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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借力使力，推一把公民參與

第一社區大學(以下稱第一社大)自2013年遷移至河濱國小後，校本部即座落於兩條運河「愛

河」和「幸福川」之間；第一社大以成為幸福川畔的學習資源中心為目標，自2016年展開三塊厝

地方學一系列的學習活動；至今年(2023)，透過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稱研考

會)參與式預算計畫，啟動公民實踐的機會。幸福川舊稱三塊厝溪，也是高雄的二號運河，流域

源於鳳山曹公圳至西入愛河，因範圍廣大，故執行團隊拉出第一社大週邊鄰近幸福川的3區12
里為計畫範圍，期待先關照近身之處的流域社區以利進行民眾參與的實驗計畫，未來將複製

經驗擴及更廣。

表1幸福川沿岸3區12里計畫推動範圍

新興區 建興里、建華里

前金區 新生里、北金里、長城里、三川里

三民區 立德里、千歲里、鳳南里、興德里、港西里、建東里

圖1幸福川沿岸3區12里計畫推動範圍

參與式預算是由人民來決定一部份公共預算支出的優先順序，住民和社區所有群體的代表，

共同討論支出的優先順序，提出計畫，並且投票決定。審議民主四個要項為，討論、平等、包容

和決定，在眾多審議模式中，透過參與式預算的方法，可協助幸福川凸顯既有問題，且透過有

包容力及行動力的公民研擬具體行動方案，使民眾的意見與想法能進一步延伸實踐，也能鼓

舞更多數公民的參與。本計畫執行方法為，意見收集(宣傳)、培力、提出方案(審議)、票選，如

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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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在當地居民及關心河岸議題的朋友熱烈參與中，歷經住民座談、提案說明會，以及幸福

川的主題講座和工作坊等系列活動，在住民大會上，提出問題、充分表達與對話、凝聚共識，

並會同專家學者和市府相關局處的建議，提出五項友善生活方案，包括河岸文化空間的基礎

設施環境、提升水的資訊和水質改善、照顧到高齡者、自行車族、輪椅族等多元族群的通行安

全，還有環境清潔管理，以及改善因燃燒金紙的空污問題。最後，透過票選活動的方案展示與

投票，使得更多社區民眾得以透過理解幸福川方案實際參與並進行訴求表達。

表2方案投票結果

方案名稱 文化幸福川 水水幸福川今天好嗎? 幸福川畔幸福行 浪漫幸福川 空污改善計畫

提案代表 bridge 阿力 ting 鈺兒 劉先生

得票總計 386 283 335 295 550

網路票數 95 49 88 62 161

紙本票數 291 234 247 233 389

分類 社區學習 河岸觀光 人行交通 環境維護 環境維護

影音連結
文化幸福川
方案說明 影

音

水水幸福川今天好
嗎？ 方案說明 影音

幸福川畔幸福行
方案說明影音檔

浪漫幸福川 方
案說明 影音

空汙改善計畫
方案說明 影音

審議民主的推動，仰賴民間與政府兩端互信與合作。研考會歷年來委託與補助在地組織執行

參與式預算相關人才培訓與計畫，其中不乏將資源投入民間學習重地的社區大學，則可彼此

借力使力，共創公民主動參與公共事務的可見未來；計畫雖告一段落，但公民參與的道路還在

建構中，幸福川五項方案仍需要持續的投入資源預算以及公私協作齊推公民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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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活動執行情形

一、各項活動執行概況

（一）住民座談會

場 次 6月13日（二）19:00-21:00－住民座談會

地 點 第一社區大學203教室(市中一路339號) 、Google Meet線上會議室

參加人數 36人

活動內容：

● 流程

18:50~19:00 報到

19:00~19:10 前言

19:10~19:30 計畫執行內容及期程說明

19:30~20:00 第一段問題與討論

20:00~20:30 來聊幸福川畔發生什麼事？

20:30~21:00 第二段問題與討論

● 照片

▲住民報名座談會前，提供自身對幸福川關注
的內容，執行單位彙整共11項關鍵字及內容意
見，於座談會中討論。

▲民眾進一步指出，幸福川燈光昏暗不適合人
行走，也有街友問題，下雨後河川臭味翻起也
很困擾、流浪貓流浪狗有人餵養，看到老鼠經
常竄出，之前去淡水河，去觀光看到整治得漂
亮，希望可以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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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住民座談會主要目的為意見收集、收斂出發展提案的關鍵字及內容進行探討，開放民眾報名時

