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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開放政府夥伴關係聯盟（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OGP）

於2011年成立，旨在推動參與、透明、課責及涵容的開放政府理念，

強調公私協力精神，以促進民間與政府互信，迄今計有75個國家、104

個地方政府加入成為會員；OGP定期舉辦全球高峰會，由來自世界各

地之政府機關、公民團體組織等參與者，就開放政府相關議題進行交

流分享。

OGP第8屆高峰會由愛沙尼亞政府於2023年9月6日至7日於首都塔

林舉辦，本屆峰會為自Covid-19疫情後，首次舉辦之實體峰會，議程

重點為探討科技在塑造未來開放政府中的關鍵角色，計有反貪腐、公

民空間與參與、氣候、數位科技、司法及民主韌性等6大議題。

我國由國家發展委員會、監察院及「行政院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

案推動小組」民間委員共同出席，分享推動開放政府相關經驗，並首

次於會後辦理臺灣官方交流活動，邀請OGP官方成員及國際開放政府

社群參與，創造我國與國際開放政府社群交流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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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開放政府夥伴關係聯盟(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下稱

OGP)為國際開放政府重要組織，由巴西、印尼、墨西哥、挪威、菲律

賓、南非、英國及美國等8國政府，偕同非洲開放治理中心、墨西哥

競爭力機構等9個公民社會團體，共同簽署並倡議「開放政府宣言

(Open Government Declaration) 」，其核心價值為透明、課責及參

與，關注議題包括反貪腐、公民參與及數位治理等，迄今已有75個國

家、104個地方政府加入成為會員。

OGP定期由指導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當年度之政府及公

民社會共同主席(co-chair)主辦全球高峰會，邀集來自世界各地開放

政府的參與者，包括政府、學術界、民間社會和多邊組織的代表等共

同參與及交流經驗，分享開放政府的趨勢及實踐案例。

行政院於2020年成立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推動小組（以下簡稱

推動小組），由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發會）作為幕僚機關，

經過政府與民間社群共同研擬，自2021年正式施行臺灣開放政府國家

行動方案，推動期間至2024年5月，計有「推動資料開放與資訊公開」、

「增加性別及族群包容性對話」、「擴大公共參與機制」、「落實清

廉施政」與「執行洗錢防制」等5大範疇、19項承諾事項。

經國發會聯繫國際開放政府社群，並協調國內公、私部門參與人

員，最終由國發會協同監察院及推動小組民間委員（團員名單如附件

1），共同出席本次峰會，期間除受邀發表臺灣推動開放政府政策成

就，亦透過議程參與瞭解國際開放政府社群間之議題焦點，以及各國

推動經驗與最佳實踐案例，有助未來相關政策規劃與執行。

貳、過程

一、峰會議程及我國參與情形

OGP第8屆峰會由愛沙尼亞政府擔任主辦國，偕同OGP公民社會聯

合主席-Anabel Cruz，以OGP之2023–2028策略及共同主席議程(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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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r agenda)為基礎，共同策劃議程，並開放全球關切開放政府議

題的民間社群就議程規劃進行協作。峰會正式議程為9月6日至9月7日

（如附件2），9月5日為OGP會員內部活動，9月4日、9月8日分別為周

邊活動（如附件3）。

國發會高仙桂副主任委員、監察院朱富美秘書長均受邀出席擔任

本次峰會講者，發表開放政府相關政策執行成果；此外，推動小組民

間委員亦積極參與相關議程，分享我國經驗。謹就本次峰會參與情形

說明如下：

(一)國際開放政府社群People Powered，邀請國發會高仙桂副主任委

員出席「從一次性參與到系統性變遷：如何將公共參與納入政府

體制？(From One-Off Engagement to System Change: How do

we Embe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Government?)」場次，主

講發表我國以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作為政府與民眾互動溝通

的討論場域，藉以強化政府與民眾間的互信基礎。

(二)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邀請監察院朱富

美秘書長出席「重建信任：加強財務揭露標準並防止政治不當影

響 (Restoring Trust: Towards Stronger Standards for

Financial Disclosure and Deterrence of Undue Influence

in Politics)」場次，發表我國如何透過政治獻金資料申報系統

運作機制，促進民主政治健全發展。

(三)推動小組彭啟明委員參與「橋梁：以開放政府途徑拓展氣候行動

中國家同盟(The Bridge: Open Government Approaches to

Expand Country Coalitions for Climate Action)」場次，分

享我國經驗。

(四)推動小組劉嘉凱委員參與「開放採購的下一步？在反貪腐、涵容、

永續和公民參與遞交成果(From Open to Outcomes: How Open

Contracting Delivers Results in Anti-Corruption,

Inclusion, Sustainability, Civic Participation and

Digital Governance)」場次，分享我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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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周邊活動部分，參與由立法院開放國會委員會、開放文化基金會

及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等舉辦之-OGP變革中之開放國會永續性

(Sustaining the Momentum for Parliamentary Openness in

OGP Reform)。

(六)除前述場次外，亦考量議題性質、時間安排等因素，另參與數位

轉型、性別及能源轉型等場次，瞭解相關議題之國際趨勢。

(七)為透過峰會場合展現我國落實開放政府成果及決心，辦理Taiwan

Networking Dinner，邀集OGP官方成員、國際開放政府社群及國

內民間社群，拓展開放政府國際網絡鏈結。

二、開幕式

(一) 開幕致詞

致詞人（依發言次序）

Kaja Kallas（愛沙尼亞總理）

Denys Shmyhal（烏克蘭總理）

Lazarus Chakwera（馬拉威總統）

Anthony Blinken（美國國務卿）

Anabel Cruz（OGP指導委員會公民社會共同主席）

Albin Kurti（科索沃總理）

Luis Obinator（多明尼加總統）

Sanjay Pradhan（OGP執行長）

1.愛沙尼亞總理Kaja Kallas首先強調，面對獨裁政府崛起、錯誤訊

息傳播及網絡戰爭威脅，開放政府體制與民主韌性的重要性。俄

羅斯入侵烏克蘭是對民主的直接攻擊，是對民主的挑戰，對全球

安全造成重大的威脅。這除了是一場傳統的戰爭外，也是能源戰

與網路戰。即使在戰爭期間，烏克蘭長期投資的數位基礎網路，

也使國家能夠繼續提供線上服務。愛沙尼亞藉由數位工具的使用

提升了民眾的數位素養，透過資訊共享防堵假訊息，數位與實體

合作連結提升民主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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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烏克蘭總理Denys Shmyhal表示，OGP與其會員國及公民社群共享

