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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關鍵字：公民參與、電子治理、社群網站、環境影響評估、Facebook 

 

 

一、   研究緣起  

在web 2.0的時代中，不僅網路普及化，社群網站也成為人們在網

路上互動的主要場域。根據市場調查，Facebook所擁有的用戶、使用

量、造訪時間等等所帶來的影響都超乎想像。更因為Facebook本身的

即時、跨時間、地域、公開等特性打開了提昇公民政策參與的契機，

在網路平臺當中可以運用多媒體圖像、影音、文字等公開表達對於各

式各樣政策議題的多元意見跟看法。對於政府來說，此網路輿情更應

被考量甚而採納。  

在我國已實施多年的環境影響評估制度原意是讓擁護環境價值與

相關利害關係人的權益及意見可以在政府決策過程中獲得重視，然而

運作迄今仍有許多缺陷和爭議，對關心環境議題的行動者來說希望在

程序中增加民主參與和公開的討論機制。此外，多元的環境行動者也

在網路社群平臺針對相關的環境政策議題進行討論，進而影響政策走

向。因此本研究針對在社群平臺下的相關環境個案進行檢視，期許獲

致社群網站運用下的參與效益、成效評量，繼而提供相關配套建議措

施。  

二、   研究方法及流程  

本研究主要運用文獻調查法、觀察法及焦點團體訪談法，並輔以

問卷調查法以確保研究的效度與信度。首先，透過文獻的分析來瞭解

我國目前環評制度的起始、運作、缺失，並瞭解目前我國重大環評個

案中的爭議與背景特殊性；此外也透過文獻的檢閱來瞭解目前我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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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ii 

子治理的趨勢與脈絡，並試圖在文獻中找出環評制度與電子參與之間

的關係。  

再者，本研究團隊成員於Facebook各大相關環境議題的平臺，以

流量、張貼文章或轉貼連結次數、及回應次數為基準，鎖定三個線上

平 臺 作 為 觀 察 的 標 的 ， 分 別 為 「 綠 色 公 民 行 動 聯 盟 」 、 「 諾 努 客

NONUKE」、「反中科熱血青年聯盟」，並在特定的時間內，記錄臺

中所有參與者的發言與參與行為，藉此觀察、評估社群網站與電子參

與的現況。  

後續，本研究以專家焦點團體的方式，邀請在社群網站平臺推動

環境議題主要的幕後參與者、有實際參與環評過程的環境運動人士，

及環評個案中的意見領袖等等，分享其本身在社群平臺上與實體參與

環評制度的經驗、建議及想法。  

最後，本研究設計一套問卷，主要發放對象是透過本研究團隊成

員線上觀察過程中的參與者、及長期在環境議題上深耕的實體環保組

織，以期可以瞭解各大社群網站中多數使用者和實體組織內行動者對

Facebook的整體意見和參與行為。  

三、   重要發現  

本研究發現，實際參與環評制度時民眾的確面臨資訊不足或資訊

不公開的困境，社群網站的功能集中了各種相關環境議題的資訊，並

以影音、文字的型式加以呈現，同時吸引具相同理念的民眾加入其發

起的活動中，增強實體動員的能量。但另一方面也需要在現實中不斷

長期深耕、加強實體成員的人際網絡關係；此外，在能見度低或偏遠

地區的環境議題推廣上也會產生出數位落差的缺陷，無法凸顯出社群

網路平臺的優點。  

根據多數民眾的整體意見表示，使用Facebook來關注環境議題是

有助益的，也可以運用其平臺和其他關注此議題的參與者進行互動交

流。但根據線上觀察發現，Facebook特有的按讚功能及回應互動方式

呈現出來的仍屬偶然涉入的行為；換言之，認同該環境議題理念的參

與者不一定會在社群平臺上有實際參與行動，而就算有參與行為也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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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次性的參與。因此大部分線上使用者仍偏好政府與民眾與實體的

方式進行溝通、審議。  

四、   主要建議事項  

根據本研究的發現與分析對政府提出以下建議。首先政府機關應

該跳脫政府網站或政府論壇，重視社群網站平臺的資訊傳播效益；可

以善用社群網站進行環境政策的行銷，並分析相關環保團體所經營的

平臺，以期可以和民眾進行溝通、對話，甚至可以建立公開參與、論

述性質的網站平臺。再者，於實體參與的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當中的環

境說明書應交由公正第三方撰寫，並舉辦具有公開論證性質的實體說

明會，對於所有的問題、爭議逐一逐項討論、解決。更為重要的是，

放寬民眾在實體參與上的諸多限制，給與民眾多元化參與途徑，以期

讓民眾更加了解關於環境政策議題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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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近年來，在各國競逐經濟發展之際，各界也普遍認知環境保護的

重要性，因此「環境影響評估」遂趨獲得重視。環境影響評估制度係

以一透過事前的妥善規劃、評估、審查及追蹤考核等程序來降低相關

政策及開發行為的實行對於環境所造成的損害，藉以實踐永續發展的

目標。其中，論者更強調民主參與環評過程之於永續發展的重要性，

在於其提供了政策參與及公開討論的機制，使政府必須更重視廣大社

會分散且衝突的各種需求與利益 (湯京平，2000；杜文苓、陳致中，

2007；杜文苓，2010；黃三榮，2001)。  

資訊時代，電子民主中參與的本質在於使與政策所涉之利害關係

人得以隨時、即時且長期的透過電子化途徑由上而下的涉入與其日常

生活息息相關之公共事務與不同階段的政策過程 (項靖，羅晉，2008；

項靖，羅晉，2009)。特別是環境政策對社會的衝擊與參與需求，近來

相關研究(湯京平，2000；杜文苓、陳致中，2007；賴宗福，2009；蔡

嘉揚，2008；范玫芳，2008；湯京平、邱崇原，2010；高源平、游千

慧，2005；詹順貴，2006)也指出許多環境政策多半廣泛的牽涉政府內

部多重機關 (如主辦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等 )、同時更對外部廣大

社會多元利害關係人(企業廠商、環保團體、受影響地區之居民、及一

般民眾等)產生衝擊。與其他政策議題相較，重大環境影響個案之外部

主要利害關係人涉入政策過程的參與動機較高。  

在 邁 入 電 子 治 理 時 代 的 今 日 ， 隨 著 資 訊 與 傳 播 科 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簡稱ICTs)與網路的普及應用與發展，

社群網站(Social Networks Sites)成了人們線上互動的主要場域。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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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網站形式中，尤以Facebook最備受注目。根據市場調查 1的數據顯

示，Facebook是目前世界最大的社群網站， 以實際流量統計數據來看， 

不管是在用戶數量、造訪流量、用戶在線時間或發文數量等等各項統

計資料，Facebook都是位居首位，其所提供之跨時間、地域、即時、

自由與公開的資訊與互動交流之使用價值，使得關切此類環境影響政

策已不限於以傳統的地域為限群體，對政府而言，無不為公民政策參

與之提升開啟了前所未有之契機。然而，在此社群場域中，雖然可見

多元的團體與個人持續以文字、圖像、影音與不同傳播形式公開的表

達對此類環境政策議題的多元意見與看法，此類平臺與意見卻甚為多

元與焦點分歧，即便在今日搜尋引擎強大的網路世界，也難以具體的

為特定環境政策議題有效的發聲，更枉論得以更進一步被決策者與相

關機關所考量甚至採納。  

環境影響評估法制化的原意是讓環境價值與利害關係人的權益在

決策過程中獲得重視，使決策程序能更廣泛與完善地考量決策對於環

境與社會的衝擊。國際上，1990年代跨國環境影響評估規範 (議訂書、

國際公約、相關指令等)更強調環境決策中資訊取得及公共參與的重要

性。我國雖已於1994年建立環境影響評估法確立制度，惟近期相關研

究 (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10；杜文苓，2010)指出當前我國

的環境影響評估制度仍存在公共參與時機及其配套嚴重不足、環境影

響評估審議委員會的運作吃力不討好、環境工程顧問公司所執行的評

估不受信任、環境影響評估追蹤及公共監督無法落實等，凡此皆指向

我國現行環境影響評估制度中實質公共參與的匱乏。  

 

 

                                                 

1 資料來源 :美國市場調查研究公司 Netpop Research 

(http://www.marketingprofs.com/charts/2011/4549/youtube-tops-facebook-twitter-in-

user-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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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承上，我國環境影響評估制度的問題有相當大比例，在於程序上

限 縮 了 實 質 與 有 效 的 公 共 參 與 ， 並 在 環 評 相 關 資 訊 公 開 程 度 不 佳 之

下，導致多數利害關係群體普遍缺乏參與的誘因、欠缺資訊、參與的

機會及途徑。然而，電子民主的主要優勢即在於憑藉 ICTs得以反映出

跨越時空限制、即時、長期的渠道，同時得以形塑一個免除既有社會

權力宰制之威脅、及去除個人社經條件影響的公平參與場域 (孫本初、

羅晉，2007；羅晉，2008)。雖然已有部分研究述及兩者的關聯，卻鮮

少在新興的線上社群網站脈絡中，實際地檢視特定的政策議題。社群

網站的電子化途徑如何反映、整合，以體現當前電子化與環評兩大趨

勢中重要卻薄弱的公共參與，此一理論與實務的落差，為本研究欲探

究的核心焦點。  

是以，在網路科技普及運用與相關社群網站蓬勃發展的今日，透

過新興社群電子機制的規劃與運用，可否為傳統環評參與困境另闢一

條可行的蹊徑？實為當前政府在邁向電子治理並實踐民主治理之際必

須預先予以深入釐清與審慎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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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檢閱與探討 

第一節 環境影響評估議題與公共參與評述  

一、   我國環評制度的現況  

環境影響評估制度之所以會逐漸受到世界各國重視，是因為它不

僅是一項減低開發行為對環境影響的制度設計，同時也是將開發行為

付諸專家及民眾討論，並藉此得到合法性及社會大眾支持的最好機會

(王芳筠，2004：71)。就我國而言，不僅自然資源含量稀少，更附帶

有地狹人稠的特性；在這樣的環境負擔之下，我國環評制度究竟該如

何運作，其實更顯重要。  

關於我國環評制度的引進與建立，就如同表1所示，最早可追朔至

1975年的12月，當時是由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的前身行政院經濟設

計委員會，其首度將美國的環境影響評估制度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進行翻譯與刊載，並在經過一連串的推動與討論後，

於1994年年底經由立法院三讀通過，我國才開始確立了環境影響評估

法的實施。而探究環境評估影響法成立背後的真正目的，其實就是政

府希望能夠做到經濟開發與環境保護的並重；各種開發實體如能在進

行相關開發之前，就能夠先去評估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並進行相關

對策的擬定，這樣勢必能在進行經濟開發之時，同時將環境的破壞程

度降至最低(王芳筠，200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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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我國引進環境影響評估制度的重要事件  

時間  說明  

1975 年 12 月  

經建會之前身經設會首度把美國 EIA 制度

譯 介 並 刊 載 於 自 由 中 國 之 工 業 第 四 十 四

卷第六期。  

1980 年 7 月 31 日  

行政院第 1692 次院會指示「請有關部會

及省市政府擇重大計畫試辦環評，並應於

規劃階段列預算辦理」。  

1983 年 7 月  「環境影響評估法」草案報院。  

1983 年 10 月 1 日  

行政院 1854 次院會指示「評估法改以方

案方式重新報院，重大經濟建設計畫需先

經評估再核准辦理」。  

1987 年 8 月 22 日  
前 衛 生 署 環 境 保 護 局 升 格 為 行 政 院 環 境

保護署。  

1988 年 8 月  
國 家 建 設 委 員 會 將 環 評 制 度 納 入 討 論 議

題。  

1989 年 3 月 21 日  
環 保 署 將 環 評 法 草 案 報 請 行 政 院 核 轉 立

法院審議。  

1991 年 11 月  
立法院內政、司法、經濟委員會聯席審查

環評法草案。  

1992 年 12 月  立法院三讀通過環境影響評估法。  

1995 年 1 月  環境影響評估法正式施行。  

1999 年 12 月 22 日  修正公布環評法第二條及第三條。  

2002 年 6 月 12 日  

修 正 公 布 環 評 法 第 十 四 條 及 第 二 十 三 條

條文；並增訂第十三條之一、第十六條之

一及第二十三條之一。  

2003 年 1 月 8 日  
修 正 公 布 環 評 法 第 十 二 至 十 四 條 及 第 二

十三條條文。  

資料來源：王芳筠 (2004：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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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環境評估制度實際運作之情形則如圖1所示，其主要可被

分為兩大階段：第一階段主要目的在於評估開發行為對於環境生態可

能造成的影響及其嚴重性；此階段的審查將會決定該開發案是否要進

行第二階段的環境影響評估審查。若評估結果顯示不需要進行第二階

段者，將於公告及舉辦說明會後即可開始開發作業。進入第二階段則

代表進入實質的環境影響評估：自範疇界定開始，而後開發單位向主

管 機 關 提 出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報 告 書 作 為 審 查 ， 主 管 機 關 於 審 查 通 過 之

後，做出認可與否的決定，至此方終結環境影響評估程序 (王芳筠，

2004：66)。  

在檢視上述相關流程時，有一個部份是特別值得進行關注，則是

在我國環境影響評估制度的設計中，民眾意見的表達其實也是公部門

在進行環境影響評估時必須參酌的指標之一；這種設計的核心概念內

涵，就如同王芳筠(2004：7)所指出的，環境影響評估制度的核心之一，

其實就在於關係人士的參與，而此參與的關鍵則是為了避免開發行為

在沒有經過完整的調查與評估的情況下，對於公民及環境所造成的重

大傷害。  

由此可知，公部門在進行公共政策制定時，不僅應主動注入環境

保護的概念；對於一般公民而言，更是有權利針對可能影響其生活環

境的公共政策，透過既定的管道與機制來表達其意見與想法。畢竟民

眾才是整個政策產出或是環境變化的真正受影響者，若是在環境影響

評估的過程中少了利害關係人的參與，無論是政策的合法性或是正當

性上，都有可能會大大的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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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我國環境影響評估流程二階段圖  

資料來源：王芳筠 (200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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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國環評制度的檢視與困境  

雖然我國目前在環境影響評估制度的運作上，納入了公民參與的

機制，但其是否真能實現公民參與的內涵，似乎仍是有待商榷。目前

文獻對於我國環境影響評估制度的探討，多是以個案研究的方式來進

行，且大多鎖定高污染的產業來進行討論；相關研究標的則可大致被

區分為焚化廠興建(江家慧，2003)、垃圾掩埋場興建 (劉俊佑，2008)、

科學園區設置(杜文苓，2010；杜文苓、陳致中，2007；杜文苓，2007)、

石化工業轉型和設置 (陳奎旭，2010；王泰雪，2009；蔡進益，2006；

余珮瑄，2010)、蘇花高興建(陳信利，2006)、環評制度(王芳筠，2004；

湯京平、邱崇原，2010)、大寮空汙事件(何明修，2010)…等面向。  

透過上述這些個案來觀察我國公民在環境影響評估上的參與，其

實可以發現我國公民在環境影響評估上的參與情形，其實並非如想像

中的那般理想；綜合相關研究(江家慧，2003；陳奎旭，2010；蔡進益，

2006；劉俊佑，2008；王芳筠，2004；杜文苓、陳致中，2007；王泰

雪，2009；何明修，2010)所提出之看法，目前我國公民在環評制度的

參與上，其所遭遇的困境共可大致分為三大項，這些困境則分別為：  

(一) 公民參與時機受到限制  

公民參與時機是否受到限制之判定，其標準在於受到環境政策影

響的當地居民，能不能在政策規劃的初期，就得以參與其中並發表意

見？對於我國目前公民參與時機之討論，江家慧 (2003：79)在探討雲

林垃圾焚化廠案例時指出，在雲林垃圾焚化廠選定場址的初期，也就

是還在公共政策規劃階段之時，當地居民代表並沒有被邀請參與，而

縣政府也沒有徵詢當地居民的意見，當地居民的實際參與，是於場址

選 定 之 後 才 開 始 的 ； 陳 奎 旭 (2010： 141)則 是 指 出 在 三 輕 更 新 的 過 程

中，民眾起初也並沒有被徵詢與討論，鄉公所僅以公文來告知三輕更

新事項；之後雖然透過了群眾運動，遊行、抗議、在地的說明會來表

達訴求，但這些參與活動已無法達到深入討論與對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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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民參與流於形式  

關於民眾參與流於形式之討論，王芳筠 (2004：99)則是從我國環

評制度的討論中，指出目前在我國現行環評制度裡，各階段所提供的

公民參與管道仍只停留在被告知、說服或單向式溝通的參與模式上；

雖然有形式上的對話溝通設計，但民眾參與環評各階段所提之意見，

僅列入各會議記錄中做為參考，在參與過程中並未受到太大的重視，

致使民眾缺乏參與環評制度的動機，進而採取非理性的抗爭手段來表

達其心聲。王泰雪 (2009：106) 也提出像是污染的嚴重情形、居民身

體健康調查與污染整治工程進度…等相關數據與資料，對於部分居民

來說可能過於艱澀而難以理解，這些因素都將會影響到公民參與目的

之達成。何明修(2010：136)則是指出行政理性主義的典範主導下，官

方對於基層民眾其實是抱持著不信任的態度，相關的環保協定並沒有

獲得官員的重視與提倡；在雙方不對稱的關係下，社區居民持續受到

污染的威脅，所提出的訴求就只能透過激情的抗爭才能獲得重視。  

(三) 相關資訊了解不足  

王泰雪(2009：106)指出一般居民在政策參與初期，常常會因為相

關資訊的不足，因而造成在事件發展情況與相關資訊的掌握上，明顯

不如地方意見領袖；也因此其參與情形、對事件與相關政策的看法，

都較易受到地方意見領袖之影響。劉俊佑(2008：112)則是指出在花蓮

北區垃圾衛生掩埋場的興建上，只有極為少數的民眾知道曾經舉辦過

掩埋場設置計畫公眾說明會，而知道掩埋場環境影響評估已經通過的

民眾也是非常地少；大多數的民眾都認為政府所提供的資訊太少，且

相關資訊的缺少，將導致民眾幾乎一頭霧水、全然無所知。  

綜上所述，雖然我國環境影響評估制度的設計擁有讓公民參與的

機制，但在實際運作面向上，似乎無法真正看到公民參與內涵的浮現。

同樣對照圖2-1來看，以目前的環境影響評估程序而言，王芳筠(2004：

98-99)提出公民得以有效影響環評決策的關鍵切入點，分別在於第一

階段環評過程的環境影響說明書審查及公開說明會兩部份，及第二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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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環評過程中的評估範疇界定、現場勘查、聽證會及環境影響評估報

告書審查等四個部分。  

而反觀目前環評法的規定，公民卻僅能於公開說明會、範疇界定、

現場勘查及聽證會等階段中，才能獲取民眾參與的機會；在這些參與

管道中，又只有第一階段的公開說明會及第二階段的公聽會是民眾表

達意見的主要管道。這是因為第二階段環評中「界定評估範疇」與「現

場勘查」的進行期間，雖然有開放民眾自由參與，但民眾於此並無任

何表示意見的機會，僅為參與評估或勘查過程，以作為日後於公聽會

中發表意見看法的資訊來源之一 (王芳筠，2004：74)。除此之外，在

關鍵決定性的環境影響說明書與評估報告書審查階段，更是未見有公

民參與的機會及管道。由此可見，非但我國環境影響評估制度中所設

計公民參與的精神無法被落實，甚至連環境影響評估制度本身都是存

有若干缺陷。  

關於目前我國重大環評個案中公民參與之各種形式，本研究將其

整理為表2，從表中可以了解相關個案雙方參與者的立場，並可對相

關個案公民參與的型式做一整體性的比較。從表2中整理的參與形式

／機制可見，目前在重大環評個案上，民眾運用體制外的方式來表達

意見之情形，其實是相當普遍的；而這種情形也再次的證明，我國環

境影響評估制度中的公民參與設計是存有缺陷，且公民參與精神也無

法完全被落實。  

表2：環評個案參與內涵及型式整理  

環評議題個

案  
參與提供者  

參與提供

者對議題

的立場  

參與需求者

參與需求

者對議題

的立場  

參與形式／機制  

雲林林內焚

化廠  

1. 雲 林 縣 政

府  

2. 雲林縣環

保局  

3. 達和焚化

反對環

保、贊成興

建  

1. 環保自

救會  

2. 反焚化

爐聯盟

3. 林內鄉

支持環

保、反對

興建  

1. 鄉民代表會  

2. 焚化爐興建公聽

會  

3. 陳情  

4. 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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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評議題個

案  
參與提供者  

參與提供

者對議題

的立場  

參與需求者

參與需求

者對議題

的立場  

參與形式／機制  

廠  

 

民  

 

5. 遊行  

6. 行政訴願  

林園反三輕

運動  

1. 行政院經

濟建設委

員會  

2. 中國石油  

 

 

反對環

保、預計擴

廠  

1. 林園鄉

公所  

2. 林園鄉

民  

3. 反三輕

護家園

協會  

4. 高雄市

生態教

育中心  

支持環

保、反對

擴廠  

 

1. 鄉民代表會  

2. 中油說明會  

3. 圍場抗議  

中油高科技

石化園區轉

型  

中油高雄煉油

廠  

 

 

反對環

保、欲轉型

為高科技

石化園區  

1. 部分後

勁居民  

2. 財團法

人後勁

社會福

利基金

會  

支持環

保、反對

轉型  

1. 陳情  

2. 抗議  

國道五號公

路蘇澳花蓮

段興建案  

花蓮縣政府  

 

 

反對環

保、支持興

建  

花蓮縣民  

 

 

反對環

保、支持

興建  

電話調查(聯合報、中

國時報、TVBS) 

花蓮縣北區

區域性垃圾

衛生掩埋場  

花蓮縣政府  

 

 

反對環

保、支持興

建  

壽豐北區掩

埋場自救會

 

 

支持環

保、反對

興建  

北區區域性垃圾衛生

掩埋場工程環境影響

說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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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評議題個

案  
參與提供者  

參與提供

者對議題

的立場  

參與需求者

參與需求

者對議題

的立場  

參與形式／機制  

中科三期爭

議  

中科管理局  

 

 

反對環

保、中科三

期開發  

1. 地方居

民  

2. 后里鄉

永續農

業協會  

 

支持環保  1. 公開說明會  

2. 健康風險評估說

明會  

3. 聽證會  

4. 專家會議  

大寮空污事

件  

大寮鄉民  

 

 

支持環

保、主動參

與並提出

了十一項

的要求，包

括物質性

賠償、工業

區污水廠

遷廠、社區

參與的環

境監測…

等  

大寮鄉民  

 

 

 

