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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行政院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推動小組」 

工作分組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整 

地點：本會第 3 會議室 

主持人：范副主任委員兼召集人佐銘 

紀錄：高堃豪 

壹、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冊） 

貳、 業務單位報告：（略） 

參、 討論事項 

案由：有關本會研擬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承諾事項「客家青年

公共參與計畫」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有關本次會議各委員就本會承諾事項表所提相關建議，請

業務單位納入研議參考，並請依國家發展委員會林科長建

議意見修正承諾事項內容，另請簽奉主委核定後於 113 年

11 月 29 日前逕送國發會審議。 

肆、 散會（上午 1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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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紀要： 

一、 嚴婉玲共同召集人： 

（一）觀察到第一屆「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部會提送內容多以

已經進行中的工作事項為主納入承諾事項，但開放政府夥伴

關係聯盟（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簡稱 OGP）在推動

的行動方案，並非僅盤點部會已經在做的事情，而是強調「公

私協力」。 

（二）就客委會的承諾事項，想瞭解青年諮詢委員會的委員產生方

式，如公開海選能更具參與度；客語師資存有非現職人員與

年齡偏高的現況，有沒有可能透過「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

邀請民間集思廣益與合作，比較能呼應第二屆的理想。另建

議客委會可聚焦於承諾事項表四件事情中的一、兩件事情，

有機會開放民間參與，如青諮會委員遴選方式、提案討論的

題目等。 

（三）另以環境部為例，原以資訊開放平臺建置與完成期程為承諾

事項主軸，經開會研商後建議先行盤點過去的成果，瞭解不

足之處再確定是不是需要新設一個或就現有機制調整即

可。建議客委會可不必先行明確列出每年原本就要做的待辦

事項，而是先盤點過去計畫成果及不足之處，來跟青年朋友

討論，方能符合開放政府意旨。 

（四）有關邱委員提及的中介團體，並不會僅侷限於客家的中介團

體，長期耕耘於各專業領域的 NGO 也是其一。以教育議題

為例，TFT（Teach For Taiwan 為臺灣而教）即有一群青年願

意花兩年時間至偏鄉小學教書，縱使與現行體制有所扞格，

TFT 確實創造另類機會。客委會或可思考與類似教育社群接

洽，了解至偏鄉教授客語的可能性，而非僅著力於培育終身

客語師資的方向。遇到政策困境，其實可以詢問相關領域的

非營利組織，一起研議可行的方向，進而可能解決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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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開放政府行動方案」並非己願他力，而是要讓民間知道政

府在做什麼，以及可以就不足之處提供何種協助。未來四

年，現場各推動小組委員都很樂意從不同角度提供意見與資

源。另建議先掌握文化部「文化幣」政策落實的成果及民間

反應，以及與原先目標成效之差距，以利「客家幣」政策研

議及推動。 

（六）客委會承諾事項表後續可以線上共筆的方式，以利委員檢視

與提供意見；另相關表件後續將翻譯為英文文本，爰請避免

以公文體例或長篇大論書寫。 

 

二、 邱星崴委員： 

（一）青年大致可分為身在客庄及都會區兩種樣態： 

1. 客庄青年面對到的狀況有三種：客庄遊樂園（或後花園）

化，臺三線、六堆及臺九線，每到假日就是在接待遊客；

地理位置離大城市不遠的客庄宿舍化，一回家就直接休

息；最後是傳統家庭框架下的人情往來，倘無法解決這

三種狀況，生活中便不復存在所謂「公共討論」的空間

與可能性。客庄公共議題討論，即便事前規劃完善，實

際應用在客庄，即存在人情邏輯、派系邏輯及經濟邏輯

的競爭。 

2. 而在都會區的青年，則面對失根、語言應用與地域認同

的焦慮。面對上述處境，需有中介團體的協力，而中介

團體目前多散落在具一定規模的客家行政區（新竹竹

東、苗栗頭份）。倘以大會形式討論公共議題，容易因參

與者年齡普遍年長而淪於單一議題。 

（二）觀察客委會承諾事項表，青年諮詢委員會應相比其他三個計

畫更為上位。初期運作上，可能會成為客家青年們的「許願

池」，所以需要把分類做出來，相關意見能如何處理或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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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也要讓大家知道青諮會如何處理，以產生公共治理效

能感。相關預算的支應也很重要，前端可由中介團體協力彙

整青年意見，而非青年自己單獨面對政府機關。 

（三）青年提出的問題，不應是由客委會獨力解決，而是由客委會

協助客家青年一起解決。以推動老街觀光為例，許多公共空

間都作為經濟使用，原先小朋友自然學習母語及玩樂、社交

的場域不見了，只能關在家裡就近看管，無意識犧牲許多客

庄小朋友的童年時光，應思考適宜的計畫或措施。 

 

三、 陳治維委員： 

（一）客委會可先彙整過往的青年政策，以了解成立客家青年諮詢

委員會是其來有自的。 

（二）培育客語青年師資，或可考慮從教材方面著手，透過公民參

與平臺，從需求面去提供教材可著力的方向。 

（三）有關分區座談規劃，現僅南北兩區域，建議不同區域都可辦

理一場座談會；另建議客委會思考承諾事項可納入臺日客家

文化交流事宜。 

（四）客委會倘未來有永續發展(ESG)方面的問題，非常願意提供

相關建言。 

 

四、 國家發展委員會林嘉琪科長： 

   客委會承諾事項表「問題界定」欄位敘述較無問題意識，看不出

要解決的問題；「承諾事項描述」欄位，目前僅列出過往計畫名稱，

需要再補充內容，並依稍早各業務處口述之內容補充本次承諾事

項提出的解決方法。最後，「承諾事項分析」欄位，請再補充承諾

事項提升透明度、課責性及公民參與的論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