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因公出國報告書  

(出國類別：實習） 

 

 

 

 

參加歐盟執委會能源總署 

「國家專家專業訓練計畫」  

出國報告 

 

 

 

 

 

 

 

服務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資訊管理處)  

姓名職稱：王宗彥科長 

派赴國家：比利時-布魯塞爾  

出國期間：109 年 10 月 16 日至 110 年 1 月 15 日  

報告日期：110 年 4 月 13日 



2 
 

  



3 
 

目錄 

 
壹、 摘要 ................................................................................................................... 5 

貳、 計畫簡介............................................................................................................ 6 

一、 NEPT計畫介紹 ................................................................................................ 6 

二、 歐盟組織介紹 ................................................................................................. 7 

三、 實習單位介紹 ................................................................................................. 8 

參、 實習工作內容 .................................................................................................. 10 

一、 工作型態說明 ............................................................................................... 10 

二、 工作內容說明 ............................................................................................... 11 

肆、 心得與建議事項 .............................................................................................. 18 

一、 高度人事彈性 ............................................................................................... 18 

二、 外館協助 ...................................................................................................... 18 

三、 工作環境 ...................................................................................................... 19 

四、 政策規劃 ...................................................................................................... 20 

五、 資訊環境 ...................................................................................................... 21 

伍、 附錄 ................................................................................................................. 23 



4 
 

 



5 
 

摘要 

「國家專家專業訓練計畫」(National Expert Professional Training 

programme簡稱 NEPT)，主要係歐盟執委會 (European Commission)為促進其會

員國及第三國於歐盟相關政策推動上之交流與合作，爰開放相關國家之官員至

其轄下各總署進行實習。本次參訓期間為(109)年 10月 16日至(110)年 1月 15

日參加 NEPT計畫，為期 3個月，報告人受核錄分派至歐盟執委會「能源總署」

(Directorate-General for Energy,簡稱 DG ENERGY)，協助該署進行能源資訊

研析及政策討論。惟此次受訓期間時逢歐陸 COVID-19疫情高峰，辦公環境及工

作模式皆有大規模調整，工作交流及參與不似過往深入及密切，但仍有本於自

身在公務體系所累積之經驗及知識，全力完成歐方指派工作，深受歐方肯定，

整體而言，透過歐盟執委會實習工作，與執委會官員交流與互動，有助我國對

於歐盟組織架構、功能、政策有更深度的瞭解，並可從不同國家的政策思考角

度，帶來不一樣的視野與成果，對雙方而言都受益良多，也可搭建雙方未來相

關議題上合作的一定契機，提升彼此交流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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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簡介 

一、NEPT 計畫介紹 

歐盟執委會「國家專家專業訓練計畫」旨在藉由歐盟會員國政府派員至歐盟執

委會相關總署進行短期見習，以增進參訓官員對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政策及運作方式之瞭解，獲取相關實務經驗，並與見習單位深入交

流。我國雖非歐盟會員國，惟在「臺歐盟雙邊諮商會議」 架構下，洽獲歐方同

意我派員參與，為少數可派員赴歐盟執委會參訓之非會員國之一。 

我國官員參訓每年計分為上半年(3月赴歐)及下半年(10月赴歐)二梯次，參訓

期間 3 個月，申請者依個人經歷填選 3 個志願，並詳述參訓動機，歐盟執委

會及相關總署將視其每年業務需求及機關見習員額決定核錄對象，報告人本次

見習所申請核錄之志願為能源總署 (DG ENERGY)。受訓期間由各總署會指派一

位政策官(Policy Officer)作為指導員(Advisor)，通常指導員會交辦工作事

項，惟實際的工作內容，視署內業務與指導人員及單位處長協調。 

 

依歐盟執委會的 NEPT人力管理通則，經該管道招募的各國公職人員在參訓 

期間內除出差行程旅費，均由派員的政府機關支薪，出缺勤及休假規定比照執 

委會正式人員辦理；所負責的業務則交由各總署的指導員經瞭解參訓者原業務

後予以分配，並需密切輔導；參訓結束後，指導員及參訓者需分別繳交評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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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報告，兩者內容無重大歧異後，執委會的人力暨安全總署將核發結訓證

