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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時代公部門應如何將相關資訊推廣為一重要議題，本文藉由我國網路使用現況搭配國內外相關

研究，由科技影響的探討角度及國內公部門資訊推廣現況，探討與過去較為傳統的議題取向等比較，

包括對於新媒體衍生的新興問題。提出運用網路或科技工具整合化學知識並擴展相關議題知識庫建

置建議，以達到多元思考智慧科技數位轉型目的，有利於後續各類素材規劃及部會合作。

黃慧芬（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特約高級環境技術師）

網路世代系統與推廣應用機制

分析－以化學科普知識為例

壹、研究緣起：化學

科普知識推廣需

求性

2020 年，聯合國秘書長

António Guterres 發布〈數位合

作藍圖〉（Roadmap for Digital 

Cooperation）。今（2023）年，

他將持續推動藍圖的實踐，包含

深化「網路治理論壇」（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並倡議一

個開放、自由和安全的數位未

來是可能的。其中人工智慧在

各類領域的應用比比皆是，從

導航、內容推薦到基因排列研

究，研究顯示人工智能的使用

到 2022 年將為全球市場帶來

近 4 兆美元的附加價值
 [1]
。

1990 年代中期後，公眾

開始要求密切地涉入科技創新

（technical-scientific innovation）

的研發過程 
[2]
。不少學者提倡在

科技決策過程中加入更多的公

民參與，即所謂「參與模式」

（engagement model）或「公眾

參與科技」（public involv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聯結專家與非專家的雙向對

話，強調民眾參與的主動性，

用以對照過去理解模式的被

動性
 [3]-[4]

，有研究提出：多數

民眾有關風險訊息來源是來

自於數位網路（68.5 ％）
[5]
， 

但依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

心 2022 結果報告，專家採用數

位網路散播訊息僅占 8.4％ 
[6]
，

建議專家應選擇目前提供普遍

民眾資訊來源的網路傳媒及數

位媒體作為溝通平臺。配合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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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世代應用網際網路相關工具

建置化學科普知識系統及將科

技相關成果應用於網路應有其

必要性。 

毒物及化學物質管理局

（以下簡稱化學局）依行政院

2018 年核定之「國家化學物質

管理政策綱領」進行我國化學

物質的管理，其中五大目標之

「知識建立」為強化國民對化

學物質之正確認知，落實社區

與學校之全民教育，建立對化

學物質之正確認識
 [7]
；為因應國

際化學品管理趨勢的轉變，化

學局於 112 年 8 月 22 日升格為

「化學物質管理署」（以下簡

稱化學署），為促進各界合作

推動化學物質管理工作努力。

教育部 2021 年透過新的

資通訊科技應用，提升及改變

博物館與圖書館的服務模式；

並透過資源整合平臺，提供民

眾和使用者更簡易方便的資訊

取得管道、個人化及客製化的

服務，並結合該部「智慧學習

國家基地」政策方向，將數位

學習資源依 12 年國教新課綱架

構整合，並橫向與「科普中心」

館所連結，採多元溝通交流平

臺，以增進學生自主學習興趣

與模式
 [8]
。

鑑於化學科普風險溝通歷

年成果的逐漸積累，將產生更

多的溝通媒介以觸及更多民眾

瞭解目前各平臺間運用方式，

做為未來推廣應用機制參考為

未來趨勢。

貳、現況分析

一、文獻回顧

（一）我國網路使用現況

研究顯示臺灣滿 18 歲的

民眾，有 84.3％的人有上網

的經驗
 [6]
，配合我國內政部

戶政司人口統計資料，各年

齡層與各性別網路使用情況

的比例及人口數如表 1。

我國從 2014 年邁入 4G

的時代，2020 年更進一步跨

入了 5G 時代 
[9]-[10]

