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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參與式預算是一種結合「公民參與」與「政府預算」兩大元素的

公共決策程序，不同於傳統由官僚機構來編列預算結構，而是開放公

民來共同討論、決策公共資源的配置順序，以切合民眾對公共建設或

服務的真正需求。 

既然是開放公民參與，並期待公共決策能真實反映民眾的偏好與

需求，則「包容」便是執行參與式預算時所必須維持的核心原則，即

是要鼓勵各個不同族群、不同階層的民眾積極地來參與公共議題。 

促進性別平等向來是公共政策所必須考量的要素，也是參與式預

算是否具備包容力的分析因子之一。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係為探究臺

北市在積極推動參與式預算政策、擴大「公民參與」的同時，是否能

兼顧「性別平等」，讓透過參與式預算做出的公共決策能夠兼顧不同

性別者的利益。 

本文運用公民參與的兩大管道─住民大會和 i-voting 的參與者

性別統計資料，呈現出信義區公民參與者的性別圖像，據此分析參與

情形是否具有性別差異，並探究可能的原因和尋求解決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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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分析 

第一節 參與式預算 

參與式預算於 1989 年起源於巴西的愉港市，是一種透過讓公民

參與政府預算的決策過程，改善人民「對政府施政無感」的問題，除

了讓政府的施政與公共建設能夠反應民眾的偏好外，同時也能提高政

府預算透明度及加強對政府的課責（徐仁輝，2014）。 

2015 年我國由青平台基金會與北投社區大學合作辦理「咱的預

算咱來決定」活動，以新北投地區作為參與式預算的實驗場域；同年

臺北市也責成民政局正式啟動執行參與式預算政策（運作流程如圖 1）。 

由參與式預算的運作流程可知，其具備二大核心要素─「公共參

與」及「政府預算」，透過這二大要素的結合，讓民眾在政府預算的

配置下取得直接的發言權和影響力（蘇彩足，2017）。 

 

圖 1：參與式預算運作流程圖 

 

第二節 參與式預算評估標準 

要評估參與式預算政策是否是好的方案，可以從不同的面向來分

析，若以參與式預算的核心要素─「公民參與」作為評估標準，辦理

時必須考量(1)是否擴大公民參與？例如提升參與人數、平衡參與者

的年齡、性別、社經地位等。(2)是否深化公民參與？例如納入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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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參與者熟悉民主審議方式，並能夠勇於發言及聆聽他人意見（萬

澤毓，2016）。透過邀集不同族群及背景的民眾，經由審議式民主過

程共同討論公共議題，所產出的方案及決策才能兼顧不同族群的利益。 

 

第三節 性別主流化 

聯合國在第 4 屆世界婦女大會正式提出「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策略，作為提升婦女地位、促進性別平等的全球性

策略。性別主流化是指將促進性別平等及消除性別歧視的觀點納入政

策、法令、措施和預算的研擬、設計、執行及檢討過程中，對男性和

女性的可能影響進行分析，確保施政及立法品質。 

為落實性別主流化，政府必須活用性別統計、性別分析、性別意

識培力、性別專責機構、性別影響評估、性別預算等六大政策工具，

視情形運用於各項政策與法令之制訂與決策過程，並發展出具體行動

計畫，確保不同性別都能平等獲取享有參與社會、公共事務及資源取

得之機會，最終達到實質性別平等。 

 

圖 2：性別主流化六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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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參與式預算透過讓民眾直接參與各項公共計畫的擬定及預算編

列，讓公共支出計畫不僅符合民眾偏好，同時讓預算更加透明與課責。

在評估這項政策的成效時，必須考量是否能讓各族群、各階層的公民

都可以積極的涉入。本文擬以信義區參與式預算住民大會及 i-voting

的性別資料進行分析，探究信義區的參與者是否呈現性別差異，及其

產生的可能原因和造成的影響，藉此評估參與式預算政策在尋求擴大

「公民參與」的同時，是否能兼顧「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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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性別分析 

第一節 資料分析方法 

本文透過分析參與式預算住民大會及 i-voting 參與者的性別統

計資料，檢視信義區參與式預算的參與者是否具有性別差異，並分析

可能的原因及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 

 

第二節 參與者的性別分析 

一、 住民大會參與情形 

依據信義區的人口統計資料(表 1)，區內人口數女性略多於男性，

人口性別比（男性人口數/女性人口數*100%）約為 90%。然而由 107

年至 111年信義區住民大會參與人數統計資料(表 2)顯示，參與者女

性多於男性，且男性占比逐年下降，而女性占比逐年上升，參與者性

別比（男性參與者數/女性參與者數*100%）由 107年的 94.3%逐年遞

減至 111 年的 40.4%，顯見信義區女性參與住民大會之意願高男性，

且性別差距日益顯著。 

 

