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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行動主義：公民團體與開源社群在	
平台化社會的倡議、串聯與實踐

蔡蕙如

摘要

本研究將從數據行動主義（data activism）的概念出發，反思當代平

台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所造成的市場壟斷、資訊傳播管道的無形限制、

資料濫用與隱私權、新型態的僱傭關係、新消費者行為分析測試現象。

在批判的數據研究取徑（Critical Data Studies, CDS）的框架下，透過數

據識讀（data literacy）的角度與倡議與主動型數據行動主義的分類，分

析目前在台灣數據行動主義的三個案例與其實踐網絡：開源社群「零時

政府」（g0v）的資料開源與協作；人權組織「台灣人權促進會」的資訊人

權倡議行動；以及環保團體「綠色行動公民聯盟」的公民共創透明足跡

2.0平台「掃了再買APP」，收集和公開有關商品的所有生產資訊（例如：

污染和罰款記錄）。本研究檢視台灣數據行動主義的發展與類型，初步

以三個組織為案例比較，試圖展示當代公民團體發展數據工具與平台策

略的幾個可能的方向，並且指出數據公共化的行動方向與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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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begins by describing the concept of data activism before 

reviewing the phenomenon of market monopolization result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platform capitalism, invisible restrictions on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channels, data abuse and privacy rights, new 

employment relations, and recent consumer behavior analyses. Furthermore, the 

article applies critical political-economic communications, the Critical Data 

Studies (CDS) research approach,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big data (PUBD) 

framework proposed by Michael and Lupton (2016), and data literacy to 

analyze three practices of data activism in Taiwan: open-source data and 

collaboration among the open-source community of “g0v”; the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which advocates for 

digital rights, and an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 Green Citizens’ Action 

Alliance, which aims to create a transparent footprint through the 2.0 platform 

“Sweep and Buy” APP by collecting and posting all information regarding 

commodities (e.g., pollution penalties and penalty records). These three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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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ata activism practices allow us to reconsider the crisis in data-driven 

surveillance. The only way to monitor Big Tech companies is to treat them as 

public services in the new digital civi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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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新科技幾乎導向數據監視而非賦予公民、工人和消費者權力？

（Coulthard & Keller, 2011, p. 598）

前言

當代數位平台服務壟斷市場現象，導致大數據監控與濫用，以及

網路使用者 ID（身份信息）被商品化的問題，這個現象逐漸受到公民社

會關注與行動。全球大多數網路使用者幾乎生活在科技巨頭GAFA

（Google、Amazon、Facebook和Apple）籠罩之下，無論是新聞資訊接

收與傳送、社交互動、影視娛樂、商務行為，網民透過各種媒介（電

腦、平板、手機）進行各種日常活動。例如：人們利用Google搜尋引擎

查找各類資訊、想法與商品；透過Google Maps定位找路；並且將各式

各樣的文件資料檔案儲存在雲端；利用Gmail與親友同事建立網絡與溝

通；並透過Facebook、Twitter和 Instagram建立並擴展各種人際網絡或

拍照打卡，證明「我拍故我在」；社群媒體也成為新聞媒體發布、轉發

新聞資訊的平台，閱聽人更可進行各式娛樂休閒與商業服務；我們也

不只在Net�ix上追劇，也同時流轉於YouTube和TikTok的影像收視、

轉發與創作。

以上情境不僅顯示當代閱聽人的日常生活日漸數據化（data�ed），

透過隨身攜帶的手機與各種資訊服務連結，且被數據監控（dataveillance）

所籠罩，這也指出平台化（platformization）的作息與個人數據足跡已受

全面掌控的危機與問題。日常數據化的隱憂不被網路使用者所感知，是

因為GAFA長期以來以創新企業與創新服務的論述說服政府（長期以來

放寬甚至去除管制）與民眾（一般認為數據「廢氣」無害，反而有助於提

供更好的服務）忽視數據收集與佔有濫用的危害，這顯示了人們並非小

看了大數據的影響，而是誤解了大數據實際對我們生活的改變與影響

（Van Dijck, 2014）。

目前數據的使用／被濫用的狀況，近年來已逐漸成為全球關注的重

要議題。從市場管制與結構面來看，GAFA涉嫌違反托拉斯，各國政府

與歐盟近年來針對GAFA壟斷市場且明確阻礙創新企業新進者，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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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稅務問題進行調查。同時數據化也逐漸影響當代各個領域，除了

將數據商業化之外，也劇烈影響民主政治發展。從政治與民主制度方

面來看，以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和英國脫歐公投事件為例，已示現

演算法的濫用與影響所造成的政治後果：「政治以計算主義

（computationalism）為核心，將演算法工具化所呈現的惡果」（蔡蕙如，
2021；Berry, 2019）。從閱聽人權益來看，以Web 1.0到Web 2.0的發

展，明確地顯示出閱聽人從內容選擇過多且注意力過度分散的解聚

（disaggregation）狀態，到所有閱聽人都被重新聚合（reaggregation）在少

數幾個平台被收集數據且被餵養資訊的封閉狀態（Napoli, 2019）。
Napoli（2019）認為當代平台閱聽人甚至比早期傳統媒體時代下的

閱聽人更無選擇，以前的「沙發馬鈴薯」（couch potato）還能主動按遙控

器選擇要看的節目；現在的平台閱聽人則是所有各式各樣的資訊堆疊

到我們面前，我們連選都不用選，演算法幫所有人都排列好了，我們

照著點閱，越來越沉浸在被設定好的資訊順序。隨著以上數據監控與

濫用、數據貨幣化與私有化的危機，公民逐漸意識到這種資訊與數據

經濟的影響力，以及面對越來越多探討數位時代下的數位人權（digital 

right）議題和資訊與數據識讀（data literacy）的急迫性，引發新的公民參

與行動與形式，稱為數據行動主義（data activism）（林玉鵬，2021：
8）。這種新的公民行動策略，針對大數據收集資料、隱私侵犯等問題

提出反思、反抗與協作的策略（Milan & Van der Velden, 2016）。目前在

台灣數據濫用和公民數據行動主義的議題少有研究者探討 1，因此本文

初探公民數據行動在台灣現況，分析目前台灣公民團體如何「反思數據

使用」並且進一步「運用數據」進行社會倡議與行動。

本研究將從數據行動主義（data activism）的概念出發，並以三個案

例—台灣人權促進會（台權會）；環保團體綠色行動公民聯盟（綠

盟）；以及開源社群「零時政府」（g0v）的資料開源與協作—解釋台灣

的數據行動主義實踐類型。本研究檢視台灣數據行動主義的發展與類

型，初步以三個組織為案例比較，試圖展示當代公民團體發展數據工

具與平台策略的幾個可能的方向，並且指出數據公共化的行動方向與

可能性。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3).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34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4期（2023）

