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 

(出國類別：國際會議) 

 

 

 

 

 

 

 

出席開放政府夥伴關係聯盟  

2016高峰會報告 

 

 

 

 

 

 

服務機關：科技部 

姓名職稱：何昇龍副處長 

派赴國家：法國 

出國期間：105年 12月 5日至 105年 12月 11日 

報告日期：106年 1月 12日 

  



 

 

1 

摘要 

 

開放政府夥伴關係聯盟（OGP）目標在確保各國政府作出具體承諾，促進資

訊透明度、賦予公民權力、打擊貪污腐敗，並利用新技術強化治理。每年高峰會

邀集政府、民間社會團體進行分享及交流，歷年均有多國政要參與會議。 

國家發展委員會曾出席 2015 年會並爭取加入，雖經婉拒，OGP 但仍歡迎我

國參加活動。為配合持續政策推動，並瞭解各國現況，爰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

室、中央研究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及本部等均派員出席本次高峰會。 

本次大會辦理多場次研討會、座談會及黑客松等活動，我國由唐政務委員主

講一場演講、零時政府高嘉良主持座談會及簡報各一場。主要分享台灣在開放政

府經驗，以及當前想法及努力，並期待更多參與。 

綜觀本次會議，我國應繼續參與 OGP 所舉辦之各式活動，以接軌國際潮流，

且持續關注 OGP 之發展方向，適時調整我國未來推動政策方向，並鼓勵我國產政

學研等界踴躍參與國內相關民間活動，共同找出運用科技改變社會的下一步。本

部並持續配合政策，共同合作推動開放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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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會議緣起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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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項全球多邊倡議（multilateral initiative），目標在確保各國政府作出

具體承諾，促進資訊透明度、賦予公民權力、打擊貪污腐敗，並利用新技術強化

治理。本著各方利益關係人共同合作的精神，由政府代表和民間社會團體一起組

成指導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來監督 OGP1運作。OGP 起始自 2011 年 9 月

20 日，計有 8 個國家（巴西、印尼、墨西哥、挪威、菲律賓、英國、美國及南

非）合作創建成立，為各國社會改革推動者提供一個國際平台，致力於使其政府

更加開放、負責、並回應人民訴求。 

截至目前 OGP 已有 75 個成員國2。每個成員國必須與民間社會團體共同製作

並提交國家行動計畫（National Action Plan），該項計畫應涵蓋兩年期，包括

一系列促進透明度、問責制、參與技術創新等承諾，且成員國必須在計畫到期日

前，交付該國執行之自我評估報告，顯示是否有足夠的進展。申請新加入國家則

必須先滿足 4 項最低資格標準（Eligibility Criteria），包括：財政透明化

（Fiscal Transparency）、資訊近用性（Access to Information）、陽光法案

（Public Officials Asset Disclosure）、公民參與（Citizen Engagement）

等，並接受相關驗證。 

OGP 每年由推動委員會主席於該國主辦 OGP 全球高峰會，邀集包括政府、學

術界、民間社會團體和多邊組織的代表等共同參與，並透過分組多場次講座，邀

約各地開放政府之分享案例及重大發展，以進行經驗交流，及探討面臨的各項挑

戰。歷年高峰會均有多國總統、總理、部長級國會代表等政要參與會議，並於開

幕時上台主講，宣示要成為開放政府的一員，「開放政府」儼然成為民主國家的

                                                        
1
 資料來源摘自：OGP全球資訊網簡介http://www.opengovpartnership.org/about。 

2
 統計截至106年1月3日止，來源：http://www.opengovpartnership.org/countries。 

http://www.opengovpartnership.org/about
http://www.opengovpartnership.org/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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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流。此外，來自世界各地的公民團體、創業家、學術研究單位、媒體業者等

群聚一堂，透過各類傳統、社群媒體的多方渠道報導，更能具體提升主辦國及所

有參與國家之國際形象。 

我國政府曾於 104 年由國家發展委員會領團出席該年 10 月間於墨西哥舉辦

之 OGP 2015 年高峰會，除就開放政府、開放資料、公共參與、自由經濟示範區

等與他國政府進行經驗交流之外，並爭取加入為 OGP 成員國。國家發展委員會、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及民間社會團體於會議期間積極洽 OGP 秘書處（OGP 

