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與式預算◇客廳座談會◇訪談紀錄單 

日期 時間 主談者 紀錄 
2015/9/18 下午 4:20-6:00 施聖文、郭揚義 許玉珊 

是否願意錄音 是否願意接收資訊 是否願意參與住民會議 
否 是 有 

地點   

○○校園 
 

  

單位/職稱 參與訪談者 聯絡資訊 
幹部 陳○○  

 劉○○  

 何○○  

 陳○○  

 魏○○  

 劉○○  

 林○○  

 謝○○  

 劉○○  

 王○○  

 周○○  

 徐○○  

 賴○○  

 謝○○  

 林○○  

訪談內容紀錄 
緣        起 

8/28 陳○○、林○○、陳○○三位○○學校社團成員主動到參與式預算工作坊，瞭解參

與式預算，並促成此場客廳說明會。 

 

會議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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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4:40，施聖文老師開始先跟同學聊民主這件事，談到民主這件事並不是在做多數的事，也

因此為什麼程序變得重要了。民主審議運動的推動，首先，運動本身要有維續的能量，有持

續的能量才能繼續，因此要有能量也需要有某種機制，來維護持續的能量。其次，如何讓大

家對議題這件事是有認識的，參與這件事就變得很重要，如何參與這件事，真的很難，需不

需要框架？因此，我們的參與式預算不是完美的，但是沒有做不知道要怎麼去修正或調整。 

透過簡報檔簡單介紹巴西愉港的參與式預算，談到巴西民眾在參與式預算之前，並不知道政

府的錢花到哪裡去。 

         回到台灣，臺灣對於左派的這個概念是非常淡的，2002 年代理孕母及二代健保，其後又

有社區營造，發現與民眾溝通是一件很專業的事，2008 年的政黨輪替，2011 政治公共事務，

2015 年地方性的政黨輪替，參與式預算到底要用甚麼機制去做呢？今天，我們並不曉得要怎

樣讓參與式預算這件事推行，但是，我們知道一個好的社會底下，這個社會應該是多元的。 

介紹參與式預算。 

PM5:19 

學生們提問：老師提到我們的社會沒有左派的聲音，是否左派一定是對的。 

學生提問，要怎樣提案，要怎麼限制上限呢？  

學生提問，關於提案要執行時的討論，會不會有資訊不對等的情況呢？-->回答，的確，提案

小組與市政府相關部門協商時要有專家學者在，目前有可能並不能夠中立。 

學生提問：就算協商有專家學者協議，還是要送入議會同意嗎？-->不一定，但如果遇規模真

的很大，還是有可能。 

學生提問：市長對於提問有否決權嗎？-->是。巴西市民還有複議權。但更希望推動的是，讓

議員推動參與式預算，如果參與算慢慢地做大，市長就會重視這個民意的聲音。10 人聯署這

是一個不錯的方式。 

揚義詢問學生：對於中區的想法，你們會用到中區嗎？ 

學生們回饋對中區的想法， 

1. 中區很擁擠，火車站前的道路應拓寬。 

2. 舊公寓太多。-->它是私產權。 

3. 何某某：對於交通的需求，不同客運在不同的地方搭，可否在舊的場站有明確的訊息標

示，此外道路與交通的設計很不佳。車子的資訊沒有統一。例如到底幾分鐘到站。 

-->針對交通資訊整合此一問題，政府應該出面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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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珊：提醒學生可以從 information Design 的方向，進行火車站前交通資訊整合的 information 

Board 發想，進而形成一個提案。 

 

決     議 

1.學生後續進行提案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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