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社區參與式預算實踐經驗 

分享、反省、總結工作坊 
  

申請單位：雲林縣參與式民主協會 

計畫執行時程：20200101～20200331 

 

壹‧申請單位簡介 

雲林縣參與式民主協會，成立於 2017 年五月，以推動參與式民主／

參與式治理／參與式規劃、培力人民參與公共事務、重建社區民主自

治共同體為宗旨，協會成員皆為雲林在地無黨派色彩之ＮＧＯ工作者

與積極公民。 

敝協會自成立以來，致力於倡議實施參與式預算，對全台各地參與式

預算實施現況保持關注。（敝協會相關新聞見附件） 

2018年向雲林縣政府與雲林縣議員遊說、爭取參與式預算試點實踐，

以及於選前遊說斗六市民代表，並將全台首例參與式預算自治條例，

送入斗六市民代表會審議，未通過。 



2019 年與虎尾溪社區大學合作舉辦，雲林縣志工培訓特殊訓推廣參

與式預算，並擇定兩社區試點推動參與式預算。 

 

貳‧計劃緣起 

首先，感謝主婦聯盟合作社，以公益金補助敝協會，支持敝協會於雲

林縣東勢鄉，完成了全台第一個以偏鄉婦女作為實踐主體之參與式預

算，進而，讓敝協會於爭取到後續之實踐試點機會。（相關成果，見

附件） 

參與式預算，目的是將預算的權力還給人民。綜觀當前臺灣社會所面

臨之各種社會矛盾與治理困境，皆有同一根源可循：基層人民透過投

票將權力讓渡予當選者後，對公共事務普遍「無從知情、無從關注、

無從參與」，進而形成對公共事務冷漠旁觀、日益疏遠之原子化狀態。

也由於此一根源，臺灣社會日益深陷於「僅由少數人代替全體人民決

策、基層人民之真實公共需求無法反映至政策與預算案」之結構性困

境。欲突破此困境,亟需培力人民變革自身長期「對日常公共事務冷

漠、對彼此相互疏離」之原子化現狀，通過「對公共需求進行民主討

論、凝聚共識以解決公共需求」之過程，逐步重建社區民主自治共同

體(Community)。 



其實，「人」才是最寶貴的資源，解方就在自己村子裡。所謂「人心

齊、泰山移」，倘若，人們能找回農村共同體的記憶，開始學習互助

合作、群策群力，集結各自不同的經驗、智慧、專長、資源，共同討

論、解決社區大小公共問題，進而，讓村民們的公共治理無限潛能解

放出來，那麼，老人不再整天無所事事，不再覺得自己老而無用，淪

為負擔，反而，重建生活目標，老而彌用，老而彌學，老而彌能，精

神充實昂揚，一起推動合作共好的社區民主自治共同體

(Community)。 

由其雲林縣財政困窘，錢更加需要花在刀口上，但面臨人口老化嚴重，

社會問題頻頻出現，政府不只應付不過來，經常砸了大錢，卻沒有辦

法解決越來越繁複的社會問題，如雲林縣東勢鄉龍潭村一般，正邁向

「極限村落」的危機，就是雲林縣的常態，常住人口剩約兩百戶，老

人佔多數，這幾年，村內多次發生獨居老人過世許久，卻無人知情之

噩耗。面對偏鄉高齡化社會困境，除了被動等待政府治理，究竟有無

另類解方？ 

今年，敝協會於兩社區實踐參與式預算，分別於斗六市虎溪里及東勢

鄉龍潭村。這一年來，不論就實踐路線或工作方法上，皆有許多經驗，

想對各界運動前輩分享，並從各界公民身上學習指教，另，希望將參



與式預算初步成果，使更多人知悉，爭取社區居民、各界公民、政府

機關之重視，並進一步凝聚共識，願意於日後共同出力，參與、協助

推動參與式預算之工作，並關注參與式預算政策及法制化之進程。故，

經驗分享總結工作坊，才能最完整的呈現，目前所實踐之成果與侷

限。 

除了，此次推動之社區，亦希望能針對雲林縣有意願了解、推動參與

式預算之積極公民，進行較完整的闡述參與式預算目的，以及從現行

參與式預算之結構困境，談法制化推動之重要性，並擴大更多公民理

解參與式預算，使參與式預算於全雲林縣乃至全台各地遍地開花，刺

激更多社區想要實踐參與式預算。 

 

參‧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雲林縣參與式民主協會 

協辦單位：姊妹電台 FM105.7 

 

