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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式預算已歷經
３年推動．．．．．．

一、以住民大會問卷分析參與者特性

二、以提案管理系統資訊分析提案執行

三、以專家學者座談汲取專業建議



住民大會參與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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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大會問卷回收結果

 106年問卷：共計發放2,534份問卷，回收2,133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84.2%。

 107年問卷：共計發放2,104份問卷，回收2,066

份問卷，回收率為98.2%，經刪除38份無效問卷

（包括完全空白、重複、僅填基本資料的問卷）

後，有效問卷數為2,028份，佔96.4%。



參與者基本資料分析

整體觀察：
1. 年齡：60歲以上居多。
2. 教育程度：高中（職）及大學居多。
3. 職業：家庭主婦與退休（含無業）居多。

性別分析：
1. 男性：大學及以上、退休失業者及白領

居多。
2. 女性：以國初中、家庭主婦為主。



參與者的資訊獲得管道與蒐集頻率

 資訊獲取管道：以「里長告知（或里辦公處
布告欄）」最多。

 39歲以下以「學校」最多，顯示此年齡層者
參加者可能是來自校園場次。

 資訊蒐集頻率：整體而言，會前搜尋相關訊
息頻率「偏低」，但男性、大學及以上者、
白領階級者較主動蒐集相關資訊。



參與者參與動機分析

 整體觀察：
1. 「想了解參與式預算在做什麼」最多。
2. 「想要解決身邊的公共問題」次之。

 職業別分析：
1. 多數參加者偏向瞭解參與式預算。
2. 主管、民意代表或專業人士等則以自發性解

決公共事務動機居多。
3. 學生則是被人際網絡邀請居多。



教育訓練及流程設計

 教育訓練：有逾50%的參加者曾參加過推廣
教育課程，並以「初階課程」佔多數。

 流程設計：
1. 程序是否公正及公平：超過90%肯定住民大會流程

設計之公正及公平。

2. 是否可充分表達意見：超過60%肯定其在住民大會

可以充分表達意見。

3. 形成共識是否順利：超過80%認為共識形成過程是

順利的。



住民大會參與效益

再次參加意願：再次參加之調查結果「偏
向願意」，其中40-59歲者、60歲以上的
意願高於39歲以下。

參與後對參與式預算之了解程度：參加者
會後對參與式預算「偏向瞭解」，其中
39歲以下的瞭解程度高於60歲以上。



提案執行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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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執行分析-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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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執行期程高峰為5至7季（約15至21個月）。

另一個高峰為3季（約9個月）。



提案執行分析-期程

執行經費平均為新臺幣105萬元（經費計算已排除

極端值）。



提案執行分析－身分

提案人身分 案件數 有效百分比

一般市民 79 59.0
里長 44 32.8
其他 11 8.2
總和 134 100.0

提案人身分 次數 有效百分比

一般市民 49 55.7
里長 32 36.4
其他 7 8.0
總和 88 100.0

錄案之提案人身分

錄案已完成執行之提案人身分



專家學者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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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座談會建議事項-區級

 青壯年（25-45歲）參加者較少，建議藉由促

進公民團體參加，來補足這部分的不足。

 提案偏向單點式的硬體建設，建議朝向「面」

的方向發展，以促進社會創新。

 里長是否得於扮演引領里民解決里內問題的角

色，作為促進社區發展的發起點。



專家學者座談會建議事項-市級1

 從另一個角度切入，有沒有什麼議題是不適合藉由

參與式預算去處理的？例如，以「移工」為議題，

主辦機關是勞動局，但勞動局是查緝非法移工的主

要機關，這是否會產生機關角色衝突？移工是否有

足夠的信任來參與？其次，如果以機場回饋金作為

參與議題，這原本是相關權責機關分配的難題，現

在透過參與式預算，把難題交給民眾去討論，這是

否適合。



專家學者座談會建議事項-市級2

 歲入議題是否有可能被納入為參與式預算的議題
（例如美國太陽城，他們為了保護沙漠區，因此同
意增加房屋稅， 並將增加的歲入去購買沙漠，將其
設為保護區）

 市級議題仍建議設計提案票選制度，以增加提案的
正當性。

 市級議題可以針對臺北市政府相關的反映管道（例
如市民熱線等）進行分析，或是弱勢資源分配等角
度出發。



總結：未來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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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精進方案

 參與者多元化：

1. 導入精準投遞概念。

2. 住民大會申辦制度（課程＋住民大會）。

 提案類型多元化：建議落實市級參與式預算。



謝謝大家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