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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概要 
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 (EPA)「有意義的參與」政策（以下簡稱「政策」）為 EPA 團隊推行「有意義

的參與」，讓民眾參與相關規範及專案實施決策，提供了指導方針。這項政策為 EPA 2003 公眾參

與政策的更新版。新版政策的目的為確立適用於 EPA 全局的辦法來推行「有意義的參與」，此辦法

可依據計劃本身和當地需求加以調整，並概述設計公眾宣傳方式時，EPA 人員可選用的作法，讓 
EPA 的決策能認真地將公眾意見納入考量。這項政策奠基於 EPA 對達成「有意義的參與」所許下

的承諾，EPA 應該傾聽具備生活體驗和專業知識的個人的意見，並採用包容不同聲音的流程，在

此基礎上採取相關措施，進而讓保護健康和環境的決策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因此，這項政策旨在： 

• 提高 EPA 決策的可接受性、效率、可行性和永續性。 
• 重申 EPA 對盡早參與、頻繁參與、無障礙需求和有意義的公眾參與的承諾。 
• 確保當 EPA 制定決策時，已將相關人士和實體的利益及其關注的議題納入考量。 
• 促進使用各種技術，並在適當情況下，賦予公眾盡早且持續參與 EPA 決策過程的機會。 
• 為推行「有意義的參與」活動提供明確有效的指導方針。 

EPA 人員能在可行且預算許可的條件下，運用本政策規劃參與活動，此為 EPA 措施的一部分，包括

擬議和最終規定、許可、政策制定或重要指導文件、制定策略文件和策略計劃、制定 EPA 倡議或

專案（包括財務援助專案）。EPA 公眾參與模型（以下簡稱「模型」）是這項政策的核心，包含

七個迭代階段，可為 EPA 人員提供指導方針，讓公眾有效參與 EPA 的行動： 

1. 計劃：確立 EPA 措施路線圖、決定公眾參與程度，並確定有哪些可用的資源  
2. 找出要參與的公眾和公眾群體 
3. 思考是否需要提供公眾技術或財務援助  
4. 提供資訊和宣傳  
5. 提供公眾諮詢和參與活動的機會  
6. 檢視並納入徵集到的公眾意見，並給予公眾回饋  
7. 對公眾參與活動進行評估並撰寫報告 

對於已確定會有公眾參與的計劃或活動，EPA 團隊可依據活動規模、範圍和時程，選用模型中所

列的策略，有意義地提升公眾參與度。該模型中列出的建議作法還能依據特定用途加以調整和應

用，為當前的策略提供支援和補充。修訂版政策內含各種作法，包括公眾參與光譜，該光譜以國

際公眾參與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的公眾參與光譜為藍本，可協助 
EPA 團隊選擇適當的公眾參與程度。 

此外，本政策還納入 EPA 自 1981 年版和 2003 年版政策觀察到的最佳作法和所習得的經驗，包括

如何提升公眾參與度，以擴大 EPA 計劃的可取得性和透明度；在決策過程中，運用或考量收集自

參與式科學和原住民知識的資料和資訊；視需要採取糾紛替代解決方案，包括調解、仲裁和由中

立的第三者進行疏通；以及在面對公眾時，表現出文化素養並保持態度謙遜的必要性。 

這項政策與 EPA 過往對於達成「有意義的參與」所許下的承諾一致，並以此為基礎，近期的

《2022–2026 策略計劃》和《平等行動計劃》亦強調了這一點。本政策採納公眾對舊版 EPA 公眾

參與政策提出的建議，以及 EPA 在其他決策過程中和聽證會時從合作夥伴和外部顧問處得到的建

議。本政策有助於建立並強化 EPA 人員的能力，確保在採取措施期間，能接觸到並聽取對該議題

感興趣或可能受該措施影響的公眾的意見。最後，EPA 團隊可運用政策評估小節和新制定的成功

衡量標準，進一步履行 EPA 對達成「有意義的參與」所許下的承諾。 

  

https://archive.epa.gov/publicinvolvement/web/pdf/policy2003.pdf
https://archive.epa.gov/publicinvolvement/web/pdf/policy20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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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 (EPA) 於 1981 年頒布《公眾參與政策》，目的為強化 EPA 對公眾參與的承