，行動寬

頻的快速發展，導致能夠取

表 1　我國網路使用現況－年齡性別人口分層

單位：％；人

性別及年齡別
男性 女性

上網者 未上網者 上網者 未上網者

18–29 歲
占　比 51.70 0.29 47.73 0.27

人口數 1,747,353 9,840 1,612,912 9,083

30–39 歲
占　比 50.79 0.18 48.85 0.18

人口數 1,657,024 5,987 1,593,647 5,758

40–49 歲
占　比 47.75 1.35 49.50 1.40

人口數 1,832,048 51,806 1,899,430 53,711

50–59 歲
占　比 43.77 5.03 45.93 5.27

人口數 1,554,940 178,549 1,631,648 187,358

60–69 歲
占　比 32.66 15.20 35.59 16.55

人口數 1,047,014 487,072 1,140,616 530,616

70 歲以上
占　比 14.08 30.04 17.83 38.05

人口數 365,467 779,839 462,934 987,815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2022 台灣網路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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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了傳統的固網寬頻機率提

高。這種轉變的原因包括技術

進步（速度和可靠性提升、

手機和平板電腦的普及）、

設備的普及以及人們對即時

上網的需求增加等 
[11]-[12]

。

隨著硬體（手機、平板）

和軟體（應用程式）的功能

不斷進步，使得用戶更能夠方

便地進行各種線上娛樂和互

動，手機和平板的昜攜性更

傾向於使用行動寬頻來進行

各種活動 
[10],[13]

。此外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 IoT） 技

術的發展，也推動了行動寬

頻的應用和需求增加
 [12],[14]

。

雖可預期未來行動網路

將繼續發展並占據更重要的

地位，但仍要注意唯行動上

網（mobile-only）族群，占

國民總數的 18.72％。這些

人在數位技能上跟混合上網

的族群有明顯落差，特別是

在網路應用服務、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產品或服務及社群媒體的使

用上，此一現象將會對發展

數位包容（digital inclusion）

造成阻礙，亦是政府後續應

努力改善的方向
 [6]
。

（二）新興媒體的崛起及其與

傳統媒體應用於風險溝

通之比較

傳統媒體的優勢在於

由專業記者和編輯團隊負責

製作新聞報導，可以提供準

確、客觀的報導，有助於提

供可靠的資訊，使公眾能盡

可能瞭解事件的全貌。其

次，在經過層層編輯和審查

的過程，有助於過濾虛假資

訊和不實傳聞。而傳統媒體

通常會透過專題報導或分析

評論等方式，對事件進行深

入的報導，有助於提供更多

背景資訊和專業見解
 [15]-[16]

。

然而，傳統媒體也存在一些

劣勢，在風險事件發生時無

法及時提供更新為即時的資

訊，對事件的看法可能存在

既定的視角或進行選擇性報

導，導致公眾如果只觀看單

一面向媒體，無法更全面瞭

解事件全貌 
[17]

。

新興媒體之優勢是用戶

可以透過社群媒體和影音平

臺獲取第一手資訊，迅速瞭

解事件的發生及最新進展；

提供了公平的發聲機會，任

何人都能夠發表個人意見和

看法，無需受到中央編輯的限

制，促進了多元化的意見交流

及討論；強調互動及參與，所

有人都可以在社群媒體上即

時評論和分享或進行討論和

互動，有助於建立更加活躍的

社群和共同體，促進風險資訊

的共享和理解 
[18]
。在劣勢部

分，新興媒體的資訊品質和

可靠性由於缺乏把關查核機

制，易存在錯誤或虛假資訊

的可能；其次入行門檻幾乎

為零，在沒有受過專業訓練

的情況下，資訊傳達範圍和

深度時常流於表面，對事件

的看法或評論更多的是個人

觀點，缺乏平衡報導或對事

件的深度追蹤
 [19]

。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

幾年由於疫情的影響，免費

網路影音由於具隨選、多

樣、易用與免費的特性，使

用人數持續成長達全國人口

72.82％，且名列臺灣民眾獲

得新聞的主要來源之第 5名，

占 7.01％，可預見網路串流

影音服務在未來有相當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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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空間
 [20]