透明、參與、涵容與課責的核心價值，同樣也是烏克蘭所擁護的

自由、獨立與民主價值。民主同盟國家提供的各項武器協助，是

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的強有力基礎，也將使烏克蘭獲得最終勝利。

歷史上從來沒有過一個國家可以戰爭與改革併行，但烏克蘭即使

在戰爭期間，也推動加入歐盟與北約，致力民主改革，為烏克蘭

的重建與復甦帶來體制變化；烏克蘭戰後重建將是21世紀最大的

基礎建設計畫，邀請OGP夥伴們共襄盛舉，也期待戰後能有機會在

烏克蘭舉辦OGP峰會。

3. 馬拉威總統在峰會上宣示將以2023-2025年的開放政府國家行動

方案，作為國家發展藍圖，將馬拉威打造為包容、富裕、自足自

足的工業化、中高收入國家，透過開放政府體制，發展農業、商

業、工業與都市。

圖 1、開幕式良善治理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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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國國務卿Anthony Blinken表示，民主並非偶然產生，必須靠每

個人的力量去守護，美國持續在國內與全世界守護民主，開放政

府的實踐有助於更公平、更繁盛的民主。美國在2023年3月獲選為

OGP指導委員會成員，未來3年，美方會協助設定開放政府議程。

拜登總統上任第一年即舉辦民主高峰會，邀集民主國家的領袖共

同加強民主制度，對抗不平等、貪污、科技誤用與公共信任等挑

戰。拜登總統也公布美國反貪腐策略，與參與民主高峰會的國家

合作，提升財政系統透明度。民主國家彼此合作，將會使民主更

公開透明，證明民主制度是全世界最好的政府體制。

5. OGP指導委員會公民社會共同主席Anabel Cruz提出，OGP成立之

後，全球的夥伴逐年增加，目前有76個會員國、104個地方會員以

及上千個公民社群，但自4年前加拿大峰會之後，OGP僅有兩個新

的國家會員-東帝汶（Timor-Leste）與科索沃（Kosovo），科索

沃在2023年以非投票會員（non-voting member）的身分加入OGP。

目前的民主受到相當嚴峻的挑戰，民主治理與公民空間在許多國

家逐年惡化，這對公民社會參與公共事務帶來了不良的影響。因

此新的OGP策略之一就是公共空間的擴展，賦予公民社群更多的

合法參與權利，保障記者與媒體自由報導的權利。

6. 科索沃總理Albin Kurti認為OGP是強化民主基礎的重要國際組織，

愛沙尼亞的數位民主更是民主國家典範，數位工具不只帶來便利，

更重要的是信任，同時兼顧資料安全與隱私，促使個人資料處理

的透明與安全原則。科索沃是一個相對年輕的民主國家，加入OGP

是一個科索沃向全球展示政府致力於開放治理的機會，讓政府在

決策過程更加公開透明，同時減少貪腐機會，改善公民信任。在

歐盟與美國嘗試協助科索沃與塞爾維亞發展正常化關係的過程

中，俄羅斯對科索沃的網路攻擊是可見且密集的，如何使科索沃

免於受到外國勢力干預，發展健全數位民主，是科索沃加入OGP的

重要目的之一。

7. 多明尼加總統Luis Obinator表示該國已經加入OGP 5年，歷次行

動方案承諾事項包括政府資料開放政策、公共服務單一入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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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流程簡化以及保障公共空間與公民參與等，透過開放政府改

善公共服務與民眾生活。

8. 最後，OGP執行長Sanjay Pradhan提出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攻擊和

全球威權領導人崛起，正是民主和開放政府面臨的嚴重外部威脅，

同樣令人不安的，還有公民對政府信任度直線下降所帶來的內部

威脅。許多國家的民眾認為政府腐敗或政府無法回應民眾的需求，

數據顯示70％的世界人口生活在非民主或民主倒退的國家。儘管

OGP的會員國們共同建立了逾千項的改革，但必須承認這些改革

力度太小，不足以應對我們的社會挑戰。Sanjay呼籲所有OGP成員

加大改革的企圖心，以應對緊迫的社會挑戰，並將改革分為3組：

(1)打擊貪腐

烏克蘭即使在戰爭期間仍推出新的行動方案，將開放採購和

實質受益人透明度整合到新平台-DREAM，以確保戰後重建的課責

制度；斯洛伐克、英國等40個OGP會員國，正在推動實質受益人透

明度，70個OGP會員國正在推動開放採購，進而促進新的全球規範；

此外，智利等20個OGP會員國正在推動遊說透明度的提升，以解決

政治腐敗問題。

(2)賦予民眾（包括邊緣化群體）訴諸司法或是制訂影響其生活

政策的權利，特別在地方層級

愛沙尼亞的公民倡議平台，提供民眾能夠對議會的政策提案

投票或眾包（crowdsource）；另呼籲提高婦女和邊緣群體的聲音。

例如哥倫比亞波哥大的性別平等 50/50 路線。同時，必須保障

公民空間和媒體自由，它們是民主的基礎，但卻受到普遍的攻擊。

(3)共同應對新出現的重大威脅。

透過透明與參與的氣候行動來因應氣候變遷，例如丹麥的氣

候圖資公開，授權市政當局和公民制定適應計畫，或者法國和蘇

格蘭的公民議會就爭議性的氣候政策達成共識。另外，數位威脅

也是當下面臨的新挑戰，例如加拿大通過加強線上政治運動的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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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度來打擊假訊息、荷蘭通過改善政府演算法的課責制，來解決

人工智能帶來的意外傷害。

以上改革均須透過更多的國家元首與部長，在國內與全球範

圍公開支持開放政府，建立強大的領導人和合作夥伴聯盟，同時

將支持網絡擴大到OGP之外，像是加強與韓國主辦的民主峰會、美

國主辦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等主要全球平臺的夥伴關係，讓

更廣泛的民間社群參與進來，例如氣候、婦女、LGBTQ、健康、教

育等領域。

(二) 良善治理座談

與談人

Azeem Azhar（Exponential View創辦人）

Kaja Kallas（愛沙尼亞總理）

Pedro Lopes（維德角共和國數位經濟部長）

Diana Dajer（Fundación Corona公民參與經理） 

Kai Klandorf(愛沙尼亞非營利組織網絡執行董事)

