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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開放政府夥伴關係聯盟（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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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已有 79 

個會員國、20 個地方政府參加。每個成員每兩年提交一份與民間社會共同撰擬

的行動方案，目前已累積達 179 個國家行動方案，並提出超過 3,196 項促進政

府透明的承諾。 

    OGP 定期由指導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之主席國家主辦 OGP 全球峰

會，由來自世界各地政府機關、公民團體組織等參與者，就開放政府議題交流及

分享，透過各國經驗學習，促進開放政府發展。  

    2019 年 OGP 全球峰會於 2019 年 5 月 29 日至 31 日在加拿大渥太華舉辦，

我國由行政院唐鳳政務委員辦公室、外交部、國家發展委員會、台灣零時政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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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假

訊息等議題進行經驗交流。 

 

 

 

關鍵詞：開放政府夥伴關係聯盟（OGP）、資料開放、開放政府、公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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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開放政府」概念在 1950 年代於美國提出，相對於過去集權、封閉的決策

模式，強調由內而外的施政透明、可課責，以及由外而內重視公民參與的民主政

府型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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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個會員國和 20 個地方政府。每個成員每兩年提交一份與民間社會共

同撰擬的行動計畫，包括提高透明度、課責和公眾參與的政府具體承諾。目前已

累積達 179 個國家行動方案（National Action Plan），並提出超過 3,196 項促進政

府透明的承諾（Commitment）。 

 

 

 

 

 

 

 

 

圖 1：OGP 簡要統計 

OGP 定期由指導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之主席國家主辦全球高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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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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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我國政府及相關公民團體組織積極推動開放政府相關作為，又因

中國尚未加入 OGP，對於開放政府議題較無著力點及正當性，我國如能爭取加

入 OGP，有助提升我國際能見度，拓展國際空間並強化國際民主同盟。自 2012

年起多次與 OGP 秘書處聯繫討論我國加入 OGP 事宜；2014 年 4 月採 APEC 使

用之經濟體身分，請 OGP 秘書處協助於 OGP 指導委員會提出我國加入案，並由

美國居中協調，亦無法取得全體指導委員共識；2015 年遞送加入意向書，並請外

交部駐外使館遊說 OGP 指導委員會各國代表支持，仍然未果；2016 年 OGP 指

導委員會決議，以聯合國成員國加入 OGP 之必要資格，正式拒絕我國加入。除

此，2017 年亦曾考量以政府名義加入，2018 年以民間身分簽署合作協議方式，

皆未獲 OGP 同意。 

鑑於 OGP 為開放政府重要國際組織及論壇，我國應持續積極參與並爭取入

會，以及為能展現我國推動開放政府成果，回應民間對政府開放透明之訴求，透

過具體行動展現我國強化國際民主同盟的決心，唐鳳政務委員簽奉行政院蘇院長

同意，於 2019 年於加拿大渥太華舉行之第 6 屆 OGP 全球峰會，以適當方式宣示

我國正式啟動「臺灣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之撰擬，並將比照正式 OGP 會員

國產出及遞交「國家行動方案」（National Action Plan）之模式與標準，召集相關

部會、公民團體等各界人士共商與協作。同時，考量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

國發會）曾推動 OGP 入會事宜，將由國發會擔任主政機關。是以，由國發會派

員陪同唐鳳政務委員出席 2019 年 OGP 高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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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2019 年 OGP 峰會 