支持環保  1. 包圍工業區服務

中心  

2. 動員北上抗議  

新竹科學園

區宜蘭基地  

1. 宜蘭社區

大學  

2. 宜蘭各界

非政府組

織  

支持環

保、主動籌

辦公民會

議  

1. 宜蘭社

區大學  

2. 宜蘭各

界非政

府組織  

支持環保  新竹科學園區宜蘭基

地公民會議  

宜蘭白米社

區  

臺灣水泥廠  

 

反對環

保、環境汙

染製造者  

白米社區發

展協會  

 

支持環

保、要求

環保回饋  

環保協議書  



電子治理之政策參與機制：重大環境影響評估案例的分析 

 14

環評議題個

案  
參與提供者  

參與提供

者對議題

的立場  

參與需求者

參與需求

者對議題

的立場  

參與形式／機制  

竹科宜蘭基

地  

1. 中央政府

(以國科會

與科學園

區管理局

為代表) 

2. 地方政府

(縣市政府

與鄉鎮機

關呈報候

選基地) 

反對環

保、支持興

建  

宜蘭社區大

學為首的民

間團體  

 

 

支持環

保、反對

興建且自

行籌辦公

民會議  

新竹科學園區宜蘭基

地公民會議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   環境個案的簡述與參與困境評析  

在本文梳理相關環境影響評估的文獻之後，現今也有許多環境個

案仍在進行當中，而本研究案選取國光石化、中科四期及核四三個個

案為本研究案焦點主軸，乃基於三個個案仍在進行當中；除此之外，

此三個議題更是屬於國家發展層次的問題，也是我國國家能源結構的

問題。以下針對此三個案例做一個簡述之外，並於結尾做一民眾在此

等議題參與困境的評析。  

(一) 國光石化  

我國的石化政策從過去1968年來開始萌芽，迄今2011年，已歷經

了近50年。我國在2007年左右，基於國家發展、石化產業結構發展之

理由，開始著手第八套輕油裂解廠興建計畫，也就是俗稱的「八輕」、

「國光石化」。而一項的開發案的進行就表示又是一場「環境永續」

與「經濟發展」的拉鋸戰。根據我國憲法第10條增修條文第2項當中有

闡明，經濟與科學技術發展和環境與生態保護之間應有所調和，而我

國環境影響評估法也開宗明義表示政府政策之開發行為事前須以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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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科學式等對其開發環境做一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等作為。因

此國光石化開發案也不例外。  

然而在國光石化的環境影響評估過程當中，其涉及的專業資訊過

於複雜，牽涉到建廠位址彰化大城溼地整個生態體系的破壞、工業用

水與農業用水的爭奪戰、健康風險接受的範圍等複雜議題，而在民眾

的認知裡面，從現今雲林麥寮六輕目前的生態、經濟狀況來看，似乎

皆 可 以 體 會 到 即 將 興 建 的 國 光 石 化 這 樣 大 型 的 建 設 是 牽 涉 到 環 境 生

態、水資源、毒化物、空氣品質、人體等等所造成危害，因而對其產

生了不信任感與鄰避情結，也街頭抗議事件、激烈衝突不斷頻傳。  

儘管我國環評制度曾有穩定運作，但由於政治環境的變動、政治

首長價值的不同，容易使得環評制度有政治與專業上的衝突、政治力

的介入 (湯京平，2010)，再加上媒體報紙的報導，導致人民認為其制

度僅僅是形式上程序、橡皮圖章，對該制度無信任(王昶閔，2007；劉

光瑩，2009；朱立群，2010)。  

在國光石化這項案例的脈絡當中，當地居民究竟是否要接受這項

大型的建設立居於自己的家鄉當中，侷限於民眾的專業知識不足、所

獲得的資訊不足，容易做出錯誤的判斷之外 (陳舜協，2009)，就連專

業的環評會議(陳舜協，2007)、或是我國環保署特設的「專家會議」，

無論裡頭的專家或是制度外的專家都無法徹底瞭解相關開發案所涉及

的一切專業資訊  (李承宇，2010)，諸如開發案的報告說明書總是不完

整、含糊不清且避重就輕或是輕描淡寫等。因此資訊的不足是目前參

與的主要困境之一。  

(二) 中科四期  

中部科學園區自2002年開始陸陸續續開發了臺中、虎尾、后里等

地的三期園區，在2008年我國行政機關確定彰化二林地區為中科四期

園區的用定，基於中科認為其園區土地使用率已飽和，於2009年開始

另外規劃在彰化縣二林鎮等地繼續開發中部科學園區第四期，主要引

進光電產業以提升我國經濟發展(朱淑娟，2009a)。而到了2009年10月

中旬時，環保署特設的專家會議決議有條件通過中科第四期開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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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10月底環評大會有條件通過此項開發案 (徐瑞婷，2009)，隨即沒

多久中科管理局經由營建署區委會的審查之後，獲取開發許可。爾後，

基於土地徵收行政程序問題，其相關地區農民提出行政訴訟，在2010

年7月之際臺北高等行政法院裁准「停止執行」，要求中科必須停止在

彰化縣二林園區任何一切的開發行為(朱淑娟，2010)。  

雖然在行政程序上通過了中科四期開發案，但在實際上其光電、

半導產業是需要的大量的工業用水，而用後的工業廢水排放爭議仍未

有所解決，排放廢水這項議題可能影響其當地的養殖產業、農業產業

等(郝雪卿，2009；劉光瑩，2009；朱淑娟，2009b)；而水資源的問題

不僅僅是農業與工業之間的問題，中部還有國光石化、六輕工業區及

過去中科三期都需要大量用水；此外就連土地使用資源也產生了排擠

現象。而可以進一步回溯思考，從2009年4月開始的中科四期環評大

會，在經過短短半年時間做出有條件通過的決議，但其實務上所涉及

到的水資源、土地及糧食的爭議卻未獲得平息，反而引發更多反彈現

象。因此必須思考的是，在這短短的半年時間環保署的專案小組與環

評大會這兩個場域的決策過程是如何被生產的？同時公民參與能夠在

這此場域被實踐嗎？此等政府決策與公民參與的概念核心，即是我國

環境影響評估法的設計與運作模式；而本研究試圖從次級媒體資料庫

尋找、整理中科四期整個個案環評制度運作的脈絡。  

本研究案從2009年底至2011年年初左右，以「中科」關鍵字搜尋

中央社剪報資料庫。而中科四期這關鍵的半年決策時間，大多僅能在

小眾媒體當中被闡述。在這期間當中，我國行政機關基於國家發展之

由，因此所持的態度是和開發單位一致；同時在我國行政機關的強力

主導下，在環評大會到區委會的過程當中，期間不斷被公權力以制度、

程序的方式來限制民眾參與。公部門運用「延續會議」的名義來排除

反對的民眾參與其中、及民眾不得表示意見之外，甚而過往文字媒體

是 可 在 會 議 裡 頭 進 行 記 錄 ， 但 此 次 區 委 會 審 查 會 議 卻 排 除 媒 體 的 入

場。除此之外在環評的延續會議當中，諸多行政官員到場「審視」環

評延續會議的過程。而身為中立客觀的環評審查徹底成為一個黑箱作

業(朱淑娟，2009c；胡慕情，20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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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核四  

在2010年3月11日之際，日本福島大地震引起的海嘯，使得福島附

近的幾座核電廠遭到摧毀，更是造成全球核能災害的危機，在這項政

策窗 (Policy window)的開啟之下也使得我國政府官員與輿論注意且探

討我國核能問題。而在我國的環境脈絡當中，核四興建問題向來被人

視為政治問題。然而提高層次來看，是我國能源結構的問題。  

我國自1970年基於十大建設開始興建第一座核能電廠，迄今已有

三座核能電廠，及興建一半的第四座核能電廠，然而核能運轉期限大

約為40年，約莫十年左右，核一、核二及核三廠即將面臨停役或繼續

運作的問題。而未來核電政策的走向與能源產業結構的變化目前仍一

片模糊，部分民眾要求「非核家園」但也有其他民眾認為核電存在是

必要的，日前爭議仍在進行當中。  

而 本 研 究 案 礙 於 篇 幅 有 限 ， 無 法 探 討 這 兩 種 立 場 背 後 的 價 值 論

述，但從上述歷史來看，核能電廠是過去威權官僚帶領經濟發展的重

大建設之一，同時在過去年代生態的永續概念尚未蓬勃發展，對於我

國核電廠設置幾乎未有環境影響評估等行政行為，僅有環境影響監督

等作業。  

從另一個層面來檢視核能問題，在我國體系當中，有關於核能相

關學術專業僅有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所 (原先稱為核子工程學

系)傳授，而這樣的現象會導致了「專業壟斷」的問題。換言之，在其

學術界、科技產業、能源產業或是其他相關產業等皆是出自同門，在

行政監督的過程當中可能產生「官官相護」等現象。再者，核能電廠

所涉及的專業問題繁多，所產生的核廢料、化學元素的毒害、對海洋

生態體系的破壞及空氣輻射汙染的可能性等問題僅能所學相關的專業

人士能夠了解。  

基此，對於民眾來說，有關於核能安全的資訊是有可能遭到隱瞞、

扭曲。臺電「核能二廠核燃料中式貯存計畫」的環境影響評估為例，

其雖然在1996年時通過，但在2009年之際，臺電試圖將核二廠燃料棒

存放位址更動，因而提出相關影響評估，但因程序上問題最後環境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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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做出擇日再審之決議。但在其審查過程當中我國臺灣電力公司對於

核能安全等相關疑慮及任何訊息皆未說明清楚，也未對其相關位址居

民解釋說明，造成周遭居民的日夜恐慌(胡慕情，2009a)。  

綜觀上述，國光石化與中科四期的案例，不論開發進行與否，由

於影響我國生態環境甚鉅，皆進入了第二階段環評的程序，另外核四

興 建 時 所 處 於 的 時 間 環 境 與 現 今 有 所 不 同 ， 實 踐 環 評 的 資 料 記 錄 甚

少。但從國光石化、中科四期及核四等三個不同的個案卻可以歸納出

我國公民在參與公共議題所面臨到的主要有三：  

首先，在任何的環境議題個案中，必定會有擁護「環境保護」與

「經濟開發」兩種價值的社會網絡結構，而在我國環境影響評估法程

序中，可以清楚看到民眾能夠發言的場域僅在第一階段的主管斟酌舉

辦公開說明會及第二階段界定評估範疇與現場勘查時。政府與經濟開

發立場較為緊密，使得另一方公民顯得較為弱勢，因此擁護環境保護

價值的民眾也通常會採取較為激烈的手段來進行他們的訴求。  

其次，顯而易見地是「專業壟斷」的問題，在環評程序的起始階

段有一弔詭的是，與民眾切身相關的環境評估報告，是由開發單位在

第一階段環評程序提出環境影響說明書，而在此步驟開發單位與民眾

之間就有一定的隔閡，倘若開發案進入了環評第二階段，也是交由開

發單位來撰寫評估書、界定評估範疇，因此在此階段一般常民對於公

共議題所涉及的專業知識是無法與相關領域的專家學者相比擬，僅能

依靠民眾本身的社會網絡關係及自行學習等方式來瞭解所關注議題的

專 業 資 訊 ， 也 才 能 進 一 步 檢 視 政 府 與 官 方 所 釋 放 的 資 料 與 自 身 的 關

係。儘管民眾可以運用電子技術、傳播媒體等試圖加以揭發在檯面下

的任何的資訊(余珮瑄，2010)，但一般公民仍然屬於較為弱勢的地位。 

另一困境則是程序與制度上的問題。一般民眾在面對於龐大的行

政機構總是顯得較為弱勢，而在本研究案所提的三個個案當中，儘管

在法定的環評程序過程皆舉辦公開說明會、公開公聽會以納入相關民

眾意見，但在實務的運作上，相關的行政機構可能藉由公權力的運作、

環 評 會 的 名 目 不 同 而 遭 到 排 除 參 與 的 機 會 ， 無 法 進 行 實 質 的 公 民 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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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在環境議題的脈絡上，則是表示具有決策性質的環評會議並無法

呈現一個透明政府的形象，而是一個封閉式的黑盒子。如此長期下來，

民眾對於環境評估委員會的政治信任感程度大為降低，造成行政機關

後續的決策行為產生極大的阻力。  

因此，不對稱的網絡結構、專業壟斷、程序排除等皆是可以從個

案當中窺探出一般民眾在參與公共事務時會出現的困境現象。以應然

面來說，究竟在一個民主的脈絡下，一個真正實質、具有影響力的公

民參與、政府與一般民眾關係是該怎麼展現？但前述問題的回答，更

必須率先瞭解公民參與的概念及可能實踐的途徑、方法為何。  

第二節 資訊通訊科技與公民參與  

一、   公民參與的內涵  

美國政治學者Austin Ranney曾經為「民主」(Democracy)作出一簡

潔精闢的定義：「民主政治」就是依照「人民主權」、「政治平等」、

「大眾諮商」和「多數統治」等四個原則所組成的政體(Ranney,1996)。

在這些原則中，最為重要且核心的概念為「人民主權」，即國家的主

權依法屬於全體國民而非任何單一個人或特定團體。因此，身為國家

的主人，為維護本身的權益而主動向政府機關提出建言和積極爭取參

與公共政策的過程、政府機關提供各式各樣的管道廣納民眾和相關團

體的意見，這些應是民主國家的常態，也是所謂「公民參與」(Citizen 

participation)的意涵。  

「公民參與」一詞起先源自「政治參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

雖然同樣都有「個人參與政府公共事務」的意涵，然而在本質上仍有

些許差異。前者的焦點著重在特定的公共事務和合法的參與管道，重

視公民意識的覺醒與持續發揮，進而產生對社會上公共事務的關懷與

實際行動；後者的焦點則較為廣泛，只要是一般民眾試圖影響政府決

策或行動的行為皆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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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參與」對政府的政策制定能夠帶來許多優點，包括：可以

達到教育目的、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互相說服、獲得決策的合法性、達

到公民行動的價值與內涵、打破政府與民眾之間的僵局與對立關係等

等；然而，公民參與也有耗時、成本過高、主張被忽略拒絕而產生失

落感、特定利益團體高度介入、可能制定出更糟的決策等等風險存在

(Irvin & Stansbury, 2004)。  

二、   電子化對公民參與的影響  

二十世紀以來，由於資訊通訊科技的蓬勃發展，特別是網際網路

的發明、運用及普及化，一般普遍認為電子化的參與機制似乎可以突

破傳統面對面公民參與的侷限，為公民直接且平等參與的實踐打開一

扇機會之窗。然而，學術界與實務界正審慎地評估資訊通訊科技的發

展對於公民參與所可能帶來的影響，並抱持樂觀與悲觀兩種看法。一

方面論者對於資訊通訊科技的興起寄予厚望，認為資訊通訊科技乃是

擴大民眾參與的最佳途徑，此將會有效改善政府的治理活動，並且提

升統治者與人民、或是人民與人民之間的溝通品質；但另一方面，論

者也對於資訊通訊科技的民主力量，抱持著懷疑與擔憂的態度，認為

科技並不必然會對公共事務的參與帶來正面驅動的效果(黃東益、蕭乃

沂、陳敦源，2003；葉俊榮，2004；謝宗學，2003；陳敦源、李仲彬、

黃東益、蕭乃沂、林子倫，2008)。  

整體而言，運用電子化參與機制提升公民參與之優勢在於：  

(一) 無疆界性  

我國學者黃朝盟等 (2004：68)提出自網路科技普遍發展以來，其

跨 越 傳 統 時 間 與 間 限 制 的 特 性 ， 讓 許 多 人 對 於 以 直 接 公 民 參 與 的 模

式，取代傳統代議制政治體系的可能性，漸漸的轉趨於樂觀。而葉俊

榮 (2004：16)也指出， ICTs的精進，破除了因社會、經濟和地理因素

造成的參與藩籬，公民得以跨越時空之拘泥，即時獲得資訊並同步表

達己見，確保人人擁有參與政治的機會，提升直接民主實現的可能性。

例如政府所架設的網路論壇，即是一個自由討論的公共空間及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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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民能夠不受時間、空間之限制，隨時發表政策建言或陳情，與政

府更直接的接觸進而參與政府決策過程。  

(二) 即時性  

透 過 ICTs技 術 的 輔 助 ， 人 民 可 立 即 表 達 向 政 府 表 達 其 意 見 及 需

求；同時，政府也能夠快速地回應，臺北市政府網站上的「市容查報」

版 面 即 是 一 例 。 只 要 民 眾 在 版 面 上 張 貼 市 容 查 報 範 圍 內 應 處 理 之 情

形，如有礙市容觀瞻及妨害公共安全等事項，相關單位則可立即受理

並馬上處理。  

(三) 高互動性  

電子化的政策參與機制也具備高互動性之性質。葉俊榮(2004：16)

指出，資訊通訊科技的運用，促使政府得以提供民眾多元的管道以獲

取資訊及表達意見，使更多人可以進行同步或非同步的互動，進而達

成更有效率的溝通、協商與論辯。例如臺北市政府結合Web2.0社群分

享應用概念，在Facebook平臺上成立「就是愛花博2010臺北花博粉絲

團」粉絲專頁，除了作為發布消息的新管道，也可以立即回應、回饋，

增加民眾參與、交流及互動的機會。  

(四) 低參與成本  

黃東益等(2003：127)學者認為，網際網路的興起，使得民眾與政

府溝通的成本大幅降低，也增加了資訊提供的速度與規模，讓民眾取

得資料更為便利，因此較易具備參與政府決策所需的資訊。具體的例

子如各地方政府之首長電子信箱，電子輸出不僅能夠節省民眾印刷、

紙張及郵資之成本，更可方便且快速地向政府相關部門尋求協助級建

議；對於政府而言，電子輸出也可以節省內部處理成本，透過自動化

的資料處理及回覆系統，政府也得以延長對市民的服務時間，進而提

升其效率，更具回應性。  

綜合上述，電子化政策參與機制能夠突破時間空間限制、即時、

互動、並且能夠降低民眾參與的成本，確實對公民參與的提升有諸多

正面的作用。然而，論者也指出電子化參與機制仍存在某些隱憂(徐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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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1999；黃東益等，2003；洪志衛，2003；黃東益、陳敦源，2004；

羅晉，2004；陳敦源等，2008；宋庭揚，2008；羅晉，2010)，這些問

題分別為：  

(一) 數位落差  

陳敦源等 (2008：58)與謝宗學 (2003：109)指出，網路等資訊科技

猶 如 潘 朵 拉 盒 子 (Pandora’s box)般 ， 一 旦 開 啟 將 會 釋 放 出 數 位 落 差

(Digital divide) 的 問 題 ， 擴 大 資 訊 富 者 (Information rich) 與 弱 勢 者

(Information poor)之間的社會階級差距、加深積極參與者與冷漠者之

間的鴻溝。而宋庭揚 (2008)的研究也指出，偏遠鄉鎮之數位落差情形

確實存在，且是政府目前即需克服的難題。  

(二) 參與質量普遍不佳  

Weger和Aakhus(2003)的研究指出網路的討論往往不具一致性、論

述不成熟及過多的激情 (轉引自黃東益、陳敦源，2004：10)。與其不

謀而合的，洪志衛 (2003)探討網際網路作為政治參與工具的可能性，

研究發現網路上所進行議題討論，基於匿名性等科技特性，往往導致

火氣論戰等負面效果，不容易得出討論各方的共識。而羅晉 (2004；

2010)之研究也指出，政府網路論壇上之言論存在參與質量不佳的問

題，多數的議論中仍充斥著普通對話、甚至無效的言論。  

(三) 政府回應與民眾期待之落差  

黃東益等(2003：128)學者從公共管理的角度來看，認為資訊傳播

科技的發展在降低民眾參與成本的同時，卻可能提高官僚內部的處理

成本，於此造成了民眾期待與政府實際處理結果的落差，若民眾的期

待無法獲得滿足，將會更疏離政治體系。徐千偉(1999)的研究也顯示，

網際網路之普及，促使民眾更頻繁地透過市民論壇、市長信箱或市容

查報系統來表達己見，然而，整體而言政府的回應速度仍無法滿足市

民期待，處理效率有待提升。  

綜 上 所 述 ， 電 子 化 機 制 對 公 民 參 與 的 實 踐 所 帶 來 的 影 響 喜 憂 參

半。然就本研究之立場而言，基本上同意樂觀論者之看法，認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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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科技的發展有助於公民參與的提升，特別是在近幾年網路普及、

加上社群網站的興起，已處處可見由社群網站平臺散佈資訊或成功發

起動員的活動，如2007年4月的樂生運動與2008年11月的野草莓學生運

動，即是以網際網路或部落格為訊息傳遞平臺，並成功發起社會運動

的實例，在在顯示了社群網站促進民眾參與的力量不容小覷。基此，

若我們同意將電子化參與 (E-Participation)作為一種應用當代資訊通訊

科技以減少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隔閡、改善彼此溝通模式、進而提升公

民參與的良善機制，那麼我們必須對電子化參與之內涵有所了解。  

關於電子化參與之內涵，聯合國在2003年的電子化政府整備度調

查中首先加入了「電子化參與 (E-Participation)」的評估，是為政府意

識 到 運 用 資 訊 通 訊 科 技 推 動 公 民 參 與 意 願 之 開 端 。 依 據 聯 合 國 之 定

義，電子化參與涉及人們運用資訊通訊科技作為表達意見及參與民主

政治運作的程序，目的在於拓展人民獲取政府資訊與服務的管道，提

升民眾在政府決策考量中的影響力。除此之外，聯合國也進一步將電

子化參與的評估指標分為三個次面向，其主要包括：「電子化資訊公

開」(E-Information)、「電子化政策諮商」(E-Consultation)與「電子化

決策制定」 (E-Decision Making)等階段，作為衡量各國政府應用資訊

與通訊科技來引進公民參與政府決策的意願程度；而這個分類正好也

與OECD提出強化政府與公民連結 (Citizen engagement)之衡量指標相

互呼應，其所提出之面向包括「資訊」、「諮商」和「積極參與」(OECD，

2001；轉引自陳敦源等，2004：40；黃東益等，2004：2)。茲就聯合

國提出之電子化參與面向分述如下：  

(一) 電子化資訊公開(E-Information) 

由政府至公民之單向資訊流動，主要評估國家網站或網頁是否提

供公民基本資訊，包括官員名單、政府結構、公共政策及相關方案、

預算、法律與法規等公共利益相關資訊，是為公民參與的基礎。  

(二) 電子化政策諮商(E-Consultation) 

是一種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雙向關係，公民對政府施政有提供意見

及回饋意見的管道。這個評估項目主要衡量國家是否透過線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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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電子佈告欄、線上即時訊息、線上民意調查等，作為正式的電子化

政策諮商的機制與工具，藉此瞭解公民需求、意見，鼓勵公民提供反

饋的資訊予政府。  

(三) 電子化決策制定(E-Decision Making) 