數據行動主義

數據的力量不只是它生產知識的能力，也包括它塑造感知現實的

能力。

（Renzi & Langlois, 2015, p. 202）

數據成為推動創新企業發展的基本資源，「數據」也成為是否獲得

領先優勢的要素，因此當代網路創新服務被設計成一種收集與使用數

據的機制，成為不同群體之間的基礎設施與中介，而平台成為可以監

控、收集、取用這些群體資料的位置，這樣的位置變成不受管制但卻

同時擁有政治與經濟權力的來源（蔡蕙如，2021：98）。隨著數據濫用

與監控的問題與後果越來越明顯，公民逐漸意識到數據濫用所造成的

問題，以及越來越多公民團體參與基於科技與數據的新的社會實踐形

式，這可稱為數據行動主義（DATACTIVE, 2014）。
McCaughey和Ayers（2003）合編《網路行動主義》（Cyberactivism）一

書，早在2003年回應當時大多數網際網路相關書籍都是在教如何利用

網路賺錢，但卻少有探討網路上的政治行動主義，McCaughey和Ayers

提出網路行動主義，探討在過度商業化的網際網路空間中，網路的集體

力量所持有的反制霸權的潛力。近年來不同的研究者關注的線上行動

主義（online activism／cyberspace activism／cyberactivism）面向各有不

同，包括：干擾資本主義商業網路運作的黑客主義行動者（hacktivist）

（Romagna, 2020; Vegh, 2003）；統計行動主義（statactivism）（Bruno et al., 

2014; Rosa, 2014）等，這些顯示了網路行動主義的多元與不同面向的關

懷和運動路線。因此，Renzi與Langlois（2015）認為數據行動主義即現

場行動主義（on-the-ground activism）的一部分，涉及實踐的社會性與科

技（數據運用），並透過數據工具進一步探索公民使用數據的途徑。
Renzi與Langlois（2015）指出誰擁有數據，誰有權利用、分析甚至

控制數據，誰就對所有個人有巨大權力。因此數據不僅是新商機與監

控的工具，同時也是權力的隱喻。然而數據可以產生巨大的政治與變

革力量。數據也有塑造感知現實的能力，例如新聞媒體透過這種數據

地圖、視覺化圖表與新聞，讓閱聽人更容易同感於世界、社會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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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化，以及其所帶來的影響，數據也具有開拓我們對於認識生活世

界的現象，辨識甚至破解周遭人事物的關係。例如：數據可視化讓人

們直觀地且立即地理解、認同、相信數據所呈現的某種事實，但它同

時也是賦權的（empowering）。數據行動主義的數位串聯，是一種透過

與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媒體的緊張關係：一方面這些行動者也反

對平台對數據的濫用與壟斷；另一方面仍嵌入這個平台，與不同的數

據行動者、政治行動者、一般公眾，重新定義社群協力參與的知識生

產模式。

由於人們日常生活與數據之間的關係緊密，對日常生活劇烈變

化，以數據來影響並且刺激人們對於各種事物（無論是政治立場或消費

形式）的感知，實際上已深刻改變我們對社會與自我的認知感受。例如
Facebook演算法所導致的同溫層現象，人們越來越難和不同立場的群

體溝通對話，以及演算法導致虛假訊息（disinformation）成為高轉發、

高閱讀、熱門關鍵貼文的資訊流通問題；YouTube演算法推薦影片模

式，讓原本對電玩感興趣的白人年輕人，被推薦收視越來越多的激進

右派的內容（Roose, 2019）；以及 Instagram使用者總是被鼓勵／暗示上

傳「完美」的生活照，對於青少年社交、幸福感與價值觀產生負面的影

響（蔡蕙如，2022；Hern, 2019; The Economist, 2018）。 這也回應了
Renzi與Langlois （2015）提出跨個體化（transindividuation）的概念，指

出個人（I）和集體的我們（we）在社會科技脈絡下，讓人們在某些環境

背景，經由平台透過同一件事件共感，因此連結其他群體與個人。這

種相互連結的過程，幾乎透過數據產生、中介與轉化。以至於對生活

產生變化，巨量數據的使用聚焦在收集公民的各種資訊，透過數據分

析來設計／影響網路使用者對於資訊吸收的態度與消費習慣。這種強調

數據分析客觀理性的實證主義取徑，與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議程息

息相關（Renzi & Langlois, 2015）。

因此，數據行動主義面對數據化社會的挑戰，即檢視並且拒絕這

種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數據化形式，並且基進地分析當代大數據生

產、分配與所有權的問題，並且批判地思考任何有關大數據為中立客

觀且真實再現的論述。Milan和Van der Velden（2016）將數據行動主義

視為一種連續動態的狀態，挑戰並批判主流政治意識形態與具有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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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的演算法文化（algorithmic culture）。Milan與Gutiérrez（2015）針對

數據議題的行動分成回應式數據行動主義（reactive data activism）和主

動數據行動主義（proactive data activism）。前者針對巨量數據收集與濫

用的抵制運動與批判，後者投入積極利用數據以促進社會改革與公共

創新主動運用。綜合以上數據行動主義的概念，本研究將以Milan與
Gutiérrez （2015）的分類框架，檢視：人權組織台權會的資訊人權倡議

行動；環保團體綠盟的透明足跡2.0平台「掃了再買APP」；開源社群「零

時政府」（g0v）的資料開源與協作。

研究方法

以此為前提，研究案例的選取標準以目前在台灣已運作多年的專

業公民團體，並且近年來針對數據相關議題有行動，並已初具成果與

數據行動經驗，進行深度訪談與二手資料分析。最後選擇：

（1）台權會近年來推動資訊人權倡議行動，並且指出政府強行推動

數位身份證（eID）的資訊人權侵害問題，最後透過倡議與其他公民團體

串聯，在社群媒體平台引發話題與討論，暫緩政府匆促發行eID政策；

（2）綠盟收集環境污染數據創建新的數據平台，目前經歷兩階段過

程。第一階段是環境污染資訊平台搜尋系統「透明足跡」，重新整理原

先政府雜亂的數據資料，並讓環污大數據具有數據視覺化的效果與公

眾近用。第二階段則為持續發展更適合消費者使用的APP「掃了再買」；

（3）g0v是台灣重要的開源社群之一，協力各界（政府、公民團體

與業界）相關技術與開源議題推動，在此過程中，g0v扮演與台權會和

綠盟等不同團體合作互助的角色，某種程度上連結傳統公民團體在原

本專業領域上，相關數據的行動探索。

最後也藉由這三個案例，進一步分析平台化公民社會的網民位

置，這些公民團體如何在不同平台上與一般網路使用者互動與溝通，

特別是在目前數據監控與平台資本主義的系統之間的矛盾與動態關

係：公民團體在平台化環境中，一方面如何利用主流社群媒體平台、

群眾募資平台與一般網民連結；另一方面進一步創建新的數據化平

台，呈現數據為公民所創建與使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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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架構如表一，首先進行相關理論文獻回顧，包括數據行

動主義概念與幾個分類，本文將以Renzi和Langlois（2015）與Milan與
Gutiérrez（2015）的分類概念為基礎，將數據行動主義分成：回應式數