1.政府必須確保資料的可近性與隱私，讓民眾、公民社群與企業可

以創造更好的社會與國家。提供民眾取得資訊的管道、提升民眾

的數位資訊素養，讓民眾（特別是青年），成為改革的行動者。

2.政府須認知公民社群並非敵對的關係，而是彼此合作的對等關係，

如此才能讓民眾聲音被聽見，將民眾需求納入政策中。OGP的模式

可以為政府帶透明度、資料、參與上的創新，但是當為期兩年的

行動方案結束後，有些變革或創新就不再繼續，這時候需要公民

社會對政府施加壓力，透過參與式民主讓這些改革持續並體制化，

具體的作法包括培力公務人員、補助公民社群、訂定法令規章等。

最後，實驗創新即有可能犯錯，政府與公民社會均應維持謙遜，

共同激盪解決方案。

3.愛沙尼亞近幾年公民社會的研究顯示，利害關係人參與通常只是

被諮詢或是針對法律草案提供意見，而非實質參與。愛沙尼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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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小國，非常強調效率，但效率不應以犧牲與公民社會的對話

為代價。強大的公民社會對政客來說可能具有挑戰性，但它對於

健康的民主至關重要。公民社群可以是政府試驗不同解方的夥伴。

4.國家遇到危機的時候，民眾會期待有人儘快的下決定來因應，但

民主制度代表著各方必須坐下來討論、而獨裁制度則馬上會有行

動。民主制度在面對危機時，一方面會有壓力需要儘快行動，另

一方面又需要有開放政府形式的討論，而政治人物不能承認犯錯，

很難取得其中的平衡。公民社會的角色或困境，在於重複的對同

樣的事情提出訴求，希望確實的參與到政策的過程，如果政府被

允許犯錯，那麼政治人物、決策者會更容易去聽取及採納公民社

會的意見。

5.維德角共和國擁護民主制度，同時也在快速創新的時代中維持並

確保民主的運行。網路的可近性是民眾的基本需求，公民社會透

過網路參與政府決策、參與世界。透過努力提升民眾的數位素養，

強化公民社會。政府必須確保每個人都具備在數位時代中參與的

能力與工具，同時保護自己的隱私與安全。

三、我國代表出席發表之場次

(一)從一次性參與到體制改變：如何將公眾參與嵌入政府？(From

One-Off Engagement to System Change: How do we Embe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Government?)

講者：

Adrià Duarte (城市與地方政府聯合會區域協調專員) 

Ekaterina Petrikevich（Participation Factory 國際長）

Lázaro Tuñón Sastre（西班牙政府代表） 

Juan Carlos Fernandez（Fundación Corona 專員） 

Greta Rios（People Powered 社區營造主任）

Kao Shien-Quey（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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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副主委簡報重點：

(1)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是提供政府資訊公開的主要管道，該

平臺主要功能及公開資訊的內容包括：眾開講（將正在研訂

之政策、法律草案或法規命令草案於該平臺公告並徵詢民眾

意見，民眾可即時於網路上評論及討論）、提點子(供民眾於

網路上提出政策建議，認同此提議者並可直接附議)，以及來

監督及參與式審計、參與式預算等跨院或跨地方政府之合作

模式。這些模式提供政府計畫執行概況資訊。

(2)只有國民或持有臺灣居留證的人有資格提交提案。如果提案

在60天內獲得5,000個連署，將成案並請部會回應。負責的相

關部門必須與提案人進行諮詢，並召開會議與所有利害關係

人協商以評估可行性，並在2個月內進行正式回應。

(3)過去3年中，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的訪客達到2,069萬人次，

平均每年689萬人次。累計提交的提案有16,686個，其中316

個獲得了5,000個連署，155個被主責部會接受。

圖 2、高副主委分享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推動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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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配合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建立開放政府聯絡人(PO)機制，

所有部會均需指派一名PO，PO將成為每個部門的開放政府聯

繫窗口，並發揮促進與公眾溝通的關鍵角色。

2.從公民社會的觀點來看，公民參與的關鍵在於整合現有的相關

提案，而非重新提出全新的方案。透過這種方式，能夠善用已

有的服務基礎，進行改進，而不必重新建立一套完全新的體系。

儘管政府可能因政黨輪替而面臨困難，公民社會卻通常能夠持

續存在。因此，從政策的角度來看，公民參與恰恰能夠產生持

久的影響。

3.國家的施政優先次序往往能透過預算編列來反映。目前公共部

門在技術和基礎建設方面，常面臨過度依賴私部門的挑戰。所

謂的「公私協力」強調所有利害關係人應該從計畫初期就參與

其中，然而，也應該注意到這種協力可能帶來民間團體特定的

政治傾向問題。在推動這樣的合作時，需謹慎處理各方的利益

平衡，以確保公共政策的公正性和全面性。

4.政府和公民社會建立信任的關鍵在於實現資源透明和互相協作。

這樣的民主過程是長期而漸進的，儘管進展可能緩慢，但卻能

夠超越政府或公民社會單獨的能力範疇。建立民主社會是一場

持久的戰役，只要確定目標、持續投入力量，並保持動能，最

終能夠期待到社會民意能夠得以實現的一天。在這個過程中，

你將能夠獲取所需的資源和政治承諾。。

(二)重建信任：朝向更強健的金融透明標準和打擊政治不當影響的

方向(Restoring Trust: Towards Stronger Standards for

Financial Disclosure and Deterrence of Undue Influence

in Politics)

講者：

Julio Bacio Terracino (OECD 部門主任)

Duncan Hames (英國國際透明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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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vin Casas-Zamora (國際民主與選舉協會秘書長)

Harriet Wachira (肯亞國際透明組織計畫專員)

Judy, Fu-meei Ju (監察院秘書長)

Liisa Oviir (政黨財務監察委員會執行主任)

Nadishani Perera (斯里蘭卡國際透明組織執行主任)

Haykuhi Harutyunyan (亞美尼亞反貪污委員會主席)

1.朱秘書長發表監察院就政治獻金規範與執行的經驗，表示監察院

建構的集中式資料庫，是整合了近 70 個機關，催生了一個監察院

便於查核、參選人便於申報、民眾便於查閱的資訊網，三方互惠。

朱秘書長也對於臺灣現狀提出可以改進之處，包含提早公開政治

獻金之時間點（現行法規是選後約 9個月內始上網公開），以及擴

大揭露參選人其他資訊（目前僅公開政治獻金，稍嫌不足）。最後，

對於隱匿的境外政治獻金對於臺灣民主制度的衝擊感到憂心，亦

表達臺灣對於建立跨境合作機制的意願，以及跟國際夥伴一起努

力的決心。

2.金錢在政治中的影響不只政治獻金，還包括遊說、採購等，當中

圖 3、朱秘書長分享政治獻金申報實際執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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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各種行利益關係方，如公司、非政府組織、智庫等，而金錢