是為一種政府邀集公民積極涉入政策制訂過程的夥伴關係。在形

塑政策之過程中，政府會考量及採納公民需求及意見，並予以具體回

應。  

參酌上述聯合國提出之電子化參與的層次及OECD之政府與公民

連結構面，再納入國內相關研究(陳敦源、潘競恒，2009；黃東益、朱

斌妤、蕭乃沂，2009)所提出之測量電子參與程度的量度，整理出電子

化參與之面向與評估指標如表3所示：  

 

 

表3：電子化參與層次與評估指標  

               指標  

層次與意涵  
評估指標與概念  

 

 

 

電子化資訊公開  

 

由 政 府 製 造 並 傳 遞 資

訊給民眾，包括主動提

供 訊 息 或 滿 足 公 民 要

求，是一種政府到公民

的單向關係。  

 

1. 可近性  

  使用者不需花費太多心力和受過多的限制  

  就能近用資訊。  

2. 可理解性  

  使用者能夠理解資訊所陳述的內容，及與  

  該資訊情境有關的任務。  

3. 完善性  

  使用者所取得的資訊內容完整無缺。  

4. 精確性  

  使用者所取得的資訊內容正確無誤。  

5. 即時性  

  資訊能夠立即更新，獲得服務的速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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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標  

層次與意涵  
評估指標與概念  

 

 

 

電子化政策諮商  

 

 

公 民 對 政 府 施 政 有 提

供 意 見 及 回 饋 意 見 的

管道，是一種包含由政

府 到 公 民 及 公 民 到 政

府的雙向關係。  

 

1. 有計畫進行  

  諮商的過程是有系統的規劃、進行的。  

2. 諮商的目的  

  諮商的內容是公民亟欲釐清的。  

3. 目標團體  

  諮商能夠觸及目標團體及相關利害關係人。

4. 資訊適切性  

  資訊的提供是適切、妥當的。  

5. 參與者之回應性  

  參與者所發表的政策意見能夠適當的被告  

    知給其他參與者，並形成對話。  

6. 提供回饋  

  在諮商進行時或結束後，政府能夠針對參與

者所提供的意見進行回饋。  

 

電子化決策制定  

 

公 民 積 極 參 與 政 策 制

定，政府也確實將民眾

意 見 及 需 求 納 入 決 策

考量，並提供政策諮商

的反饋機制，這是一種

雙向的夥伴關係。  

 

1. 對政策內容的影響  

參 與 者 所 提 供 的 意 見 能 反 映 在 修 訂 或 新 制

定的政策上。  

資料來源：修改自陳敦源 (2004)、陳敦源、潘競恒 (2009)、黃東益等 (2009)。  

如前所述，與傳統公民參與途徑相較之下，電子化的參與機制應

用了資訊通訊科技及網際網路，其具備即時、無疆界的特性，能夠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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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時間及空間上的參與限制，提供民眾一個順暢的互動管道及討論空

間，讓民眾能進一步與政府直接接觸、對話；對於政府而言，也能透

過各種電子化機制彙整公民意見與需求至政策制定過程中，同時並提

供公民政策資訊，改善公民缺乏相關政策資訊的問題，促使公民具備

相當程度的能力參與政府決策。而另一方面，透過資訊科技之應用，

電子化的參與機制也將有助於降低公民參與的各項成本，如時間、金

錢及人力等，有助於提高公民參與的意願，藉此縮短政府與民眾之間

的距離，並且改善彼此的關係。  

電子化參與因擁有相當的優勢，被視為落實公民平等且直接參與

的一個新契機，而近年來我國電子化參與機制在實務應用上也漸受矚

目並有初步的成果。接續將電子化參與之焦點轉至實務面的應用上，

討論我國目前主要被應用的電子化參與機制之類型及功能。  

三、   我國電子化公共參與現況與評估  

我 國 在 電 子 化 公 共 參 與 的 實 務 上 ， 在 新 公 共 管 理 (New Public 

Management)的思潮下，目前仍是著重在政府服務提供技術上的創新和

管道的增加，以期能增加民主回應性；然而，這些背後仍有不少問題

存在。  

目 前 我 國 電 子 化 政 府 的 政 策 規 劃 模 式 仍 有 傳 統 「 由 上 而 下 」

(Top-down)、「機關導向」(Agency-centered)的色彩，在資源有限的情

況下忽略一般使用者的需求易導致民眾在電子化參與上的低使用率，

形成對政府浪費公帑的負面印象 (曾冠球、陳敦源、胡龍騰，2009)。

此外，過去十幾年來政府為因應全球民主轉型與民主深化的浪潮而推

動電子化的努力雖值得肯定，然而觀念卻停留在以往「管理主義」的

窠臼，仍把民眾視為政府服務的「顧客」而非民主國家裡「公民」的

角色 (陳敦源、黃東益、蕭乃沂，2004)。再者， ICTs主要以「強化」

原本就有參與熱忱的人居多，對於「驅動」低公眾接觸族群則較少，

其主要原因在於我國目前電子化政府的趨勢偏重「網路使用族群」和

「行政運作方便性」的需求，忽略資訊公開與公共諮詢等等公眾接觸

的面向，使公民參與的精神無法實現(陳敦源、李仲彬、黃東益，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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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我國目前電子化政府的缺失主要在於受傳統「上下層

級節制」和「機關導向」的影響，觀念仍然停留在「重管理而輕民主」，

公民參與的寶貴價值尚未內化到推動電子化參與的努力之中。  

然而，隨著Web2.0時代的來臨，公部門逐漸將此概念落實在電子

化政府的發展，一些政府機關的網路公民論壇(例如：國家政策網路智

庫)也應運而生。相關研究指出這些由政府主導的網路公民論壇，在運

作後並未使公民參與意願提昇，主要原因與「政府端的行為樣態」(包

括：官僚體制的本質、民眾無法理解而質疑、政府網站本身的諸多限

制等等 )、「民眾端的行為樣態」 (包括：民眾留言內容淪為情緒性抒

發、不敢在平臺上發表真正的觀點 )和「公私部門網站在運用Web2.0

時的本質差異」有關 (潘競恒、陳敦源，2010)。在影響民眾參與虛擬

社群討論行為上，主要有「網站經營者立場模式」、「網站內容經營

模式」、「社會網絡」三項因素(潘競恒、陳敦源，2010)。由此觀之，

虛擬社群上的社會網絡與公民參與行為有很大的關係存在；虛擬社群

上的社會網絡關係似乎成為近來影響公民參與的重要因素。  

第三節 社群網站應用對環保議題參與實務面的影響  

一、   社群網站平臺的發展趨勢  

隨著Web2.0時代的來臨，網際網路已經成為現代人生活中不可或

缺的一部分，越來越多使用者透過網路上的各種媒介來連結、維持社

會關係(Steven & Morris, 2007)；在這個趨勢下，「虛擬社群」(Virtual 

community)也越來越蓬勃發展。何謂現代生活中的虛擬社群，學界和

實務界是眾說紛紜，較常見的定義諸如「一種利用網際網路為媒介發

展的人際網絡，在網絡裡面的成員彼此之間有充足的討論、互動與情

感上的交流」(Rheinggold, 1993)、「以網際網路作為成員之間彼此連

結的管道，社群成員間彼此得到情感上的支持、資訊的流通與興趣的

分享」(Ba, 2001)。因此，「互動」、「共享」、「資訊流通」、「以

網際網路為傳播媒介」通常被認為是虛擬社群所具備的特色與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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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網站 (Social Network Sites, SNSs)是以上述虛擬社群的特色為背

景，進而演化發展出來的一種新興虛擬社群架構(Framework)和參與場

域 (Sites)，也就是「一種公開或半公開的系統，在系統中使用者可以

連結其他有關係的使用者成為一套名冊，並可觀看與連結名單內的其

他使用者」(Boyd & Ellison, 2008)。社群網站通常具有下列三個特徵

(Donath & Boyd, 2004)：(1)可以讓個人在限定的(Bounded)系統內選擇

建立公開或半公開的檔案、(2)可以呈現社群中與自己有連結的其他使

用者所公開的資訊和所分享的內容、(3)可以瀏覽和經由其他人名單上

的連結與在這個系統內的其他人建立起關係。在這三個特徵下，使社

群網站有別於過去社群網站以「議題」、「共同興趣」、「團體」為

中心的發展與活動模式，形成以「個人」為中心的網絡(Boyd & Ellison, 

2008)。  

目前世界上成長速度最快、規模最驚人、功能最齊全的社群網站

是甫成立7年的Facebook。Facebook最初是由Mark Zuckerberg在2004

年就讀哈佛大學時，根據學校發給新進學生用來認識校內其他成員的

名冊所建立的哈佛學生社交網站，漸漸地擴展到給鄰近學校的學生註

冊使用，後來陸續開放演變到最後只需要有效的電子郵件信箱即可註

冊加入，而成為一個全球性的社群網站。透過Facebook，使用者在註

冊成為會員之後，可以建立個人檔案並選擇性公開，擁有無限制的影

音與照片上傳空間，撰寫網誌，傳遞即時訊息，轉貼連結，玩不同類

型的小遊戲、應用程式或心理測驗，回應朋友的近況動態，利用「塗

鴉牆」抒發自己的情緒和記錄日常生活的一舉一動，建立社團或粉絲

頁和具有共同興趣或目的的使用者一起分享資訊、交流互動，透過使

用者朋友名單的連結找出更多失聯或共同的朋友……等等；種種功能

都可以讓使用者建立比起以往虛擬社群更緊密的人際關係互動模式，

因此靠著這種與他人互動的魔力成為全世界最受歡迎的社交網絡服務

網站。總結上述，可以簡單將Facebook的特色歸納如下：  

 

 



第二章 文獻檢閱與探討 

 29

(一) 從虛擬世界整合現實生活中的人際網絡關係  

由 Facebook建 立 起 來 的 人 際 關 係 ， 並 不 單 純 只 存 在 於 虛 擬 世 界

中 ， 而 會 與 生 活 中 的 人 際 網 絡 互 相 結 合 ( 江 旻 峻 ， 2007) 。 透 過

Facebook，使用者不僅能增加新的社交網絡，更能強化、鞏固現實生

活中既有的人際關係。  

(二) 隱私權方面的控制得宜  

Facebook需要有實際帳號才能登入，且允許使用者可以準確控制

哪些人能夠查看自己在Facebook上提供的訊息 (蒲開今，2009)。即使

目前Facebook最為人詬病的一點是隱私權問題，然而透過設定可以讓

不同人看到不同的隱私內容，適度地揭露個人資訊得以讓互動更為熱

絡。  

根據CheckFacebook.com網站截至2011年6月8日的資料顯示，目前

全球Facebook的使用者約有6億8千萬餘人，預計在不久的將來即將突

破7億人大關；其中臺灣的使用者約有960萬餘人，佔全球的1.41％。

在臺灣，根據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調查臺灣網友的網路娛樂行為

後指出，最常使用的網路娛樂前五名即有四名屬於「社群網站」的性

質 ， 而 且 近 70％ 使 用 社 群 網 路 的 網 友 幾 乎 每 天 都 會 造 訪 Facebook。

Facebook在近幾年來的爆炸性發展與 受到重視的程度可以從表4的 各

項統計數據看出一些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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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社群網站 Facebook 影響力調查彙整  

時間  調查單位  觀察面向  數據資料  

2010 年 8 月  eMarketer 廣告收益  全球社群網站廣告收益將從 2009 年的

25 億美金，成長至 2010 年的 33 億美

金，幅度高達 31％，其中 39％是來自

Facebook。光是美國的社群網站廣告收

益，也將從 2009 年的 14 億美金，成長

超過 20%至 2010 年的 16.8 億美金，其

中 將 近 一 半 ( 約 8.35 億 美 金 ) 是 由

Facebook 所貢獻，2011 年的社群網站

廣告收益預估將超過 20 億美金。  

2010 年 10 月  美國市場分

析調查公司

ComScore

和 Hitwise 

網路流量與  

頁面瀏覽數  

Facebook 在 美 國 的 網 路 流 量 已 經 從

2009 年 10 月的 9373 萬人，增加到 2010

年 10 月的 1 億 5113 萬人，成長幅度高

達 55.2%。此外，Facebook 一個網站的

頁面瀏覽數，就佔了全美的四分之一，

同時也是全球網路造訪數的百分之十。

2010 年 12 月  行銷研究公

司 Constant 

Contact 與

Lyris 

企業行銷工具 在企業界中 Facebook 已經成為在「網

站」與「電子郵件」之後，第三重要的

廣告行銷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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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調查單位  觀察面向  數據資料  

2011 年 1 月  社群媒體  

專家

Mashable 

日常生活使用 社 群 媒 體 專 家 Mashable 整 理 出 的

Facebook 相關數據，顯示出現代多數人

的生活已經離不開它，其中包括：  

1.18 至 24 歲大學生的用戶人數成長最

快，年成長率是 74％。  

2.「Facebook」一詞已經連續第二年位

居 美 國 網 友 熱 門 搜 尋 關 鍵 字 的 第 一

名，佔所有美國網友搜尋的 2.11％。其

他也有許多和「Facebook」類似的關鍵

字上榜，例如排名第二、第六和第九的

「Facebook login」、「Facebook.com」

及 「 www.Facebook.com 」 。 這 些 與

「Facebook」相關的詞彙總共佔了所有

搜尋的 3.48％，和 2010 年相比成長了

達兩倍之多。  

3.跨年期間，全球約有 7 億 5000 萬張照

片被上傳到 Facebook 上。  

2011 年 1 月  美國市場分

析調查公司

Experian 

Hitwise 

網站瀏覽人數 Facebook(8.93%)在 2010 年已超越網路

巨擎 Google(7.19%)而成為全美瀏覽次

數最高的網站；同時「Facebook」這個

詞，也是連續第二年成為美國網友中最

熱 門 的 搜 尋 關 鍵 字 。 其 原 因 在 於

Facebook 已 成 為 網 路 世 界 的 認 同 系

統，擁有超過 5 億的用戶資料庫，佔 46%

的所有網站登入數，遠超過 Google 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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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調查單位  觀察面向  數據資料  

2011 年 2 月  美國「廣告

調查榜」(Ad 

Focus 

Survey) 

廣告  Facebook 在 2011 年 1 月約有 1.53 億人

次的美國人造訪，占美國網友 72.3%，

並且首度躋身「廣告調查榜」(Ad Focus 

Survey)的前十名；2010 年 6 月 Facebook

僅在 26 名，半年後(2010 年 12 月)躍居

第 11 名，2011 年 1 月開出紅盤一舉拿

下第 10 名，晉升速度可謂驚人。  

2011 年 2 月  美國本土  

企業主網絡

Merchant 

Circle 

企業的  

網路行銷工具

70%的美國本土企業考量到「時間耗費

不長」與「成本低廉」的優勢，開始使

用 Facebook 做為網路行銷的利器，較

2009 年成長 20%。其中，Facebook 的

使 用 率 更 是 第 一 次 超 越 Google 

(66%)，成為小型企業在網路行銷上的

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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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調查單位  觀察面向  數據資料  

2011 年 2 月  財團法人資

訊工業策進

會  

臺灣網友的  

網路娛樂行為

財 團 法 人 資 策 會 產 業 情 報 研 究 所

(Market Intelligence & Consulting 

Institute, MIC)指出，臺灣網友常常使用

的 網 路 娛 樂 活 動 排 名 分 別 為 網 路 影 音

(60.1％)、網路遊戲(58.1％)、社交網站

(51.8％ )、 部 落 格 (39.6％ )及 線 上 論 壇 /

討論區 (39.3％ )，其中第二名至第五名

的娛樂性質都屬於社群網路，這顯示出

社 群 網 站 活 動 已 成 為 多 數 網 友 網 路 娛

樂活動的主要內容。其中近幾年來興起

的 Facebook 因為可以滿足網路上人際

互動、資訊傳遞與接收、紓解壓力、聯

繫感情等等需求，因此近 70％使用社群

網 路 的 網 友 幾 乎 每 天 都 會 造 訪

Facebook。  

2011 年 3 月  美國市場調

查研究公司

Netpop 

Research 

流量數據  「 Facebook 是 目 前 世 界 最 大 的 社 群 網

站 」 ， 以 實 際 流 量 統 計 數 據 來 看 ，

Facebook 不 管 是 在 用 戶 數 量 、 造 訪 流

量、用戶在線時間或發文數量等等各項

統計資料都是位居首位。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數位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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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章首先介紹研究設計中的目標與調查方法的對應關係，接續介

紹各項調查方法的內涵。  

第一節 研究問題與調查方法  

本研究以國內近年來持續受關注的環境影響評估之公共參與議題

為經，輔以本案所挑選之三個重大具爭議個案為緯進行探究。在呼應

研究目的之下，本研究之目標與對應的研究調查方法，如表5。  

依據前述研究目的，本研究分為三個階段予以規劃執行，如表5。

第一階段著重於「蒐集」，主要先透過相關文獻檢閱、電子化機制的

觀摩與深度訪談 (個別與焦點團體 )以確立特定環評制度與潛在可行的

電子化參與機制；第二階段則在於「規劃」，主要目標在於瞭解環境

影 響 評 估 個 案 之 標 的 對 象 的 需 求 與 共 識 ， 以 研 擬 電 子 化 公 共 參 與 機

制、執行程序與評估架構。本研究從當前重大的環境影響評估案中挑

選特定個案 (於第一階段蒐集並決定 )，更進一步針對深度訪談環評個

案中的標的對象 (主管機關、環評機構、環保團體、社區民眾等 )，透

過次級或二手資料、電話或網路、個別與焦點團體深度訪談，並搭配

官方或非官方社群網站機制等途徑傳佈資訊，邀集多元利害關係人藉

由線上論壇參與討論其對議題與電子化參與機制的需求；第三階段則

在於「確立」，主要將前述電子化公共參與的階段性規劃成果，更廣

泛的藉由問卷調查途徑，具體求證於受到相關環境事件衝擊之社會多

元利害關係人並予以修正，以確立可與既有實體參與制度互補的電子

化參與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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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研究目的與研究設計摘要  

研究階段  資料蒐集方法  資料來源  

一、瞭解我國環境

影 響 評 估 中 公 共

參 與 的 現 況 及 困

境，及當前各式電

子 化 參 與 機 制 的

型態與發展。  

 

(a)文獻檢閱分析 - 中英文期刊資料庫  

- 國內外政府出版品  

- 次級(二手)資料  

- 網際網路  

(b)個 別 深 度 與 焦

點團體訪談  

特定環評個案的  

- 政府主辦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  

- 受 環 評 個 案 影 響 的 主 要 利 害 關

係人(個別民眾、企業、非營利組織)

- 相關領域專家學者  

二、瞭解環境影響

評 估 個 案 之 標 的

對 象 的 需 求 與 共

識，以評估電子化

公 共 參 與 機 制 的

可行性。  

 

(a)文獻檢閱分析 同上  

(b)個 別 深 度 與 焦

點團體訪談  

特定環評個案的  

- 政府主辦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  

- 關 切 相 關 環 境 議 題 的 個 人 (網 路

民眾為主)與團體(企業、非營利組織)

- 受 環 評 個 案 影 響 的 主 要 利 害 關

係人(個別民眾、企業、非營利組織)

- 相關領域專家學者  

(c)線 上 社 群 網 站

的 建 置 與 參 與 觀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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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階段  資料蒐集方法  資料來源  

三、電子化公共參

與的階段性評估

成果，更廣泛地求

證於受到相關環

境事件衝擊之社

會多元利害關係

人並予以修正，以

確立電子化社群

網站體現民主參

與的可行性。  

 

(a)文獻檢閱分析 同上  

(b)個 別 深 度 與 焦

點團體訪談  

重大環評個案的  

- 政府主辦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  

- 關 切 相 關 環 境 議 題 的 個 人 (網 路

民眾為主)與團體(企業、非營利組織)

- 受 環 評 個 案 影 響 的 利 害 關 係 人

(個別民眾、企業、非營利組織) 

- 相關領域專家學者  

(d) 問 卷 ( 紙 本 / 網

路調查)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前述三大研究階段可轉化為四個研究問題，並與前述資料蒐集方

法與資料來源相對應。  

第一階段，瞭解我國環境影響評估中公共參與的現況及困境，及

當前各式電子化參與機制的型態與發展。主要對應兩個問題，研究問

題1:我國重大環境政策中公共參與的現況與現況為何？研究問題2:當

前主要電子化社群參與機制的發展現況為何？  

第二階段，瞭解環境影響評估個案之標的對象的需求與共識，以

評估電子化公共參與機制的功能與效益。研究問題3:重大環境個案之

標的對象對電子化社群參與機制的評價與期望為何？  

第三階段，電子化公共參與的階段性評估成果，更廣泛地求證於

受到相關環境事件衝擊之社會多元利害關係人並予以修正，以確立電

子化社群網站體現民主參與的可行性。研究問題4:政策多元利害關係

人對電子化社群網站的政策參與效益之評價與需求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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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調查方法  

對照上表5，為具體回答本研究目標，本研究將採用質量兼具的研

究途徑，並透過實體與電子化調查方法搭配，藉以交叉檢證成果並達

研究綜效，主要研究方法包括。  

一、   文獻檢閱分析法 (a) 

本研究以環保政策參與困境與現況、及電子化公民參與等相關文

獻與理論探討為核心，並透過特定環評個案相關背景資料的蒐集與評

述，藉以闡明並釐清我國特定環評個案下公眾參與的制度、機制應用

現況與困境、並從中探討社群網站於既有制度下可能產生的效益。  

二、   焦點團體訪談 (b) 

深度訪談是在從事質化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其優點在於研

究者可以透過和受訪者的直接面對、交談，進而得到第一手的資料；

同時，研究者可以依據訪談的狀況隨時進行發揮，獲取更多受訪者本

身的意見。  

依據研究問題，以目的抽樣訪談針對本案鎖定之三個環評個案之

中不同立場的利害關係人，主要包括：  

(一) 公民社會代表  

社群網站的參與者、社群網站的經營者、非政府組織的代表。  

(二) 政府機關代表  

政府體系中所涉不同機關代表，例如環保署、經濟部、研考會、

內政部警政署等。  

(三) 企業組織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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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與 特 定 環 評 的 廠 商 代 表 。 焦 點 團 體 座 談 中 部 分 機 關 與 廠 商 代

表，皆透過正式公文邀請。2焦點座談舉辦於2011年08月31日，共計邀

請七位受訪者，詳附錄一。  

三、   線上平臺的參與觀察(c) 

在質化研究中，參與觀察法是研究者自覺且有系統地融入被觀察

者的群體與互動情境中，藉以描繪情境並蒐集所需資料。本研究係以

此研究方法觀察並融入社群平臺討論過程。於研究期間中，透過研究

成員的引導並融入參與討論，藉以觀察並記錄社會大眾、環境團體代

表、公務人員甚至學者之間互動內容與情況。  

本研究透過Facebook平臺的建置、經營一個可供線上使用者參與

的社群網站，憑藉其資訊知識即時分享、廣泛社群凝聚、及可使參與

者多向議題互動討論的優勢，來吸引並引導關注三個環境議題的線上

使用者參與討論。  

本研究於2011年3月至8月底期間，主要觀察國內環保團體所經營

之具代表性環保社群網站，於綠色公民行動聯盟、諾努客 (NONUKE)