諾。2003 年，EPA 頒布《公眾參與政策》的更新版，為公眾參與 EPA 措施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提供

指導方針。這項修訂後的文件名為「透過 EPA『有意義的參與』政策實現公眾健康與環境保護」，

為 EPA 全體人員明訂在決策過程中推行「有意義的參與」的辦法，該辦法可視計劃和當地需求進

行調整。1 

政策受眾 
本政策的主要受眾為讓公眾有機會「有意義的參與」 EPA 所採取的措施（其定義請參見「關鍵理

念」一節）的所有 EPA 人員，包括員工、專案經理、研究員、實習生、被委任/委派者、高級主

管、承包商和資深環境組織註冊人士。本政策中的「EPA 團隊」一詞係指執行 EPA 所採取的措施

的一群人。EPA 團隊亦可透過這項政策為承包商、受補助者或其他代表 EPA 推行這項工作的團體

發佈成效工作聲明。所有 EPA 人員都應熟悉這項政策，確保公眾在適當情況下「有意義的參與」 
EPA 所採取的措施。 

有意義的參與 
本政策的基本前提為各 EPA 團隊負有讓公眾有機會進行「有意義的參與」的責任，讓他們參與會

影響公眾健康與環境的 EPA 專案和活動。過往，並非所有對議題感興趣或受影響的公眾都能擁有

這樣的機會，且公眾意見亦不總是能對 EPA 的決策產生影響，或確保責任歸屬。為了回應這些由

公眾和其他政府機關提出的問題，EPA 強調「有意義的參與」一詞，希冀公眾參與流程能納入更

有代表性的民眾，同時能提高與這些民眾接觸的機會。目標民眾包括不同語言、不同文化、居住

在偏遠地區及都市的人口，以及具有不同能力、年齡和文件狀態的民眾。EPA 會用通俗易懂的話

語和這些民眾進行交流。接下來，EPA 團隊就能提供公眾「有意義的參與」機會，協助民眾做好

準備，並宣導參與 EPA 措施時必備的知識。 

有鑑於此，EPA 及其他聯邦機構使用許多不同的詞語來描述公眾參與的過程，例如「社區互動」、

「有意義的互動」和「社區參與」等。例如，EPA 的「超級基金專案」(Superfund Program) 就使

用了「社區參與」(community involvement) 一詞，《資源保護和回收法》(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Recovery Act) 和國際與部落事務辦公室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Tribal Affairs) 使用「公眾參

與」一詞，執行與稽查辦公室 (Office of Enforcement and Compliance Assurance) 則使用「社區互

動」(community engagement) 一詞。不管選用何種稱呼，這些術語代表的意義均為讓公眾參與決

策過程。重點在於確保使用正確的詞彙與公眾溝通，判斷依據為是否符合適用法規、規定、政策

和特定情境（若有）。整體而言，本政策期望 EPA 團隊能為推廣、參與諮詢、納入群眾和合作提

供機會，並使公眾具備及運用相關知識，表達自身所關注的議題，並影響 EPA 的決策。 

 
1 本政策參考了具有法律約束力要求的法定和監管規定，但本政策並不具法律約束力。本政策並未賦予、擴大或限制任

何人的任何法律權利、義務、責任或利益，亦不得對 EPA 或任何公民強制執行。 

https://archive.epa.gov/publicinvolvement/web/pdf/1981ppp.pdf
https://archive.epa.gov/publicinvolvement/web/pdf/policy20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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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義的參與」一詞是用來描述 EPA 對公眾

