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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背景 

一、 計畫依據 

依據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98年6月16日會研字

第 0982161692 號函送修訂之「行政院服務品質獎評實施計

畫」及 98 年 9 月 16 日研字第 0982161692 號函送「政府服

務品質獎評獎作業手冊」辦理。 

 

二、 執行時程 

民國 99 年 1 月 1日~12 月 31 日，為時一年。 

 

三、 服務對象 

(一) 政府機關 

(二) 一般企業、民眾 

 

四、 計畫緣起 

本所專為試驗與研究台灣林業相關主題而設立，為台灣

唯一是類研究之專業機構，林業科技之研究是主要的核心工

作。這些林業的研究成果須透過多元化的方式傳遞，方能將

研究成果實際應用。另一方面，這些林業知識，需透過轉化

為一般社會大眾可以理解容易接受的方式，以提升研究價值

層面，這些需透過有效的資訊管理與服務才可以達成。 

本所技術服務組為了提供社會大眾更接近與認識林業研

究的面貌與內容，不僅建構知識性極高且內容豐富多樣的全

球資訊網外，本所珍藏的林業圖書文獻透過數位典藏及各種

加值應用及林業知識數位學習平台建置，更賦與林業研究另

一層的生命。此外，本所所發展的生態資訊管理系統、研究

產出達成進度與考績管理系統，不僅為林業研究資料進行標

準化資料倉儲，延續資料生命與擴大應用層面，更量化了研

究人員的產出與服務。更進一步，透過資訊安全管理系統的

導入，提供一個更安全順暢的林業研究資訊服務。 

本所提出之『優質林業研究資訊服務的加值與應用』計

畫，以本所技術服務組資訊服務為標竿，建立豐富且充滿知

識的網路服務世界，特別針對外部效益、內部效益、流程整

 1



合、資訊服務導入及創新服務之特性，訂定年度目標及量化

指標，落實優質服務，並做為全員參與及努力之目標。 

 

貳、 實際效果 

一、 外部效益 

1. 公開林業研究資訊與技術成果，科學研究透明化 

本所全球資訊網為本所對外提供資訊的主要工

具，該網站以提供本所研究與服務之相關資訊為主軸，

介紹本所組織架構及隨時更新各項研究內容，包含研究

人員專長與聯絡方式，以利大眾技術諮詢。此外，提供

本所所有出版品之電子檔免費下載服務，包括本所固定

之專業研究期刊(台灣林業科學)、一般推廣期刊(林業研

究專訊)及林業叢刊等。本所各種行政規定與各項申請

表單都可以自該網站下載，提供一個最直接的服務管

道。本所全球資訊網亦包含本所圖書館系統之連結，可

以直接查詢本所各種林業圖書與期刊，不僅為本所研究

同仁提供直接的研究參考服務，亦提供其他相關研究與

學術單位參考。 

2. 研究發表與民眾服務紀錄詳實，投入產出數量化 

本所自行發展與建置的『林業試驗所-產出目標達

成進度暨考績管理系統』雖為內部研究人員使用，但內

含研究人員的各種研究報告、技術移轉、專利、研討會

論文、推廣性文章等，並包含各項知識服務，如技術諮

詢、教育解說、標本製作、研究指導、國際種子交換等

次數或數量，亦即本系統紀錄本所同仁的產能。此系統

的運作模式為各單位在年初即訂出各分項產出目標，研

究人員可隨時登入系統進行產出登錄，系統會自動算出

各單位各項目標的達成率，藉以督促同仁提升產能，同

時透過年度經費數額，即可明確計算經費投入與各項產

出之關係。 

3. 倉儲研究資訊之後設資料，資訊整合共享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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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業研究資料目錄為本所的研究資料進行永久的