，也向報名者調查參與動機進行意見收集。

匯聚報名者意見後，整理出可發展提案之11項關鍵字(詳細關鍵字內容請參閱附件2-1)，於座談

會發表、意見交流，並進行討論後的現場貼點意見表達，其結果顯示，參與座談會民眾關注度

最高前5項為：街友與環境關係、河岸運用及觀光、人行交通、安全、環境生態，關鍵字與貼點得

票結果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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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坊課程設計

場 次 6月21日（二）14:00-16:00－工作坊課程設計講師會議

地 點 捌邸樓咖啡(新興區八德二路46-1號)

參加人數 5人

活動內容：

● 流程

14:00-14:10 前言與工作坊目標說明

14:10-14:30 住民提案與需求瞭解及討論

14:30-15:30 講師提出課程設計方向

15:30-16:00 綜合討論

● 摘要

計畫執行初期，邀請中山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李宛儒，以及高雄市行人路權促進會理事長林于

凱擔任計畫顧問與講師，這場會議針對民主審議發展、參與式預算，幸福川文史紋理進行爬梳

，以及高雄幸福川沿岸周邊道路設計進行討論，規劃出民眾知識的補充課程。

● 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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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案說明會

場 次 7月22日（六）09:30-11:30－提案說明會

地 點 三民區千歲/千北/鳳南/立德里聯合活動中心1樓(三民區三民街222號)
Google Meet線上會議室

參加人數 30人

活動內容：

● 流程

09:00(活動前30分鐘) 開放報到、領取資料

09:30~09:40 開場、致詞、合照留影
研考會代表、第一社大代表

09:40~10:10 【短講堂】認識公民審議及參與式預算、Q&A
李宛儒助理教授/國立中山大學 社會學系

10:20~11:00 標註我家門前幸福川：盤點河岸大小事

11:00~11:10 【計畫說明】公民培力、提案、票選、Q&A
陳敏勤 /專案執行

11:30 賦歸、受理諮詢及報名

● 照片

▲說明會開放線上參與 ▲說明會結束後，民眾現場填寫提案構想書。

● 摘要

提案說明會向民眾介紹計畫構想以及提案流程、方法，說明會簡報請見附件3-2。邀請住民提供
幸福川沿岸生活經驗與問題觀察，並共同盤點流域問題點。會後參加民眾現場填寫繳交提案構
想書3份如下圖，提案徵求期間線上提案2份，請參考附件2-4。

7



8



（四）拜訪地方文史團隊

場 次 8月8日（二）15:00-17:00拜訪地方文史團隊

地 點 打狗好好橋(三民區自強一路207巷12號)

參加人數 3

活動內容：

● 流程

15:00-16:00 打狗好好橋理念及近期工作瞭解

16:00-17:00 交換幸福川周邊社區文化推動想像

● 照片

▲以幸福川畔老屋作為場域，橋接旅人及技藝在地影響，是本次計畫的重點夥伴。

（五）公民審議人才培力

場 次 8月14日（一）14:30-17:30參與式預算工作坊－公民審議人才培力

地 點 第一社區大學203教室(市中一路339號)

參加人數 10人

活動內容：

● 流程

12:30-13:10 什麼是審議民主？

13:10-14:10 主持人的技藝

14:20-15:20 主持人演練（一）：形成間題

15:30-16:30 主持人演練（二）：形成方案

16:30-17:10 主持人演練（三）：製作海報與貼點投票

17:10-17:30 綜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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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桌長培訓理解參與式預算的功能與任務。 ▲實作模擬審議過程，演練主持心法與技巧。

（六）尋找幸福川的前世今生

場 次 8月14日（一）18:30-21:30參與式預算工作坊－尋找幸福川的前世今生

地 點 第一社區大學203教室(市中一路339號)

參加人數 21人

活動內容：

● 流程

18:20-18:30 報到

18:30-18:40 自我介紹及分組 3~4人一組，預計4組

18:40-19:00 幸福川前情提要
分享：惠珠
(幸福川變遷介紹:上次都市計畫的簡報)

19:00-19:50 實作❶
找回三塊厝溪

主持：惠珠
協助小組操作：惠珠、乃瑜
(1)目的：查找河道變化
(2)範圍：分配幸福川區域

河東路至中華路段
中華路至中山路段
中山路至復興路段
復興路至民族路段

(3)工具：百年歷史地圖
(4)小組分享

20:00-20:50 實作❷
三塊厝的前世今生

主持：惠珠
協助小組操作：惠珠、乃瑜
(1)目的：查找三塊厝區域名稱、景物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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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範圍：依實作❶分配
(3)工具：鳳山縣志、採訪冊、國史館台灣文獻
館檔案、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

