&no=71
https://stli.iii.org.tw/publish.aspx?Itm=1117&no=72
https://stli.iii.org.tw/publish.aspx?Itm=1118&no=122
https://stli.iii.org.tw/model.aspx?no=139
https://stli.iii.org.tw/model.aspx?no=139
https://stli.iii.org.tw/service_questions.aspx?no=138
https://stli.iii.org.tw/news2019.aspx?no=57
javascript:;
https://stli.iii.org.tw/en
https://stli.iii.org.tw/article.aspx?no=55 &tp=1
https://stli.iii.org.tw/article-detail.aspx?no=55&tp=1&d=8480
https://stli.iii.org.tw/article-detail.aspx?no=55&tp=1&d=8478
https://www.industry.gov.au/news-media/national-meeting-of-digital-economy-and-technology-ministers-communique-may-2020
https://stli.iii.org.tw/article-detail.aspx?tp=5&i=180&d=8457&no=67
https://stli.iii.org.tw/article-detail.aspx?tp=5&i=180&d=8458&no=67 
https://stli.iii.org.tw/news-event.aspx?no=16&d=1198
https://stli.iii.org.tw/news-event.aspx?no=16&d=1199
https://stli.iii.org.tw/news-event.aspx?no=16&d=1240
https://stli.iii.org.tw/news-event.aspx?no=16&d=1253
https://stli.iii.org.tw/news-event.aspx?no=16&d=1254
https://stli.iii.org.tw/news-event.aspx?no=16&d=1261
https://stli.iii.org.tw/news-event.aspx?no=16&d=1262
https://stli.iii.org.tw/news-event.aspx?no=16&d=1282
https://stli.iii.org.tw/article-detail.aspx?tp=5&i=180&d=8457&no=67
https://stli.iii.org.tw/article-detail.aspx?tp=5&i=180&d=8458&no=67


推薦文章

隱私權聲明 徵才訊息 網站導覽

聯絡我們 資策會

你 可 能 還 會 想 看

精簡專利審查：加拿大專利法修正案即將生效

　　因應加拿大-美國-墨西哥協定(Canada-United States-Mexico Agreement, CUSMA)中關於專利期間調整及精簡專利審查程序，加拿大政府對加拿大專利法
進行重大修改，新法於2022年10月3日生效，其主要修正重點如下： 1.初步審查報告後之繼續審查要求 如專利申請人欲於3份審查意見報告做成後申請繼續審
查(Request for Continues Examination)，需支付816加幣之費用(小型企業之費用為408加幣)並可額外獲得最多2份審查意見，如專利仍未核准，申請人需另
外再申請繼續審查。 2.超過20項專利請求項之超額費用 專利範圍中多於20項之專利請求項，每多1項專利請求項將被要求額外支付100加幣之超額費用(但小…
型企業僅需支付40加幣之超額費用)，該費用將於以下2個情形產生： (1)當提出審查時，申請案中有超過20項之專利請求項； (2)當支付授予專利的最終費用
時，專利請求項在審查過程中超過20項。 3.附條件之專利核准通知 一旦專利申請已接近核准階段，僅剩下次要的手續問題時，加拿大專利局可核發附條件之
核准，使申請人修正該問題並支付最終費用以獲取專利。 　　加拿大政府於2021年7月出版的法規影響聲明(Regulatory Impact Analysis Statement)闡述該法
修正理由，並對加拿大專利局無法於合理時間內完成專利審查表示擔憂，於2020年至2021年，加拿大專利審查至授予專利平均時間為31個月，且於本修正案
前，對於專利局在授予專利或放棄專利前之審查報告數量未有限制，且無論花費的資源多寡，所有專利之審查費均相同。 　　該法規影響聲明亦提到加拿大
專利申請案包含平均多於其他國家的專利請求項，導致專利審查效率低下，並解釋政府不鼓勵專利申請案包含不必要、過多的專利請求項，確保更快地給予專

利，並預計本修正案施行後將減少專利申請量並提高專利品質。 　　另有論者指出，此修正案可能導致專利申請成本提高，使申請人於加拿大申請專利之意
願降低，並認為加拿大專利制度尚待解決的問題在於雙重專利制度(double patenting regime)及專利適格性(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本法施行後的實務發展
值得持續關注。 　　「本文同步刊登於TIPS網站（https://www.tips.org.tw）」

陳總統：打造台灣成亞太生技營運中心

　　陳水扁總統表示，行政院推動「加強生物技術產業推動方案」，將在5年內帶動1500億元投資、10年內成立500家以上生技公司，打造台灣成為亞太地區
生技創投、研發以及營運中心。他期盼中研院基因體研究中心大樓加中研院頂尖研究團隊，如同承載台灣「兩兆雙星」中生技之星的「子彈列車」，引領台灣