明。  

二、歐盟組織介紹 

歐盟的歷史起源於 1952年建立的歐洲煤鋼共同體1，是歐洲多國共同建立的政治

及經濟聯盟，現擁有 27個成員國，正式官方語言有 24種，政治上所有成員國

均為議會民主國家；經濟上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實體，歐盟的主要機構如下 

(一)歐盟理事會 

歐盟理事會由各會員國的元首及執委會主席組成，決定歐盟整體方針及政策的

優先順序、解決複雜或敏感爭議、設定歐盟共同的外交與國防政策，以及任命

或指派歐盟機構首長的候選人。以共識決為主，做成的決議交由執委會研擬具

體的處置方式；或是交由「歐盟部長理事會」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進行更具體的磋商。 

(二)歐洲議會 

歐洲議會是歐盟的立法機構，議員(Members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MEPs)每 5年由各會員國選民直選。各會員國席次大致按人口比例決定，但訂有

最少 6席、最多 96席的限制以及總席次 751 席的上限。歐洲議會主要職能包

括立法 (legislative)、 監督 (supervisory) 及預算 (budgetary) 

(三)歐盟執委會 

                                                      
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6%B4%B2%E8%81%94%E7%9B%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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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執委會編制上由 28名執行委員（Commissioner）組成，分別由 28 個成員

國提薦，每屆任期五年，由 1名擔任歐盟委員會主席(現任為德國籍馮德萊恩女

士)領導整個委員會，惟提案須經歐盟理事會和成員國政府元首共同決定，並需

獲得歐洲議會同意。歐盟執委會主要功能為行政任務，並負責歐盟各項法律文

件之起草、提案、修訂及執行等，以及預算與專案執行。歐盟執委會下設有 31

個政務總署(報告人本次所核錄之能源總署即為其一)及 16個辦公室，整體角色

可視為歐盟的主要行政單位。 

 

三、實習單位介紹 

歐盟能源總署2(DG ENERGY)係為歐盟執委會轄下 31個政務總署之一3，創立於

2010年(自交通能源總署分離獨立設署)，設有正副署長各一人，其下分為六處

(能源政策處、能源效率處、能源消耗處、能源革新處、能源系統及綠能環保

處、核能安全發展處、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執行處、秘書處)，組織架構圖詳附錄

1，旗下員工約為 400人。能源總署主要工作為負責訂定歐盟境內整體能源政

策、以及推動安全、乾淨、永續、具有競爭力價格的能源供全體歐盟居民及企

業使用。 

歐洲長期在環保議題上保持高度關注並在乾淨能源、替代能源技術上領先各

國，作為全球能源政策最先進、最積極的共同體，歐盟能源總署的角色極為重

                                                      
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rectorate-General_for_Energy 
3 https://ec.europa.eu/energy/home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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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多次由執委會主席(相同於我國行政院長)於媒體前公開宣示能源政策及帶

動整體產業發展，例如 2020年 10月 12日由馮德萊恩女士於鏡頭前宣布歐洲

「新世代歐洲計畫」4，其中有一項重大目標就是希望透過建築物革新來帶動全

面減碳及舒適的綠能生活，類似的能源政策很多，且都由歐盟執委員高階官員

代表推動，展現了歐盟在能源政策上的決心與願景。以下列出幾項能源總署近

期推動重大政策與計畫 

(一)建築革新政策(Renovation Wave Strategy)5: 透過建築的工法優化以及外

觀美化來同時達到能源節約及市容美觀的雙重目標 

(二)建物能源效益量測指引(Energy Performance of Buildings Directive)6:

訂定建築物節能智慧指標 

(三)2050能源長期計畫(2050 long-term strategy)7:針對 2050年歐盟境內長

期的能源政策與目標 

(四)2020地平線計畫(Horizon 2020)8:2020年有效減低碳排放量達 20% 

 

 

                                                      
4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ov/speech_20_1879 
5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1835 
6 https://ec.europa.eu/energy/topics/energy-efficiency/energy-efficient-buildings/energy-performance-buildings-
directive_en 
7 
https://ec.europa.eu/clima/policies/strategies/2050_en#:~:text=The%20EU%20aims%20to%20be,action%20under%20t
he%20Paris%20Agreement. 
8 https://ec.europa.eu/programmes/horizon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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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習工作內容 

一、工作型態說明 

本次受訓期間時逢歐陸疫情第二波高峰9，受訓地點比利時單日最高死亡人數達

345人(總人口:1,149萬)，因此於 10月中陸續加強了疫情管控力度，關閉多數

商業活動與店家，禁止非必要的出行，而工作環境則被嚴格要求以居家辦公為

原則，延續了歐盟執委會自前(2019)年 3月就已實施的遠距辦公政策，基於以

上的嚴峻工作與生活環境條件，本次的受訓的心態與方式皆與過往我國派錄的

人員大有不同，以下就各面向說明 

(一)辦公環境: 