一、加拿大政府擔任 2019 年 OGP 主席 

加拿大自加入 OGP 後，致力於提高開放和透明度的標準；在開放政府所完

成的成就事項包括： 

 目前正在實施 2018-2020 第四版行動方案，10 項承諾事項。 

 通過加拿大開放政府網站（canada.ca）發布了 60 多個聯邦部門和機構的開放

資料。 

 被公認為開放資料的全球領導者，在 2018 年開放資料排名第一。 

 開發一個學習中心，包括開放資料工具包，匯集培訓教材、工具和資源，提

供給其他國家（區域）啟動開放資料計畫的步驟指南。 

 自 2015 年以來，開放或完成了 440 多次關於降低貧窮、氣候變化和國防等

廣泛問題的公眾諮詢。 

加拿大自 2018 年 10 月擔任 OGP 的主要政府主席，主辦 2019 年峰會，將

參與、包容、影響列為 2019 年推動的優先事項： 

1、參與（Participation） 

資訊時代使得公民以以往更容易得到訊息，也更容易參與政府的政策制定；

同時也提高對政府的信任度。 

2、包容（Inclusion） 

政府賦予權利給代表性不足的公民，不論性別、種族或性別，都能積極參與

政府。使得政府得以更公平、更具包容地為公民提供更多服務。 

3、影響（Impact） 

開放政府有助改善市民的日常生活，政府有責任去揭示種影響，並優先去改

革和投資。 

 

 

 

https://open.canada.ca/en/4plan/creating-canadas-4th-plan-open-government-2018-20
https://open.canada.ca/en/content/canadas-plans-open-government-partnership
http://open.canada.ca/en/
https://opendatabarometer.org/?_year=2017&indicator=ODB
https://open.canada.ca/en/learning-hub
http://www1.canada.ca/consultingcanadians/
http://www1.canada.ca/consultingcanad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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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實現 OGP 關注的優先事項，2019 年優先推動的 5 項策略： 

1、 向 OGP 國家和和地方參與者提供支持，協助渠等提出更好、更具包容性的

行動方案。 

2、 倡導全球開放和民主，包括通過 OGP 首次關注於性別和包容的活動，並將

OGP 定位為將全球承諾轉化為國家行動的實施平台。 

3、 支持有目的性的學習，促進集體行動，並加強夥伴關係，展示對 OGP 優先

事項的決心。 

4、 加強 OGP 的研究，以及創建方案的學習和能力，並且成為知識和創新夥伴

關係可廣泛使用的資源。 

5、 加強 OGP 核心機構的功能，以維持和支持治理、財務、人力資源、籌資和技

術基礎設施領。 

 

 

二、2019 年 OGP 全球峰會在渥太華舉行，並以「參與」、「包容」、「影響」為優

先關注議題 

2019 年 OGP 全球峰會於 5 月 29 日至 31 日在加拿大渥太華舉辦，聚集 79

個成員國和 20 個地方政府，以及數千個民間社會團體、多邊組織、學術界等的

參與者，透過峰會分享知識，共同為全球更加開放和透明的政府創造解決方案。

2019 年聚焦在如何利用政府開放的措施和工具來建立更強大、更負責任和更具

響應性的民主國家，同時以參與、包容、影響等關鍵主題制定議程。 

開放政府的目標是要改善政府和公民的合作。為達成此一目標，政府要傾聽

人民的聲音，要為人民設計更好的服務，讓人民得以更易接近政府。加拿大政府

致力於為開放政府提供一個具變革性、充滿希望的願景，為所有人提供服務。為

實現「參與」、「包容」、「影響」三項優先關注的議題，加拿大將努力建立聯繫並

賦予人們有權利去參與他們的政府，尤其是邊緣化或代表性不足的公民，也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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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創新的行動以便解決這些問題；同時，從內部開始，改進 OGP 的治理和運

營，致力推動世界各地的開放政府。 

2019 年 OGP 全球峰會，我國由行政院唐鳳政務委員、國家發展委員會，

以及透過外交部補助經費，由開放文化基金會、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等代表共同參

與。 

 

 

 

 

 

 

 

 

 

 

 

 

圖 2：2019 年 OGP 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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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議程 

