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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推動小組－ 

「推動客家議題公共參與」工作分組第 1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民國 109年 11月 23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二、地點：本會第 3會議室 

三、主持人：范副主任委員佐銘                  紀錄：蔡雯茹 

四、出席人員：邱星崴先生、吳哲銘先生、耿璐執行秘書、黃長玲教

授、葉日嘉先生、本會吳處長克能、孫副處長國淞、

雷副處長耀龍、袁專門委員靜慧、吳簡任視察昌成、

盛薦任視察盈仙、廖科長晨佐 

五、列席人員：國家發展委員會謝專門委員偉智、尤科員智儀 

六、主席致詞：(略) 

七、業務單位報告：(略) 

八、討論事項： 

案由：有關我國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推動客家議題公共參與」

承諾事項建議表修正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 

（一） 客委會已有許多與民眾溝通及參與的機制，爰須釐清現有

機制與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公眾參與機制有何不同，且

要有滾動修正調整機制。 

（二） 承諾事項建議表依委員建議修正如下(修正內容詳如附

件)： 

1. 可量化或驗證之衡量指標修正為盤點現有機制及納入培

力課程，並依與會者建議之修正時程及酌修文字。 

2. 配合可量化或驗證之衡量指標之文字內容修正，酌修承諾

事項描述部分文字。 

（三） 請業務單位先盤點不同類型之公眾參與機制，以納入下一

次會議討論，並了解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等培力工作坊

參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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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與會人員發言紀要(依發言順序)： 

（一）耿璐執行秘書 

1. 國際上主要是看承諾事項的精確性及是否具企圖心改變

現況，目前修正後的第二版，包含問題描述、待解決的問

題以及如何回應解決問題等，已經符合國際的要求水準。 

2. 衡量指標在國際上英譯應稱呼為里程碑較為合適，國際會

評估提出行動方案的國家用什麼步驟達到所承諾的事項，

而這些步驟執行過程中有無符合開放、透明、參與及課責

之精神，現有里程碑比較沒有辦法看採納資訊開放或科技

應用的部分。另外，開放政府行動方案第一步驟往往是要

釐清需求。 

3. 不同議題有不同專家，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比較難針對

特定議題去處理，反而是要設計讓議題能順利推動的機制，

建立民眾可以與公部門共同合作的機制，如立法院的開放

國會，所有方案都是由民間委員撰寫並與政府部門逐步討

論確定可行而產出之機制。 

4. 有關擬定公眾參與機制或許可反過來操作，改成在地民間

團體擬定，再由客委會評估可行性。另外，行政院唐鳳政

委辦公室能提供培力工作坊的資源，讓在地民間團體以及

客委會有互動及學習的機會，建議可多加利用。 

（二）邱星崴先生 

1. 其他族群共同參與客家事務是很好的，但就實務經驗上，

還需要請口譯人員才能讓客家公共事務會議機制順利進

行。 

2. 目前期程第 3年(2023年)進入全國客家會議討論，直到第

4年(2024年)才納入國家客家發展計畫，對民眾而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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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有點太長，建議中間可規劃一些易操作、可執行、可討

論又民眾有感之方案。 

3. 建議可以用沙盒實驗支持青年團隊，再由青年團隊協助轉

譯及匯聚資訊，有利於後續機制之推動。 

（三）黃長玲教授 

1. 目前政府部門公私共創之公民參與機制不少，客委會也有

運作機制，是不是現有機制運作有遇到問題尚需解決。政

府開放的核心就是開放權力、資源及資訊，讓民眾能參與

決策，因此毋須新創機制，而是要盤點現有機制遇到的瓶

頸並克服，才能真正有效解決問題。 

2. 有組織性的公民參與才會對決策產生影響力，組織是需要

資源予以支持，所以資源要開放才能使公民組織集結起來，

與政府形成有效的互動。 

3. 全國客家會議及國家發展計畫每 4年為一個期程，有的議

題可能一開始就回應及解決，有的可能無法立即解決，需

要到全國客家會議上討論，建議承諾事項表修正為依循工

作時程獲取共識，即表示不是 4年才納入討論，而是隨工

作時程逐步納入。 

（四）本會吳處長克能 

1. 其他部會承諾事項都有特定的議題，客委會承諾事項是推

動客家議題公共參與，客委會成立以來，客家事務都有公

共參與，如定期辦理分區諮詢座談會蒐整在地客家鄉親之

意見，現在希望建立有效率的公民參與機制及提升客家年

輕人及客家鄉親參與率。 

2. 開放政府後續運作會給予充分的時間讓民眾表達自己的

意見，並建立多元參與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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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個人反應意見是否能代表整體意見也須納入機制處理，至

