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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我們是一群關心時事的中學生，平常喜歡參與社會時事與議題的討論。在一

次演講中，我們接觸到了 g0v 零時政府，並且發現了它的與眾不同之處：為何它

能集結各種行業的人，在短時間完成了許多政府機構無法完成的事，集結網路公

民力量，對社會造成一定的影響力？我們希望藉著這次小論文的研究，探討 g0v

零時政府，分析其與政府不同運作模式。 

 

二、研究目的 

 

    淺析 g0v 零時政府組織的核心精神、運作方式及成果，並透過與行政院主計

處網站的比較，了解 g0v 與政府的相異之處、各自特點以及對社會大眾的貢獻與

影響。g0v 不僅僅只是一個民間社團，我們欲透過它的迅速崛起，了解公民意識

的形成，以及在資訊社會下，網路串連公民力量所造成的改變。 

 

  

三、研究方法及架構 

 

    從 g0v 的成果中歸納出該組織的理念及關注的議題，透過 g0v 與政府針對同

樣主題發佈的網站，分析個別優缺點，再利用網路問卷的方式，蒐集民眾對兩者

的觀感、評價，印證我們的推論及分析，進而延伸探討政府與民間全新的互動關 

係。 

貳●正文 

 

一、g0v 的核心精神和實際運作方式 

 

   「透過論證的交換，參與者可以彼此學習，進而認識到個人與集體的錯誤，

並且發展出更能禁得起嚴格檢視的嶄新觀點與政策。」（Amy Gutmann & Ｄennis 

Thompson ，2006）透過網路公民之間的意見與資訊交流，能夠激盪出最合適目

前社會環境及對大多數國民有利的公共決策，也能避免以投票方式所產生的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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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使弱勢族群無法發聲；再者，這種共同審議的方式，能使結果在公民的眼

中具有正當性，願意去遵守及服從，所以，政府決策前的充分討論是民主社會的

主要流程。 

  

（一）、核心精神 

 

    g0v 零時政府秉持上述理念，提供公民在網路上的社會參與平台，

使政府資訊透明化，人民與政府間的資訊交流能夠更加流通；而快速集

結的資訊網絡，能夠在第一時間提供整合性的資源。如（圖一）所示，

g0v 的核心精神是由三大元素構成：行動主義使參與者能把想法推展為

實際行動，建立交流平台，傳達人民的心聲；公民精神使參與者體認身

為一個公民所應盡的義務，及所賦予的權利，在合理的範圍內爭取平等

的對待，並培養生活在公民社會中所應具備的公民素養；開源模式指的

是工程師們開放程式的網路原始碼，讓非原創者也能自由運用及改良。 

 
圖一：g0v 核心精神示意圖 

 

（圖一資料來源：g0v 零時政府官網截圖。2015 年 8 月 29 日，

http://g0v.tw/zh-TW/about.html） 

 

 （二）、運作方式 

 

        1、內部運作 

      

g0v 成立的初衷是改造政府，透過資料透明、開放源碼、去中

心化（如圖二）等形式，監督政府並匯集人民的意見，供政府決

策時參考。其中，資料透明指的是將政府提供的資訊（如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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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財務報表等）轉換為人民易懂的型態呈現，以作為監督政府

的依據；開放源碼，是將程式原始碼在網站上提供，供大眾應用

或創新，以共同尋求更好的軟體功能；去中心化，則是一種有別

於政府組織的運作型態，它沒有一個最高指揮機關，注重各團隊

內部本身的分工和協作，所有成果（自由軟體）的產出皆來自自

發性的團隊合作完成。運作團隊從產生到完成成果的流程如圖三

所示，黑客松（hackathon）是聚會的名稱，為「黑客馬拉松」的

簡稱，「黑客」（hack）專指對計算機科學、程式設計方面有高度

理解的人。 

 

 

圖二：運作形式示意圖 

 

（圖二資料來源：g0v 官網資訊，研究者繪製。2015 年 8 月 29 日） 

 
 

圖三:運作團隊的產生流程 

 