參與流程 2 的承諾，亦即透過「提供及時且符合

文化的資訊、讓身心障礙者能夠參與、為英語

能力有限人士提供語言協助，並考量因位置、

交通和其他要素對能否參與所產生的影響，提

供技術援助，加強社區的參與能力」，來徵詢

並鼓勵民眾對 EPA 所採取的措施表達意見。3 
EPA 注意到，受限制的公眾參與會使部分民眾邊

緣化，導致他們無法參與 EPA 的決策過程。因

此，在可行的條件下，消除個人在參與行動時

可能面臨的其他障礙，能使 EPA 所採取的措施

更加明智和適用。 

「有意義的參與」意指決策過程中的包容性，讓決策本身成為 EPA 團隊和公眾之間的橋樑，進而

讓兩方能互利互助，並為彼此提供學習機會。這樣的交流能使 EPA 的工作更有效率、更公開透明，

並取得公眾支持。因此，EPA 為「有意義的參與」辦法制定了指導方針，相關原則概述如下：4 

• 誠信：「有意義的參與」機會的範圍和目的必須透明且明確。 
• 包容性：內容應平易近人，納入不同的團體，兼顧各方價值觀和觀點。 
• 對話：傾聽社區關注的議題和優先事項，表達尊重並保持態度謙遜，提供正確的最新資

訊，鼓勵進行公開真誠的討論，確立並權衡各種方案後形成共識。 
• 影響力和責任歸屬：在決策過程中採納公眾意見，能讓民眾看見並理解自身付出的時間和

努力造成的影響。 

此外，為了提供「有意義的參與」機會，本政策重申了 EPA 團隊能力的重要性，包括： 

• 運用誠信、包容、對話、影響力和責任歸屬等原則，作為「有意義的參與」指導方針。 
• 在決策過程中，運用或考量收集自參與式科學和原住民知識 5 的資料和資訊。 
• 運用 EPA 的年度預算流程，確定 EPA 有哪些資源能用以規劃「有意義的參與」流程，使相

關流程易於參與，並能培育公眾參與流程的能力。 
• 以通俗易懂的話語及時回覆徵集到的公眾意見，6 並以參與民眾能理解的語言加以說明。 

 
2 EPA 公眾參與指南 
3 白宮環境正義諮詢委員會 (WHEJAC) 最終建議：Justice40 氣候與經濟正義篩選工具和 12898 號行政命令修訂  
(Justice40, Climate and Economic Justice Screening Tool, and Executive Order 12898 Revisions)，2021 年 5 月。 
4 聯邦基礎設施專案小組為部落整合性廢棄物管理專案制定的社區參與策略。 
5 如適用於相關行動，應制定原住民知識計劃，明訂 EPA 該如何徵詢部落民族和原住民的意見，確定如何將原住民知識

用於 EPA 行動。「原住民知識」係指部落和原住民藉由與環境直接接觸的經驗而形成的觀察、口頭和書面知識、創新、

實作和信仰，如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的《聯邦部門暨機構指引》(White Hous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s 
Guidance for Federal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所述。雖然本文使用「原住民知識」一詞，但不同部落和原住民各有其