一律以在家辦公為主，如必須返回公司，需經處長級以上核定後方得執同意書

返回辦公處，以能源總署而言，極少數的人員因工作異動或離職，短期返回辦

公場域整理私人物品，絕大多數的人都依規定在家工作為主。報告人則是於訓

期開始的第一週至辦公場所洽同事取得工作用筆記型電腦，以及於內網環境完

成各項連線設定(需於內網環境下方得開通各項權限)，此後，皆使用能源總署

所配發之電腦於自租屋處辦公。 

(二)聯絡通訊: 

                                                      
9 https://www.brusselstimes.com/news/belgium-all-news/138408/consultative-committee-new-measures-alexander-
de-croo-covid-19-commissioner-lockdown-frank-vandenbroucke-jan-jambon-elio-di-rupo-hospitals-limit-contacts-non-
essential-shops-supermarkets-autumn-hol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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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各執委會建有自行的網路虛擬環境，使用配發的業務筆電可直接連線網路

硬碟、使用公用系統等，除螢幕較小、效能略低於桌上型電腦外，網路環境可

比擬於現地辦公，而各單位、同仁聯絡方式，如為一對一業務討論，則多使用

whatsapp或公用軟體 skype，如為多人視訊會議則多使用 zoom,teams。 

(三)業務指派: 

本次因工作型態改變，無法直接參與各項實體會議及業務活動，不易直達業務

核心及了解業務全貌，報告人的直屬主管(指導員、Pau Garcia)先生也表達了

他的遺憾以及歉意，未能在能源總署狀態最佳情況下與台灣派任的人員有良好

的業務合作，雖然如此，報告人與歐方仍是在有限的條件下，盡可能的完成各

項業務交流與任務，本次的工作型態並未第一線進入業務核心流程與其協作，

而是擔任類似外部的顧問諮詢角色，接收能源總署的各項議題研析任務、資料

檢視審查的任務，回饋我方專業意見與建議供歐方參考，全程僅能透過數位方

式接觸以及筆電小尺寸螢幕的閱讀限制，但三個月的受訓期間，彼此皆有產出

相當積極的工作成果，將於下個篇章說明。 

二、工作內容說明 

誠如前文所言，歐盟在能源政策領域獨步全球，執委會的角色上是制訂上位政

策單位，後交由各會員國的行政單位執行，在此架構下，能源總署必須在政策

研析上達到一定高度，並且不能脫離各會員國的實際執行能量，同時也須考量

不同國家的國情與能源現況，如丹麥 2020年人均 GDP達 60,170美元，而匈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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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卻只有 16,731美元，差異甚大，因此先期研究與分析的重要性不言可喻，歐

盟在政策推出前必定先經過廣乏且深度的政策研擬，包含利害關係人分析、影

響力分析、推動方式等。 

另外，綜觀能源總署現行人力配置，較多為能源相關領域或法律顧問背景的職

員，資訊科學相關人員較為缺乏，而報告人來自於我國資訊規劃部門，因此能

源總署特別希望透過本次 NEPT計畫，引入不一樣的資訊視角以及創新的資訊工

具，惟本次受訓所接觸之內容部分經歐方表示為機敏且尚未公開之內容，故後

續報告僅就內容概要敘述，較無法全面揭露研究相關細節與圖文說明，本次受

訓期間協助相關議題如下 

 

(一)議題研析 

1.大數據(Big data) 

歐盟能源總署於前(2019)年度 9月啟動了「大數據建築能源應用」專案，期

待透過外部力量，研擬大數據應用於建築能源效率改善之可能性，本次報告

人參訓時期值專案期中檢視期，具體工作詳述如下: 

(1)針對承商交付的期中報告，進行合規性檢視(附錄 2)，包含參與需求檢視

會議，與承商逐一校對文件與討論需求是否達標，同時撰寫期中報告的

審核報告，並由指導員針對報告人提出不符合需求的內容，請承商加強

論述。 

(2)辦理大數據能源應用線上研討會，能源大數據應用涉及多方利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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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政府、民眾、學界、能源供應商、環保團體、建築師、建材供應商

