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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行動方案操作步驟與海報範例

有效參與解決社區問題的程序

形成公共政策的途徑與方法

為什麼要學《公民行動方案》課程



學習《公民行動方案課程》的目的
一個民主的社會，公民參與公共事務是民主的特徵，

我們不只有權利，更有責任參與各級政府機關的運

作-從學校、社區、縣市政府，到整個國家。公民參

與專題研討課程的設計，除了幫助年輕學子了解為

什麼要參與公共事務外，更要學習如何有效地參與。

藉由下列方式，達成讓學生們願意積極地運用公民權
投入政府運作的目標。

提供並指導有效參與的知識和技能

提供實際經驗來協助增長能力和增進效率

促進對公民參與重要性的瞭解

本課程能充實學生們的知識，增進學生們的技能，深

刻地瞭解如何一起努力讓我們的社會更美好。



參與制定政策的途徑

• 參與公共集會（例如，里民大會、自救會…）

• 投稿或投書給報紙或政府

• 打電話和寄電子郵件

• 關心審議中的公共政策

• 參與遊行活動

• 遊說他人支持某個政策的替代案

• 做社會調查研究

• 參與公聽會提供證據

•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政策提案）



形成公共政策的途徑與方法

• 一、有些公共政策會透過立法程序變成正

式的法律。

• 二、有些公共政策則是由行政機關制定，

並由制定的行政機關負責執行並實踐這些

法令規範。

• 三、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司法機關中的

法院也可以影響或改變公共政策。



公民參與解決社區問題

• 有效參與的程序
1.必須先知道政府的各個層級；

2.了解哪些機關負責修改、執行或制定某一項
公共政策；

3.制定和完成政策的過程中，還必須檢驗新的
政策會不會抵觸憲法(含法律)。



「政府或公職首長的層級」
機關層級 行政 立法 司法

中央 行政院及各部會 立法院 司法院及各法院

直轄市暨縣市 直轄市、縣（市）
政府

直轄市、縣
（市）議會 ×

鄉鎮市 鄉（鎮、市）
公所

鄉（鎮、市）
民代表會

鄉、鎮、市公所
調解委員會（調
解書經法院核定）

村里 × × ×

其他（政府層級）

引自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2011 



「政府部門的職責」
公共政策問題 有責任或有權力之政府部門

舉例 ○○學校前交通狀況 ○○警察局

1.

2.

3.

（引自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2011 ）



公民行動方案操作步驟

確認社區裡
的公共政策
問題

選定問題進
行班級研討

為班級選定研
討的問題蒐集
相關資訊

發展班級資料檔
案1.成果展示板
2.文件資料夾

報告
專題檔案

回顧
學習經驗

公民行動方案 (2).wmv
學習回顧評估表.pdf
學習回顧評估表.pdf
公民行動方案 (2).wmv


海報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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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是公共政策？哪些不是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解決方
案

社區問題 公民社會解決方
案

政府部門出錢推
動方案，讓有需
要的人用「補助
券」到特約商店
換取衣食。

1.社區裡有些貧
困的人得不到溫
飽。

讓當地的宗教組
織募集食物和衣
服，如此一來，
貧困的人便能到
指定地點領取。

2.學齡兒童深夜
在街頭遊蕩。

（引自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2011 ）



什麼是公共政策？

• 所謂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是指政府機關
為了解決某項公共問題，或滿足某項公眾需求，
決定如何作為的相關活動。由於這些活動通常
由政府機關依法制定與執行，所以具有強烈的
權威性及規範性，而且會對社會帶來一定的影
響力。因此，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時，會有一
定的過程，審慎的處理各項公共問題。



分析與確認研究問題 (劉金玫，2020)

• 分析不同問題的特性，並從中選擇最能獲得決策
者注意的問題。

• 啟動機制(Triggering Mechanisms)：

拉里格斯頓(Larry Gerston)定義的四個「啟動

機制」，幫助決定一個主題是否嚴重到決策者

關心，還是受到令有資格制定公共政策者的忽視。



四個啟動機制 (Triggering Mechanisms)

(劉金玫，2020)

範 圍
(Scope)

持續期間
(Duration)

相關資源
(Resources)

強 度
(Intensity)



分析與確認研究問題

• 問題的嚴重性

• 問題的普遍性

• 問題的急迫性

問題確認與分析表格 (1).pdf


蒐集資訊

• 全班決定要研討的問題後，就要開始從

各方面蒐集、評估這個問題的相關資訊。



相關資訊來源

• 圖書館

• 報社

• 教授學者

• 律師或法官

• 社區相關組織和利益團體

• 立法部門

• 行政機關

• 網路



發展班級檔案資料

任務分組（一）：
說明問題

任務分組（二）：
檢視得以解決問
題的各項可行的
政策

任務分組（三） ：
提出公共政策議案
（檢視是否違反憲法
規定：合憲性）

任務分組（四）：
擬定行動計畫



發展班級檔案資料

任務分組一 (1).pdf
任務分組二 (1).pdf
任務分組三及憲法意見表 (1).pdf
任務分組四 (1).pdf


成果展示板及文件資料夾

（引自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2011 ）



文件資料夾

（摘自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2011 ）



印尼公民行動方案比賽 高中組作品
2010/07/26



印尼公民行動方案比賽 高中組作品
2010/07/26



公民教育經驗交流暨國際論壇聽證展示

2012/11/02 中國成都



公民教育經驗交流暨國際論壇聽證展示
2012/11/02 中國成都



第十屆全國公民行動方案競賽 優等
校內性別友善廁所(武陵高中)