據行動主義和主動數據行動主義。針對大數據濫用現況所進行的批判

性研究與相對應的行動（例如：數據素養的相關概念論述與行動），屬

於第一層次的數據行動主義。Renzi與Langlois（2015）提及「數據視覺

化與相關知識產製」和創意數據行動主義（creative data activism）則歸類

於主動數據行動主義範疇，綠盟在環污數據公用視覺化的整合與創新

屬於前者，進一步說明當代網路使用者對於公共議題參與的方式與程

度，以及公民團體在平台化時代下如何進一步與網民串聯。以下將依

序回顧相關理論概念與案例分析（見表一）：

（1）數據行動主義（本研究分析主要架構）；

（2）回應式數據行動主義（本研究分析的子架構1）：從批判數據研

究取徑、數據識讀與資訊人權相關概念出發，並以台權會為主的相關

組織（包括：中央研究院科技法律研究所、開放文化基金會與g0v）為分

析案例；

（3）主動數位行動主義（本研究分析的子架構2）：以綠盟的「透明足

跡」和「掃了再買」計劃與開源社群g0v的角色為主要分析案例。

表一　數據行動主義的兩個行動層次與本研究案例比較

數
據
行
動
主
義

行動層次 事件

公民團體

議題組織者

倡議與合作

平台環境

回應式數據
行動主義

• 批判數據研究
• 數據素養
• PUBD

資訊人權倡議行
動—反對政府發行
eID

台 權 會、
g0v、OCF

•  社 群 媒 體 平 台
（FB、IG、YT）

主動數據行
動主義

•  數據視覺化與相關
知識產製

•  創意數據行動主義

1.  環境保護運動—
透明足跡—監控
污染數據平台

2.  環境保護運動—
透明足跡 2.0 —
「掃了再買」讓企
業負起責任的新
運動

綠盟、g0v •  社 群 媒 體 平 台
（FB、IG、YT）

•  募資平台
•  數據視覺化與公
民數據平台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研究分析，並參考Milan & Gutiérrez（2015）和Renzi & Langlois（2015）等

分類概念。本表格縮略詞有：PUBD為「公眾理解大數據」（public understanding of big data）；
OCF為「開放文化基金會」（Open Culture Foundation）；FB為Facebook；IG為 Instagram；YT

為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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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本文所提出的數據行動主義的基本架構：回應式數據行動

主義和主動數據行動主義回應所選取三個台灣案例—台權會的資訊

人權倡議行動；綠盟的「數據視覺化的知識生產」：透明足跡—監控污

染數據平台、透明足跡2.0「掃了再買APP」讓企業負起責任的新運動；

以及g0v的資料開源與協作。不同類型的行動方案某個程度上回應了公

眾反思數據人權與大數據濫用的危機，以及透過公民科技（civic tech）

實踐的策略。台權會這幾年來針對重視數位人權議題相關議題的推廣

與實踐，在反對eID匆促發布的議題上，同時與其他民間團體，例如開

放文化基金會（OCF）、g0v與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等合作開記者會、連

署，並且發起集體訴訟提告內政部。綠盟推動關注環污相關議題已經

超過20年，近年來部分人力投入「公民科技」的思考途徑，參與g0v舉

辦的黑客松活動（g0v hackathon）2，發展公民可以數位參與議題的污染

監控平台，結合了政府部分的公開資料彙整與黑客社群的技術支援，

建構公民與一般媒體記者可以近用的環境污染監控索引系統平台，增

加了環境運動在台灣的新視覺化數據知識庫建立與公共近用。因此，

台權會、綠盟與g0v在數位化公民社會中的實踐與嘗試，透過此研究，

或可初步帶給台灣社會重新思考大數據現象與公民之間的關係以及其

積極意義。以下將透過深度訪談與資料收集的方式，解釋目前在台灣

進行數位行動主義的幾種行動模式，表二為三位主要參與相關行動的

負責人，為本次研究主要受訪對象。

表二　受訪者一覽表

代稱 受訪者背景 類型 內容 立場

受訪者A 前台權會副秘書長、
《網路透明報告》2015、2018
計劃主編、
台灣網路透明報告專案經理

回應式／倡議數據
行動主義

資訊人權倡議 對於國家、企業
濫用數據採取批
判角度

受訪者B 綠盟副秘書長 主動數據行動主義 環污數據視覺
化、數據資訊
利用公共化

推動另類非主流
的科技與相關政
策，經常跨領域
合作，例如：公
民團體、政府、
業界

受訪者C 零時政府揪松團（g0v jothon）
秘書長

主動數據行動主義 舉辦公民科技
獎、黑客松、
工程師與公民
團體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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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式／倡議數據行動主義： 
CDS、數據識讀、台權會的資訊人權行動

要思考數據，我們必須考慮數據以外的問題。

（Berry, 2019, p. 43）

從批判的數據研究取徑出發，綜論目前大數據與演算法對於當代數

據化社會網絡的影響。Hosszu（2019）認為批判數據研究（Critical Data 

Studies, CDS）理路有兩大概念，一是權力；二是監控。Berry（2019）認

為數據收集過程與演算法改變我們的生活視野，並為經濟發展創造出新

疆界，因此發展成新的控制與剝削形式，並且導致新的社會衝突。CDS

取徑協助我們分析大數據目前的使用與發展如何影響社會，特別是長期

以來巨量數據的生成、收集與利用，一直被放置在去政治化的脈絡中，

未能探討數據形成過程中的公平正義、政治性、道德與認識論的相關問

題。Kitchin（2014）特別強調認識論的重要性，並且提出幾個思考的面

向，包括：對於數據的本質是甚麼？我們如何理解數據？我們如何通過

知識的實踐，理解被流通的數據資料？數據是先存於事實的、分析的與

修辭的，還是社會的、政治的並且實際被框架的？隨著數據導向科學的

興起，越來越多「趕上科技的新實用方法」提出，以取代過度氾濫的弱

經驗主義（weak empiricism），然而在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可從大數據

現象、開放數據與數據基礎建設相關議題，以CDS取徑思考如何解決

政治、社會、文化、經濟與歷史等問題。Berry（2019）認為CDS可以揭

開數據至上與計算主義（computationalism）為主要思維的問題，也探討

演算法工具化帶來的風險。「CDS研究社群關注的方向之一，特別是此

類（大）數據執行過程的偏見、風險和不平等以及潛在的影響，以及
CDS不僅只是批判大數據目前的應用問題，也認為大數據最終將為公

共利益做出重要貢獻」（蔡蕙如，2021：107）。
Michael與 Lupton（2016）提出「公眾理解大數據」（publ ic 

understanding of big data, PUBD）的宣言框架會是一個適合的出發點。

他們認為CDS是作為PUBD的建構基礎。在PUBD框架下，除了爬梳

以上相關議題，更進一步探討一般民眾作為「數據生產者」，在各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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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介面活動過程中所發布的各種資訊（轉發、貼文、張貼照片、回應、

搜尋、購買紀錄等），同時被剝削，也受益於這些數據資料分析，在數

據發布與接收的動態過程中，也促使公眾反思並且探究數據資料被濫

用的問題，形成新的公共參與大數據議題的新關係，並且深入探討目

前巨量資料議題（例如Facebook與Google的壟斷問題，與第三方的資

料收集與濫用），因為被隱蔽的演算法機制，導致我們與受控的演算法

機制形成「大數據鴻溝」（big data divide），只有某些人可以輕易近用這

些資料數據，但是大多數人被排除在外。台權會近年來透過資訊人權

行動的推廣，促使民眾進一步認識我們與數位資料收集之間的關係。

台權會的《網路透明報告》與反對晶片身份證政策的連署 
行動

台權會近年來的資訊人權行動，是一系列針對公部門使用數位個

人資料行為的糾正、監督與資訊自主權的倡議行動。在此過程中，積

極解釋資訊人權的重要性。台權會2013年曾針對衛福部的「健康資料

加值應用中心」3和國家衛生研究院成立「全民健保研究資料庫」提出行

政訴訟，這是針對國民健康資料開放第三方應用並無立法授權與當事

人同意的個資應用問題。2014年發起《台灣網路透明報告》計劃，每兩

年發布有關政府單位向網路服務業者索取個資與限制接近內容的實際

情形 4，試圖記錄政府與私部門之間如何透過大量個資互動可能產生的

問題，並且希望透過《網路透明報告》提高民眾對於資訊人權的意識與

面對科技使用風險。

《網路透明報告》主軸探討政府監控議題，包括通訊監察與政府大

型資料庫建置與應用（例如：內政部警政署M-Police的系統）。eID和健

保資料庫議題，則是國民資料不當利用問題。從資料不當利用或濫用

的議題，則會進一步產生監控的議題。一開始民眾對於相關議題並不

太關注，主要原因就是這些公私部門的監控與對個資申請與利用的紀

錄並未被公開議論，另一方面也因為民眾缺乏相關法律知識，而無法

辨認相關權益侵害事實，因此需要透過一些大的爭議事件，對政府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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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提出行動，並讓民眾意識和討論相關議題。2019年新聞報導執法

