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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落實賴清德總統「公民科技試驗場域」之政見，本部積極辦理「公民科技試驗

場域」、「公共程式政策」和「數位皮夾」等，營造數位公私協力友善環境，推動跨

國數位民主與公民科技專案合作、交流，並持續提升我國數位公民參與和全民數位韌

性。為彰顯前述成果，拓展國際聲譽，本部應邀前往英國參與「公民科技動能推升研

討會（The Impacts of Civic Technology Conference，下稱 TICTeC 

Conference）」，並分享我國作為「全球民主鏈」亮點之具體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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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本部於112年受英國立案慈善機構「英國公民在線民主」（UK Citizens 

Online Democracy，UKCOD）轄下之專案單位 mySociety所邀請，擔任其於2024

年復辦之 TICTeC Conference，分享我國公民科技發展情形和國家政策。本部以

「與公眾共同重新發想關鍵基礎建設（Re-imagining critical digital 

infrastructure with the public）」為題參與「數位基礎建設（Digital 

infrastructure）」主題講座，由民主網絡司張兆琦副司長進行專題演講，劉澄

真系統分析師參與與談。 

本部另基於 MySociety 之邀請，與我國知名公民科技專案 vTaiwan 共同辦

理「 vTaiwan實體操作：如何達到更好的多元利害關係人治理（How can we 

achieve better multi-stakeholder governance? Get hands-on with 

vTaiwan）」工作坊，由劉澄真系統分析師擔任主持人，廖家翎分析師擔任分組

活動教練。另本部「公民科技促進數位民主研析委託服務案」之採購廠商亦以

「公民科技如何捍衛東亞民主（Civic tech’s role in safeguarding 

democracy in East Asia）」獲選為專題演講，作為該案優規項目。 

除參與 TICTeC Conference 外，本部亦藉此次到訪英國機會，拜會全球知

名數位創新組織-國立科學、科技和藝術捐贈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Arts，Nesta）、英國內閣辦公室政府數位服務

團（Government Digital Service）和國際知名數位組織 Article 19等組織，

以期拓展我國公民科技領域外交和合作。 

 

 

貳、 過程 

本次英國會議及拜會行程自113年6月10日至113年6月15日合計6日，行程安

排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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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會議及拜會行程表 

日期 活動內容 

113年6月10日（一）  啟程前往英國 

113年6月11日（二）  拜會英國數位創新組織-國立科學、科技和藝術捐贈基金會

（National Endowment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Arts，Nesta） 

113年6月12日（三）  參加2024公民科技動能推升研討會（The Impacts of Civic 

Technology Conference，TICTeC Conference）第一天議程 

 本部專題演講，題目：「與公眾一起重新構想關鍵數位基礎設

施」（Re-imagining critical digital infrastructure 

with the public） 

 拜會英國內閣辦公室政府數位服務團顧問 Terence Eden 

113年6月13日（四）  參加2024公民科技動能推升研討會（The Impacts of Civic 

Technology Conference，TICTeC Conference）第二天議程 

 辦理本部與 vTaiwan合作之工作坊，題目：「如何實現更好的

多方利益相關者治理？親身體驗 vTaiwan」（How can we 

achieve better multi-stakeholder governance? Get 

hands-on with vTaiwan） 

113年6月14日（五）  拜會英國內閣辦公室政府數位服務團（Government Digital 

Service）、中央數位化數據部門（Central Digital and 

Data Office，OCCD） 

 拜會國際知名數位組織 Article 19 

113年6月15日（六）  返抵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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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拜會英國數位創新組織-國立科學、科技和藝術捐贈基金會 

英國國立科學、科技和藝術捐贈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Arts，簡稱 Nesta）基於1998年《國家彩券

法》(National Lottery Act)成立，致力於促進英國創新量能，組織性質

為慈善組織，其財源以英國政府捐贈之信託基金為主。然到2024年的今

天，Nesta現已為享譽國際的社會公益創新單位，其角色涵蓋智庫、創業投

資、育成中心和倡議團體，長期合作夥伴包含聯合國開發計劃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和歐洲聯盟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其不只在串聯官方和民間的創新合作與研發扮

演積極角色，更是全球社會公益創新資料庫，持續出版各項關於社會創新

方法論、全球社會創新報告等刊物，推動全球交流。 

本部此次拜訪 Nesta，著眼於創新公私協力模式之交流，Nesta方由集

體智慧設計中心（Centre for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Design, 簡稱

CCID）負責人凱西（Kathy Peach）擔任主持人進行分享，而 vTaiwan團隊

亦與本部同行。本部先行分享民主網絡司作為全球罕見政府數位民主實驗

室之獨特架構，後介紹本部公民科技試驗場域之運作模式和112年執行成

果。 

Nesta對於我國試圖於政府架構中納入數位民主業務，深感驚奇，對

於民主網絡司致力於確保資料和程式碼的自由流動，表達認同，並期待能

在未來持續了解我國相關數位關鍵基礎建設之後續。而對於112年公民科技

試驗場域案示範案「台南市登革熱防疫現場數位工具」印象極其深刻，也

論及全球受氣候變遷影響，登革熱疫情頻率和範圍恐皆將擴展，該公私協

力之數位工具可能在未來有更大的發揮空間。 

Nesta亦向本部介紹其轄下的群眾智慧設計中心（Centre for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Design）。該中心目標為透過數位技術和群眾

集思廣益創造社會公益，更特別專注於創建所謂的群眾智慧設計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Design），該設計的核心精神包含注重公民