在 OGP 峰會期間，大會舉行多元形式的座談，議程是在 2 月公開徵集提案

時選出的，活動型式除了全體會議，還包括：魚缸會議（Fishbowl）、知識咖啡

館 （Knowledge Cafe）、短講（Lightning Talks）、專題討論（Panel）、市政會議（Town 

Hall）、 挑戰診所/解決方案室（ Challenge Clinic / Solution Room ）、演示/體驗式

學習（Demo / Experiential Learning） 及研討會（Workshop） 等樣態，超過 100 場

會議，與會者可以進行討論的議題，從錯誤、假訊息的增長到女權主義、人工智

能、資料主權、公開司法等，促進開放政府等相關議題。相關議程如後附資料。 

 魚缸會議（Fishbowl）：開放空間式的討論會, 主要的討論者在中心點圍坐成一

圈，由 2 至 4 位講者進行公開對話，聽眾坐在外圍，其中主持人需引導話題並

吸引不同的聽眾加入討論，讓每個人都有參與的機會。 

 知識咖啡館 （Knowledge Cafe）：將聽眾分為小組，以進行關鍵問題討論。主

持人會要求每個小組與更多的觀眾分享他們的討論內容。 

 短講（Lightning Talks）：會議組織者將策劃一系列演講者，他們將會在很短的

時間，使用講故事的方式來展示他們的想法並分享會議主題的靈感或失敗的

例子。 

 專題討論（Panel）： 約 5 名專家或從業人員，包括政府官員，民間社會成員

和其他部門的代表，進行深度且專業的對話。 

 市政會議（Town Hall）：主持人促進與主要受訪者和社區成員的對話，為他們

提供發表意見，關注和想法的空間，並就特定問題尋求共識。 

 挑戰診所/解決方案室（ Challenge Clinic / Solution Room ） ：預先選定的參

與者向同行/從業者，捐贈者，學者等的跨部門展示他們的挑戰或問題，以討

論和尋求解決方案。 

 演示/體驗式學習 （Demo / Experiential Learning）： 簡短的互動式演示，參與

者可以測試，提供反饋或學習如何使用新工具; 這些通常但不限於技術工具。 

 研討會（Workshop）： 由專家推動的實踐研討會，允許圍繞互動活動交流經驗：

項目介紹，圍繞案例研究的討論，或關於特定工具，技術或技能的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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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幕式： 

5 月 29 日開幕式，首先透過加拿大傳統住民儀式為整個大會進行祈福，以

及合唱大會主題曲後，由 OGP 財政委員會主席兼數位政府部長 Joyce Murray 致

詞，說明 OGP 的進展成果，以及本年度峰會主題設定的重點。 

Joyce Murray 致詞重點內容： 

 加拿大很榮幸擔任此次峰會的主辦國，也誠摯的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士約 2

千人來到渥太華參加 OGP 年度峰會，期待有關包容、數位治理、公民參與和

富有洞察力的對話。 

 開放政府夥伴關係（OGP）是在 2011 年創立，這 8 年來，已經取得很多成就，

包括促進透明，致力於打擊貪腐、通過新技術加強治理等，因為各會員國的努

力，OGP 將共同創造充滿活力的生態系統，並促進人民對我們的信任。 

 加拿大政府致力於國內和國際上加速開放政府的推動，作為加強民主責任的

手段。開放政府基本上是透過讓民眾瞭解政府在做什麼、以利進行公開對話，

鼓勵公民廣泛參與決策，並建立民眾對公部門的信任。我們很榮幸能夠舉辦峰

會以實現這些目標。 

 這是一個數位資訊時代，特別容易面臨假新聞及假訊息的挑戰，這就是為什麼

本次峰會將主題設定為「參與」、「包容」及「影響」三大領域。開放政府代表

包容多樣性、開放性及責任，所以加拿大總理 Justin Trudeau 的核心理念是「開

放政府是一個好政府」 。 

 加拿大自2011前已加入OGP，目前推動到第4版的國家行動方案（2018-2020），

從過往經驗中，第 4 版更強調跨越性別、族群的包容對話，也以此對應今年峰

會的主軸：此外，提供更加友善的開放政府，讓公民共享一直是加國努力的目

標，以及為能讓公民更容易理解政府預算的資訊，掌握政府資金的運用，財政

的透明也是加國的承諾事項之一；加國持續透過與社群的合作參與推動開放

政府，這是全球可以看到的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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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OGP 財政委員會主席兼數位政府部長 Joyce Murray 

 

 