偏好的稱呼，包括傳統生態知識、傳統知識、原住民傳統知識、原住民科學等。 
6 請見美國聯邦總務署網站。 

藉由「有意義的參與」建立信任關係 

在某次公開會議上，EPA 團隊提出為太陽能

光電板專案提供經費的計劃，用於幫助有環

境正義問題的社區。後續提問顯示，申請人

必須為屋主，才能自該專案中獲益，而將租

屋者排除在外。此外，民眾也提出能否將太

陽能光電板改為放置在社區空間等問題。上

述提問不僅提出計劃的預期受益人因計劃本

身的疏忽被排除在外，還提出了可能的社區

解決方案，能彌補此一疏忽。  

https://www.epa.gov/participatory-science
https://www.epa.gov/international-cooperation/public-participation-guide-introduction-public-participation
https://www.epa.gov/environmentaljustice/white-house-environmental-justice-advisory-council-final-recommendations
https://www.epa.gov/environmentaljustice/white-house-environmental-justice-advisory-council-final-recommendations
https://www.epa.gov/environmentaljustice/white-house-environmental-justice-advisory-council-final-recommendations
http://www.epa.gov/sites/default/files/2017-03/documents/tribalswcommunityengagementstrategy508.pdf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2/OSTP-CEQ-IK-Guidance.pdf
https://plainlanguage.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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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定權限範圍內，運用適當的法規、行政命令和政策處理徵集到的公眾意見，以及使用 
EPA 的工具和資源，確定替代方案，並對用於風險計算的科學知識進行交流，進而回答公

眾的疑慮。 
• 以風險溝通作為雙向溝通的方式，提供公眾有必要知道的資訊，使其能對安全性和健康風

險作出知情的獨立判斷，並提供適當資訊，讓 EPA 得以評估風險。 
• 視需要採取糾紛替代解決方案 (ADR)，包括調解、仲裁和由中立的第三者進行疏通。 
• 面對公眾時，表現出文化素養並保持態度謙遜。 
• 面對公眾時，表現得透明、誠懇且願意學習。 

關鍵理念 
本政策以下文所述之理念為基礎，且在整份文件中予以援引。 

有意義的參與 
有意義的參與 7 意指： 

• 公眾有機會參與決策，對可能影響其生活環境和/或自身健康的措施發表意見。 
• 公眾意見有機會影響監管機關的決策。 
• 決策期間將對社區關注的議題加以考量。 
• 決策者會徵詢受影響群體的意見，並鼓勵其參與決策過程。 

EPA 團隊 
EPA 內部提供公眾機會，讓公眾「有意義的參與」EPA 所採取的措施的一群人，包括員工、專案

經理、研究員、實習生、被委任/委派者、高級主管、承包商和資深環境組織註冊人士。 

EPA 所採取的措施  
依據本政策的目的，「EPA 所採取的措施」係指 EPA 為達成使命而舉行的重要活動。「EPA 所採

取的措施」包括擬議和最終規定、許可、政策制定或重要指導文件、制定策略文件和策略計劃、

制定 EPA 倡議或專案（包括財務援助專案）。法規和施行細則已對部分 EPA 特定措施的公眾參與

要求有所著墨（請參見下文「政策的實施」）。這些措施必須達到最低的公眾參與程度。本政策

並未對 EPA 所採取的措施新增任何要求，但 EPA 人員能在可行且預算許可的條件下，運用本政策

支援現有的和新的參與活動。 

 
7 請於此處參見 EPA 之定義。在本文中，「有意義的互動」和「有意義的參與」這兩種稱呼的意義相同，進一步說明請

參見 14096 號行政命令。 

https://www.epa.gov/alj/adr
https://www.epa.gov/environmentaljustice/learn-about-environmental-justice


待審核之草案，請勿引用。                                                    7 

公眾 
「公眾」一詞的含意甚廣，可泛指美國的一般民眾。許多「公眾」可能對 EPA 的專案和決策特別

感興趣，或可能受其影響。若 EPA 團隊所採取的措施較以地方為基礎，或影響特定地區或實體，

公眾參與模型提供了如何「找出要參與的公眾群體」的相關資訊，有助於選擇定義更為嚴謹的

「公眾」，包括對該議題感興趣或可能受決策影響的個人或實體。 

除了個人以外，此處所提的「公眾」一詞亦包括但不限於： 

• 消費者、環境及其他倡議團體的 
代表。 

• 環境正義團體。 
• 原住民。 
• 過往被邊緣化的群體和個人。 
• 工商利益集團，包括小型企業。 
• 民選和任命的公職人員。 

• 貿易、媒體、工業、農業和勞工組織。 
• 公共衛生、科學及專業代表與協會。 
• 公民和社區協會。 
• 宗教組織。 
• 研究機構、大學、教育機構和政府組織及 