導向的資料貢獻，取代過往的資料剖析和篩選，強調參與者和資料來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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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確保所有人接能獨立且自由地貢獻觀點。 

依據群眾智慧設計中心的歸納，公眾參與將在21世紀面臨以下五大挑

戰： 

(一) 審議式民主的規模限制 

(二) 民調容易流於民粹 

(三) 專業議題討論局限於特定群體，不易拓展至民眾 

(四) 議題與民意分析複雜且曠日廢時 

(五) 數位公民參與體驗不佳 

基於前項挑戰，群眾智慧設計中心向本部展示其正積極開發之

「Zeitgeist群眾智慧平臺（Zeitgeist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Platform）」，其目的是希望透過打造數位工具，忠實反映審議式民主的

質性和量化數據，追蹤參與者觀點變更的歷程，更能夠即時提供審議結果

呈現。該工具更於112年獲得英國國家創新獎。 

 

 

圖1、群眾智慧設計工具書（The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Design Play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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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Zeitgeist群眾智慧平臺簡介 

 

該平臺的使用方式以12人為目標組別，先透過 Zeitgeist的資訊展示

功能，能夠簡單明瞭提供參加者議題相關重要資訊，進而帶動互動與討

論。在討論結束後，Zeitgeist可以快速對所有群眾進行民意調查，該工作

富含多種調查呈現方式，能夠輕易上手。最後透過後臺即時統計和彙整，

可以迅速取得重要的分析結果和相關圖表，方便引導者可以快速判斷歧異

點，並且給與後續活動建議，便於帶動總結和更深入的討論。 

本部於數位政策制定過程中，向來注重多元利害關係人之參與，故長

期積極運用數位工具於政策審議。112年本部更曾補助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非

營利組織 AI Objectives Institute所開發之審議民主工具 Talk to the 

City，並於同年點子松使用該工具進行我國民眾人工智慧意見徵集，故對

於數位審議工具有基礎認識。 

本部建請 Nesta得發展完整數位審議民主工具使用方法論，串聯

Zeitgeist、Talk to the City和美國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審議民主實驗室（Deliberative Democracy Lab）所開發的

線上審議平臺（Online Deliberation Platform）結合。Talk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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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應得做為準備初期之大眾資訊收集工具，並透過圖表群組，快速區分

目標族群，以利辦理審議式民主工作坊。 

後續依據 Zeitgeist原規劃，以每組12人之方式來進行議題討論，降

低導師培訓門檻，確保各組討論體驗。最終輔以 Online Deliberation 

Platform可同步確保500人穩定進行之功能，便於主辦單位快速規模化並整

理出會議結論。而 Nesta亦可針對整個流程提供操作建議手冊，以便於整

套模式能快速遍及全球，促進數位民主之發展。 

目前 Nesta正在思索 Zeitgeist的商業模式，不排除透過帳號訂閱制

或顧問服務方案等2種方式進行，而現況若要使用 Zeitgeist，須先行確立

與 Nesta的合作關係。民主網絡司將持續研議我國重要數位政策，如果有

涉及民主審議之必要，不排除與 Nesta建立合作，達到我國政策涵容和對

方產品測試之雙贏成果。 

 

圖3、拜會 Nesta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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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贈送本部禮品 

二、參加 TICTeC Conference 

TICTeC Conference創辦於104年，旨在號召公民科技社群、組織、專家學

者共同研討全球公民科技發展現況及其影響力之評估方式。該活動過往為年度型

國際會議，亦曾於106年，結合第 21 屆世界資訊科技大會 (World Congress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WCIT)、全球程式代碼組織年會（Code for All 

Summit）於我國辦理，獲得我國行政院鼎力支持，富邦文教基金會、微軟

（Microsoft）和谷歌（Google）等國內外知名企業或組織贊助。受疫情影響，

該會議自110年停辦，直至今年恢復辦理，備受國際各公民科技領域團體和專業

人士矚目。 

而創立 TICTeC Conference 的 mySociety 則為全球公民科技之濫觴。其

創設於92年，最有名的專案為 FixMyStreet，是一個允許民眾自行回報公共設施

維修需求的網站，該網站屬於開放原始碼，且至今仍為英國民眾所使用，每個月

平均完成4萬起報修作業。MySociety 和 FixMyStreet 的創辦人 Tom Steinberg 

為英國著名的非營利組織人士，90至92年亦曾擔任首相決策團隊幕僚，專注於科

技如何創造公共利益。其所創立的 TheyWorkForYou 專案，追蹤歷年英國國會選

舉和議員活動情況，因應今年7月的英國大選，也是本次 TICTeC Conference 的

重要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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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TICTeC Conference 2024會眾合照 

圖6、TICTeC Conference 2024閉幕致詞 

 

(一) 專題演講：Civic tech’s role in safeguarding democracy in East Asia 

本部於113年度進行「公民科技促進數位民主之資訊發展研析與推動」專案，

研析數位公私協力如何促進資訊服務成效與應用，並藉由政府機關與公民科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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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交流合作，增進政策制定者、民間社群、私部門等3者之間對於資訊服務議題的

