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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委員會 

「數位時代下之新型態政策溝通發展趨勢與創新模式—以

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為例」委託研究計畫 
需求書 

 
案號：ndc109049 

壹、緣起 

數位時代伴隨手機等行動裝置普及化、資通訊科技應用成熟化，以及

Facebook、Twitter、LINE、YouTube 等社群網路互動生活化，提供政府即

時性與不中斷的政策溝通管道，也讓民眾擁有更為多元的意見反饋與主動

參與的場域；在此同時，政府與民眾也在面對不實訊息充斥、帶風向與同

溫層效應、溝通對象錯置、溝通時機失當、缺乏共同溝通語言等問題上，

也因為數位溝通環境日益成熟發展而被放大，衝擊公眾信任基礎。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COVID-19）全球蔓延，除考驗各國

政府風險治理能力外，各項防疫政策也因涉及經濟、勞動、醫療、交通、

境管等跨領域屬性，並在行政作為上涵蓋管制手段到給付措施，嚴重影響

人民自由與日常生計。在以全民為利害關係對象的前提上，如何有效進行

政策溝通，讓政策意旨可以正確而有效傳達，避免民眾受到不實訊息引導；

並提供民眾參與的適當場域，迅速回饋輿論意見，創造公私協力條件，將

能降低集體恐慌與不信任感，有效凝聚社會信任共識，此亦是各項防疫政

策得以落實的重要基石。 

全球武漢肺炎疫情肆虐期間，各國防疫成效落差甚大，反映各國在跨

領域、跨部門、跨層級的政策組合下，政策溝通是否得以有效落實，特別

是在數位時代下的政策溝通環境已異於以往，部分國家的政府在政策溝通

成效上顯得侷促。反觀我國政府在疫情期間相關工作，除以專業為本、審

慎周延且超前部署之檢疫與管制處置外，政府及防疫團隊的政策溝通手段

得以回應數位社會趨勢的溝通需求，並善用科技應用來擴大溝通成效，包

含每日以直播方式即時向國人說明防疫工作狀況、記者會涵蓋訊息澄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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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教宣導等多元媒體互動、徵用廣播電視時段進行防疫宣導、社群媒體編

輯（社群小編）針對不同標的群眾與網友互動等，均是我國防疫成果獲得

普遍肯定的重要因素。 

貳、計畫目標 

一、 以武漢肺炎疫情之防疫政策為分析案例，探究政府在數位時代所面

臨政策溝通情境與新興議題。 

二、 針對國際案例進行比較分析，除避免重蹈覆轍外，亦可於國際經驗

中尋求創新之政策溝通方法做為未來參考。 

三、 整理政府在面對疫情過程之重要議題所採取的因應模式，並探討主

要溝通手段與科技應用之成效，完整記錄我國此次政策溝通經驗。 

四、 提出我國政府未來因應數位轉型之跨域政策溝通精進方向，以及可

操作性之指引。 

參、研究期程 

廠商應於決標日起 10個月內完成履行採購標的之供應。 

肆、委託辦理工作項目 

一、研究課題 

（一） 研析數位時代下之政策溝通新趨勢及所面臨之問題，包括但不限

於： 

1、 數位工具與社群媒體蓬勃發展，對社會輿論（尤其緊急危難與

社會重大事件）與政策溝通之影響。 

2、 不實訊息（disinformation/misinformation）散布之方式，及

其對社會輿情之影響。 

（二） 比較分析主要國家因應武漢肺炎之政策參與及溝通作法： 

1、 比較之國家建議包含美國、英國、德國、韓國、日本（上開國

家如有調整，請於服務建議書敘明理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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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較之內容包括但不限於： 