等、物聯網廠商，為求政策完善，報告人與能源總署辦理了一場線上研

討會(附錄 3)，邀集上述關係人(附錄 4)與會分享，雖然是線上會議，但

與會成員無不暢談，同時間也發現政策衝突之處，能源供應商對於節能

議題較為消極、建材供應商亦對於節能建材的高成本表示擔憂，但相反

物聯網廠商則樂於蒐集各項數據，但又缺乏產品切入點，如何說服建築

工材納入物聯裝置，又或下一步如何說服屋主將物聯裝置數據上傳分

析。本次會議蒐集相當多有益資訊，也清楚從五大數據流程(附錄 5)來分

析利害人損益(數據蒐集、數據分析、數據監護、數據利用、數據儲

存) 。 

(3)本次計畫係為能源總署首次接觸大數據及資料應用開放領域，所以對相

關運作較不熟悉，報告人提及了台灣在開放資料(open data)及數位服務

個人化(Mydata)的實務經驗，並分析了大數據專案的市場推動政策:首

先，第一步要解決的問題是資料供需的不平衡，在資料應用方是非常樂

觀的想要取得建物及屋內能源使用的各種數據，因為後續可以做電力規

劃或產品分析甚至精準銷售投放，但資料提供方的誘因極少，建築物屋

主有何管道或有何利益可從數據提供中取得。如台灣公部門因有開放資

料的政策規劃，由行政部門依循釋出。此外，民眾並不受法規限制，如

何媒合供需，是為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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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提出必須要把資料數據交易規劃為價值供應鍊，雙方才能自由積

極的流通數據，例如:屋主、建物的數據可轉化為(token)，資料取得方

需購置 token或以電力減費的方式換取 token，來增加屋主提供數據的動

力，而資料取得方再依數據規劃去更節能的電力供應方式、或設計更節

能的產品。 

 

2.智能準備度指標(SMART READINESS INDICATOR 簡稱 SRI) 

歐盟訂定於 2050年達成碳中和目標，根據歐盟內部研究指出，歐洲因文化

古蹟保存原因，多是舊有建物，翻修不易且耗能極高，建築物佔了整體能源

消耗 40%的比例，為達此目標，勢必從建築物節能目標下手。為此，能源總

署於 2012年訂定「建築物能源效益指引」，期待透過該指引明確的替建築

物”體檢”，以利後續的改善計畫。 

報告人在整個受訓期間參與最完整的就是 SRI的專案，從雛型草案、期中報

告到結案報告，充份感受到歐盟執委會在推動政策的周延性與嚴密性，整個

政策研究從方法論開始，邏輯架構充份討論，在完成初步的量測方式及草圖

以後(附錄 6)，分為三個對照組進行實驗，實測一個政策的有效性，並且請

專案的設計團隊打造主視覺(附錄 7)。 

SRI主要希望能從九大建築物能源範疇[暖氣、冷氣，熱水、通風、照明、建

築圍護、電力、充電設施、監測與控制設備](附錄 8)及七大影響維度[現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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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維修偵錯預報、舒適度、便利度、健康與福祉、訊息回報、電力網格

與儲存能力](附錄 9)建構出矩陣圖，透過矩陣圖來建構建築物的智慧性，進

而給予數值，訂定標章，未來可供房地產業、民眾、政府、建築產業凝聚節

能的共識。  

另外能源總署現行缺乏此領域的人才，這次報告人特別在 SRI的個資及資安

領域與能源總署有較深度的討論，如何將建築數據去識別化，討論資料維度

的大小，上下傳資料的安全機制，雖然 SRI目前只是期末報告的階段，但期

待這些討論事項未來能夠實現於 SRI在雲端數據的應用領域。 

最後報告人在 SRI期未報告負責整體計畫審視及評核，並提出了下列幾點建

議事項: 

(1)加強新興科技於 SRI的具體應用 

(2)法規、行政命令的調適性未見充份述明 

(3)績效指標不夠強而有力 

(4)研究結果缺乏從能源總署出發的結果與歸納 

 

3.建築革新政策(Renovation Wave) 

本次報告人工作的單位屬能源總署轄下建築組(Building Team)，因此相關研

究內容與建築節能皆有相關。 

能源總署於去(2020)年 10月提出「建築革新政策」計畫，預計在未來十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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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倍的速度翻新歐盟境內老舊建築，以增進節能高效率的環境品質，此一

舉動除了扣合了歐盟長期的綠能目標，更能帶動整體產業發展，增加就業

率。但建築物革新的成本預算金額非常高，因此，報告人亦於工作期間中檢

視歐盟相關發展基金，檢視出可用於計畫項下之預算(附錄 10)，彙集供相關

產業申請使用。同時 Renovation Wave係為能源總署整體重大政策，指導員

亦要求報告人製作相關簡報，流通給總署內所有同仁參考參閱(附錄 11) 