意見交換，本次演講由本部專案的系統分析師劉致昕及專案經理游知澔進行分

享，分享重點如下： 

在東亞地區，民主的發展面臨著來自內外的多重挑戰。從國際間的地緣政治

壓力到內部的社會兩極化，這些挑戰要求民主國家應該尋找創新的解決方案來維

護和促進民主價值觀。在此背景下，公民科技（Civic Tech）逐漸成為保護和鞏

固民主制度的重要工具。 

1、 公民科技的作用 

公民科技是指利用技術工具和平台來促進公共參與、透明度和問責

制的各種應用。這些技術包括但不限於開放資料平臺、電子政府服務、

數位投票系統以及社會媒體監測工具。主要目的是通過技術手段增強公

民的參與感和影響力，從而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和問責性。 

2、 公民科技在東亞民主國家的具體應用 

(1) 資料透明與問責 

在臺灣和日本，政府開放資料平臺使得公民可以方便地查找政府開

放資料，從而進行監督和問責。例如，臺灣的政府開放資料平臺讓

公民能夠查閱政府預算、支出等訊息，不僅提高了政府運作的透明

度，間接促使政府更加負責。 

(2) 公共參與平臺 

東亞國家近年出現各種公共參與平臺，讓公民能夠更直接、方便地

參與政策制定過程。例如，韓國的線上請願平臺和日本的地方政府

參與平臺，使得民眾能夠在網上提出意見和建議，並對政策進行投

票和討論。 

(3) 防範假訊息 

隨著社交媒體的普及，假訊息對民主制度的威脅日益加劇，目前許

多地區的公民科技社群，都試圖提高使用者的數位素養，讓民眾知

道使用公民科技、數位工具的意義，並了解數位工具如何幫助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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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更甚的是，公民科技社群亦走入人群，提供工作坊討

論，並四處至地方居民群聚之處，如寺廟、教堂等地方與各年齡層

的人（尤其是老人）交談，告訴民眾為什麼需要使用這個數位工具

或平臺，為什麼需要識別這些訊息，只有民眾熟悉、了解資料內

容，真正理解發生了什麼，民眾才能有自己的觀點，才能識破假訊

息。 

臺灣的 cofacts項目就是一個典型的公民科技應用專案，透過群眾

外包方式收集並核實假訊息，再向民眾公開核實結果，從而遏制假

訊息的傳播。 

(4) 應對地緣政治挑戰 

東亞國家在面對來自鄰近國家的地緣政治壓力時，公民科技也能發

揮重要作用。例如，分析開放資料並使訊息透明，可以更好地監測

和應對外部干涉行為，增加國家的數位民主主權韌性。 

3、 討論公民科技社群與政府關係 

我國政府積極與公民科技社群進行合作與對話，特別是在數位治

理、開放資料、政策參與等領域，藉由公民科技社群擁有的豐富專業知

識和創新思維，本部透過此專案，希冀社群在公民科技促進數位民主資

訊發展之整體策略規劃的政策領域，提出具體建議和解決方案，同時宣

傳本部「公共財、公共程式」、「公民科技試驗場域」、「數位基礎建

設計畫」等重點政策。 

4、 公民科技面臨的挑戰 

公民科技在東亞的民主保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其發展也面臨多

重挑戰。首先，技術應用需要大量資源和專業知識，這對於一些發展中

的國家來說，不管在經濟、資源、技術等議題上，都是重大挑戰。其

次，政府和公民社群之間的合作關係需要謹慎平衡，社群既要獲得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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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又不能失去其獨立性。此外，如何保護公民的隱私和資料安全

也是一個重要課題。 

5、 建立全球公民科技社群之社會信任 

本案團隊正在研究美國威權主義在臺灣傳播的情形，更進一步識別

某些威權勢力的代理帳號，並以數據衡量威權影響的範圍。上述的威權

勢力代理帳號活躍於國際影音、社交平台上，如 YouTube和 Tiktok，

試圖在這些言論自由平台上擴大威權影響，故團隊在臺灣不僅是獨立工

作，還與其他學術界及有聲望的專家合作專案，研究威權影響範圍。同

時，團隊將會把此案研究成果擴展到更多學科，並觀察已經在不同社群

中獲得全球信任的機構，如何在國際社群間建立社會信任。而最重要且

非常振奮的是，團隊的研究成果必須遵循開放原則，盡可能開放原始

碼、發布開放資料，不僅是自用，還能與紀錄者、學術界分享，涵括的

領域甚至包括醫學技術的範疇，實現更加開放和透明的理念，期待公民

科技在未來能為東亞地區的民主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圖7、講座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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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與談環節 

(二) 專題演講：Re-imagining critical digital infrastructure with the 

public 

本屆 TICTeC Conference採捍衛數位民主和氣候變遷雙主軸，前者更是備受

會眾關注。捍衛數位民主下又分別有個別子議題，包含選舉、危機、人權和數位

基礎建設。「數位基礎建設」（Digital Infrastructure）為第一天下午的系列

講座之一，先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開放與創新政府分析師 Mauricio Mejia、民主網絡司張

兆琦副司長和德國主權科技基金（Sovereign Tech Fund）專案經理 Paul 

Sharratt分別進行專題演講，最後進行與談。 

 

圖9、民主網絡司張兆琦副司長介紹我國數位關鍵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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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會眾拍攝本部公共程式政策推動藍圖 

 

 

 

 

 

 

 

 

 

 

圖11、與談環節 

本部講演內容列述如下： 

1、 釐清數位關鍵基礎建設 

關鍵基礎建設（Critical Infrastructure）源自85年7月14日美國

時任總統柯林頓（Clinton）所頒布了第13010 號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3010），強調電力、天然氣及石油的生產、儲存與輸送、銀行與