SUPPORT UNIT）及與 7 個成員國（包括巴西、印尼、法國、美國等國）溝通，尋

求支持我國入會申請，並獲 OGP 秘書處同意先行接受我國加入意向書。雖後續經

OGP婉拒我國加入，但仍歡迎我國參加 OGP各項公開的活動。 

為配合國家發展委員會推動資料開放政策，持續推動我國開放政府相關事

宜，並瞭解各國推動現況，以及探求相關議題最新發展及未來努力方向，爰行政

院科技會報辦公室、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國家發展委員會及本部

均派員出席本次高峰會議。 

 

貳、過程 

今年於法國巴黎舉辦之 OPG 2016 高峰會議，自 12 月 7 日起至 12 月 9 日止

為期 3 天。本次出國期間另陪同於 12 月 9 日上午由政務委員唐鳳率領國家發展

委員會、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民間社會

團體等代表，參訪法國 Ekimetrics大數據分析公司。 

相關過程分述如後： 

一、 OPG 2016高峰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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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 2016 年全球高峰會（第 4 屆）由法國主辦，開幕式由當地法國總統法

蘭索瓦·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親自致詞，他認為現今世界局勢不只面臨

衝突、危機、恐怖主義，而且民粹主義也逐漸興起，人民不再相信政府，年輕世

代對現況失望，民主（democracy）體制本身似乎很脆弱，不是理所當然的，所

以民主是一個必須持續的運動，我們需要更加努力。未來還有希望的，我們可以

建立公開政府夥伴關係，推動更透明、更開放、更具參與性的民主政治參與承

諾。他公開呼籲 3 項目標：擴大參與成員國（expand our community）、更新共

同協定（ renew our common pact ）、考慮 聯盟和具體倡議（ consider 

alliances and concrete initiatives）。最後，他認為我們必須開放自己，必

須透明，必須表明歡迎所有倡議。各國政府和國家無須擔心公民，公民只要尊重

國家，就有希望。我們要爭取的是公民需要民主，而民主則為公民留下空間。 

法國總統歐蘭德開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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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聯合主席 Manish Bapna 開幕致詞 

隨後，世界資源協會（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執行副總裁兼董事總

經理 Manish Bapna（亦擔任本次會議聯合主席）、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加拿大總理特魯多（ Trudeau）、歐洲監察使歐萊禮（ Emily 

O'Reilly）等國總統、總理、部長級代表均親自上台或以錄影方式致詞，宣示對

開放政府支持與重視。 

美國總統歐巴馬致詞（現場播放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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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二天，主辦國準備多場次活動，包括座談會（Panels）、研討會

（workshops)及簡報角3（Pitch Corner）等。座談會於二地 5 個場所同時舉辦，

研討會亦同時在 5 個會議室進行。另外，自 12 月 8 日下午 5 時 15 分起至 12 月 9

日下午 5 時 5 分止，也在另外一個場地辦理 OPG 工具箱黑客松 4（TOOLBOX 

HACKATHON）活動。 

 

大會並將會議主題分為 12 類，以方便與會者選擇有興趣的場次參加。計有

以下 12類主題： 

1. 公民技術和參與（Civic tech and participatory）、 

                                                        
3
 Pitch Corner：經查目前未見正式中文翻譯，本報告暫用「簡報角」，Pitch是類似快閃活動，講者

需在短暫時間內，完整展示想法或報告成果。常見於創業者用於募資時的簡報。 
4
 HACKATHON：依維基百科說明，在一段特定的時間內，相聚在一起，以他們想要的方式，去做

他們想做的事情——整個程式設計的過程幾乎沒有任何限制或者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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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放議會（Open parliament）、  

3. 數位與發展（Digital and development）、  

4. 區域重點和法語國家（Regional focus and Francophonie）、  

5. 資訊近用性（Access to information）、 

6. 城市開放政府（Open government for cities）、  

7. 公共創新（Public innovation）、 

8. 基本自由與人權（Fundamentals liberties and human 

rights）、 

9. 氣候與永續發展（Climat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0. 開放資料和開放資源（Open data and open resources）、  

11. 透明度、問責和反腐敗（Transparency, accountability and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12. 開放政府的實施（Implementation of open government） 

