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與式預算◇客廳座談會◇訪談紀錄單 

  

日期 時間 地點 

9/21 7:10 成功路/自由路 85C(成功路

152 號) 

主要與談者 紀錄 工作坊人員 

民眾 陳智勤 郭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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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   

  廖○○    

訪談內容 

公共安全: 畫線的部分，全中區巷道的防火線要畫起來，要全中區防火巷道要標示起來 
  
有沒有企劃書的範例? 提案名稱，提案目的，提案內容，預算額度 
  
現場有電腦可以使用嗎? 沒有 
  
人車爭道: 停車停到防火巷， 
  
道路不平: 老道路，柏油整個翹起來，每一兩年要重鋪一次，希望可以 
  
提案併案的策略 
  
12-15 案? 
如果案子不多，我們就會問現場的大家有沒有需要投票，還是就讓這些案子都一起進入下一

輪的網路票選。 
  
桌長的角色是? 
桌長雖然會建議但是不會強迫大家併案，主要是一個中立的腳色，引導大家進行順暢的討

論，還有分配公平的發言時間。 
  



討論的時候可不可帶平板電腦? 或是智慧型手機? PPT? 
  
為什麼現場不能用 PPT 電子產品介紹? 我只是想要讓我的案子過而已啊? 
考慮到各族群對於電子產品的有無是與個人的社會經濟水準相關的，對於這些新科技的熟練

程度也是不一樣，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在同樣的起跑點上出發，才不會有人因為沒有這些額外

的資源而再度變成弱勢。 
  
路邊停機車的地方改成水泥，省錢又安全，老人也不會跌倒或是被壓到。 
  
道路面的重新規劃: 火車站前，成功路 128巷，中山路，電子街 
  
流程與報告方式確定了嗎? 目前時間還沒有辦法完全確定，因為這跟參與人數有關，但是報

告的方式(口頭，海報)都已經確定了。 
  
選路跟找尋地方支持是要自己做的嗎? 
是的，提案的細節我們可能沒有辦法給予專業的協助，所以可能還是要請你們自己研究一下

了。 
  
南北大幹道其實都沒有問題，但是東西向的道路或是比較小的巷子更需要注意，大概選三

項。 
  
併案類型要相同，不能讓完全不同的提案應是合併。 
  
如果提案通過，還可以再改嗎? 多加一條巷子? 
基本如果提案已經通過，我們就不能再改了，但是如果局處在討論的時候有些細節執行需要

細微調整的地方，那就是工作團隊與市府接口之間的協調了 
  
參與式預算明年也會繼續做嗎? 已經跑幾場客廳會了? 
我們是希望明年也會繼續下去，這樣民眾才有動力繼續參與，不會覺得花了幾個小時，準備

提案參與討論了這麼久，結果最後什麼都沒有。我們目前已經跑了快 30個客廳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