協會。 
• 政府機關，包括聯邦、州、市和地方機構。 

政策的實施 
某些法規和施行細則已對 EPA 特定活動的公眾參與要求有所著墨，例如聯邦規則彙編 (CFR) 第 40 篇
第 25 部分「《資源保護和回收法》、《安全飲用水法案》和《淨水法案》下的公眾參與專案」；

聯邦規則彙編 (CFR) 第 40 篇第 6 部分 B 小節「EPA 的國家環境政策法之環境審查程序」；及聯邦

規則彙編 (CFR) 第 40 篇第 300 部分 E 小節「有害物質應變指南」、《聯邦諮詢委員會法案》

（FACA，《美國法典》[U.S.C.] 第 5 卷第 10 條）；《文書作業精簡法案》（PRA，U.S.C. 第 44 卷 
第 3501 條及其後條款）；以及《政府陽光法案》（Sunshine Act，U.S.C. 第 42 卷第 2996 (g) 條）。

然而，上述法規僅訂定了公眾參與要求的最低參與程度。EPA 團隊應努力為公眾爭取更多有意義

的參與機會，超越法規的最低要求。EPA 已發佈法律工具，可促進環境正義、協助決策者在考量

和解決環境正義問題和平等問題時認識自己握有的權力，並促進「有意義的參與」。 

在執行環境相關法令方面，EPA 披露的資訊不得干擾進行中的調查、影響和解談判或訴訟。EPA 
也不會公開個人身份資訊 (PII)、商業機密資訊或特權資料（律師工作成果、律師的當事人、審議

資料）。不當公佈敏感的執法資訊可能會影響訴訟結果，危及和解談判，並損害對公眾健康與環

境的保護。欲瞭解更多資訊，請參閱 EPA 備忘錄：《進行執法行動時，與外界溝通的限制》 
(Restrictions on Communicating with Outside Parties Regarding Enforcement Actions)。除了上述限

制，EPA 亦致力於在執法案件中為公眾爭取更多有意義的參與機會，包括請民眾提供因違反聯邦

環境法而造成健康和環境問題的相關資訊。 

https://www.ecfr.gov/current/title-40/chapter-I/subchapter-A/part-25
https://www.ecfr.gov/current/title-40/chapter-I/subchapter-A/part-25
https://www.epa.gov/hwpermitting/resource-conservation-and-recovery-act-rcra-public-participation-manual
https://www.epa.gov/sdwa
https://www.epa.gov/laws-regulations/summary-clean-water-act
https://www.ecfr.gov/current/title-40/chapter-I/subchapter-C/part-60/subpart-B
https://www.epa.gov/nepa
https://www.ecfr.gov/current/title-40/chapter-I/subchapter-J/part-300/subpart-E?toc=1
https://www.ecfr.gov/current/title-40/chapter-I/subchapter-J/part-300/subpart-E?toc=1
https://www.epa.gov/emergency-response/emergency-response-and-recognizing-hazardous-substance-releases#:%7E:text=Report%20hazardous%20materials%20releases%20and,%2D800%2D424%2D8802.
https://www.epa.gov/ogc/epa-legal-tools-advance-environmental-justice
https://www.epa.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ommrestrictions-nakayamamemo030806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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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諮詢委員會向 EPA 提出獨立意見。個人被任命為委員後，將參與共識建立並提供意見及建