20:50-21:10 幸福川大發現
分享：乃瑜
(上次社大月走讀的經驗或成果)

21:10-21:30 友善生活提案交流&討論 主持：惠珠

● 照片

▲介紹幸福川的變遷與地圖考古線上工具 ▲學員實際演練古地圖套疊

（七）散步幸福川

場 次 8月19日（六）09:00-12:00參與式預算工作坊－散步幸福川

地 點 第一社區大學203教室(市中一路339號)、幸福川畔

參加人數 21人

活動內容：

● 流程

09:00-10:00 室內課-認識交通標線與道路規劃

10:00-12:00 戶外課-幸福川沿岸道路實地勘查

●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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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行人路權促進會理事長林于凱向
學員介紹人行道交通規劃

▲實際走訪幸福川周邊道路，探查交通規
劃是否合宜或有需要改進之處。

● 戶外教學投保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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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住民大會

場 次 8月26日（六）09:00-12:00參與式預算工作坊－住民大會

地 點 第一社區大學304、305、306教室(市中一路339號)

參加人數 52人

活動內容：

● 流程

08:30-09:00 報到(第一社大校本部3樓3-4教室)

09:00-09:20 開場與大會進行方式說明

09:20-10:20 第一輪：檢視幸福川週邊問題

10:20-11:20 第二輪：將問題化為行動方案

11:20-12:10 第三輪：方案展示與票選

12:10-12:30 賦歸、簽退領取禮券

● 照片

▲住民大會聚集52名民眾參加，有當地住
民、開店、就業、就學等豐富身分。

▲在緊張刺激又燒腦的三輪審議討論後，
各組上台分享方案內容。

● 摘要

住民大會依報名民眾居住地、就業、就學狀態分散分成5組，希望保有組別討論的多樣性
，每組約7至8人，藉由桌長主持帶領，讓民眾體驗公共發表、對話、審議的經驗，並合力完
成2項提案進行發表。上午場住民大會產出的10項提案請參閱附件3-
提案內容包含：方案名稱、想解決的問題、行動方案、方案實施範圍、預期效益，而經費預
估則於下午方案細緻化時，結合機關、專家建議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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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提案工作坊

場 次 8月26日（六）13:00-16:00參與式預算工作坊－提案工作坊

地 點 第一社區大學304教室(市中一路339號)

參加人數 52人

活動內容：

● 流程

12:10-13:00 用餐與休息

12:30-13:00 報到(第一社大校本部3樓3-4教室)

13:00-13:20 開場與工作坊進行流程說明

13:20-14:20 第一輪：方案分享(提案人)與回應(專家、機關)

14:20-15:20 第二輪：分組討論細緻化方案

15:20-15:50 第三輪：方案展示與綜合討論

15:50-16:00 賦歸、簽退並依參與場次領取禮券

● 照片

▲提案細緻化工作坊邀請學者、專家、市府
機關共同參與，提供多元角度修訂提案。

▲第二輪分組討論時，文化幸福川提案團
隊也邀請打狗文史再興會社理事陳坤毅、
觀光局徐川雅股長、陳惠慈約僱人員共同
參與審議。

● 摘要

提案細緻化工作坊協助各組提案成員收斂方案，當日產出的方案有4組：文化幸福川、水
水幸福川今天好嗎?、幸福川畔幸福行、浪漫幸福川。內容請參閱附件3-
在最後進入投票階段新增加一組，是從浪漫幸福川所關注的各項環境問題中，拉出相對
具備完整想法及訴求的空污改善計畫另成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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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票選方案發表會

場 次 10月14日（六）09:00-12:00參與式預算工作坊－票選方案發表會

地 點 三民區千歲/千北/鳳南/立德里聯合活動中心1樓(三民區三民街222號)
Facebook粉絲頁直播

參加人數 20人

活動內容：

● 流程

09:50~10:00 民眾、來賓、媒體報到

10:00~10:10 開場與票選活動介紹、來賓致詞

10:10~10:20 票選活動開跑啟動、大合照

10:20~10:30 茶敘、記者採訪；第二段開場、線上直播開始

10:30~10:50 「幸福川畔幸福行」

10:50~11:10 「水水幸福川今天好嗎？」

11:10~11:30 「文化幸福川」

11:30~11:50 「浪漫幸福川」

11:50~12:10 「空污改善計畫」

● 照片

▲為票選活動拉開序幕的方案發表會，是一般民
眾瞭解方案內容及交流的機會，也是提案團隊學
習的成果發表。

▲水水幸福川今天好嗎？提案代表說明與
分享提案理念，並爭取民眾投票支持方
案。

● 摘要

方案發表會幫助提案代表重整方案內容，並練習如何向大眾表達公共理念與訴求，當日
5組方案發表的影音檔案，可參考表2方案投票結果的影音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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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方案投票