機關向Facebook與Google因偵辦案件調取用戶個資程序問題，台權會

藉此要求政府應改善、發布調閱機制的例行統計與程序。

台權會檢視資料濫用在當代有甚麼風險：對個人財產權、社會地

位等等。比如說人民的資訊自主沒有被好好尊重，幾乎沒有（各種

資料利用的）通知，在原本目的以外的利用是不合理的，等於在個

資法的解釋上看起來都不合格。這樣的案例我們會關注，挑戰個

資法在這部分的解釋。（受訪者A）。

以上這些監視、資料庫與資料收集濫用的問題，要探討的面向是

政府資訊公開、個資法修法等相關議題。近年來台權會持續對eID、人

臉辨識、健康資料等議題發聲，目前已完成《2018網路透明報告》（何

明諠，2018）和《2020網路透明報告（2017–2018）》（台權會，2020b）。

從表三「台權會近年來針對政府侵害資訊人權與倡議行動一覽表」

可以看出自2015年起，台權會一方面針對政府收集使用全民資料的適

法性與濫用危機，持續進行監督，甚至採取法律行動，與定期性的數

據報告整理。這是在目前台灣數位人權倡議與維護上，最重要的代表

團體與行動。然而《網路透明報告》的數據內容，仍較難讓一般民眾接

近和理解。

這是報告本身的侷限，因為內容包含的法律性質較高，牽涉到個

資、隱私權、言論自由的侵害，比一般人感知的議題還遠，直覺

感受「與我無關」，就算發生侵害也不會知道具體的傷害為何，畢

竟不是皮肉傷，也不是心理受創，所以你很難讓一般民眾感知這

件事是危險的，除非有個重大的事件發生，像是警察濫取濫調個

資，民眾基於過往的歷史才會比較有警覺，不然一般來說這樣的

計劃所呈現的數據與結論，一般民眾不一定有興趣。（受訪者A）

加上台權會日常業務甚多，除了資訊人權議題之外，另有言論自

由、人身自由、移民難民無國籍者權益、居住權、原住民權益、司法

人權、轉型正義等多面向人權議題，因此這幾年來以《網路透明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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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據收集整理發布與eID議題的追蹤、聲明、串聯、教育講座與法律

行動，已成為台權會這一兩年來在資訊人權上最主要的努力方向，而

透過以上與團體間與公民的互動，進一步提升一般民眾理解認識「資訊

自主權」的重要性與政府和私部門使用全民個資的問題。這反映在2020

年eID議題上，台權會、其他公民團體、學界、公部門、開源社群都發

揮串聯與提高擴展討論的場域與方式，促成公眾由目前內政部即將「換

發數位身份證」的大議題，重新將數位人權與公部門使用全民數據議題

搬回到公眾視野範圍。

表三　台權會近年來針對政府侵害資訊人權與倡議行動一覽表

年份 資訊人權相關事件 台權會

2013 衛福部加值利用國民健康資料 行政訴訟

2014 發起新計劃《台灣網路透明報告》

2015 高公局強迫全民使用eTag收費系統，並將全民
車籍資料及行車紀錄轉交給民營企業管理經營

記者會抗議、投書、聲明、座談

內政部提出eID 2018年換發

2016 健保資料庫案在2014年訴更一字120號判決敗
訴，向最高行政法院上訴目前也已被駁

申請釋憲

2017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公開招標，預計花4千1百24
萬2千元，建「涉案車輛巨量資料情資分析平台」

記者會抗議、投書、聲明、座談；
針對〈電信業網路擴大保存連線紀
錄〉一案提出訴願

2018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修法放寬，將為數位通訊
傳播法，移除假新聞

要求此法應以保障言論自由為前提

2019 政府正式啟動全面換發數位身分識別證（New 
eID）33億印製案

記者會抗議、投書、聲明、座談

《社會秩序維護法》引發爭議的第63條第1項第5
款條文爭議

教育機構及公共運輸（台鐵）使用人臉辨識

2020 COVID-19期間：健保卡在超商領振興券等防疫
時期的電子監控問題

記者會抗議、投書、連署、座談
宣布對內政部提起集體行政訴訟，
請求法院暫停目前eID的換發程序內政部eID換發問題

2021 經過串聯與反對，地方政府紛紛退出試辦eID，
行政院也在2021年承諾完備法治再推行

擋下晶片eID試辦換發

將持續爭取保留無晶片身分證，研
擬保障身份資料的修法方向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台權會年報2014、2015、2016、2017、2018、2019、2020a

*衛福部為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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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權會的行動實質上回應Milan與Gutiérrez（2015）的回應式數據行

動主義的大架構，也從倡議的角度檢視大數據與資訊人權的議題，在

此階段，公民團體對於平台化日常生活中的數據濫用與監控問題，面

對政府與企業提出強烈的批判與行動，並且透過社群媒體平台宣傳議

題（但仍面對商業演算法的襲擊之苦）、記者會、研討會、座談會，甚

至是集體行政訴訟，集結法律界人士一起阻止政府eID的政策，這是作

為認識資訊人權議題與理解認識數據化監控與濫用的回應式數據行動

主義，我認為也可被稱作「倡議數據行動主義」。

主動數據行動主義

公民科技（Civic Tech）是以打造新的科技工具來促進公民參與的新

實踐，以增進溝通、群眾共識與公民參與，同時也有運用開放資

料增強政府的透明度、國會監督與政府課責等面向。

（g0v.tw台灣零時政府社群，2020）

Milan和Van der Velden（2016）認為主動數據行動主義者和技術導

向的社會運動及文化社群有類似的特徵。和開源運動一樣，推動另類

非主流的科技與相關政策，也需要經常跨領域合作（例如：並不侷限僅

與公民團體合作，也和政府合作或和業界合作開發軟體）；而回應式數

據主義者對於國家與企業保持較為批判與對抗的態度，但這兩種數據

行動主義共享實踐方法。
Renzi與Langlois（2015）區分三種的數據行動主義類型：（1）社群

媒體上的數據行動；（2）資料視覺化與產製；（3）創意數據行動主義。

如前所述，商業社群媒體平台雖有壟斷市場與收集濫用使用者資料之

實，但目前商業平台（例如：Facebook）同時也是大多數使用者交流互

動、獲得資訊的主要管道，各種數位化的內容由此發布，無論是視訊

或每日評論，以平台演算法運作，分類的差異呈現出各種資訊在每個

使用者動態牆上的資訊順序、類型、形式與內容的差異。Renzi與
Langlois指出平台多樣發布功能（例如：圖像視覺化、立即發布、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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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推文、線上地圖等），對於公民團體在各種行動與抗爭現場，是最

