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年「青年好政-Let‘s Talk」計畫
歷程回顧與開放政府承諾事項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12年10月14日



6

Talk計畫精神及內涵

青年

開放政府

課責參與

由青年自主發起辦理，提
供青年政策發聲管道，表
達公共議題想法。

Talk討論活動

青年政策溝通平臺

政府回應
各場青年意見轉送權責機
關書面回復，並藉由公私
協作共創，讓青年可與部
會直接對接及交流。

從青年關注議題出發，導入開放政府（參與、課責）及審議民主（知情討論、積極聆聽、
理性對話、尊重包容）精神。

培力青年具備政策參與知能，提供青年政策參與機會管道，讓青年藉由參與各場Talk討
論活動，發表對議題看法，並形成議題意見共識。

提供青年與政府公部門溝通對話平臺，青年將各場意見共識交由相關政府部門回應，青
年聲音可以進到部會中，進而成為政府決策之參考。



Talk討論主題形成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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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主體，由下而上決定年度討論主題

青年關注議題
112年：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臺灣永續發展具體目標
為問卷基礎，調查1,068
名青年，決定主題為
「環境永續-淨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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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計畫執行情形

徵求 T a l k
執行團隊

公共參與
人才培訓

各場 T a l k
辦理

協作共創暨
成果分享

參與
青年關注議
題調查

透明

涵容

 由Talk觀察員及參與者依Talk審議民主及開放政府觀察指
標，於計畫活動中進行觀察評估，及計畫調整修正參考。

 112年分析結果預計於本年12月完成並公告。

 112年已辦理3場提案說明會、1場議題交流說
會，計捲動738人次之青年及部會共同參與。

 由青年或民間團體自主發起30場Talk討論，已
於8月底完成，計捲動1,054人次青年參與。

 每場Talk討論活動後，皆請相關部會以書面
回應青年意見。

 邀請部會以「共同協作者」身分入桌，與青
年面對面溝通對話，共同協作共創具體可行
之政策。

課責



青年意見蒐整與討論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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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場記錄青年意見，並請相關部會回應，再由各青年團隊盤點各自最關注之主軸議題，據以產出六大
討論面向，以作為與部會協作共創之基底。

面向
永續教育與
人才培育

綠色交通及
綠色觀光

低碳消費與
產品認證

資源循環
零廢棄 產業永續發展 能源與

公正轉型

主軸
議題

 加強培育校園永
續人員與師資的
專業性

 課程內容多融入
SDGs及綠色永續
內容

 淨零排放及環境
永續相關講師人
才庫

 永續相關教材及
教師時間不足的
解方

 培養成為具備永
續專業知能的產
業人才

 提供永續師資相
關資源、獎勵、
對話平臺輔佐

 強化大眾運輸使
用誘因

 增加共乘誘因
 建構完整的環保

休閒交通網絡
 部落為主體的部

落綠色觀光
 協助在地業者與

組織發展永續模
式

 建立綠色回饋點
數，鼓勵選擇環
保出行方案

 永續店家揭露平
臺

 加強推廣產銷履
歷或碳標籤

 提升農漁畜產品
推廣平台效益

 推廣3章1Q
 加強宣導格外品

認知

 推動垃圾細分類，
提升可回收物再
利用率

 推廣二手循環平
臺

 協助企業將因環
保食器而造成的
環境成本內部化

 循環食器及綠色
餐飲

 鼓勵企業執行永
續計畫、進行綠
色轉型

 完善循環經濟產
品認證，並建立
消費者意識

 協助社區型回收
場升級設備並改
善環境

 擴大文化永續保
障範圍

 氣候變遷環境問
題之公共參與

 強化公正轉型與
民間團體的合作
與對話

 氣候變遷與環保
意識易讀手冊

 以國土整體規劃
思維，劃設合理
能源開發區位

 促進光電發展與
在地社區共好

六 大 面 向



臺灣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2021-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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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政策參與承諾事項內容？

建立
指標

1

檢視前一年Let’s Talk
於開放政府、青年參與
及審議民主、公民效用
表現，並建構以實證為
基礎之政策討論滾動修
正模型。

每年持續辦理20場以上
由青年自主發起的公共
議題Let’s Talk討論，
捲動1千餘人次青年關
注並參與。

針對Let’s Talk產出之
政策建言，公私協力
研擬建立可追蹤落實
情形的機制並定期公
開。

青年
參與

2
追蹤
回饋

3



Talk審議民主及開放政府觀察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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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系列活動

前置準備 後端回應討論過程

彙整各場次之結果，形成效益分析

審議民主指標 開放政府指標 參與(3) 促進青年關注相關議題

課責(2) 部會回應青年審議意見

課責(3) 部會政策納入青年意見

理性對話(3) 結論經與會者共同確認

知情討論(4) 議題引導說明中立、多元

積極聆聽(1) 主持人積極聆聽他人

積極聆聽(2) 參與者積極聆聽他人

理性對話(1) 主持人協助理性對談

理性對話(2) 參與者保持理性對談

尊重包容(1) 參與者展現尊重包容

參與(1) Talk規劃符合審議精神

參與(2) 參與者含多方利害關係人

課責(1) 部會提供相關政策完善度

知情討論(3) 充分告知參與者資訊

知情討論(2) 議題手冊含納多元觀點

知情討論(1) 討論議題適合審議

執行團隊回覆-此階段將於成果交流會後評估



追蹤回饋機制

8

Talk年度活動後，綜整「青
年共同性政策建言及部會回
應表」，每半年追蹤1次，追
蹤2次後即改由部會自行列管。

目
的

展現部會與青年溝通的誠意
讓青年看見政府願意傾聽、溝通、接納或改變的心意。

提供青年相關政策調整過程說明
讓青年對於所關注的議題能得到充分理解，了解政策
其他利害關係人及相關成本。

機
制
規
劃

青年意見追蹤機制

30場Talk討論 蒐集青年意見
分案至各部會

各部會依據青年
意見進行回應

部會與青年進行對談，
產出具體可行方案

持續追蹤各部會
落實青年意見情況



9

Talk計畫價值

提升青年參與公共事務能力：
有利於青年在公民社會扮演更積極角色

青年與公部門溝通平臺：
青年與部會面對面對話，青年意見回
饋政府施政

達成開放政府核心精神：
達到OGP核心價值-參與、課責

112年青年好政-Let’s Talk



謝 謝 聆 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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