議。公眾可以查看聯邦諮詢委員會的會議紀錄、出席會議，並向委員提出意見，從公開且持續性

的資訊交流中獲益。參與 EPA 聯邦諮詢委員會的個人是其領域（例如環境、社會學和技術科學）

的專家，代表某種必不可少的觀點，或具備寶貴的知識和生活體驗。企業主、公共衛生官員和生

態學家，人人都可以是自身關心議題所在領域的專家。在 EPA 聯邦諮詢委員會，這樣的成員目前

超過 400 人。要是 EPA 希望向內有一或多名成員並非聯邦政府僱員的團體尋求意見或建議，應確

保 FACA U.S.C.第 5 卷第 1001–1014 條是否適用於此情況。若適用，EPA 或許必須正式授予該團體

聯邦諮詢委員會的權利，並遵守 FACA 的規定。8 

EPA「有意義的參與」辦法 
「有意義的參與」是一個過程，目的包括為決策提供資訊、提升 EPA 措施的影響力以及建立或重

建公眾對政府的信任，以實現公眾健康與環境保護。整個過程需要時間和資源，並非一蹴可幾，

通常需要來來回回好幾次。此外，EPA 所採取的措施和公眾的反應均不盡相同。因此，EPA 團隊

可根據 EPA 所採取措施的範圍和潛在影響，運用自身對流程的理解和判斷力，規劃和提供公眾

「有意義的參與」機會。綜上所述，為了讓 EPA 團隊得以提供「有意義的參與」機會，使公眾能

夠參與相關行動，EPA「有意義的參與」辦法包括三個步驟：確定 EPA 所採取措施的相關決策、

運用 EPA 公眾參與光譜來決定最適合所採取措施的公眾參與程度，以及採用 EPA 公眾參與模型中

適當的工具和做法。 

步驟 1：找出 EPA 措施中，可能會受公眾意見影響的決策 
EPA 團隊的第一步是概述目標措施及其基本流程。此一步驟包括確定關鍵決策機會、確定作出決

策的時間點，以及說明法定和其他法律要求的範圍。此一步驟將協助 EPA 進展至下一步驟，亦即

依據決策的類型和範圍選擇適合的公眾參與程度。 

步驟 2：運用 EPA 公眾參與光譜9 
EPA 團隊的第二步是運用 EPA 公眾參與光譜（請參見表 1.1），依據 EPA 所採取的措施選擇適合的

公眾參與程度。本光譜闡述了公眾參與的五種程度，目的為協助 EPA 團隊就他們打算如何提供

「有意義的參與」機會，向公眾清楚傳達團隊的期望。如果參與機會能為決策提供資訊、以通俗

易懂的話語和民眾進行交流，並且便於民眾參與，該參與程度就是有意義的。在某些情況下，公

眾並未被賦予決策影響力。當這種情況發生時，EPA 團隊可運用「告知/宣傳」這一參與程度，讓

公眾得知必需資訊，瞭解 EPA 的決策過程。 

 
8 FACA 的要求包括美國聯邦總務署 41 CFR Parts 101-6 及 102-3 之 FACA 施行細則中的要求。 
9 本光譜以國際公眾參與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和衝突預防與紛爭解決中心  
(Conflict Prevention and Resolution Center) 的光譜為藍本。 

https://www.epa.gov/faca/all-federal-advisory-committees-epa
https://cdn.ymaws.com/www.iap2.org/resource/resmgr/pillars/Spectrum_8.5x11_Print.pdf
https://www.epa.gov/sites/default/files/2018-06/documents/better_decisions_complete_file_final_08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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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確定某項專案的公眾參與程度高低，EPA 團隊應首先詢問的問題是：您能夠讓公眾對該決策或

措施產生多大的影響力？考量因素可能包括與法定或監管要求相關的可能限制，或預算、人員能

力、時程安排和優先順序相互競爭的事項等資源限制。10為了協助 EPA 團隊釐清尋求公眾意見的

適當作法，以下是 EPA 公眾參與指南列舉的部分問題，供團隊作為參考： 

• EPA 團隊是否需要尋求特定的公眾意見並將其納入考量？ 
• EPA 團隊是否需要讓公眾盡早參與整個流程？ 
• EPA 團隊是否需要與不同的公眾團體攜手合作？ 
• EPA 團隊是否打算讓公眾參與全部或部分的決策過程？ 