易使用並且及時與大量網民互動的裝置，Renzi與Langlois以匹茲堡和

多倫多的反G20會議期間，和在對溫哥華奧運（Vancouver 2010 Olympic 

Games）的抗議行動為例，說明平台的功能，也指出直播功能在歐洲和

北美金融危機之後的抗議活動更常被運用。

這個階段顯示，數據行動主義者如何奪回數據的使用權與詮釋

權，並且透過數據的公共近用、數據的視覺化與相關公共議題呈現，將

數據成為生產公共知識，改變一般民眾與大數據之間的關係（民眾原本

是被剝削且被利用的數據提供者），而在這個階段數據所形構的新知識

與動態的社會變化狀態，也帶給網民新的知識上的體驗與理解。Renzi

與Langlois所定義的創意數據行動主義則屬於藝術介入大數據議題的社

會實踐模式，透過批判性的角度設計、重組數據與人和社會的關係，他

們以Zach Blas組織的「臉部武器化套組計劃」（Facial Weaponization 

Suite）為例 5，指出這種由藝術家與數據行動主義者的合作，以達成政

治化的創造性實踐。

整合以上幾種對於數據行動主義的分類，認為可以直接進一步解釋

本文案例在數據行動主義的框架（請見表一）。Milan和Gutiérrez（2015）

所提出的回應式數據行動主義的精神與行動主要是針對大數據與監控資

本主義現象的批判與抵制，因此我認為批判數據研究取徑以及數據素養

的概念與實踐也屬於此範疇，並可稱作「倡議數據行動主義」（initiative 

data activism，作者命名），也是Milan與Gutiérrez（2015）所說的回應 

式數據行動主義。Milan與Gutiérrez（2015）的主動數據行動主義，和
Renzi與Langlois（2015）將數據視覺化並且成為新的知識創建，以及以

藝術介入社會實踐的「創意數據行動主義」，都立基在第一層（倡議數據

行動主義）的基礎上，是一種重新奪回對於數據的使用和近用的知識和

能力。如Gutiérrez（2018）和Milan與Van der Velden（2016）所提，無論

是回應式或主動數據行動主義，都是一種連續且動態的過程，不需要將

這兩種類型對立或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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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環污資料公開到公民科技創用：綠盟「透明足跡」計劃1.0
到2.0

早在2015年環保團體綠盟推動「透明足跡」公開企業環境資訊之

前，長期以來台灣環境運動面對企業污染資料紀錄不足的問題。因此

當環境運動團體要探討「到底污染有多嚴重？持續多久？會有甚麼影

響？」的問題時，經常因為政府與企業污染相關資料缺乏，而難以與政

府和企業進行有效的對話。

第一個問題就是沒有資料，不管是能源[轉型]還是工廠污染，都

沒有資料。特別是污染的問題對大家來說是很直觀的，比如說那

時候日月光的問題已經發生過了幾年，回頭要來比對目前的污染

及排放狀況是否改善時，卻發現沒有任何排放資料。政府網站，

沒有。監測資料，也沒有。真的是完完全全沒有資料可以看到實

際的狀況。（受訪者B）

資料不僅缺乏不齊全，也散落在政府各部、會、局、處、室，來

自現有法源不足。綠盟與數個環境團體從兩方面著手：「一方面透過修

法授權政府建立完整環境資訊，另一方面要求落實既有環境資料的開

放」（綠色公民行動聯盟，2018：6）。針對法規管制漏洞，進行兩階段

的修法，第一階段提出《空污法》6修法意見，包括：「公開固定污染源

排放的污染物質」、「重大違規企業名單」、「提高排放污染的裁處金

額」、「取消污染大戶的租稅優惠」。最後成功推動：（1）社區環境知情

權，在新版《空污法》，企業必須公開污染排放資料（排放有害空氣的污

染物種類、成分、排放量）；（2）公開違規情節重大企業名單，取消優

惠待遇。第二階段，2017年提出《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連續自動監測

設施管理辦法》的四大修正方向：（1）納入思考「社會大眾與居民」的角

色，思考他們在管制過程中需要哪些資訊，以利大眾監督；（2）提高監

測數據可信度；（3）擴大監測範圍，強化管制機制；（4）修補管制漏洞 7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2018：10–11）。

綠盟等環保團體共同推動相關法令修正，以達致資料數據收集更

加齊全，並且加速資料公開的期程。這也是「透明足跡」1.0計劃的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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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透過『環境數據資料』改善政府環境治理、提升公民知情與參與，

以及推動社會改變環保行為、善盡環境社會責任」（綠色公民行動聯

盟，2018：3）。2015–2017年間，綠盟等環保團體第一階段先推動環污

資料公開、提升精密的排放檢測數據、確切且即時的排放記錄的修法

過程，並在政府、企業與在野黨之間角力，推動法案往前走，促使資

料齊全、監測正常，以利各方依照明確可信的數據對話。

圖一　 「透明足跡」官網，透過修法讓資料更完整齊備，並且透過公民角度思考資料可視化的
呈現

資料來源：綠盟「透明足跡」網站〈https://thaubing.gcaa.org.tw）；瀏覽日期：2022年2月16日

圖一為「透明足跡」官網以資料可視化、不同性質的查詢類目與工

具（例如：以地區地圖方式查看、或以企業名稱查詢、或直接檢視重大

違規紀錄），一方面整合政府公開資料（OpenData.epa，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環境資源資料開放平台）彙整到「透明足跡」官網後台，可以以更簡易

的方式查詢各項環境監測與污染資料。這些資料不僅變得更易搜尋、

閱讀，也讓環保團體、媒體，甚至是公部門與私人企業可以透過這個

新的環境污染資料庫，找到更多明確的資訊。

我們其實都在想這件事，因為最後的目標是企業，所以想以企業

為單位，把企業的資料建立起來。哪個企業屬於哪個集團，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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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責任，製造多少社會成本、企業的社會責任表現如何，未

來慢慢將各種資訊加進來。開始想的不只是環境資料，慢慢的會

有勞動的資料、企業社會責任的資料，或是其他相關需要被放進

來的資料。（受訪者B）

綠盟也同時思考兩點：如何讓更多公民知曉並應用這些環污資

料。特別是除了住在工廠附近的民眾、寫環境議題相關的新聞記者與

環境團體會有動力持續使用「透明足跡」網站，還可以如何改善這個已

經容納數十萬筆資料的網站，改進使用方式與提供更多元的資訊，以

吸引一般民眾呢？

我們資料放上去了，但是沒有人力去做社區的推廣，過去也曾辦

演講，教如何使用環境地圖，但是問題是一般人不會每天上去使

用，或是有受到影響才會上去看，這就不會變成一個長期使用的

工具。因為對大多數人來說，沒有動力。（受訪者B）

你要回到一個角度：我要怎麼讓民眾有動力去看。台北市民為何

需要看這個東西？那種感受太遠了。比較常去看的是高雄的環保

團體，或是因為家裡附近可能就有石化廠，所以會常常回來看。

對一般民眾來說，頂多看今天的PM2.5的情況。一開始可能會覺

得新奇，查查看有哪些被開罰過的資訊，但不會有動力一直看。

（受訪者B）

「透明足跡2.0：掃了再買」計劃就是從思考如何讓原本網站上各種

資料可以有更好的使用體驗發想而來，因此從新開發的功能來看，是

以消費者為出發點—「如果有一天，可以選擇相對安全的食品、可

以選擇友善環境的商品，你會願意嗎？如果你的選擇有機會促使企業

更負責任的生產，你會期待嗎？」（曾虹文，2020）。對於一般民眾來

說，透過網站查詢污染排放資訊並非日常所需，但是對於消費者而

言，會注意所購買的商品是否安全。因此從這個出發點，新的「透明足

跡2.0：掃了再買」APP促使消費者有機會在購買前，透過掃條碼的方

式，確認商品是否安全、是否支持環境友善、是否黑心、製作時是否

污染環境，又是否剝削勞工？藉此重新思考消費者本身與商品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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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延伸到與社會和環境的關係。同時，這個APP成為消費者檢視