肆‧計劃內容 

一、工作目標 



1.對於推動社區之居民，進行反省與分享，激勵社區居民未來持續參

與動力，並希望能使居民提供對於參與式預算相關意見，使參與式預

算推動工作更加成熟。 

2.對於各界公民，進行分享，將此次實踐參與式預算經驗，以論壇或

工作坊之形式，使公民能充分了解參與式預算，進行深度交流，共同

研究探討，參與式預算實踐過程所遭遇各種困境，及其解決方案。 

二、工作內容 

1.社區總結分享會 

◎預計對象：實施社區之一般居民與志工 

◎預計地點：龍潭村社區活動中心、虎溪里樂活社區推展協會長照 C

點 

◎預期成效：至少舉辦四場次。為使社區居民更了解參與式預算，期

待爭取下一次參與式預算，並提高意願，於下一次參與式預算實施投

入志工工作。 

◎課程內容：（名稱視情況調整） 



時間 課程名稱 

第一節 兩社區參與式預算實踐經驗回顧 

第二節 距離大有為社區前進多少？哪裡可以更好？ 

第三節 未來需要您的一份力！──下次參與式預算之期待與展

望 

  

2.經驗總結工作坊 

◎預計對象：關注參與式預算之積極公民 

◎預計地點：虎尾厝沙龍、蓋亞基地、姊妹電台、斗六工作室 

◎預期成效：至少舉辦四場次。為提升公民對參與式預算之理解、凝

聚未來對於參與式預算政策化、法制化之共識基礎。 

◎課程內容：（名稱視情況調整） 



時間 課程名稱 

第一節 參與式預算是啥咪碗糕？為什麼要推動？ 

第二節 參與式預算實踐經驗回顧（一）──虎溪里民生社區 

第三節 參與式預算實踐經驗回顧（二）──龍潭村 

第四節 兩社區參與式預算遭遇之困境，如何克服？（一）──為

什麼我們需要法制化？ 

第五節 兩社區參與式預算遭遇之困境，如何克服？（二）──為

什麼我們需要專責機構？ 

第六節 討論：參與式預算未來，如何邁出下一步？ 

 

3.廣播節目製作 



◎預計對象：關注參與式預算之各界公民及社區居民（以課程參與者

為主） 

◎預期成效：錄製至少 10 集節目。使上節目之公民及社區居民，透

過錄製節目，達到培力之效果，並對於大眾廣泛宣傳，參與式預算之

目的、成果，及未來擴大推動之急迫性。 

三、計劃期程 

1 月 2 月 3 月 

籌備、招生報名         

  社區總結分享會     

    參與式預算經驗總結公民培力工作坊 

  

錄製電台節目 

 



伍‧經費概算 

活動總經費：   171,400  元 

申請金額：共   120,000 元 

自籌經費：共     51,400 元 

經費項目 數量 單價 合計 備註 

   工讀費 20 180 3,600
社區場支援人力 180元/小時*4

場*5 小時=3,600 元 

   講師費 36 1,600 57,600
社區總結分享會*4 場*3 小時+

公民培力工作坊4場*6小時=36

小時 

 

   節目主持費 10 1,200 12,000
10 集節目*1,200 元/集 

   印刷費 1 3,600 3,600
工作坊教材資料 50 元/本*4 場

次+社區宣傳單5元/份*600份+

宣傳布置用海報、展版 100 元/

份*2 式+課程相關資料印刷整

理，約 200 元 

 

   製作費 1 30,000 30,000
廣播節目製作共10集*2,000元

撰寫教材 1,500 元/份*2 份+教

材美編 1,500 元/份*2 份+宣傳

單美編 500 元/份*2 份+展版海

報美編 1,500 元/份*2 式 

 



  設備租借費 8 5,000 40,000
8 場*5,000 元（網路租投影機、

麥克風、擴大器報價） 

  場地租借費 1 17,000 17,000
社區活動場地清潔費 2,000元/

場*4 場=8,000 元 

培力工作坊場地租借 3,000元/

場*3 場=9,000 元 

  茶水費 8 200 1,600
200 元/場*8 場=1,600 元 

三、行政管理費 1 6,000 6,000
紙張、文具、耗材、電信交通

補貼、筆電、電腦器材等維修。

        

總計    171,400   

 

 

 

 

 



附件一：主婦聯盟公益金支持相關成果 

 

說明：原申請計畫「雲林縣台西鄉台西村參與式預算

暨社區民主自治共同體重建計畫」獲主婦聯盟公益金

支持，由於適逢選舉，原定台西村各種條件皆不順利，

因此轉由，培力東勢鄉婦女進行「模擬參與式預算」，

使在地原先不發言、不關注公共事務之婦女，培力參

與公共事務。 

 



