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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

Bottom-up 

thinking: 青年參

與能獲得的培育資

源,  就業機會,  與

生活層面的影響

光是抓到氣候變

遷脈絡就很困難

。很廣很雜，深

入議題之前需要

知道很多資訊，

很花時間。

政府部門分工

詳細，資訊會

散在各自網站

，需要統一整

體進度資訊。

在大專院校工作

坊，發現大家對

脈絡很不清楚，

但其實高中生還

更清楚。各部會

有很多資訊，但

不一定找的到。

青年很難知道對

口，部會分工太

細，且做的事無

連結。

青年對氣候變遷

有誤解，例如把

氣候變遷和臭氧

層扣再一起。

淨零增能班是好

的，但我們搶不

贏企業，名額不

該被限制，讓學

生更有機會報名

。

學習資源少（

？）
校園師資本身

，對氣候變遷

的了解也不足

，學校難以辦

認需求和恰當

的人。

資訊分散、部門

分散、目標群眾

不確定，增加了

找尋困難。

環境部跟教育部

需要合作

青年參與需不需

要從各部門各部

會拉出來，獨立

制度化。有系統

，延續性，專業

化的規劃執行。

氣候行動自立

program（制度

化）

就業需求的氣候

參與，與影響政

策的氣候參與是

不一樣的目標及

作法。

環境部和教育部

應該要合作，讓

大專院校裡面的

課程能更具體，

與各部會更直接

的連結。

青年的聲音越大

，部會更有機會

往青年的需求調

整。

目前培力非常靠

個人，跨部會導

致政府介入氣候

教育相當困難。

過往教育部和勞

動部，經濟部的

合作已經有類似

問題。

行政院有委員會

，但是人員過於

多元，對氣候變

遷未必專業或熱

情，很難專注處

理氣候變遷。

氣候變遷的元素

散佈於各個部會

長久發展的子計

畫，是散落的，

難以收攏推進。

青年可以做為處

理系統性議題甚

至是帶動轉型的

先驅。

各界利害關係人

都是政策溝通的

對象，青年僅是

被辨識出來獨立

處裡標的。

對於資訊的思辨力

能力建構 資訊公開

青年參與

資訊整合與假訊息

自願性的資訊，

政府單位沒辦法

強制整合；公部

門的資訊，法規

未必允許開放。

資訊基礎設施(data 

infrastructure) 缺乏

，實作整合成本過高

，阻止了專業進場整

合。

公部門的管理層

以及基層，有觀

念的差異。

氣候變遷議題更

新速度快，公部

門新人學習需求

高。

政策過多掌握於中

央部會資深主管，

民間除企業外，難

以影響政策研擬，

甚至連國科會都難

以介入。

一、青年參與的困難和障礙

「氣候變遷」對於

青年的重要性？

賦權、賦能、層級

training需要時間

職涯仍是第一取向

Top-down 

thinking: 區隔青

年參與管道在什麼

程度上可被制度化

:  依據專業知識需

要與否以及政治效

能與賦權來區分參

與管道與方式

資訊公開平台與開

放資料需要立法規

範

二、如何捲動更多青年參與



第二組

3.培訓和參與機會有限：

針對氣候變遷的專業培訓與相關政策討
論的機會主要集中在特定團體或大城市
，偏鄉地區或經濟弱勢的青年較難獲得
這些機會，造成參與的門檻較高。

缺乏如何理解專業資訊，以及如何結合
消費習慣或自身專業（法律、金融、工
程、醫管、城鄉規劃）的知能培訓

例如: 中小學各校氣候相關師資培訓，讓
氣候教育進入一般體制內教育。

1.資訊透明度與易得性不足：

許多氣候相關資訊多以專業術語呈現，
非專業背景的群體可能難以理解。資訊
未能有效地轉化為通俗易懂的形式，這
阻礙了青年對氣候變遷議題的全面理解
，以及參與意願。

2.缺乏具體的參與機制：

青年參與政策討論的具體管道不明確，
例如政府部門的公聽會或政策諮詢會議
，通常未設置專門的青年席次，或是邀
請的青年代表僅能代表少數特定群體，
無法真正反映廣泛青年的意見。

