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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開放政府夥伴關係聯盟（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簡稱 OGP）係於 2011 年由巴

西、印尼、墨西哥、挪威、菲律賓、南非、英國及美國等 8 國政府組成，共同簽署並倡

議「開放政府宣言(Open Government Declaration)」，迄今已超過 70 個會員國，累積達 135

個國家行動計畫(National Action Plan)，並提出超過 2,456 個促進政府透明的承諾。 

OGP 定期由推動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主席於該國主辦 OGP 全球高峰會，由

來自世界各地產政學界等參與者，就開放政府議題共同分享及交流經驗，並分享各國最

佳案例及開放政府相關重大發展。 

2016 年 OGP 全球高峰會於 2016 年 12 月 7 日至 9 日於法國巴黎舉辦，我國由行政

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國家發展委員會、科技部、工業技術研究院及民間開放文化基金會、

台灣人權促進會、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等代表參與，與各國政府就開放政府、開放資料、

公共參與、公民科技等議題進行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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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開放政府夥伴關係聯盟（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以下簡稱 OGP）於

2011 年由巴西、印尼、墨西哥、挪威、菲律賓、南非、英國及美國等 8 國政府組成，共

同簽署並倡議「開放政府宣言(Open Government Declaration)」，迄今已超過 70 個會員國，

累積達 135 個國家行動計畫(National Action Plan)，並提出超過 2,456 個促進政府透明的承

諾(Commitment)。OGP 的精神係將政府及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視為平等的夥伴關係，共

同提升政府之透明度(Transparency)、課責性(Accountability)和公眾參與(Public Participation)。 

 

圖 1：OGP 簡要統計 

 

  OGP 定期由推動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主席於該國主辦全球高峰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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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最佳案例及開放政府上的重大發展。藉由高峰會，各國可提高

其在處理開放政府問題上的國際形象，並探討交流如何克服各國所面臨的各項挑戰。 

  為爭取加入 OGP 以提升我國際能見度，及參考國際開放政府推動經驗以帶動我國政

府施政透明，本會自 2013 年起多次與 OGP 秘書處（OGP Support Unit）1透過電子郵件及

                                                 
1 OGP秘書處（OGP SUPPORT UNIT）係與 OGP推動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緊密合作的常設機構，其

任務為確保各 OGP成員之間持續的聯繫與合作，促進開放政府夥伴關係聯盟的運行，並管理 OGP各項執

行記錄及代表 OGP對外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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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會議討論我國加入 OGP 事宜，於 2013 年 12 月 4 日拜會外交部國際組織司研討加入

事宜，及依 OGP 規定程序提交評估表（Achieve Eligibility）且獲 OGP 秘書處認同，惟

囿於 OGP 尚無允許非聯合國成員加入之相關政策而未能接受我國加入意向書（Letter of 

Intent）；經我國提供加入國際組織相關經驗，如以 Economic Entity 參加 APEC 正式會

員、以 Health Entity 參加 WHA 觀察員等，由 OGP 秘書處於 2014 年 5 月之 OGP 推動委員

會提案我國加入案，歷經該次及同年 9 月之推動委員會討論，尚未獲全體推動委員會成

員同意。2015 年本會亦組團參加於墨西哥舉辦之 OGP 高峰會，拜會 OGP 秘書處、巴西、

印尼、法國、喬治亞、克羅埃西亞、智利及美國等 OGP 推動委員會成員國，積極表達我

國加入 OGP 之意願，爭取 OGP 推動委員會成員同意我國入會申請，並再次遞交加入意

向書，惟會後於 2016 年 1 月 16 日收到 OGP 兩位主席以正式信件表示，基於 OGP 推動委

員會討論科索沃(Kosovo)申請加入時所達成之共識，OGP 維持以聯合國會員國為必要資

格，本項共識仍未改變而婉拒我國加入，但歡迎我國參加各項 OGP 公開活動。2016 年外

交部就我國加入 OGP 一案，請相關駐外館處協助遊說 OGP 推動委員會成員國，並將本

案納入臺美國際組織議題中，希望美國協助提案促成 OGP 重新檢視或放寬入會條件，惟

美方仍鼓勵我國政府單位透過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繼續積極

參與 OGP 相關活動，並藉此與 OGP 主要參與國家建立關係，以便未來爭取該等國家支

持。 

  2016 年 OGP 全球高峰會於 2016 年 12 月 7 日至 9 日於法國巴黎舉辦，為持續爭取加

入 OGP，並接軌國際開放政府趨勢，我國由行政院唐政務委員鳳、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