企業表現最直接的平台，讓有問題的企業有動力與壓力改善，也讓表

現優良的企業因此被看見。

我們現在是在思考要怎麼樣把他的價值、把他的好、投入的改善

可以被看見，讓企業有更多誘因說我現在願意投入是因為我品牌

價值的提升，而不只是說不要違規不要超標就好，而是怎麼樣讓

企業做得更好、友善。比如說，接下來他如果每年都有在做減

碳，他會不會是一個指標？那他有做哪一些事情？就是把這些一

個一個比較好的事情放進去，當企業真的在投入改善，正在做一

件事情的時候，是覺得我投入這件事是有人看見的。（受訪者B）

圖二　 「透明足跡2.0：掃了再買」APP，讓消費者購物前，可以透過APP掃描產品條碼，了
解該企業的表現（違規紀錄、次數、年份、罰款金額、以及同類型商品比較）

資料來源：綠盟「透明足跡」網站（https://thaubing.gcaa.org.tw/blog/category/27）。瀏覽日期：
2022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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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綠盟近年來針對環境資訊公開議題與倡議行動一覽表

年份 環污大事件 綠盟

2015 《水污法》修正案施行 開始「透明足跡」計劃：推動公開企業環境 
資訊

2017 六輕「空污數據」憑空消失 （1） 推動公開企業排放廢氣廢水的即時監測
數據（含違規紀錄）

（2） 推動公開關鍵違規事由、違規重大企業
名單

（3）g0v公民科技獎助金：「OPEN企業」計劃
（4）推出嘖嘖募資計劃「透明足跡1.0」
（5）參與空污法修法

2018 （1）敬鵬工業平鎮廠火災
（2）《空污法》新法上路   

（1） 綠盟、消防員權益促進會、移工、工殤
協會爭取環境知情權

（2） 「參與空污法修法」組織串聯：地球公民
基金會、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台灣蠻
野心足生態協會

2019 《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法進入第二階段 （1）舉辦「年度環境金害獎」頒獎典禮
（2）食農松優選「環境污染大追擊」

2020 台南學甲爐碴污染案 （1）舉辦第二屆「年度環境金害獎」頒獎典禮
（2） 推出嘖嘖募資計劃「透明足跡2.0：掃了

再買」
（3）總統盃黑客松優選「揪出農地工廠」計劃

從綠盟參與環境資料收集公開的修法過程，可以看到三個階段的

行動與發展。第一，參與修法過程，為求環境資料檢測收集整合與公

開；第二，透過群眾募資方式擴大一般民眾認識該議題的可能性，並

從參加公民科技獎得獎後，組織內部持續推動有關環境數據議題的行

動與平台設計，並且持續參與總統盃黑客松的活動 8，雖不像g0v曾辦

理的公民科技獎有獎金可供後續開發專案的資助，但仍可能由此競賽

向政府建議開放相關數據資料，因此綠盟自2020年起每年持續參加競

賽，一方面持續優化環境議題數據運用的實踐，另一方面也是藉此要

求相關資料公開的機會，這成為環境數據行動與公民科技結合的第一

步；第三，持續優化環境資料被使用的方式與介面，改良一般使用者

（消費者）的公民意識與行動策略，也形成消費者與企業之間的監督關

係和數據公共化的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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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源社群g0v的公民科技創新獎助金和公民參與

g0v於2012年成立，是一個去中心化的開源社群，聚集各方網路公

民，讓線上社群行動與「鍵盤式參與」，形成透過檢視、整理、重構巨

量資料轉化成參與並監督政治的有效行動。鄭婷宇、林子倫（2018：15）

的研究指出，g0v形成開源協作的文化，透過不同社群間溝通過程，為

了縮短公部門與公民之間溝通的鴻溝，將龐雜的巨量資料，透過介面設

計與資料彙整，形成可被利用可接近性的實用數據，並且「彌補政府與

民眾間的資訊落差，賦予公民監督、參與政府決策的能力」。g0v等開

源社團從2017年開始每年舉辦「g0v公民科技創新獎助金」計劃 9，是以

「公民科技（Civic Tech）打造新的科技工具來促進公民參與的新實踐，

以增進溝通、群眾共識與公民參與，同時也有運用開放資料增強政府

的透明度、國會監督與政府課責等面向」（g0v.tw台灣零時政府社群，
2020）。透過開源社群與非營利機構／非政府機構（NPO/NGO）的合作，

以新的視角與工具，提高議題推動的效率與方法，或是解決長期以來

傳統社會運動中的動員，或與公部門對抗與協商之間的盲點。

我們想要幫助NPO創用新科技工具，因為大多數的團體很缺乏有

效的協作工具，甚至是透過這個獎助金讓他們有更多資源，可以

事半功倍，因為很多NPO的工作方法，特別是老牌的，他們工作

很久，不一定採用新方法，g0v在推動議題上面用的是比較新的方

法，看能不能用新的方法來做議題（受訪者C）。

三年來（2017–2019），g0v號召國內外具有社會影響力之媒體與科

技產業共同募資「公民科技創新獎助金」，該計劃獎助29件專案，每個

獲獎團隊約可獲得新台幣30至50萬元獎金，目前已發放1,368萬元獎

金（g0v.tw台灣零時政府社群，2020）。例如綠盟所做的OPEN集團專案

中的「透明足跡」就是一例。這些公民科技專案包括五大類別主題：科

技與公益、開放政府、創新資料收集、資料查核與再加值、社群基礎

建設。此外，在議題取向上，近年來台灣公民科技的熱門議題仍以「政

治類」專案最多。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3).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51

數據行動主義

對我來說是個問題，應該說大家關注的都是很政治的問題，其實

公民科技、環境議題一直在發生，但很少人會主動關心，我覺得

g0v裡面聚集了很多想要主動關心某些議題的人（受訪者C）。

此外，g0v更透過定期舉辦的聚會，例如從2012年底開始定期舉

辦的「雙月大松」10，與每兩年舉辦一次的g0v Summit雙年會，這些活

動平時集結各界公民，包括開源社群工程師、NPO/NGO工作者、社會

設計師、教育工作者、網友或懷有各種想法的一般公民等。這些定期

的聚會活動，成為對公民科技懷有不同想法的各方人馬：不同科技社

群、社運社群與一般民眾之間的溝通平台與橋樑（見圖三）。

圖三　g0v的定位與角色

資料來源：g0v.tw台灣零時政府社群

也因此g0v在2017年推出「g0v公民科技創新獎助金」計劃時，陸續

有團隊曾參與過g0v定期的黑客松活動。這種長期穩定的討論聚會，加

速了一般民間團體對於「公民科技」專案的理解與探索。零時政府揪松

團秘書長說明：「從2017年到2019年g0v舉辦公民科技獎，專案質量都

變得比較成熟完整」：

2017年雖然那時候件數很高，有快一百件，但是中間被篩掉的很

多，大部分的原因是因為跟[公民科技]獎的設定目標有距離，後

來雖然數字下降，但是質量變好。有些一開始投來的就是非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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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的專案，像是資料分析小幫手，他們後來有拿到總統盃黑客松