團隊應檢視上述問題，再搭配光譜來決定最適合的公眾參與程度，並確保溝通方式符合對公眾的

承諾。請注意，「公眾參與光譜」（下方表 1.1）所列之參與程度並非按順序排列，亦未要求公眾

參與專案應從其中一個程度往下一個程度邁進。 

 

 
10 EPA 公眾參與指南：確定適當的公眾參與程度。 

https://www.epa.gov/international-cooperation/public-participation-guide
https://www.epa.gov/international-cooperation/public-participation-guide-selecting-right-level-public-participation
https://www.epa.gov/international-cooperation/public-participation-guide-selecting-right-level-public-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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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EPA 公眾參與光譜。 

目標 
告知/ 
宣傳 

諮詢/ 
資訊交流 

參與/ 
建議 

合作/ 
達成協議 

賦權 

目的 向外部合作夥伴提供資

訊，明確說明本專案並

未開放公眾參與機會。 

舉辦一兩次活動，提供資

料、意見和方案，並相互

交流。 

長期聽取對方的建議或 
意見。 

共同擬定可行的協議、 
解決方案或決策。 

賦予公眾採取行動的

權力。 

向公眾作

出承諾 
「我們會隨時向您報告

最新情況。」 
「我們會傾聽您的意見，

瞭解您的疑慮，並在適當

的時間針對您提出的意見

給予回饋。」 

「制定決策時，我們會考

慮您提出的建議或意見，

並讓您知道您提出的建議

或意見對我們的決策有何

影響。」  

「我們將竭誠與您合作，

在雙方都有共識的情況下

達成彼此都同意並能實施

的協議。」  

「我們將支持您的 
決定，並協助您執

行。」 

範例 11 • 網站 
• 概要說明 
• 新聞報導 
• 《聯邦公報》公告 
• 公告 
• 資訊圖 

• 與個別人士會面 
• 正式公開會議或公聽會 
• 研討會 
• 公開講座或社區會議 
• 聽證會 
• 電話熱線 
• 法規公告和意見徵詢期 

• 社區諮詢團體 (CAG)  
• 政策對話 
• 小型企業宣傳審查 

(SBAR) 小組 
• 徵詢公眾意見 

• 超級基金就業訓練倡議 
(SuperJTI)；或 SuperJTI 
概要說明 

• 准入協定 
• 機構控制 
• 和解協議 
• 協商式規則訂定 
• 共識許可 
• 原則聲明 
• 聯邦諮詢委員會 

• 自願計畫 
• 好撒瑪利亞人倡議 
• 再開發計劃 
• 環境勞動力發展和

就業訓練補助 
• 更新版環境策略的

社區行動指引 
• 永續論壇 
• 參與式科學 

本光譜以國際公眾參與協會 (Association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和 EPA 衝突預防與紛爭解決中心 (EPA’s Conflict Prevention and Resolution Center) 的光

譜為藍本，闡述了公眾參與的五種程度，以供 EPA 團隊參考。EPA 團隊在找出 EPA 措施中可能會受公眾意見影響的決策後，即可運用本光譜確定適當

的公眾參與程度。在整個專案中，EPA 團隊可採用不同的公眾參與程度，並以任一順序執行，確保明確說明公眾能否參與該流程及如何參與。 

 

 
11 這些範例僅供參考，並非詳盡無遺。  

參與程度低 

 