對政治參與和傳播政治理念至關重要，但民主應該要有審查及約

束金錢的權力，並非本末倒置。放任金錢政治盛行易導致腐敗，

並讓人民對政治體系的信任產生損害，因此各國政府急需提升透

明度，蒐集並公布參選人及執政者的財產或資金數據，將隱形的

影響力攤於陽光下，以便讓選民做出正確選擇。

3.許多國家對於政治獻金都尚缺乏相關的規範或是監控。就算有，

法條的實施通常也很難落實，因為缺乏有效的機制來追蹤和報告

違法情事，因此執行和監管機制對監管金錢政治是關鍵的。此外，

文化國情的不同，例如對政治酬庸的期望，或者是因社會觀感問

題而不願透露資金的情況，均應被納入相關議題討論。

4.資訊公開可讓一般民眾和媒體審查政治財務數據，並進行詳細的

分析和比較，採用數位報告和披露平台來監管政治財務，並定期

審查和更新監管體系，都可以提升其透明度。然而，各國政府也

不應陷入「為透明化而透明化」的迷思，資訊公開透明只是一個

手段，但最終目的還是要創造改變，藉由透明化認知現實到理想

的落差，到轉換成實際行動去弭平不足，有賴執行機關的配套措

施，以及公民社會參與。

(三)橋樑：開放政府方法拓展國家聯盟以推進氣候行動(The Bridge:

Open Government Approaches to Expand Country Coalitions

for Climate Action)

講者：

Rahpriyanto Alam Surya Putra (亞洲基金會環境治理計畫主任)

Gavin Hayman (開放採購夥伴關係執行董事)

Mathilde Bouyé (Democratie Ouverte 開放政府總監) 

Obialunanma Nnaobi (Meluibe Foundation 計畫總召)

Maria Dominguez (國際透明組織巴西分會計畫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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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於氣候變遷運動來說，除了反腐敗、氣候議題的社群之外，還

需要涵蓋更廣泛的多方利害關係人，包括氣候變化可能會影響的

健康或是食品安全的組織。同時，雖然區域和國際合作是解決氣

候變遷和治理挑戰的大方向，但會中也強調了當地社區和基層組

織的重要性，因為這些在地耕耘的組織通常具有獨特的觀點和解

決方案。

2.包容性則是另一個挑戰，因為普遍還是存在許多權力不平衡的現

象，加上不同利益團體有不同的語言及目標，這都讓合作充滿挑

戰。因此，政府應確保不同團體都有話語權，並盡可能考慮到所

有利益相關者的觀點，以求社會正義。若處理不得當，可能導致

社會更不平等。舉例來說，低收入群體和原住民社區或是女性都

是氣候變遷中的弱勢族群，他們承受的不便或是不平等，往往比

其他族群多。

3.目前各國政府以及企業應該要脫離「討論問題」階段，而要進到

「開始行動」的階段。但數據指出，多數公司行號仍然未積極因

應氣候政策，這突顯了政府在推動上意願及成效的落差，課責制

圖 4、彭啟明委員分享氣候變遷相關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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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及施政透明化成為氣候治理的關鍵因素。

4.彭啟明委員除發言分享自身參與氣候變遷相關會議的國際經驗

之外，也針對與會主題提出看法，提到聯合國氣候大會(COP)跟

OGP 應該要有更緊密的合作關係，不能只是盲人摸象，閉門造車。

建議成立一個專門討論如何在開放政府框架內解決氣候變化問

題的工作小組，以及一個相關討論和協商的平台來協助各國分享

經驗並相互學習。如此一來，兩個組織才能夠更好的整合資源以

及聚焦討論以利交流合作，將政府公開透明原則融入氣候討論中，

進而向每一個國家提供更完善且量身訂做的氣候變遷因應準則。

(四)開放採購的下一步？在反貪腐、涵容、永續性和公民參與數位

治理層面交付成果(From Open to Outcomes: How Open

Contracting Delivers Results in Anti-Corruption,

Inclusion, Sustainability, Civic Participation and

Digital Governance)

講者：

Mariana Campos (México Evalúa 執行主任) 

Charlene Migwe- Kagume (Development Gateway東非區域計畫主管)

Erika Kuročkina (立陶宛經濟和創新部副部長)

Óscar Escobar (哥倫比亞帕爾米拉市市長) 

Einar Fogh (治理和公民社會計畫主管德國國際合作機構烏干達)

1.開放招標被視為提高政府採購透明度、課責制和公民參與的重要

手段。公民社會和政府的合作可以產生正面的結果，特別是在確

保採購過程公正和有效的情況下。核心原則包括目標導向改革和

數位化。開放和透明政府採購過程，也是創造更永續、更公平和

更繁榮社會的重要手段之一。

2.墨西哥及立陶宛代表都提出數位化公共採購的好處，除了能提高

招標過程透明度和效率之外，也能協助廠商更清楚的辨識政府部

門的採購需求，包含對環保或是弱勢團體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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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數位化可以增進公民社會在公開招商中扮演之重要角色，公開招

標平台上有共同監督系統讓民間組織可以即時回報問題、分享看

法，給予當地組織在解決在地問題時的話語權。公民也可以利用

平台來獲得及分析相關採購數據，落實全民監督及參與。

4.公民社會和政府機構之間的合作是必須的。確立明確的目標和願

景被視為是實現開放招標目標的關鍵，同時需要在談判和理解彼

此需求方面保持靈活跟彈性。若應用得宜，開放採購對永續和公

共價值的提升是不可忽視的。

5.分組討論階段，重點環繞在如何利用開放數據來支持永續發展目

標。例如，計算建築的透明度以及建材的碳足跡，以幫助選擇更

環保的材料。劉嘉凱委員分享臺灣政府在招標上對於綠能與環保

的重視，藉由公開平台，各政府單位可以有足夠資訊來決定如何

在成本與碳足跡中取得平衡，而有符合環保條件的廠商也可以在

評分階段獲得綠能加分，鼓勵轉型。另外，他也提供例子來破除

綠化成本迷思。顯示環保選擇未必成本更高，長期來看可能是更

節省成本的。

圖 5、劉嘉凱委員分享臺灣採購招標相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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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周邊活動- OGP變革中之開放國會永續性(Sustaining the