室、國家發展委員會、科技部、工業技術研究院及民間開放文化基金會、台灣人權促進

會、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等代表參與。本次我國公民社會共發表 3 場演說，包括 1 場「分

歧及融合 - 在公民科技的合作(”Fork and Merge”- Collaboration in Civic Tech)」座談會及

「社會弱勢族群的電子化參與(e-Participation for Socially Disadvantaged People)」、「擴展公民

科技及開放資料群體(Scaling Civic Tech and Open Data Communities)」等 2 場 15 分鐘的短講

(P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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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一、行前準備     

  國家發展委員會於會議前確認我方出席人員、駐外館處拜會行程，並協調公民社會

之相關參訪行程等相關細節。 

 

二、行程 

  本次會議主要活動包含 12 月 7 日至 9 日的高峰會（Global Summit），及法國 Digital 

Agency、Ekimetrics 大數據分析公司等參訪活動。 

（一）12 月 7 日拜會法國 Digital Agency 

時間：105 年 10 月 7 日上午 

我方出席人員：行政院唐政務委員鳳、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柴主任惠珍、國家發

展委員會潘處長國才、林分析師菊穗、開放文化基金會吳副執行長

銘軒等人。 

法方出席人員：Digital Agency 部長 Antoine Darodes、Conseil National du Numérique 

(CNNum)副主委 Amal Taleb 等人。 

 

會談內容： 

  Digital Agency 是一個隸屬於法國經濟部的機關，約成立 1 年、擁有 45 個成員，

其主導法國 3 個重要計畫如下： 

1. 數位社會(Programme Société Numérique)：此計畫之目的是要讓數位文化(Digital 

Culture)更廣為散佈，藉由數位科技來提升公民之數位機會，確保每個公民皆能

參與數位革命。 

2. 高速網路(Trés Haut Débit)：此計畫規劃於 2013 年至 2022 年建置全國高速寬頻光

纖網路(目前僅 25%人口可連接網路)，以做為數位轉型的基石。 

3. 法國科技(La FRENCH TECH)：此計畫係培育法國的新創公司，支持他們進軍國

際，並型塑法國新創公司及經濟生態系統。 

  CNNum(國家數位委員會)有別於傳統階層的政府組織，擁有 30 個成員(男女各

半)，成員皆來自公民社會，故他們可由不同的觀點切入，嘗試使用數位工具來橋接

數位隔閡及溝通對話；該機關致力於改革公共政策之制定流程，並推動政府機關的

友善資通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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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談期間雙方就資源分配、公民參與及公民科技等議題進行意見交流，我國社

群並分享 318 學運時，運用公民科技之經驗，以促進資訊流通，並協助不同世代、

政府與民間之溝通。 

 

圖 2：拜會 Digital Agency - 雙方會談 

 

 

圖 3：拜會 Digital Agency -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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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2 月 7 日至 9 日 OGP 高峰會(Global Summit) 