接著由加拿大總理 Justin Trudeau 親自蒞臨揭幕，不同於傳統致詞模式，而

係由記者 Liz Plank 以訪問對談的方式進行。 

加拿大總理 Justin Trudeau 談話重點內容： 

 傳統上政府一直扮演著保護民眾安全的角色，確保民眾在公眾領域發展的機

會，但當人們生活很大部分依賴網路，許多思考方式及生活模式也跟著改變，

傳統政治型態強調面對面的溝通，但網路及社群媒體的興起，使政治也受到影

響，必須面對此一新挑戰。 

 Justin Trudeau 認為社群媒體的興起及發達，使假訊息及假新聞到處流竄，容

易引發民眾激動、憤怒或厭惡等情緒；如果在民主選舉過程中戰略性地部署虛

假，誇大或相互矛盾的訊息，將會削弱民主機制，所以加拿大政府致力於打擊

假訊息。此外，他亦強調像 Facebook 這樣的大公司需要意識到他們對社會的

責任，協助遏止假新聞及假訊息的流竄、發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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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避免專制政權可以利用 Facebook 和 Google 等社群媒體進一步壓迫公民，扼

殺言論自由。Justin Trudeau 建議各國政府需謹慎行事，採取對應措施；政府

監管不是解決方案，相反，他認為不應該把社群媒體視為對手，而是透過政府

與科技巨頭和公民合作，共同找出解決方案。 

 強調言論自由是民主國家的根本，透過開放政府，可以讓民眾清楚知道、瞭解

政府在做什麼，民眾可以參與進而影響政府的決策，對政府問責等，將有助減

緩假新聞、假消息的流竄。開放政府將賦予民眾更大的公民權力，為他們提供

工具，讓政府承擔責任，並為民眾建立更強大，更有彈性的社會。 

圖 4：記者 Liz Plank 訪問加拿大總理 Justin Trudeau 

 

 

接續加拿大總理 Justin Trudeau 之後，由 OGP 首席執行長 Sanjay Pradhan 於

開幕時，就 2019 年的「重振民主，反專制主義」（Reinvigorate Democracy, Counter 

Authoritarianism）發表演說，重點內容： 

 民主政體正面臨著威脅 

他指出目前正有一股力量在攻擊民主政體，例如匈牙利現在的獨裁領袖，坦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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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亞、土耳其、俄羅斯及其他地區為鞏固政權，攻擊記者及民間社會公民團體，

這種打擊民主的力量在部分國家、區域展露出來。 

 參與式民主帶動改革，增加公民參與政策機會 

他指出，雖然有破壞民主的力量，但同時其他國家也有民主改革的聲勢，例如

西班牙馬德里，出現令人訝異的改革者，他們的表現成為新的全球規範。以數

位平台的推動，馬德里公民只要上網註冊，便可以向政府請願，參與式預算更

提升至 1 億歐元，佔總預算的 1/40，這個參與平台的成長速度幾乎與現在的

Facebook 一樣快速；市民可以透過平台，針對政策進行討論、提議，例如，馬

德里市民針對產婦生產安全的議題進行集體討論，也促使政策進行檢討，政府

提出相對應的錯事，也讓產婦生產的死亡率降低 20％；這是市民透過平台參

與政策檢討的具體案例。此外，透過建立平台，增加公民社會參與，也賦予年

輕人有參與政策的權利，甚而解決別工資差異的問題。  

 制定新規範，抵制社群媒體、虛假訊息的威脅 

Sanjay Pradhan 也分享了，即使技術層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讓國家透過

線上和公民進行對話，但我們面對的是來自社群平台企業的威脅，濫用個人隱

私，操縱數據，因此我們必須去正是這個問題，也要開始製定新的規範，來賦

予公民權力，例如幾個歐盟國家為抵制虛訊息，芬蘭發起數據掃盲運動，澳大

利亞保護公民權利，法國、加拿大、荷蘭提高影響我們所有生活的公共預算法

的透明度；傳統民主支持者的方式已經改變，我們需要新的領導方式，如阿根

廷、加拿大，德國，法國，印尼，韓國，在匈牙利，自由民主國家的市長大膽

鼓舞勇敢的公民參與。 

 政府與民社會、公民合作，促進開放政府 

Sanjay Pradhan 重申，需要各界公民一起加入行動，讓更多的地方政府、民間

社會，進行多方合作，一同促進開放政府，於此時此刻，是個重要的關鍵時刻，

邀請世界各國、民間社會一起加入，形成一股反對威權主義的反制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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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OGP 首席執行長 Sanjay Pradhan 