Momentum for Parliamentary Openness in OGP Reform)

與談人：

甘順基（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副執行長）

鄭婷宇（開放文化基金會專案經理）

蔡檳全（立法院公共關係處主任）

Maria Baron（Directorio Legislativo 全球執行長）

Sammy Obeng（Parliamentary Network Africa 執行長）

Ravio Patra（Westminster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專案經理）

1.立法院林昶佐委員開場致詞時，表示期待開放國會能在立法院永

續推動，不受個別委員的任期影響；開放文化基金會說明臺灣開

放國會行動方案內容，並表示目前執行挑戰在於各承諾事項實際

執行狀況民間難以追蹤，期待未來立法院在執行過程中能與公民

社群有更多協力，並希望臺灣能有下一階段的開放國會行動方案。

2.與會講者認為，開放國會要能維持永續動能，首先在於資料公開，

並建立永續運作機制，不因國會委員、民間社群的變動而影響，

圖 6、立法院開放國會委員會成員主辦之周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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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內做好教育培力、對外強化國際網絡連結，方能讓開放政府精

神深植國會體制。

四、其他參與場次

(一)數位治理：如何讓政府朝向建立更多的信任和開放性？

(Digital Governance: The Way Forward Towards Trust and

Openness)

與談人：

Doreen Bogdan-Martin（國際通訊聯盟主席）

Natalia Carfi（開放資料庫執行董事長）

Ivan Bartos（捷克政府首相）

Julia Gidden（Pivotl 資料數據庫主席）

1.愛沙尼亞是全球最數位化的國家之一，本次討論旨在強調數位治

理的重要性，並提醒數位化潛在益處，也在愛沙尼亞的成功轉型

中扮演了關鍵角色，提高了效率並支持了經濟發展，使其成為堅

強的民主國家之一。過去取得的成功包括建立堅實的數位基礎設

施，保護數位身份和數據，以及提供易於使用的政府服務。未來

的關注點包括人們在不同數位平台上的使用習慣、資源不足的挑

戰，以及公眾參與和跨部門資源整合的重要性。

2.強調新興技術（如人工智慧）引起的潛在風險，強調需要在促進

創新和確保技術造福人類之間取得平衡，並呼籲全球範共同合作，

建立全球適當監管機制，避免無節制的技術發展，對工作、偏見

帶來風險。

3.強調理解數據需求並有目的地發布，提倡平衡數據供需，整理數

據需要時間和金錢。重視保護資料隱私和個人資料的保護，呼籲

公開資料的使用和個人隱私的平衡。鼓勵政府和整個社會組織進

行數位轉型。合作是開放政府的關鍵，強調了傳統和新一代公民

社會組織之間的聯繫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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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面臨數據和信息無處不在的情況，需將資訊數位化以實現有效的

社會治理，討論數位治理、開放資料、政策、成本和效益分析等

方面的需求，提到錯誤的數據解釋可能導致不實信息的傳播，需

要更好地理解數據。

5.政府需要更開放，強調採取開放政府政策的必要性，並提到不同

部門官員可能因不同原因拒絕開放數據，鼓勵立法成為推動開放

政府的力量，鼓勵釋放創新並防止過度保密。

(二)開放政府合作伙伴關係在烏克蘭成功重建和民主恢復中的角色

The Role of Open Government for Ukraine’s Democratic

Resilience and Reconstruction

與談人：

Oleksandr Yarema（烏克蘭政府代表）

Yurii Romashko（數據分析公司執行長）

Viktor Nestulia（烏克蘭民間團體代表）

Maryna Khonda（基輔市政府代表）

1.討論重點聚焦於烏克蘭在戰爭中的挑戰，以及民主如何對抗俄羅

斯入侵，提到烏克蘭正在經歷戰爭造成的生活損失和基礎設施損

害，最後討論到如與開放政府一起來協助烏克蘭重建和民主恢復。

2.討論烏克蘭在戰爭中的挑戰，並提到損害評估和恢復測試，強調

烏克蘭恢復的原則，包括國際法優越性和俄羅斯的撤離，並且提

到正在制定國家行動計劃以實施和發展部門發展戰略，同時強調

國家、企業和民間社會的協力是實現恢復的可能途徑。

3.強調烏克蘭正在考慮未來的重建，儘管戰爭仍在繼續，重建過程

需要國際各國和國內人民的支持，以及建立信任的重要性。強調

在民間已經有很多重建活動逐步開始進行，因此需要協助社區在

規劃和實施重建項目上。

4.烏克蘭已經開始思考未來的重建，儘管仍在戰爭中。由於基礎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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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損壞的規模，並討論了重建的挑戰。強調現代世界中無法在沒

有數位基礎設施的情況下應對如此巨大的挑戰。會議中特別提到

DREAM 計劃，包括多種 IT工具，用於規劃、實施和監控重建項目，

其中 e-democracy 模組，允許公民參與恢復項目的規劃和投票，

強調重建必須包含人民的包容性和參與的。

5.強調戰爭對政府和信息傳遞機制的影響，以及信息傳遞的重要性，

特別是關於居民的生存和安全問題，必須透過數位治理和數位化

的重要性。未來希望烏克蘭可將分享更多的經驗和創新技術，以

幫助其他國家應對類似挑戰。

(三)開放政府的策略：從經驗中學習(Open Government Strategies:

Learning from Experience to Date)

與談人：

David Goessmann （OECD 政策分析專員）

Tinatin Ninua（OGP 獨立報告機制代理主任）

Otavio Neves（Comptroller General of the Union 透明部門主任）

Jean Cardinal（加拿大國庫委員會開放政府負責人）

1.開放政府策略是一個整體的政策框架，可以整合各種促進開放性

的戰略和行動計畫，提供長期的一貫性敘述。策略強調高層目標

和願景，並適用於整個公共部門，而行動計畫通常僅適用於相關

機構。開放式的策略有中長期視野，而行動計畫通常是 1 至 2 年

的短期計畫。戰略和行動計畫在實現成功政府議程方面互補，行

動計畫將策略轉化為具體的里程碑和承諾，而開放式政府策略制

定的前身是根據 OECD 計劃開發一本指南，介紹如何制定開放政

府策略，並將各種不同國家的經驗納入其中，所以 OGP 和 OECD 兩

個組織的計畫和走向達到相輔相成的作用。

2.公共組織的管理層理解開放度的重要性，不僅僅是因為法律規定，

而且因為開放度可以提供更好的參與、創新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政府需要克服政治意願的波動，並建立穩固的法律基礎，確保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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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政府的政策可以維持其持久性。