金融、水供應系統、交通運輸、急難救助體系、政府運作功能等為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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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國家基礎建設。 

其後隨著時代演變，關鍵基礎建設的項目也與時俱進。科技類別的關鍵

基礎建設也在包含日本在內的諸多國家逐漸突出。 

2、 我國如何重新定義數位關鍵基礎建設 

我國於112年起將數位建設納入「重大公共建設計畫」範疇，為我國

重大變革，也反映了國際趨勢。而搭配《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和

社會變遷，關鍵基礎建設的建置、管理及經營模式也產生轉變，從過往

的政府修建、管理和經營，展現出更多種可能，也開放了公民參與的空

間。 

3、 本部民主網絡司如何構思未來數位關鍵基礎 

民主網絡司以人工智慧時代的數位關鍵基礎建設為目標，研究該時

代的關鍵資源，並輔以關鍵基礎建設，作為關鍵資源的保護、維護或營

運系統。有鑑於大型語言模型的訓練最不可缺乏之基礎元素為資料和程

式碼，因此對於我國數位關鍵基礎建設的定位應該在於確保資料、程式

碼的所用權保護、可控分享與合規傳輸，且確保前述都能夠透過可歸責

和自動化的方式進行。 

4、 我國「數位創新關鍵基礎建設計畫」項目介紹 

基於前項邏輯，民主網絡司特別規劃「政府資訊服務建置知識整合

網」(tool.gov.tw)、「公共程式平臺」(code.gov.tw)和「數位皮夾」

(digital wallet)，此三項組成「數位創新關鍵基礎建設計畫」，獲我

國重大公共建設計畫支持。 

5、 民眾如何透過「數位創新關鍵基礎建設計畫」共同參與未來數位關鍵基

礎建設建置 

「數位創新關鍵基礎建設計畫」也意涵了與民眾共同建置我國數位

韌性防禦圈和公私協力打造關鍵基礎建設的期許，其關鍵就是透過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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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資料授權和公共程式政策，將資料和程式碼的所有權回歸到個

體，並且鼓勵共同開發，打造加值服務。 

本部此次講演也特別分享公共程式推動藍圖，講述除了建築相對應的數位關鍵基

礎建設外，本部也將透過政策的力量，軟性輔導、培訓我國各級機關釋出政府系統或

軟體程式碼，以利社群共同參與營運維護，也方便未來他機關尋求類似軟體或系統

時，可以共享之，降低開發時間。 

下方則特別收錄本次 Re-imagining critical digital infrastructure with 

the public的簡報內容，以保留本次議程的完整紀錄，也供日後需要者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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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作坊：How can we achieve better multi-stakeholder governance? Get 

hands-on with vTaiwan 

本次工作坊因係受 MySociety邀請和 vTaiwan共同執行。vTaiwan專案是以

虛實整合方式運作，各議題先於平台進行1個月網路意見徵集；並視需要召開線上

諮詢會議，邀請學者專家、相關政府機關、利害關係人及社群等共同參與，透過

網路直播，以公開透明的理性討論方式，擴大公民參與，凝聚共識。 

vTaiwan最知名的案例是104年的 Uber條款爭議。當時 vTaiwan以四階段處

理機制（提案討論/意見徵集/會議/決策）並與彼時的交通部，可有效地凝聚眾人

意見、找出問題，Uber與計程車兩方也成功達成了共識。後續我國國家發展委員

會也邀請 vTaiwan針對「金融監理沙盒」及「是否引進公司英文名稱登記」議

題，上線徵詢各界對此2議題的關注焦點，並加入政府後續討論。vTaiwan與我國

政府的合作模式也成為全球美談，廣為全球公私協力專家學者所知，vTaiwan和

我國政府的後續發展與合作更是備受此次會眾關注。 

然 vTaiwan自106年起逐漸被行政院與國家發展委員會的開放政府聯絡人機制

所取代，直至112年才因人工智慧意見徵集再次復興，故近年較無合適之公私協力

案例得以分享。故本部與 vTaiwan討論後，偏向以 vTaiwan流程工作坊為基底，

輔以討論現代多元利害關係人治理，來彰顯公私協力的重要性與必要條件。同時

本部也介紹經本部補助研發之 Talk to the City審議工具，說明民主時代辦理多

元利害關係人審議的新型態流程。 

整個工作坊可以分成以下幾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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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組織和講者介紹 

本部在此階段介紹本部民主網絡司，特別說明民主網絡司的成立宗

旨與背景，和目前正在執行的公共程式政策、公民科技試驗場域和數位

皮夾。vTaiwan也簡單介紹其背景。 

 

 

 

 

 

 

 

 

 

 

圖12、vTaiwan參與者崔家瑋介紹該團隊方法論 

 

 

 

 

 

 

 

 

 

圖13、民主網絡司劉澄真系統分析師介紹司內業務 

2、 vTaiwan方法論介紹 

vTaiwan介紹其專案進行的5個階段。首先是提案階段，此階段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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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目的是釐清議題背景和找出關鍵問題。之後根據關鍵問題，vTaiwan