 

最後，於 12月 9日晚間舉行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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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於此次會議中，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獲邀於閉幕前主講一場主題演講

（keynote）。 

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主題演講 
 

政務委員唐鳳分享過去幾年台灣在開放政府經驗，以及當前的想法及努力。

唐政委強調必須先信任人民，人民才能開始相信開放政府。 

他分享台灣獲評為 open data 全世界第一、通訊整備度排名第二，並從最近

新舊政權和平、透明轉移過程，提及太陽花學運占領立法院、g0v 零時政府、行

政院 vTaiwan 平台、研議資訊委外採購加入公開資料 API 要求，以及甫成立的

「公共數位創新空間（PDIS）」小組。利用 ICT 聆聽大眾聲音，促進人民參與及

方便分享，讓人民感受到政府的信任，回過來相信政府。 

最終，唐政委表達我們期待參與更多的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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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g0v 零時政府共同發起人高嘉良亦擔任（一）12 月 8 日 18 時

「“Fork & Merge”–Collaboration in Civic Tech」座談會主持人、（二）

12 月 9 日 15 時 15 分「Scaling Civic Tech and Open Data Communities」簡報

角報告人。分述如下： 

（一） “Fork & Merge”–Collaboration in Civic Tech 座談會 

座談會由台灣 G0V（自 2012 年成立，在 Slack 社群群組約有 2300 人）、德

國 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 （OKF DE）、南非 Open Data Durban （ODD）

等公民科技社群（civic tech community），分享他們應用公民技術與政府合作

的經驗，討論如何與政府建立有效的合作策略，以及當前和未來的挑戰。 

高嘉良主持“Fork & Merge”座談會 

 

其中高嘉良分享了台北市的參與式預算（預算視覺化網站）、vTaiwan 等我

國推動經驗；德國 Code for Germany 也讓公民提供訴求，參與預算合理運用；

南非 Open Data Durban 與市政府 Durban 合作推動  Open data，提出

responsive cities challeng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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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預算視覺化網站 

座談會最後提出 4項該做及不該做（Do’s and Dont’s）如下: 

1. 無須等待。未經許可的創新會幫你證明你的概念和找尋盟友。（Don’t 

wait. Innovate without permission. It helps you to proof your 

concept and to find allies.） 

2. 你必須以問題為中心設計。（You have to design with the user-gov 

is not one homogenous entity.Be Problem-centric.） 

3. 促使你的結果與當前政府目的、目標、政策和 KPI 一致。共同創造，反

之亦然。（Align your outcomes to existing government goals, 

targets, policies and KPIs. Co-create, the other way around.） 

4. 思索生態系統 - 公民技術實驗室不是服務提供者，透由開放溝通的管

道，向永續生態系統邁進。（Think about the ecosystem - civic 

tech labs are not service providers. Work towards a sustaining 

ecosystem with open communication 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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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以上 3張圖片皆摘自高嘉良簡報 

 

（二）Scaling Civic Tech and Open Data Communities 簡報角 

高嘉良在簡報中除了分享台北市的參與式預算，也分享我國在 105 年立法委

員選舉中，如何利用中央選舉委員會 open data，產製出投票指南（legislators 

voting guide），以及在 104 年縣市議員選舉，建置各縣市的選民指南（voter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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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歸納出 4 個推動步驟： 

註：上 5張圖片皆摘自高嘉良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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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嘉良進行簡報角 Pitch講演 

 

謹將 3 天議程摘陳如次：(詳細內容請參閱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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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2月 7日（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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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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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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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2 月 9 日(含晚間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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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二、 參訪活動： 

(一) 時間：12 月 9日上午 

(二) 地點：Ekimetrics 公司（巴黎) 

(三) 人員：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國家發展委員會資管處潘處長國才、林

分析師菊穗、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柴主任惠珍、中央研究院資訊科

技創新研究中心黃代主任彥男、開放資料聯盟彭啟會長明、智庫驅動

公司劉執行長嘉凱、駐法國代表處經濟組賴組長作松、本部資訊處何

副處長昇龍 

(四) 過程： 

先由 Ekimetrics 公司執行長(CEO) Jean-Baptiste Bouzige 進行簡

報，其中針對商業諮詢策略、資料科學（Data Science）等 2 方面，介紹該

公司特有的專長和文化。該公司目前在全球有 4 的據點：巴黎、紐約、倫敦

及香港。 

Ekimetrics 認為他們能夠貼近客戶角度，有效地加快資料收集效率，

據以提供相關業務建議，及回應商業經營時所遭遇的問題，這是他們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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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但在資料取得的正確性，也是一大挑戰，尤其在社群網路上過濾出有