。

（三）人工智慧的成長、現況

與未來展望

AI 指可分析其所處的周

圍環境，並採取因應行動的

系統，因此被形容為有「智

慧」。AI 的快速發展主要歸

功於大數據的出現、計算能

力的提升和演算法的改進
[21]-

[22]
。隨著 AI 的發展，也引發

一些隱憂和問題。目前，最

廣為人知的 AI 莫過於爆紅

的 ChatGPT，但 AI 早已廣泛

應用於各個領域，包括醫療

領域、金融領域、交通運輸

領域等。這些應用無不顯示

AI 的巨大潛力和價值 
[23]-[25]

。

AI 蓬勃發展的情況也導

致部分人們的擔憂，目前 AI

作出的判斷及決定多為建議

性質，最終決定權仍落在用

戶身上，且 AI 除了尚不夠成

熟外，大眾的不信任感也是

原因之一 
[23]

。研究顯示，臺

灣民眾對於人工智慧產品與

服務是否能夠保障個人人身

或財物安全的態度持較負面

立場
 [6]
。

此外，臺灣關於 AI 相

關應用的法令規章亟待擬訂

與釐清，由於人工智慧的發

展需要大量收集使用者的各

種數據以完善其資料庫，受

到有違資料保護的質疑，對於

廠商透過 AI 收集的各項數據

需要第三方機構的監督，此監

督角色可以是政府、其他企業

或是民間的公正組織，AI 相

關產品及服務推動背後的規

範、倫理與風險，是亟待執政

者關注的問題 
[26]-[27]

。

（四）網路時代的同溫層現象

與數位素養

與社群媒體相較，即時

通訊是一個相對私密且封閉

與熟識的朋友互動為主的環

境。雖然即時通訊軟體並非

完全匿名，但由於其私密、

封閉且以朋友互動為主的科

技特徵，會使得人們較願意

在軟體中表露自己對事件或

公共議題的看法
[6], [28]

。

同溫層（echo chamber）

現象的出現主要是由於網路

提供了廣泛的資訊來源和社

交平臺，使得人們可以自由

選擇他們感興趣的資訊和社

群媒體，並接受推薦可能會

感興趣的文章、影片或商

品，無形間助長了同溫層現

象 的 產 生。Pariser 在《The 

Filter Bubble》一書中指出，

這些演算法使人們僅接觸到

與自己觀點相符的資訊，導

致有資訊過濾和同溫層的形

成。由於沒有多元觀點的接

觸，同溫層的討論很容易進

一步導致極化、假新聞與假

訊息的增加 
[29]

。Sunstein 在

Republic 一書中探討了社交

媒體對民主和公共討論的影

響，同溫層的存在加劇了社

會的分裂和對立。

消彌同溫層現象和假

消息，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包

括網路平臺應加強內容審查

和事實核查，並提供更多的

真實和可靠的資訊來源；同

時教育也扮演著相當重要的

角色，政府、學校或公民團

體可以嘗試用各種方式來教

導民眾如何運用批判性思維

來評估和解讀資訊，以增強

他們的資訊辨識能力，讓民

眾具備網路世代應有的數位

素養
 [30]-[31]

。研究指出
[5]

臺

灣的上網者中有將近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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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1％）對自己查證新聞

真假的能力沒有信心，這是

值得政府關注的重要議題。

二、公部門公眾溝通分析

（一）Covid-19 疫情與風險溝通

在過去三年多，全球飽

受 Covid-19 疫情影響，我國

以衛福部為首的疫情指揮中

心在本土案例升高之際展開

長達 1,000 多天的每日疫情

記者會，於 2020 年 1 月 20

日設立三級之「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期間運用記者會與

媒體記者溝通，於報告完每

日狀況後開放媒體提問，疫

情記者會均提供即時網路直

播，相關畫面如圖 1，為目前

我國最具風險溝通實績的公

部門，其所採用之策略及方

式可作為其他公部門參考。

顏亦廷
 [32]

