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ublic Value and Electronic Governance: Analy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數位國家治理：國情分析架構與方法】  

指標建立－AHP 正式問卷  

 

___________  先進，鈞鑑：  

本問卷為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臺灣電子治理研究中心【數

位國家治理：國情分析架構與方法】研究計畫中的一部分。本研究將先

建立電子治理公共價值（public value of digital governance）架構之面向

與指標，再以該架構進行我國數位國情調查。  

素仰  您對於「電子治理」相關專業知識與經驗豐富，誠摯地敬邀請

您填答此問卷。本問卷係以「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設計，目的是透過指標的兩兩比較，決定電子治理公共價值評估指

標的相對權重。  

本問卷共有兩部份，分別為【數位國情分析－架構與解釋】以及【AHP

問卷】。請您務必先閱讀完【架構與解釋】與本問卷之填答說明與範例

後，再開始作答。  

煩請於 102 年 7 月 19 日前，撥冗填答，並將完成之問卷以郵件寄回、

傳真，或以電子檔形式回覆皆可（回覆方式於本頁下述），收到您的回

覆之後，研究助理會立即與您確認。再次感謝您的協助！您的寶貴意見

對於建立我國電子治理公共價值架構有關鍵貢獻。  

敬祝  

萬事如意  

 

計畫主持人：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副教授  陳俊明  

協同主持人：國立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教授  朱斌妤  

國立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教授  黃東益  

國立成功大學政治學系    教授  蔣麗君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張鎧如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助理教授  李仲彬  

研究助理：國立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班    研究生  劉奕宏  

國立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班    研究生  林煥笙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博士班    研究生  呂佩安  

 

敬託   102 年 7 月 8 日  

 

 



AHP_Questionnaire 

2 

 

 

【數位國情分析－架構與解釋】  

本研究AHP層級分析法的架構，先建立出電子治理的三個最終價值目

標（政治價值、社會價值、操作價值），也就是數位國家所應追求的主

要內容，繼而將組合成該目標的要素加以分解成數個項目，各評估項目

再區分成數個次項目，逐級向下建立全部的層級結構，各主面向與次面

向關係如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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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數位國情分析架構－AHP層級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主面向  

 

 

次面向  

 

 

 

 

數位治理

對應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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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中紅色方框代表構成電子治理公共價值的主面向（操作性價值、政治性

