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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11年度政府科技發展計畫基本資料及概述表(A003)

審議編號 111-1404-09-20-01

計畫名稱 建構零售暨服務業數據共享創新服務計畫(2/5)

申請機關 經濟部商業司

預定執行機關

(單位或機構)

經濟部商業司

預定計畫主持人

姓名 蘇文玲 職稱 司長

服務機關 經濟部商業司

電話 02-
23212200#832
4

電子郵件 wenling@moea.gov.tw

計畫摘要

本計畫主要透過數據驅動與數位科技導入，協助中小型零售服務業、餐飲暨
生活服務業數位轉型及商業模式創新，優化營運體質及產業競爭力，進一步
協助優質企業拓展國際市場。針對具數位優化及數位轉型需求之中小企業
，區分為「進階領航型」與「優先共創型」兩大模式協助發展。基此，本計
畫規劃下述工作：

1.「進階領航型」：

(1)零售及休憩業：由有數據基礎的業者，帶領旗下多家業者或供應商，利
用數位工具，收集數據並分析，得到更完整的消費者樣貌，並依此規劃精準
行銷策略。

(2)餐飲及生活服務：由具主導性的業者帶領旗下多家業者或供應商，整合
線上線下經營數據，深度挖掘企業內外部消費者交易數據/政府公開數據
，掌握國內外主力消費客群喜好、供應鏈供需預測、智慧經營數據分析等資
料共享，推動新服務模式試營運。

2.「優先共創型」：

(1)零售及休憩業：群聚多家有共通數位轉型目標的店家，導入基礎會員管
理及平台工具等雲端服務，建立共同行銷的能力，提供消費者新型態服務體
驗。

(2)餐飲暨生活服務：集結多家具共同轉型需求之中小型業者，發展區域動
態商情系統及國內外周邊平臺上架數位工具，以數位工具解決業者資料彙整
人力成本及使用國際平臺的語言障礙，優化業者上架效率，培養產業數位人
才。

3.服務協同機制：盤點企業數位轉型資訊系統需求與發展缺口，協助媒合資
服業者或多功能雲平台，提供整體系統解決方案。

4.顧問服務機制：籌組產官學研顧問團，協助企業數位轉型與國際拓展，並
促進新型態業務發展(如國際化落地)、企業營運數據驅動商業策略、對接營
運發展目標、服務設計協同引導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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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預期
關鍵成果及其與
部會科技施政目

標之關聯

計畫目標及預期關鍵成果 與部會科技施政目標之關聯

O1提升員工薪資

KR1:零售及休憩業：建立5案典範案例
，促成3,000家店家透過數位轉型發展
新通路/商業模式/產品/新型態服務
/經營模式，帶動員工薪資成長4%，且
企業附加價值率增加0.1%。完成零售
服務(包含零售及休憩服務業)數位轉
型指南1式；促成750家業者新增使用
雲服務。

KR2:餐飲及生活服務業：建立6案標竿
案例，促成220家業者數位轉型/新增
國內通路；擴散雲平台達100家，電子
化支付金額達1,000家，帶動2,000家
企業員工薪資成長4%；促成750家業者
新增使用雲服務。

經濟部:O2:引領產業創新轉型與發展;

O2拓銷海外市場

KR1:零售及休憩業：建立1案典範案例
，帶動100家業者了解國際客源之消費
習慣，透過國際通路銷售，增加海外
客源，帶動海外營收占比增加0.1%。

KR2:餐飲及生活服務業：增加國際通
路1處，完成餐飲暨生活服務產業數位
轉型模式藍圖規劃1式，帶動100家業
者海外營收比例增加0.1%。

經濟部:O2:引領產業創新轉型與發展;

