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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緣起

• 傅凱若助理教授受邀至非核家園小組，分享各

國公共溝通的經驗。

• 非核家園小組會前會做成會議結論，必須找專

業團隊進行核廢料處理的溝通設計與推進。

本日重點

• 焦點座談重點彙整

• 常見的溝通困境

• 政策建議





傳統路徑

專家主義

代議政治

直接公投

公共溝通

盤點政策議題與爭議點

資訊揭露、轉譯與擴散

公開對話與溝通

現況困境



焦點座談重點彙整



● 溝通模式:

參與人次的數量與品質、內容不一定成正比。必須取決於議題的設定、與會者

的知識程度等條件。

● 溝通對象:

不只是社會，政府內部各單位的權責問題，與政策立場也必須明確處理。

● 政府態度:

政府必須先溝通/理解民眾需求和想法，再做政策決定，而不適反其道而行。

針對社會溝通的成果(包含不同團體與民間審議結果)，政府必須誠實面對，並

進行回應。

公共溝通程序



● 資訊與知識落差:

政府與社會；社會不同群體之間；常民。

● 國外資訊:

各國目前處理核廢料的政策發展、社會溝通機制的設計與運作。

● 轉譯:

專業字彙使用必須精確，不能造成誤解。

政策議題不只是硬資料的露出，還包含轉譯，讓常民可觸及、可理解。

資訊傳播



核廢議題的討論必須分層次

● 權責區分；專責機構的成立

● 地質調查程序

● 蘭嶼核廢遷出

● 社會教育

……..

預期重要議題



民間關注的其它焦點

● 低放最終處置場選址

● 集中式貯存設施

● 專責機構

● 核廢三法

● 高放最終處置

● 蘭嶼核廢遷出未解

● 高放乾式貯存卡關

● 核電廠除役

● 回饋金發放

● 核廢料處置方式爭議



常見的公共溝通困境



• 政策議題複雜，很難把話跟民眾說清楚；

• 資訊不足且零碎；

• 共識會議，各自表述；

• 政府作溝通，一次性活動，有辦就好；

• 社會信任不足；機構效應



政策建議



階段
目的

期程
(月) ( 1-2 ) ( 4-6 ) ( 1-2 ) ( 8-10 ) ( 3-4 )

公共對話與審議議題盤點
利害相關人
立場盤點

具體討論
結果

政府回應
政策對接

公共對話運作

階段
任務

相關文獻

相關法規

相關組織

議題框架

行政端：組織/
職責/困境

社會端(立場)：
反核/擁核
/地方

議題資訊露出資料彙整分析

公共對話機制設計
及議程設定

方案成形

政府立場
說明

政府回應

政策成形

輿論蒐集與解讀

政策行銷及資訊公開

第一階段操作 第二階段操作



公共對話運作

階段
任務

相關文獻

相關法規

相關組織

議題框架

行政端：組織/
職責/困境

社會端(立場)：
反核/擁核
/地方

議題資訊露出資料彙整分析

公共對話機制設計
及議程設定

方案成形

政府立場
說明

政府回應

政策成形

輿論蒐集與解讀

政策行銷及資訊公開

第一階段操作

處理蛋黃區



蘭嶼貯存場

核電廠貯存

集中式
貯存設施

低放
最終處置場

高放
最終處置場

低
放

高
放

燃料池貯存

乾式貯存

(

核
電
廠
內)

(回運
原產地)

政府現有之不同處理路徑



先討論核電廠除役和乾貯

蘭嶼核廢應該先遷出

到底要不要建集中貯存設施

核廢三法先立法



路徑 A

路徑 C

路徑 B

議題規劃與盤點

1. 釐清利害關係
人的立場和焦點

2. 描繪整體路徑
方案想像，並說
明做法



蘭嶼貯存場

核電廠貯存

集中式
貯存設施

低放
最終處置場

高放
最終處置場

低
放

高
放

燃料池貯存

乾式貯存

(

核
電
廠
內)



第二階段操作

面對蛋白區

公共對話運作

階段
任務

相關文獻

相關法規

相關組織

議題框架

行政端：組織/
職責/困境

社會端(立場)：
反核/擁核
/地方

議題資訊露出資料彙整分析

公共對話機制設計
及議程設定

方案成形

政府立場
說明

政府回應

政策成形

輿論蒐集與解讀

政策行銷及資訊公開



模式一 分群討論，推選代表至全國會議

模式三 大規模的一次性討論活動

模式二 中立委員會，分層抽樣，全國會議

公共對話操作模式建議



公共對話機制應考量要素

機制設計考量因素

● 議題設定

● 活動時間/期程

● 政府協作程度

● 參與者規模

● 預算限制

● 政策衝突程度

● 政策資訊露出程度

機制運作模式公共對話目的

● 政策/公民教育

● 議題推廣

● 議題對焦/溝通

● 政策說服

● 蒐集意見

● 尋求共識

● 群體代表

● 分層抽樣

● 大規模討論會議



階段
目的

期程
(月) ( 1-2 ) ( 4-6 ) ( 1-2 ) ( 8-10 ) ( 3-4 )

公共討論與審議議題盤點
利害相關人
立場盤點

具體討論
結果

政府回應
政策對接

公共對話運作

階段
任務

相關文獻

相關法規

相關組織

議題框架

行政端：組織/
職責/困境

社會端(立場)：
反核/擁核
/地方

議題資訊露出資料彙整分析

公共對話機制設計
及議程設定

方案成形

政府立場
說明

政府回應

政策成形

輿論蒐集與解讀

政策行銷及資訊公開

第一階段操作 第二階段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