價值、社會性價值）；藍色方框、橘色方框則代表操作性、政治性、社會性等三

類主面向下的各次面向、次次面向。紅色方框、藍色方框、橘色方框共三個層級，

期望獲得您透過各面向兩兩比較後的優先順序意見。 

各面向之簡要定義，如表1所示（請您於填答前，先行參閱各面向定義，以

利理解本研究分析架構及各面向所代表涵義）： 

表 1：數位國情分析架構各主、次面向及其相對應指標之定義 

面向/指標 定義 

操作性價值 提升經濟性與非經濟性產出的效率及效能。 

操作性價值一： 

效率 

流程改善；或失敗風險降低；或相同資源投入，得到更多產出或達成更高

目標達成率；或使用較少成本，得到相同水準的產出及目標達成率。 

A1. 成本減省 政府與公用事業機構應用資通科技使其提供的服務與行政傳遞所需時間與

人力減少。 

A2. IT 改善 政府與公用事業機構持續強化軟硬體設施，以改善其行政與服務。 

A3. 風險降低 政府與公用事業機構應用資通科技充分考量並降低技術與財務方面的不確

定與損害。 

A4. 服務流程簡化 政府與公用事業機構應用資通科技整合與減少行政程序。 

操作性價值二： 

使用者導向 

以使用者需求為中心，使用者滿意度為目標，注重資訊服務的客製化，並

且提供更多且友善的電子化政府服務。 

B1. 服務滿意 政府與公用事業機構應用資通科技所提供之服務提高民眾的滿意程度。 

B2. 服務項目增加 政府與公用事業機構不斷透過資通科技提供新的服務項目。 

政治性價值 
政府的治理依據公開及平等原則，提供民眾表達需求、交換意見與

獲得資訊的管道，並依職權加以回應、負起責任。 

政治性價值一： 

透明與課責 

透明：便利使用者獲取、交換與解讀政府治理資訊的機制，展現決策過程

的公開性。課責：要求公共組織（或其成員），依職責向外部監督機制提

出說明與解釋，並負起相關責任。 

C1. 政治透明 政府進行決策或公共議題討論時，將決策過程、法律命令與政策資訊公開，

社會各界得以隨時查閱瀏覽。 

C2. 行政透明 政府與公用事業機構提供數位服務過程，有明確的程序與進度說明。例如：

民眾寫電子郵件到首長信箱後，該機關是否有告知處理進度。 

C3. 行政課責 
政府與公用事業機構提供數位服務過程，對於負責人(單位)與負責事項，有

明確的律定。 

C4. 資料開放（Open 

Data） 

政府提供治理過程的數位化資料予外界進一步分析與運用，提升資料的整

體價值。 

政治性價值二： 

公民參與 

公民針對公共關懷、公共需求、公共價值與政府決策，表達意見、相互對

話。 

D1. 使用網路參與

公共事務的行

為 

民眾利用新興資通科技討論公共議題。例如：民眾使用網路社群媒體（如

Facebook、Twitter、Blog、YouTube 等）發表政治或公共事務的意見，或

參與任何網路相關活動。 

D2. 使用電子化政

府參與公共事

務的行為 

民眾透過電子化政府管道進行討論或參與的情況。例如：民眾是否會使用

政府所提供的線上討論區或網路社群媒體（如 Facebook、Twitter、Blog、

YouTube 等），進行公共事務議題的意見表達和討論。 

D3. 網路中的政治

效能感 

民眾對於透過資通科技進行公共事務討論所產生之政治影響與自我參與能

力的知覺。 

政治性價值三： 

資訊近用公平 
民眾在平等的基礎上，便利地使用資通科技所提供的服務。 

E1. 語文可近性 使用不同語言的民眾可以在公平的基礎上，使用新興資通科技所帶來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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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指標 定義 

訊與服務。例如：電子化政府網站是否有提供英文版本，或是其他語言之

版本。 

E2. 使用者可近性 不論是否是身心障礙者，都可以在公平的基礎上，使用新興資通科技所帶

來的資訊與服務。例如：提供無障礙網頁空間。 

E3. 可近性的區域

差異 

不論是居住在哪個區域的民眾，都可以在公平的基礎上，使用新興資通科

技所帶來的資訊與服務。例如：居住在都市與鄉村的公民在電子化政府網

站上所接收到的資訊便利性與即時性是一致的。 

社會性價值 
社會中個人與團體能力強化、互信提升、福祉增進，並利於環境可

持續發展。 

社會性價值一： 

信任 
民眾在政治、社會、網路當中的互動，彼此能夠正面期待。 

F1. 政治信任 民眾對政府組織及政治運作所展現的信心程度。 

F2. 社會信任 民眾對安全生活、人與人彼此真誠對待所展現的信心程度。 

F3. 網路信任 民眾對網路安全、虛擬世界中人與人彼此真誠對待所展現的信心程度。 

F4. 對電子化政府

的信任 

民眾對政府與公用事業機構所提供之數位服務所展現的信心程度。 

社會性價值二： 

自我發展 

民眾得以自我學習，提升職場與經濟競爭力。 

G1. 教育學習 民眾應用資通科技獲得知識與資訊，提升個人能力。例如：透過網路查詢

個人所需資訊、吸收知識以及透過網路進行線上教育課程。 

G2. 經濟發展 民眾應用資通科技獲得（提高）商務活動中的經濟價值。例如：透過網路

查詢網路商品資訊及價格、透過網路銷售商品。 

G3. 就業機會 民眾應用資通科技提升個人獲得雇用（含創業）的可能性。 

社會性價值三： 

生活品質 

有助於個人及家庭的人際互動、休閒娛樂多元豐富，健康、安全及幸福感

的提升。 

H1. 休閒娛樂 民眾應用資通科技增加生活樂趣（如：購物、遊戲、旅遊、藝文活動）。 

H2. 人際關係 

（包含網絡） 

民眾應用資通科技鞏固既有人際網絡，拓展新的人際網絡。 

H3. 健康 民眾應用資通科技取得健康保健醫療之相關資訊。例如：透過網路搜尋衛

教或是食品安全相關知識或資訊。 

H4. 生活滿意度（包

含安全） 

民眾應用資通科技提升對生活環境、安全、與便利之滿意程度。例如：透

過網路搜尋與社區生活或是居家安全相關知識或資訊。 

社會性價值四： 

環境永續 

有助於節能減碳及資源共享，以利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I1. 節約能源、資

源共享及減少

污染 

民眾透過資通科技資訊科技的使用，提升對自然資源利用與分享的效率，

降低對環境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I2. 帶動社會實踐

節能減碳生活 

民眾透過資通科技進行個人與團體的動員活動，關注並幫助自然環境的永

續發展。 

 

【如何填答與填寫範例】 

層級分析法（AHP）評估方式，乃將各要素進行兩兩比較，評估各要素之

間彼此的相對重要性；在比較各要素時，其優劣強度關係皆須滿足遞移性（即：

若A優於B，B優於C，則A要優於C）。請您先瀏覽「數位國情分析－架構與解

釋」的層級架構後，就下列各題項兩準則間之相對重要性情形，圈選出其相對重

要程度的評估尺度。填答方式如下1、2、3點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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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假設對「數位國情分析架構」之研究而言，您認為對於建立架構主面向