 

 

（三）全體會議 

1、 5月30日：對民主的威脅 

與談人： 

Ben Scott（美國政策顧問） 

Halla Tómasdóttir（冰島B隊首席執行長） 

Christophe Deloire,（法國無國界記者組織秘書長） 

Yama Yari,（阿富汗交通部長） 

Karina Gould（加拿大民主機構部長） 

與談重點：  

 民主發展受到的威脅，透過開放政府共同支援面對： 

對民主的威脅不斷在發展，需要來自開放政府社區的協助，各國政府和

公民越來越意識到對民主的一系列新威脅，包括網路上的虛假宣傳活動，

數位化積極的進展、對公民空間的攻擊以及黑金流入媒體和政治等。隨

著OGP成為開放和民主的積極全球運動，除了要面對這種趨勢，並成為

一個更強大的集體聯盟來對付這些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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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有責任提供給民眾基礎設施、技術，以確保民眾的權利： 

我們也要同步思考，當數位化進入到我們的生活，我們可能面臨的威脅，

如警察的監控、無人機等；此外，也要反向思考，某些國家、地區在創

建新的數位措施時，對人民的影響，如政府創建電子投票機制，但如果

政府沒有提供相關的基礎設施、技術，如智慧手機，人民將無法將參與，

進而影響人民的權利。 

 數位技術提供即時、方便性，但應兼顧個人的隱私保護： 

新技術提升速度，提供更高的方便性和決斷性，但為了個人保護隱私，

在選擇新技術就要有所衡量；隨著網路線上和現實社會的分隔日漸模糊，

我們必須確保民主的價值不會消失。信任、開放、透明、誠實是確保民

主的基本，也同時是開放治理夥伴關係的價值。 

 推動開放政府相關作為，有助改善政府的失能： 

分享參與阿富汗推動開放政府的經驗：當一個人經歷過英國民主的洗禮，

回到從公民、教育、政治參與都被剝奪的阿富汗社會，透過國家採購系

統的改革，雖然面臨黑手黨的攻擊、公務員的抵制等勢力的反彈、抵制，

但透過開放公共採購，節省了政府支出，期間雖然受到各種威脅，但因

有總統的支持，終獲民眾接受，進而將此種改革經驗，擴散至其他部門，

慢慢改善政府腐敗和失功能的狀態。 

圖6：全體會議「對民主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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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政府透過公民參與制定，有助包容性的成長： 

加拿大正進行第4個2年開放政府行動方案，需要透過下議院和上議院的

一個特別聯合委員會，以及公民團體一起參與制定，是個艱鉅的過程。

但也透過這個過程，可以針對重要的政策問題進行更詳盡和包容性的辯

論，無論是支持者或反對者，政府都善盡責任，確保每項議題可能衍生

的問題都能找出解決對策，並且由政府承擔最後的責任。 

 

2、5 月 31 日：爭取阿根廷政府更多包容性 

講者：Heidi Marina Canzobre（阿根廷國家婦女研究所所長） 

講座重點： 

 Heidi Marina Canzobre分享有關「Ni Una Menos」的運動，「Ni Una Menos」

為西班牙文，意思為一個都不能少；這場運動反對各種形式的暴力行為，

尤其是經常發生、針對女性的暴力謀殺現象；這是發生在阿根廷的女權

主義運動，已經蔓延到幾個拉丁美洲國家，反對基於性別的暴力。活動

由阿根廷女藝術家，記者和學者集體發起。 

 在拉丁美洲父權體制的文化中，對婦女的暴力行為是相當嚴重的問題，

2016年10月19日，為應對16歲少女被奸殺事件，「Ni Una Menos」利用社

群網絡，成功地聚集約為200,000人進行抗議示威，組織了首次女性群眾

罷工，且在臉書頁面放上國內外數十座城市響應的照片與影片，以及部

分作家與漫畫家的作品聲援，引起各大媒體深入報導。 

 示威隔天，阿根廷高等法院及人權秘書處宣布成立婦女仇殺登記所

（Registro de Femidicios），宗旨為彙整全國數據以制定遏止對女性暴力

的政策，終結對婦女的仇殺。這不只是一件網路事件，因為這事件，讓

更多人正視對於性別的仇恨；這些抗議活動在整個地區範圍內進行，並

獲得了很大的響應，在智利，秘魯，玻利維亞，巴拉圭也舉行相關的街

頭示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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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 Una Menos」爭取自由平等，也爭取墮胎、同工同酬的權利，以及

