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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E化政府 幸福的政策就是便民的政策  行政院研考會副主委戴豪君  
專訪

 

【記者謝孟席專訪】或許你對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感到陌生，但從網路身

分憑證、健保IC卡、網路報稅，到涵蓋全臺的iTaiwan網路服務（全臺無線上網服務

），你我生活息息相關的科技政策，一手打造電子化政府的幕後推手正是研考會；負

責執行國家社會政策的規劃和考核，曾有媒體比喻「若要說政府是廚師，政策是菜單

」，那麼研考會大概就是美食顧問以及口味研發了。問到擔任重要「菜色」研發者之

一的戴豪君，要如何為大家調出幸福的味道？「幸福的政策就是為民眾生活帶來便利

的政策。」他對「幸福政策」下了如此的定義，歐洲研究所碩士和博士畢業的他，甫

接任行政院研考會副主委，要持續推動科技融入政策的設計，提升政府效能與服務

，用便利生活讓民眾對政策有感！

 

讓「跨界」跨出第一步

 

素淨的辦公室，除了擺滿祝賀花籃，最醒目的就屬那一整面書的牆，滿是組織改造與

科技法律相關的書籍和政府出版品，說明戴豪君專心忙碌於工作的狀態。令人好奇的

是，法律系出生的戴豪君，如何一路發展出科技法律的專長，以致接手社會政策的規

劃，並成為成就政策上多元觀點的發聲者？這一段旅程從他大學畢業後，進入研究所

開始。喜歡接受新領域和新挑戰的他，別了傳統當律師與法官的路，報考了歐洲研究

所，「歐洲各國因應不同國情，法規制度多元，很有趣，不覺得嗎？」，戴豪君因為

興趣而選擇的路，開啟了他的歐洲視野和思考，也許連自己都沒有料到後來竟然成為

為國家監督政策的優勢，也許就像他說的，「沒有跨出那一步，你永遠都不會知道有

新的做法」。

 

憶起淡江，除了淡水夕照，「老師」是他記憶中深刻的印記─碩士論文指導教授王泰

銓，「他是一位有歐風的儒者」戴豪君如此形容，「對待研究生，他給予許多自主性

，因為『研究是自己的事』，僅適時給予我們方法突破研究困境，培養我們成為一個

獨立的研究者。」因此這些研究的態度，養成為他日後工作最大的幫助，「知識會改

變，但是掌握知識的態度和方法是不會變的」、「良師益友更勝於紙張文憑」，戴豪

君說出工作多年後的感想。

 

學習的應用與延伸

 

人們常說語言是通往世界的一扇窗，那麼在網路尚未普及的撥接年代，電腦技能就是

開啟未來科技化的一把關鍵的鑰匙。「當別人還在報紙上找工作時，因為淡江資訊化



教育打下的基礎，我利用網路找到了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法律研究員的工作

機會。」戴豪君透露他如何找到第一份工作的小故事。而學校的學習給他的加值不只

如此，戴豪君歐洲研究的背景，讓他在當時一片美國學術研究背景的人才之中也起了

不同的作用，「我研究歐洲，所以對於政策和法案規劃提供了不同看法的建議，在同

樣情形下，歐盟怎麼說？ 多聽不同意見，能夠產生不同價值觀和對照組，對工作很

有幫助。」

 

「當時『電子商務的法律問題』專案為新興議題，面對不熟悉的業務，許多人不願處

理，我接下來了，未料2年後電子商務快速成長，超乎眾人想像。」學校教育固然為

工作加分，但職場學海無疆，每每遇到的都是新的領域，有許多不同的挑戰等著他來

接招，「我很習慣時常被交辦我幾乎不會做的事情。」教授王泰銓培養的問題獨解決

能力，使得他日後面對工作，不排斥沒有處理過的難題，接下燙手山芋，意外增加他

對科技法律與新興技術的了解，更奠基了日後為政策注入科技化的使命。

 

在資策會的學習還包括「解決眾人的問題」，「一般企業有法務部解決公司難題，但

當整個產業出現共通問題，要誰去解決?」資策會服務整體資訊科技產業所遇問題

，因此在大環境下，以眾人的角度去思考問題的根源，開闊了他視野的格局，成為日

後為眾人服務的基礎。

 

不斷挑戰自我、好學新知的他，就連當年任職資策會科技法律中心綜合業務組組長仍

不忘回學校攻讀歐盟研究，所以戴豪君回憶到「再次走在淡海夕照的校園中，手機時

常響起辦公室的電話，兩頭奔走下，捷運經常是我小憩的床鋪。」

 

重要政策　讓科技就在生活中

 

在資策會或被借調台北市研考會時，戴豪君處理過許多有關電子科技法規的研究計畫

，包括與研考會合作的「電子簽章法」，台北市無線區域網路的推動，前者後來成為

行政院研考會推動電子化政府中，自然人憑證的重要法規，後者則讓戴豪君現在面對

提供iTaiwan服務有了前提基礎。從事協助政府推動科技法案與政策研擬工作，多年

來的任務累積，奠定對科技發展的了解，也讓日後處理科技政策顯得游刃有餘。

 

慣於解決困難的任務，豐碩和突出的經驗累積，是戴豪君每一步努力的結果，一路從

資策會研究員、組長，到現職研考會副主委似乎水到渠成，但戴豪君只是謙虛地表示

「一切都是和研考會有緣！」而真正一切的根基源自他分享的，「每一次經驗的付出

，時機會幫我們驗證努力的價值，每一個時機也會幫助你往下一步前進；如果願意不

被熟悉感綁住，願意接受新的事物，其實會有很多的機會來找你」。



 

面對大環境經濟景氣差，民眾幸福感節節下降，戴豪君表示，「民眾幸福感來源很多

，希望除了經濟之外，藉著社會政策，建立一個有尊嚴、人權和溫暖的社會，產生歸

屬感；同時提升生活便利性，讓民眾生活是愉快的。」所以他希望能藉研考會工作落

實ICT服務，配合社會需要設計中長程社會發展政策，提高對政府服務的滿意度。 」

例如行政院推行的iTaiwan網路服務，戴豪君介紹到：「目前有700萬人使用這項服務

，8月的蘭嶼風災，海陸、公路斷線，唯一沒斷的就是網路」戴豪君欣慰地分享因為

政府的服務，讓民眾即時向外界反映災情，加速救災速度。E化服務宅配到家計畫則

透過新型可攜式行動資訊設備，親自到府，教導偏遠地區及高齡公民學習如何上網及

接觸網路資訊；「台灣好行」，更是喜愛趴趴走的民眾津津樂道的台灣旅遊景點接駁

服務。

 

科技始終來自人性 政策更有溫度

 

「這台Nikon D7000要3萬多吧?」眼睛一亮看著記者手上的照相機，笑稱自己是業餘

攝影師，生活始終脫離不了科技。透露忙碌的工作之餘，興趣就是幫家裡一對3歲的

雙胞胎男孩拍照。開心地聊孩子經，戴豪君眼裡滿溢著幸福。

 

幸福對他來說是什麼? 是鏡頭另一端孩子的微笑，同時也是科技應用得來的便民政策

，科技不再是冰冷的發明，而在他手上多了情感的溫度。透過辦公室內一整片的落地

窗，遙望著遠方的101，期待在玻璃窗另一頭的辦公桌前，戴豪君能為民眾策畫出更

多幸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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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接任研考會副主委的戴豪君，善用法律、歐洲事務背景，以及科技長才，希望為政策注入新血，為民眾帶來更便利的

生活。（攝影／羅廣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