雖有國家發展委員會成立的跨部會推動
小組但其相關資訊之宣傳的舉辦次數不
夠貼近基層。

1.原住民族青年政策參與的制度性排
除：

原住民族的傳統生活方式和土地使用
權益，常常未被充分納入國家政策的
討論中。原住民族青年雖然有強烈的
環境保護和文化傳承意識，但現行的
氣候政策參與制度中缺乏專門的機制
與監督平台。
如公聽會、諮詢會議等，往往不會專
門邀請原住民族代表，尤其是青年代
表。青年無法有效參與到決策過程中
，導致他們的意見和需求未被反映在
政策中。加上氣候變遷政策的討論多
集中於都市，為考量特殊地理環境的
需求與傳統文化背景知識。

例如原住民族生物多樣性概念及氣候
變遷適應性的議題

1.從非相關背景人員角度來看, 求學/工作
中少有接觸此議題的機會而缺少參與討
論的共通語言

建議可結合其他議題，擴大
關注氣候行動的青年群眾（
如職涯發展）

3.一般青年族群雖然認識氣候變遷但沒
有感受到急迫性，不會主動涉略相關資
訊，需要誘因或鼓勵機制。即使環境部
做了很多東西也沒人知道。

青年的背景:
有別其他族群，青年的特色是擅長數位管道、熟悉語言多元、
試錯成本低，建議可以擴大辦理多元創新活動，目前缺乏觸發
瞭解環境議題的誘因

3.從地方社區來看，可以從
大學端USR持續納入永續議
題，結合各部會的青年政策(
如國發會地方創生青年培力
站、教育部青據點等計畫)一
起倡導減碳及永續議題。

2.用較吸引年輕族群的管道
如音樂祭、數位媒體等吸引
青年參與 例如IG,影音,懶人
包，地方政府合作辦理地方
性氣候變遷相關活動，增強
連結性

2.政府不夠瞭解青年參與的層次及面相
引發關注、可以關心：想要了解相關知
識、想要旁聽
真的付出行動：想要參與政策制定、國
際交流

例如青年可以比較容易接觸的問題：
議題等級化
職涯相關
日常就可以了解EX減塑、淨灘
會影響到日常生活的

延續上題, 從參考資料中能看到透明且
易取得的資訊, 也許非相關背景人員面
臨的困難為理解能獲取的資訊與自己的
關聯

關於參與, 也許將氣候變遷議題融入生
活 , 持續的培養對此議題的認識, 能幫
助青年自然在學校/工作場合提出意見

能力建構 資訊公開 青年參與

一、青年參與的困難和障礙



各部門可仿造國

發會成立氣候變
遷跨部門平台。

其小組成員須包
含青年,原住民,

新住民,女性,性

少數及身障人士
代表。

環境部所舉辦的
氣候變遷相關活
動是青年參與討
論的良好契機,
若能提高活動資
訊能見度, 應有
助於吸引更多元
背景的參與者

加入大學通識必

修課程
商學院必修CSR

TNFD等知識

政府端的第一步:

政府應初步了解目前

青年參與氣候議題的

現況與盤點關注重點
為何。

建議可以議題區分並
與不同NGO單位合作

，成立定期溝通平台

，分享青年參與氣候
議題的成果，並逐步

與政策方向整合

鼓勵各縣市的青

諮委員會針對減
碳議題提出洞察

與建議，促使地

方政府提出相應
施政回應。

青年參與方式具體化與制度化：除了廣宣外，應當制度化參與機

制(非以單一專案或活動性質進行)