倉儲，研究人員透過後設資料的建立與上傳，將研究的

相關資訊與資料，以統一的標準格式進行整合儲存，同

時可以透過同一標準進行研究資料的分享與整合，提升

研究的價值與延長研究資料的生命。另一方面，本所的

研究內容成果也可以透過該系統，以不同於研究報告的

形式呈現給有興趣進行合作的其他研究者展現，也因為

使用國際標準建置後設資料，更能提升國際知名度，促

進國際交流與研究合作。故不僅研究人員受惠，亦提供

其他領域的研究人員進行資料利用的管道。 

4. 整合自然影音與數位教材，林業科學教育普及化 

本所利用免費的數位學習課程開放原始碼網站建置

軟體，建置本所專屬的數位學習影音平台，除了將近年

來的研究成果與解說資源數位與教材化之外，並透過無

遠弗屆的網路傳播以全新的模式持續體現本所核心資源

與生態解說教育功能。在數位學習教材方面，本所多次

獲獎與認證，並與植物園組合作結合實體教學，應用於

混成教學，亦獲獎肯定。另一方面，該平台將整合本所

歷年來所有的林業與自然相關影音出版品，希能透過該

平台，將林業研究以生動活潑的呈現方式，使民眾更易

於親近。 

5. 珍貴植物與林業文獻，數位加值應用多元化 

日治台灣五十年間，是臺灣林業研究進入科學化及

系統化的黃金時期，林試所做為日治時期延續之林業研

究專門機關，典藏保存台灣林業發展的珍貴記憶，各類

林業研究的出版品－如圖書、圖譜、期刊及學術報告等

即是最佳的見證。本所自 96 年開始，透過國科會的計畫

補助，將珍貴林業文獻以數位化的方式保存，並建置「日

治時期林業文獻資料庫」，同時開發植物學數位學習教

材，增加推廣管道。另一方面，結合原行之有年的解說

教育課程，開辦「台灣林業史」為主題之相關課程，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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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台灣山林變遷發展的歷史脈絡，結合植物學家的研究

軌跡，擴大社會各界對台灣林業發展的認知與珍視。同

時透過產學合作將數位內容加值與應用，開創文化創意

產業的多元面貌。 

6. 導入 ISMS 國際資安制度，提供使用者資訊服務安全最

佳化 

資訊品質與資訊安全日益重要，本所主動規劃並完

成 ISMS（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的建置，在經歷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完成電腦主機房的規

劃與建置且同時通過 ISO 27001 國際資安認證 ，成為同

資安等級政府單位中率先且唯一通過。 

依據 ISO 27001 標準之要求，ISMS 共分為 11 個控

制面向，涵蓋資訊相關的所有層面，諸如政策、組織、

人員、資產管理、實體環境、作業管理、存取控制、資

訊系統開發及維護、危機處理、營運持續管理，及法律

等等，以有效達成資訊安全的目的，並落實整體資訊環

境安全，完成資訊安全的三個最主要目標：機密性

（Confidentiality）、完整性（Integrity）、可用性

（Availability），這三個最主要的目標。 

為持續提升本所資安服務品質及安全的要求，每年

針對現有資訊安全管理體系（ISMS）進行重新檢視、差

異性分析、風險評估及評鑑、改善及強化、落實執行等

活動，以 ISO 國際標準管理系統強調之「計劃、執行、

檢查、行動」（Plan-Do-Check-Act, PDCA）持續改進過

程。完成驗證後之實際效益如下：（一）凝聚內部資安共

識、（二）辨識資訊資產，降低營運風險（三）透過嚴謹

資安制度，確保民眾隱私（四）強化民眾使用本所電子

平台信心。 

 

二、 內部效益 

1. 所内外單位整合與協調，增強服務內涵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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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與所內各單位(組、研究中心)合作，增加各項林業研究