第十屆全國公民行動方案競賽 優等
校內性別友善廁所(武陵高中)



公民教育經驗交流暨國際論壇聽證展示
2012/11/02 中國成都



第十屆全國公民行動方案競賽決賽
國中組



第十屆全國公民行動方案競賽決賽
國小組



第十屆 全國公民行動方案競賽決賽
高中組特優

• 社區移工電動自行車違規(立人高中)

2021PC高中組特優-立人高中.mp4


憲法意見表
1.政府無權干涉宗教信仰的自由。我們所提出的政策（有 / 無）牴觸

這點，因為

2.政府無權對人民以言論、書寫或以其他方式之表現自由加諸不合理
或不公平的限制。我們所提出的政策（有 / 無）牴觸這點，因為

3.政府無權在沒有依法組成法庭或權責政府機關進行公正的聽證前即
剝奪生命、自由或財產。我們所提出的政策（有 / 無）牴觸這點，
因為

4.政府無權在沒有正當理由的情況下即侵犯人民隱私。我們所提出的
政策（有 / 無）牴觸犯這點，因為

5.政府無權依據人種、宗教、年齡、部族（國籍）或性別等等因素制
定對人民有不合理或不公平差別待遇之法律。我們所提出的政策
（有 / 無）牴觸這點，因為

總評：簡述你相信你們班上提出的公共政策並無違反憲法與相關法
律的理由。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的立法

• 民國七十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一場車禍奪走了正在
唸研究所、柯媽媽長子柯重宇的性命，面對肇事者
惡言凌辱，柯媽媽深刻體驗到車禍受難者家屬求償
時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原本有著與肇事者「玉石
俱焚」的復仇打算，卻因睡夢中受到長子的啟示，
柯媽媽決定化小愛為大愛，向社會不合理的制度挑
戰。

• 儘管柯媽媽僅有小學學歷，但她卻能邀集全省五
百位受難者家屬，於七十九年組成「車禍受難者救
援協會」，她走遍全省與離島各地，親自慰訪受難
者家屬，協助處理求償事宜，有時得自掏腰包救濟
因車禍意外陷入苦境的家庭。然而，柯媽媽推動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立法的決心，八年來未曾
動搖過。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的立法

• 柯媽媽自行研究汽車保險法問題與相關

細節，並時常南北奔波，周旋於行政院、

立法院、交通部、財政部等機關，她更

連續以三十週的時間，每週三天分別在

中國國民黨及立法院，以超渡車禍亡魂

法會的方式進行請願，經過八年努力，

終於感動了李總統登輝先生，也由於李

總統的關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在立法院三讀通過。



大法官會議釋字603號

• 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

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隱私權雖非

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

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

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

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

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二十二條（凡

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

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所保障 (本

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參照) 。



大法官會議釋字603號

• 指紋乃重要之個人資訊，個人對其指紋資訊之自主控

制，受資訊隱私權之保障。而國民身分證發給與否，

則直接影響人民基本權利之行使。戶籍法第八條第二

項規定：依前項請領國民身分證，應捺指紋並錄存。

但未滿十四歲請領者，不予捺指紋，俟年滿十四歲時，

應補捺指紋並錄存。第三項規定：請領國民身分證，

不依前項規定捺指紋者，不予發給。對於未依規定捺

指紋者，拒絕發給國民身分證，形同強制按捺並錄存

指紋，以作為核發國民身分證之要件，其目的為何，

戶籍法未設明文規定，於憲法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

意旨已有未合。



• 公共問題是指社會上有相當多的人，

在公共生活中感到他們的共同需求不

能獲得滿足、利益遭到傷害，或期望

受到挫折，經過彼此得討論協商，要

求政府以公權力協助他們解決問題。

（南一高中公民與社會第二冊）





• 學歷：
省立花蓮師專普通科、國立花蓮師範學院語文教育系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 經歷：

南投縣南投市平和小學教師

台北縣教師會政策法規部主任

台北縣第五、六屆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國教署人權教育議題輔導群副召集人

教育部國教署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暨人權教育議題組組長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國小教師

• 編著及導讀：

《老師，你也可以這樣做》（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挑戰未來公民—正義》（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認識正義-少年版》（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公民行動方案 Project CitizenΙ》（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學生自治－從班級的民主法治規範治理開始》（教育部）

《西奧律師事務所-老師犯規了》（遠流出版公司）

講師簡介
（brad.chen8834@gmail.com）



民間公民與法治教育基金會「法治教育資訊網」
http://www.lre.org.tw

• 我們強調的法治教育（Law-Related Education），是
指對非法律專業人士所進行的法律教育。我國法制對法
治教育尚未有嚴謹的定義，美國曾在1978年制定「法治
教育法」(Law-Related Education Act)，其中對法治
教育所下的定義是「使非法律專業人士具備有關法律、
法律形成過程、法律體系、及法律基本原理與價值等為
基礎的相關知識與技能的教育。」

• 我們期待這個網站所談的法治教育，也不只是以守法，
或法律常識為重點，而是以養成未來公民所具備的法律
價值、思辨能力為基礎的相關知識為主軸。現代法律隱
涵著許多公民社會所強調的價值，例如人權、正義、民
主等等，都有待於我們透過日常生活的事例加以闡釋，
以落實到我們的生活環境中。

http://www.lre.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