場 次 10月14日（六）至10月20日（五）15:00-18:30－方案票選

地 點 三民區千歲/千北/鳳南/立德里聯合活動中心1樓(三民區三民街222號)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 i-Voting

參加人數 126人

活動內容：

●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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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選務志工培力除了進行工作流程說明外
，也交流參與公共服務的理念。

▲選務志工值勤中，協助現場投票的民眾
核對是否具備加權身分與登錄抽獎。

● 摘要

投票期間因選務人力需求展開志工徵選，9人報名最後7人完成培力實際投入服務，期間
協助55位民眾完成投票程序，也幫忙紙本票數統計利於統整至網路平台，是票選活動不
可或缺的得力夥伴。票選活動相關資料及選務志工培力簡報，請見附件2-7及2-8。

票選活動期待發揮幸福川友善生活設計方案的影響力，因此除了實體投票外，也在公共
政策網路參與平臺進行方案票選。參與民眾總數為126人，含網路71人及現場55人。個方
案得票數統計圖表及公共政策網路投票平臺票選結果頁面如下：

方案名稱 文化幸福川 水水幸福川今
天好嗎?

幸福川畔幸
福行

浪漫幸福川 空污改善計畫

提案代表人 bridge 阿力 ting 鈺兒 劉先生

得票總計 386 283 335 295 550

網路票數 95 49 88 62 161

紙本票數 291 234 247 233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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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執行效益、特色及影響

（一）計畫執行效益

計畫執行過程，分為三大階段：調查與宣傳、參與式預算工作坊、投票，透過各項活動的舉辦，

使民眾在不同階段加入計畫，皆能對參與式預算以及幸福川環境議題有所理解與認識。調查

宣傳期舉辦4場活動，參與人次74；工作坊辦理6場活動，參與人次176；投票活動參與人次126，
累計參與人次376。

圖2活動類型參與人次分布比例圖

表3計畫執行成效表

項次 應達成 已達成

1 進行田野調查至少1次
6/13住民座談會1次
6/21課程設計討論會1次
8/08打狗好好橋拜訪1次

2 社區說明會/座談會至少2場(每場至少30人) 6/13住民座談會1場(36人)
7/22方案說明會1場(30人)

3 參與式預算工作坊(至少18小時)，參與成員至少30位 8/14午(3H)、8/14晚(3H)、8/19(3H)、
8/26(6H)、10/14(3H)，成員52位

4 實體投票輔以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參與式預算線
上投票(i-voting)1場(投票人次應達100人以上)

投票人數總計126人
網路(71人)、現場(55人)

表4活動場次參與人數表

場次 日期/時間 類型 活動名稱 地點 人數

1
6月13日(二)
19:00-21:00

田野調查

座談會
住民座談會

第一社區大學203教室

Google Meet線上會議室
36

2
6月21日(二)
14:00-16:00

田野調查
提案工作坊課程設計

講師會議

捌邸樓咖啡

(新興區八德二路46-1號)
5

3
7月22日(六)
09:30-11:30

說明會 提案說明會

三民區千歲/千北/鳳南/立德里聯合

活動中心1樓
Google Meet線上會議室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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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8月8日(二)
15:00-17:00