行動團體及反中科熱血青年聯盟等三個平臺中使用者的發言、回應、

與分享訊息等參與活動，  選擇各觀察各平臺的理由詳述於第四章。   

四、   網路問卷調查 (d) 

在研究目的之下，針對個別深度訪談與焦點團體座談部分受邀對

象進行問卷調查，主要調查的對象為前述三個特定Facebook環保社群

平臺的個別參與者。問卷發放期間為2011年9月1日至18日。問卷回收

情況與說明詳述於第六章。  

綜上，本研究採取質化線上參與觀察、深度訪談及焦點團體訪談，

來瞭解我國環境影響評估公共參與的現況，及當前各式電子化參與機

                                                 

2 座談期間適逢政府決定暫緩中科四期的興建，原願意受訪的政府機關代表及企

業廠商代表，皆表達不願意出席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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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型態與發展並從中累積相關看法與知識；另一方面，本研究也使

用量化問卷調查，再次求證關心特定環評議題、反中科、反核等環境

議題的社群網站使用者，藉以確立研究成果的適切性與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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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環保社群網站的觀摩及輿情分析 

由前述介紹可知，Facebook社群網站上諸多功能與工具存在著實

踐不同電子化參與層次的潛能，也可以使得各式各樣的環境與政策議

題訊息不間斷且即時被廣大使用者所連結運用、傳遞與共享。此處藉

由本研究案成員針對本研究關注的特定Facebook平臺當中實際功能、

運作與效益進行觀摩，以初步界定出平臺功能與其可體現電子化參與

層次的關聯，並藉此作為後續問卷調查與深度訪談的參照基礎。本章

各節安排，首先針對本研究選定的代表性環保團體及其所運作的環保

社群網站平臺進行介紹，再從這些環保社群平臺觀察所得到的資料分

析上面使用者的發言參與情況，最後，評析社群網站不同功能可體現

電子化參與的潛能，並探討「核四」為關鍵字進行網路搜尋分析對於

本研究的價值。  

第一節 Facebook環保社群平臺的觀察  

Facebook社群平臺上的諸多功能與工具能夠部分提供使用者達成

不同層次的電子化參與，也可以使得各式各樣的議題訊息不斷快速被

連結、共享。然而在Facebook平臺實際操作層面下又會呈現出什麼樣

的面貌？目前在環評爭議中，不僅議題探討的面向相當多元，投身其

中運作的團體更是不計其數。本研究在鎖定國光石化、中科四期及核

四興建等三個主要觀察議題，藉由線上的蒐集與觀察得出許多參與這

些個案的重要環保社群平臺，如附錄二。  

在Facebook環保社群平臺的觀察方面，本研究主要鎖定參與過核

四及中科四期活動，且本身有在經營Facebook平臺的環保團體。藉由

觀察其Facebook平臺經營的情形，從中選取經營Facebook環保社群平

臺較佳的代表性環保團體。而在Facebook環保社群平臺挑選指標的訂

定上採用，主要兼顧該Facebook環保社群平臺的文章量、舉辦活動數

目、按讚數、在環境活動中的重要性及文章更新效率……等指標來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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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篩選。最後研究決定選取以反中科熱血青年聯盟、綠色公民行動聯

盟、NONUKE諾努客行動團隊三個環保組織，各環保平臺的篩選理由

如表6所示。  

表6：Facebook 環保社群平臺挑選說明  

平臺名稱  
Facebook 按讚數

(2011/08/31 止 ) 
選擇理由  網址  

綠色公民行動

聯盟  
2593 

1. 與核四相關

文章多  

2. 按讚數多  

http://www.facebook.com/pa

ges/%E7%B6%A0%E8%89

%B2%E5%85%AC%E6%B0

%91%E8%A1%8C%E5%8B

%95%E8%81%AF%E7%9B

%9FGreen-Citizens-Action-

Alliance/103640919705348 

NONUKE 諾努

客行動團隊  
2453 

1. 聚焦於核四

議題上  

2. 主辦多場反

核運動  

3. 按讚數多  

http://www.facebook.com/n

onuketw 

 

反中科熱血青

年聯盟  
4422 

1. 按讚數多  

2. 文章更新速

度快  

3. 反中科四最

主要的虛擬

團體  

4. 舉辦多場反

中科相關環

保運動  

http://www.facebook.com/an

tictsp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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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選取出三個Facebook環保社群平臺之後，本研究便開始記錄三

個 平 臺 的 參 與 及 發 言 情 形 ， 記 錄 時 間 則 是 從 2011年 的 3月 1日 進 行 到

2011年的8月31日。而選取3月1日作為本研究觀察始點的原因在於，日

本於同年的3月11日發生福島核災事件，此事件不但引起了國際對於環

境議題的關注，其同時也再次帶起了我國對於核能議題討論的風潮。

因此，本研究選擇這個時間做為觀察始點，並開始觀察這三個環保社

群平臺參與者的線上發言參與活動。  

綜上，本研究在這些議題範圍內，主要鎖定研究期間正發展中的

反中科四期，及反核四兩大環境議題，並以Facebook環保社群平臺的

成 員 人 數 和 訂 閱 平 臺 人 數 多 寡 作 為 本 研 究 的 線 上 觀 察 平 臺 挑 選 的 依

據，以下更進一步地介紹選定觀察的三個Facebook環保社群平臺。  

一、   反中科熱血青年聯盟  

反中科熱血青年聯盟是一個Facebook平臺上的虛擬社團，顧名思

義主要的組成份子是關懷中科環保議題的年輕人或青年學子，雖然線

上討論的參與者不侷限於年輕的年齡層。研究發現，特別強調青年學

子的理由乃是基於「世代正義，環境永續的概念」，認為在世代正義

的理念當中，環境保護的概念必需被永續傳承，而廣大社會主要的實

踐者便是青年輕人，因此在短期的目標之下就是吸引更多的青年關注

環境與自身的關係。基此，此線上社團的討論中不僅關心中科三期、

中科四期等高科技汙染的議題，也對於國光石化背後所隱含的產業結

構問題，及具高風險的核四興建秉持著反對的態度。  

在這個組織當中使用了兩個平臺，其網站的特性也恰好相反，一

個是較屬於傳統靜態網站；另一個是屬於web 2.0模式的網站。前者成

立於2009年10月，平臺上面記載著文件與訊息也都是偏向資料型，諸

如中科三期與四期的大事紀、有關於中科環評會議的政府資料、相關

環保團體和專家學者的專業見解等，可供尚未瞭解中科議題的平臺使

用者參考。後者的平臺是Facebook，成立的時間約莫2009年6月左右，

迄今約有4300多人訂閱 (按過讚 )這個平臺的資訊。「反中科熱血青年

聯盟」主要運用Facebook，快速、有效、即時、便利等特性，來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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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成員及外部的平臺使用者進行溝通、交流。例如「最新動態／塗鴉

牆」上轉貼許多有關環保議題的新聞和環保組織所拍攝的相關影音資

料，及政府機關公開釋出的資料，甚至是舉辦相關議題的藝文活動。

同時若有遊行活動，這些平臺會幫忙宣傳，下面的留言也大多是支持

的立場。  

根據實體觀察之後，可以瞭解到反中科熱血青年聯盟運用多種平

臺來推廣其訴求和理念的策略。憑藉著社會大眾對Facebook的高使用

率、高傳播性來推展其組織目標與遠景，並於Facebook平臺中採取專

頁連結功能提供本身組織，另一個靜態式的部落格，放置許多關於中

科相關的資料與資訊。從上述面向可以得知電子化社群平臺，對於該

環保青年團體具有相當重要性。  

二、   綠色公民行動聯盟  

以 核 能 發 展 議 題 為 例 ， 綠 色 公 民 行 動 聯 盟 (綠 盟 )表 現 得 相 當 活

躍。綠色公民行動聯盟約於2000年8月成立，以「議題結盟、社區串連、

公民行動、永續社會」的理念，長期致力於臺灣環境政策的建構與環

境議題的推動，期望達到永續的生活環境。「綠色」指的是環境運動

的永續理想；「公民行動」指的是環境保護必須落實在讓社會弱勢公

民優先參與相關過程的重要性；「聯盟」 指的是結合各種民眾的力量，

促成跨領域、跨社區的交流對話與互助協力，共同推動公共政策走向

國家資源合理分配、永續經營的理想社會。  

在反核理念的傳達上，綠色公民行動聯盟除了運用上述的方法來

進行宣傳之外，也透過了網路來散佈其理念。在社群網站的運用上，

綠色公民行動聯盟使用了多種的平臺，例如在樂多日誌、yam天空部

落…等平臺上，都可以發現綠色公民行動聯盟耕耘過的足跡。近來，

更是搭上Facebook的熱潮，希望憑藉Facebook在人際網絡中的連結與

互動能力，讓更多公民可以了解其抱持的理念。  

三、   諾努客行動團隊  

2011年日本311地震引發嚴重的複合式災難後，世界各國漸漸對

「 核 能 使 用 」 進 行 反 思 與 檢 討 。 臺 灣 社 會 在 此 一 趨 勢 下 ， 諾 努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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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UKE)行動團隊與數十個環保、社運、文化與社福等公民團體集

結起來，在各地發起一系列的向日葵廢核行動，讓更多人了瞭解、關

心能源問題。更於2011年4月30日集結於北中南東各地舉辦大型遊行與

集會，希望以民間的草根力量為基礎，向政府要求一個符合環境永續

的能源政策，讓臺灣遠離核電威脅，邁向真正的環境永續。  

在活動宣傳上，諾努客除了成立430反核大遊行的專屬部落格並將

活動背景與資訊放在上面之外，更在Facebook平臺上成立社團，希冀

利用Facebook這種人際社群網絡之間的虛擬連結特性，企圖讓更多人

接收到活動訊息甚至為環境走上街頭。此外，反核大遊行結束之後，

這些平臺並未因此而沈寂下來，在部落格上除了彙整遊行當天的相關

報導，更引進國外的反核運動經驗 (例如，日本的素人之亂 )、相關出

版品的介紹 (例如，《核電員工的最後遺言》一書 )和在活動慶典上進

行理念推廣 (例如，在貢寮海洋音樂祭上以「反核比基尼」為宣傳噱

頭)，積極地累積、傳遞社會上的「反核」能量。Facebook的塗鴉牆成

為 即 時 新 聞 與 資 訊 的 集 散 地 ， 經 過 觀 察 可 以 輕 易 發 現 核 電 的 相 關 新

聞、影片、活動資訊和專家的論述，平臺中的討論更頗為熱烈。  

第二節 環保社群網站的觀摩及輿情分析  

研究於2011年3月至2011年8月，針對「反中科熱血青年聯盟」、

「綠色公民行動聯盟」和「諾努客」等三個Facebook環保社群平臺上

使用者的參與行為進行觀察與分析。其中，分析依據是以該使用者在

平臺上的回應、發言、轉貼連結和喜愛的網站連結內容，來判斷其對

於特定環境議題的態度與立場。此外，參照近期文獻（羅晉，2010）

對使用者對線上公共論壇發言的觀察，一次性效果（one-timer effect）

對線上參與場域的互動效果相當不利。本研究將同一Facebook平臺的

使用者單一個人帳號的回應、留言、張貼文章與連結的次數加總起來

來評估表態使用者的參與程度，對特定平臺來說，未滿2次的「一次效

果」視為「偶然參與者」，而2次以上視為該「社群參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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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綠色公民行動聯盟  

 

 

 

 

 

 

 

 

 

 

 

 

 

 

 

 

圖2：綠色公民行動聯盟 Facebook 粉絲頁  

資料來源：綠色公民行動聯盟 Facebook。  

綠 色 公 民 行 動 聯 盟 的 Facebook粉絲頁在 2011年3月 11日 福 島 核 災

事件之前的粉絲數僅約200人左右。但在311事件發生後的兩天內，粉

絲人數爆增到八、九百人，主要因為綠盟跟日本的反核團體有持續接

洽，在事發後的第一時間內不斷和日本的反核團體以電話更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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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立即發布在自己的粉絲頁上。例如以311地震後核能發電廠爐心熔毀

事件為例，日本的朝日電視臺在報導核災的立場上較為保守，曾一度

否認爐心熔毀，臺灣的媒體僅僅參考朝日電視臺的報導再翻譯播出。

然而，綠盟在事件發生後立即在粉絲頁上發布出爐心熔毀的消息，之

後才被日本官方媒體與臺灣媒體證實，足見綠盟掌握到的資訊遠比國

內媒體更為正確且快速。之後由綠盟與許多環組織之所共同推動430

反核大遊行，期間不斷在粉絲頁上更新資訊、宣傳理念。到了430反核

大遊行當天，粉絲人數增加到1500餘人，到八、九月則連續成長至2600

人左右。綠色公民行動聯盟的Facebook粉絲頁 (見圖2)，截至2011年9

月21日為止總共有2713人按過「讚」，代表至少有兩千餘人曾經造訪

過綠色公民行動聯盟的Facebook粉絲專頁且給予肯定。  

若從2011年3月至2011年8月來觀察，約有134名使用者在上面留言

參與，其中男性約64%，女性約為36％。這134位使用者中有72人明確

在自己的Facebook帳號中表態並公開自己喜歡的其他粉絲專頁。若從

2011年3月1日至2011年8月25日的個人參與情形來看，詳見表7。約有

六成的人於發表言論中明顯表達出 (包括24%的女性和39%的男性 )反

對核能，約有17%的人反對核能、中科與國光石化的興建(包括4%的女

性和13%的男性 )，但仍有17%的使用者無法從留言中判斷其立場與態

度。  

表7：綠色公民行動聯盟 Facebook 的參與者立場與性別交叉表  

               性  別  

環境立場  
女  男  總計  

反核能  23.77% 38.52% 62.30% 

反核能與中科  0.82% 1.64% 2.46% 

反核能與國光石化  0% 0.82% 0.82% 

反核能、中科與國光石化  4.10% 13.11% 17.21% 

無法判斷  7.38% 9.84% 17.21% 

總計  36.07% 63.93% 10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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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個人參與行為頻率所構成的類型上，其中個人的環境網站連結

數目超過2個的有42人，個人回應次數大於2次以上的有46人，個人的

留言次數大於2次以上僅有4人，個人張貼文章或連結的次數大於2次以

上也僅有5人。若以比例來看，從表8可知約有59%的參與者(包括40%

的男性和19%的女性)屬於偶然參與者；相對的，約有41%的使用者(包

括約24%的男性和約17%的女性 )在綠色公民行動聯盟社群中屬於參與

較活躍的一群。  

表8：綠色公民行動聯盟 Facebook 參與者參與頻率與性別交叉表  

               性  別  

參與類型  
女  男  總計  

偶然參與者  18.85% 40.16% 59.02% 

社群參與者  17.21% 23.77% 40.98% 

總計  36.07% 63.93% 10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   反中科熱血青年聯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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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反中科熱血青年聯盟 Facebook 粉絲頁  

資料來源：反中科熱血青年聯盟 Facebook。  

反 中 科 熱 血 青 年 聯 盟 在 Facebook上 的 粉 絲 頁 ， 見 圖 3。截至 2011

年9月21日為止總共有4457個人按過「讚」，代表至少有四千餘人曾經

造訪過「反中科熱血青年聯盟」的粉絲專頁且認同其立場和目標。  

若從2011年3月至8月來觀察，約有102名使用者在上面參與發言，

其中男性約佔六成，女性約有四成；這102位使用者中有74人明確的公

開自己喜歡的環保相關Facebook粉絲專頁。由表9可知，從2011年3月1

日至同年8月25日的個人參與情形來看，約有34%的人(包括11%的女性

和23%的男性)在立場上反對中科，約有14%的人(包括4%的女性和10%

的男性)同時反對中科與國光石化的興建，約有24%的人(包括10%的女

性和14%的男性 )反對核能、中科與國光石化，但有16%的使用者無法

判斷其立場。  

表9：反中科熱血青年聯盟 Facebook 的參與者立場與性別交叉表  

                性  別  

環境立場  
女  男  總計  

反中科  11% 23% 34% 

反國光石化  1% 1% 2% 

反核能與中科  6% 4% 10% 

反中科與國光石化  4% 10% 14% 

反核能、中科與國光石化  10% 14% 24% 

無法判斷  7% 9% 16% 

總計  39% 61%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在使用者個人的參與行為頻率方面，其中個人的環境網站連結數

目超過2個的有50人，個人回應次數大於2次以上的有28人，個人的留

言次數大於2次以上僅有2人，個人張貼文章或連結的次數大於2次以上

也僅有4人。若以比例來看，從表10可以知道約有64%的參與者 (包括

38%的男性和26%的女性 )屬於偶然參與者；相對地，約有36%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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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包括約 23%的男性和約13%的女性 )在反中科熱血青年聯盟社群的

參與程度較高。  

表10：反中科熱血青年聯盟 Facebook 參與者參與頻率與性別交叉表  

               性  別  

參與類型  
女  男  總計  

偶然參與者  26% 38% 64% 

社群參與者  13% 23% 36% 

總計  39% 61% 10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   諾努客  

 

 

 

 

 

 

 

 

 

 

 

 

 

 

圖4：諾努客 Facebook 粉絲頁  



第四章 環保社群網站的觀摩及輿情分析 

51 
 

資料來源：諾努客 Facebook。  

圖 4為 諾 努 客 行 動 團 隊 在 所 經 營 的 Facebook的粉絲頁，截至 2011

年9月21日為止總共有2586個人按過「讚」，代表約有二千餘人曾經造

訪過「諾努客」的粉絲專頁並表示認同。  

從2011年3月至2011年8月來觀察，約有84名使用者在上面參與留

言，其中男性約佔72%，女性約有28%。這84位使用者中有33人明確

表態自己喜歡有關環保的粉絲專頁。若從2011年3月1日至同年8月25

日的個人參與情形，如表11，約有32%的人(包括7%的女性和25%的男

性 )反對核能使用，約有17%的人 (包括4%的女性和13%的男性 )反對核

能、中科與國光石化，但仍有約高達四成的使用者無法從留言判斷其

立場。  

表11：諾努客 Facebook 粉絲頁參與者立場與性別交叉表  

                 性  別  

環境立場  
女  男  總計  

反核能  7.25% 24.64% 31.88% 

反國光石化  0.00% 1.45% 1.45% 

反核能與中科  2.90% 7.25% 10.14% 

反核能與國光石化  1.45% 0.00% 1.45% 

反核能、中科與國光石化 4.35% 13.04% 17.39% 

無法判斷  11.59% 26.09% 37.68% 

總計  27.54% 72.46% 10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在使用者個人的參與行為頻率方面，其中個人的環境網站連結數

目超過2個的有21人，個人回應次數大於2次以上的有12人，個人的留

言次數大於2次以上僅有1人，個人張貼文章或連結的次數大於2次以上

也僅有4人。若以比例來看，從表12可以知道約有八成的參與者 (包括

約六成的男性和兩成的女性)屬於偶然參與者，相對地約有20%的使用

者 (包括約13%的男性和約7%的女性 )在諾努客Facebook社群中參與較

為活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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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諾努客 Facebook 粉絲頁參與者參與頻率與性別交叉表  

               性  別  

參與類型  
女  男  總計  

偶然參與者  20.29% 59.42% 79.71% 

社群參與者  7.25% 59.42% 20.29% 

總計  27.54% 72.46% 10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三節 社群網站電子化參與潛能的釐探  

此 處 藉 由 前 述 社 群 平 臺 的 觀 察 分 析 成 果 ， 對 照 電 子 化 參 與 的 概

念 ， 以 更 深 入 地 探 討 Facebook平 臺 的 功 能 。 根 據 相 關 研 究 (OECD，

2001；轉引自陳敦源等，2004：40；陳敦源、潘競恒，2009；黃東益、

朱斌妤、蕭乃沂，2009)，本研究依前文討論分就三面向：電子化資訊

公開、電子化互動諮詢和電子化決策制定，分別予以討論，並提出綜

合評論於後。  

 

一、 社群網站體現電子化參與的功能  

首先，電子化資訊公開，原本指涉政府主動將資訊傳遞給民眾，

是一種政府到公民(G2C)為主的單向互動關係。在社群網站上的對應功

能，包括Facebook的單向追蹤功能、最新動態 /塗鴉牆、粉絲團 /社團動

態更新、按讚功能、回應功能、轉貼連結、傳訊功能、議題投票、建

立活動、相簿分享、打卡功能、網誌、標記人物，都是有助於電子化

資訊公開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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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Facebook 平臺功能說明 1 

資料來源：綠色公民行動聯盟 Facebook。  

再進一步地解釋其功能，在資訊發布的形式，參考圖5及圖6可以

發現，Facebook已突破傳統僅能發布文字訊息的限制，並能以多媒體

的方式呈現。除了文字訊息的說明之外，更允許發布圖片和影音檔案，

藉此不僅能吸引社群使用者注意，更有助於加深使用者的印象；除此

之外，Facebook頁面也設有「轉貼連結」(Link)，使用者只要在該社群

頁面或是所發布的訊息之下按下分享鍵，該社群頁面或訊息即會顯示

在使用者個人的塗鴉牆上，透過這樣的方式無形中也讓訊息傳佈的範

圍更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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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Facebook 平臺功能說明 2 

資料來源：綠色公民行動聯盟 Facebook。  

其次，在電子化互動諮詢的面向，原本意指公民對政府的施政有

提供意見及回饋意見的管道，是一由政府到公民和公民到政府的雙向

關係。從下圖7可以看出，Facebook的按讚功能、回應功能、和建立活

動等功能，不但可以吸引目標團體參與討論，更有助於政府和公民雙

向意見交換甚或是多向討論的實現。舉例而言，社群管理者會透過頁

面 塗 鴉 牆 的 最 新 動 態 /塗 鴉 牆 功 能 ， 或 是 利 用 建 立 活 動 (Events)的 功

能，藉以即時更新粉絲團頁面的動態、發布最新訊息。而社群使用者

看到聯盟發布的訊息後，也可以按讚表示支持或收到該訊息，甚或是

主動在塗鴉牆上和訊息之下表達意見、發布迴響，形成一個開放的討

論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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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Facebook 平臺功能說明 3 