 

(二)專案管理 

誠如前文所言，歐盟執委會是高度政策研析單位，許多專案都有另起研究案邀

集智庫分析研擬，各專案的行政管理亦是相當繁雜的工作，報告人本次也擔任

專案的聯絡窗口，協助安排每個月的定期會議，撰擬會議紀錄、彙整專家學者

的建議事項，並且確認每一期交付文件的正確性及時效性。歐盟執委會對於專

案交付的成果及內容非常尊重署內的主要承辦同仁，內容幾乎由承辦同仁一手

打磨驗收，最終結果只需要跟上層主管知會即可，每個人對自我所負責的專案

擁有絕對的掌握權跟管理權，承辦同仁擁有人、事、權合一，有效率且有完整

的論述與邏輯的工作優點。 

(三)簡報製作 

台灣於這次防疫工作上的成功帶來全世界關注，成績有目共睹，雖說防疫工作

與能源議題無相關，但報告人仍主動爭取希望能介紹台灣的防疫政策與成效供

能源總署參考，指導員也表示樂意向台灣學習，因此參考與翻譯了衛福部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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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簡報供署內同仁流通參考，歐盟同仁皆表示台灣在疫情下的優質生活真的是

讓人無法相信，令人羨慕。 

 

(四)稿件準備: 

1.在每週署長主持的雙邊會談中，幕僚須準備相關議題 QA問答稿供署長參

閱，報告人主要負責 RW議題，每週擬定問答後交由政策官審核後供署長參

考，值得一題的是，歐盟執委會的主管人員皆有自己的文字及簡報風格，幕

僚通常是提供通用的參考資料，中間並不會有過多核稿、修改過程，而是由

長官自行吸收後發揮。 

2.歐盟在 2020年 12月提出資料供享10(Data Sharing)的倡儀，期待歐盟境內

備會員國能彼此多共享資料，創造出資料價值，但同時也必須兼顧歐盟境內

對於資料隱私的保護(GDPR)以及合理的使用範圍，減低資料取得成本，提供

更多元的資料控制選項給歐盟民眾。該議題為歐盟執委會發展總署所提出，

報告人則將整個資料共享的行動方案摘錄出來供能源總署參考(附錄 12) 

 

                                                      
10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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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與建議事項 

一、高度人事彈性 

歐盟執委會的人事制度相當有彈性，整體規劃由人事總署負責，主要提升全體

員工的福利及人力結構分析，而實際的人力員額跟人力調度則全權下放給各總

署，使得各機關首長擁有極大的自由用人權利，可因應不同時期的業務現況，

在報告人三個月的訓期內同處裡已有 5人離職(因疫情家庭照顧、或另有考

量)，而處長則即時對外招聘 5名員工，且為面試後於一個月內即刻上工，來減

輕員工的工作負擔，同時亦可自行招募選擇不同的領域，如本次新增法律、個

資相關領域的人材。省卻冗長繁瑣的甄審過程，由處長層級即可核定人事，對

於工作推動上相當有助益。 

 

二、外館協助 

本次訓期受到外交部諸多協助，甚表感謝，輔導人員高小姐、張小姐熱心的提

供舉凡各項行政事務協調、生活疑難雜症的經驗分享與困難排除，另外也感謝

外館對受訓人員的關心與提供必要之協助，尤其是駐歐盟蔡大使明彥與受訓同

仁透過視訊打氣(附錄 13)，並實質分析了歐盟政策與國際情勢，提供許多寶貴

的且具有高度的外交官視野，令人受益良多。並感受到台灣駐外館的外交助力

及台灣外交官的胸襟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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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環境 

