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參與式預算 

住民大會參與者及錄案案件性別分析報告 

 

壹、前言 

臺北市政府自 2014 年柯文哲市長上任後，積極推動參與式預算

（Participatory budget），一方面，期待藉由市民實質參與公共資源分配

之決策過程，喚起市民的公民意識，共同關心社區與城市的大小事務、集體

討論解決方案；另一方面，市政府也能從市民的觀點解決市井小民的生活

大小事，提高市民的生活品質與滿意度。 

在推動參與式預算的過程中，臺北市政府民政局（下稱本局）除了開設

參與式預算推廣教育課程以推廣參與式預算之概念外，也辦理住民大會讓

市民可以在這個場域討論公共議題並提案，另為進一步了解市民對於住民

大會辦理情形之意見，本局於 106 及 107 年度採問卷調查方式蒐集參與市

民的看法，作為未來持續推動此一政策的參考。而前述問卷資料之分析，不

僅可以了解市民對於住民大會之意見，更可一窺女性在參與式預算提案過

程中參與之狀況，再藉由錄案案件之性別分類，藉以通盤了解女性對於臺

北市市政議題關心之趨勢。 

 

貳、106及 107年度參與式預算住民大會參與者之性別分析 

一、106年度問卷調查概況 

(一)本局針對 106 年度參與式預算提案程序之「住民大會」參與者施予

問卷調查，採取受訪者自填的方式，共計發放 2,534份問卷，回收有

效問卷數為 2,130 份，回收率為 82%。有效問卷數為 2,130 份，佔

100%。 

(二)問卷內關於性別之分析 

1、參與者性別分析：回收之問卷中男性佔38%，女性佔62%，如表

一。 

2、依據本局 106年度的統計資料中，本市性別結構：男性為

47.8%，女性為 52.2%。故以本市人口結構來看，住民大會女性

參與人數確實較多。 

 

二、107年度問卷調查概況 

(一)本局針對 107 年度參與式預算提案程序之「住民大會」參與者施予

問卷調查，採取受訪者自填的方式，共計發放 2,104 份問卷，回收

2,066份問卷，回收率為 98.2%，有效問卷數為 2,028份，佔 96.4%。 

(二)問卷內關於性別之分析 

1、參與者性別分析：回收之問卷中男性佔41.8%，女性佔58.2%，

如表一。 



2、依據107年度的統計資料中，台北市性別結構：男性佔：

47.7%，女性佔52.3%，故就人口結構來看，住民大會女性參與

人數確實較多。 

 

參、106及 107年度參與式預算錄案案件提案人之性別分析 

一、錄案係指經過參與式預算提案程序討論、審議後成案並透過 i-voting

網路票選之機制而產生之案件，凡在臺北市設籍、就學或就業之年滿

16歲之民眾皆可上網投票。 

二、住民大會所產出之提案，再經過審議工作坊，就適法性、公共性及預

算可行性三面向進行討論，通過這方成案即進入 i-voting之程序，提

案人性別非能否成案之影響因素。 

三、106 及 107 年度錄案案件各為 76 及 49 件，本局將案件分為 12 種類

型並與女性提案人進行交叉分析，惟提案人之原始基本資料未以性別

區分，故僅就其姓名初判其性別，分析如表一。 

四、106年度錄案 76件，提案人中有 46位為女性，佔 52.3%、42位為男

性，佔 47.7%；107年度錄案 49件，提案人中有 25位為女性，佔 43.1%、

33 位為男性，佔 56.9%(因有部分提案之提案人非僅 1 人，故提案人

數大於提案數)。 

五、106年度錄案類別中女性關注之市政議題，前 3者包括:社會福利、社

區教育及道路景觀；男性關注之市政議題，前 4者包括:公園設施、道

路景觀、田園城市及空間規劃利用，分析如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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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07年度錄案類別中女性關注之市政議題，前 3者包括:公園設施、社

會福利及道路景觀；男性關注之市政議題，前 4者包括:觀光文化、公

園設施、空間規劃利用及交通設施改善，分析如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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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人) 

1. 公園設施 13 7 7 9 6 5 22 13 12 

2. 田園城市 6 0 6 1 1 0 7 1 6 

3. 社區教育 8 8 2 1 0 1 9 8 3 

4. 道路景觀 13 9 8 6 3 3 19 12 11 

5. 社會福利 10 9 4 4 3 1 14 12 5 

6. 空間規劃利用 5 0 6 6 2 4 11 2 10 

7. 交通設施改善 6 4 3 4 0 4 10 4 7 

8. 河川水利 6 5 1 3 1 2 9 6 3 

9. 觀光文化 5 2 3 7 1 6 12 3 9 

10.市場商圈 4 2 2 4 1 3 8 3 5 

11.環保公安 0 0 0 2 1 1 2 1 1 

12.橋梁 0 0 0 2 2 3 2 2 3 

  76 46 42 49 21 33 125 67 75 

 

肆、結語 

一、106及 107年度住民大會的女性參與者均高於男性參與者。 

二、106及 107年度之錄案案件總數，其女性提案人平均約佔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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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福利」及「道路景觀」之議題為 106 及 107 年度錄案案件女性

提案人均關注之市政議題。 

四、「公園設施」及「空間規劃利用」之議題為 106 及 107 年度錄案案件

男性提案人均關注之市政議題。 

 

 

 

 

 

 

 

 

 

 

 

 

 

 

 

 

 

 

 

 

 

 

 

 

 

 

 

 

 

 

 

 

 

 

 

 

 

 



參考資料: 

 

106-107年錄案提案人性別統計   

年度 106 107 小計 106 107 小計 

男 42 33 75 47.7% 56.9% 51.4% 

女 46 25 71 52.3% 43.1% 48.6% 

合計 88 58 146       

106-107年成案提案人性別統計   

年度 106 107 小計 106 107 小計 

男 123 108 231 56.9% 59.3% 58.0% 

女 93 74 167 43.1% 40.7% 42.0% 

合計 216 182 398       

 

106及 107年度錄案案件類別預算規劃金額統計表 

類別 106年 107年 小計 百分比 

1. 公園設施 43,863,820  19,799,700  63,663,520  14.4% 

2. 田園城市 6,576,922  200,000  6,776,922  1.5% 

3. 社區教育 5,202,400  0  5,202,400  1.2% 

4. 道路景觀 30,942,960  7,772,798  38,715,758  8.7% 

5. 社會福利 18,985,872  6,240,000  25,225,872  5.7% 

6. 空間規劃利用 15,343,894  11,954,000  27,297,894  6.2% 

7. 交通設施改善 94,010,000  55,295,160  149,305,160  33.7% 

8. 河川水利 102,510,915  3,294,544  105,805,459  23.9% 

9. 觀光文化 3,861,734  4,296,500  8,158,234  1.8% 

10.市場商圈 1,100,000  2,604,130  3,704,130  0.8% 

11.環保公安 0  750,000  750,000  0.2% 

12.橋梁 0  8,005,000  8,005,000  1.8% 

合計 322,398,517  120,211,832  442,610,349  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