會去設計基礎意見，放置到 Polis等數位審議工具，進行大眾意見徵

集。大眾除了對於基礎意見表達同意與否，也可以自行新增意見。等到

取得一定母數的意見表達後，vTaiwan會開始整理意見徵集數據，並且

分析大眾的普遍共識和關鍵歧異點。透過這樣的意見報告，vTaiwan便

會開始規劃審議式工作坊，邀請不同族群的利害關係人根據意見報告進

行更深入的討論。最後 vTaiwan會綜合審議式工作坊和意見報告的成果

去撰寫群體共識，並找出現階段可推行的解決方案。 

3、 Polis使用和分組體驗 

由本部引導教學在場會眾使用 polis，針對各個意見表達贊成、反

對或不知道。當在場有超過7人參加時，Polis將針對答案的歧異度開始

進行分群，群數從2到3群都是有可能的。會場參與者也針對這個即時結

果，開始進行分組。接下來在引導各組別討論，覺得為什麼這些人會在

同一個組，並上台報告各組認為自己的組的特色為何。 

經過現場各組分享後，大家其實可以發現，有些組別所提到的共同價值

和意見是相同的，所以代表即便是分為不同組別，也可能找到共同的目

標與價值。 

4、 歧異點意見交流 

接下來由 vTaiwan成員來報導，根據 Polis的後臺資料可以分析出

與會者最分歧的意見，並且讓在場者利用實體站立的位置來顯示彼此對

這些分歧意見的光譜。經過 vTaiwan成員及本部人員隨機訪談不同光譜

位置的參與者，請在場者分享他們在上個階段屬於哪個組別，並且選擇

這個位置的原因，甚至彼此辯論，等到幾輪意見交換後，再請與會者重

新站位。 

在這個過程中，vTaiwan成員及本部人員讓與會者發現，即便在場

者可能原本屬於同一個組別，但仍然可能站在光譜上的不同位置。而且

在聽完不同意見之後，vTaiwan成員及本部人員也會發現有不少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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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移動到不同的光譜位置。透過這個過程，與上個階段相反的，vTaiwan

成員及本部人員發現即便是相同族群，也可能會有不同的觀點，而且這

些觀點是可以透過理性溝通去產生改變。 

 

圖14、工作坊參與者發言 

圖15、工作坊參與者討論情形 

 

5、 經驗分享總結 

藉由以上的工作坊，除了讓會眾可以迅速體驗 vTaiwan的方法

論，我們也提醒了所有人這個社會的多元性，我們可能和意見相反者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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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麼不同，也可能與意見相同者會有背道而馳的時刻，這樣的具體意

識讓討論可以更容易尊重每個個體，也能促進更理性的討論。 

而由於討論的主題是探討會眾對於多元利害關係人治理的想法，

我們也在這個過程了解到歐美公民科技社群人士普遍對於公共議題的治

理想法，並且也展示了我們在臺灣社會調查的相同題目，發現亞洲社會

比起歐美更在乎政府在多元利害關係人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對於產出的

具體行動有更多期待。 

在工作坊結束以後，我們收到超乎預期的好評，甚至有不少會眾

表示這是他們在公民科技相關國際會議參加過最好的工作坊。他們透過

這次工作坊除了了解到不同的數位審議工具，深刻認識到臺灣公私協力

的方法論和典範外，更能信任數位民主實踐的可能性。我們也獲得了北

愛爾蘭公民組織的邀請，希望能夠有機會將相同的工作坊帶到該地。 

為了充分紀錄本次與 vTaiwan共同合作完成的工作坊，本報告也

同樣將工作坊簡報留存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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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拜會英國內閣辦公室政府數位服務團顧問 Terence Eden 

(一) Terence Eden個人簡介 

Eden顧問深耕於英國公民科技界許久，以技術專家、開發者和開放原

始碼倡導者廣為人知。107年 Eden加入內閣辦公室政府數位服務團

（Government Digital Service，GDS），初期協助改進數據資料隱私，並

參與制定相關法令、政策與技術標準。之後 Eden參與開發英國政府官方網

站（GOV.UK），該專案統合英國中央政府所有資訊與數位服務，提供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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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入口查詢，促進資料透明與公民參與，保護使用者隱私，也藉以提升

政府數位服務的安全性與便利性。 

後續在內閣辦公室政府數位服務團的期間，Eden持續參與開發各種具

跨機關通用性的數位工具，並持續導入開放原始碼概念至該機關，也持續

維護所有機關的程式碼。其後 Eden雖離開內閣辦公室政府數位服務團，但

仍受聘為該機關顧問。現 Eden持續參與開放原始碼社群，也以資訊顧問專

業服務包含微軟（Microsoft）在內的客戶。 

(二) 請益內閣辦公室政府數位服務團的開放原始碼經驗與建議 

Eden說明其實英國政府也面臨導入開放原始碼的諸多困境。最根本的

問題來自於如何建立政府人員對於開放原始碼的認識和信任。首先英國與

我國政府類似，政府資訊人員不一定有足夠的能力去營運與維護開放原始

碼軟體。換言之，面對一段程式碼更新的建議，英國政府資訊人員不一定

能夠確認程式碼的品質和更新後的效益。此外，即便能夠確認程式碼的品

質和更新漏洞後的效益，資訊人員也不一定能夠驗證貢獻者的身分，進而

產生資通安全疑慮。對此，Eden很樂見民主網絡司正在推動的數位皮夾，

他認為數位皮夾是促進公共程式發展的良好基礎，也說明英國缺乏身份證

字號機制，這讓英國政府幾乎難以進行單一性的數位身分驗證。 

而延伸自政府資訊人員對開放原始碼的認識不足而產生的問題還有採

購制度目前不適用於開放原始碼軟體開發。Eden也建議要推動公共程式政

策應該要納入與外部開放原始碼專家學者長期合作的機制，才能夠逐步改

善各種潛在問題，改善政府資訊體質。 

(三) 請益中央政府資訊單位與地方政府合作之經驗與建議 

出乎我們意料的是，儘管 GOV.UK統合了英國中央政府的資訊與數位服

務，但是卻沒有納入地方政府，因此 Eden特別向我們說明了英國的中央和

地方政府體制，並且表明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關係是一個複雜且矛盾的

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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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中央政府提供資金並訂定指引，希望於地方推行統一標準，