歐盟執委會十分重視員工自主管理以及極力維護員工福利，期待透過良好的工

作環境來吸引優秀的人才，以工作時間為主，歐盟採不打卡制度，自行線上填

報工作時長，每日固定須到班的核心時間為(上午 09:30~11:30;下午

14:30~16:30)，其餘時間且可自行安排，每日達 8小時即可，且嚴格限制每日

工作時長上限(10小時)，且最晚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點半，如果平日加班或假

日加班，亦須請示主管同意後始得填報加班。 

另外在疫情期間，員工多在家辦公，歐盟人事總處則開放大家可添購核銷必要

的辦公設備，如椅子、大螢幕、滑鼠、文具等，每週也固定會安排視訊活動，

由員工自由辦理，如線上瑜珈、線上酒會、線上才藝音樂會等，來確保員工在

疫情期間的身心靈健康，後來甚至為了避免員工在家工作壓力過大或生活與工

作不平衡，署內亦規範夜間六點半後避免寄送業務信件，且歐盟的員工極度重

視自主時間，下班時間後(約七點以後)，從未收過業務信件，亦不會透過即時

通訊(IM)軟體進行任何業務溝通討論。 

整體環境重視員工福利，信任且尊重員工，同時也要求員工以高效率全力投入

方式完成工作，達成一個正向的循環，勞資彼此雙贏的環境。 

員工外出開會時或進行工作，僅須簡單於郵件周知會議決議，並不會有明確的

會議紀錄，除非是重要的會議內容與決議事項，才會送陳請交由歐盟出版單位

獨立發行。其餘工作的陳核與討論，至多至三層即會核定，保持行政工作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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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與彈性。 

在歐盟工作期間亦感受到與國內不同的氣氛，在能源總署所有業務跟資訊都與

專業內容有關，而台灣則會接受到各種不同的業務涉入及參與，例如:人權議

題、環境教育、宣導事項、採購法建議、主計內容填報，而在歐盟重視專業分

工，非總署的核心業務外，通常不會進入到業務的主題，優點是保持專業的專

業性，避免其他面向的干擾，缺點是較少與其他部門有直接業務參與，政策擬

定時必須強化與其他總署的連結，才不致於閉門造車。 

 

四、政策規劃 

歐盟研究報告需求相當慎密，從內外部利益分析、利害關係人、溝通技術、公

聽會到數位包容，一應俱全，足見歐盟推動政策是非常的有規劃，先有高端的

政策願景，後期從低層建構執行計畫，且十分注重外界溝通，再加上歐盟民眾

對於政府的信任度高，政治干涉度低，多數政策都能獲得民眾支持且推動順

利。 

歐盟執委會推出之政策會先通過歐洲議會同意後，後續交由各會員國執行，因

此前期的政策研擬必須納入各會員國的建議，以及各界的聲音，避免後續執行

窒礙難行，且除了前期擬定計畫外，後續會員國再針對執委會提的政策方針，

再擬定各會員國執行計畫書，並送歐盟執委會協調調整，之後執行面遇到困難

時，亦會與歐盟執委會討論，彼此保持相當順暢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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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優勢在於境內聯合多個國家，擁有深厚的專家資料庫，且能吸納各國各領

域的不同意見與聲音，粹練出最終的優選政策，且人才共享，達到歐盟全境提

升的目標。 

歐盟政策的規劃一直能保有多元性與彈性，如前項所述，處長可即時依現行業

務需求招聘人員，使得政策能更貼近需求，也確保政策研析有相對應之人才推

動。政策形成的過程極少上位政策交辦，每一個項目都是經由討論、研商過後

的結果。值得一提的是歐盟是個相當開放且接納多元的國際組織，除了 27個會

員國外，與近期脫歐的英國依然保持良好的關係，另外，面對政治立場迥異的

中國、俄國，歐盟亦保持相當開放的態度，多有研究與交流，與全球進行深度

連結，壯大區域實力。 

五、資訊環境 

本次受訓期間全程在家辦公，因此如何打造良好的資訊工作環境便顯得格外重

要，歐盟的資訊環境相當簡約好用，操作簡報介面友善，且筆電與辦公場所的

檔案與系統環境同步，可以說除了使用螢幕大小以外，完全擁有一樣辦公室的

使用者體驗。 

資訊系統操作部分，各總署以共用資訊人員透過遠距方式操作並排除障疑，節

省各單位的資訊管理人員，資訊人員向上集中，各總署使用統一的郵件、差勤

系統，減少開發成本，且能達成資訊人力高效益發揮。 

另外在資訊安全部分，歐盟執委會有開發系統安全 APP，每個員工需事先註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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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帳號，之後即可透過生物識別、簡訊、認證元(token), 遠距辦公試可透過

app先連線認證(附錄 14)，即可使用無差別的資訊環境，可謂完成了辦公環境

行動化的效果。本項建議亦可納入未來我國政府機關資通訊環境的整體規劃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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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一、能源總署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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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規性檢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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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線上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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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益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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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數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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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SRI 量測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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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SRI 主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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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能源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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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能源影響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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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歐盟基金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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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建築革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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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資料共享摘要(截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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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外館視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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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歐盟遠端登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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