曾討論臺灣有

效應對 COVID-19 背後的原

因，其認為成功的主要原因

有三：

1. 依靠口罩政策作為主要的

疾病預防措施，以及快速

擴大口罩產能的能力。

2. 利用大數據和科技，增強

疾病預防的有效實施和檢

測措施。

3. 有利於透明度、溝通和協

作的強而有力的國家與社

會關係。

（二）公部門應用網路溝通實例

除了透過較傳統的官

方網站進行溝通之外，在

各式社交媒體日益發達之

際，不少公部門都透過官方

網 站、Facebook、Line@、

Instagram、Podcast 和 Youtube

等新興社交媒體工具，來對

民眾進行政策宣導或傳達重

要資訊，以下摘錄公部門及

其社交媒體經營狀況：

依表 2 得知，不同的公

圖 1　疫情記者會及網路平臺直播

資料來源：Newtalk 新聞網及疾病管制署 Youtube 頻道。

表 2　我國公部門風險溝通媒介現況

機關及

媒介别

環境部

化學署

衛生

福利部
勞動部

農業部林業及

自然保育署

農業部動植物

防疫檢疫署

FB
追蹤人數

8.5 萬 152 萬 26 萬 22 萬 6.8 萬

Line@
好友人數

6,952 440 萬 96,877 22,638 142 萬

Instagrm
粉絲人數

未設 未設 未設 1.2 萬 未設

Podcast
有

（不定期更新）
遇見，預見 未設

LinsAffair
（週更）

未設

Yutube
訂閱者

819 位 27.8K 位 4.11K 位 8.27K 位 1.04K 位

資料來源：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112-113年生活中化學物質科普知識推動暨風險溝通計畫」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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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對社群媒介的經營，側

重也略有不同；衛福部由於

疫情期間的溝通，使其在各

項社交媒體上皆累積不少追

蹤、訂閱或關注數，在後續

進行日常的風險溝通時，較

其他部門更具優勢，其轄下

的疾管署、國健署和健保署

等，也分別有自己單獨的社

交媒體，其中以疾管署最為

活躍（宣導用圖卡如圖 2）。

在民眾上網時間有限、

瀏覽社群媒介時間沒有辦

法大幅增加的情況下，各

公部門之間自然而然就會

形成競爭關係，未來於執行

風險溝通時不僅要考量到欲

溝通的內容，還要考量呈現

的方式是否足以吸引民眾、

是否跟上時事潮流等因素，

才能將溝通的效益發揮到 

最大。

參、網路世代化學科

普知識推廣建議

應用網路及社群媒體工具

進行化學科普知識推廣與風險

溝通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它

可以透過分眾手段來擴大受眾

範圍，從而提高整體國民的科

學素養，促進各類科學交流和

合作，培養年輕一代跨領域的

能力。此外，透過基礎設施的

建置及各項政策與溝通手段，

達到減少數位落差的目的，從

而提升全體國民數位素養，此

舉將使假新聞及假消息不復存

圖 2　衛福部疾管署傳染病防治宣導圖卡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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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這些都是網路及社群

媒體工具所獨具的優勢，有助

於建立一個更加科學、開放和

進步的社會。

在手機 APP 的應用上，

除了欲傳遞的知識內容可以做

到更分眾的呈現以外，還能進

行更深層次、更加廣泛的的應

用，初期可以提供與 Line@ 相

同的生活化學知識詢答功能，

藉此收集民眾較關切或常見的

問題（大數據的應用）；中期

則可以導入 AI 取代關鍵字詢

答，提供使用者更精準的答

案。最終目標則是結合化學科

普雲，讓 AI 成為使用者的個

人管家，依據使用者過去的查

詢、詢問記錄及提供的資訊，

來回復使用者更符合其需求的

答案。近期國科會也推出自行

研發的臺版人工智慧對話引

擎（Trustworthy AI Dialogue 

Engine, TAIDE）， 若 能 借 助

該引擎的功能，應可大幅縮短

整個執行方案的進程。然而這

功能涉及個人資料的存儲或統

計分析，因此必須確保具有相

應甚至更高規格的資安防護等

級，來避免有心人士竊取或濫

用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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