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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起源於一個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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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社團
LASS-開源公益環境感測網路

頭前溪流域整體改善及調適規劃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LASSnet/
https://wra02-toucian-river.info/


嘗試引入新能量

主動以「更符合公
眾與社群需求之格
式」提供。

自我期許
二河局反思

政府相關資訊雖有公開，
但二河局察覺轄區內河川
資料庫少有從「因樂於分
享而能邀請民間想像力與
生產力參與公共計畫」的
角度來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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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來自國外的信，讓二河局
更加確信，這是一條正確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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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英國研究生Camille Jetzer之互動經驗

110/7/18
英國研究生來信洽詢
頭前溪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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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英國研究生Camille Jetzer之互動經驗

110/7/27
二河局積極回應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6



與英國研究生Camille Jetzer之互動經驗

110/7/30
英國研究生再次詢問
頭前溪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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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英國研究生Camille Jetzer之互動經驗

110/8/16
二河局積極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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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套開源和公益定位的「環境感測器網路系統」

• 由民間社群自發地建置系統，並透過臉書、Github等

方式串連社群和分享成果，期望透過資訊公開協助解決

空污、水污等問題。(統計至2022/7/5有8,449位社員)

動能來自台灣科技產業的基礎，

非常具有台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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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臉書「LASS-開源公益環境感測網路」20220712-如何以開放資料為載體，
推動公私協力-以喝好水，吃好物，有良居為例

LASS在 Open Data 領域的貢獻

創辦人｜許武龍先生(哈爸)

打造水事件平台

「山河事件簿」

透過視覺圖示呈現，

民眾能簡易查詢與

解讀複雜水文資料

LASS社群介紹



• 源自台灣社會基礎，與來自科技產業的跨國專案管理經驗。

• 如果開會沒效益，怎麼管理跨國的生產?公共議題不也是如此?

• 透明，分享與開放，就是最好的話語權，而且可要求公民平等。

• 地圖、資料庫、連小學生都易懂的資訊表達，是公共對話的必要準備。

• 有地圖就有具體問題來源，有資料庫可以比對現實與決策，小學生當然也是未來公民。

• 新技術：物聯網

• 古典但創新的公共參與：用手機參與環境觀察與監督，連小學生也會。

• 這是年輕世代理解且認同的公共工作方式。

• 平日各有正辦，遇議題則匯流成川，共同解決問題。

LASS將隨資訊社會成長茁壯，

政府怎能不跟上?
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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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S社群的公共潛力與未來意義



• 協力基本精神
• 兩方同意後才能成為議題

• 公益

• 開放
• 正常夥伴都可以倡議和與會

• 公開的會議紀錄和與會人員

• 倡議者需於社群公開說明

• 平台化-所有協力的組織與社群共同參與

• 持續的會議跟進與推展

• 目前主題為開放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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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前溪公共議題實戰成果
協力架構



• 2020年11月23日LASS與水利署召開第4次公私協力會議

• 邀請台灣維基媒體協會(Wikimedia Taiwan)參與協作

• 解決台灣河川排水名稱重複問題：台灣河川與國際編碼接軌

• 以二河局頭前溪水系先行作公私協力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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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前溪公共議題實戰成果



• 以LASS為主召集人的「頭前溪公私協力專案」

• 自110年度迄今已召開6次在地協力會議，目前仍持續協作中

照片來源：臉書「LASS-開源公益環境感測網路」頭前溪協力專案-在地協力會議3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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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前溪公共議題實戰成果



• 二河局協助LASS進行頭前溪水路匯流點探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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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前溪公共議題實戰成果

例如 : 2021/5/11頭前溪社群匯流點探訪

 澎湖堀圳

 麻園幹線水位站

 舊港圳倒伏壩

 芎林二圳

照片來源：臉書「LASS-開源公益環境感測網路」水利署頭前溪示範專案



協力夥伴

• 「思源地圖」整合了水資源相關的政府開放資料和民間的標註、分

析資料，並以上下游整體流域的方式呈現在地圖上，突破政府部門

各自擁有資料卻很難互相流通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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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前溪公共議題實戰成果

私社群

公部門

思源地圖
頭前溪流域範圍資料



照片來源：臉書「LASS-開源公益環境感測網路」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16

頭前溪公共議題實戰成果

複賽簡報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acJb27VtgIdgwIpuZasb3zQKdh1632/view? usp=sharing

• 以頭前溪「喝好水、吃好物、有良居」專案榮獲2021年總統盃
黑客松卓越團隊獎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acJb27MVtgIdgwIpuZasb3zQKdh1632/view?usp=sharing


照片來源：臉書「十在水- 看見淡水河」淡水河與民共利協力會議1之照片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17

頭前溪公共議題實戰成果

• 有助各流域公共議題之推進



1. 擴大公共事務的參與

來源與對話深度。

二河局公共參與下的
進步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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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向各方公開的河川情報

地圖，為用「有效資料庫來

引導公共議題」做好準備。

2. 善用數位地圖、線上

對話、議題資料庫等

科技工具，減少資訊

與數位落差。

1. 透過有效的工具與參與模式，

營造有效的公共議題討論模

式與議題民主。

2. 透過資料庫為議題找到

共同溝通語言與主題。

3. 有效的議題民主加速並有

助共識與行動方案的形成。

4. 公私協力的升級：台灣社會在公共

對話最需要的方向，以及公民社會

良善的底蘊。

二河局與LASS協作的

創新價值

4.回饋下一代治水策略
頭前溪流域整體改善及調適規劃

https://wra02-toucian-river.info/


 學習成為網路社會的聰明政府，然後才能管理公共議題。

 不讓網路世代等待，公民對政府就會有期待。

 知道怎麼開會，公共對話與草根參與才不會停在理想層次。

 透明，開放，分享就是公共話語權。

 這是公私協力的升級，知道如何有效公共對話才會找到共識，

所以這也是政府的升級。扣合流域整體改善及調適規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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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LASS協作後二河局的心得與自我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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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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