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與式預算◇客廳座談會◇訪談紀錄單  

 

日期  時間  地點  

104/08/19 19:20 中區中山路 XX 號 X 樓 

主要與談者  紀錄  工作坊人員  

 沈意婷 玉珊（主講）、阿摸、智勤、婷喻 

是否願意錄音  是否願意接收資

訊  

是否願意參與住民會議  

 願意 應該願意 

單位/職稱  參與訪談者  聯絡資訊  

 蔡 OO  

 郭 OO  

 林 OO  

 蔡 OO  

 胡 O  

 呂 OO  

 林 OO  

 劉 OO  

 格 OO  

 吳 OO  

 王 OO  

 祝 OO  

訪談內容  



19:20-19:30 自我介紹 相見歡 

19:30-19:50 簡報地區說明會：介紹參與式預算 

19:50- 提問與回答  
 
 1.提案是團體還是個人？ 

→一個人限提一個案子。 
 
2.我們是一個團體，我們有ㄧ個代表人代表提案，提案人如果 16 就可以了，但不是完全行

為能力人，這樣會不會有問題？因為他的想法可能不那麼的全面，也許有行政瑕疵。 

→參與式預算沒有正確的法源根據和行政制度。對，那萬一到最後沒有符合法制制度，被

人找到瑕疵。 
 
3.住民會議的人數怎麼決定 ? 

→無法決定人數，沒有上下限。 
 
4.那會場可以容納那麼多人嗎？ 

→禮堂和教室都可以用。 
 
5.如果亂提分散票數怎麼辦？ 

→會把類似提案合併。 
 
6.住民會議操作方式？ 

→大致解釋了操作方式，以及制度的設計去避免掉一些問題。 
 
7.住民會議的程序和作用是不是要讓大家瞭解？ 

→很多人甚至連參與式預算是什麼都搞不清楚，還無法講到住民會議的操作和背後希望促

進公民參與的目的。綠空已經認知到參與式預算，可以進一步思考整個組織和推動過程的

優缺點，但大多數民眾都不曉得，所以還需要慢慢的去推去散播，才能進一步告訴民眾參

與式預算的優點和背後的意義。 
 
8.預算有上限嗎？ 

→大約一個預算 100 萬，我們希望明後年就會馬上有效果，所以預算第一年試推動不會太

高。從生活的小提案開始。 
 
9.最後一定會選出六個？一定會執行？ 

→所有東西都是證據，政治後果政府要自己背。 



 
10.計畫推動經費來源？ 

→都發局來的。 
 
11.最後執行是否會跟民眾當初的提案一樣？ 

→工作小組和市政府會持續聯繫，持續監督這個提案。 
 
12.資訊安全的問題？ 

→公部門有特別注意這一塊，會特別注意個資問題。 
 
13. 8 月到 10 月，這段時間其實不是很長，要全部民眾都知道，有點難？ 

→沒錯，我們在努力拜訪以及衝刺座談會和能夠散播宣傳的任何時刻！ 
 
14.提案的人除了住民會議之外，需要參加其他的活動嗎？ 

→不用，就住民會議當天要來參與討論以及參與後續投票，其餘可以各自發展。 
 
15.住民會議需要準備 PPT 嗎？ 

→不用，可能自己需要準備自己的想法，當然越具體越好，可以短短時間內告訴別人你的

提案重點。 
 
16.目前接觸過的人的想法大概是什麼？ 

→大概說明了一下目前接觸過的人提出來的面向。 
 
17.如果有人提火車站後面那塊改公園，有的人想改停車場，那兩個同時都進入前 12 個提

案了怎麼辦？ 

→當天住民會議主持人會試著去協助溝通和討論，期望可以找到平衡和大家都滿意的結

果。但如果他們很堅持，那也沒辦法，但我們會盡力去做到幫助大家充分討論！ 
 
─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