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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過得真快，荼餘飯後這個專欄一幌眼已經九個月了。這九月裡，雖然

是閒聊，可是我們確實已經借此園地暢談了資訊的種種主要特質。只可惜讀者

反應不多；每次提筆時都叫我覺又要自說自話一番了，而且對於這個專欄的品

質也總是放心不下。坦白說，我是由衷地希望朋友們指出我的毛病，即使是一

個錯字，一句欠通順的句子都好，能讓我有所長進。 

  九個月來，手邊的資訊大部份已經談過了。經過一番整理，發現有些例子

和以前所談的主題是相關的，只是由於時效不對，在當時沒有機會寫出來。這

些例子，不用可惜，所以，這一次且給大家上一道拼盤吧！用這些例子來談談

資訊運用的一些問題。 

 

資訊將軍 

  七月六，日聆聽了一場內容精緻的簡報，是資訊將軍果執行長親自準備

的。在這兒，我無權無意介紹這個簡報的內容，反正不久資策會應該會將它發

表。令我感動的是：這個簡報的每一張投影片資料，都是果將軍親自蒐集整理

的。以我的經驗而言，像果將軍的地位，而親自準備技術性簡報的每一個細節

的事，可說是絕無僅有。我想，果將軍真是有心人；他在美國六年多的時間

裡，對資訊工業發展的事應當是相當關心的。從簡報的內容來看，果將軍實在

可稱之為資訊將軍而無愧。 

  據說，果將軍保持著每天讀書三小時的習慣。如果一日公務繁忙，看書的

時間不到三小時的話，就寧可犧牲睡眠的時間也要看三小時的書。古人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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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不讀書則面日可憎；雖然，讀不讀書的情況似冞不像上面所說的那麼嚴重，

可是以資訊技術進展之快，資訊應用涉及之廣來說，不及時吸收新知實在是

「不進則退」，而且立刻見效。僅以此每日讀書三小時的習慣來說，就已經說

明了果將軍對資訊體認之一般了。 

  由果將軍的情形，不禁使我想起另一件事：據統計，美國的公共圖書館用

戶，有一半以上是公務人員。公務員為了要把公事辦好，妥為利用資訊是必然

的事，所以這件事也無足為奇。奇怪的倒是我們社會對資訊的態度：我們的公

務員大概極少用圖書館的資料，即使是本單位的資料也不見得好好利用，能時

常看書的只怕也不多；當然，我們公共圖書館中蒐藏的資訊是否切合需要呢，

也是另一個問題。總之，我們國民對資訊的重視、利用、蒐集、分享... 等等的

心態和習慣，都是值得檢討的。 

 

辦公室自動化與檔案整理 

  上面所說的情形，也反應在政府各單位實施辦公室自動化的事件上。目

前，各單位自動化的情形都不盡理想；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很多，而我以為其

中之一就是不知如何重視資計。 

  不知如何重視資訊這件事最具體的表現，就在行政上忽視了一個單位應該

保存的檔案。比方說：每個單位應該建立那此檔案？每個檔案應該有那些訊

息？精確到什麼程度？正確到什麼程度？以及，如何更新這些檔案而使之具有

時效？如何利用這些檔案來把事情做好？如何分析檔案資料來作決策的參考？

或是，如何把這些檔案提供給其他單位裡需要使用它的人？如何利用這些檔案

便民？如何利用這些檔案來做好單位的公共關係？等等。 

  在辦公室自動化的過程中，就我所見到的，很少重視上述之各點。因此，

雖然說是在做辦公室自動化，可是做事的心態、觀念、方法等，和以往的官僚

公幹並無改變，在這種情境下，自動化的成效就不問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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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無論要不要自動化，若是想提昇辦公室的水準，好好地建立檔案是勢

在必行。因此，在辦公室自動化的過程中，重新整理與規劃檔案是一件必須先

做的事。我覺得，我們政府應該考慮以行政命令，來強制各級機關做好這件

事。在做這件事的時候，應該讓大家知道每個政府機關建立了那些檔案（（機

密者除外），要檢討每一件公務處理的流程中，需要用到檔案中的那些資料才

能把事情做得更好，要檢討每一個單位對外須提供那些資訊（這是資訊分享的

資訊社會應有的品德）？我確信在這樣的整理之下，必可促進公務的品質，因

為處理公務時需要的資訊，勢必會比以前能獲得的更多更好；亦可節約資源，

因為各單位間共需的資訊會比以前分享的更加通暢；也更便民、更做好民眾與

政府間的公務，因為讓民眾更了解政府的運作，政府也加強了資訊的服務和提

供。 

  從另一方面來說，要明白辦公室自動化做得好不好，只要檢查一下它對檔

案的規劃和利用情形，就一目了然而無所遁形了。 

  據說，我國的檔案法正在行政院研擬修訂之中，筆者在此謹盼望此法之修

訂能切合全國行政單位辦公室自動化的需要，使我們政府的能力可以大幅提

升。 

 