（資料來源：g0v 官網資訊，研究者繪製。2015 年 8 月 29 日） 

 

2、外部交流 

 

   g0v 會藉由舉辦演講、講座、教學課程、國際年會等活動，與政府、

學界、非政府組織、國際相關機構和各產業交流，嘗試串連國際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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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並以科技專長對社會貢獻一己之力。 

 

二、成果 

 

    g0v 透過上述協作的方式，整合來自各領域人民的意見，再由具有科技專業

的成員，將人民的需求，藉著軟體服務的多樣化來滿足，截至目前，各團隊所完

成的自由軟體內容包羅萬象，但大多不離與政府機關的資料透明化有關，也包括

媒體的利用，以及一些集結公民意識和社會參與相關的軟體。以下舉出兩個成果

作為例子： 

     

    （一）八仙塵爆，愛心馬上到─八仙塵爆資訊整合 

 

    發生於今年六月二十七日的八仙粉塵爆炸悲劇，震驚了海內外的人們，

當大多數人仍處於驚恐狀態時，g0v 已開始籌備資訊整合站，結合各大醫

院及政府釋出的資訊，以行動關懷傷者及凝聚各方的資源，在五天之後（七

月二號）完成資訊整合軟體，提供傷者及其家屬病床資料、免費換藥的資

訊、法律扶助管道和身心靈照護的建議等；對於關心這起事件的民眾，軟

體提供志工資訊及捐款管道，讓人民和政府能在掌握醫療情形和後續發展。

當政府與民間力量結合，所帶來的效益不言而喻，在如此良性互動的關係

下，人民成為最大的受益者。非政府組織不全然是反政府的團體，重要的

是能找到彼此最佳的定位。 

 

     （二）拯救視力，畫成圖案來代替─中央政府總預算視覺化 

 

    這是 g0v 從起步到正式運作以來的第一項成果，當初這項專案的建立，

是起因於政府「經濟動能推升方案」廣告當中的不透明的資訊提供，使

g0v 創辦者群決意經由科技專業，提供人民真正了解政府的作為及建設的

管道。在軟體的協助下，原本一般民眾認為生澀難懂的收支財務報表，轉

換成一個個不同顏色的圓餅，透過圖像大小的不同，民眾能一目了然國庫

的收支狀況；其它還有每日支出、國債累積金額等。此軟體設計的回饋體

系，能讓觀看者表達對政府預算的看法，例如有希望減少或增加預算等選

項。這項成果，使人民能夠清楚了解政府財務動向，進而監督繳納的稅金

是否被妥善的運用，及政府在各基礎建設上的資源分配比例。 

 

     誠如學者所說：「若運用商議，公民則能夠進一步擴展知識，這包括了自我

了解以及對同胞最為有利的集體知識。」（Amy Gutmann、Ｄennis Thompson ，

2006）「商議」這種共同「商討、議論」的方式，能讓人民有表達意見的機會，

透過不停反覆討論，能降低或克服有限理性的影響，避免錯誤，也能把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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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 

 

三、與政府網站比較 

 

    我們以呈現中央總預算的兩個網站：「g0v 政府預算視覺化網站」與「行政

院主計處預算簡介與總覽」來探討他們對大眾的影響力。 

    g0v 網站主要以圖像或表格呈現政府資料，而行政院主計處網站則是以普通

word 及 excel 檔供民眾點閱下載。我們針對引用政府資料的 g0v 網站，與提供資

料來源的政府官網，探討兩者相同本質不同呈現方法所帶給民眾之觀感與影響。 

 

（一）分析 g0v 與政府官網的優缺點 

 

     以 g0v網站和政府網站比較，我們歸納出兩者的差異，並從視覺美觀、

易懂程度、資料詳細度及資料來源可靠性等方面，探討不同的組成及目的

造就兩者相異的特點，以及給予民眾的觀感。 

 

１、 g0v 零時政府預算視覺化網站 

 