田野調查 地方文化團隊拜訪
打狗好好橋

(三民區自強一路207巷12號)
3

5
8月14日(一)
14:30-17:30

參與式預

算工作坊
公民審議人才培力 第一社區大學203教室 10

6
8月14日(一)
18:30-21:30

參與式預

算工作坊

尋找幸福川的前世今

生
第一社區大學203教室 21

7
8月19日(六)
09:00-12:00

參與式預

算工作坊
散步幸福川

第一社區大學203教室

幸福川畔
21

8
8月26日(六)
09:00-12:00

參與式預

算工作坊
住民大會 第一社區大學304、305、306教室 52

9
8月26日(六)
13:00-16:00

參與式預

算工作坊
提案工作坊 第一社區大學304教室 52

10
10月14日(六)
09:00-12:00

參與式預

算工作坊
方案(分享)說明會

三民區千歲/千北/鳳南/立德里聯合

活動中心1樓
Facebook粉絲頁直播

20

11

10月14日(六)
至

10月20日(五)
15:00-18:30

方案票選 VOTE幸福川

三民區千歲/千北/鳳南/立德里聯合

活動中心1樓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 i-Voting

126

（二）計畫特色

社團法人高雄市社區大學促進會之業務單位第一社區大學，具備多年公民教育經驗及地方知

識學研究資源，在計畫中將「公共性」、「社群經營」等社大辦學特性置入於各項辦理活動中，延

續方案的持續推動力。

（三）計畫影響

活動辦理期間，得到參與民眾回饋自己是初次接觸參與式預算，但在計畫中有了公民審議的

初體驗，也燃起興趣及好奇心，願意進一步了解，連結公民參與更多公共事務的意願。

本次計畫參與民眾中，也有先前公民審議人才培力的學員許婷婷，她曾參與上一次民族陸橋

審議工作坊，後來仍持續投入公共事務與審議相關活動，此次也報名住民大會並自願擔任提

案代表。

表5活動期間參與民眾給執行單位的回饋

想瞭解參與式預算

想找到具共同想法的隊友

想知道有什麼資源

想了解在地居民的想法

想了解社區未來發展

聽一聽，先了解

想提出大膽的想法

改變高雄景觀，從身邊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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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附近

幸福川可以怎樣改變？

可否開放划船

社區居民的自己能更了解路途上的生態與行走安全

我住在{瑞源路~自立路}這區塊，幸福川很漂亮，但三鳳宮前面的人行道常常會被違停的汽車占用，

今天若是行走在上面的人為了避開違停的車輛，很有可能會遭受交通意外，此外兩側都有類似階梯

的地方，常常有人喝酒亂丟垃圾在這邊，雖然是個人因素居多，但有沒有什麼可以減少的辦法呢?

安全

逢年過節河岸燈飾，乾淨清潔方面的問題

好奇七賢國中舊址社宅之外的土地之後的用途 .

公民力量很可貴

幸福川猶如大阪的道頓堀，建議川上可以行駛如道頓堀的觀光船，來回導覽兩岸歷史、建築、風土、

小吃美食，行穿川上之橋下，橋可以做光雕、口吐噴泉之獅/魚...等，增加趣味，也可以設中途站，吃

附近的美食，完成一趟幸福川獨有的小旅行，進而吸引人潮進駐兩岸開店，然後進而開始拉皮外

牆、彩繪外牆、巨大氣派霓虹LED閃動燈飾(像固力果跑跑人)、店家聯合營造建築立面獨有風情，又

吸引更多人潮，如此善的循環。

從觀光大國—日本的街景及規劃，以改善高雄觀光的缺點:
1.在對交通的影響最低的情況下，應以行人友善為主，改善運河週邊動線。

2.結合高雄特色，以不影響周邊空氣及路線與居民生活的情況下，以綠化美化為主，燈光為輔，並

配合頻繁的定期清理與維護，保證能永續維持。

3.新增或修改地方法律及公積金，建立一個能夠維持良好街景的機制。

4.應與購買河景第一排土地的建商及財團，強制配合政府的法律以及公積金回饋機制。

等等的。

環境改善愈佳,愈可能成為流浪漢的天堂,因此建議改善環境的同時能夠注意如何管理流浪漢造成

附近居民的困擾.

了解參與式預算

1.什麼是住民提案?2.提案的核心概念是什麼?3.住民提案與政府執行關聯性為何?4.如何在住民提

案以前找出對大家期待共創社區友善生活的環境?5.參與式預算計畫是什麼?6.計畫撰寫規劃與執

行又與住民提案的關聯性為何?7.計畫最終目標如何研訂?8.下一步是?

期待一同為這片土地付出

感謝策劃舉辦

翻轉幸福川新樂園

再造幸福川樂土

很有意義的活動～預祝計畫都順利！

謝謝提供這麼棒的活動

希望可以讓更多人知道這個活動，推廣給在地居民！

21



參、自我優劣評鑑

一、優點

（一）組織幸福川學習社群

一開始是為了延續住民座談會後的意見收集，進而成立社群媒體交流平台，建立目的也希望開放更

多民眾加入，無論是否參與過計劃，或即使階段性計畫已經結束，仍可透過社群持續關注幸福川。

（二）應用網路工具整合資訊

數位科技與線上工具的進步，使得資訊整理與統合得以更有效率，本計畫也透過網路免費開放工具

，例如google協作平台、表單等，進行多項工作的數位應用。

圖3計畫數位應用情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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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缺點