卓越獎，現在還有不少繼續做的專案。到第三年[2019]，大家都

可以想像得到甚麼是成熟的公民科技專案了（受訪者C）。

然而，公民科技獎助金的專案成功率並不高，專案的發展與推

進，與團隊間各成員對於專案的溝通、理解與轉譯的方式，以及團隊

持續的動力有很大的關係，因為專案通常會經過一年以上的開會溝通

與進度協調，但實際上，雖然主導者有意積極推進，但也需要其他以

志工性質為主的團隊成員得以持續合作（Chen, 2020）。

因為你要如何在半年內做好公民科技專案，這其實是很需要一個

專案經理（PM）的角色去盯進度，要有一個這樣的角色去監督，不

然專案就會很鬆散。但困難是：真正會願意投入做公民科技的人

真的不多。因為要把一個專案做好其實是很專業的事情，那如果

有人參與度低就會比較麻煩，因為這是個志工性質（受訪者C）。

對於每年通過的公民科技獎助專案，g0v也有一定的監督壓力與責

任，透過定期確認各團隊的進度與成效，決定是否得以發放獎金的標

準，專案的完成度很大一部分可能會影響下一年度的募款狀況。定期

參加大松組成公民科技專案的團隊會難以持續，因為團隊成員皆為志

工性質的組成不易長時間持續合作，而在公民科技獎得獎的團隊，才

有經費聘雇PM來推進專案進度發展，例如綠盟的OPEN集團，綠盟也

曾透過投入公民科技專案計劃，並取得階段性的成功（該計劃群眾募資

達標），促使綠盟進一步投入人力與經費發展新的環境監督的公民科技

方案，並積極參與其他類似的公民科技競賽（例如總統盃黑客松）。

他們沒有時間，因為他們大多有些專案是大家用業餘時間來做，

這種就沒辦法。如果是來做公民科技獎助金會比較容易完成，因

為他們會有初步的資源找人專職來做，因為NPO的結構是他們有

錢才有辦法來做這件事情，但他們如果來大松（大松是指g0v每個

月定期的聚會，可以來提案、找人加入團隊進行專案）的話就不一

定（受訪者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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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三可以看到，g0v在公民科技與數據行動主義的概念上，扮演

著串聯各社群的角色／平台，隨著各方民眾、開源社群工程師、NGO/

NPO的投入與互動，而透過台權會、綠盟與g0v三個組織對於數據行

動主義的實踐上，展現出不同的層次。首先台權會、g0v與其他民間團

體對於數位人權的關注，透過各種線上與線下的議題推廣、串聯、講

座、記者會等方式觸及網路上各地民眾，於2021年初暫時阻止政府原

定的轉換數位身份證的倉促計劃。這個階段是一種「公眾理解大數據」

的框架實踐，透過讓更多民眾理解當代數據使用的各種危機與問題，

讓學界、NGO/NPO、媒體和一般公民重新正視目前換發數位身份證，

以及政府長期以來數據收集與使用的問題。第二層則是公民審議的概

念，透過公民科技的應用，將數據的收集使用公共化，一方面成為
NGO/NPO監督公部門的利器，透過確切的環污資料整合，讓所有違規

紀錄與問題一目了然，迫使公部門解決問題；另一方面進一步調整數

據使用介面，讓數位公民得以透過該數位介面查詢、紀錄、認識相關

議題，並且投入公民數據生產與監督的責任。在這兩個階段的數據行

動實踐中，g0v作為開源協作與數據共享分析的開放社團，與各公共議

題和相關討論，提供了開源協作的文化，跨領域的社群合作，也讓公

民社會對於巨量數據公共化與數據行動主義有了新的實踐途徑。

小結：平台化公民社會的數據素養與行動

本文以數據行動主義為基本架構，探索台灣三個案例如何在回應

式（倡議）和主動數據行動主義的策略實踐。台權會的資訊人權倡議行

動、綠盟環污資料收集與可視化使用、g0v等開源社群的公民科技協力

創用，所形塑的數據化公民行動的樣態，一方面回應了當代監控資本

主義的平台經濟在個資的收集與濫用的現象；另一方面也回應並且行

動有關數據被壟斷的環境與狀態，試圖透過大數據公共議題討論與倡

議、要求政府與企業環污數據公開、建立公民科技為公共平台，這些

數據行動主義的實踐展現了數據素養與數據使用公共化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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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歸納本研究三個案例的數據行動主義形式，以及相對應的平

台化環境。特別是，無論是回應式／主動數位行動主義，這些行動某個

程度上都受限於巨型平台壟斷資訊流通方式，這裡有兩個困境，一是作

為回應式數據行動主義，受限於網友大多聚集在社群媒體平台上，如何

連結到個別網路使用者變得異常困難，特別是當社群媒體平台改變了貼

文露出的演算法後，除非花錢買廣告增加貼文曝光率，或是掌握社群媒

體小編的貼文增加互動率的技巧，無論如何都受到「必須玩平台的規則」

的邏輯；即便主動數據行動主義方案類型，除了透過原有的科技巨頭所

壟斷的社群媒體宣傳，也有自行設立環污資訊平台與可下載使用的
APP，甚至另外以群眾募資平台，募集數位平台經營所需經費，但在網

路資訊流通空間被巨型平台壟斷的前提下，實際上看到社群貼文，並且

連結到網頁支持募資，甚至連結到網頁使用環污資料平台的人，仍非大

多數人。這是因為人們所仰賴的社群媒體使用習慣，以及平台所刻意

投放／沒投放內容的差異，這種根本性的資訊流通管道被各種付費設計

過並且用來刺激使用者持續停留在平台與消費的狀態，若不從根源檢視

與改革，將很難增加目前數據公共運用的影響力。

我在本研究試圖將三個投入數據行動主義的團體，分類成兩種類

型，並且指出議題的倡議過程中，在線上（各種平台）以及線下的互

動，是多元且複雜的過程。在數位化社會的行動場域不同平台上的數

據行動方案（見圖四），平台化日常可被劃為兩種空間，一是當代以數

據監控、收集與分析為導向的主流的數位與社群媒體的空間，以商業

利益為導向的資料收集與分析，並且濫用個人的數位足跡與資訊作為

獲利的原料，和公部門監控收集全民資料的問題；二是數據行動主義

為導向的數位公民社會，從「公眾理解認識大數據」作為數位網民實踐

的行動框架（回應式／倡議數據行動主義）。其中以非政府組織團體、網

民和開源社群為主要行動者，傳播公共議題，並且開源社團透過公民

科技的工具協力，與NGO或網民完成的數據公用的公民平台。

「回應式／倡議數據行動主義」主要描繪一個平台化的日常生活與數

據監控的社會框架中，所謂回應式／倡議數據行動主義者（公民團體等）

如何在一個被科技巨頭所壟斷的平台空間中進行倡議與對話。根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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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究發現，例如台權會在倡導資訊人權議題時，同時在社群媒體平台