3.政府訂定開放政府策略時，首先要面對的是問題定義，需要明確

確定哪些原則需要實施，並確保有適當的規範和工具。其次是機

制，需要確保有適當的系統和程序，以實現開放政府的目標。第

三是人員配置，需要考慮組織是否有合作夥伴和參與者，以共同

制定開放政策。第四是資訊公開，需要確保公共服務人員具備開

放政府的相關知識和技能，並參與相關流程。第五是監測和評估，

需要建立監測機制，以確保每個組織的開放程度得到改善。最後

是流程，需要確保有適當的程序和流程，以實現開放政府的實施。

(四)女性在網路及公民社會中如何可以發言的更自由和安全(Speak

Freely, Speak Safely: Committing to Feminist Online

Civic Space)

與談人

Marisa Miodosky（Open Heroines 社區協調專員）

Wakìnì Njogu（Open Heroines 聯繫部門負責人） 

Irene Mwendwa (Policy 執行長)

Vera Zakem（美國國際開發總署數位民主及權利官員）

1.引言人首先提到現今網路社會中女性特別容易受到歧視和暴力

對待，以往在網路社會裡每 30 分鐘有一名女性受到霸凌對待，但

現今社會已經快到每秒鐘就有一名女性會在網路社會中被不平

等對待。OGP 特別為女性開啟了一個組織叫 open heroine，其宗

旨希望在這個組織一起探討爭取女性平權，也鼓勵在場女性可以

更多投身加入在組織裡的討論和不定期的活動參與。

2.在分組討論中，與會者提到關於女性存在的意義並不能因為自己

身為女性而感到自卑，應該透過再教育去影響社會看到女性的意

義，讓社會對於女性的存在是有更別與以往的意識抬頭。另外加

強和社群合作的關係，透過社群媒體力量加強女性意識的曝光，

也鼓勵女性要勇於在社群中去為自己的權利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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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開放政府的能源轉型討論(A Just and Open Government for

the Energy Transition)

與談人：

Aly Zulficar Rahim（世界銀行社會責任部門經理）

Ian Mwiinga（尚比亞 EITI 秘書長）

Grita Anindarini（ICEL 印尼代表）

Bohdan Serebrennikov （Dixi 專案經理）

1. 能源轉型影響深遠，包括能源供應鏈的各個階段，如開採、材料

提煉、可再生能源許可、電力傳輸和分配，以及轉型依賴化石燃

料的地區。氣候變化是一個重大挑戰，需要集體行動和專注於氣

候行動的人民參與和透明度，這在全球討論中通常被忽略。

2. 「綠色課責」概念旨在實現氣候財政的透明度、參與和課責，以

應對全球氣候挑戰。綠色課責涉及民間社會和社區的參與，確保

氣候財政決策信息傳達給人們，並讓人們參與政府決策。計劃旨

在建立從社區層面到全球金融討論中的會計的系統，需要大規模

的資源投入。吸引更多融資需要綜合考慮風險降低並同時納入

ESG 指標與不同利益相關者的協作是實現這些目標的關鍵。

3. 強調透明度在建立政府、企業和社會之間的信任方面至關重要，

尤其是吸引投資。透明度工具箱的概念，旨在推動透明度並評估

透明度。透明度指數，評估能源部門透明度的評分卡。該指數分

為國家指數和國際指數，並包括六個評估標準：可用性、可訪問

性、相關性、頻率、可用性和完整性，其目的是更好地了解能源

部門透明度的現狀，跟蹤進展，進行國際比較，並為倡導提供證

據。他以烏克蘭的實際應用，如何利用該指數結果來推動政策改

革和吸引投資。

(六)智慧型手機中的國家：數位政府的未來(State in a

Smartphone: The Future of Digital Government)

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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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an Manuel Casanueva (SocialTic 執行長)

Hilda Ajeilat (約旦透明中心執行長)

Irene Mwendwa (Pollicy 執行主任)

Sarah Lister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治理總召)

1.數位身分是各種線上服務的基礎，並分別介紹 Diia 以及 mRiik。

Diia 是烏克蘭政府推出的數位生態系統，包括數位身分證跟護照，

且允許公民通過手機開立銀行帳戶及數位簽名，用戶能輕鬆簽署

官方文件並完成複雜的行政程序。mRiik 則是愛沙尼亞政府即將

推出的數位平台。旨於加快議程的數位化及透明化，希望減少腐

敗，並促進公民參與政府事務。

2.數位工具在人道救援中的重要性，例如，在烏克蘭，人們可以透

過數位程序來驗證流離失所者身分，以更快地獲得資金幫助。透

過此平台可舉報戰爭罪行、追蹤敵人動向並尋求賠償財產損失。

逃亡至國外的烏克蘭人也可以繼續使用平台上的教材資源，學習

不中斷。

3.透明度和反腐措施，數位平台在防止腐敗方面的作用極為重要，

許多行政程序，例如取得建築許可和繳納稅金都會留下可追蹤的

紀錄，減少了腐敗官員從中獲利的機會。統計指出，光是 2020 年，

此平台就替烏克蘭政府省下高達 4.41 億美元。

4.政府使用數據為公民提供量身定制的建議和服務，類似於醫療保

健領域的個人化醫學。愛沙尼亞政府將與美國國際開發總署和以

及烏克蘭數位轉型部合作，分享專業知識，並幫助其他國家培養

類似的數位化政府。

(七)邁向性別平等：利用開放政府夥伴關係提升婦女在公共採購中

的 參 與 (Towards Gender Equality: Using the 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to increase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procurement)

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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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bert Sendugwa (非洲訊息自由中心執行主任)

Aliyu Edogi Aliyu(奈及利亞公共採購局通信技術部主任)

Mylene Bordeleau (國際發展研究中心民主和包容治理計畫總召)

Mukelani Dimba (南非資訊監管機構教育和傳播執行)

Lindsey Marchessault (開放採購夥伴關係數據和參與主任)

