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工作坊
氣氛熱絡　圓滿落幕

本會於今（2021）年 9 月 6 日至 9 月 7 日舉辦「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工作

坊」，因應疫情，課程採線上方式辦理，並全程開放線上直播。本次工作坊講師陣容

多元，涵蓋開放政府相關領域之產業、公民社群及政府機關，藉由各方觀點的交流激

盪，讓參與學員對於開放政府、公私協力等理念，獲得更深刻的理解。

公私協力，推動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

「臺灣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自今年 1 月正式施行，配合方案推動，本會與財團

法人開放文化基金會，自 2020 年開始辦理培力工作坊，期能提升政府機關與社會大

眾，對開放政府的認知與行動能力。

本會龔主委在本次工作坊開場致詞時表示，相較第 1 次工作坊辦理時，行動方案

尚在研擬階段，基於行動方案已正式上路，本次課程設計更為契合實務，並鼓勵大家

除了工作坊，平時可多加參與政府事務，提出想法，國家才會持續進步。

公私協力是推動開放政府的重要基礎，唯有民間參與，政府才有「打開」的可

能，在這次課程內容中，臺灣師範大學曾冠球教授，透過學術上的系統分析，帶領學

員認識公私協力的主要特徵、多元途徑；經濟部水利署與民間 LASS 社群創辦人許武

龍合作多項成功專案，分享雙方是如何建立互信機制、逐步開放政府資料，並在民間

加值應用下，發揮資料最大價值。

財政部電子報稅系統的改版優化，是公私協力的著名案例。財政部與致遠體驗設

計創辦人卓致遠，分別以公務員及公民角度，述說參與報稅系統改革過程中的不同觀

點，討論如何在政策過程中，及早辨識公私協力的可能性。此外，公私協力的過程難

以避免反彈與阻礙，前嘉義縣智慧城市暨青年創業辦公室執行長王景弘，分享過往政

策推動過程遭遇的困難，希望能幫助公部門減少嘗試成本，更快找到解決方法。

國發會社會發展處

94 台灣經濟論衡    Taiwan Economic Forum



國
發
動
態

善用數位工具，突破課程形式限制

本次工作坊雖因應疫情，採線上方式辦理，但透過線上會議工具的適當運用，引

導學員熱絡討論與踴躍發問，例如透過 HackMD 整合講師資料、課程講義，畫面直覺

易讀，讓學員可以隨課程點選檢視，課程中並運用 Slido 匿名提問機制，讓參與者能

在沒有壓力的環境下，隨時發問，提供學員友善便利的學習環境，效果不輸實體辦理

方式。

在 模 擬 討 論 課 程 中，「 公 共 數 位 創 新 空 間 小 組（PDIS）」 透 過 線 上 協 作 工

具 -Miro，營造即時討論的空間，並以「終止神豬重量比賽祭祀」為案例，實作討論在

協作議題的前期如何建立溝通信任、盤點議題風險，以及從題目選擇、參與者挑選、

到議程設計，探討如何打造一個讓多元利害關係人能面對面討論的平台。

公民科技應用為開放政府的重要趨勢，藉由技術的妥善運用，不僅能有效降低距

離、時間等溝通成本，亦能將政府資訊擴大化，便利資料加值運用。在「臺灣開放政

府未來」對談場次中，唐鳳政委表示數位技術能提供公民參與很大的協助，例如「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記者會」的直播逐字稿，利用 AI 繕打、人工

編輯的方式，即為有效減少成本、並能讓民眾最快速度獲取資訊的適切案例。

圖 1　Miro線上白板討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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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培養社會溝通能力

後疫情時代，無論是疫情數據揭露、疫苗施打、疫情下隱私保障、假訊息防範

等，政府施政勢必需要更多的民間協力與參與，面對的社會問題亦趨向複雜，相較過

去政策推動注重效率，開放政府的思維與實踐，更是所有行政機關都應該積極培養的

能力。

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的擬定只是第一步，本會希望將行動方案作為實現開放政

府的重要場域與契機，藉由工作坊辦理，培力機關同仁具備政策社會溝通的態度與技

巧，並將所學習到的觀念與成果，帶回機關內部扎根深化，提升政府與社會大眾間的

信任基礎，厚實社會資本，才能面對未來多變的政策環境。

圖 2　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培力工作坊圓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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