預期效益

計畫預期效益如下：

1.發揮數據價值：運用科技補足企業內外部數據缺口，掌握消費者行為與偏
好，實現精準預測與行銷，帶動店家數位轉型。

2. 推動創新服務：透過商業模式的創新、服務流程的改善，增加來客量及
銷售額，提升企業營運效率與附加價值。

3. 開發新收入：以數據驅動企業發展新品牌、新通路、新產品，以及新客
群。

4. 拓展國際市場：串接國際消費數據，掌握各地消費者的購物偏好，協助
業者擬定海外行銷策略，提高海外市場占比及銷售額。

計畫群組
及比重

生命科技　     0 % 環境科技　     0 % 數位科技 　   60 %

工程科技 　    0 % 人文社會 　    0 % 科技創新 　   40 %

計畫類別

□　戰略佈局計畫
□　延續政策計畫(政策項目：數位建設)
□　部會施政計畫
□　基礎研究計畫
■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政策項目：數位建設)

推動5G發展 □ 是　　　　■ 否　　　　

資通訊建設計畫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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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依據

1.FIDP-20170205040000：前瞻基礎建設計畫：5.4建構雲端服務及大數據運
算平台
2.FIDP-20170204010000：前瞻基礎建設計畫：4.1 普及智慧城鄉生活應用
一、蔡總統於2020 年 5 月 20 日第 15 任總統就職演說宣示，強調產業發
展應在5+2 產業創新基礎上，打造資訊及數位產業發展、 5G 時代的數位轉
型及資訊安全、生物及醫療科技產業、軍民整合的國防戰略產業、 綠電與
再生能源產業、關鍵物資供應的民生與戰備產業等「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讓臺灣成為未來全球經濟的關鍵力量。
二、配合行政院科技會報第十七次會議決議，會中強調需協助中小企業掌握
與
因應數位經濟與 AI 興起帶來之影響，期隨時滾動檢視政府政策，以提升產
業創新與國際競爭力。

計畫額度

□ 政策計畫額度：0 千元
　 (含戰略佈局額度：0 千元)
□ 部會施政額度：0 千元
□ 基礎研究額度：0 千元
■ 前瞻基礎建設額度：230,000 千元

執行期間 111  年  01  月  01  日  至  111  年  12  月  20  日

全程期間 110  年  01  月  01  日  至  114  年  08  月  31  日

前一年度預算

年度 經費(千元)

110 230,000

資源投入

年度 經費(千元)

110 230,000

111 230,000

112 300,000

113 300,000

114 190,000

合計 1,250,000

當年度
(111年度)

人事費 4,609 土地建築 0

材料費 0 儀器設備 0

其他經常支出 225,391 其他資本支出 0

經常門小計 230,000 資本門小計 0

當年度合計 230,000

中程施政計畫關
鍵策略目標

產業創新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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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在機關
施政項目

之定位及功能

數位轉型是國家未來發展重要方向，更是落實蔡英文總統提出在5+2產業創
新基礎上，打造資訊及數位產業發展、5G時代的數位轉型及資訊安全、生物
及醫療科技產業、軍民整合的國防戰略產業、綠電與再生能源產業、關鍵物
資供應的民生與戰備產業等「六大核心戰略產業」的基礎。「數位國家•創
新經濟發展方案」中亦提出增進數位經濟發展的方向，更凸顯數位轉型計畫
之重要性。過去已有許多數位化計畫，但主要協助中小企業導入簡易數位工
具(例如：簡易系統及軟體等)，較缺乏數位優化或數位轉型之整體性規劃。
從數位經濟到平台經濟，中小企業面臨巨大的挑戰以及轉型迫切需求，但卻
缺乏投入數位轉型的方向與作法。
因此，本計畫聚焦於建立數位轉型的典範案例，並促成業者與數位夥伴間的
合作關係，形成水平或垂直合作之生態系，樹立中小企業可學習之榜樣。並
利用所打造的典範案例，從點線面帶動整體中小企業之數位轉型，轉動整個
服務業之發展，提升企業營運效率，並開拓新市場與通路。

計畫架構說明 依細部計畫說明

前一年計畫或
相關之前期程

計畫名稱

110-1404-09-20-02：建構零售暨服務業數據共享創新服務計畫(1/5)