資料來源：綠色公民行動聯盟 Facebook。  

最後，在電子化決策制定方面，原本意指政府與公民被視為一種

雙向的夥伴關係，在政府決策過程中需要公民積極的參與，同時政府

也須將民眾的需求及意見納入考量才能真正實現電子化決策制定。由

此觀之，Facebook所擁有的功能在缺乏政府實質參與的情況下，似無

法直接影響政策制定。然而未來若透過政府機關的經營、或參與，可

讓 一 般 社 群 使 用 者 藉 由 在 塗 鴉 牆 上 留 言 回 應 ， 或 是 發 布 訊 息 表 達 己

見，這樣的形式讓Facebook成為一個可以討論特定的政策議題的開放

空間。此外，議題投票的功能更可作為電子化政策意見蒐集、議程形

塑和政策選擇的有利工具。由此，不難看出Facebook確實具備可體現

電子化政策制定的潛能，而這也是本研究後續欲透過經驗性研究更深

入予以探究的。  

綜上所述，本研究初步對前述各Facebook環保社群網站的觀摩成

果，將既有Facebook功能對應至電子化參與的三大面向，整理成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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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Facebook 平臺功能與電子參與層次的初步分析  

層次  

 

功能  

電子化資訊傳佈 電子化互動討論 電子化決策制定

單向追蹤功能  V   

最新動態／塗鴉牆  V   

粉絲團／社團動態

更新  

V V  

按讚功能  V V  

回應功能  V V  

轉貼連結  V V  

傳訊功能  V V  

議題投票  V V V 

建立活動  V V V 

相簿分享  V V  

打卡功能  V   

網誌  V V V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從上表13可知，Facebook平臺主要功能對應電子化參與的三大階

段可概分為：電子化資訊傳佈、電子化互動討論和電子化政策制訂。

首先，電子化資訊傳遞是社群平臺的基礎功能，能夠藉由平臺的強大

連結性分享資訊與任何的訊息。舉例而言，在實體觀察反中科熱血青

年這個社群平臺之後，發現其Facebook的塗鴉牆上轉貼了許多相關中

科的新聞，更分享了在一般主流媒體比較沒有報導的影片，諸如分享

了在立法院舉辦「空氣汙染防制法及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公聽會的

影片，給予一般社群平臺使用者觀看。及轉貼相關機關檢驗中科附近

魚群暴斃的原因，使社群平臺使用者瞭解相關河川毒物濃度及相關當

局的回應，是屬於Facebook功能之一粉絲專頁，也是概念上屬於電子

化資訊公開的參與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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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電子化互動討論方面，使用者可於社群平臺上的訊息分

享、資訊提供等，並在各則留言之下回應自己的意見。最簡易的方式

即是Facebook特有的按「讚」功能，這表示受訪者是支持平臺所發表

的言論內容、或對平臺上所載的訊息表示有所共鳴。此外，平臺上可

供使用者留下個人的意見與看法。以反中科熱血青年聯盟為例子，其

中一則訊息討論中科工業用水與農業用水的問題，其下有20個人按讚

及有4則的回應，對於此用水資源的問題互相討論，此部分也屬於電子

化參與層次的互動諮商。  

最後，在電子化政策制訂方面，實務上係指社群平臺基於日前發

生的政治要聞或重大事件而在其塗鴉牆上轉貼相關訊息之後。便可供

使用者試圖研擬出相關活動，邀請有訂閱此社群平臺的平臺使用者一

起參與此活動，抑或是舉辦相關投票活動以供使用者進行議題投票，

藉 以 表 達 本 身 對 於 特 定 政 策 議 題 的 意 見 。 以 綠 色 公 民 行 動 聯 盟 為 例

子，塗鴉牆上轉貼「立法院於2011年6月13日上午九點十分表決預四的

預算案」這樣的新聞訊息。因此其平臺組織舉行「612看守立法院  反

核守夜晚會 /613決戰立法院  刪除核四預算」的活動，在其平臺頁面說

明此次活動流程與活動流程，及平臺頁面下更是有多則的留言。此外，

頁 面 活 動 中 更 顯 示 出 有 99人 表 態 有 意 願 參 加 、 36個 人 選 擇 可 能 會 參

加、784個人尚未回覆等參與訊息。此外，在實體動員上有諸多環保團

體參加，及近期「一人一通電話給選區立委，要求刪除核四預算遠離

核災」。從這些實證數據觀之，在Facebook上特有的實體活動邀約功

能，確實具備實踐電子化決策制定參與的潛能。  

另一方面，本研究認為，以關鍵字進行網路搜尋輿情分析，將可

初步有助於，針對環保團體在Facebook上的平臺進行觀察與分析，可

用以確定該環境議題在網路上受到高度關注，如此一來才有觀察與分

析的價值與必要。因此，本研究遵循委託機關行政院研考會的指示，

結合相關委託研究以「核四」為關鍵字，搜尋主要的網路平臺並進行

輿情分析。分別從國人常用的「Google Trends關鍵字」、「Google關

鍵字」、「Yahoo關鍵字後續追蹤」和「部落格文本」中著手，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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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年七、八月份「核四」這個議題在網路上的「輿情」和受到關注

的趨勢與程度，分析結果詳見附錄三。  

 

二、 社群網站實踐電子化參與的潛能分析  

綜合前述功能與線上參與情況的分析，此處進一步地釐探社

群網站實踐電子化參與的潛能。由本研究所觀察使用者人數（平

臺按讚數）較多的三個Facebook社群平臺，來比較使用人數與回

應人數，可發現民眾參與的比率不高。例如，諾努客Facebook使

用者人數2497人，回應人數84人，回應率約3.4%；綠色公民行動

聯 盟 Facebook使 用 者 人 數 2593 人 ， 回 應 人 數 134人 ， 回 應 率 約

5.2%；反中科熱血青年聯盟使用者人數4422人，回應人數102人，

回應率約2.3%。綜合三個平臺的觀察數據可發現，各平臺的回應

人數佔使用者人數比例均低，回應率皆不超過6%，顯示整體回應

情況普遍不佳。 

以社群平臺的觀察分析成果，再次延伸對照至電子化參與的

三層次可初步地檢視，社群網站在實踐電子化民主參與上的現況

與潛能。 

首先，電子化資訊傳佈方面：Facebook的各項基礎功能如塗

鴉牆、動態更新、單向追蹤、按讚、轉貼連結等，皆有助於散佈

資訊。實際觀察Facebook環保平臺後也發現，平臺管理者平均3至

5天會發佈環保訊息，主要以轉貼電子報新聞為多，其次則為該

組織或其他組織承辦的相關環保活動公告，使用者多以按讚作為

得知或支持該訊息作為回應，且幾乎每則訊息的按讚數皆多於使

用者回應數。由此顯示，Facebook確實有助於電子化資訊傳佈之

參與目標的達成。 

其次，電子化互動討論方面，Facebook的按讚、發佈訊息及

留言回應是能夠讓使用者及管理者達成雙向互動討論的功能。就

實際觀察結果顯示，平臺管理者發佈的各項資訊底下即使按讚數

多，但僅能顯示使用者對於該訊息表示支持、或對該言論有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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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整體而言，主動發佈訊息或留言回應訊息、乃至他人發言仍

佔使用者比例很低。此外，使用者的 留言多以表達自身意見為

主，真正能引起互動討論的留言內容少。此顯示當前Facebook的

使用現況，並未顯著地發揮電子化互動討論的效果。這些效果是

否源自於相似議題的一般網站、社群網站過多，抑或平臺的主題

吸引度，回應機制的設計所致，則尚待未來研究更進一步地檢證。 

最後，在電子化政策制定方面：Facebook的議題投票和建立

活動有助於電子化政策制定層次的達成。研究結果顯示，在本研

究觀察期間內，各環保平臺中並無建立任何議題投票。研究推測

應是平臺的使用者加入該平臺即表示認同該平臺環保理念，無論

反對核能廠建立或反對中科興建者，皆同意環境保護為優先，因

此並無設立議題投票。另一方面，各平臺在本研究觀察期間內所

建立的活動眾多，甚至也成功地動員使用者走出網路、實體參與

遊行或抗議，規模較為大者如430向日葵廢核行動及反中科搶水護

水行動等。然而，比對線上表態參與及實際參與動員的人數的落

差，雖尚未顯著影響發揮政策的效果，但Facebook上特有的活動

建立邀約功能，未來確實擁有達成電子化政策制定的潛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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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焦點座談成果分析 

本章主要針對焦點座談後成果作一論述與評析，其調查成果可歸

納為兩大議題 : 現今環評制度的缺失、電子治理的實際效益。以下就

兩大議題下值得關注的現況作一論述與省思，希冀從中形塑出未來政

府施政方向之具體建議。  

第一節 現今環評制度的缺失  

在追求「經濟」與「永續」價值平衡的政策目標下，我國環境影

響評估制度自1994年通過以來，已有多項開發案進入此制度的審核過

程中。然而，從近年來數個重要的環境影響評估個案觀之，環評制度

本身尚存無法有效落實的困境，需重新加以審視與檢討。以下分別就 : 

環境資訊的內容、環境評估的過程、公開辯證平臺的角色、及民眾參

與的方式等四面向，所潛藏的制度缺失加以評析，各受訪代表的類型

與代碼對應詳見附錄一。  

一、   環境資訊的內容：未能真實呈現  

不管在本研究案鎖定的「中科四期」、「核四興建」也或是「國

光石化」等其他議題等，在長期參與環境議題的主要代表者們皆表示 : 

不同開發政策的選址雖有所不同，各當地相關民眾對於政策的落實卻

有著相同的感觸，即 --環境資訊內容未能真實地呈現，與在地民眾的

認知有相當大的落差。  

如 : 受訪者S指出：「開發會在它的環說書裡面卻去做一個不實的

勾選。」 (S112-113)此突顯了在地民眾對於環評會議所提供的開發環

境說明書之真實性，是存有疑慮與不信任。而此民眾與環評會對於環

境資訊認知的差異，在整個環評制度施行的過程中，卻往往被忽視，

無法進一步與政府進行溝通。如受訪者S情緒激動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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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各方面就是有嚴重的問題，但在這些爭議都還沒被釐清甚

至大家都在很疑慮的狀況下，卻還是環評通過了。」(S128-129) 

從受訪者的言談中可知，在各個議題當中的民眾或是長期涉入環

境議題的志願者，除了對環評會所揭露的環境資訊內容的真實性感到

質疑外，對於所疑慮的環境資訊(如政策選址、政策的用水資源優先順

序、廠商排放廢水於何處等)在整個環評制度中受到的政府回應方式，

也感到相當地不滿，如：在環評書上僅僅輕輕帶過、或是經由相關政

治人物政治磋商後來協調、甚而從未出現過這些相關問題，而後就做

成環評通過的結論等。這些未能針對環境資訊的爭議點，先進行深入

了解而予以回應的方式，對於當地居民或是長期關注於環保議題的人

士而言，往往是無法接受的。  

二、   環境評估的過程：缺乏客觀性  

在環境評估制度施行的過程中，「評估立場的客觀性」扮演著相

當重要的角色，往往是環評制度能否有效落實的關鍵要素。所謂的評

估立場，係指描繪與分析環境問題的角度；一個開發政策，對於當地

環境造成的影響、危害或是問題等，需從多元角度去審視，並且要求

完整、客觀或是以科學方式加以描述、評估，而這些評估資訊也應該

完整納入環評制度當中被不同立場者加以論述、討論之，最後做出是

否要通過與否的環評結論。唯此，才能達成滿足多數公眾利益的政策

宗旨。然而，目前環評制度的施行，卻缺乏客觀的評估立場及過程。  

我國的環評制度的開始要件，即是要求開發廠商或是相關單位主

動提出對於這些問題的資訊、描述、評估等一份環境說明書(見圖1)，

後續再轉交於相關主管機關進行審議才能真正啟動一個環評制度的開

始。在這樣已有特定立場的單位來提出一份科學、客觀的環境說明書，

其內容自然有所不客觀、甚而有所隱匿、模糊，也導致在許多不同議

題當中，都發生民眾的感受與環境說明書撰寫的情形有所不同。此非

客觀的評估立場，也可從受訪者的回應中被進一步加以描繪如下：  

「對於那個問題的描述，那支持開發的它的立場描述裡面是這個

問題，第一個他會說沒問題，第二個呢有問題但是我們已經把它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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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沒有辦法迴避這種情形，他會跟你說這個沒有問題，所以不用

迴避，那可是後來他快撐不住的時候，他會說有問題但是我們已經減

輕了，所以到最後他都是用減輕的方式，來解決說縱使我們有這些問

題但是我們都可以減輕…」(W254-260) 

三、   公開辯證平臺的角色：流於形式  

承續上述議題，一個具有公開、公正的實質聽證會，對於評估客

觀性的落實是一重要的要件。然而，以近年來的環境評估個案而論，

卻鮮少具備此要件，導致各個特定的環境議題無法由不同的角度、立

場加以審視與辨證。此缺失如受訪者T的回應：  

「現在分成兩第一階段環評跟二階段環評，那一階段環評舉辦公

開說明會的時間事實上是在它已經第一階段通過了的時候或是有條件

通 過 的 時 候 才 辦 說 明 會 ， 那 我 覺 得 如 果 真 的 照 它 這 個 環 評 法 的 程 序

走，我認為太晚，就是說其實你如果它已經通過了你再辦說明會有甚

麼用？一點用處都沒有，其實那時候人民表達意見已經無從去影響。」

(T381-385) 

受訪者T根據自己職業所獲得知識而表示，於環境影響評估制度

法當中，理應舉辦公開說明會，然而在我國現實的運作當中，環境主

管機關舉辦一場公開說明會時，環評結論早已通過，此時舉辦的公開

說明會僅是從上而下的說明，無法有正反交辯的情形，更無法讓相關

民眾反映出自己的意見。即便真的讓相關當地民眾進入環評會議、說

明會議等場內進行發表言論，卻往往無法對於已決定好的環評結論產

生影響。  

除了環境影響評估制度法中有關公開說明會的規定並未充分落實

外，即使具有委員會監督機制的核四議題，民眾意見於其中也未能發

揮其影響效力。如受訪者H所言：  

「在貢寮的鄉親，這麼多年來的那個核安監督，那個安全，那個

環境監督委員會或者是核安監督委員會這兩個委員會，可是民眾不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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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參加了，就是他知道沒有用，他知道你會讓他在裡面講，但是又怎

樣？……甚麼都不能改變…」(H614-618)。  

四、   民眾參與的方式：未能普及  

民眾參與的方式，在環評制度施行的過程中，是另一值得關注的

焦點。從受訪者言論可知，目前的環評制度並未能提供民眾「具普級

性的參與方式」，此問題可從以下議題加以論述：  

(一) 參與人數被限縮  

長期參與環評程序的學者表示：  

「環保署他自己有一套他的說詞是說一階環評它現在已經開放公

民參與，所以他有成案的規定，這樣上限就是參加人數以20人為限。」

(T390-392) 

環保署基於公民參與的理念於相關審查會議開放旁聽，然而在旁

聽要點當中規定人數限制在20人為原則，此等限制無疑限縮了大部分

民眾實際參與的機會，無法進入審查會議當中進行旁聽，同時更顯而

易見的，在限制人民旁聽政策議題無疑代表與公民參與的精神兩者相

為衝突。  

(二) 未公開相關會議資訊  

除了參與人數受到限制，會議的相關資訊也無法達到多數民眾可

汲的程度。根據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的旁聽要點 : 「參與其中的民眾

於審查會議當中無法任意進行攝影、錄音等，若為之仍需徵得主席同

意。」對此，長期參與環評的受訪者進一步表示：  

「真的來到現場的人可能是少數中的少數，那你很多東西應該是

公眾社會力量大家知道，讓民眾讓這個資訊是可以散播。」(T402-405) 

由此可知，環評的旁聽要點無形中限制了會議相關資訊的公開普

及程度，導致相關會議審查的過程、內容、結論等都無法公諸於世來

促使更多民眾注意、瞭解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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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電子技術設備不佳  

除了上述兩項法制規定對於參與普及性的限制，實體審查會議中

傳播電子設備的品質也是影響民眾參與普及性的重要因素。  

如受訪者T表示，相關民眾參加切身相關的環境審查會議之際，

當無法進入現場會議進行旁聽時，相關主辦單位會將請諸多民眾進入

旁聽室利用電子轉播技術進行旁聽。在這過程當中容易產生轉播、音

質、畫面斷訊等相關情況，使得旁聽室民眾無法立即確切得知會議內

容。即便會議結束，相關主管單位也無法將其錄音、錄影內容公開於

網路平臺。  

五、   小結  

於焦點座談中，受訪者們也針對「公民參與」的意涵與相關問題

進行探討。其中，受訪者指出公民參與最為基本的內容，即民眾在其

程序上能夠充分的參與、及獲得充分的資訊。然而，由上述的四大制

度缺失可知，目前環評制度的施行，不但在揭露的環境資訊內容與評

估的客觀性上，並未受到民眾認同之外，民眾參與環境議題的途徑，

也有相當大的限制，此與環評制度所追求的公民參與精神顯然有所落

差。  

今環評制度中的公民參與，雖然面臨上述種種困境，但在社群網

站快速發展與普及的趨勢下，這些困境是否能順勢從中得到解決的契

機，則是値得進一步探究的議題。如焦點座談有關國光石化議題的討

論中，受訪者L即表示，社群網站對於反八輕、反國光石化運動成功

的關鍵主因之一：  

「…八輕這個東西是全國關注的，我們本身沒有用但是我們這些

夥伴有，可以說幫助我們很大，甚至可以說這次反八輕反國光石化能

夠成功，他們出的力量應該是第一功勞。」(L9222-924) 

在環境政策領域當中，一個社群網站的使用對於長期關注於環保

議題的倡議者或民眾參與的社會動員運動而論，是否皆能產生上述助

益，其影響及可能衍生的困境又是為何，下一節將進一步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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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電子參與的實際效益  

本節主要根據受訪者對於環境議題於社群網站應用相關議題的經

驗，作一整理與分析。所涉及的議題包含 : 社群網站作為環境議題參

與媒介的發展、社群網站對環境議題參與的影響、及社群網站平臺的

缺陷。  

一、   社群網站作為環境議題參與媒介的發展  

根據受訪者的經驗得知，社群網站要作為環境議題參與的溝通媒

介，通常需建立在實體倡議活動具有一定成效的前提下。民眾對於環

境 議 題 的 參 與 往 往 是 由 實 體 發 展 至 虛 擬 平 臺 ， 期 間 是 漸 進 移 轉 的 過

程，並非短時間能直接於虛擬平臺吸引多數民眾的持續參與。  

如受訪者C表示，使用Facebook社群網站及網頁作為環境議題參與

的倡導媒介，主要源自於一次實體抗爭活動結束之後。主要倡導的成

員，先藉由舉辦多場環境相關議題的實體講座，將環境議題於校園發

酵，再慢慢吸引越來越多民眾注意社群網站平臺及部落格網頁上關於

環境的倡導資訊。  

「我覺得這個Facebook這種東西可能是比較輔助性質的，這個網

絡 也 其 實 是 我 們 一 場 一 場 講 座 辦 下 來 然 後 一 個 一 個 名 字 e-mail留 下

來，然後我們寄我們資料給你們，或是我們動員的時候寄e-mail給你，

就是說你已經是我們的 ...咖了，然後你在看到我們Facebook說要動員

的時候，你才會來參加。」(C836-840) 

受 訪 者 C認 為 ， 必 須 要 先 思 考 該 如 何 實 體 行 銷 本 身 想 推 廣 的 議

題、理念及資訊等，再從中獲得參與者的任何接觸的管道，並進而不

斷深耕彼此之間的關係與情感。實體參與的力量能有助於社群網站平

臺的發展與形成；相對地，當社群網站平臺屆於成熟，也能藉由資訊

的快速傳播促進大規模的實體參與與動員活動。  

二、   社群網站對環境議題參與的影響  

(一) 促進資訊的快速傳播與互動串聯  



第五章 焦點座談成果分析 

67 
 

而 從 受 訪 者 C的 言 談 當 中 可 以 發 現 ， 在 這 樣 的 情 境 之 下 ， 使 用

Facebook或是部落格網站等變成是輔助的性質，不管是相關環保團體

組織、青年學子自發性組成的組織等都會使用網路快速性、串聯性極

強的特性等來進行相關議題的宣傳及訊息的傳遞。  

受訪者T認為：  

「臉書對我而言是一個資訊收集的工具，就是我讀資料，其實我

自己覺得我在網路上學到很多東西。如果我跟人家互動的話，他會提

供我更多訊息，他看到我在貼就知道我在研究這個議題，那他就會給

我更多的訊息。」(T1096-1106) 

也就是說Facebook對於相關使用者、或是長期關注環境議題者有

其最大助益就是資訊收集的便利，並且可以和其他關注相關議題的使

用者進行互動，進而獲得更多的資訊。  

受訪者S對於電子治理技術的效益繼續補充表示：  

「在國光石化的環評後我們做了一個創舉，就是我們請公民記者

進去幫我們把環評的影像傳出來，因為環保署沒有嘛，我們那時候請

公民記者進去把這影像傳出來我們在網路上做 live的直播，我們在之前

的網路宣傳就是一直告訴大家說，欸大家來看線上監督管理，甚至我

們在環評會代表發言之後，他直接show出那個網站給環評委員看，他

說老師在審學生在看，show出底下那個現在正在觀看的人數，當時我

們就覺得哇，環評會裡面的氣氛很不一樣。」(S895-898) 

利用 ICTs能夠立即超越地點與時空的界線、即時同步等的功能在

2011年1月27號國光石化第四次初審會議充分表現出來，其相關利益團

體 及 抗 議 團 體 利 用 網 路 轉 播 技 術 ， 將 環 評 審 查 會 議 進 行 過 程 加 以 轉

播，同時在網路上的諸多網民也可觀看。在環境制度下是頭一遭的創

舉，除了賦予會議中的審查委員謹慎決策的壓力之外，更將整個決策

過程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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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延伸實體參與的效益  

然而對於環保團體、青年學子組成的組織們來說，不管是Facebook

社群網站或是部落格等其他相關網站而言，這些網路平臺機制僅是一

個輔助性工具，真正撼動人心的是實體的面對面。當實體參與具有一

定成果，也能藉由社群網站平臺延伸其效益。如受訪者S所言：  

「網路只是一個工具，真正能夠感動人心然後產生力量的，當然

還是實體的面對面。雖然說網路是我們很重要的工具，不過就像我剛

才再次的強調，還是面對面容易感動人心，所以我們後來是辦了三四

十場的校園座談，我們說千里行腳，我們要像傳教一樣一次一次的面

對面去跟你講，那講了之後你才會來加我們的Facebook，你才會來看

我們的訊息，那這樣我們的實體活動你才會來參與。」(S899-900、S9

受訪者C08-912) 