參與程度高 

https://cumulis.epa.gov/supercpad/cursites/csitinfo.cfm?id=0200613
https://semspub.epa.gov/work/02/642195.pdf
https://www.epa.gov/newsreleases/search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agencies/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
https://www.epa.gov/publicnotices
https://www.epa.gov/international-cooperation/public-participation-guide-stakeholder-interviews
https://www.epa.gov/international-cooperation/public-participation-guide-public-meetings
https://www.epa.gov/environmental-economics/seminars-and-workshops-environmental-economics
https://www.epa.gov/superfund/superfund-community-involvement-tools-and-resources
https://www.epa.gov/wotus/listening-session-presentations
https://www.epa.gov/aboutepa/epa-hotlines
https://www.epa.gov/laws-regulations/get-involved-epa-regulations
https://www.epa.gov/superfund/superfund-community-advisory-groups
https://semspub.epa.gov/work/HQ/174938.pdf
https://www.epa.gov/reg-flex/small-business-advocacy-review-sbar-panels#overview
https://www.epa.gov/reg-flex/small-business-advocacy-review-sbar-panels#overview
https://www.epa.gov/superfund/superfund-community-involvement-tools-and-resources#pubcomment
https://archive.epa.gov/publicinvolvement/web/pdf/factsheetregneg.pdf
https://archive.epa.gov/publicinvolvement/web/pdf/factsheetregneg.pdf
https://semspub.epa.gov/work/HQ/100003029.pdf
https://semspub.epa.gov/work/HQ/100003029.pdf
https://www.epa.gov/enforcement/guidance-superfund-entry-and-continued-access
https://www.epa.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final_pime_guidance_december_2012.pdf
https://www.epa.gov/ogc/proposed-consent-decrees-and-draft-settlement-agreements
https://archive.epa.gov/publicinvolvement/web/pdf/factsheetregneg.pdf
https://www.epa.gov/sites/default/files/2016-06/documents/memorevoluntaryconsensusstandards.pdf
https://www.epa.gov/sites/default/files/2016-06/documents/statmentofprinciples.pdf
https://www.epa.gov/faca
https://www.epa.gov/clean-air-act-overview/progress-cleaning-air-voluntary-partnership-program-accomplishments
https://www.epa.gov/enforcement/fact-sheet-good-samaritan-administrative-tools
https://semspub.epa.gov/work/HQ/100003045.pdf
https://www.epa.gov/brownfields/brownfields-job-training-jt-grants
https://www.epa.gov/brownfields/brownfields-job-training-jt-grants
https://www.epa.gov/sites/default/files/2018-11/documents/the_care_roadmap_updateda.pdf
https://www.epa.gov/sites/default/files/2018-11/documents/the_care_roadmap_updateda.pdf
https://www.epa.gov/smm/forum-life-cycle-approaches-sustainably-manage-materials-building-and-infrastructure-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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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運用 EPA 公眾參與模型 
確定公眾參與程度後，EPA 團隊可運用 EPA 公眾參與模型來瞭解工具和做法的類型，以實踐對公

眾的承諾。為了實現公眾健康與環境保護，本迭代模型包含七個階段，EPA 團隊可自行決定要從

哪個階段開始或加入（亦即 EPA 團隊可以從第一階段啟動流程，或加入進行中的流程），並隨著

決策過程中取得的新資訊，在各階段之間來回往返（例如，當選擇其他宣傳方式後，EPA 團隊可

能必須調整預算）。12 本節所列的工具和做法各不相同，應根據各專案或活動的具體情況和參與

程度加以調整。這些階段並非強制性，亦不必全部完成或應用在決策過程中。如需關於公眾參與

模型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下一節。 

藉由運用 EPA「有意義的參與」辦法，EPA 團隊能使 EPA 所採取的措施更加明智和適用，反映公

眾利益及價值觀，進而實現良善治理，在整體上加強健康與環境保護。請參閱本文件的以下章

節，為 EPA 計劃和地區找出支援本政策的最佳作法、工具、資源和背景資料。  

 
12 如果本模型不適用於已確定的需求，請參閱附錄 1 中的 EPA 環境正義合作問題解決模型 (EPA’s Environmental Justice 
Collaborative Problem-Solving Model) 和 EPA 更新版環境策略的社區行動指引 (EPA’s Community Action for a Renewed 
Environment Roadmap)，作為組織和採取行動的替代方案。 

https://www.epa.gov/sites/default/files/2015-04/documents/ejproblemcollaborativesolvingmodel.pdf
https://www.epa.gov/sites/default/files/2018-11/documents/the_care_roadmap_updated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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