1.女性為首的企業(women-lead enterprise)在公共採購中常面臨

以下困難及挑戰：

(1)門檻嚴苛：公共採購通常對於資產及公司規模有一定的要求，

這使得許多本來就相對弱勢的女性帶頭企業因資源和資產有

限而難以參與。

(2)資訊取得：女性帶頭企業在取得資訊上相較困難，許多政府

公告通常在網路上或市區裡發布，對許多女性擁有的企業來

說是一個問題，語言障礙加劇了這個問題。

(3)付款延遲：政府經常有付款延遲的問題，而這對本來資金規

模就普遍較小的女性帶頭企業造成了財務壓力，並消耗了她

們對政府委約的信任，導致她們日後更不願參與公共招標。

(4)集中都市：參與公共採購的大多數女性帶頭企業都集中在城

市地區，使農村地區的企業被忽視。

2.針對前述困境，與會者提出以下建議：

(1)政府對於女性帶頭企業應該降低門檻，不要以制式化的數字

去要求，反而是要看現行女性帶頭企業的需求及規模去做輔

導及訓練，達成政府所需。

(2)政府應該鼓勵得標廠商要有一定比例的合作或是上游廠商是

女性帶頭企業，這樣可以讓這些規模較小，可能無法獨自接

政府採購案的女性帶頭企業也被納入政府採購一環。

(3)目前針對女性帶頭企業在公共採購領域的研究仍然不足。期

待在各國政府在開放政府的精神下繼續有相關的研究來更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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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瞭解婦女在公共採購的參與，並協助現有女性帶頭企

業。

(4)打擊貪污仍是首要工作之一，不只是因為它違背民主法治及

開放政府的初衷，更因為通常是女性及女性帶頭企業來承擔

這惡果。

五、閉幕式

與談人：

Kaja Kallas（愛沙尼亞總理）

Samantha Power(美國國際開發總署署長)

Jutta Urpilainen（歐盟國際夥伴關係執委）

Maria Ressa（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暨 Rappler 執行長）

1. OGP 第 8 屆全球峰會的正式議程為期兩天，重點討論跨領域數位

治理如何與透明度、課責制和參與等開放政府價值觀相結合，以

更新民主並反擊獨裁威脅，總計全球有約 130 個國家、超過兩千

位政府與國家領袖、公民社群與決策者參與。

圖 7、閉幕式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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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愛沙尼亞國務卿 Taimar Peterkop，在閉幕式時表示，愛沙尼亞

自 2011 年以來一直是 OGP 的成員。作為成員，愛沙尼亞有機

會與世界各地的合作夥伴分享電子政務解決方案和民間社會參

與的最佳實踐。此後，愛沙尼亞制定了 6 項國家 OGP 行動計劃，

其中一些最重要的開放治理成就是開發公民倡議的數位平台、我

的地方政府儀表板和遊說登記。同時也強調，在多重危機的時代，

無法為所有類型的挑戰做好準備。但是可以建立一個有凝聚力、

具有韌性的社會，如果想在危機時期依靠民間社會，平時就需要

建立網絡和合作。

3. 美國國際開發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署長 Samantha Power，探討科技對於民主發展帶

來的助力，介紹 2020 年烏克蘭的 Diia 平臺，讓民眾可以透過電

子方式與政府聯繫，從創業到回報戰爭罪刑，透過數位科技，可

以避免貪腐並開放透明。USAID 將與愛沙尼亞以及烏克蘭數位轉

型部合作，擴展 Diia 的模式和數位公共基礎建設到哥倫比亞、科

索沃和尚比亞。愛沙尼亞在偕同工作能力方面的專業知識將使這

種適應不同系統的轉變成為可能。

4. Maria Ressa 強調記者對於政府課責的重要性，並表示由於近年

來民主的衰退，記者面對更多的騷擾、威脅，甚至人身自由的監

禁，科技的發展也被作為假資訊及監控主義的工具，作為一種解

決方法，她建議停止以盈利為目的的監控，停止演算法的偏見，

並認識到新聞業是對抗暴政的解毒劑。

5. 愛沙尼亞政府與烏拉圭溝通與發展機構創辦人 Anabel Cruz 自

2022 年起分別擔任 OGP 指導委員會政府主席與公民社群主席。

在峰會閉幕式也將政府主席與公民社群主席分別交由肯亞政府

和課責實驗室(Accountability Lab.)聯合執行長 Blair

Glencorse 接任，任期從 2023 年 10 月 1 日開始，為期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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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臺灣交流餐敘

為藉由峰會強化臺灣與國際開放政府社群之連結，國發會於 9 月

7 日峰會結束後辦理臺灣交流餐敘，分別邀請外賓包括 OGP 最高決策

機關-指導委員會之公民社會代表委員、OGP 理事會成員及與我友好

之國際開放政府社群；另國內則邀請監察院代表、立法院開放國會訪

團、駐拉脫維亞代表處及開放文化基金會、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等民間

社群，共計約 50 人。

本次餐敘我國包括監察院朱秘書長、立法院林昶佐委員及國內長

期耕耘開放政府相關領域的專家及公民社群亦共同參與，外賓則計有

OGP 現任公民社會共同主席 Anabel Cruz 女士、OGP 理事會主席 Marí

a Baron 女士以及 3名指導委員會成員出席，此外，愛沙尼亞國會友

臺小組主席 Kristo Enn Vaga、國際公民社群 People Powered、

Fundación Corona、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Not-for-Profit Law

等 15 人，均屬 OGP 官方及國際社群重要角色，席間就開放政府相關

之實際執行與國情差異進行交流，為我國 OGP 後續推展奠定良好關

係。

圖 8、高副主委與愛沙尼亞國會友臺小組主席 Kristo Enn Vaga 交流。



27

參、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一) 聚焦於烏克蘭戰爭對民主體制之影響

在本次峰會中，烏克蘭戰爭成為受到多次提及的焦點議題。從

開幕式到閉幕式，與會者就此議題展開多場討論，主要著重於

研究獨裁體制對民主韌性的威脅，以及烏克蘭在戰爭時期如何

透過開放政府的途徑，維持國家正常運作。與會者深入探討獨

裁體制可能對民主制度造成的威脅，並討論應對之道。這包括

了在烏克蘭戰爭背景下，民主體制如何因應獨裁挑戰，以維護

其韌性，以及透過數位方式進行資訊傳遞並消除不實訊息。

這些討論結果彰顯了在面對戰爭衝擊時，開放政府不僅是維護

民主韌性的有效工具，同時也強調了在平時建立政府與民間互

信基礎的重要性，並倡導透過數位方式促進信息傳遞的必要性。

(二) 峰會議程落實公民社會協作精神

本次峰會在議程的籌備階段即強調公私協力的實踐，體現公民

社會協作的精神。首先，邀請公民社會代表組成議程諮詢委員

會，監督並協助制定峰會議程初稿，接著將該初稿公告於官方

網站，進行廣泛諮詢，確保多元意見參與，從而使議程更具代

表性。最後，各議程主軸主題並非單方面由政府制定，而是由

各相關領域的民間社群與 OGP 會員國政府共同參與，這種方式

確保議程設定反映不同利益和觀點的平衡。

(三) 議程形式多元、自由度高

本次峰會的議程呈現出多元、高自由度的特色，提供與會者參

與的多種方式。以下是一些主要的議程形式：

1.營火對談(campfire):透過營火對談形式，營造輕鬆而開放

的氛圍，促使與會者在自然的討論場景中分享見解。

2.挑戰診療室(challenge clinic):在挑戰診療室中，與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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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會共同探討、解決特定挑戰或問題，促進協同思考與解