反對加劇動蕩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最受影響的群體以女性、原住民和窮

人為主。墮胎權讓每個女性都有權掌控自己的身體自由，源於女性對於

自由自在地生活的集體訴求，不必受到暴力、懲罰與監禁的威脅。 

 「Ni Una Menos」的成功，讓更多女權團體、非政府組織更努力的倡導

性別的議題，也使得阿根廷政府更重視女性平權，並將相關議題納入國

家行動方案當中。 

圖7：阿根廷國家婦女研究所所長Heidi Marina Canzo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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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代表參與之座談 

1、5 月 30 日唐鳳政務委員擔任「利用訊息自由，公民承諾和數位工具來形

成政策」工作坊之與談人 

本場次工作坊，以「影響」為座談主軸，透過檢視透明的決策和支持參與的

開放政府，為政府負責任和回應公民需求奠定了基礎；在本次座談中，以各地的

實例，分享如何利用訊息自由，吸引公民參與和開放決策。其中，我國唐鳳政務

委員於會場就我國推動創新、公民參與，以及開放政府的相關作法、經驗提出分

享；其分享重點下： 

 社會創新是包括經濟、社會和環境的三構面，對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唯有

透過經濟、社會和環境共同發展，才能連結各項永續發展目標，強化永續發展

執行方法及深化永續發展全球夥伴關係。 

 在台北「社會創新實驗中心」辦公室，透過科技讓世界可以看到台灣，在這辦

公室所有的空間、設備，都是由公民組織透過創新方式產出的；一個開放式的

公共空間，在每個星期三從早上到晚上，每個公民都可以很容易的走進去這個

辦公室，公民可以和政府每個部門（單位）進行對談。公民可以透過網路瞭解

談話內容，或者加入談話，所有的談話內容都是公開透明。透過開放式的對談，

把公民意見付之實行，甚而分享至世界各國。 

 創新的事物在我國是容易被接受的，並不會有對立的狀態產生，如經濟發展與

環境保護、科技進步與社會公平的拉距，在我國的發展脈絡中，各公民團體可

能有不同的立場，但總能尋求出最大共識、價值，找出一個解決途徑。 

 我國每年舉辦總統盃黑客松，徵集各式各樣的意見發想，以沙盒的方式，鬆綁

相關規定，經過篩選獲獎者，將成為下一年度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服務的一部

分。此外，各種公共政策的推動執行，可對應至永續發展目標，進而分享給其

他國家，此種作法，有別於傳統的外交；透過公民協作、經驗擴散，讓我國成

為其他國家學習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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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公共政策參與平台」，讓公民可以雙向的知道政府在做什麼， 在我國

2000 萬公民中約有超過 500 萬公民使用過平台，透過平台可以瞭解政府預算

的內涵、使用項目，以及重要的政策及其目前的執行進度；無論何時何地對政

策有意見、想法，都可以透過平台瞭解或提供意見。 

 對於施政有意見的公民，政府邀請他們一起參與協作會議，以報稅軟體為例，

任何人可以使用他自己熟悉的方式表達意見，每個人表達出的意見都是能被

看到的，也不會被修改；因此，公民會願意提出正向的意見，政府可藉此整納

意見，調整修正政策。 

唐鳳政務委員並在與談結束前，重申政策推動就是要納入公民或民間團體的

意見，包括技術、專業等，透過參與平台及協作會議等，找出更好的解決問題方

法。我國推動政府資訊公開透明、公民賦權、公民參與、議會開放、數位治理，

已有一定成效，接下來，將邀集各公民團體一起參與推動我國開放政府「國家行

動方案」。 

 

圖 8：唐鳳政務委員參加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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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月 30 日唐鳳政務委員擔任「透過公民科技和政府科技促進公民參與：來自