透過平台的建立或活動辦理，讓青年有機會參與瞭解

青年的優點：

數位能力高、試錯成本低

地方創生（已經是跨部會運作）、青年返鄉，依據青年關注不同

的議題，針對不同部會來回應處理

不只是環境部目標團體(已經在氣候領域和環境部有合作過團體)

可以從非環境相關的團體，從不同部會建立不同青年人才庫

從大學端USR持續

納入永續元素，結
合各部會的青年政

策(如國發會地方創

生青年培力站、教
育部青據點等計畫)

一起倡導社區中的

減碳及永續議題。

資訊對青年的意義

由青年來轉譯成青年的
語言

找青年喜歡的來代言

例如說不同語言的線上

活動舉辦，提供不同人

群的共鳴

二、如何捲動更多青年參與

政策落實與

監督困難

即使青年參與到政
策討論過程中，也
往往面臨政策落實
和監督的困難。青
年缺乏監督政府執
行的資源，使得在
政策執行的後續階
段常無法發揮實效
。

反思NGO的角

色對青年的意

義為何

政府能針對專業領域
的青年倡議重點進行
瞭解及連結，可以進
行細部議題的內容討
論，讓實行效率更聚
焦。

環境部應積極

和教育部、經

濟部、地方政

府合作

看見青年特色與優勢
，選擇青年世代較親
近的管道

結論
第二組



第三組

【資訊】

資訊不對等時，

缺乏監督與把關

機制

如：淨零課程詐

騙案

【參與】

世代隔閡
想要說服上個世

代的長輩投入減

碳或氣候行動，
缺乏管道與說服

的力道

［能力］

目前氣候變遷的
相關資訊與學校

授課內容有差異

，不容易讓青年
了解政府推動的

政策

【資訊】

簡化對氣候的認
知，讓參與氣候

行動的門檻降低

【能力】

對一般學生來說
不知道如何與未

來就業有聯結，

資訊的獲取較少
導致很難跨科系

溝通。

【能力】
• 教育場合的技能分數
不等於日常生活的行
動，必須讓行為改變
發生在很多青年的生
活場域中。

• 認知提升到行動，有
些需要支持系統，而
不只是口號和鼓勵的
一次性獎勵。

【參與】
• 從一些人找到、
累積、擴散成一
群人，否則都還
是很容易遺落多
數人

• 學校教育、社會
團體的培力/陪伴
系統，還可以再
有近一步、比較

長久的（不只是
一學期）的銜接

• 有意識的公務員
，以有趣的方式
辦理有意義的對
話

【資訊】
• 青年面對氣候變
遷的衝擊，會需
要更多未來氣候
情境上的資訊，
會不會影響自己
。

資訊

資訊雜亂，建議要
分族群推播適合的
資訊

（要得到正確資

訊困難）

［資訊］

氣候變遷資訊很
多，不確定哪些

是正確的訊息

【參與】

期待這個世代的
青年勇於跨領域

，帶動非本科系

學生，一起思考
如何參與氣候行

動

【參與】

讓公務部門或執行

專案的承辦了解執

行政策的意義

【能力建構】

能力是個人？還是

群體的能力？

青年與青少年，對

象不同，能力建構

方式有差異

【能力】

學校推動綠色
校園等政策時

，應該讓學生

有參與意見的
空間

【資訊】
• 應該先做大規模
調查了解/市場調
查

【資訊】
• 東西很多、很亂，
需要有層次、分眾
的資料

• 跨專業領域的知識
，需引導入門、思
考和的（虛擬）講

師
• 資訊公開的管道，
得考量真實的受眾
使用情境，包括時
間點、地點、狀態
，有效投遞。

【參與】

對於氣候變遷的
議題是否跟其他

關心的議題有綜

合效果

政府部門產業部分應該
辦理更多青年活動，捲

動青年提案，結合新的

觀念跟心得技術。

公部門應該提供延續性

的參與機會，不要單點
性的

【能力】學校延伸到社

會團體、政府部門辦理
的公共審議活動eg.