之重要因素是：「操作性價值」比「政治性價值」相對重要2倍時，請直接圈選

『同等重要左邊的2』（位置如表2 AHP問卷填答範例所示）； 

2. 相對地，若您認為「社會性價值」比「操作性價值」相對重要3倍時，

則請直接圈選『同等重要右邊的3』（位置如表2之填答範例所示）； 

3. 若「操作性價值」是「政治性價值」的2倍重要，「社會性價值」又是

「操作性價值」的3倍重要，故當「政治性價值」與「社會性價值」相比時，則

「社會性價值」重要性應大於「政治性價值」。（應勾選『同等重要右邊的2到9』

任一個，如填答範例灰色部分）；如果無法滿足遞移律，之後可再面訪檢定一致

性。AHP法評估尺度劃分定義，則如表3所示。請您瀏覽完範例後，開始填答。 

表 2：AHP 問卷填答範例 

面向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面向 

 極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極

重

要 

 

操作性價

值 
□ □ □ □ □ □ □ √ □ □ □ □ □ □ □ □ □ 

政治性價

值 

操作性價

值 
□ □ □ □ □ □ □ □ □ □ √ □ □ □ □ □ □ 

社會性價

值 

政治性價

值 
□ □ □ □ □ □ □ □ □ □ □ □ □ □ □ □ □ 

社會性價

值 

 

表 3：AHP 兩兩比較填答評估尺度說明 

評估尺度 定義 強度比較說明 

1 同等重要 兩比較因素的貢獻程度具同等重要性：等強 

3 稍微重要 經驗與判斷稍微傾向認為是某一因素：稍強 

5 重要 經驗與判斷強烈傾向認為是某一因素：頗強 

7 非常重要 實際顯示非常強烈傾向認為是某一因素：極強 

9 極重要 有足夠證據肯定絕對認為是某一因素：絕強 

2、4、6、8 兩相鄰尺度之中間值 需要折衷值時 

 

 

【數位國情分析架構之主面向－AHP比較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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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面向 

 極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極

重

要 

 

操作性價值                  政治性價值 

操作性價值                  社會性價值 

政治性價值                  社會性價值 

【數位國情分析架構之次面向－AHP比較問卷】 

面向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面向 

 極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極

重

要 

 

操作性價值 

效率                  
使用者導向 

政治性價值 

透明與課責                  公民參與 

透明與課責                  
資訊近用公

平 

公民參與                  
資訊近用公

平 

社會性價值 

信任                  生活品質 

信任                  自我發展 

信任                  環境永續 

生活品質                  自我發展 

生活品質                  環境永續 

自我發展                  環境永續 

【數位國情分析架構操作性價值之對應指標－AHP比較問卷】 

面向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面向 

 極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極

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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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面向 

 極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極

重

要 

 

操作性價值一：效率 

成本減省                  IT 改善 

成本減省                  風險降低 

成本減省 
                 

服務流程

簡化 

IT 改善                  風險降低 

IT 改善 
                 

服務流程

簡化 

風險降低 
                 

服務流程

簡化 

操作性價值二：使用者導向 

服務滿意 
                 

服務項目

增加 

 

【數位國情分析架構政治性價值之對應指標－AHP比較問卷】 

面向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面向 

 極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極

重

要 

 

政治性價值一：透明與課責 

政治透明                  行政透明 

政治透明                  行政課責 

政治透明 

                 

資料開放 

（Open 

Data） 

行政透明                  行政課責 

行政透明 

                 

資料開放 

（Open 

Data） 

行政課責 

                 

資料開放 

（Open 

Data） 

政治性價值二：公民參與 

使用網路參與公

共事務的 
                 

使用電子

化政府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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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面向 

 極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極

重

要 

 

行為 與公共事

務的行為 

使用網路參與公

共事務的 

行為 

                 

網路中的

政治效能

感 

使用電子化政府

參與公共事務的

行為 

                 

網路中的

政治效能

感 

政治性價值三：資訊近用公平 

語文可近性 
                 

使用者可

近性 

語文可近性 
                 

可近性的

區域差異 

使用者可近性 
                 

可近性的

區域差異 

【數位國情分析架構社會性價值之對應指標－AHP比較問卷】 

面向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面向 

 極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極

重

要 

 

社會性價值一：信任 

政治信任                  社會信任 

政治信任                  網路信任 

政治信任                  對電子化政府

的信任 

社會信任                  網路信任 

社會信任                  對電子化政府

的信任 

網路信任                  對電子化政府

的信任 

社會性價值二：自我發展 

教育學習                  經濟發展 

教育學習                  就業機會 

經濟發展                  就業機會 

社會性價值三：生活品質 

休閒娛樂                  人際關係 

（包含網絡） 

休閒娛樂                  健康 

休閒娛樂                  生活滿意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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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面向 

 極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極

重

要 

 

含安全） 

人際關係 

（包含網絡） 

                 健康 

人際關係 

（包含網絡） 

                 生活滿意度（包

含安全） 

健康                  生活滿意度（包

含安全） 

社會性價值四：環境永續 

節約能源、資源

共享及 

減少污染 

                 帶動社會實踐

節能減碳生活 

【個人基本資料】： 

1. 姓名：           

2. 性別：  男  女 

3. 學歷：  大學及大學以下  研究所及研究所以上 

4. 所屬單位：                  例如：行政院研考會） 

5. 電子信箱：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填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