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mage: ]	
[image: ]




博碩士論文 105724009 詳細資訊








  
  	以作者查詢圖書館館藏	、以作者查詢臺灣博碩士	、以作者查詢全國書目	、勘誤回報	、線上人數：20	、訪客IP：100.24.116.208


  	姓名	
      	  虞旻硯(Min-Yan Yu)  
		      查詢紙本館藏  	畢業系所	法律與政府研究所
	論文名稱	
      	  能源統合機關推動離岸風電政策之研究：多元流程觀點
(Energy Policy-Coordination Agency in Promoting Offshore Wind Power: from Multiple Streams Perspective)
      	   
	相關論文		★ 論社會住宅區位之選址指標分析 -以臺北市公共住宅政策為例	★ 多元文化下族群政策與影響評估：建構我國族群政策影響評估的分析架構
	★ 網路公共參與之議題內容分析-以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為例	★ 公部門績效管理之研究—以就業服務績效指標設計為例
	★ 新住民從事長照工作之留任探討 -以新竹地區為例	★ 喘息服務的社會創新實踐-以照顧咖啡館為例
	★ 我國數位身分證政策法律調適之探討	★ 從政策倡導聯盟架構探討政策變遷－以三七五減租為例
	★ 公部門政策協調-以長期照顧政策為例	★ 外籍移工職場霸凌因應對策之研究-以桃園市某電子零組件製造業菲籍移工為例
	★ 政府部門遠距工作與管理之探討	★ 資訊自決權之法律與政策比較研究：以資料庫應用與退出為中心
	★ 地方創生的推動策略 : 以旅宿平台進行老屋旅宿為例	★ 論資安行政法人制度之合適性-以國家資通安全研究院為例
	★ 國家客家發展計畫指標建構之研究	★ 議員建議款對於預算配置的影響-以新北市新店區參與式預算客家提案為例



	檔案	
		   		[image: ][Endnote RIS 格式]   
		      [image: ][Bibtex 格式]     	
      [image: ][相關文章]   [image: ][文章引用]   [image: ][完整記錄]   [image: ][館藏目錄]   [image: ][檢視]  [image: ][下載]	本電子論文使用權限為同意立即開放。
	已達開放權限電子全文僅授權使用者為學術研究之目的，進行個人非營利性質之檢索、閱讀、列印。
	請遵守中華民國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切勿任意重製、散佈、改作、轉貼、播送，以免觸法。

  
      

	摘要(中)	在能源永續利用、產業自主的思維下，綠色能源國產化已為我國能源政策的推行目標，其中又以離岸風電為能源政策的推動重點。此外，有鑑於先前能源國家型計畫的啟發、以往能源溝通平台功能受限的經驗，現行的「能源及減碳辦公室」能否在政策議程中發揮功能，對於離岸風電政策的推動至關重要。本研究以多元流程模式的觀點分析離岸風電議程中之重要事件，藉由分析結果對主導議程的能源及減碳辦公室提出建議。透過文獻資料分析法，不僅能深掘多元流程模式的內涵，亦能爬梳離岸風電議題的脈絡。本研究逆向推導多元流程模式，得知該理論的核心連結係為溝通，同時檢視出「政治窗」具有以政治力主導、缺乏溝通等諸多性質，並以此作為檢驗實務的架構。研究發現離岸風電政策係屬政治窗類型；至於在離岸風電議程中負責與各方進行協調的能源及減碳辦公室，雖已符合學者對於統合機關的理想刻劃，且確實能於議程中發揮政策協調、溝通平台的功能，但離岸風電議程中所呈現的政治窗跡象，指出該議題實際上仍缺乏溝通。因此，能源及減碳辦公室在已具備溝通能力的基礎上，未來應就其溝通程度進行精進，使該辦公室往多元溝通的模式調整。
	摘要(英)	Accepting the concepts of sustainable energy and industry independent, Taiwan has aimed to achieve “Green-energy localization”.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offshore wind becomes the spotlight of the energy policy. The experience of NEPI, NEPII, and energy communication platform gave us a lesson, and it’s important for offshore wind power policy to know if Office of Energy and Carbon Reduction (OECR) can develop its function in the agenda. This study with multiple streams perspective analyzes the particular incidents in offshore wind power agenda, providing the suggestions to OECR that guides the offshore wind issue. Through document analysis, it not only explores the concept of multiple streams but arranges the context of offshore wind issue. In term of theory, this study reversely infers the multiple streams, discovering its core concept which is “communication”. Besides, this study also exposes political window’s feature, such as dominant political power and shortage of communication. Thus, political window will be set as examining framework to analyze practical incident. Through the analysis, the results point out offshore wind power policy is belonged to political window type. OECR, which communicates with participants and makes policy coordination, has already corresponded to the ideal imagine that the scholars portray, and it also develops the function. However, the phenomena of political window in agenda clearly point out this issue lack communication. The reason is OECR has equipped the ability of communication, but OECR can’t communicate with each participant deeply. Therefore, OECR should focus on the degree of communication to adjust its working typ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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