（一）民眾知情度略顯不足

透過計畫的推動執行，一步步建構民眾對於參與式預算以及幸福川紋理的認識，相對來說，一

般民眾也只能透過活動參與來進行情報收集與認識，在知識輸入上仍略顯不足。

（二）社區居民參與比例仍偏低

本次計畫因有範圍框定的目標，故宣傳行銷運用公務行文、大樓及信箱投遞、里長派送、社大

內部管道訊息傳遞等為主要宣傳方法，並祭出購物禮券鼓勵民眾接觸與參與，但公共事務討

論性質的活動，通常無法引起社區民眾的注意力與關注，即使在普遍參與式預算的活動場合

中，本項計畫已經促進許多民眾初次理解參與式預算，但整體影響人數仍不及計畫區域範圍

內人口數的萬分之一。

肆、討論與建議

一、與原訂計畫之落差

（一）校園生活友善調整為幸福川生活友善

原計畫要連結幸福川周邊校園，打造安全通學路的河岸人行道路環境，但校園連結效果與參

與意願不高，田野意見蒐集過程中，微調方向擴大為幸福川沿岸住民關心的友善生活設計提

案。

（二）因應民眾參與習慣，調整宣傳數量與型態

原計畫期待宣傳期單場說明會能吸引80人以上參加，但單場次活動受內容、場地、時間等限制

不易落實，故調整為多場次活動進行計畫宣傳，並開放部分場次的線上參與，解除空間及時間

限制。

二、改進意見

（一）方案預算仍未到位

計畫舉辦系列活動引發民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及興趣，並且產出5項方案進行投票，階段性目

標看似已經達成，但票選民意調查完成後，提案人及民眾仍關心未來將如何推動方案的進行，

會不會就此中斷或無疾而終，期盼後期橋接工作能順利推動，協助方案釐清與修訂階段目標，

順利爭取政府預算。

（二）公民社群需費心經營

社群平臺在計畫期間是溝通的便利幫手，但因計畫聚集起來的公民，倘若無法有計畫性的經

營，可能會逐漸流失，如能提早思考下一階段的社群目標及經營計畫，才能確保良好的社群發

展體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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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事項

（一）建構幸福川社區知識網絡

幸福川在本次計畫執行中，獲得許多公民、組織的關注及意見，誠如計畫執行目標為邀請民眾

提出幸福川友善生活設計方案，社區民眾共同的願望就是能生活在友善環境之內，並且願意

付出心力行動，因次計畫最大收穫除了5項方案的產出外，便是匯聚了具備行動力的公民社

群。提出社區知識網絡建構並非空想，而是從方案規劃中可窺見雛形，為了徵募更多相同理念

的住民加入，可整合歷年地方知識學及公民審議經驗建立資料庫，串聯資源形成共學網，延續

幸福川地方與流域知識。

（二）五項方案追蹤與執行

● 社大橋接建立研考會與提案者的協作方法

● 依方案項目執行難易度網羅有志者一起關心協作

● 評估今年的方案中是否有要延續到明年計畫之內容

● 研擬接續民眾參與公共政策之方法

（三）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使用心得

● 優點

1. 前臺介面簡潔，民眾進行方案瀏覽及投票皆可順利進行。

2. 提供抽獎登錄功能真是太棒了！

● 缺點

1. 投票管理頁面的投票設定中，欲使用計畫範圍區域的加權功能，只能開啟戶籍地設定，

但此做法會影響到不在籍但就業、就學、租屋在此的民眾喪失投票權利，因此又須接連

開啟不在籍投票功能，但此方法又會使驗證身分的手續變得比較複雜，因為系統無法

讓不在籍者進行身分驗證與不在籍投票申請。但戶籍全面開放的話，又會造成加權功

能喪失，令人兩難。

2. 後臺介面無法結合正式環境與測試環境，使用者不能憑直覺操作，一開始不清楚測試

機的用意，先從正式機開始設置，建構順序錯誤，導致重複建置相同的動作。其中也有

測試機已出現的功能(人工身分驗證查核、獎項)在正式機卻無法運用，花費太多時間進

行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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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成果報告附件

一、原活動計畫書、計畫需求說明書

(一)原活動計畫書

高雄市政府研考會

112年參與式預算計畫書

一、說明

　　第一社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以公共社群孵化器為定位，透過議題經營培養具有公共意
識的人，並培力社群組織，實踐公民參與；108、109年由貴會委託，執行「公民參與實施計畫」
，推動審議民主人才培育。推動民眾參與公共事務，促進公私協力與對話，今年規劃「參與式
預算計畫」，帶領民眾由下而上，表達意見並提出具體方案，讓施政更為適切。