（1） 優點 

 

                 a、以簡單且不艱澀的用語將事實呈現，較親民、易懂 

                 b、擁有公開討論平台，討論過程透明化，意見較能得到回應 

                 c、具美觀的視覺化圖形 

d、蒐集來自政府及民間的資訊，相較單一的標準官方說法資  

訊較多元 

                 e、迅速的更新網站資訊 

 

 

（2） 缺點 

 

                 a、資訊中多少含有個人特定立場，需要讀者自行篩選，且資 

                    料來源可靠性有待查證。 

                 b、由於 g0v 強調去中心化的水平合作，又資料龐大卻欠缺中   

                    央管理者，因此會有一些資料混亂無人管理的現象。 

 

２、 行政院主計處預算簡介總覽 

 

（1） 優點 



後民主時代的公民參與—g0v 零時政府為例 

 

6 
 

 

                  a、為資料的發布與執行機關，能利用資料做出有效率的決 

                     策                   

                  b、經過嚴格審核，資料可靠性高且具公信力 

 

（2） 缺點 

                  a、因標準作業程序長，所以資料提供較緩慢 

                  b、格式制式化 

                  c、回覆民眾意見效率低 

 

    （二）使用者問卷調查 

          

          為了更加了解以及證明我們的分析與推論，我們設計了一份問卷，請 

受訪民眾從兩個網站，接收訊息後，針對資料可靠性、操作難易度以及整 

體滿意度等方面來比較其差別。問卷收回總共 115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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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 g0v 網站之整體滿意度？ 6. 對行政院主計處官網之整體滿意 

  度？ 

  

11% 

40% 
41% 

7% 1%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33% 

34% 

26% 

7% 0%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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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關於非常滿意與滿意的加總比例，行政院主計處網站為 67%，g0v 網站為

51%，行政院主計處網站超過 g0v 約 16 個百分點，但是在上述操作、易懂程度等

各表格中所呈現的問卷結果中，民眾對 g0v 接受度較高，行政院主計處在詳細度

與可靠性方面勝過 g0v。我們從受訪者給的回覆中認為，雖然 g0v 在視覺化上做

得比政府佳，以圈圈大小代表各預算的比例關係，還提供民眾發表對預算看法的

溝通平台，但是也因此導致一些意見出現，造成資料呈現方式有些花俏，影響品

質；而政府網站雖然無法讓民眾公開發表看法，但提供詳細資料讓民眾能找到更

多資訊，且為大眾熟悉的一般性介面（word、excel），在格式上較不混亂。 

 

 

     依據我們所得之問卷結果，政府網站最大的優點為民眾信任其資料可

靠性以及肯定詳細程度；而 g0v 則提供民眾簡化以及視覺化的資訊，比較

容易操作跟了解。實際上民眾可依據不同喜好及需求選擇不同網站。 

 

1.個人的閱讀習慣與喜好 

     

閱讀習慣方面，若受訪者習慣閱讀簡化的資料，會選擇 g0v 網站；

另一方面，若受訪者習慣閱讀時，深入性地了解訊息，會選擇提供詳細資

料且可靠性高的政府網站。喜好方面，若受訪者偏好經過美編處理，或使

用特殊方法的視覺化資訊，會選擇 g0v；但對於偏好透過文字或表格來了

解訊息的受訪者，行政院主計處網站的檔案顯得較為有條理及務實。 

 

2.手機版與電腦版畫面差別 

 

   我們發現，若使用手機觀看 g0v 網站時，部分手機無法顯示完整畫

面，以至於有無法完整比對兩者之間的差別。政府提供的資料多屬 word

或 excel 格式，對手機使用者而言更不方便閱覽。 

 

    3.年齡 

 

            針對此問卷之受訪者年齡，我們將其大致分為老、中、青，三種年

齡層，比例依序為 1：6：3。而年齡也會是受訪者決定的因素之一，較

年輕的族群對 g0v 網站抱持著一定的正向支持，而其他兩族群則保留較

多支持空間。 

 

（三）g0v 網站對民眾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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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v 網站的出現除了集結網路公民的意見，更多的是對社會各面向（如政