（1） 數位科技融入各國因應武漢肺炎相關政策溝通模式與案例。 

（2） 面對武漢肺炎疫情不實訊息（含境內外）之因應措施。 

（3） 可供我國借鏡之模式（包含成功與失敗案例）。 

（三） 就我國武漢肺炎疫情期間之政策規劃、執行、評估等階段之政策

溝通，選擇具代表性案例進行分析。研究設計包括但不限於： 

1、 網路資料探勘與分析：以各大新聞媒體、重要社群網站等為蒐

集範圍，就因應武漢肺炎疫情在防疫與振興經濟過程中之相關

政策溝通作為（包括不實訊息之處理），對網路聲量、情緒、立

場等影響情形進行大數據文本分析。 

（1） 分析標的為疫情期間重大事件及措施，並以至少 2 項防疫工

作（正、負面評價至少各 1項）以及振興三倍券為分析案例。 

（2） 上開社群網站除國內社群媒介外，應至少包含 Facebook、

Twitter、LINE或 YouTube其中一項，並於服務建議書敘明選

擇該社群網站之原因、資料蒐集期間與範圍。 

（3） 分析資料類型包含文字、圖片、影音、多媒體等。 

2、 深度訪談：就相關研究對象進行訪談，包含政策溝通之主要決

策與執行者至少 5人（請於服務建議書研提擬訪談人選），以及

輿論影響者（如網路意見領袖等）至少 20人。 

3、 焦點座談：邀請相關研究對象辦理至少 2場焦點座談，每場以 6

至 8人為原則，廣徵意見加以整合分析並納入研究報告。 

（四） 整理研提我國政府因應武漢肺炎疫情之政策溝通模式，並提出我

國政府未來因應數位轉型之跨域政策溝通精進方向與具體建議。 

（五） 研提行政部門因應數位轉型之跨域政策溝通的可操作性指引，依

不同議題類型或溝通模式製作操作手冊，手冊內容至少包括人員

組成與分工、議題類型與決策層級、作業流程、經費需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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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計畫需求 

（一） 受託團隊成員至少應具公共治理、新興媒體與傳播科技、巨量資

料分析相關專長領域。 

（二） 受託團隊應定期召開工作會議，並說明各項工作進度與執行規

劃，本會得視需要參與或另行召集會議，受託團隊應配合辦理並

提供所需資料。受託團隊應將以上會議結論作成紀錄提交本會。 

三、研究報告之提出 

（一） 決標日起 1個月內提出期初報告，須包含研究規劃、方法、方向

等內容。 

（二） 決標日起 4個月內提出期中研究報告。 

（三） 決標日起 8個月內提出期末研究報告初稿。 

（四） 經本會就報告初稿提出審查意見，送由廠商依照本會委託研究計

畫作業要點規定完成修正並於決標日起 10個月內提送結案報告。 

（五） 口頭及書面報告須以中文為之，書面報告摘要則須中、英文並列。 

伍、 預算金額及付款方式 

一、 本計畫預算新臺幣 250 萬元【含各項稅賦及委託期間召開之各次會

議所邀請專家學者參與廠商提送報告及其他事項所需一切費用（出

席費、審查費、交通費、會場費用等）】，實際經費以議價結果為準。 

二、 付款方式採總包價法計算，於決標日起分 3 期付款：付款條件與方

式詳如契約規定。 

陸、服務建議書格式 

一、 以中文由左至右（直式橫書）擅打，以 14號字為原則，如有圖表得

採用 A3紙張，裝訂時應摺疊成 A4尺寸，並加編封面、目錄及頁碼，

A4 紙張雙面列印一式 15 份，建議 30 頁以下，但附錄、工作人員名

冊資歷、廠商過去履約證明文件及相片，不計入頁數。 

二、 製作內容至少包括下列各項(請依機關提供之下列項次所述撰寫，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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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調整目次及名稱或增加項目，應按評選項目製作頁次對照表) ： 

（一） 研究目的 

（二） 研究大綱（含研究架構、預定內容及預期成果） 

（三） 相關研究之介紹與檢討 

（四） 研究方法 

（五） 工作項目及進度（得以甘特圖表示） 

（六） 人力配置及經費分配（需詳列報價內容，請依評選報價單填列） 

（七） 研究主持人及研究人員姓名、現職、學經歷及研究分工及專長說

明 

（八） 過去執行相關規劃、研究等工作經驗說明及實績證明資料 

（九） 廠商企業社會責任(CSR)指標及提供員工「工作與生活平衡」措施 

柒、其他注意事項： 

委託研究計畫進行應遵行「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請上本會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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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委員會 109 年度 

「數位時代下之新型態政策溝通發展趨勢與創新模式—以

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為例」委託研究計畫〈案號：
ndc109049〉 
評選報價單 

投標廠商： 

本計畫主持人： 

費用項目 金額（單位元） 

一、人事費(不得編列顧問費)  

二、業務費（含其他費用概估）  

三、行政管理費  

投標總價新臺幣 

註：1.各大項費用所屬細項內容應詳實說明，並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行政及

政策類委託研究計畫經費編列原則及基準」、「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

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編列 (請上本會網站查詢)。  

2.投標文件所載總標價之文字與號碼不符時，以文字為準。如以文字為數次表示

之總標價不一致時，以最低額為準。 

投標廠商： 投標廠商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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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上述科目項下之報價項目，廠商得視其投標之規劃內容調整或增減。  

 

 

 

 

 

 

 

 

 

 

 

 

 

 

 

計畫經費  

 

預算配置  

 

 

 

 

 

 

 

 

 

 

 

 

一、人事費： 

主持人 

協同主持人 

研究員 

研究助理                         

                小  計： 

 

 

 

 

二、 業務費 

會議出席費 

深度訪談費 

報告印刷費 

資料蒐集費 

資料探勘與分析費 

差旅費 

雜支                              

                小  計： 

 

 

 

三、 行政管理費                            

                小  計： 

 

 

總  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