決方案的提出。

3.金魚缸(fishbowl):金魚缸形式讓部分與會者置身於中央，

成為焦點，其他人則在外部觀察，促進深入的討論。

4.論壇(panel):以論壇形式進行專題討論，邀請專業人士或意

見領袖分享觀點，與觀眾進行互動。

5.圓桌會議(roundtable):圓桌會議提供小組討論的平台，使

與會者有機會深入參與、分享看法，加深交流。

6.市民大會(townhall):以市民大會方式舉行，促使更廣泛的

參與，讓與會者有機會提問、表達意見。

7.工作坊(workshop):透過工作坊形式，提供實際操作的機會，

促使與會者共同學習、實踐。

8.世界咖啡館(world café):以世界咖啡館形式進行討論，讓

與會者在輕鬆的氛圍中流動參與各種話題，促進多元的交流。

多數議程場次都設有分組討論的機會，使與會者有更多機會進

行充分的討論與溝通。此外，峰會場地也安排了個人發表意見

的區域，相對於傳統會議形式，強調了民間社群高度參與的特

色。

(四) 數位科技為各領域議題之基礎

本屆峰會主題圍繞在數位科技對於開放政府的應用潛力，如何

運用數位讓政府治理與決策過程更加透明並更具課責，相關議

題包括 AI 效益、演算法偏誤及透明化、數位監控的課責。無

論是公共服務的遞送、反貪腐的透明化或是財政開放，資料仍

是所有議題開放的基礎，需要政府、業界和公民社會共同努力。

二、建議

(一) 下一階段行動方案的承諾事項領域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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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目前行動方案將於明(2024)年 5 月屆滿，國發會後續將啟

動下一階段行動方案研擬作業，在本次峰會中，OGP 指導委員

會發布塔林承諾，宣布依據 OGP 發布的 2023-2028 策略，未來

5 年的開放政府挑戰領域，將聚焦於 10 個領域中承諾事項的

改革發展，做為未來 5 年 OGP 強化民主及提升民主社群的能動

性，包括：資訊取得(access to information)、公民空間

(civic space)、媒體自由(media freedom)、財政開放(fiscal

openness)、性別與涵容(gender and inclusion)、公共參與

(public participation)、反貪腐(anti-corruption)、氣候

與環境(climate and environment)、數位治理(digital

governance)及司法(justice)，前述政策領域可作為下一階段

行動方案承諾事項的研擬參考。

(二) 提升行動方案過程之公私協力

OGP 支援小組在本次會議中，分享該小組過去兩年對於公民社

會參與 OGP 所作調查，顯示公民社會對於行動方案的參與程度

越高，承諾事項所彰顯的企圖心就越強，執行成果也更具正面

效益。因此，為擴大下一階段行動方案之公私協力參與深度與

廣度，國發會將透過實體說明會、線上承諾事項徵集等多元管

道，提升各界對於行動方案之認知。此外，透過本次辦理臺灣

餐敘交流，亦有效建立國內開放政府民間社群與國際開放政府

網絡間之橋梁，有助彼此強化交流。

(三) 強化國際開放政府社群網絡鏈結

我國推動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目的之一係為了加入 OGP，因

此如何讓國內的執行亮點在國際間引起關注，進而擴大影響，

是後續應關注之議題。OGP 峰會每兩年舉辦一次，除了在峰會

上展現國內的成果之外，更重要的是在非峰會期間，持續維持

與國際開放政府網絡的積極鏈結。可能做法包括定期舉辦國際

性的開放政府研討會、交流活動，主動分享臺灣的經驗與最佳

實踐，與國際同儕分享我們在透明度、參與性政府、以及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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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方面的成就，同時學習借鏡他國的成功經驗，這樣的互動

將有助於我國在國際開放政府社群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四) 以開放政府途徑強化我國數位科技相關承諾事項

在強化我國數位科技相關承諾事項過程中，數據資料的開放透

明被視為開放政府各領域推動的基礎。資料資料開放透明，不

僅有助於提升政府與公民社會之間的互信關係，也有利於整合

政府、企業和公民社會等各方的想法與資源，藉此提升數位治

理、促進數位創新及強化數位技術在公共服務中的應用，推動

更全面、更永續的數位化發展。

(五) 爭取加入成為 OGP 會員

我國曾於 2015 年向 OGP 遞交入會意向書，並於 2016 年 1 月

16 日收到 OGP 兩位共同主席以正式信件表示，基於 OGP 執導

委員會討論科索沃(Kosovo)申請加入時所達共識，OGP 不接受

非普遍承認的國家(non-universally recognized states)加

入成為會員，婉拒我國加入，但歡迎我國參加各項公開活動；

2022 年 7 月 OGP 再度重申，不接受非普遍承認的國家加入成

為會員，並明確指出臺灣與科索沃均屬此類非普遍承認國家。

然而，OGP 指導委員會 2023 年 3 月 20 日已通過提案，針對非

普遍承認的國家，將能以無投票權(Non-Voting)會員身分加入

OGP，該會員類別不得參與 OGP 指導委員會成員選舉，亦無投

票權利。原與我國處境類似之科索沃，已於 2023 年 8 月 29 日

成為 OGP 無投票權會員，該國總理亦於本次峰會開幕式代表致

詞，未來我國可循此機制，向OGP積極爭取成為會員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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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團員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1 國家發展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高仙桂

2 國家發展委員會社會發展處 副處長 賴韻琳

3 國家發展委員會社會發展處 科長 林嘉琪

4 國家發展委員會社會發展處 專員 楊壹鈞

5 監察院 秘書長 朱富美

6 監察院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 處長 陳美延

7 監察院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 專員 吳志鵬

8
行政院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

推動小組
委員 彭啟明

9
行政院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

推動小組
委員 劉嘉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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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正式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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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周邊活動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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