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與式預算◇客廳座談會◇訪談紀錄單  

  

日期  時間  地點  

8/17 7:10 中山路 XX 號 X 樓 

主要與談者  紀錄  工作坊人員  

 陳智勤 郭揚義(主講)，詹婷喩 

是否願意錄音  是否願意接收資訊  是否願意參與住民會議  

    是 

單位/職稱  參與訪談者  聯絡資訊  

  王 OO   

 OX   

  OX   

 耿 OO   

  OX   

  OX   

  高 OO   

  OO   

訪談內容  

         
 7:10: 揚義簡報 
  
  
提問:參與資格問題： 分組怎麼分？ 你怎麼知道人家想要去哪一桌？ 

我們會在客廳說明會盡量掌握，也會在當場進行分組， 
  
提案團體有誰？ 目前是里鄰長，OO 工坊，綠 OOO 計畫，好 O，中區 OO 基地，還有一些

個別的中區民眾  
  
提案計畫一定要到現場嗎？ 是 
  



提案要有多詳細？ 可以詳細也可以粗略，但是詳細有可能更有說服力。 

提案名稱，提案目的，提案內容，提案預算額 
  
地方大老號召是否會影響票選結果: 
是，但是如果有人可以招集到足夠的人數來現場投票，那他也就代表了一定的民意基礎，

我們沒有理由拒絕他。 
  
實行的時候遇到反抗該怎麼辦？ 

這在所有的公共建設都會遇到，參與式預算實施的過程中也不例外，但是因為我們的提案

有先經過住民討論與參與規劃，所以相較於市政府上對下的政策，我們獲得民眾支持的可

能性是相對高的。 
  
綠川工坊想要做什麼： 
汙水下水道，汙水管制。 想要知道市府過去的資料與計畫，建立與市府的溝通管道。 
  
資訊不對等問題怎麼辦： 
  
因為民眾取得資訊的管道與品質各不相同，我們僅能把找到的資料公布出來，但是民眾會

不會自主取得資料我們無法保證，所以提案人或團體必須要在介紹提案的兩分鐘之內簡明

的述說背景並取得民眾認同。 
  
實行問題該怎麼辦？ 要是市府執行不當或是不執行怎麼辦？ 
  
提案獲得支持後，提案人與團隊將組成工作小組與相關局處代表接口合作，共同規劃並監

督實行細節，至於這個工作小組是顧問建議身分還是有實質的強制影響力，則還要再看市

府的配合程度。 
  
一定會執行嗎？   
的確有可能在議會審查預算或是市政府執行中被進行杯葛，但是因為參與式預算有直接且

明確的民意基礎，並且是透過公開透明的程序進行並得到結果，那進行杯葛的議員與官員

將要直接面對民眾的質疑，為何不執行民眾的提案。 
  
優先執行順序：參與式預算其中可行的一點就是對已經計畫的建設進行排序，如果有 107
年的計劃但是我們覺得應該 105 年就做，那我們也可以提案讓他的優先順序提前。  
  
提案：建立公開資料庫並盡速促成職務交接 （水利署第三河川局＋台中市水利局），雇

用開放資料相關團體進行資料盤查與公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