生技產業超越各國，奔馳在世界最前端。 　　陳總統表示，本世紀人類基因體序列的解碼，開創並主導了生技產業革命性的發展，展望未來，生命科學家所
面臨的挑戰，將更著重於瞭解基因的複雜性、以及解析蛋白質結構與功能，並藉此發展新的生技醫療產品，以改良人類生活及生命品質。 　　有鑑於「基因…
與蛋白體研究」是全球廣泛重視的尖端科學，陳總統說，政府自2002年即進行「基因體醫學國家型計畫」，在各地籌建基礎設施和研發中心，而「中研院基
因體研究中心」正是推展計畫的核心工程。他相信，這項重大投資將提供一個健全的研發環境及專業技術平台，協助台灣的生技產業掌握市場利基，進而落實

行政院在「加強生物技術產業推動方案」中所訂定各項發展目標。

歐盟質疑Google新訂網路隱私權政策服務條款

　　2012年3月，Google 公告使用者的新網路隱私權政策條款，這項措施將Google 所提供的各項服務適用同一個隱私權政策，並整合多項服務於同一帳號之
中，隨著隱私權政策的變動，使用者條款也一併更新，這項措施並同時透過電子郵件通知所有的使用者。然而，Google 此項新政策在歐洲地區實施時卻碰到
困難，歐盟表示該隱私權條款適法性受到質疑，將可能受到有關單位的調查。 　　歐盟資料保護相關指令乃建構基礎架構規制網路使用者個人的隱私，相關
機構與業者都必須遵守。關於此項Google 新隱私權政策條款，規定使用者的資料可以合併使用於各個不同的服務中，將可能造成使用者的個人資料將可能透…
過不同的服務而洩漏，並且遭受第三人使用，而有違反歐盟資料保護指令之虞。針對此問題，法國資料保護管理機構（The Commission Nationale de
l'Informatique, CNIL）已對Google 提出詢問，詢問的內容包含Google是如何保存使用者的資料；如何將使用者於不同服務中揭露的資訊加以整合等問題。由
於既存的使用者若要繼續使用Google相關服務，就必須同意該新訂隱私權政策條款，因此CNIL也透過此次機會了解使用者退出資料不被揭露的機制內容，以
避免使用者在未經同意下個人隱私受到侵害。不過，屆至目前為止，包含英國在內的歐洲各國仍普遍認為，該隱私權政策條款並未充分賦予使用者掌握個人資

料的權限。 　　相較於歐盟，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對於使用者於使用網路時隱私權的保護，著重於業者隱私權保護的
承諾；亦即歐盟著重於隱私權為個人基本權利，而美國普遍要求網路業者能於條款中，明確承諾保護使用者使用網路時的各項權利。無論如何，各國對於保護

使用者使用網路服務的原則與概念雖然不同，但對於使用者資訊揭露的透明化要求均為一致。

新加坡通過2010年版電子交易法施行細則

　　繼新加坡2010年版本電子交易法（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ct, ETA）於2010年7月1日式施行後，該國資通訊發展局（Info-communications
Development Authority, IDA）因應修正電子交易法施行細則，該細則並於2010年11月1日起正式實施。其目的在使憑證機構管理制度得以配合新興資訊安全
技術齊驅發展，進而使其與國際趨勢相符，修正要點如下： 　　1. 修正許可制為志願許可制：此次修正最大變革即在使該國憑證機構管理制度由原本的許可
制，改為志願許可制。前者係使所有憑證機構均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後，始能對外簽發憑證；而志願許可制則是原則上憑證機構對外簽發憑證無需主管機關…
許可，但憑證機構如果希望所簽發之憑證具備特定法律效果，則仍須經過許可。 　　2. 證據法上的推定效果：經過自願申請許可通過的憑證機構，經其所簽
發之憑證而製作的數位簽章將有證據法上推定為真之效力，無待憑證用戶舉證即有其真實性，惟該真實性仍可由他方另舉反證推翻。換句話說，若數位簽章製

作人使用的憑證為一般未經申請許可之憑證機構所簽發者，憑證用戶需先向法院提出其他輔助證據證明該簽章真實性。 　　3. 許可申請之要求：憑證機構自
願申請許可時，應繳交申請費1千元新加坡幣（下同）及2年有效之許可執照費1千元。此外，新版施行細則統一整合舊有之「安全指導手冊」（Security
Guideline）及其他各項稽核規定於「稽核需求要項表」（Compliance Audit Checklist），以供憑證機構得以更便利之方式了解並遵循共通之稽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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