以利政策執行，但地方政府仍保有自主決策和營運權。這種關係常常導致

政策執行中的衝突和挑戰，特別是在資源配置、政治因素和權力平衡方

面。例如，地方政府在具體執行政策時，可能會因地方經濟、社會和文化

背景的不同而調整而改變執行內容，導致政策執行效果不一。此外，中央

政府的某些政策可能無法完全考慮到地方的特殊情況，從而引發地方政府

的不滿和抵制。 

又例如當中央政府產生了一個全國性的民生解決方案時，地方上的民

營公司、多方利害關係人可能會因為需求不同而反對，地方政府在面對反

對時，可能會避免衝突而選擇不予配合或推遲實施中央政策。也因此目前

內閣辦公室政府數位服務團並未推動任何地方政府的合作或聯合政策。在

這點上，本部不管在公共程式推動或公民科技試驗場域上的成就，都是超

前英國的。 

(四) 分享英國政府資訊體系公務人員的養成和訓練 

英國政府公務員無須像臺灣公務員一樣經過考試任用，雖然不需要通

過統一的國家考試，但需要經過一系列嚴格的評估程序，包括公開招聘、

篩選、筆試、面試和背景調查。這些程序是為了確保錄取的公務員具有必

要的能力和素質，能夠勝任其職位的要求。 

而英國內閣辦公室政府數位服務團會同時雇用內部和外部開發人員，

這也是充分發揮公私合作夥伴關係之處，Eden舉例英國政府單位為了開發

追蹤新冠病毒傳播的應用程式，僱用一家公司來專門進行開發，再交由內

部開發人員確認細部項目，充分展現公私協力合作效益。 

(五) 對數位公共基礎建設的建議 

英國在看待數位公共基礎建設方面，通常還是從數位服務和資訊的基

礎架構去思考和規劃，因此通常會是應用程式、網站或者如支付、問卷等

模組架構。而近期內閣辦公室政府數位服務團正在逐漸把對網站的關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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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往開發應用程式。 

現在只需開發 iOS及 Android系統的應用程式，不像以往需要因應不

同作業系統而進行調整，並因現階段已邁入智慧型行動裝置應用程式開發

技術簡化及穩定的時代，也使成本大幅降低，故許多政府單位逐漸推廣政

府服務應用程式以提高行政效率，但 Eden不建議個別部門單獨開發應用程

式，因為 iOS及 Android系統更新頻率及次數高居不下下，極可能遭遇維

運成本問題。他認為政府需要的是一個統一的開放原始碼平臺框架，透過

跨部門協作、開發綜合服務平臺，減低重複開發，並共享開發資源和技

術。 

四、拜會英國數位政府機關 

本部於當地時間14日拜會英國數位政府機關，與服務轉型部門

（Service Transformation）副主任沃索普（Neil Warsop），以及政策、

戰略和參與部門（Policy, Strategy and Engagement）負責人查理斯

（Charles Davie），還有政府數位和資料支出保證部門（Government 

Digital and Data Spend Assurance）主管丹尼爾（Daniel Baron）等官

員進行數位政策經驗交換。 

本次英國數位政府機關拜會原以內閣辦公室政府數位服務團為主要對

象，但進入該機關後，才發現當天其實是有兩個內閣辦公室底下的政府機

關共同與會，分別為中央數位化數據部門（Central Digital and Data 

Office，OCCD）和政府數位服務團（Government Digital Service，

GDS）。兩者共用辦公室，所以都位於倫敦白教堂（WhiteChapel）地區的

政府大樓中。 

(一) 內閣辦公室中央數位化數據部門（Central Digital and Data 

Office，CDDO） 

中央數位化數據部門成立於110年，旨在落實機關數據共享，

整合和研議數位、數據與科技團隊的未來計劃及優先政策，另外還

有與 GDS共同推動數位驗證身分。 



35 
 

中央數位化數據部門原歸屬於政府數位服務團，雖然分立出

來，但同樣在內閣辦公室，又與原單位友好，因此享有了跨機關溝

通和充分數位專案執行的經驗。而讓其在數據整合領域更加持的助

力來自於英國財政部 (HM Treasury)的共同合作。 

中央數位化數據部門創建後的首個任務是制定「轉型數位未

來:2022至2025年數位與數據路徑規劃」（Transforming for a 

digital future: 2022 to 2025 roadmap for digital and 

data）。為完成此任務，有別於我國常見的研究型標案或專責小組

形式，中央數位化數據部門邀集了所有中央機關的數據負責人共同

參與共識營，結合所有人共同去產出願景。有了願景之後，才會依

照願景去制定詳細執行方案。 

為了確保執行順利，中央數位化數據部門每個月都會辦理跨

機關月會，由每個中央機關的數據負責人出席，共同討論執行層面

所遇到的困境。很多跨機關的合作機會也是在月會中產生。 

為了管考執行進度，中央數位化數據部門會聯合政府數位服

務團辦理季度業務審查（Quarterly Business Reviews），透過與

各中央機關數據和數位領導人的面談，輔以數位儀表板（Digital 

Dashboard）的指數，來了解各個機關所面臨到的困境或者發展狀

況。 

在這個完整的跨機關合作機制中，還有一個很明確的強化措

施，那就預算同意權。透過財政部的支持，任何超過臺幣600萬的

中央機關數位開發案都需要經過中央數位化數據部門和政府數位服

務團的審查，在這個過程中，兩個單位也能夠提供充分的建議給執

行機關，也確保與整體核心政策的串聯，同時也能夠在軟體、數據

等規格達到統一。除了預算同意權外，中央數位化數據部門也鼓勵

各中央機關間的良性競爭，並且可以透過這樣的財政模式予以隱性

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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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內閣辦公室政府數位服務團（Government Digital Service，GDS） 