由上述可知，一場實體的活動動員，可能事先需要在各校、各地

等舉辦相關的講座座談，透過與參與者面對面的溝通與理念宣導，以

獲得參與者長期的信任與支持，進而藉由社群網站平臺的應用，延伸

實體動員的效果。實體與虛擬參與，兩途徑具有相輔相成之效果。  

本 研 究 案 仿 照 相 關 環 保 團 體 ， 也 建 立 起 一 個 環 保 性 質 的 社 群 平

臺，名為「綠色福爾摩沙Green Formosa」。然而，在本研究案期程當

中並無任何的實體宣傳與實體的動員，僅於固定的時間在網路上釋放

資訊、新聞連結、到各大環保網站進行留言等動作。而檢驗成效即是

端看加入本研究案的粉絲人數，本研究案所經營的平臺粉絲人數僅有

17人。換句話說，關注到本研究案經營的平臺人數僅有17人，其中17

人大多為本研究團隊中的成員，並未有新的成員加入。此實驗平臺的

經營成效，支持受訪者上述的經驗，即「一個社群網站經營的成效，

不僅需要在虛擬網絡上進行不斷的互動，更重要的是，必須建立在實

體網絡關係的基礎上，才能延伸其參與的成效、進而擴大本身虛擬社

群組織的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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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群網站平臺的缺陷  

從各專家學者的意見可以得知，社群網站平臺具有號召及動員民

眾的能力；然而，仍有所不足之處値得進一步探究。以下分別就三面

向說明之：  

(一) 議題的聚焦  

對於相關的環境團體在運用網路工具的經驗，受訪者H明白的表

示網路僅是工具性質：  

「他是個工具他可以擴大某些效益，可是真正這件事情發生真正

的點，是技術上的嗎？我覺得不是，有些大的事件，他什麼樣的結構

跟什麼樣的記事時機點，我覺得更重要。」(H1143-1145) 

如何使得本身組織理念能夠推廣得更為成功，不在於工具型態為

何，更重要的是應該是議題的性質所使然，並且這個議題如何抓住他

人的目光或是吸引他人的投入，則更須仰賴論述的深化。  

(二) 論述的深化  

承上，受訪者W更一步地表示：  

「 我 是 部 分 肯 定 他 的 力 量 是 非 常 大 是 沒 有 錯 。 可 是 要 深 化 論 述

呢，我覺得只有針對部分的人，就是花很多時間在網路瀏覽很多種網

頁那種人，它是不用花很多時間在一個網頁上面。那如果說你這議題

需要比較深的論述的話，你放太多他可能看一看，可能只看標題，那

這種情況下對於像這樣的不管是Facebook這類的電子媒體的話，他能

夠提升民眾參與到甚麼樣的程度？我個人是有點質疑電子媒體真的有

那樣子的強化的功能嗎？」(W1073-1080) 

在環境領域當中運用電子治理的技術來推廣、行銷、宣傳本身組

織針對此議題的理念或是論述的主題，都必須強而有力地吸引人，並

且進一步將本身組織內涵深化、強化等才能更長久吸引他人參與。否

則，對於重度網路上癮者、或是其他長時間使用網路者而言，可能僅

是瀏覽性質，而無法成為長期參與的份子。而此部份是目前電子虛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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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平臺的困境之一，在其平臺上有源源不斷的資訊快速相互流傳，

卻難以對於某一主題的內涵進行深化、強化其論述。  

(三) 數位的普及  

從受訪者言論中也可發現，目前數位使用的普及狀況，因南北區

域而有所差異，尤其以中南部較為不普遍。如受訪者J表示：  

「很多的朋友是沒有辦法上網的，老人家或是怎麼樣(導致他們也

無法得知很多關於環評的資訊)。」(J1195) 

受訪者表示，關於中南部的環境政策，其能見度相對於北部的議

題或是全國的環境議題而言，總是稍嫌薄弱；中南部當地許多老農民

是不會使用網路，因此對於環境政策牽涉的當地利害相關者，必須使

用實體動員的方式，抑或是透過其他相關環保組織加以告知、共同動

員。此因為數位落差而導致民眾參與環境議題途徑的差異，是環境倡

議者在進行社會動員時，値得思索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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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調查成果問卷分析 

在問卷發放的進行上，本研究對於問卷發放對象的選取，主要是

針對特定Facebook環保社群平臺來進行受訪者篩選。  

在問卷受訪者篩選之進行上，本研究則是先鎖定參與過核四及中

科四期活動，且本身有在經營Facebook平臺的環保團體，再進而從中

選取經營Facebook平臺成效較佳的組織；將評量指標進行綜合考量之

後，本研究最後則是選取了綠色公民行動聯盟、NONUKE諾努客行動

團體及反中科熱血青年聯盟等三個組織來進行問卷發放。  

由於研究進行期間，日本於2011年3月11日發生了福島核災事件，

配合此事件所帶起的環保議題風潮，本研究選擇從3月1日至8月31日，

作為本研究的平臺觀察區間；截至觀察日期為止，本研究共收集了曾

在上述三個Facebook中有留言、回應記錄之名單，總計共320位；扣除

參與者在Facebook平臺上無法發送訊息的部分，本研究在Facebook平

臺經營問卷發放上，共成功發送了253份問卷。  

本研究共計回收13份有效問卷，回收率未如預期，推測其主要原

因在於，本研究主要透過Facebook非互為好友的方式，於發出訊息附

加問卷檔案；但由於目前智慧手機使用率普及，會造成以手機瀏覽訊

息者無法於第一時間填寫，以至於即便進行催收，問卷回收數目也無

法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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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問卷分析  

一、   受訪者的基本資料  

(一) 性別  

表14顯示受訪者的性別比例，為男性的比例有69.2%，而女性則

為30.8%。因此，顯示本研究受訪者的性別比例分布上，受訪對象是

以男性居多。  

表14：受訪者性別  

性別  (n=13) 

 次數 百分比 

男性 9 69.2% 

女性 4 30.8% 

總和 13 100% 

有效樣本數：1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 年齡  

將受訪者之出生年份整理後如表15所示，20歲以上未滿30歲之受

訪者最多，共計8位，比例佔61.5%；其次，30歲以上共有5位，比例

佔30.8%；而19歲以下的受訪者僅有1位，所佔比例為7.7%。  

表15：受訪者出生年份  

請問您的年齡為？(n=13) 

 次數  百分比  

20 歲以上，未滿 30 歲  8 61.5% 

30 歲以上  5 30.8% 

19 歲以下  1 7.7% 

總和  13 100% 

有效樣本數：1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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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育程度  

在受訪者教育程度的分布如表16所示，學歷為高中或高職的受訪

者，其比例占了7.7%；學歷為專科者則有15.4%；學歷為大學者則有

46.2%； 研 究 所 以 上 學 歷 者 則 有 30.8%。 故 在 受 訪 者 教 育 程 度 的 分 布

上，是以大學學歷者的比例為最高。  

表16：受訪者教育程度  

請問您所受的教育程度為？(包含目前正在就讀) (n=13) 

 次數  百分比  

大學  6 46.2% 

研究所以上  4 30.8% 

專科  2 15.4% 

高中或高職(含五專前三年 ) 1 7.7% 

總和  13 100% 

有效樣本數：1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 每日平均上網時數  

表 17為 受 訪 者 平 均 上 網 時 數 分 布 之 情 形 ， 從 其 中 可 以 發 現 ， 有

7.7%的受訪者平均一天上網時數未滿兩小時；平均一天上網兩個小時

以上、未滿四小時的受訪者，其比例則占46.2%；而一天上網超過四

小時的受訪者比例亦為46.2%。總和上述可發現，約九成的受訪者平

均一天上網時數在兩個小時以上。  

表17：受訪者平均上網時數  

請問您平均一天花幾小時上網？＿小時 (n=13) 

 次數  百分比  

未滿 2 小時  1 7.7% 

2 小時以上～未滿 4 小時  6 46.2% 

4 小時以上  6 46.2% 

總和  1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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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樣本數：1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   網路使用經驗與認知  

(一) 受訪者關注環境議題時所使用的社群網站  

如表18所示，受訪者在關注環境議題時所使用的社群網站，選擇

BBS與Plurk者為最少，其比例僅有7.7%；而選擇政府機關及其它選項

者，其比例則有15.4%；運用搜尋引擎及Youtube來關注環保議題者，

其比例則有38.5%；透過部落格及環保團體網站來關注環保議題者，

其比例則有46.2%；而在所有選項中，Facebook選項則是被最多受訪者

選取的，其選取次數共有13次，其比例則為100%。 

表18：受訪者關注環境議題時所使用的社群網站  

這一年來，您最常透過哪一類網站來關注環境議題？(複選)(n=13) 

    有效百分比  

項目  

有效百分比  

(有效填答數 /總填答數 ) 

Facebook 
13/13 

(100%) 

部落格 
6/13 

(46.2%) 

環保性質網站 
6/13 

(46.2%) 

YouTube 
5/13 

(38.5%) 

搜尋引擎(如：Google，

Yahoo) 

5/13 

(38.5%) 

其他 
2/13 

(15.4%) 

政府機關 
2/13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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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S 
1/13 

(7.7%) 

Plurk 
1/13 

(7.7%) 

「其他」說明：勾選「其他」的受訪者共有兩位，然而此兩位受訪者皆未

進一步填寫其所常用的網站。  

此外，問卷中亦設有 LinkedIn、Google+、Myspace、Friendster、Hi5、Twitter、

Tumblr 之選項，不過皆未有受訪者選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 受訪者使用政府網站之頻率  

受訪者使用政府網站頻率的分布如表19所示，以很少使用之比例

為最高，其高達了69.2%；受訪者選擇從未使用的比例則為15.4%；比

例最低的選項則為每天使用，沒有任何一位受訪者是每天使用政府網

站的。  

表19：受訪者使用政府網站的頻率  

您使用政府網站的頻率為何？  (n=13) 

 次數  百分比  

很少使用  9 69.2% 

從未使用  2 15.4% 

經常使用  1 7.7% 

偶爾使用  1 7.7% 

每天使用  0 0% 

總和  13 100% 

有效樣本數：1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   Facebook 平臺整體使用經驗與看法  

(一) 使用 Facebook 的頻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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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20所示，在受訪者使用Facebook之頻率上，有高達92.3%的受

訪者是每天使用Facebook的；而經常使用者則占受訪者中的7.7%。由

此可知，對於受訪者而言，Facebook的使用率其實是相當高的。  

表20：受訪者使用 Facebook 之頻率  

 您使用 Facebook 的頻率為何？ (n=13) 

 次數  百分比  

每天使用  12 92.3% 

經常使用  1 7.7% 

偶爾使用  0 0% 

很少使用  0 0% 

從未使用  0 0% 

總和  13 100% 

有效樣本數：1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 開始使用 Facebook 的時間  

受訪者開始使用Facebook之時間如表21所示，落於「1年～未滿2

年」及「2年～未滿3年」各占受訪者比例的38.5%；「未滿半年」者

則占了受訪者比例的15.4%；「3年以上」者則占了7.7%。故大部分受

訪者使用Facebook之時間，大致都落在1年以上而未滿3年。  

表21：受訪者開始使用 Facebook 之時間  

您使用 Facebook 到現在有多久的時間？ (n=13) 

 次數  百分比  

1 年～未滿 2 年  5 38.5% 

2 年～未滿 3 年  5 38.5% 

未滿半年  2 15.4% 

3 年以上  1 7.7% 

半年～未滿 1 年  0 0% 

總和  1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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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樣本數：1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 平均使用 Facebook 的頻率  

受訪者使用Facebook之間隔時間，選擇「每天數次」的比例占了

61.5%；選擇「每天一次」者則占了23.1%；選擇「兩天一次」及「其

他」者則各占7.7%。由此可知，有過半的受訪者是每天使用Facebook

的，整體情形請參閱表22。  

表22：受訪者平均多久使用 Facebook 

您平均多久使用一次 Facebook？ (n=13) 

 次數  百分比  

每天數次  8 61.5% 

每天一次  3 23.1% 

兩天一次  1 7.7% 

其他  1 7.7% 

一週兩次  0 0% 

一週一次  0 0% 

總和  13 100% 

「其他」說明：一受訪者表示：開機就上線…開機時間不固定。  

有效樣本數：1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 平均每次使用 Facebook 的時間  

如表23所示，在受訪者平均每次使用Facebook時間的呈現上，有

30.8%的受訪者每次使用Facebook平臺1至2小時；而受訪者每次使用

Facebook平臺30分鐘以上未滿1小時者，其比例則有23.1%；而受訪者

選擇「未填答」及「未滿30分鐘」的比例則各占15.4%；受訪者選擇

「2小時～未滿3小時」和「3小時～未滿4小時」的比例則最少，只各

占7.7%。  

表23：受訪者平均每次使用 Facebook 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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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平均每次使用 Facebook 多久？ (n=13) 

 次數  百分比  

1 小時～未滿 2 小時  4 30.8% 

30 分鐘～未滿 1 小時  3 23.1% 

未填答  2 15.4% 

未滿 30 分鐘  2 15.4% 

2 小時～未滿 3 小時  1 7.7% 

3 小時～未滿 4 小時  1 7.7% 

4 小時以上  0 0% 

總和  13 100% 

有效樣本數：11；遺漏值：2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五) 受訪者主動發布資訊的頻率  

關於受訪者對於此問題之回應情形，如表24所示，有30.8%的受

訪者未填答這個問題，推測應是受訪者發布資訊的頻率不固定，可能

難以選擇。而有填答者選擇「每天數次」、「一週兩次」及「一週一

次」選項者之比例，則分別占了15.4%；選擇「每天一次」、「兩天

一次」及「其他」選項者則各占7.7%。而受訪者對於「其他」的說明，

主要是表示有想分享的資訊就會發佈，有時數天才上一次，一次就發

佈許多篇資訊，所以是沒有辦法衡量發布訊息的頻率。  

表24：受訪者主動發布資訊之頻率  

您主動發布資訊在您個人 Faccebook 上動態更新／塗鴉牆的頻率為

何？(n=13) 

 次數  百分比  

未填答  4 30.8% 

每天數次  2 15.4% 

一週兩次  2 15.4% 

一週一次  2 15.4% 

每天一次  1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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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天一次  1 7.7% 

其他  1 7.7% 

總和  13 100% 

「其他」說明：一受訪者表示：不一定，發佈量取決於事情多寡。  

另亦有受訪者表示：「有想分享的資訊就會發佈，有時數天才上一次，

一次就發佈許多篇資訊」。  

有效樣本數：9；遺漏值：4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六) 受訪者對於 Facebook 效益的態度  

如表25所示，關於受訪者對於Facebook效益的態度，由問卷分析

結果可知，絕大部分的受訪者對於使用Facebook，都是抱持著正面的

看 法 。 例 如 ： 全 部 的 受 訪 者 均 同 意 在 關 心 環 境 議 題 的 時 候 ， 使 用

Facebook是一個好的提議；有91.7%的受訪者贊同在關心環境議題的時

候，使用Facebook這樣的想法；同時也有84.7%的受訪者認為在關心環

境議題的時候，使用Facebook是一個愉快的經驗。  

表25：受訪者對於 Facebook 效益的態度  

     

    同意

程度  

 

題目  

有  

效  

值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在關心環

境議題的

時候，  

使用

Facebook

是一個好

的提議。  

13 

7 

(53.8

%) 

6 

(46.2

%) 

0 

(0%)

0 

(0%)

0 

(0%)
4.53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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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程度  

 

題目  

有  

效  

值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在關心環

境議題的

時候，  

我贊同使

用

Facebook

這樣的想

法。  

12 

8 

(66.7

%) 

3 

(25%

) 

1 

(8.3

%) 

0 

(0%)

0 

(0%)
4.58 0.67 

在關心環

境議題的

時候，  

使用

Facebook

是一個愉

快的經

驗。  

13 

5 

(38.5

%) 

6 

(46.2

%) 

2 

(15.4

%) 

0 

(0%)

0 

(0%)
4.23 0.72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七) Facebok 對環境參與的有用性  

受訪者對於Facebook整體有用性之意見如表26所示，有69.3%的受

訪者同意透過Facebook能有效地掌握環境議題的資訊；同時也有77%

的 受 訪 者 表 示 透 過 Facebook能 有 效 地 與 他 人 討 論 環 境 議 題 ； 而 認 同

Facebook有助於發揮對政府對環境政策發展的影響力的比例則較少，

只有58.4%；不過整體而言，有92.3%的受訪者認為Facebook對於關心

環境議題是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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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Facebook 對環境參與的有用性  

   同意  

    程度  

 

 

題目  

有
效
值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Facebook

使我們能

有效地掌

握環境議

題的資

訊。  

13 

3 

(23.1

%) 

6 

(46.2

%) 

4 

(30.8

%) 

0 

(0%)

0 

(0%)
3.92 0.76 

Facebook

能使我們

有效地與

他人討論

環境議

題。  

13 

6 

(46.2

%) 

4 

(30.8

%) 

3 

(23.1

%) 

0 

(0%)

0 

(0%)
4.23 0.83 

Facebook

有助於我

們發揮對

政府對環

境政策發

展的影響

力。  

12 

5 

(41.7

%) 

2 

(16.7

%) 

2 

(16.7

%) 

3 

(25%

) 

0 

(0%)
3.74 1.29 

整體而

言，

Facebook

對我們關

13 

5 

(38.5

%) 

7 

(53.8

%) 

1 

(7.7%

) 

0 

(0%)

0 

(0%)
4.31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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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程度  

 

 

題目  

有
效
值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心環境議

題有幫

助。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   特定 Facebook 使用經驗與看法  

(一) 受訪者最常用來關注環境議題的 Facebook 網站  

根據問卷分析結果顯示，有61.5%的受訪者有透過特定的Facebook

網站來關注環境議題，而這些網站的名稱或是關鍵字分別為「反核活

動」、「反國光」、「全國青年反國光石化聯盟」、「守護水圳」、

「反中科熱血青年」、「青山綠水」、「臺灣農村陣線」、「430向日

葵廢核行動」、「peopo公民新聞網」、「綠色公民行動聯盟」、「低

碳生活部落格」及「陳秉亨」等，整體情形請參閱表27。  

表27：受訪者最常用來關注環境議題的 Facebook 網站  

您有無透過 Facebook 網站來關注環境議題？(n=13) 

 次數  百分比  

有  8 61.5% 

無  4 30.8% 

未填答  1 7.7% 

總和  13 100% 

有效樣本數：12；遺漏值：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 使用 Facebook 的主要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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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28所示，關於受訪者使用特定Facebook平臺的主要動機，最

多的受訪者表示使用特定Facebook是為了瞭解他人的看法與回應，比

例達61.5%；而有53.8%的受訪者則是為了取得環境政策資訊而使用特

定Facebook；亦有受訪者表示其動機為自力救濟，這是因為其住家被

新竹市都市更新而受影響，但其比例並不高，僅占受訪者比例的7.7%。 

表28：使用 Facebook 的主要動機  

您使用特定 Facebook 的主要動機是？ (複選)(n=13) 

     有效百分比  

項目  

有效百分比  

(有效填答數 /總應填答數) 

瞭解他人的看法與回

應  

8/13 

(61.5%) 

取得環境政策資訊  
7/13 

(53.8%) 

討論環境政策議題  
5/13 

(38.5%) 

表達對環境政策觀點  
3/13 

(23.1%) 

宣傳政策理念  
3/13 

(23.1%) 

作為政策參與的管理  
3/13 

(23.1%) 

其他  
1/13 

(7.7%) 

滿足好奇心  
0/13 

(0%) 

滿足成就感  
0/13 

(0%) 

「其他」說明：受訪者表示，使用特定 Facebook 之主要動機為「自力救

濟」，因住家被新竹市都市更新重劃而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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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 使用特定 Facebook 的頻率  

如表29所示，關於受訪者使用特定Facebook之頻率，各有38.5%

的受訪者勾選了「每天使用」，而未填答此問題的比例也占了受訪者

比例的38.5%；另外亦有15.4%的受訪者勾選了「經常使用」；7.7%的

受訪者勾選了「偶爾使用」。故在使用特定Facebook的頻率上，受訪

者勾選每天使用的比例為最高。  

表29：使用特定 Facebook 的頻率  

您使用特定 Facebook 的頻率為何？(n=13) 

 次數  百分比  

每天使用  5 38.5% 

未填答  5 38.5% 

經常使用  2 15.4% 

偶爾使用  1 7.7% 

很少使用  0 0% 

從未使用  0 0% 

總和  13 100% 

有效樣本數：8；遺漏值：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 受訪者發布資訊的頻率  

受訪者發布資訊在特定Facebook之頻率如表30所示，有53.8%的受

訪者未填答此問題，推測可能是受訪者發布資訊並無固定的頻率，或

是依據環境資訊發布而回應，或難以作答而致使填答率較低。在有作

答者的填答結果中，每天發布一次訊息的受訪者比例則占了15.4%；

其餘像是「每天數次」、「一週兩次」、「一週一次」及「其他」選

項 被 勾 選 的 比 例 ， 則 分 別 各 占 7.7%。 故 以 本 問 卷 的 受 訪 者 而 言 ， 有

15.4%的受訪者會每天發布一則訊息在特定的Facebook上。  

表30：受訪者發布資訊的頻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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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發布資訊在特定 Facebook 的頻率為何？(n=13) 

 次數  百分比  

未填答  7 53.8% 

每天一次  2 15.4% 

每天數次  1 7.7% 

一週兩次  1 7.7% 

一週一次  1 7.7% 

其他  1 7.7% 

兩天一次  0 0% 

總和  13 100% 

有效樣本數：6；遺漏值：7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五) 發布資訊到環保社團頻率  

如表31所示，有23.1%的受訪者從未發布訊息到Facebook中與環保

相 關 的 社 團 ； 而 15.4% 的 受 訪 者 ， 其 大 約 一 週 會 發 布 一 次 資 訊 到

Facebook中與環保相關的社團；其餘發布訊息頻率像是「每天數次」

及「一週兩次」則各占7.7%；而有46.2%的受訪者未填答此問題。  

表31：受訪者發布資訊到環保社團之頻率  

您發布資訊到 Facebook 中與環保相關的「社團」的頻率為何？(n=13)

 次數  百分比  

未填答  6 46.2% 

從未使用  3 23.1% 

一週一次  2 15.4% 

每天數次  1 7.7% 

一週兩次  1 7.7% 

每天一次  0 0% 

兩天一次  0 0% 

總和  1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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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樣本數：7；遺漏值：6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六) 知覺有用性(vs.政府網站) 

如表32所示，和政府網站比較起來，所有的受訪者都認為Facebook

其實更有助於掌握環境政策相關的資訊、與他人討論環境政策且有助

於發揮對環境政策的影響力。其中更有高達62.5%的受訪者，其非常

同意Facebook是更有助於與他人討論環境政策的資訊。  

表32：Faceook 相較於政府網站的有用性  

 

同意程度  

 

題目  

有
效
值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相較於政

府網站，特

定

Facebook

更有助於

我掌握環

境政策相

關的資訊。  

8 

4 

(50%

) 

4 

(50%

) 

0 

(0%)

0 

(0%)

0 

(0%)
4.5 0.53

相較於政

府網站，特

定

Facebook

更有助於

我與他人

討論環境

政策的資

訊。  

8 

5 

(62.5

%) 