技術成果之推展及數位教材。。 

1.2 與秘書研考單位合作，加強公開所內行政運作規範。 

1.3 與所內各單位(組、研究中心)合作，增加林業研究資料

後設資料與原始資料倉儲。 

1.4 與中央研究院合作，加強數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

應用推廣。 

1.5 與所外各相關單位如林務局、觀光局、國家公園、各級

學校、民間團體等合作，擴大服務規模。 

2. 資訊服務業務改善，增進服務品質 

2.1 增加各網站線上服務功能。 

2.2 加強資訊安全與網路連線穩定。 

2.3 豐富網站內容與加強易讀性。 

2.4 專責服務，縮短顧客問題排除時間。 

2.5 建置問題資料庫，強化一線服務人員解決問題能力。 

3. 強化 E化作業功能，提升服務效率降低服務成本 

3.1 完善研究產出與服務之資料庫內容及線上功能。 

3.2 升級研究後設資料目錄系統，擴增服務對象。 

3.3 對內對外規定與表單網路化。 

3.4 線上閱讀與查詢珍貴林業古籍與資訊。 

3.5 穩定與強化全所資訊網路安全系統。 

4. 加強服務智能，提升工作士氣 

4.1 增進資訊管理人員之學理知識。 

4.2 強化資訊管理人員之專業技巧。 

4.3 擴增資訊管理人員之林業相關知識。 

4.4 專業古籍修復及典藏人才培育。 

4.5 辦理服務競賽，有效提升服務人員榮譽心。 

 

參、 解決策略 

一、 流程整合 

1. 外部合作(跨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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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林業試驗所與林務局之合作。 

1.2 林業試驗所與各級學校林業與生物生態單位之合作。 

1.3 林業試驗所與各試驗研究單位之合作。 

1.5 林業試驗所與中研院之合作。 

1.4 林業試驗所與非政府組織及民間機構之合作。 

2. 垂直整合(跨機關) 

2.1 林業試驗所與國科會之合作。 

2.2 林業試驗所與農委會之合作。 

2.3 林業試驗所與內政部各國家公園之合作。 

2.4 林業試驗所與教育部之合作。 

3. 內部整合(同機關) 

3.1 技術服務組與所內各組(研究單位)研究資訊合作。 

3.2 技術服務組與所內研究中心試驗林經營資訊合作。 

3.3 技術服務組與所內秘書研考單位行政資訊合作。 

 

二、 強化資通訊服務 

1. 提供線上服務，架構便民系統 

1.1 提供出版品線上查詢、瀏覽與下載及訂購諮詢服務 

1.2 提供林業研究資訊與原始資料查詢、瀏覽下載 

1.3 提供林業相關資訊線上查詢、瀏覽與下載 

1.4 提供線上本所技術諮詢服務與圖書查詢 

1.4 提供本所各項對內對外服務線上查詢與表格下載 

1.5 提供林業文獻與植物圖譜線上查詢、瀏覽與下載 

2. 本所對外服務系統單一入口整合 

2.1 建立本所對外服務系統單一入口網頁 

2.2 線上服務申請與簡化表格填寫 

2.3 對外服務系統全面導入 

3. 本所內部應用系統單一簽入（SSO）整合 

3.1 本所內部應用系統清查 

3.2 各應用系統登入認證帳密清查 

3.3 各應用系統單一簽入導入與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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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創新服務 

一、 解決方法的創新 

1.取得 ISO27001：2005 國際資安標準認證 

2.整合本所內部應用系統使用單一簽入 

3.建立本所對外服務系統之單一入口 

4.研發具啟發性之林業數位教材 

5.建立網路互動式林業教學平台 

6.創新林業文獻典籍之數位加值服務與應用。 

 

二、 實際效果的創新 

1.建立豐富多樣之林業知識的網路服務平台。 

2.建立台灣第一個專屬的植物圖譜網站。 

3.建立有效之林業資訊服務與交流場所。 

4.建立可共享之林業研究資料服務系統。 

5.提供使用者達國際標準要求之林業研究資訊網路服務。 

6.優質的林業研究資料檢索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