實地的案例」之與談人 

本次會議討論重點為如何促使公民或民間組織參與政府的公共服務，並使公

共服務相關資訊更加開放。藉由各與談人的分享，瞭解不同國家（區域）的推動、

影響、成功和困難。其中，我國唐鳳政務委員於會場分享我國推動性別平權，以

及相關政策計畫進行性別影響評估的成效；其享重點下： 

 台灣在 2019 年 5 月 17 日通過同婚專法，成為亞洲第一個同婚法制化的國

家，數百名台灣同性戀者在新法施行的首日登記結婚，成就歷史性的一刻。

台灣對性別平等議題關注，並致力推動多元平等的社會，很多台灣人對同性

關係的看法已有轉變，而且往往轉向更加寬容，甚至開始支持同性戀。 

 性別影響評估（Gender Impact Assessment，簡稱 GIA），是台灣政府落實性別

主流化的主要工具，目的在促使政策制定者更能清楚掌握男女不同處境，並

設定預期的結果，使性別落差獲得改善，確保政策、計畫與法案，從研擬規

劃、決策、執行、監督評估與事後檢討建議等各階段過程，都能納入性別觀

點。 

 為確保各機關於擬訂及推動重要計畫及法律案時，均能將性別觀點融入政策

發展及執行過程，台灣已於 2007 年起，規範國家重要中長程計畫及法律案

陳報行政院審議前，均應進行性別影響評估，填具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性別影響評估作業重點包含運用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於政策規劃評估過程

中就可量化或潛藏之性別不平等現象進行評析，並納入外部性別平等專家學

者程序參與，詳實評估重要計畫及法律案之實施結果，以預防或改善性別不

平等之社會現象。 



18 
 

 唐鳳政務委員並再次重申，我國推動政府資訊公開透明、公民賦權、公民參

與、議會開放、數位治理，已有一定成效，將邀集各公民團體一起參與推動

我國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 

圖 9：唐鳳政務委員宣布推動我國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 

 

 

（五）周邊活動： 

5 月 28 日全球公民科技沙龍，我國 Cofacts「真的假的」專案共同發起人比

鄰（李苾琳）就推動專案的成果進行分享，重點內容： 

 Cofacts「真的假的」是一個 LINE 平台上的不實訊息查核聊天機器人，該團

隊以開放資源、開放原始碼、志工、群眾協作的方式進行事實查核，並將查

核結果回饋成果，以幫助釐清假訊息。 

 「真的假的」運作原理是，LINE 用戶只要加「真的假的」為好友，轉傳想

要查證的訊息到「真的假的」LINE @中，機器人「LINE bot」便會搜尋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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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查核訊息，判別真假。「真的假的」除了 LINE 之外，使用者也可至

「真的假的」官網查證傳聞。 

 資料庫裡每一則可疑的轉傳文章都是來自某位使用者，公開檢索，讓參與者

查證後給予回應；一則文章也可以有不同人分別給予各自的回應，讓新的回

應比舊的回應更好。 

 「真的假的」Line bot 全由人力回應澄清與新增，也就是要有人心中有疑之

後，把可疑訊息轉貼給「真的假的」，才能被動比對真偽，然後自己再把回應

傳給你想要澄清的朋友或群組裡。 

 該平台鼓勵民眾，透過公民協作參與共同闢謠。內部透過「Cofacts 真的假的

編輯交流天地」Facebook 社團，供闢謠編輯交流，每兩個月舉辦編輯小聚，

加強闢謠功力。 

 

 

 

 

 

 

 

 

 

 

 

 

 

 

 

 

 

圖 10：「真的假的」發起人李苾琳分享專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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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及建議 