3 

(37.5

%) 

0 

(0%)

0 

(0%)

0 

(0%)
4.63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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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政

府網站，特

定

Facebook

更有助於

我發揮對

環境政策

的影響力。  

7 

3 

(42.9

%) 

4 

(57.1

%) 

0 

(0%)

0 

(0%)

0 

(0%)
4.29 0.5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七) 有助掌握環境訊息及有助於討論環境政策之 Facebook 功能  

在Facebook平臺所提供的眾多功能中，共有61.5%的受訪者認為最

有助於掌握環境政策的訊息的功能為「最新動態 /塗鴉牆」；其餘像是

「單向追蹤(Notification)」及「粉絲團 /社團動態更新(News feeds)」，

亦 有 53.8% 的 受 訪 者 認 為 其 有 助 於 掌 握 環 境 政 策 的 訊 息 ， 而 其 餘

Facebook平臺所提供的功能，其被勾選的比例均沒有突破50%；而在

有助於討論環境政策的Facebook功能中，有61.5%的受訪者認為「回應

功能(Comment)」最有助於與他人討論環境政策；而其餘Facebook平臺

所提供的功能，被勾選的比例均沒有突破50%。整體填答情形請參閱

表33。  

表33：有助掌握訊息及討論環境政策的 Facebook 功能  

請問特定 Facebook 中的哪些功能有助於您掌握環境政策訊息／討論環境

政策？  

(複選)(n=13) 

     有效百分比  

 

 

項目  

有助掌握環境訊息之

有效百分比  

(有效填答數 /總應填

答數) 

有助於討論環境政策之

有效百分比  

(有效填答數 /總應填答

數) 

最新動態 /塗鴉牆  
8/13 

(61.5%) 

8/13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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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特定 Facebook 中的哪些功能有助於您掌握環境政策訊息／討論環境

政策？  

(複選)(n=13) 

     有效百分比  

 

 

項目  

有助掌握環境訊息之

有效百分比  

(有效填答數 /總應填

答數) 

有助於討論環境政策之

有效百分比  

(有效填答數 /總應填答

數) 

單向追蹤  
7/13 

(53.8%) 

6/13 

(46.2%) 

粉絲團 /社團動態更新  
7/13 

(53.8%) 

6/13 

(46.2%) 

轉貼連結  
6/13 

(46.2%) 

6/13 

(46.2%) 

建立活動  
6/13 

(46.2%) 

4/13 

(30.8%) 

按讚功能  
5/13 

(38.5%) 

4/13 

(30.8%) 

相簿分享  
5/13 

(38.5%) 

4/13 

(30.8%) 

回應功能  
4/13 

(30.8%) 

4/13 

(30.8%) 

網誌  
4/13 

(30.8%) 

4/13 

(30.8%) 

傳訊功能  
4/13 

(30.8%) 

3/13 

(23.1%) 

議題投票  
3/13 

(23.1%) 

3/13 

(23.1%) 

標記人物  

 

3/13 

(23.1%) 

2/13 

(15.4%) 



第六章 調查成果問卷分析 

89 
 

請問特定 Facebook 中的哪些功能有助於您掌握環境政策訊息／討論環境

政策？  

(複選)(n=13) 

     有效百分比  

 

 

項目  

有助掌握環境訊息之

有效百分比  

(有效填答數 /總應填

答數) 

有助於討論環境政策之

有效百分比  

(有效填答數 /總應填答

數) 

打卡功能  
1/13 

(7.7%) 

1/13 

(7.7%)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五、   環境運動參與經驗與看法  

(一) 環保組織的參與經驗  

關於受訪者加入環保組織的經驗，有61.5%的受訪者沒有參加過環境

保護組織；而根據有加入相關環保組織之受訪者表示，其所參加的環

保組織之名稱與關鍵字分別為：「諾努客行動團隊」、「全國青年反

國光石化聯盟」、「反中科熱血青年」、「青山綠水」、「守護水圳」、

「臺灣農村陣線」、「荒野保護協會」及「土壤協會」。  

(二) 實體環保活動的經驗參與  

在參與實體環境活動的經驗方面，有92.3%的受訪者表示有參加

過 實 體 環 保 活 動 ， 而 相 關 活 動 的 名 稱 與 關 鍵 字 分 別 為 「 農 村 陣 線 聯

盟」、「反國光石化」、「反中科」、「反核」、「反核遊行」、「國

光石化第五次專案小組會議」、「行動反核」、「遠見雜誌綠能論壇」、

「行動貢寮」、「2011行動。貢寮培訓營」、「反國光石化」、「反

國光石化講座」、「2011行動貢寮」及「廢六輕圍場」。其中仍以核

能、國光石化及中科議題相關者為多。  

(三) 受訪者對於傳統公民參與的態度  

如表34所示，關於受訪者對於傳統公民參與的態度，有76.9%的

受訪者認為政府應鼓勵民眾透過實體管道 (如，書信、電話、面對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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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政府進行接觸，但同時也有7.7%的受訪者是持反對意見的；同意政

府 應 透 過 實 體 管 道 ， 回 應 民 眾 的 意 見 及 詢 問 的 受 訪 者 比 例 則 為

92.3%；而其它像是政府應將民眾經實體管道反映的意見，實際納入

環境決策中、政府應在從事重要環境決策之前，邀集民眾在實體會議

(如，公聽會 )進行討論、民眾在實體會議的討論結果，可作為政府制

定環保政策的參考等選項，受訪者皆表示認同的態度，而其勾選比例

則分別為92.3%、100%及100%。整體而言，大部分的受訪者均認同運

用傳統公民參與的形式，來與政府進行溝通。  

 

 

表34：受訪者對於傳統公民參與的態度  

同意   

 程度  

 

 

 

題目  

有
效
值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政府

應鼓

勵民

眾透

過實

體管

道

(如，書

信、電

話、面

對面 )

與政

13 

8 

(61.5

%) 

2 

(15.4

%) 

2 

(25.4

%) 

0 

(0%)

1 

(7.7%

) 

4.23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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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程度  

 

 

 

題目  

有
效
值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府進

行接

觸。  

政府

應透

過實

體管

道，回

應民

眾的

意見

及詢

問。  

13 

7 

(53.8

%) 

5 

(38.5

%) 

1 

(7.7%

) 

0 

(0%)

0 

(0%)
4.46 0.66 

政府

應將

民眾

經實

體管

道反

映的

意

見，實

際納

13 

10 

(76.9

%) 

2 

(15.4

%) 

1 

(7.7%

) 

0 

(0%)

0 

(0%)
4.69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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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程度  

 

 

 

題目  

有
效
值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入環

境決

策中。 

政府

應在

從事

重要

環境

決策

之

前，邀

集民

眾在

實體

會議

(如，公

聽會 )

進行

討論。 

13 

12 

(92.3

%) 

1 

(7.7%

) 

0 

(0%)

0 

(0%)

0 

(0%)
4.92 0.28 

民眾

在實

體會

議的

12 

9 

(75%

) 

3 

(25%)

0 

(0%)

0 

(0%)

0 

(0%)
4.75 0.45 



第六章 調查成果問卷分析 

93 
 

同意   

 程度  

 

 

 

題目  

有
效
值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討論

結

果，可

作為

政府

制定

環保

政策

的參

考。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 受訪者對於電子化參與的態度及後續使用意願  

受 訪 者 對 於 電 子 化 參 與 所 抱 持 的 態 度 及 後 續 使 用 意 願 如 表 35所

示，有53.9%的受訪者認為政府應鼓勵民眾透過Facebook與政府進行接

觸，但同時也有23.1%的受訪者對此持反對意見；而認為政府應透過

Facebook，回應民眾的意見及詢問的受訪者比例只有38.55%，持反對

意見的比例則有30.8%；認同政府應在從事重要環境決策之前，邀集

民眾在Facebook上進行討論的受訪者比例為46.2%，持反對意見之比例

則為23.1%；有將近54%的受訪者認為政府應將民眾在Facebook上反映

的意見，實際納入環境決策中，反對此答項的比例僅有7.7%；同樣的，

有61.6%的受訪者同意民眾在Facebook上的討論結果，可作為政府制定

環保政策參考之論述，但對於Facebook上的民眾參與是否僅為一種表

面的象徵，其認同與不認同的比例，則分別為38.5%與23.1%。綜合上

述，受訪者對於電子化參與所抱持的態度，似乎是正反立場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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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後續使用意願的部分，所有的受訪者皆表示願意在未來繼續

使用 Facebook，也樂於向其他人分享使用 Facebook 的經驗。  

 

表35：受訪者對於電子化參與的態度及後續使用意願  

 

同意程度  

 

 

 

題目  

有
效
值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政府應鼓勵

民眾透過

Facebook 與

政府進行接

觸。  

13 

4 

(30.8

%) 

3 

(23.1

%) 

3 

(23.1

%) 

2 

(15.4

%) 

1 

(7.7%

) 

3.58 1.33 

政府應透過

Facebook，

回應民眾的

意見及詢

問。  

13 

2 

(15.4

%) 

3 

(23.1

%) 

4 

(30.8

%) 

4 

(30.8

%) 

0 

(0%) 
3.23 1.09 

政府應在從

事重要環境

決策之前，

邀集民眾在

Facebook 上

進行討論。  

13 

3 

(23.1

%) 

3 

(23.1

%) 

4 

(30.8

%) 

2 

(15.4

%) 

1 

(7.7%

) 

3.38 1.26 

政府應將民

眾在

Facebook 上

13 

2 

(15.4

%) 

5 

(38.5

%) 

5 

(38.5

%) 

1 

(7.7%

) 

0 

(0%) 
3.62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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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程度  

 

 

 

題目  

有
效
值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反映的意

見，實際納

入環境決策

中。  

民眾在

Facebook 上

的討論結

果，可作為

政府制定環

保政策的參

考。  

13 

3 

(23.1

%) 

5 

(38.5

%) 

5 

(38.5

%) 

0 

(0%) 

0 

(0%) 
3.84 0.8 

Facebook 上

的民眾參與

僅是一種表

面的象徵，

並沒有實質

的意義。  

13 

1 

(7.7%

) 

4 

(30.8

%) 

5 

(38.5

%) 

2 

(15.4

%) 

1 

(7.7%

) 

3.15 1.07 

我願意在未

來使用

Facebook。  

13 

5 

(38.5

%) 

8 

(61.5

%) 

0 

(0%) 

0 

(0%) 

0 

(0%) 
4.38 0.51 

我樂於向其

他人分享使

用 Facebook

13 

3 

(23.1

%) 

10 

(76.9

%) 

0 

(0%) 

0 

(0%) 

0 

(0%) 
4.23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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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程度  

 

 

 

題目  

有
效
值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的經驗。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二節 小結  

透過本研究的問卷調查得知，受訪者目前在網路使用經驗與認知

上，其關注環境議題時所使用的社群網站，受訪者均透過Facebook來

進行對環境議題的關注；同時，所有的受訪者亦指出在關注環境議題

時，Facebook的確是他們獲取環境議題資訊的主要平臺之一。相對的，

在使用政府網站的頻率上，則有高達七成的受訪者表示平時是很少使

用政府網站，甚至有一成五的受訪者從未使用過政府網站。  

受訪者對於使用Facebook的整體看法，有高達九成的受訪者是每

天使用Facebook；而使用Facebook的間隔時間，約有六成是每天使用

數次的；受訪者主動發布訊息的頻率則並不一定，其發布訊息的關鍵

主要是取決於是否想分享相關訊息。綜合問卷所有受訪者的意見，對

於Facebook的使用，受訪者均抱持著認同的態度；近九成的受訪者同

意透過Facebook能有效地掌握環境議題的資訊；亦有近七成七的受訪

者表示透過Facebook能有效地與他人討論環境議題；而只有五成八的

受訪者認同Facebook有助於發揮對政府對環境政策發展的影響力的比

例雖較少；但以整體來說，有超過九成的受訪者認為Facebook對於關

心環境議題是有幫助。  

在特定Facebook使用經驗與看法的分析上，約有六成二的受訪者

是透過特定的Facebook網站來關注環境議題；而使用這樣機制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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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則是為了瞭解他人的看法與回應及取得環境政策資訊。過半比

例的受訪者同時表示，相較於政府網站，Facebook其實更有助於掌握

環境政策相關的資訊、與他人討論環境政策，且有助於發揮對環境政

策的影響力。而在Facebook平臺所提供的眾多功能中，則有近六成的

受訪者認為最有助於掌握環境政策的訊息的功能為「最新動態／塗鴉

牆」；而「回應功能」則是被認為最有助於與他人討論環境政策。  

在受訪者參與實體環境活動之經驗上，有超過六成的受訪者是沒

有加入過環境保護的相關組織，但有九成以上的受訪者是參與過實體

環保活動。整體而言，大部分的受訪者均認同運用傳統公民參與的形

式，來與政府進行溝通。在電子化參與的面向上，雖然受訪者對於電

子化參與所抱持的態度，是以持正面態度的比例較高，但反對立場的

聲音也是同時存在著。  

綜合上述，將問卷分析成果回應至本研究所統整電子化參與的資

訊公開、政策諮商、決策制定等三個層面；在資訊公開的面向上，透

過受訪者的意見表達可得知，Facebook這個社群平臺的使用，確實是

有 進 行 開 發 運 用 的 價 值 。 這 是 因 為 透 過 問 卷 調 查 可 知 ， 受 訪 者 使 用

Facebook的頻率其實是遠高於政府網站，若是能夠透過Facebook來進

行政府相關資訊公開，其所能產生的成效，似乎是能更勝於使用政府

網站。  

除此之外，有過半的受訪者認為Facebook的「回應功能」對於討

論環境政策是有所助益的；「最新動態 /塗鴉牆」則是被受訪者認為最

有助於掌握環境政策訊息的Facebook功能。再將上述Facebook功能對

應到電子化參與的政策諮商及決策制定的面向上，雖然受訪者較認同

使用傳統的公民參與管道與政府進行互動，但目前我國公民參與的困

境之一，其實就是政府與民間無法順利的進行互動。本研究認為，若

能針對上述Facebook的功能與特性加以運用，對於目前公民參與在政

策諮商及決策制定面向上互動不足的情形，或許可以達到改善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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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初步結論與政策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案的主要目的，在於瞭解與釐清具即時、有效互動人際互

動 等 特 性 的 社 群 網 站 ， 於 重 大 環 境 政 策 的 公 民 參 與 中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究。尤其是，在當前環評制度民眾參與面臨前述的困境之際，其所能

發揮的影響及效益，更為本研究所欲探究的焦點。  

目前我國環評法在公眾參與的設計，民眾參與機會主要集中在公

開說明會、範疇界定、現場勘查及聽證會等四個階段。在這些參與階

段中，只有公開說明會及公聽會是民眾可以表達意見的場合；界定評

估及現場勘查階段雖然可以參加，但民眾其實是無法表示意見的。而

在終結環境影響評估程序前的環境影響說明書與評估報告書審查，民

眾更是連參與的機會和管道都沒有。由此可知，在目前環評法的設計

上，民眾在環評議題的參與其實是受到限制的。除此之外，探討環境

評估個案的文獻也指出民眾在環評議題的參與上，有所謂參與時機受

到限制、民眾參與流於形式及議題相關資訊不足……等問題發生，這

些情形也再再顯示環評制度無論是在運作或是設計上，均有民眾參與

受限之情形發生。因此，此處依文獻檢閱、線上觀察、訪談分析、問

卷成果分析四項研究成果來回顧與探討本研究成果。  

一、   文獻檢閱成果的探討  

(一) 社群網站所分享資訊，有助於民眾瞭解相關議題的專業資訊  

因目前環評制度的民眾參與具有許多執行上困境。除了民眾參與

的時機遭到限制和流於形式之外，也因此造成民眾對於相關議題資訊

認知不足。而源自於政府資訊公開揭露的問題，除了受限於主流媒體

報導之外，社群網站所產出或轉載的資訊較為多元，且不受限於特定

社會既有優勢者的宰制，在功能上社群網站可藉由多元化影音、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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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新聞等形式，來整合、分析最新且關鍵的即時性環境資訊，而

這些資訊通常也較具專業。  

(二) 社群網站平臺能夠宣傳其環保團體理念、促進實體動員  

因 ICTs的普遍發展，觀察了許多環保社群平臺，發現在網路的民

眾參與相較於實體上的民眾參與較無任何的阻礙。一般而言，非網路

的民眾參與目標在於影響政策發展，而線上民眾參與是比較偏向於瞭

解與關心公共事務與環境資訊。但目前已有越來越多的這些環保團體

會 嘗 試 著 運 用 社 群 平 臺 推 動 相 關 資 訊 的 發 佈 、 文 宣 廣 告 及 邀 約 活 動

等，以吸引具有相同意識、價值觀的民眾進行加入它們的行動，並藉

以影響社會輿論的發展。  

(三) 具備體現電子化資訊公開、互動諮詢和決策制定的潛力  

既有的電子化參與機制固然有無疆界性、即時、高互動及低參與

成本等特性，然而實際上其功能大多僅限縮在電子化資訊公開的層次

上，民眾在電子化互動諮詢及決策制定的參與仍有限制。Facebook的

興起，或許有助於彌補民眾過去在互動諮詢及決策制定上參與受限或

影響力不足的能力。探究Facebook中影音訊息發布、即時動態更新、

RSS訂閱及分享鍵的設置等功能，可發現多元化的訊息發布形式不僅

可 加 深 使 用 者 的 印 象 ， 也 可 讓 電 子 化 資 訊 傳 遞 的 範 圍 更 為 即 時 與 廣

泛。除此之外，Facebook的按讚、文章迴響和活動邀約等功能，不但

可以吸引目標團體參與討論，更有助於政府和民眾雙向意見交換、及

多向討論，這些都對Facebook在電子化互動諮詢層次上有所助益。最

後，在電子化決策制定的方面，社群使用者可在社群的塗鴉牆上留言

回應、發表己見。相關功能讓Facebook成為一個可公開分享與討論特

定的政策議題的空間。此外，議題投票的功能也是初步體現電子民主

的形式之一。綜合相關文獻，Facebook社群網站確實具有體現電子化

資訊公開、互動諮詢和決策制定的潛能。  

二、   社群網路平臺觀察分析的成果討論  

依據本研究對環保社群網路平臺的觀察分析，可獲致四項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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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參與者的立場決定參與的平臺  

從三個不同平臺參與者的立場來看，可發現「綠色公民行動聯盟」

和「諾努客」中「反核」表態反核的參與者佔多數，各約有六成與八

成左右；相對的，「反中科熱血青年聯盟」平臺中，則因「中科」與

「國光石化」兩個議題在地緣與發生時間都相近，明顯可見多數使用

者皆關心這兩項開發案。因此，本研究發現參與者關心、討論的個案

議題會與其選擇參與的平臺有關。  

(二) 點過「讚」並不一定代表有實際的參與行為  

由三個受觀察的平臺的按「讚」的人數，不難發現至少有上千人

對這些平臺的理念表示認同。然而，若再進一步地檢視民眾線上發言

參與行動，實際有發言參與者卻銳減為100餘人。因此，研究推斷使用

者「認同」該環保團體的理念，不代表其會實際地「參與」其平臺上

的活動。換句話說，「認同」和「參與」之間仍存在著一定程度的落

差。  

(三) 即使有參與行為，仍以一次發言的偶然參與者為多數  

研究發現回應、留言、主動張貼文章與連結的次數總和不滿兩次

的仍佔大多數。綜合三個平臺的參與來看，參與次數屬不滿一次的偶

然參與者，人數約佔七成左右，顯示在社群平臺上即便有參與行為，

但參與的深入仍顯不足。  

(四) 關鍵字輿情分析彌補線上觀察的深度不足  

從輿情分析的統計資料中可發現，自2011年3月11日以來，「核四」

議 題 於 2011年 7、 8月 在 網 路 輿 論 中 已 稍 稍 地 降 溫 ， 但 比 對 本 研 究 對

Facebook可初步凸顯可知「核四」議題自3月初「日本福島核災」以來

受到社會大眾各界關注的程度。因本研究可獲致的網路輿情資料僅有

2011年七、八月份的資料，較難以從時間變化上看出核四受到社會關

注的整體趨勢與樣貌。此外，單從網路上搜尋「核四」與相關關鍵字

的次數，並據此推斷「核四」議題在網路上受到關注程度的高低似乎

稍嫌牽強。尤其從本研究所採用的線上參與觀察、問卷調查出發，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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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凸顯單以特定「詞彙」可被搜尋量來，似無法深入且有效地瞭解使

用者線上公眾參與的意涵，從部落客文本標題被「關注」的次數，也

難以看出個人對特定環境議題的支持立場與內涵。  

基於上述的限制，在釐清「核四」這個議題曾經在網路上高度關

注以後，後續將針對特定的網路平臺進行觀察，以更深入地瞭解網路

上的使用者在這些平臺上的參與行為與對特定環境議題的立場。  

三、   訪談分析的成果討論  

根據焦點座談會中長期參與環境運動的受訪者表示，於參與環境

議題的過程中，仍面臨到程序及資訊上的阻礙。一般民眾在環境議題

的參與上，不僅無法獲得完全、真實、客觀的資訊，更缺乏公開公正

的平臺進行論辯。由此顯示民眾在參與的程序中受到層層阻礙。  

在今日社群網站蔚為風潮之下，長期參與環境運動的行動者也運

用多樣的平臺來傳播環境議題的相關資訊，推廣其環境理念、以進一

步地說服與動員民眾的實體支持與參與。對於環境倡導者而言，社群

網站的發展並不是動員民眾參與環境議題最為關鍵要素。在實體社會

生活中，無論是政府、環保組織、與民眾等使用Facebook使用網站者

能夠長期的深耕網絡關係與內容，才是環境議題需優先重視的實務課

題。透過實體環境相關活動長期面對面的溝通與網絡關係的建立，實

體民眾參與的效果才得以在社群網站的應用中不斷被延伸與擴大。  

綜合上述，長期參與環境運動的代表，對於虛擬的社群網路平臺

的效益是抱持著「有條件式的肯定」態度。更表達了社群網站僅是輔

助性的工具；相對的，也可能產生負面的效果。舉例而言，能見度較

低的議題或偏遠地區的議題，就可能會因為數位落差的存在，而較難

以凸顯社群網站的效益。另一方面，議題的內容與特質是必須被考量，

特別是在運用社群網站號召民眾力量之際，有時必須端視議題選擇不

同的途徑，最終無論在實體或虛擬平臺裡論述才能深化並具體發揮社

群網站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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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問卷調查的成果討論  