前期計畫或計畫
整併說明

近三年主要績
效

110年主要績效：
1.預計協助1500家零售暨服務業店家選用雲端解決方案，透過數位化提升內
部營運效率或增加新客戶群。
2.預計打造10案數位轉型補助典範案例。
3.產出數位轉型指南1式。

跨部會署計畫 □ 是　　■ 否　　

中英文關鍵詞

數據驅動、服務創新、數位轉型、國際拓銷、服務業

Data-driven, service innov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Service industry

計畫連絡人

姓名 李之琦 職稱 科員

服務機關 商業司

電話 02-23212200 電子郵件 cclee3@moe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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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預期效益及效益評估方式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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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111年度自我挑戰目標

 

　　計畫名稱：建構零售暨服務業數據共享創新服務計畫

　　審議編號：111-1404-09-20-01

　　自我挑戰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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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經費需求/經費分攤/槓桿外部資源
 

經費需求表(B005)
 

經費需求說明

單位：千元

 

註一： 當年度應填列詳細資料，含經常支出（人事費、材料費、其他費用），資本支出（土地建築、儀器設備、其他費用）。

註二：請針對各細部計畫選擇計畫屬性：

　　A.組織維運/類業務：常態性支持與維運法人組織運作，或為支持科研發展衍生之常規性業務或研究等計畫。

　　B.資通訊建設：以資通訊設備建置為計畫核心，目的在於推動資訊化社會之建設，建構完善基礎環境，規劃資訊通信關鍵應用，以帶動資訊國力提升。

　　C.人才培育：計畫主軸係以人才培育為核心策略，以人力資本的投入帶動基礎研究、產業發展或轉型及公共民生之發展。

　　D.基礎研究：非以專門或特定應用/使用為目的，成果不特別強調與產業的連結性；或為目前已知或未來預期面臨之問題，但尚缺乏廣泛知識基礎而進行之研究。

　　　本屬性涵蓋基礎研究核心設施。

　　E.產業技術研發：進行與產業連結性高之相關技術研究與開發。

　　F.產業服務與應用：將科技研究與技術應用於產業，進而推動產業發展，包括技術及產品應用或產業輔導等。

　　G.環境永續與社會發展：具永續性或有助於民生及公共福祉之公共資源、公共服務、科技政策等，於短、中、長期可促進各類人民福祉之提升、環境之保全與安全之促進。

計畫名稱 計畫
屬性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113年度 114年度

小計 經常
支出

資本
支出

小計 經常支出 資本支出 小計 經常
支出

資本
支出

小計 經常
支出

資本
支出

小計 經常
支出

資本
支出

人事
費

材料
費

其他
費用

土地
建築

儀器
設備

其他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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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分攤表(B008)
[無經費分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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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儀器設備需求(如單價1000萬以上儀器設備需俟受補助對象申請通過
　　才採購而暫無法詳列者，嗣後應依規定另送科技部審查)
 

申購單價新臺幣1000萬元以上科學儀器送審彙總表(B006)
 

單位：新臺幣千元

[無儀器設備需求]

填表說明：

　　1.申購單價新臺幣1000萬元以上科學儀器設備者應填列本表。

　　2.本表中儀器名稱以中文為主，英文為輔。

　　3.本表中之優先次序欄內，請確實按各項儀器採購之輕重緩急區分為第一、二、三優先。

　　　(1)「第一優先」係指為順利執行本計畫，建議預算有必要充分支援之儀器項目。

　　　(2)「第二優先」係指當本計畫預算刪減逾10%時，得優先減列之儀器項目。

　　　(3)「第三優先」係指當本計畫預算刪減逾5%時，得優先減列之儀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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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附錄
 
　111年度政府科技發展計畫自評結果(A007)

 

　　(一)、計畫名稱：建構零售暨服務業數據共享創新服務計畫

　　　審議編號：111-1404-09-20-01

　　　原機關計畫編號：CISA11001-P101-029

　　　計畫類別：前瞻基礎建計畫

 

　　(二)、評審委員：
 

日期：

 

　　(三)、審查意見及回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