治、經濟、文化等）的關注及參與，加速資訊的交流、議題的討論和對公共議題

共識的形成。利用一般民眾容易接受的圖案、表格甚至動畫，把原本生硬難懂的

資訊重新呈現，用大眾化的語言加以詮釋，期盼用最通俗的方式讓民眾達到最完

全的理解。透過多方意見的呈現及比較，在加強公民意識的形成，讓民眾得以思

考及檢視不同議題及現象所蘊含的意義及所隱含的問題，讓網路不單單只是快速

串連的網絡，而是公民力量及意識展現的媒介。 

               

參●結論 

    

   「政治領袖不應視討論為『採取行動的障礙物』， 反而應視之為『所有明智

行動所必要的前置活動」（Pericles，2006）一個國家言論自由的程度，能反映民

主的落實及素質。對於政府而言，蒐集及整合民意，延長了決策從制定到公布成

為政策的時間，將使流程更加繁複，但經審慎商討後的政策，除了能使人民認同、

信服，公務機關在實際執行上也能更加順利，成果和效率相對提升，所以決策前

的審慎商議，在民主社會中是值得且必要的。隨著近代民主意識的形成，人民開

始爭取表達意見的管道、注重弱勢族群的權益，以往由個人決定國家命運的狀況，

現已不復見。網路科技的興起加速公民意識的形成，由網路串連而成的公民力量，

已成為現今社會不可忽視的勢力，對社會結構及意識形態，都有著一定的影響

力。 

 

本篇論文探討的 g0v 零時政府即是一新興網路公民平台，匯集來自政府及民

間的資訊，統整合併，提供民眾不同的視野及角度；論壇的形式給予回饋管道，

雙向的溝通方式使單純的資訊提供增加多元性。但在關注政府資訊透明化的同時，

我們應學習辨識資料提供的訊息，以及資料和政府實際作為的連結，以上述中央

預算表為例，我們往往只關心預算的多寡，卻忽略真正重要的是預算分配是否合

理、政府是否有把預算資金妥善花用在公共建設上？g0v 提供的資訊透明化平台

固然重要，但資料提供者的政府，依然是無可被取代的角色。 

 

 政治存在你我的生活中，柏拉圖名言所述：「拒絕參與政治的懲罰之一，就

是被糟糕的人統治」，一般民眾總認為台灣的政治被少數人壟斷，藍綠惡鬥甚至

把全國搞得烏煙瘴氣，而大眾媒體似乎也被財團抑或是政府操弄著，利用一般民

眾對專業知識的不了解以及無法對資訊做正確的解讀；或是在平日生活中沒有太

多的時間進行更進一步的了解，我們無法確定資訊的來源是否正確，更無法參與

討論政策的制定與抉擇。然而透過這次對 g0v 零時政府的分析且與政府的比較，

我們得知 g0v 能提供更多元的溝通平台，讓一般民眾更有機會參與議題的討論，

但有時卻也因過於親近大眾或花俏造成不必要的複雜化，像是將預算換算成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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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茶、過於雜亂的圓圈等等。 

 

我們建議 g0v 可以將其版面稍作修正，以更明確簡單的視覺化圖樣方式將資

訊做更完整的結合，對民眾有更大的實質效用。以八仙塵爆為例，當時依據各個

地方醫院的正確統計資料以及政府單位與外國醫療機構的接洽，g0v 迅速地蒐集

哪邊的醫院目前病床數已滿，哪邊的急診室人太多等民眾關心的問題，提供了最

方便且易取得的資訊。若能透過政府提供正確的資訊再加上 g0v 快速的整合平台，

能使民眾更清楚地掌握最新動態。 

 

我們認為，政府與 g0v 網站各有各的優缺點，彼此也形成互補的現象：g0v

可以提供民眾美觀易懂的資訊管道；而民眾可以利用政府的可靠性高且詳細的資

料作為 g0v 網站的考證來源。再者，在政府部門與民間部門共同合作下，可以使

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益，並避免資源的浪費。因此，若兩方能將各自的優點

加以整合，創造一個政府與民間的交流平台，提供民眾單一且精確的資訊管道，

將能以最有效益的方式使民眾獲得更優良的社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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