二、委託單位：高雄市政府研考會

三、承辦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社區大學促進會(第一社區大學)

四、計畫時程：自簽約日起至11月30日

五、計畫構想：

(一)城市生活者的友善環境，從行開始

　　本校是城市型社區大學，辦學區為高雄市早期發展的區域，人口密度較高但同時也趨於
高齡化，加上面臨氣候變遷，都市更新在建築、公共空間與設施、道路設計等，與高齡住民，
如何達到永續生活。

　　本計畫議題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第11項
「建構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特質的城市與鄉村」：

　　“為所有人提供安全、可負擔、易於使用及永續的交通運輸系統，改善道路安全，尤其是

擴大公共運輸，特別注意弱勢族群、婦女、兒童、身心障礙者及老年人的需求。”

　　“為所有人提供安全、包容、無障礙及綠色的公共空間，尤其是婦女、孩童、老年人以及身

心障礙者。”

(二)提升民眾知情參與的能力

　　參與式預算的流程，包含宣傳與說明、分組討論、分組發表、評估可執行方案、方案展示
與投票、執行與監督。為實踐由下而上的審議民主，民眾知情參與是非常重要的環節；巷仔
口社會學(https://twstreetcorner.org/2021/08/03/10853/)的一篇文章〈嫌貨方為買：行動者對參
與式預算的質疑、不滿和其積極意涵〉，經訪談184位具相關經驗的人士，提出對參與式預算
操作與執行的不滿：

　　“審議討論不夠充足。參與式預算裡的審議元素太少了、即使他的確有安排討論的階段，

但那太短了、也太過表面。”

　　“參與式預算的「知情決策」並不充分。受訪者認為，民眾參加票選之際多半未仔細地檢閱

方案內容，決定通常是粗糙且非充分知情的，沒有達到審議民主強調考量充份的資訊。”

　　承上，本計畫將培養民眾達到充分知情與資訊判讀的能力，並建立對公共行政的了解，
促進有效提案與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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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善用政府開放資訊、促進公共對話

　台灣2005年制定「政府資訊公開法」，便利人民共享及公平利用政府資訊，保障人民知的

權利，增進人民對公共事務之瞭解、信賴及監督，並促進民主參與。2014年太陽花學運思潮
，將公民參與和政府資訊透明推向另一個高峰。

　　現行民意表達的管道暢通，例如1999專線，但民眾對於單位權責仍缺乏認知。以河川為
例，河川整治、河岸空間、道路等分屬水利局、養工處、交通局權責，對於居民來說，生活品
質有一部分來自於整體外在環境的條件，牽一髮動全身的情況下，考驗公部門政策整合績
效。

　　善用政府開放的資訊，了解政策資源和走向，有助於落實民眾知情參與，並促進公共對
話，有效溝通。

(四)串聯在地社群，擴大參與

　　本校校本部所在地「河濱國小」，校園被高雄兩大運河「愛河」和「幸福川」所環抱，景緻

優美；此區舊地名三塊厝，是高雄較早發展的聚落，香火鼎盛的三鳳宮、天公廟也座落於此，
市景繁忙可見一斑！除了主要道路，深入社區的蜿蜒小巷也十足有趣。

　　本計畫以開放校園的概念，以「通學路」串聯學校家長、社區社群及居民，表達不同角色
的需求，共同討論道路安全與友善空間的可行方案。

六、計畫內容：

本計畫執行內容依參與式預算的作業流程，分為四項主題，說明如下：
主題 目標 執行方式

宣傳與說明
建立民眾對議題的了解，
並蒐集相關意見。

1. 拜訪在地社群：河濱國小校長、主任、
家長會、里長、大廈管理委員會等。

2. 田野調查與資源盤點。
3. 舉辦說明會，宣傳參與式預算工作坊

，並招募成員。

民眾提案
經民眾充分討論之後產出
方案。

4. 舉辦參與式預算工作坊，建構在地知
識，以及政府開放資訊的運用方法，
並邀請公部門參加，與民眾共同討論
提案。

方案評估
民眾提案的內容，納入公
部門與專家意見，評估可
執行性。

方案展示與投票
提出可執行性的方案讓民
眾投票選出優先執行方
案。

5.舉辦方案展示與投票，票選出優先執行
方案。

七、執行時程：

主題 執行項目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提案

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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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與
說明