（例如Facebook）進行線上倡議，但也同時在線下（of�ine）與一般公民互

動，透過實體活動、演講、記者會與研討會等，並且同時在線上與線下

對政府使用數據的方式進行批判與對話。如本研究所述，數據行動主

義的兩個階段為動態關係，並不分割。而在相關議題的公民團體甚至

經常重疊與互助，更甚者，我們可以進一步解釋回應式數據行動主義為

主動數據主義的基礎，當越來越多網民理解意識到資訊人權重要性與數

據濫用的危機，而有可能進一步探索並思考數據的公共運用與數據創用

的可能性。Milan和Van der Velden（2016）認為將數據視為一種科技，

將可引起人們思考我們還可以對數據做些甚麼，特別是數據可作為認識

當代社會與世界的方式之一，以扭轉原本數據被壟斷佔用的形式，發展

數據時代下的新政治行動與公民參與的新工具。因此，「主動數據行動

主義」呈現出至少三個平台：商業社群媒體平台、公眾募資平台與公民

科技平台。在第一層意義上，公民團體開拓了以科技巨頭商業壟斷為

主的平台視野，但仍依賴這些平台與網民互動溝通。但透過群眾募資

方案，有機會促使網民被動地從商業社群平台接收訊息按讚與轉發以

外，進一步資助新的公共數據平台的營運。在此過程，傳統公民團體

也透過開源社群的協作平台活動，進一步連結工程師、設計師來共構新

平台計劃，並且在透過募資計劃獲得一般民眾（網民）定期定額資助，

成為新公共數據平台的一部分資源，某個程度上增進了原本在圖四的

「接觸相關數據議題資訊」的階段，並進一步同時近用社群平台與以公

民科技為基礎的平台，持續優化、納入更多與政府溝通索取的新開放資

料，並且透過創新數據公共運用與設計，檢視並監督環境議題的發展。

網民主要透過社群媒體接觸各種資訊訊息並行動與反應。NGO也透過

社群媒體與一般網民互動，傳遞相關議題與資訊，甚至從社群媒體平台

宣傳群眾募資平台，與網民有更多互動，網民也因此得知相關議題（例

如資訊人權與eID身份證換發的爭議），轉發訊息，或進一步參與活

動。此外，也因此近用數據公用平台（例如：綠盟的透明足跡計劃）。

這兩個空間（商業化社交平台與公民數據近用與產製平台）並非僵固不

動，從Michael與Lupton（2016）的概念來看，若能讓網民進一步理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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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監控資本主義與平台壟斷的現實問題，以及不同網民在數位化空間中

的行動類型，空間之間（數據壟斷與濫用和公共行動與串聯）會是一種

動態且流動的過程（見圖四）。

在平台化的日常生活與數據監控社會的生活世界中，從圖四的「倡

議數據行動主義」到「主動數據行動主義」的概念變化中，一同變化的還

包括各種行動者的參與狀態與策略，以及平台環境的變化。然而這也

不代表兩階段的數據行動主義的內涵與策略是互斥的，這也回應到實

際參與者，特別是主要的議題策動者／組織是否有足夠多的經費、人

力、資源可以投注在第二階段的數據知識公共化的工作，但我們也可

以看到綠盟透過與開源社群合作與向募資平台小額定期捐款的策略，

某個程度上企圖穩定新創設的公民數據進用平台的發展，同時予商業

化社交平台的網民一個持續流動參與的機會。

因此，數據行動主義為一種連續動態的狀態，台權會、綠盟與g0v

的實踐方案提供了公民團體發展當代平台策略時可以參考的幾個策略

與困境，回到公民團體所關注的議題如何透過數據公共化的方式來進

行新的創用與近用，解決／轉化該領域相關議題數據化之議題；開源社

群在公民團體之間對於數據運用的角色；以及未來公民科技發展的多

元運用。本研究為台灣數據行動主義初探研究，以三個主要案例進行

分析，勾勒出兩種不同類型的行動策略，雖已針對相關參與者進行深

度訪談，但未來應進一步針對其他運用公民科技的NGO，進行相關比

較研究；亦會就有關NGO如何與開源社群合作，以及實際上在推進以

數據為導向的公共議題專案的過程中，提供更多細緻且涉及不同角色

與類型的分析。這些都是未來本研究持續進行探究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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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回應式／倡議數據行動主義與主動數據行動主義（仍受巨型平台壟斷資訊管道的威脅）

資料來源：依據作者研究分析所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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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根據本文研究者觀察，目前華文傳播學圈對於社群媒體平台與假新聞、社
群媒體平台如何影響傳統新聞業，以及社群媒體使用與民主參與度有較多
批判性研究，但針對大數據與公民數據行動主義較少。此現象可能是因為
前者所產生的問題較為嚴重而出現，例如假訊息傳播、傳統新聞媒體受到
閱聽人使用媒體習慣改變，以及Facebook演算法所導致新聞產製流程巨
變，甚至和社群媒體使用與民主參與相關議題，這些仍為目前較重要的傳
播現象與議題。

2 g0v黑客松每兩個月舉辦一次，由g0v揪松團舉辦，基本上活動對所有人
開放，但在g0v的網站上註明：來參與的人都是「想看見改變的人」，例如
「以開放透明網路參與為號召的組織」、「有計劃想運用資訊科技的NGO」
等，這個活動有來自各領域的人，包括開源工程師、UI/UX設計師、NGO

工作者等。
3 衛生福利部「健康資料加值應用中心」，於2015年5月改名為「衛生福利資
料統計應用中心」，又於同年8月改名為「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

4 針對政府機關（例如法務部的檢查與調查機關）如何向私人企業請求個人
資料紀錄，以及其通訊監察的數量與方式，此外目前政府機構（例如教育
部）提出限制網路內容的標準，包括開發用戶端的過濾軟體，似乎刻意封
鎖特定公共議題的狀況（例如：LGBT與死刑人權等議題）。

5 視覺藝術家Zach Blas有一個臉部武器化套組的計劃，用來批判最近各種
公共場所對於個人面部辨識系統的監控問題，為了讓公共場所面部辨識系
統失效，他製作一系列可穿戴的不規則形狀的面具。

6 《空污法》修法包括以下法律相關細則條文修改：《空氣污染防制法》、《固
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管理法》、《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
排放標準》、《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7 綠盟等環保團體最後成功大幅度修正該法，包括：「增訂數據系統處理規
範、提高有效數據到95%、應依實際操作情形註記數據狀態、擴大監測包
含六輕44座廢氣燃燒塔，以及新增揮發性有機物監測項目」（綠色公民行
動聯盟，2018：11）。

8 總統盃黑客松自2018年舉辦，至今年將是第五屆，這是由公部門所舉辦
的資料公開創新運用的競賽，只有獎牌沒有獎金。

9 2020年因為經費不足而停辦一次。
10 g0v自2012年起定期舉辦「雙月大松」，2014年更名為「g0v零時政府揪松

團」，2016年起募集正職員工，成為協助各界公民參與共事的基礎建設與
重要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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