1. 開幕 

12 月 7 日開幕儀式由法國總統法蘭索瓦‧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發表開幕

演講，他強調民主是一場必須持續的運動，由目前世界局勢可看出，民主很脆弱

而且受到許多挑戰，例如選舉棄權、公民撤離(civic withdrawal)、民粹主義的興起

等，但我們仍然可抱著希望，就是藉由公民參與來重新發展民主，讓公民的聲音

可以清楚的被聽到。歐蘭德總統提出一些公民參與的例子，如媒體揭示全球逃稅

的文件，讓各國政府可採取措施，打擊國際稅務詐欺或優化政府財政組織；志願

者將其開發的工具提供政府使用，以打擊腐敗；包含巴黎等世界各地城市，已邀

請當地公民參與管理預算，讓公民可準確的掌握各項公共支出。 

開放政府夥伴關係聯盟(OGP)自 2011 年建立以來，聚集了很多贊同開放願景

的人，合作夥伴關係在不到 5 年內已經從 8 個成長到 70 個會員國、有數十個政府

與公民社會合作、135 項行動計劃中持續執行 2,500 項工作；歐蘭德總統表示法國

從 2013 年加入 OGP，藉由持續推動開放政府及共享資料，貢獻及展示其透明度，

希望促使法國繼續成為國際標竿，因此資料開放已成為法國各機關的原則，且

14,000 名選舉產生的代表和公職人員必須揭示他們的財產和利益聲明，另外法國

也通過一項保護檢舉人的法律，並建立一個反腐敗的機關，該法律將於 2017 年初

施行。 

歐蘭德總統並提出今年巴黎高峰會的 3 個主要目標如下： 

(1) 擴大參與國(expand our community)： 

自 2011 年起，每年的高峰會皆有數個國家加入 OGP，今年的巴黎高峰會將

向潛在會員國倡議開放，特別是葡萄牙、摩洛哥、巴基斯坦、布吉納法索、

牙買加、盧森堡、德國等，未來無論國家開發程度或國家所在地區，都希望

能將 OGP 群體擴大至所有國家。此外，OGP 也歡迎區域、領地(territorial 

collectivities)及城市等參與。 

(2) 更新共同協定(renew our common pact)： 

在之後的 5 年內，OGP 各國應評估自身能力，產生對公民具體有效的改革；

OGP 將在政府機關及公民社會建立新聯盟，以提昇每個會員國的公民參與。 

(3) 考慮聯盟及具體倡議(consider alliances and concrete initiatives)： 

鼓勵數個國家組成聯盟，共同倡議強化透明度、開放性、民主參與；或倡議

以開放格式開放國家採購資料、商業登記等資料；或倡議利用資料打擊腐

敗、進一步完備公民諮詢的原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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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歐蘭德總統強調 OGP 不僅是各國交流示範做法及經驗的場域，更擔負重

大的責任，各國必須開放、必須透明，並歡迎所有倡議，呼籲各國政府無需擔心

開放政府資料會受到公民檢視，應歡迎公民參與政府決策過程。 

 

圖 4：法國總統歐蘭德開幕致詞 

 

接著由世界資源協會(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執行副總裁兼常務董事、本次高

峰會聯合主席 Manish Bapna 先生發表演說，他指出雖然開放政府不能解決世界上

所有問題(例如民粹主義、難民危機、恐怖攻擊等)，但若政府不開放，這些問題就

無法解決，如何共同面對這些挑戰將是 OGP 最重要的任務，下述的步驟可加速開

放政府的腳步： 

(1) 保護公民空間(protect civic space) 

確保公民有言論自由、集會及結社的權利，因為這些權利是正常運作社會的

重要核心，各國必須承諾維護這些權利，OGP 從以下幾點開始努力： 

I. 將公民空間做為 OGP 國家行動計畫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II. 需呈現公民空間對於政府的有效運作至關重要。 

III. 夥伴關係中的國家若違反保護基本權利的承諾時，OGP 必須採取行動。 

IV. 做為公民社會的領袖，也必須自己承擔責任，必須始終銘記我們所代表

的那些人之需求。 

呼籲 OGP 會員國之國家元首，一起保護公開政府宣言(Open Government 

Declaration)所登載的公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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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培育以公民為中心之治理(foster citizen-centered governance) 

各國家元首和部長需抱持共同協作的觀念，確保公民社會與政府之間可充分

溝通及對話，並進一步走向以公民為中心之治理，讓公民可在各項政府決策

中，充分表達意見。 

(3) 轉型改變，而非增量(make changes that are transformational, not incremental) 

迄今來自世界各地的 OGP 承諾，已有超過 100 個承諾具有重大變革性且被充

分實施，但只佔 OGP 整體承諾的 5%，故呼籲每個國家和民間組織至少就一

個議題簽署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並呼籲國家元首、部長或民間意見領

袖來領導所關注的領域。 

(4) 政府轉型(transforming government) 