於沙盒試驗可以先行挑選不受限時間壓力的議題試行運

作。 

（五）葉日嘉先生 

1. 期待客委會在面對客家庄發展議題能擬定類似國土計畫

的規範，以避免客家庄被快速破壞。 

2. 現在政府面對的問題是民眾對政府信任感不足，以及民眾

對公共事務認知不高，建議可找一個議題推動，慢慢建立

信任感。 

3. 地方工程常常遇到的問題是說明會公文只到村里長，沒有

確實傳達到村里民，所以要採取其它管道讓利害關係人都

能知情，例如簡訊細胞等。 

（六）吳哲銘先生 

1. 客家鄉親討論公共事務確實會有偏離主題的現象，建議還

是要有一個中介組織去引導，並試行沙盒試驗。 

2. 部分前瞻建設在地方執行的成果與中央所構想之計畫有

所落差，且中央與地方資料公開的程度也不同，後續不知

道能不能讓利害關係人共同參與計畫的擬定或審查。 

（七）國家發展委員會謝專門委員偉智 

黃委員提到現行公民參與之瓶頸，以及民間團體培力課程，建

議都可以成為一個工作項目。 

十、散會：中午 12時。 

備註：本會議紀錄將另製作與會人員發言逐字稿，送請與會人員確認

後刊載於國家發展委員會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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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我國開放政府行動方案承諾事項建議表 

承諾事項名稱與編號：推動客家議題公共參與 

承諾事項的起迄時間：110.1-113.5 

主（協）辦機關 
主辦機關：客家委員會 

協辦機關：各機關 

承諾事項之描述 

承諾事項將涉及哪

些公共問題？ 

107 年客家基本法修正後，客語已為國家語言之一，為落實

推動，本會陸續研訂相關配套措施及子法，期各項計畫及策

略能有助於客家語言文化永續發展，然而在過往推動相關政

策時，有關公民參與部分，面臨以下問題： 

1. 本會長期透過委員會議、諮詢委員會議及地方客家事務

首長交流會議等各式會議，蒐整客家民眾、客家社團及

地方政府等意見。然而，部分會議與會人數過多，與會者

背景及關注議題有所不同，導致意見過於繁雜，難以聚

焦特定議題討論。因此，將強化公民參與機制，期能讓各

族群能共同參與，讓客家各項施政能納入更為廣泛之意

見，使得客家事務之推動更加順暢。 

2. 本會諮詢委員大多數為銀髮高齡者，雖近年來已增聘年

輕人，但青年參與仍有待提升，由於客家語言文化之傳承

需要青年代代傳承，期透過現代公民科技，增加青年參與

意願。 

3. 本會辦理之諮詢會議時有無法聚焦議題或建議事項欠缺

公眾性之情事，為能達到有效且具共識之會議，需讓與會

民眾能事先充分了解議題，因此，與議題相關之資訊須透

過適當管道提供予外界。 

承諾事項為何？ 

1.推動政府客家政策或措施，鼓勵公私協力推廣，保障客家

文化永續發展。 

2.運用科技優化客家公共事務參與方式，鼓勵客家青年共同

參與客家公共事務之推展。 

3.增加本會相關政府資訊開放的廣度及深度。 

承諾事項本身對於

解決這些公共問題

有何貢獻與助益？ 

1.透過公民參與機制，讓對議題有興趣之非客家族群也能共

同參與。 

2.利用科技建立公民參與平台，鼓勵客家青年參與，提升客

家認同及公民參與之民主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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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透過資訊公開、適當的工具、實質改善的決策模式等面向，

能夠達到有效的公民參與並深化民主。 

4.政府推動客家政策時，於政策草擬階段倘能強化民間參與

機制，即可在政策形成階段，適度納入各界意見，將有助

於後續政策推展公私協力形成綜效；或於政策執行階段

蒐整各界意見，據以修正相關之政策，更符民眾所需。 

為何此一承諾事項

與 OGP 的核心價值

（透明、公共參與、

課責）有所相關？ 

1.本承諾事項將強化公私協力共創之公民參與機制，主動關

注民眾需求，並增加提供民眾參與客家公共事務之契機。 

2.有助於各項客家公共政策之完整度，更有提升民間共同參

與，促使社會大眾更加關注客家族群發展議題。 

3.提升創造進更多民眾直接參與客家公共事務發展之機會。 

其他資訊 無 

可量化或驗證之衡量指標 起始日期 結束日期 

盤點現有客家議題公私共創之公民參與機制，

透過中介團體培力工作坊，結合科技提升青年

參與。 
2021/1 2021/12 

將客家公共議題公民參與討論獲取之共識，依

循工作時程納入「全國客家會議」討論。 
2021/1 2023/12 

強化運作公私共創之公民參與機制，並辦理期

中檢討。 
2022/1 2022/12 

依全國客家會議結論研議修訂「國家客家發展

計畫」，由各級政府據以推動相關政策或計畫。 
2024/1 2024/5 

聯絡資訊 

承辦人員 廖晨佐 

職稱與部門 綜合規劃處政策規劃科 

Email與電話 ha0364@mail.hakka.gov.tw  02-89956988分機 515 

其他參

與人員 

相關政府
機關人員 

依議題而定，邀請相關部會(如文化部、教育部、內政部、衛生福利

部…等)及各級地方政府客家事務專責單位 

公民社會
團體、私
部門或工
作團隊 

依議題而定，邀請客籍民眾、客家社團、客語薪傳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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