雲林村婦創全國首例 實踐參與式預算 

雲林縣東勢鄉婆婆媽媽經過 20 場民主

討論，終於達成共識，預計本月 16、

17 日在舉辦創意點心製作教學，推廣

該鄉農特產品，以及老少健康運動等，

這是全國首例完全以鄉村婦女做為參

與式預算的實踐主體，足為民主典範。 

雲林縣政府今年第一次承接教育部學習型城市計畫，委託虎尾溪社區大學辦理，「模擬

參與式預算」部分由雲林縣參與式民主協會協助辦理，實施對象是東勢鄉民，女性參與

尤其踴躍，多達 40 幾位參加，計畫預算 6 萬元。為有效達成共識，4 小組歷經 20 場大

大小小討論，表現婦女民主活力，最後終於獲得以創意點心教學製作的方法，來推廣東

勢鄉胡蘿蔔等農特產品，以及帶動老少健康運動等交集，展現對預算權力的強烈渴望。 

雲林縣虎尾溪社區大學執行長戴守谷表示，現行預算體制裡人民有納稅義務，卻無參與

政府預算決策的機會與權力，參與式預算首先要培力人民從預算權開始學習當家作主，

接著將人民從公共事務的旁觀者，變革為群策群力、翻轉社區的實踐者。 

雲林縣參與式民主協會常務理事吳松霖指出，綜觀全國參與式預算普遍仍以都會區為主，

又存在著父權社會的意識形態，無形中加劇了城鄉差距，束縛女性參與社會變革的無窮



潛能，東勢鄉創下全國首例，完全以鄉村婦女做為實踐主體，打破都會中心主義與父權

社會的框架。(中時 ) 

 

說明：因前述案例，接觸到虎尾溪社區大學，於是，

乘著去年的成果，今年於東勢鄉繼續推動參與式預算，

並與龍潭村長、龍潭社區發展協會合作，持續朝向打

造社區民主自治共同體之目標前進。 



全台首場參與式預算成果共享會 各地學者

雲林取經 

 

【記者廖素貞 ／雲林報導】全台首場以村民為主體之「參與式預算成

果共享會」，昨天在雲林縣東勢鄉龍潭村舉辦，由於村長黃詩媛語出驚

人地主張：「參與式預算要讓所有村民一起當村長！」，引發全台各地

學者及社運戰將高度關注，來自北、中、南、五縣市各界人士，3 日齊

聚雲林，一探龍潭實踐情況！ 



成果共享會除表揚參與志工、放映參與過程紀錄片外，並由村民分享實

踐參與式預算對社區帶來的改變。許姓村民說：「參與式預算讓阮庄活

起來！」 

 

參與人員包括前立委張嘉郡、雲林縣議會副議長蘇俊豪及多位縣議員、

鄉民代表、村里長，台北海洋技術學院通識中心助理教授吳建忠、東海

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阮桃園、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助理教授徐

文路、 龍潭國小校長張世民、台南市產業總工會秘書長黃育德、農村

發展基金會主任黃仁志、前台南龍崎區牛埔里長陳永和、雲林縣虎尾溪

社區大學執行長戴守谷等 100 多人參加！盛況空前。 



附件二：雲林縣參與式民主協會簡介 

生活在雲林，經常能感受到許多人們對這片鄉土充

滿熱愛，也正是基於關心關注，面對地方政府財政窘

迫、青年人口大量外流、農村普遍存在獨居無依的長

者，還有不斷爆發的環境污染與垃圾危機等等現狀，

自然不會太過陌生。 

上述已然產生的各種困境，理應都是縣政治理的重

點項目，無奈由於預算編列與政策制訂過程皆不甚透

明，所以，一般人民無法知情、無從關注、無可參與，

直接導致縣府預算使用與政策施行皆無法滿足人民

實際需求。「花費鉅額公帑、預算與政策皆不透明、

治理效益極低、人民對施政無感」不只讓人民與民選

公僕之間形成雙輸的局面，也成為「打造更美好的雲

林」之重重屏障。 

因此，雲林人民此刻迫切需要的，絕非持續編列更

龐大的預算，而是使預算編列與政策制訂，能真正符

合一般人民的真實需求，讓每筆公帑確實「花在刀口

上」! 



而參與式預算的核心精神，即是由人民提出預算

運用之方案，經民主程序（如投票表決）形成共識、

決議後付諸執行，並特別需要人民能持續參與執行

與監督，此正是確保公帑能花在刀口上的一帖良方。 

 

同時，參與式預算也讓人民無須等待政府「發現問

題後才研擬政策」、大幅減少「黑箱決策」所產生之

爭議矛盾、免除處理爭議之社會成本，更在無形中達

到防貪防弊之效。 

為此，我們與雲林各界積極公民共同籌組《雲林縣

參與式民主協會》，爭取、敦促民選公僕以參與式民

主之精神來運用預算、制訂政策，為雲林的未來開闢

新路！ 

 

 

 

 

 

 

 



◎協會相關介紹新聞： 

雲林民間成立社團 力推參與式民主（2017/05/21-中

時電子報） 

 

奪回人民預算公權力 雲林民團力推參與式預算

（2018/09/03-自由時報） 



 

斗六市代會主席承諾推動參與式預算法制化 讓斗六

成為台灣典範（2018/09/08-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