價值的資訊。 

 

他們結合相關領域專家（各種不同行業的營銷和媒體組合），並曾與

多家跨國企業（範圍遍及 Automotive、Banking & Insurance、Consumer 

Packaged Goods、 Luxury、 Retail、 Telecommunications、 Transport & 

Travel 等）合作過，也分享 Ekimetrics 在東南亞市場實際案例，表達對東

南亞市場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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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也相信大數據的價值必須整合業務面、資料面（通過建立模式和機器學

習）和 IT 面（包括大數據的架構和掌握技術）等 3 個關鍵專業領域才能成

功。 

註：以上 3張圖片皆摘自 Ekimetrics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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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進行 Ekimetrics公司巴黎辦公室 

環境參訪，並介紹該公司 Eki.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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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與觀察 

一、 開放政府夥伴聯盟（OGP）具有獨特性質，他不只是官方組織，也非僅

由民間社團組成，但是卻吸引國家政府願意與公民團體協力合作提出國

家行動計畫（National Action Plan），並正式對外承諾及接受後續審

查。基於國際視聽及觀感，各國政府一旦加入後，勢將投入人力與資

源，並對實質成果形成正向循環。 

二、 OGP 自 2011 年起由 8 個國家倡議，每年陸續有國家加入，近期則有阿富

汗、布基纳法索、德國、牙買加、盧森堡、巴基斯坦等 6 國表達加入意

願，並已順利加入成員國。因此在短短 5 年間，OGP 橫跨各大洲，成長

為 75 個成員國的聯盟，足見「開放政府」已蔚為全球發展的主要潮

流。 

三、 開放政府與民主政治的價值觀相近，可融入我國國情。從我國近年來在

相關議題的表現，如開放知識基金會(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今

公布 2015 年開放資料指標(Open Data Index)評比結果5，我國由 2014

年第 11名躍升至全球第 1，國際間給予高度肯定等，可以佐證。 

四、 每年 OGP 高峰會已卓然成為全球性盛會，幾個主要國家的政要均親自或

以錄影方式參加，據大會統計，今年高峰會已有超過 141 個國家代表、

4000 多人數登記參與。在社群媒體推特（Twitter）有 61,325 條推文

（Tweets），約估 1.12 億使用者可讀到相關訊息，對國家交流及形象

宣導將是一大助力。 

五、 OGP 利用年 度 高峰 會 公開頒 發開放 政 府獎（ Open Government 

Awards），以表彰傑出國家。在 2016 年計有阿根廷、澳洲、巴西等 31

                                                        
5
 詳情請參考OFD網站（http://index.okfn.org/place/taiwan/）。 

http://index.okfn.org/place/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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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國家參加角逐，前三名分別為烏克蘭、印尼、洪都拉斯，馬拉威、墨

西哥、蒙古及荷蘭四個國家獲得了榮譽獎。大會今年重點特別放在透明

（Making Transparency Count）基礎上，並說明這些獲獎國家不只是

將資料開放或開發 APP 方面做出了努力，更在使用者群體間建立認知

（awareness），並與政府共同合作實現。  

六、 本次高峰會除包括透明（Transparency）、參與（Participation）及

課責（Accountability）等 3 項基本議題外，與會代表亦提出包容

（inclusion）與多元（diversity）2 項議題。在實務運作上，如具備

包容及多元性，更能促使人民認同與參與（engagement），並鼓勵進行

對話。此外，永續性（sustainable）也再三被提及。 

七、 除了開放資料外，開放應用程式界面（Open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Open API）的重要性也被強調，希望讓資料是機器可讀

（machine-readable）、系統自動介接(Machine To Machine, M2M)。

此節，其實我國已逐步推動中，國家發展委員會已制訂政府資料開放技

術標準規範6（如詮釋資料標準規範、應用程式介面規範、跨平臺介接規

範等）置於政府資料平台，供各界查閱及應用。目前亦與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合作推動，將機器可讀的資料格式和 Open API 納入未來政府