開放政府運作成功時，可以改善公民的生活，這是 OGP 的終極目標，故呼籲

各國元首建立開放的政府中心，以解決公民關心的議題；OGP 也將逐步與最

接近公民的城市或社區領袖接洽，期能對人們的生活產生真正的影響。 

(5) 重振夥伴關係的政治領導(reinvigorate the Partnership’s political leadership) 

OGP 的成功是因為最高層的政治領導力所驅動，從 OGP 共同創始人美國歐

巴馬總統、到 OGP 現任主席法國歐蘭德總統，隨著領導人陸續卸任，呼籲各

國元首和公民社會領袖將開放政府提高至另一個層次，不僅是擴大會員國或

承諾的數量，更重要的是，深化國家的內部影響以產生持久的變革。 

 

圖 5：世界資源協會執行副總裁兼常務董事 Manish Bapna 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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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2及加拿大總理杜魯多(Justin Trudeau)3雖未

出席本次高峰會，仍錄製致詞影片，表達對於開放政府的重視及支持。 

 
圖 6：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致詞影片 

 

圖 7：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致詞影片 

                                                 
2 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致詞影片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ySh-mvajCo&t=1s&list=PLMDgGB-pYxdFSQrOmY8tcYm-1lPoWRvyA&index
=25 
3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致詞影片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EH7-gEbO1c&t=39s&list=PLMDgGB-pYxdFSQrOmY8tcYm-1lPoWRvyA&ind
ex=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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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高峰會之參與者來自世界各國，共計約 2,500 名公務人員及公民社會人員

參與，OGP 推動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亦於本次高峰會通過巴黎宣言(Paris 

Declaration)4，再次重申政府開放、透明、課責的重要，宣示捍衛公民社會的運作

空間、支持公民參與協作機制，並促進地方政府(subnational)參與開放倡議，以利

公共政策更貼近公民需求。 

 

2. 高峰會議程 

12 月 8 日至 9 日的議程包含座談會(Panels)、工作坊(Workshops)、短講(Pitch 

Corner)、民主之夜(Democracy Night)、工具箱黑客松(Toolbox Hackathon)、開放議會

(Open Parliament)、地方政府場次(Subnational Sessions)等，共計 7 個會場分散於巴黎

各區。因本次高峰會參與者踴躍，受限於場地限制，民主之夜、工具箱黑客松、

開放議會及地方政府等場次，獲得授權之參與者才可入場。 

 

圖 8：巴黎高峰會議程 

 

                                                 
4 巴黎宣言(Paris Declaration)網址：http://www.opengovpartnership.org/about/paris-decl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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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巴黎高峰會會場地圖 

 

其中座談會(Panels)、工作坊(Workshops)及短講(Pitch Corner)分為 12 種類別，

讓參與者可選擇有興趣的類別參加，類別包含：公民科技和參與工具(Civic tech and 

participatory tools)、開放議會(Open parliament)、數位及發展(Digital and development)、

資訊取得(Access to information)、城市開放政府(Open government for cities)、公共創

新(Public innovation)、區域焦點及法語國家(Regional focus and Francophonie)、透明,

課責及打擊腐敗(Transparency, accountability and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開放政府的

實施(Implementation of open government)、基本自由及人權(Fundamentals liberties and 

human rights)、氣候及永續發展(Climat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開放資料及開

放資源(Open data et open resource)，詳細議程如附錄。 

 

3. 我國公民社群演說 

本次我國公民社會共發表 3 場演說，包括 1 場「分歧及融合 - 在公民科技的

合作(“Fork and Merge”- Collaboration in Civic Tech)」座談會及「社會弱勢族群的

電子化參與(e-Participation for Socially Disadvantaged People)」、「擴展公民科技及開放

資料群體(Scaling Civic Tech and Open Data Communities)」等 2 場 15 分鐘的短講

(Pitch)。 

(1) 分歧及融合 - 公民科技的合作(“Fork and Merge”- Collaboration in Civic 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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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 