一、掌握我國推動開放政府契機，結合公民團體持續參與OGP活動 

相對其他區域、國家，目前仍在著手推動跨越性別障礙，以及促進不同

性別、年齡層等公民參與開放政府，我國已透過性別主流化工具、性別影響

評估、青年諮詢委員會等機制，確保政策、計畫與法案形成過程中，納入不

同性別的觀點，以及提供青年於政府政策形成過程之參與管道。 

我國近年來的社會創新、公民科技等領域之發展，在國際上展現亮眼成

績，同時透過非政府組織等公民團體與國際組織的交流，將經驗分享到國際

舞台上，讓我國在國際舞台上有更多露出機會。藉由持續參與OGP高峰會議，

有機會與OGP會員國進行交流，瞭解OGP的發展趨勢及作法，並適時提出我

國在開放政府領域的相關作為，實為拓展國際空間及強化國際民主同盟的最

佳平台。 

二、深化政府開放資料運用，創新智慧服務型態 

因應數位轉型，為能符合民眾需求，行政院於2019年6月6日函頒「智慧

政府行動方案」，參考各國秉持以「民眾為核心」的服務理念，以「資料」

為骨幹，應用物聯網及區塊鏈串連政府服務與民眾需求，結合人工智慧雲端

運算，優化決策品質，建構下一事帶智慧政府公司協力治理模式。 

智慧政府行動方案透過「極大化政府開放資料供加值應用」、「促進公民

參與及社會創新」等策略推動相關工作，預期打造資料治理、開放協作、公

民參與的多元協作環境，契合OGP的透明、開放、參與、課責理念，未來透

過相關工作亮點的展現，有利我國開放政府發展與國際接軌。 

三、中央與地方政府串連，擴大民眾參與公共政策面向 

因應數位化時代，為達成公開透明、公民參與及強化溝通，國家發展委

員會自2015年建置「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以下簡稱參與平臺），提供政

策形成前的「政策諮詢」(簡稱眾開講)；計畫執行中供各界監督的「重大施政

計畫」(簡稱來監督)；徵集群眾智慧的「國民提議」(簡稱提點子)；方便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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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意見之「首長信箱」(簡稱找首長)等4項網路參與服務，串聯網路、實體

與社群多元管道，完善民意回應機制。 

參與平臺為我國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單一入口，提供跨機關整合式的一

站服務。除以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業務為基礎，監察院審計部亦提供「參與審

計」服務，另新北市、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南投縣、

雲林縣及澎湖縣等地方政府亦導入使用。藉由參與平台讓政府施政更為周延，

未來如能納入更多地方政府加入，也持續透過資訊設備及網路的普及，邀請

更多公民參與，如增加附議人數，加強參與的深度，讓政府與民間趨向信任

之夥伴關係。 

四、推動我國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展現我國加入OGP之決心 

唐政委於出席 2019 年 OGP 全球峰會期間，已正式宣布我國將自主提出

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National Action Plan），並將比照正式 OGP 會員國

產出國家行動方案之模式與標準，召集相關部會、民間團體等共商協作，宣

示我國推動的決心。 

隨著世界各國政府推動數位轉型，我國在公私協力下，推動政府資料開

放，已有相當之基礎及成效，同時，未來透過「智慧政府行動方案」，強調政

府數位轉型，更契合 OGP 透明治理及參與等價值，如我國首次開放政府國家

行動方案以「開放政府資料」為規劃主軸，除可持續深入政府資料的開放，

也能展現我國的數位治理的經驗；此外，在撰擬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過程

中，透過邀請 OGP 成員國推動或參與國家行動方案之官員或民間組織來台

協助討論，有助我國與國際接軌，並藉由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的施行，展

現我國加入 OGP 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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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一、2019年 OGP峰會議程 

5月 29日開幕式及 5月 30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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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31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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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9 年 OGP峰會周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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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9年 OGP開放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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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團員名單 

 

 單位 姓名 職稱 

1 行政院 唐鳳 政務委員 

2 行政院 葉寧 參事 

3 行政院 黃子維 專門委員 

4 外交部 陳裕興 秘書 

5 國家發展委員會 蘇愛娟 專門委員 

6 國家發展委員會 吳宛芸 科長 

7 台灣零時政府 吳銘軒 成員 

8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賴偉傑 常務理事 

9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劇

評人協會台灣分會 

黃佩蔚 秘書長 

10 財團法人開放文化基金會 耿璐 執行長 

11 柯斯高公司 張淑貞 「資料申請小幫手」

專案負責人 

12 國家寶藏 蕭新晟 創辦人 

13 Cofacts 專案 李苾琳 共同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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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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