多數民眾透過社群網站來關注環境議題，其中，大多數民眾均會

利用Facebook來掌握對環境議題的動態。另一方面，所有的民眾皆指

出在關注環境議題時，Facebook的確是獲取環境議題資訊的主要平臺

之一。相對而言，有高達七成的民眾表示平時是很少使用政府網站，

甚至有一成五的民眾從未使用過政府網站。  

(一) 民眾對於使用 Facebook 的整體看法方面  

有高達九成的民眾是每天使用Facebook；而使用Facebook的間隔

時間，約有六成是每天使用數次的；民眾主動發佈訊息的頻率則並不

一定，發佈訊息與否主要是取決於是否有無分享相關訊息存在。整體

而言，民眾對於Facebook的使用皆持認同的態度。包括：近九成的民

眾認為Facebook有助於能有效地掌握環境議題的資訊；近七成七的民

眾認為透過Facebook能有效地與他人討論環境議題；有五成八的民眾

認同Facebook有助於發揮對政府對環境政策發展的影響力。但仍有超

過九成的民眾認為整體來說Facebook對於關心環境議題是有幫助。  

(二) 民眾對特定 Facebook 使用經驗與看法方面  

約有六成二的民眾會使用特定Facebook網站來關注環境議題；而

使用這樣機制的主要動機，則是為了瞭解他人的看法與回應及取得環

境政策資訊。過半比例的民眾同時表示，相較於政府網站，Facebook

其實更有助於掌握環境政策相關的資訊、與他人討論環境政策，且有

助於發揮對環境政策的影響力。而在Facebook平臺所提供的眾多功能

中，則有近六成的民眾認為最有助於掌握環境政策的訊息的功能為「最

新動態／塗鴉牆」；而「回應功能」則是被認為最有助於與他人討論

環境政策。  

(三) 民眾參與實體環境活動的經驗方面  

有超過六成的民眾未曾加入過環境保護的相關組織，但有九成以

上的民眾是參與過實體環境保護活動。整體而言，大部分的民眾均認

為政府應運用實體公民參與的形式，來強化政府與民眾進行溝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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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化參與的面向上，雖然民眾對於電子化參與所抱持的態度，是以

持正面態度的比例較高，但反對立場的聲音也是同時存在著。  

 

五、小結  

整體而言，本研究從文獻檢閱、鎖定特定社群平臺線上觀察、焦

點座談及針對使用群體進行問卷調查的結果。可瞭解在環境政策領域

下的電子參與的確有許多優勢，但也仍有諸多困境需要解決。與其他

ICTs運用趨勢相同的優勢，即在於可降低環保團體或是其他環境政策

的行動者之間的溝通成本、資訊傳遞即時性、便利性與傳佈效益。然

而，如何克服數位落差，及議題能見度與持續性仍是尚待解決問題。  

 對於環境參與者來說，社群網站對於電子參與效益，即在於前述

基礎上可助於建立虛擬與實體網絡關係的建立，社群內行動者的目標

及利害關係人的需求，也因此有了能成為公民社會達成共識與共同行

動的契機。  

因此，本研認為對於關注環境議題之行動者使用電子社群參與的

效益若要有所改進。即是必須要對於未來的電子化參與要有更深層的

想像，除了從技術面轉移至使用層面，開始注重使用者的效益之外，

也需有一套機制來深耕其虛擬的網絡關係，並且藉此帶動或加深實體

的社會網絡關係，以此以達相輔相成電子化與實質民主參與的綜效。  

第二節 政策建議  

一、   政府機關可善用社群網站進行環保政策的行銷  

綜合社群網站的參與觀察成果可發現，這些Facebook平臺中的功

能，似乎對於民眾參與幫助不大，然而從這些平臺按「讚」的人數中

可 知 至 少 有 上 千 人 瀏 覽 過 該 平 臺 且 表 示 認 同 ， 如 此 一 來 透 過 這 些 按

「讚」的行為將會使更多使用者的人際網絡使用者得知這些平臺的存

在。未來，政府在處理類似具高度環境影響爭議的開發案時，勢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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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這些平臺在議題擴散效應上的影響。因為環保團體在Facebook粉

絲 頁 上 的 運 作 可 以 在 短 時 間 內 將 其 理 念 、 訊 息 與 爭 議 點 讓 更 多 人 知

悉，具有高曝光度和高流量的社群網站平臺中的訊息、討論及論述等

資訊，將會成為左右一個人支持立場的關鍵之一。  

二、   政府機關可分析與參與環保團體所經營的社群網站  

由環保團體所經營的Facebook網站的曝光度與影響力漸增。建議

未來政府在具高度爭議的環境開發案中，除了可以藉由這些平臺觀察

的網路輿情之外，也可考慮透過這些平臺進行己方政策立場的宣導和

政策爭議的澄清、說明。具體而言，特定環境議題相關的政府機關可

透過獨自經營、觀察甚至融入特定Facebook之中，藉由擴散、連結效

應讓更多人知道政府的立場，並與民眾互動溝通，藉此，可以在政策

規劃及執行減少許多來自民間的阻力。  

三、   政府機關與相關研究者可比較網路和實體對參與的效益  

研究建議未來可比較網路參與和實體參與的形式與效益，例如基

於社群平臺能夠舉辦「活動邀約」功能，而此部分屬於虛擬網路參與

的一環，可以部分體現電子化政策制定面向。則未來還可以試圖觀察

在實體參與上與虛擬參與上的成員作一對照，來檢視網路參與對於實

體參與的達成率程度，並檢視社群平臺的號召對於實體的參與是否有

刺激、引導等功能的存在。  

四、   跳脫政府網站，重視社群網站的資訊傳佈功能  

將問卷分析成果回應至本研究所統整電子化參與的資訊公開、政

策諮商、決策制定等三個層面。在資訊公開的面向上，透過民眾的意

見表達可得知，Facebook這個社群網站的使用，確實是有進行開發運

用的價值。主要因民眾使用Facebook的頻率其實是遠高於政府網站，

顯示政府機關若運用Facebook來公開政府相關資訊公開，其所能產生

的政策宣導、政策行銷的效果，是更勝於目前政府網站的運用。  

五、   關注新興社群網站與媒介對電子治理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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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政府雖大力推動「電子化參與」、「電子化民主」，然而

仍受到官僚體制結構性的影響，「公民參與」的精神與理念並未內化

到整個公部門中以致於成效不佳。近年來因為社群網站的興起，諸多

網路上的參與機制例如Facebook、Plurk或Twitter使人與人之間的橫向

連結成本大幅降低，故對政策過程產生影響力的新契機。在這個趨勢

下，許多利益團體紛紛在Facebook上組成團體，透過即時的資訊散播、

線上討論和人際互動的擴散效果，使越來越多人關注某項議題，進而

對政府形成壓力。因此，對這種新興參與機制的觀察與研究將有助於

提昇、落實「公民參與」的理念。  

六、   環境說明書應由公正獨立第三方撰寫  

本研究根據焦點座談發現，我國環評制度的啟動乃需要開發單位

主 動 提 出 一 份 環 境 說 明 書 才 能 啟 動 環 評 程 序 的 進 行 ， 但 此 機 制 的 啟

動，導致具有特定立場的開發單位所提出的環境說明書，無法對所涉

及的環境問題進行客觀與全面的界定、評估與分析。  

本研究建議環評制度的程序應有所改變，並非交由開發單位自行

委託民間企業撰寫相關報告書，而是相關政府主管機關應該設立公正

獨立第三方撰寫相關環境說明書或是評估報告書。甚至在公正第三方

單位當中，應該包含兩造不同立場的專家學者，共同針對一項開發案

所涉及的環境問題、風險、疑慮等議題進行分析，其研擬的環境說明

書可提供民眾更全面的資訊進行公開辯論。  

七、   具實質內容的公開論證平臺，可透過網路社群平臺經常性地舉

辦  

本研究根據長期參與環境運動的行動者經驗瞭解，於我國環境評

估制度當中所舉辦的公開說明會，總是在第一階段環評確定通過後才

舉辦。此時段所舉辦的說明會，對於政策結果並無法產生任何的影響。

即使，對於爭議性較大的環境政議題，基於民意壓力的考量，雖有舉

辦相關的公聽會，卻仍徒具形式，因為並未針對開發案的重大爭議性

問題，逐一逐項討論與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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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建議，環評制度中的說明會應於第一階段環評「通過

之前」舉辦，並且可以將開發案的相關資訊公布於網路各大社群平臺。

如此不僅可以傾聽當地民眾對於此開發案的意見，亦可以瞭解網路上

的相關輿情。更為重要的是，針對開發案所涉及的爭議性問題，可藉

由公聽會的舉辦，提供民眾公開論證的機會。藉此可以幫助釐清問題，

並落實環評制度所追求的公民參與精神。  

八、   民眾參與的管道應予以多元化  

對於目前環境評估審查旁聽要點中有關民眾參與管道的規定，本

研究有以下幾點建議。  

首先，根據環境評估審查旁聽要點，民眾參與人數限制為20人。

對此，本研究認為應予刪除或修改。當有多數民眾有旁聽需求時，應

能彈性地依照人數、選擇能容納所有需求民眾的場域進行審查會議，

以利於民眾入場旁聽、滿足民眾公平參與的權利；其次，若需安排審

查會議現場參與民眾以電子攝影轉播設備進行旁聽，則應改善其設備

的技術與品質，並確保轉播過程能不斷續、清楚，以利於民眾瞭解整

場會議的進行過程；最後，審查會議相關影音或紙本記錄檔案，皆應

公開上網，給與民眾瞭解環境政策議題的任何資訊。  

九、   社群網站的公開討論與分享可彌補當前公民參與困境  

由問卷分析成果可知，有過半的民眾認為Facebook的「回應功能」對

於討論環境政策是有所助益的；「最新動態 /塗鴉牆」則是被民眾認為

最有助於掌握環境政策訊息的Facebook功能。再將上述Facebook功能

對應到電子化參與的政策諮商及決策制定的面向上，雖然民眾較認同

使用傳統的公民參與管道與政府進行互動，但目前我國公民參與的困

境之一，其實就是政府與民間無法順利的進行互動。本研究認為若能

針政府若能對妥善的特定Facebook的功能於電子化促進資訊公開、互

動諮詢、及決策參與，將可補充當前公眾參與在政策諮商和決策制定

參與不足的況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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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研究貢獻 

在環保意識與電子治理皆已成為國際上先進國家發展之最大公約

數的今日，以電子治理與環境影響評估兩股制度發展趨勢所共同強調

之公共參與為主軸，本研究的研究貢獻分述如下。  

一、  研究成果將可與國際趨勢接軌，結合當前環保與電子化兩

大國際性議題，並更具體的在我國環境影響評估制度性缺口中釐清我

國電子化公共參與機制的民眾需求、定位與發展配套，相關成果將可

供國內外研究與實務參考與比較。  

二、  以民主參與的角度並廣納多元利害關係人之意見所研擬

的電子化參與機制，除了符合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中web2.0社會

網 路 建 構 之 目 標 外 ， 更 可 透 過 使 用 者 的 互 動 建 構 來 提 升 其 實 務 可 行

性，並增加政策順服。此也更符合當前國際與政府推動電子化治理實

務中跨域、民主參與及資訊公開等目標。  

三、  在本研究結合特定環境政策參與的基礎上，相關成果將可

引領未來電子治理此類機制於其他政策領域的操作與延伸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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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一  焦點座談訪談出席名單  

組織代表  職稱與代碼  

學界代表  副教授(Ｗ ) 

非營利組織代表  總幹事(Ｌ ) 

非營利組織代表  律師(Ｔ) 

非營利組織代表  律師(Ｓ) 

非營利組織代表  先生(Ｈ) 

非營利組織代表  先生(Ｊ) 

環境活動參與者  學生(Ｃ)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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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相關環保社群平臺的觀察與比較  

平臺名稱  社群形式  經營者屬性  關注議題  
管理者立

場  

向日葵廢核

行動聯盟  
Facebook 非營利組織 核四  反對興建

地球公民基

金會  

Blog；

Facebook 
非營利組織 核四  反對興建

反中科熱血

青年聯盟  

Blog；

Facebook 
非營利組織

國光石化；中科

三四期  

反對興建

 

荒野保護協

會  

Blog；

Facebook 
非營利組織

核四；國光石

化；中科三四期  
反對興建

臺東廢核聯

盟  
Facebook 非營利組織 核四  反對興建

綠色公民行

動聯盟  

Blog；  

Facebook 
非營利組織 核四  反對興建

NONUKE 諾

努客行動團

隊  

Blog；

Facebook 
非營利組織 核四  反對興建

臺灣環境保

護聯盟  

 

Bolg；

Facebook 
非營利組織 核四；國光石化  反對興建

主婦聯盟環

境保護基金

Blog；

Facebook 
非營利組織 核四；國光石化  反對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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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名稱  社群形式  經營者屬性  關注議題  
管理者立

場  

會  

全國青年反

國光石化聯

盟  

Blog；

Facebook 
非營利組織 國光石化  反對興建

彰化縣環境

保護聯盟  

Blog；

Facebook 
非營利組織

國光石化；中科

三四期  
反對興建

中華民國荒

野保護協會  

Blog；

Facebook 
非營利組織

核四；國光石

化；中科三四期  
反對興建

臺灣生態學

會  

Blog；

Facebook 
非營利組織

核四；國光石

化；中科三四期  
反對興建

臺灣蠻野心

足生態協會  

Blog；

Facebook 
非營利組織 核四；國光石化  反對興建

中華民國野

鳥學會  
Blog 非營利組織 國光石化  反對興建

臺灣媽祖魚

保育聯盟  

Blog；

Facebook 
非營利組織 國光石化  反對興建

綠黨  
Blog；

Facebook 
政黨  核四；國光石化  反對興建

反中科熱血

青年聯盟  

Blog；

Facebook 
非營利組織

中科三四期；國

光石化；核四  
反對興建

綠色主張工

作室  
Blog 非營利組織

核四；國光石

化；中科三四期  
反對興建

環境信託基

金會-全民

來認股  守

護白海豚  

Blog；

Facebook 
非營利組織 國光石化  反對興建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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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輿情分析與討論  

一、   Google Trends 關鍵字使用狀態  

從圖 8Google Trends 關鍵字使用狀態當中可以發現到 2010 年 10 月為

止，網路輿情在在關注「核四」議題的次數都是呈現逐月下降中。  

 

 

 

 

 

 

 

 

 

 

 

圖8：Google Trends 關鍵字  

資料來源：網路輿情分析系統月報告書  

二、   Google 關鍵字後續追蹤  

在 Google 關鍵字後續追蹤之後，排除非核四相關議題的關鍵字，從圖

9 與圖 10 當中可以發現，搜尋最多次的關鍵字為「核四廠」。2011

年 7 月 31 日之際，「核四廠」總共被搜尋 320 次，到了 2011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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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之際，「核四廠」被搜尋次數為 260 次，共銳減了 60 次。  

被搜尋次數高的關鍵字為「核四廠地址」。2011 年 7 月 31 日之際，

「核四廠地址」總共被搜尋 210 次，到了 2011 年 8 月 31 日「核四廠

地址」被搜尋次數減為 110 次，共銳減了 100 次。  

搜尋次數第三高的關鍵字為「臺灣核四」。2011 年 7 月 31 日之際，

「臺灣核四」總共被搜尋 210 次，到了 2011 年 8 月 31 日「臺灣核四」

被搜尋次數減為 58 次，共銳減了 152 次。  

關鍵字：核四   搜尋量   

自由電子  9,900  

自由的百科全書  480  

核四廠  320  

核四廠地址  210  

臺灣核四  210  

sp2004 四核  73  

臺電核四廠  73  

雙核 四核  46  

核四商轉  46  

貢寮 核四  36  

核四停工  36  

雙核 四核 比較  28  

停建核四  28  

四核筆電  22  

i5 雙核 四核  16  

amd 四核 筆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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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5 520m 四核  < 10  

圖9：2011 年 7 月 Google 關鍵字建議關係詞追蹤  

資料來源：網路輿情分析系統月報告書  

 

 

 

 

 

 

 

 

 

 

 

 

 

圖10：2011 年 8 月 Google 關鍵字建議關係詞追蹤  

資料來源：網路輿情分析系統月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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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Yahoo 關鍵字後續追蹤  

在 Yahoo 關鍵字建議追蹤之後，從圖 11 與圖 12 當中可以發現，搜尋

最多次的關鍵字為「核四」。2011 年 7 月 31 日之際，「核四」總共

被搜尋 1096 次，到了 2011 年 8 月 31 日「核四」被搜尋次數為 476

次，共銳減了 620 次。  

被搜尋次數高的關鍵字為「核四廠」。2011 年 7 月 31 日之際「核四

廠」總共被搜尋 307 次，到了 2011 年 8 月 31 日卻無任何關於「核四

廠」此關鍵字的搜尋記錄。  

相 關 關 鍵 字   次 數   

核 四   1096  

核 四 廠   307  

圖11：2011 年 7 月 Yahoo 關鍵字建議  

 

 

 

 

圖12：2011 年 8 月 Yahoo 關鍵字建議  

資料來源：網路輿情分析系統月報告書  

四、   部落格文本  

從下列圖 13 與圖 14 當中可以發現，從 2011 年 07 月 01 日之際到 2011

年 7 月 31 日為止，共有 25 則部落客則數。從 2011 年 08 月 01 日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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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了 2011 年 8 月 31 日為止，共有 8 則部落客則數，總共銳減了 17

則。  

 

 

 

 

 

 

 

 

 

 

圖13：2011 年 7 月部落客文本則數  

資料來源：網路輿情分析系統月報告書  

 

 

 

 

圖14：2011 年 8 月部落客文本則數  

資料來源：網路輿情分析系統月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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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報中審查回覆與修正  

計畫名稱：電子治理之政策參與機制：重大環境影響評估案例的分析  

審查意見  回應與修正  

一、 資 料 蒐 集 方 法 尚 符 合 研 究 計 畫 目 的 ， 資

料內容尚稱充實，惟後續時間所要執行的

調查方法諸多，必須更精準掌握進度。  

遵照審查建議辦理。  

二、 目 前 報 告 中 前 兩 章 關 於 文 獻 討 論 部 分 相

當豐富，也有很好的整理，對於環境領域

的 公 民 參 與 議 題 ， 電 子 參 與 方 式 與 目 的

等，特別有清楚的論述。不過，報告直接

跳入用「社群網站」當作是本研究的電子

參與工具，文中並未更清楚解釋選擇此工

具的原因，第二章第三節的文獻性討論也

相 對 顯 得 較 薄 弱 ， 尚 未 看 到 充 分 討 論 正

面、負面的影響，包括相當重要的課題，

社群網站對於多元但可能極端相對立意見

的 public discourse or deliberation 是具有

促成的效果，或相對地是排斥的功能？  

遵照建議將於期末報告中，補強

於第二章第三節中社群網站的重

要性與優劣勢。  

三、 目 前 所 提 的 初 步 發 現 ， 前 面 討 論 中 尚 不

足支撐推論第二點和第四點（過於正向的

論述），建議在未來繼續研究時，研究團

隊應該持更開放觀點為之，不宜馬上有定

論。  

謹遵照審查建議於後續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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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根據第四章對 facebook 的初步研究，可

以發現幾乎都是「反對」立場的社群網站，

沒有對照的社群網站。建議研究團隊在未

來研究過程，要特別重視這樣的現象和運

作過程，對於電子參與所形成的品質是否

全然正面，例如，這些 facebook 中是否有

勇 於 全 文 或 大 量 登 載 和 其 立 場 相 反 的 論

點、論著、數據研究和論證對話？此外，

目前看不到關於政府部門如何與社群透過

facebook 或電子工具互動的方式或現象，

建議研究者要處理這部分的問題，否則難

以瞭解這類型的電子參與工具，如何真正

有互動討論（不是指有社群成員之間的討

論）和參與決策制訂這兩個層次的角色？

謹遵照審查建議。本研究將持續

搜尋目前「不同立場的」線上社

群網站進行觀察。此外，研究業

已規劃於後續質性訪談與問卷調

查蒐集此一況勢的原因與可能的

影響。  

五、 未來也可能不宜選擇太多環境議題分

析，建議最多選擇一個或二個討論，這樣

進行訪談、座談或調查等時，對話會更聚

焦。  

謹遵照審查建議於後續執行辦

理。本研究已鎖定「核四」、「中

科四期」為兩大主要環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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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期末報告審查與回覆  

 

計畫名稱：電子治理之政策參與機制：重大環境影響評估案例的分析  

審查意見  回應與修正  

一、 基本上的架構和研究內容可以

接受，建議第一章將表 5 所提的研究目

標納入並轉為研究問題。   

已遵照建議修正。（頁 35）  

二、 研究報告中有許多地方討論到

環評制度本身的缺失等（第五章第一

節），在建議事項中也觸及這方面，建

議刪除或簡化，因為本研究的目的不在

此。討論過多，反而引起更多的爭論。  

環評制度為本研究為探究線上電子化

參與機制，對應實體制度參與之現況

與不足，予以探究之處。此外，焦點

座談受訪者討論對環評制度亦多有討

論。已參照建議，將此部分定位為背

景的整理。  

三、 Facebook 的分析雖然在第四章

第三節有綜合討論，但並不深入。現有

的研究發現應該仍可再增加討論的重

點，例如回應人數佔使用者人數比例均

很低，這些方面反而值得引伸其在電子

參與等的意涵（究竟臺灣公民社會真的

存在嗎？），此外文中沒有交代如何判

斷的方法或理由，例如為何 2 次分割點

（想想 5 個月觀察期，只要 2 次回應就

算成是高度參與？），如何判斷發言立

場？  

 

一、已遵照建議修正。對應研究目的，

綜合本章來進一步討論，Facebook 體

現三個民主參與層次的意義。（頁

56-58）  

 

二、已遵照建議修正。參照相關文獻

的說法，歐政於第四章第二節之中，

改為依據使用者對涉入社群平臺的意

義，分為偶然參與者、及社群參與者

兩類。（頁數 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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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 93-95 頁就 3 項研究方法的發

現有所整理與說明，建議更進一步討論

其對臺灣電子參與前景的意涵？尤其

是，為何看來目前狀況並不佳的可能主

因為何？有無可能改善？等等。  

遵照審查意見，各點已補充於相關討

論於結論之中（頁98）。  

 

五、 研究報告就預期的 3 項研究重

點，分章均有回應。本研究是對電子參

與中社群網站效果的實證研究，這方面

的研究國內本來就少見，困難度也可預

期，所以雖然研究團隊已盡力嘗試多元

研究方法（包括 Facebook 網站、訪談和

問卷三者），但只能視為是初步的努力，

因為包括如樣本數太少的問題是無法再

克服的。  

感謝審查者寶貴建議。研究團隊於調

查期間，多次針對特定平臺的使用者

採個別訊息留言、平臺公開進行問卷

調查，以符合研究目的。但一旦有受

訪 者 檢 舉 為 廣 告 訊 息 或 疑 為 詐 騙 訊

息，則訊息立即被系統管制。  

另外，利害關係人的邀訪談過程如文

中所述，時機點涉及敏感，皆未如預

期順利邀請到立場相左者與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