GDS自100年成立於內閣辦公室（Cabinet Office）之下，主要任務就

是協助政府部門提供更友善的公共服務，改善政府的所有數位呈現，包括

了使用者經驗、管理數位溝通管道，以及其他部門委託的資訊。 

相較於中央數位化數據部門的豐富內容和交流，可能因為與政府數位

服務團雙方互動較多，且我國也較多關於該單位的介紹，因此政府數位服

務團的介紹較無新知，多集中在政府官方網站（GOV.UK）、GOV.UK 

Notify、GOV.UK Forms、GOV.UK Pay、GOV.UK Verify 等該機關所開發的

跨機關通用性數位工具及其成效。 

本部有將上述部分工具翻譯為中文版本，並將程式碼釋出至本部公共

程式平臺（code.gov.tw），也特別與該機關分享跨國成效，另外表達本部

希望對方能夠持續更新版本，並釋出供我國同步在地化的期待。 

 

圖16、致贈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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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辦公室參訪 

 

會後也由內閣辦公室政府數位服務團國際關係組的 Bailey Reid帶領

我們簡短參訪兩個單位的辦公空間。該辦公室為傳達開放和平等之精神，

所以即便是主管，也無法享有單獨的辦公空間，需要與所有同事在整個共

通區域，使用同樣大小無隔板之辦公桌。 

由於該機關每週得遠距上班兩天，所以大多數同仁都是週二至週四到

辦公室工作，拜訪當日為週五，辦公室並無太多人。疑似受到遠距工作的

影響，普遍桌子上並無太多私人物品，通常只有電腦螢幕，應該與本部採

購筆記型電腦之用意相同，無須受到桌上型電腦的行動限制。 

該機關辦公室在各處貼滿勵志佳言的設計海報，同時也開放同仁自行

添加各種趣味裝飾。而隨處也可以看到同仁們運用海報版、白報紙、便利

貼來溝通或紀錄使用者畫像（Persona）或使用者旅程（User Journey），

來提供更好的數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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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使用者畫像 

圖19、專案牆 

 

五、參訪國際知名數位組織 Article 19 

本次拜訪由本部人員、vTaiwan成員和西敏寺民主基金會

（Westminster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WFD）代表共同參與，並由

Article 19的全球總部成員接待。過程中，所有組織都分別介紹近年所做

過的專案，並且進行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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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9成立於76年，是一個英國國際人權組織，致力於捍衛和促

進全世界的言論、資訊、新聞自由。組織的名稱源自《世界人權宣言》第

19條，該條款保障了言論及資訊自由權利。 

近年 Article 19將關注逐漸移向東方，除了在我國成立東亞辦公室

外，全球的辦公室也都開始關注中國對於全球言論、資訊和新聞自由的影

響。 

在拜會中，Article 19明確表示其不干預各地辦公室營運，各區域的

規劃都要回到各地區辦公室，總部只提供基本指引、培訓等。因此建議若

本部將來想尋求合作，仍應該要聯繫東亞辦公室，但他們很樂意了解本部

的業務，並且給予更多建議。而本次其給予本部的建議主要出自兩個面

向： 

(一) 本部發展論述 

本部透過人工智慧發展不同階段的法律和權利保護發展史

去論述「數位創新關鍵基礎建設計畫」的必要性和個項目規劃原

因，對於 Article19來說是一個很有學術理論基礎的論述模式，

也很少見到有政府走這樣的說明方式。Article 19建議可以改以

更簡潔易懂的方式處理，也願意提供該組織常見的論述圖表給本

部參酌。 

(二) 數位人權大會（RightsCon）在臺灣辦理建議 

Article19認為本部應該極度重視 RightsCon在我國舉辦一

事，因為此舉無疑將臺灣帶到全球數位核心，將有助於我國參與

國際技術標準和協定，建議我國需要特別把握。 

而 Article19作為長期 RightsCon參與者，也極為熟悉自由

線上聯盟（Freedon Online Coalition, FOC）組織，建議我國

善用 RightsCon的機會將該聯盟的主要參與者都邀請到臺灣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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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門會議，將有助於提升我國在該聯盟的地位。 

至於在高階議程（High-level session）方面，Article19 

認為邀請國際知名人士與臺灣政府成員共同曝光是很好的構想，

建議我們在題目方面可以選定人工智慧議題，談論公私協力的重

要性或者如何在整個技術、管理機制中帶入人權的保障，都會是

非常吸引 RightsCon參與者的題目。 

 

 

 

 

 

 

 

 

 

 

圖20、本部與 vTaiwan成員共同拜會 Articale19合照1 

 

 

 

 

 

 

 

 

 

圖21、本部與 vTaiwan成員共同拜會 Articale19合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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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及建議 