本場次由 g0v 共同發起人高嘉良先生擔任主持人，與墨西哥數位公民協會

(Civica Digital)、德國開放知識基金會(Code for Germany, OKF DE)、南非德班

開放資料(Open Data Durban)等社群朋友共同與談。 

 

圖 10：本場次由 g0v 共同發起人高嘉良先生擔任主持人 

 

首先高嘉良先生分享我國 2012 年中央政府及 2015 年臺北市政府預算視覺化

的 g0v 專案，德國、墨西哥、南非亦分享該國政府預算視覺化的案例；接著

各國分享連結公民及政府之經驗，包含我國利用虛擬世界法規調適交流平臺

(vTaiwan)就 Uber 合法化案廣徵各界意見、南非德班公民科技實驗室(Civic 

Technology Lab)、德國環境監測等案例。 

最後，座談會有以下 4 個結論： 

I.  創新無需等待，並可協助應證你的觀點及尋找同盟(Don’t wait. Innovate 

without permission. It helps you to proof your concept and find allies.) 

II. 必須以問題為導向與使用者一起設計(You have to design with the user-gov is 

not one homogenous entity. Be Problem-centric. ) 

III. 讓結果與現有政府目標、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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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思考生態系統 - 公民科技社群並非服務提供者，應藉由開放溝通管道朝

永續生態系統邁進(Think about the ecosystem - civic tech labs are not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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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rs. Work towards a sustaining ecosystem with open communication 

channels.) 

 

圖 11：我國中央政府預算視覺化案例 

 

(2) 社會弱勢族群的電子化參與(e-Participation for Socially Disadvantaged People)短

講 

本場次由我國審議式民主倡議者呂家華小姐進行演說，分享其受邀參加臺北

市政府規劃公共住宅如何分配、以保障弱勢族群的經驗，執行程序包括成立

跨機關工作小組、召開利害關係人的預備會議、多場次虛實整合的公民論

壇、彙集虛實公民論壇的意見，並邀集利害關係人、專家學者、關注團體及

政府單位，共同決定最後的分配原則。 

為避免建置我國重複的網路參與機制，前述網路意見的徵集是透過國家發展

委員會的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join.gov.tw)；此外，機關首長也透過 youtube

影片，清楚說明政策及參與流程；分配原則制定過程中的影音及逐字稿也全

部上網公開，供各界檢視。 

最後，講者觀察此次在公民參與的過程中，遇到身障者的參與障礙、一般民

眾的參與障礙、及政府內部的障礙，都需要大家朝下述幾點共同努力，以弭

平障礙： 

I.  在問題制定和政策規劃階段，提供公民參與空間(Participation stage working 

towards the problem formulation and policy planning.)。 

II. 正視政府內部的運作問題(Facing government internal operating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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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不同於政府的第三方介入(3rd party engagement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government.)。 

 

圖 12：本場次講者 - 審議式民主倡議者呂家華小姐 

 

(3) 擴展公民科技及開放資料群體(Scaling Civic Tech and Open Data Communities)

短講 

本場次講者為 g0v 共同發起人高嘉良先生，首先他分享 g0v 社群執行的幾項

專案，包含政府預算視覺化、運用中央選舉委員會開放資料而產出「立法委

員投票指引」及「縣市議員投票指引」等專案；並分析 g0v 社群可達到如此

大規模的原因如下： 

I.   開放源碼 - 讓既有的開源社群對你關注的議題感到憤怒，用以建立連結

(Open Source - Making the Open Source Community Angry about the issue you 

care.)。 

II. 開放源碼 - 讓開源社群蓬勃成長(Open Source - Grow the Open Source 

Community.)。 

III. 開放源碼 - 透過開放協作的方式，與最活躍的社群或政府共同合作，以

散播開放文化(Open Source - Work with the activist community or government 

in the Open Source Way. Spread Open Culture.)。 

IV. 多中心化  - 定義明確的願景及價值，鼓勵「做事者最大」的文化



18 

(Multi-Centralized - Define clear vision and value. Encourage a do-acracy 

Culture.)。 

 

圖 13：本場次講者 - g0v 共同發起人高嘉良先生 

 