電子小弟 

   說到辦公室自動化，想到了最近積極進行的大案子：海關通關業務的自動

化。通關業務涉及九個單位：國貿局、銀行、進口商、報關行、海關、承攬

業、貨運站、航運公司和衛生署等。一件案子辦公下來，若昃每次都順利的

話，在這九個單位之間要往返跑上 15 次。這些跑腿的工作，多由報關行的人員

往返於各單位之間。試想，一個案就至少要 15人次的交通往返，以台北市的交

通情形而言，其耗時耗力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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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如果通關的網路做成功了，就可以用電子公文，以電子的速度往返

於各單位之間，不僅節省了人力和時間，就連台北市的交通情形也可以改善很

多；譬如說每個月有 1000件案子的話，就每個月至少節省了 15,000人次的交

通往返，你說是不是？ 

  說到這兒，又聯想周誠寬兄常說的例子，他一直在試著推銷公眾網路的計

劃；像是各種交通設施的訂票系統啦，電子郵購啦，電子匯款提款付款啦，等

等。他曾以購買火車票作例子；一張台北高雄的對號車票約 800 元，然而，先

買預售票的話，就要至少花去約二小時的時間（交通及排隊買票）。當然，逢

年過節時，說不定更要花一天的時間。這個買票的成本，比車票本身價格更

高，算起來會很嚇人。以年節來說，若有十萬人買預售票，光是交通就暴增

了 50,000 人次（假設每人購票二張），花費的人力資源是 50,000 人／日，相當

於 2000 人一個月的勞動力。這樣看來，車票黃牛的存在還確實有它經濟和交通

上的好處呢？ 

  若是大家可以透過一個電腦網路訂位子，就不必要到窗口排隊買預售票，

不僅節約國家的勞動力，更可以改善交通。這和通關綱路有助於改善市區交

通。這和通關網路有助於改善市區交通大異曲同功之妙。 

  推而廣之，像電視會議、銀行的電腦網路，以及種種的公共電信或電腦網

路，都有此種改善交通情況的特性。我們能不能利用資訊網讓「電子小弟」來

替我們跑腿，使大家少出些門辦事，來降低擁擠不堪的交通量呢？這算是突發

奇想吧。 

  最後讓我們再看一個例子，也是和資訊的運用有關的，作為本文之結束。

妥為規劃是上策。 

  上個月訪問了元智工學院。經由這次訪問，深深地體會到私人興學的苦

心。譬如說，為了能在短期間提升學校系所的學術地位，投入的心血之多是局

名人難以想像的：除了教師待遇、校園規劃、建築、實驗設備....等等的投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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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校務電腦化、管理、課程規劃、圖書服務....等等也是不遺餘力。就諸多

項目中，有一項令我十分激賞的，是他們全校行政作業使用電腦的規劃十分有

條理並且效果顯著。現在且介紹一下他們發展的電腦化選課系統。 

  他們全校的行政採用麥金塔網路，不只承辦人員有工作站，就連一般教師

學生也極易找到工作站。選課時，每個學生在任何一個工作站上都可以隨時叫

出軟體，自己用滑鼠選課；而第二天，每門課的學生名冊就會送到任課教師手

中。 

  這樣的系統，好處很多。對學生而言，是活生生的資訊素養教；對職員而

言，減少了許多工作，像是選課資料的登錄、校對，和面對學生繳交選課單的

種種行政手續，在資源上節省了大量表格（紙張），和一再重複填寫的欄位，

以及工作的時間。這樣的系統，其受益人是所有相關的人，不侷限於承擔其業

務的人（較為自我中心的主管，通常只會想到自己的工作）。這個系統是真真

正正能掌握計算機處理資訊的性質，而妥為利用的一個典型例子。 

     和這個系統比起來，有些歷史悠久的名校，就相形見絀了。目前許多學校

的選課也已經電腦化了，只是其工作的過程未能好好設計；因此，資料進入電

腦之前的工作既費時且繁雜，電腦分印的選課報表又處理不佳；在此情況下，

學生選好了課，過了二、三個星期，教員還拿不到學生名冊的事屢見不鮮。 

  同樣是電腦化，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差異呢？談到這兒不禁想起國父講三民

主義時所舉的例子：有槍不稀罕，重要的是射擊得準不準！同樣的，有再好的

工具不稀罕，重要的是能不能好好用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