一、 「臺灣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2025-2028」確保公民科技領域多元利害關係

人之平等權力關係 

過往我國政府機關於政策推動廣納各方建言，極其重視多元利害關係人

之參與，然本次 TICTeC Conference各國參與者將相關概念予以延伸，不再

僅關注多元利害關係人之參與 或參與程度，而是著墨於多元利害關係人之

間權力關係的平等。 

所謂多元利害關係人之間的平等權力關係係指多元利害關係人於公共事

務之決策應享有平等之決策權。過往由於公共事務之最終決策權仍歸屬於政

府機關，故不論如何強化多元利害關係人之參與程度或擴大多元利害關係人

之定義，仍難以確保多元利害關係人之意見被採納，爰國際希望修改觀察指

標。 

我國國家發展委員會於104年創設「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並自110

年起設置「臺灣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對多元利害關係人之參與不可不

謂之慎重。本部應得於「臺灣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2025-2028」納入數位

公私協力項目，深化數位公眾參與方式，確保公民科技領域多元利害關係人

之平等權力關係，為各部會之表率。 

二、 政府資訊主管聯席會之轉型 

我國「政府資訊主管聯席會」自101年開辦，至今年度已邁入第13年

頭，主要目的係強化中央與地方於資訊方面之橫向聯繫，為我國數位政策跨

機關整合之重大措施。近年調整由本部辦理該會議，邀請各中央部會及地方

政府資訊主管參與，分享最新資訊、對焦政策目標及互相交換經驗，加強中

央部會與地方政府數位發展業務聯繫。 

然受「轉型數位未來：2022至2025年數位與數據路徑規劃」之啟發，

「政府資訊主管聯席會」應得置入跨機關計畫之形成，並依此設立各級機關

達成跨機關計畫之共同關鍵績效指標，且依該指標辦理每季度之執行管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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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真正落實跨域整合與治理。 

三、 國家科技或資訊預算決議之參與 

數位發展應貫串我國政府各項業務，爰必然涉及各級機關，然數位發展

部為單一部會，除仰仗行政院大力支持和他機關配合外，實無具體措施得確

保各級機關配合我國數位政策。而這次藉由參訪英國內閣辦公室中央數位化

數據部門，學習到該國的跨機關互動和政策統合機制，受益良多。除前項提

及之共識營模式外，「預算否決權」也是關鍵，應可仿效。 

我國過往並非沒有類似之運作模式，最相似應為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

得透過跨部會署執行科技計畫，藉由將預算編列於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

基金，進而影響各級機關之數位施政計畫。然配合我國111年之組織改造，

前述辦公室已於112年廢除，相關經費亦移交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依照

《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辦理後續事宜，而本

部無擔任管理會之當然委員，實難有具體之影響力。 

參酌英國體制及考量本部肩負促進全國通訊、資訊、資通安全、網路與

傳播等數位產業發展、統籌數位治理與數位基礎建設，並促進數位經濟發展

及加速國家數位轉型之任務，本部應得參與國家資訊預算之決議。 

四、 本部應善用 RightsCon在臺舉辦機會聚焦國際關注 

不論是拜訪 Nesta、Article 19或 Terence Eden、參加 TICTeC 

Conference或拜會英國政府機關，在談及 RightsCon明年將於我國辦理

時，都能充分感受到聽眾的注意力明顯上升，並對於我國數位表現之評價提

升。另考量我國外交處境，實無足夠國際場合得由我國參與數位標準或協議

之議定，爰實應參酌各單位之建議，審慎運用此機會，宣揚我國數位發展成

果，研議跨境數位合作。 

特別目前各國政府、產業、民眾皆關注於人工智慧之發展，而各國政府

之資源挹注、法規訂定將扮演極關鍵之角色。考量到人工智慧研發所需之龐

大人力、經費和算力，即便我國已推動「TAIDE - 推動臺灣可信任生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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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發展計畫」，仍不可輕忽未來區域人工智慧資源整合和合作之可能性，

仍應積極維繫國際交流，確保未來大型語言模型相關法規或標準之可互通

性，資料或數據相關之法規或標準亦至關重要。 

另 RightsCon首度於東亞地區辦理及 Article 19開啟中國影響力之政

策研究等事，亦可彰顯國際數位領域的焦點已從過往歐美為重的技術、產業

研發轉移至亞太地區。此間主要之推力係現全球進入美國和中國之間數位競

逐的新冷戰時代，以民主和威權兩種意識形態為分野的數位發展逐漸白熱

化，牽動全球科技、貿易和政治各領域之發展，我國亦無可避免需因應此局

勢，爰任何數位發展與推動，應適時與民主價值連結，方為國家成長良策，

本部更肩負此重責。 

鑒於我國公民科技社群發展蓬勃，為國際之表率，不僅時常獲國際知名

媒體或數位相關組織報導推崇，更時常代表我國受邀參與各大國際會議，對

強化我國數位實力貢獻至關重大。且其表現有別於我國半導體產業之聲譽，

除研發能力外，另有民主精神之體現，實為彰顯我國為數位民主聯盟重要伙

伴之優先項目，應為本部重要合作或輔導對象。相關政策之規劃與執行將不

只有助於我國數位民主之發展，更得間接幫助我國數位產業發展和外交處境

之突破，實不得偏廢或輕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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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錄 

本次會議及拜會行程所收到之文宣內容附於附錄內，臚列如下： 

一、 TICTeC Conference會議手冊 

二、 mySociety Impact Report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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