4. 閉幕 

OGP 主辦單位臨時邀請我國唐政務委員鳳，於閉幕儀式前發表一場 10 分鐘的

演說(Keynote)，唐政委分享我國政府及公民社會於過去幾年開放政府的推動成

果，並說明未來的規劃做法，包含 2014 年太陽花學運期間，我國 g0v 社群運用公

民科技工具，扮演了參與的角色；後續行政院透過虛擬世界法規調適平臺

(vTaiwan)，建立了政府及民間溝通機制，已討論過 Uber 自用車載客、Airbnb 自用

住宅招租等案例；目前我國正研議將政府資料開放內化於業務流程，於委外採購

案中納入 Open API 的需求，以完備結構化資料蒐集、整理、開放、更新等自動化

程序；以及我國剛成立的「公共數位創新空間（Public Digital Innovation Space, PDIS）」

小組，利用數位創新為媒介，以促進公共服務的開放空間，希望能於公部門培養

新的文化與習慣，提升政府施政品質。 

最後唐政委強調臺灣希望能夠參與 OGP 的決心，唐政委演說完畢後，台下掌

聲不斷，深獲大眾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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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我國數位政委唐鳳發表演說 

 

（三）12 月 9 日參訪 Ekimetrics 大數據分析公司 

時間：105 年 10 月 9 日上午 

我方出席人員：行政院唐政務委員鳳、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柴主任惠珍、國家發

展委員會潘處長國才、林分析師菊穗、科技部何副處長昇龍、中央

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黃主任彥男、駐法國代表處賴組長作

松、開放資料聯盟彭會長啟明、DSP 智庫驅動公司劉執行長嘉凱等

人。 

法方出席人員：執行長 Jean-Baptiste Bouzige、副總裁兼共同創辦人 François Poitrine

等人。 

會談內容： 

  Ekimetrics 公司創建於 2006 年，宗旨為透過創新的方法，使用資料及統計數據

創造戰略價值，提供客戶更明智的決策參考，其客戶包含汽車、珠寶、能源、電信、

零售等領域，並於巴黎、倫敦、紐約及香港設有 4 個辦公室。 

  首先由執行長 Jean-Baptiste Bouzige 說明 Ekimetrics 公司在決策諮詢和資料科學

生態系統中的專業知識和文化，並交流他們在東南亞市場實現的個案及任務，最後

帶領我們參觀該公司辦公室。本次拜會行程結束後，該公司亦於官方網站發布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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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團參訪之最新消息5。 

 

圖 15：參訪 Ekimetrics 大數據分析公司 - 雙方會談 

 

 
圖 16：參訪 Ekimetrics 大數據分析公司 - 大合照 

                                                 
5 網址：https://www.ekimetrics.com/news/taiwan-digital-minister-eki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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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及建議 