TALK、綠領人才培訓等

、國發會公眾諮商等。
【資訊】管道、內容有

實質意義，並以擴散為

目標、創新傳播。eg.環
境部有很多網站、很多

分頁和資訊，但可以先

分眾導流。
【參與】

容易參與、有效能感。

eg.工作坊辦在學校/社
區的青據點等巡迴、論

壇開放線上參與。（應

該不是下班下課的額外
工作）

針對18-35歲青年或租屋族

群們有其他經濟上的壓力

願意付出行動卻缺乏資金

【能力】

如何創造誘因（經濟上的

誘因）
【資訊】

如何讓省下來的錢，精確

的消費者願意選擇相對綠
色的產品（例如購買後，

多少年可以回本等等）

【參與】
如何製造同儕壓力

先做基礎的市場調查，了解

青年為什麼不參與氣候變遷
的議題

沒有錢去汰換設備、租房沒

有辦法有節電的家電等等？

二、如何捲動更多青年參與一、青年參與的困難和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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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構結論 青年參與結論資訊公開結論

1.資料公開的困難，可近性

不足

2.各部會資訊或許可以共享

的資料庫，找到主責的單位
-國發會公正轉型委員會

1.門檻過高，內容轉

譯的必要性：

2.跨部會、跨域，如

何讓資訊真正能夠進
入青年

1.校內永續資訊傳遞，重點學校除

公文外有沒有更好的溝通管道

2.確保討論和意見對焦目標和期待

是否明確，討論內容與政策之間
的可影響性提高，提高大家的「

同頻討論」

此外公眾諮商是否可以有更好的
後續追蹤

辨識利害關係人後的重要發展，

一、青年參與的困難和障礙

工作坊形式很棒

，希望繼續辦下
去

可以在找更多領
域夥伴一起討論

1.透過工作坊的形式討論，擴大青年參與的層

面，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2.或許可以階段性的擴散氣候變遷政策的議題
，逐步安排走入校園，鼓勵青年參與，確保青
年力量持續補充

3.使用更新的青年溝通方式：podcast、懶人包

4.此類諮詢會議的具體用意、期望與產出的對
齊，以及後續追蹤，甚至前端同頻的措施，確
保青年影響力也增加對政府的認同

使用更新的青年溝通

方式：施老師開講
(podcast)、懶人包

各種諮詢會議的具

體用意、期望產出
、建議收斂+進度

追蹤應明確說明，

建立各方對政府公
眾諮詢的認知、認

同與信任

捲動更多青年應該要

確保孩子兒童權利公
約

能力建構：目前青年對於政策的了解，會透過

學校、校內外演講、對有興趣的議題蒐集資料
，但是，能力的建構能是有限。資訊公開：青

年的聲音需要透過像溝通的橋樑，才能有些機

會將聲音傳遞出去。青年角色與政府部門之間
感覺仍有很大的距離感，造成聲音的傳遞。青

年參與：教育部、環境教育中心、環境部門等

可以多推廣青年參與國家政策。

氣候議題與青年

物質生活/利害
關係間的關聯性

—議題轉譯（碳

費收入用途、公
正轉型，etc.）

國環院在今年有

開設一系列淨零
課程，該課程可

能力建構。

技職體系在淨零關鍵技
能建構上所能發揮之角

色尚未進入實質探討/

討論（e.g. 汽修科）

兒童-青少年-青年之間對於氣候變遷相關

資訊間都有知識/可近性的斷層，彌平斷
層是否能夠在更前段的教育開始？

從現有的法令開始進行內容上的改變，更

早把議題傳播出去，更有機會在未來有持
續的青年力量注入

資訊公開 —＞同溫

層以外的擴散與轉
譯

-更前端可能可

以由教師研習提
高

二、如何捲動更多青年參與

其他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