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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會報辦公室於10月26日委託資策會科法所舉辦「科技基盤x創新共榮—2021科技法制前瞻論壇」，邀請各界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探討資料對科技創新及數位時代之影
響。圖為科技會報執秘葉哲良（右5）、資策會副執行長蕭博仁（右6）、資策會科法所所長王偉霖（右1）和與會貴賓合影。

　　「資料」為數位經濟時代極具戰略意義之資產，為借鏡國際先進國家因應資料應用影響之治理趨勢與經驗，在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行政院

科會辦）指導下，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資策會科法所）於10月26日舉辦「科技基盤×創新共榮-2021科技法制前瞻論壇」，
行政院科會辦執行秘書葉哲良、資策會副執行長蕭博仁、資策會科法所所長王偉霖代表出席，會中邀請超過20位各界專家學者共同與談，深入探
討國家如何規範資料跨境流通以彰顯數位主權、數位守門人與政府治理法制等議題，線上直播累計超過6百次觀看次數。

　　葉哲良指出，科技和法制必須同步進行，在科技政策推動下，亟需發展其他科技法規監理沙盒以協助政府部會分工協調和突破產業創新發展所

遭遇的瓶頸，為現有法規障礙提供各界解套方法。隨著科技發展出現的數位經濟治理議題，包含隱私保護與壟斷等問題，如何在保障消費者權益與

數位平臺利潤分配及共享機制中取得平衡，也是希望透過此次活動借助各界專家學者的研議，創造新的思維並期待未來能落地實現。

　　此次活動執行單位資策會科法所所長王偉霖也進一步說明：「國際上對於資料跨境流通議題的談論熱度向來不減，隨著新興科技應用快速發展

及國際經貿趨勢影響下，規範角度逐漸轉變，不同領域及性質的資料應思考不同程度的資料治理機制。各種服務透過網際網路數位化與數位平臺媒

合也已經成為疫後經濟活動的日常，這對我國各產業生態具有一定的衝擊，對政府端而言，面對各產業運用新興科技創新，該如何建構友善的實驗

空間，也是一大課題，因此有必要為更廣泛的科技創新需求設想並預作準備，以鼓勵產業投資創新成為永續發展動能。」

　　論壇以「科技基盤的強化與鞏固—再訪資料跨境流通之政策與法制」為題揭開序幕，特別邀請中華經濟研究院資深副執行長李淳擔任主持人，
並由國家資訊基本建設產業發展協進會董事長黃勝雄，從國際經貿角度及案例分析網路治理之模式。對於跨國數位平臺因掌握大量用戶資料而成為

數位守門人的市場優勢地位現象，國際上已有國家針對大型數位平臺對其國內產業公平競爭影響、消費者權益保護等議題提出相對應政策或法規

範，這也是我國參與跨國數位經濟產業鏈、推動各產業逐步數位轉型必須面對的問題，因此資策會科法所安排「數位守門人與政府治理法制」議

題，由台灣Facebook公共政策部門協理陳奕儒進行觀點分享。

　　最後壓軸登場的主題為「創新科技監理沙盒之現狀與前瞻」，在資料作為驅動各種科技創新應用服務之重要元素，如何於既有法規環境下仍保

有讓創新科技應用能夠嘗試錯誤的友善空間，已成為近來主要國家激勵產業創新的重要機制。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遲淑華及各產業領域

之業者及學者，就我國除了現行既有特定領域之外，發展其他較廣泛之創新科技監理沙盒機制可行性共同獻策。

　　資策會科法所邀集產官學各界專家學者在今日的論壇，針對資料影響力從不同規範議題角度進行深度討論，促成新興科技法律議題的梳理、交

流及研究成果擴散，期能蒐集不同利害關係團體之多元意見，作為建構科技基盤法制環境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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