資訊系統採購時參考依據。 

八、 開放資料的正確有效性仍然在座談會中被提出討論，如何取得有用和正

確的資料，依舊是努力的方向。我國開放資料指標全球第一，後續除繼

續保持外，也應該兼顧資料品質提升。 

九、 本次高峰會中，部會國家已開始推派年輕代表一起出席，並特別公開介

紹他們，象徵開放政府的工作已開始向下紮根，不同世代可以相互交流

                                                        
6
 詳情請參閱政府資料開放平台（http://data.gov.tw/node/9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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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傳承。尤其，年輕族群在新科技、媒體及資訊使用上，接收度更高，

必產生推波助瀾的效應。 

十、 除了國家層級外，目前尚有美國奧斯丁、南韓首爾、加拿大安大略、英

國蘇格蘭等 15 個地方政府，以地區方式參加 OGP 的地方政府領航計畫

（subnational pilot program），本次會議另有安排相關講座。 

十一、 以參訪 Ekimetrics 為例，蒐集並利用資料結合大數據分析，透過

該公司企管顧問領域，找出消費者的需求，作為利基切入點，並搭配商

業模式與媒體合作，將是一大契機。由此類推，善用我國科技優勢，搭

配資料及 Open API 串接，參循上面模式，應可於其他各領域及產業間找

尋適用之發展模式。 

 

肆、建議 

 

一、 OGP 屬於國際大型活動，「開放政府」內涵並與民主價值相符，且我

國在相關議題的成績亮眼，受到很大的矚目，為持續提升我國在國際

場合之能見度，宜視業務推動需要，鼓勵產政學研等領域專家與民間

公民社群，繼續參與 OGP所舉辦之各式活動，以接軌國際潮流。 

二、 OGP 致力於推動政府透明化、打擊腐敗為目標，希望透過全球性的努

力，讓參與的政府能夠更加透明、有效率和承擔責任，其目標與我國

所推動的開放政府相互呼應，宜持續關注 OGP 之發展方向，適時調整

我國未來推動政策方向。 

三、 零時政府公民社群自 2014 年首度舉辦 g0v Summit 高峰會，於 105

年 5 月 14 日至 15 日亦舉辦 g0v 2016 高峰會 ，以科技促進民主與參

與效能為主軸，邀約其他國家參加，議程內容包含新興政治經驗、推



 

 

34 

展數位科技到傳統公民團體、資訊科技與環境應用等。宜鼓勵我國產

政學研等界踴躍參與國內相關民間活動，共同找出運用科技改變社會

的下一步。 

四、 本部已配合相關法令及政策，於全球資訊網成立「政府資訊公開」專

區，公開本部相關政府資訊，如：預算及決算書、法規命令、全國科

技動態調查等，並於「政府資料開放平台」公開提供 364 項資料集，

日後除定期檢討外，也將持續更新，並賡續配合政策，善盡部會應盡

工作，以共同合作推動開放政府。 

 

伍、後記 

一、 唐政務委員於 105 年 12 月 16 日邀集各部會召開「研商開放政府政策

目標與工作推動」會議，唐政委也揭示：「開放政府的真諦，就在於

政府與民間的協力，單單仰賴民間的熱情一定無法成事，政府機關才

是「開放政府」不可或缺的要角，沒有政府的投入與推動，「開放政

府」的實踐，勢必事倍功半。」，爰各部會均有開放政府之督導長

官，並指派具適當層級或充分授權之專責聯絡人。隨後，同年 12 月

27 日召開「推動公共政策網路參與第一次會議」，並規劃自 106 年 1

月起針對各部會專責聯絡人舉辦工作坊等研習活動，逐步建構強化能

力。 

二、 目前行政院已成立公共數位創新空間（Public Digital Innovation 

Space, PDIS）小組，協助政策面統合與執行面支援，國家發展委員會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Join）」則做為開放政府與民眾關切及參

與議題之重要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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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 

一、 OPG 2016高峰會議議程手冊 

二、 開放政府夥伴關係倡議的初期成果（results of early 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initiativ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