一、心得 

（一）藉由持續開放政府及善用公民社會量能，提升我國之能見度 

我國因非屬聯合國會員，雖然 OGP 婉拒我國成為會員國，但本次高峰會我國公民

社會參與踴躍，共發表 1 場座談會及 2 場短講，皆深獲好評；且唐政委於閉幕前

發表的演說，亦獲得大眾肯定，並接受當地媒體採訪，有效提升我國之國際能見

度。未來我國可持續推動開放政府，並與社群公私協力發展優質典範，藉由我國

蓬勃發展的公民社會量能，吸引國際社群或政府主動關注，進而促進 OGP 檢視是

否放寬其會員資格限制。 

（二）接軌國際趨勢，穩健推動我國開放政府發展 

OGP 的宗旨為將政府及公民社會視為平等的夥伴關係，希望全球參與倡議打擊腐

敗、提出開放政府的承諾及行動方案，共同提升政府之透明度、課責性和公眾參

與；我國刻正研擬之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DIGI+)亦納入開放政府的精神，

將建立政府與民間合作機制，積極開放政府資料及發展加值應用，並將運用公民

科技，深化公共政策多元溝通、網實整合及全民協作機制，落實參與式民主；後

續應持續關注國際開放政府之發展趨勢，以利我國開放政府發展與國際接軌。 

（三）順應國際開放浪潮，將我國開放文化向下紮根 

今年 OGP 高峰會有來自世界各國，約 2,500 名的政府公務員及公民社會人員參加，

且從剛成立之 8 個國家新增為超過 70 個會員國，足見開放政府已成為目前國際潮

流。此外，部分國家已開始陸續推派年輕代表出席，我國亦可培養優秀青年領袖

參與會議，將我國開放文化向下紮根，逐步提升我國政府之透明度、課責性及公

民參與。 

（四）中央與地方政府串連，共同推動開放政府 

OGP 除國家層級之會員，亦歡迎區域、領地及城市等地方政府參與，目前已有南

韓首爾、英國蘇格蘭、法國巴黎、西班牙馬德里等 15 個地方政府參加地方政府領

導計畫(subnational pilot program)；我國亦有部分縣市已參考開放政府之精神，例如

臺北市參與式預算、公共住宅分配案及臺南市飛雁新村都更案等，後續可將開放

政府之精神逐步推向其他縣市，讓中央與地方政府共同推動發展。 

（五）兼顧政府資料開放之數量及品質，釋出優質資料 

本次會議亦將政府開放資料之正確性及可用性提出討論，顯見各國開始著重於資

料品質之提升；為提升我國政府資料開放內容之正確性、易用性、即時性及採適

當格式開放，使政府資料開放邁向結構化，本會已於 2016 年 12 月 19 日公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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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資料品質提升機制運作指引」，期能協助各機關建立資料品質概念、逐步提升政

府資料之可用性。 

 

二、建議 

（一）持續推動開放政府，公私協力型塑優質典範，逐步落實公民參與、透明治理等施

政願景。 

（二）鼓勵政府、公民社會及學術研究等領域，踴躍出席 OGP 高峰會或活動，推廣我國

開放政府及公民參與等相關經驗，以爭取國際夥伴的互惠合作與支持，提升我國

國際能見度。 

（三）於適當場合定期分享我國開放政府及公民參與等經驗，促使政府機關互相學習交

流，形成正向循環。 

 

三、後續工作事項 

（一）持續參與 OGP 會議與活動，與 OGP 保持密切聯繫，並關注國際趨勢發展。 

（二）協助政府機關提升開放資料品質，提升政府資料之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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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一、2016 OGP 高峰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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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照片 

 

圖 17:領取 OGP 高峰會手冊及名牌 

 

 

圖 18：參與者需通過安全檢查始得進入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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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2016 年 OGP 高峰會開幕 

 

 

圖 20：駐法國代表處張大使銘忠午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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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座談會(Panels)及工作坊(Workshops)主要場地 Palais d'Iéna 

 

 

圖 22：會場上之媒體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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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我國公民社會開放文化基金會(OCF)於會場發放之貼紙 

 

 

圖 24：會場的投影播出臺灣開放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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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2016 年 OGP 高峰會閉幕儀式之場地 

 

  

圖 26：Ekimetrics 公司執行長 Jean-Baptiste Bouzige 介紹 Eki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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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團員名單 

 單位 姓名 職稱 
1.  行政院 唐鳳 政務委員 
2.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 柴惠珍 主任 
3.  國家發展委員會 潘國才 處長 
4.  國家發展委員會 林菊穗 分析師 
5.  科技部 何昇龍 副處長 
6.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黃彥男 主任 
7.  開放資料聯盟 彭啟明 會長 
8.  DSP 智庫驅動公司 劉嘉凱 執行長 
9.  開放文化基金會 高嘉良 董事 
10. 開放文化基金會 吳銘軒 副執行長 
11. 開放文化基金會 曾柏瑜 國際交流專員 
12. 開放文化基金會 李梅君 研究員 
13. g0v.news Aaron Wytze 記者 
14. g0v.news 劉致昕 記者 
15. g0v  劉宇庭 活躍參與者 
16. g0v 吳柏旻 活躍參與者 
17.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吳澄澄 能源轉型主任 
18. 台灣人權促進會 邱伊翎 秘書長 
19. 資深審議式民主、公民參與倡議者

及行動者 
呂家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