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臺灣網路治理論壇  座談摘要 

場次名稱 資料跨境流通與資料在地化對我國的挑戰 

日期時間 7 月 13 日 11:15-12:45 

主持人 黃文哲 

與談人 1. 余若凡／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2. 吳國維／NII 產業發展協進會顧問 

3. 陳在方／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助理教授 

4. 陳幼臻／Google 臺灣公共政策與政府事務總監 

5. 何明諠／台灣人權促進會專案經理 

簡述座談討論的議題 (請以要點式描述) 

1. 「資料在地化」的定義與範圍為何？ 

2. 各種實施「資料在地化」的原由是否合理？ 

3. 「資料在地化」政策可能對我國的政經與社會等層

面產生哪些影響？ 

4. 如果世界各國都實施「資料在地化」可能對全球網

路發展產生什麼影響？ 

5. 國際經貿規範論及「資料在地化」等治理議題，對

我國正反面影響為何？ 

簡述座談結論/重點/

摘要 

(請精簡描述，建議字數 300-700 字) 

多數與談人對「資料在地化」措施抱持疑慮，認為它並

不是達成所宣稱「提升資訊安全」、「保護經濟發展利益」

等政策目標的最好方式，甚至與政策目標自相矛盾，例



如研究發現會導致 GDP 衰退。 

部分與談人指出，如果我國實施「資料在地化」，可能

會帶來政經社會面的負面衝擊，例如不利於我國中小企

業發展、導致國際企業辦公室撤出臺灣但仍可擁有臺灣

市場等。而如果世界各國都實施「資料在地化」，全球

網路將有區塊化 / 網路分裂的隱憂，並將對現今的one 

Internet 帶來巨大改變。 

不過，也有幾位與談人表示，健康醫療等資料確實有「資

料在地化」的需求，而且 CPTPP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

步協定) 同時也賦予各成員國可以採取例外限制的空

間。因此，我們需要針對不同的資料種類、政策目的、

是否有其他替代方案等層面問題，做更進一步的深入討

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