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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知識管理是資訊化的主要動脈，一切資訊的傳輸及整合，需要倚靠多功能網路建置，值此資訊時代，國與國之間已無國界

，人與人之間已無距離，網路科技的發展，已改變整個人類相互溝通的生態。立法院為我國最高民意機構，其特色在議事

，而立法品質之提升，除提供立法決策資源之支援外，就是促進法案立法與審議之合理化，民主化、透明化以及參與化程

度；因此，一個法案若能透過全體委員的參與，並且經過透明公開的討論，那這法案建立的品質與效率必定良好，同時也

更能充分代表民意。可見民主化、透明化以及參與化程度係代表民意三個重要指標，而迅速且正確的電子化建構系統，更

可以動態顯示各項審查議題的來龍去脈。而立法委員透過國會e化系統，除了可以查詢各項法案及協商結果外，更能做各

項多媒體之加值應用，使委員問政電子化、多樣化，提高委員問政之品質。 藉立法院電子網站的新功能展現，希冀使台灣

國會在國際上成為國家代表的主要窗口之一，而本研究更以國家整體形象提升、社會進步及增進全體國民優質生活為主要

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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