表 1：107年至 111年信義區人口數統計表 

 

106457 104608 102171 98508 96550

116949 115413 113069 108992 107230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140000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07-111年信義區人口數統計

男性 女性



6 

 

表 2：107年至 111年信義區住民大會參與者性別比例 

 

表 3：107年至 111年台北市與信義區參與住民大會性別比例比較 

再就 107 年至 111 年住民大會信義區參與者的性別比例與全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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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i-voting 參與情形 

臺北市的參與式預算自 106 年起導入 i-voting 機制，參與投票

的人數除了 110 年因疫情影響大幅滑落外，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表

4)，至 111年投票人數約為臺北市人口數的 10%。 

表 4：106年至 111年臺北市參與 i-voting投票人數 

108 年至 111 年信義區 i-voting投票資料(表 5)顯示，信義區投

票者的性別比例，自 110 年起由原先的女性較多轉變為男性較多，且

差距擴大，其中 111年男性參與 i-voting 的人數較多，大致可推測，

因疫情期間，上班之公務處理多改為線上辦理，使男性接觸電腦的時

間較多，推斷此為男性參與 i-voting高女性之原因。 

表 5：108年至 111年信義區 i-voting男女投票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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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至 111 年 i-voting 信義區的投票者的性別比例與全臺北

市投票者的性別比例進行比較(表 6)，大致均呈現男性多於女性的情

形。 
表 6：108年至 111年臺北市與信義區 i-voting男女比例比較 

  

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分析結果與原因探討 

依據第三章的資料分析顯示，信義區參與式預算的參與者，在參

與住民大會部分呈顯女性參與者多於男性，且性別差異逐年增加；而

在參與 i-voting 票選部分則呈現男性多於女性，且近 2 年有明顯的

性別失衡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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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莊宜貞，2019）發現兩性對於「網路參與」公共政策樣態存在差

異，而臺北市政府推動參與式預算之調查分析(莊文忠等，2019)也發

現參與者以 60歲以上，家庭主婦與退休無業者居多。 

本文茲據此分析信義區住民大會與 i-voting 票選參與者呈現性

別差異的可能原因： 

一、 數位落差：兩性間具有數位落差現象，網路近用率差距約 1.1%

至 4.1%，特別出現在 60 歲以上的年齡層，數位落差可能導致

i-voting 參與者多為男性。 

二、 參與公共議題模式不同：兩性參與公共政策的方式，男性較偏

向在網路發表意見，而女性則偏向實際走入人群參與社會，可

能因此產生住民大會參與者女性較多，而 i-voting參與者男性

較多的結果。 

三、 勞動參與率高低：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106 年至 110 年

我國男性勞動參與率約為 67%，而女性則約為 51%。住民大會有

部分場次係辦理於平日白日，可能造成在職男性參與機會較少，

導致住民大會女性參與比例較高。 

第二節 未來建議 

未來在弭平信義區參與者性別差異，有以下三點建議： 

一、 增開多元宣傳管道：目前參與式預算活動的宣傳係透過鄰里、

校園、推廣課程及網路社群等，可以再拓展其他管道，吸引不

同族群及類型的民眾參與。 

二、 優化住民大會辦理方式：平衡住民大會的辦理場次與時間，讓

社會各階層的民眾都有公平參與的機會，提升住民大會的包容

力；也可設定參與者的性別比例或調整政策宣導品等誘因，吸

引兩性共同參加，避免公共議題導向單一性別。 

三、 線上培力課程及導入數位學習：持續辦理實體培力課程，讓更

多民眾接觸公民參與，並增開線上課程，便於青壯年族群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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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逐步改變兩性對公共議題的參與習性；並可於課程內增

加相關數位內容，消除不同世代及性別對於網路參與公共議題

的數位落差。 

 

第三節 分析限制 

一、統計時間短： 

參與式預算自 2015年開始實行，2017年才納入 i-voting機制，

因政策推動的時間跨距並不長，本次統計的年份僅 5年左右，且參與

的民眾也尚未普及到各個階層，統計資料較為受限。 

二、未將參與者的其他特性納入分析： 

性別統計資料僅以性別概分，未納入年齡、職業、教育程度等，

無法進一步區分不同群體的性別分布情形。 

三、未使用問卷或深度訪談等量化或質化資料： 

本次僅使用住民大會和 i-voting 參與者的性別統計數據作為分

析材料，如能搭配相關的問卷或訪談，對於性別差異的解釋力將更為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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