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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內容  

7:13: 玉珊開始簡報 
  
參與式預算宣傳不足, 為什麼沒有市府的公開宣傳，提前宣傳? 
  
我們目前的宣傳主要是面向中區的鄰里系統與地方結社與宮廟，所以沒有在市政府的網站

上大肆提前宣傳，我們主要是透過中區報紙夾報，鄰里長聯絡，與我們工作坊成員主動聯

繫團體。 



  
如何才能做到財政透明，預算公開? 
我們希望讓民眾在參與提案的過程中，對於之前的政府建設與規畫案有興趣，那才會有動

力與意願要求政府開放現有的預算案與預算金額，目前我們在客廳座談會以及民眾諮詢的

時候，所以有提案意願的民眾第一個問題就是”政府之前做了什麼?”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突破口，讓民眾主動要求政府釋出並公開預算與財政相關資料。 
  
參與式預算的目的 
  
參與式預算的目的不在於真正執行的那六百萬，而是在這個過程中培養民眾尋找與解決社

區問題的意願以及能力，同時也串連各團體之間的認識，讓人們可以互相了解彼此的想

法，而可以再之後合作，甚至是在這個場合宣傳自己的組織與活動，讓其他可能有興趣的

民眾了解，甚至之後長期的合作，都是絕對比單純的花費公帑建設，還要對社會有更深層

與持續的影響。 
  
提案的項目僅限於都更科嗎? 
不，都更科僅僅是我們這次參與式預算承接的單位，我們提案的內容不局限於都發局，建

設、文化、觀光、水利、交通、民政、都可以，提案完成並通過投票之後，前六名將交付

與市政府各局處進行細節的計畫，這個過程中提案人組織的工作小組將會持續的與局處街

口溝通與監督計畫的執行細節是否有符合原提案的精神與原則。 
  
  
財政幻覺是什麼? 
  
財政幻覺就是人民對於公共支出的來源缺乏意識，認為建設與服務越多越好，卻沒有意識

到這些建設與服務的預算來源是自己，而增加的預算必然的會壓縮排擠掉其他一部分的預

算支出，甚至是讓市府財政背上無法償還的債務。 
  
之後還會有參與式預算嗎? 會不會被議會封鎖? 
目前是希望可以在中區繼續做，之後慢慢推到其他的行政區。的確提案是有可能被議會否

決，但是我們也在尋求議會與議員的支持。 
  
已經有在客廳座談會上聽到什麼意見了嗎? 
我們已經聽到很多民眾想要做各種各樣的提案，想要做建設、服務、資訊、衛生、規劃，

也有人對我們參與式預算的制度層面做出建議。 
  
這是一個增進”市民參與”的社區營造 
  
請問認證問題? 戶籍? 人頭? 
我們是輸出民政局的戶政資料，然後進行核對，我們目前的門檻設的比較低是希望讓更多

人參加，所以如果有人收集了很多別人的個人資訊要做衝票的動作，我們是沒有防堵的機

制。 
  



參與式預算的國外案例? 效果? 
參與式預算在國外已經做了 26 年了，從巴西愉港，美國紐約、芝加哥、波士頓，英國倫

敦，法國巴黎都有做過參與式預算。它的好處在於可以讓政府廉潔化，人民參與公眾事務

的意願提升，地區與議題性的公民團體增加的更多，也讓抗議與公民不服從的次數下降。 
對人民主要的成效在於鼓勵一般來說的政治弱勢民眾，多一個發聲的管道，研究已經有一

些成果，美國的參與式預算讓非裔，拉丁裔，女性，中低收入戶，更踴躍的參與提案與預

算編列的過程，而不是被拘束在傳統的代議民主投票。 
  
現行制度行政權獨大, 立法權僅僅能刪減預算, PB 要如何增加民眾對於＂參與公眾事務＂

的能力與意願。人民提案的內容有沒有規範？ 
  
參與式政策（揚義） 
  
提案與市民間的競爭，如何解決，如何調解公眾性？ 
 
我們想要在住民會議上營造的氣氛就是要盡量避免惡性競爭，在面對面的討論過程中，可

以讓多方的意見交流，讓我的想法融入你的提案，你的精神納入我的提案，再加上每人 12

票的設計，不會讓人覺得我如果不投我的，不擠掉別人的案子我就浪費了我的時間，盡量

讓所有的提案變成我們現場全員的共同提案。 
  
提案的品質如何？ 
 
提案的品質本身不是特別重要，因為所有的提案都會在通過之後與各局處的街口進行更完

備的準備，與專家學者共同將提案發展成可以執行的項目。 
  
會不會被其他區的人數（比中區多）影響？ 
有可能，但是基於票票等值與公平開放的原則，我們不能讓中區的人擁有超越他人投票價

值的特權，但是我們也知道在地的聲音必須要進入在地的計畫，所以我們的客廳座談會，

工作坊，住民會議，與現場投票所，都選在中區，盡量在操作上降低中區民眾參與這個計

劃的門檻，讓更多中區人來參與。 
  
提案人對預算計畫與實行間的落差？ 
提案人會組成工作小組與市府的官員協調，因為市民通常不完全了解市府的運作，必然在

操作上會有一些認知上的不同，但是在這樣的不同上，工作小組可以監督市政府實施時盡

量貼近提案本身的精神，不讓市府的運作扭曲提案本身的目的。 
 
提案能力的培養與鼓勵？ 賦予提案權！ 
我們目前也有把這樣的目標納入計畫之中，藉由激起提案的興趣，並且在之後協助發展提

案的過程中，也讓民眾學習提案的技術與能力，讓民眾更能夠清楚的表達自己到底想要什

麼。  
 
提案完成率怎麼評估？ 是以成效來說還是預算花了多少？ 



目前我們是有規畫在明年的同一個時間，是政府要公開向市民報告去年的提案執行成果，

讓大家知道提案做的進度如何，而不僅僅只是撥下來的預算花了多少而已。 
  
權限問題（中央 vs 地方），我們有多少提案可以進入? 
就算沒有進 PB 也可以進入政府的意見收集。我們會在客廳座談會上盡量協助民眾釐清提

案內容的權限，是否屬於市政府的管轄範圍之內，如果不是的話，我們可以怎麼樣修改提

案的方式來達到同樣的目的或是挑選適合的手段。 
  
可不可以拉長討論時間？ 住民會議之後？ 
這個恐怕沒有辦法，我們必須要讓大家在同一個空間，面對面的討論，也能夠杜絕個人在

私下的管道影響提案內容，那樣的改變是我們沒有辦法在私人的平台上保證公共性，所以

目前是沒有這個打算的。  
 

民眾對中區的願景與價值差異？ 有否溝通與協調？ 
 有興趣的人可以提案做願景工作坊，因為通常一般的民眾在沒有溝通的情況下，很難有什

麼對中區共同的願景與價值，其實要製造出這樣的共識需要實際溝通的平台與技巧，如何

讓大家可以在公平公開的場合中自由的交流，其實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