田野調查與座談會

社區說明會宣傳

社區說明會

提案與
評估

參與式預算工作坊

方案
投票

展示方案與投票

結案

八、預期效益：

● 拜訪在地社群，進行田野調查與座談會，舉辦2場次座談會。

● 辦理1場次說明會，邀請在地社群和社區民眾參加，總參與人次至少80人。

● 辦理18小時參與式預算工作坊，參與成員預計20~30位，產出至少4個提案，作為方
案展示與投票。

● 辦理方案投票，邀請河濱國小學區年滿16歲的里民投票，採網路和實體進行。

(二)計畫需求說明書

高雄市政府 112年度「友善環境參與式預算計畫」

需求說明書

壹、辦理背景及目的：

為落實本府「112年度公民參與實施計畫」中公民參與公共事務之施政理念，推動本市公民

參與力量由下而上茁壯，希冀透過公民參與各項機制，提升本市民眾公民素養。同時為呼應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112年擬以「友善環境」為主軸導入參與式預算計畫，深化培育社區在

地種子，讓社區公民種子能於高雄紮根，發展出具在地特色的公民參與，以捲動更多公民力

量，讓高雄更好。

本案需導入友善空間環境議題、辦理說明會及參與式預算，並透過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參與式預算功能輔以線上或實體投票辦理。

貳、經費：新台幣 30萬元。

參、執行時間：自簽約日起至 112年 11月 30日。

肆、需求內容

一、議題應以友善環境為主體

為提升民眾有感生活，參與式預算以友善環境為主體，從民眾日常找出最適切的社區議題，

以培養社區公民種籽。

二、參與式預算

參與式預算整體過程包含田野調查、社區說明會、參與式預算工作坊、方案公開展覽、實體

投票輔以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參與式預算線上投票(i-v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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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預期效益

一、完成以友善環境為議題的參與式預算，票選出之方案可列為後續3年度執行之方向。

二、本案參與式預算過程應包含：

1.進行田野調查至少 1場次

2.社區說明會/座談會至少 2場(每場至少 30人)
3.參與式預算工作坊 (至少 18小時)，參與成員至少 30位
4.實體投票輔以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參與式預算線上投票

(i-voting)1場(投票人次應達 100人以上)
5.整理方案票選結果並製作成果報告

陸、交付項目

交付成果報告 5份及光碟片 1片。(成果報告中應包含文字成果及影像紀錄等製作。)

二、簡報、講義及活動產出

（一）住民座談會參與者關注幸福川的關鍵字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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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案說明會簡報及參與式預算短講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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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議主持人才培力上課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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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案徵求期間繳件構想書6案(依提交順序列出)

第1案

構想名稱 無

構想內容 浪貓不要再餵養，否則，河南、河北路，還，走動，造成(車禍)行人汽
車的安全。
因兒子住河南路大樓，貓還跑進(地下停車)造成意外。
救生繩，希望消防定期檢查，謝謝。

構想實施範圍 無

第2案

構想名稱 無

構想內容 清除中庸橋岸邊的老鼠洞
流浪漢的據點
觀光景點要有小划船促進繁華
堤岸邊樹木修剪，不要妨礙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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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想實施範圍 無

第3案

構想名稱 幸福川沿線設置狗便清潔袋(寵物清潔袋設置)

構想內容 幸福川南北兩側設置狗便清潔袋，部分縣市已陸續設置，但因清潔
袋放置處設計不良，因此清潔袋的防置裝置，以及清潔袋樣式都需
討論與設計，建議可採用捲筒衛生紙的樣式，開口朝下，一次撕取
一張，避免民眾過度取用與浪費
幸福川南北兩側人行道，經常會發現有寵物糞便遺留在步道上，建
議可於兩岸人行步道，定點設置寵物清潔袋裝置，也為避免民眾濫
用與淪為螞蟻窩，可以採用滾筒式抽取的方式，一次只能抽取一張

構想實施範圍 西起從河東路，東至民族二路的範圍
西從河東路，東至民族路幸福川兩岸人行步道區

說明構想的檔案

第4案

構想名稱 幸福川畔幸福行

構想內容 背景:東西向的幸福川，乘載著南北交通需求，從東邊民族路到西邊
愛河口，短短2.8公里就有18座橋，平均150米即有一座橋。周邊的
前金、新興、苓雅都是超高齡社區，綠帶只有近民族路一處0.89公
頃的新興公園，鄰近河畔只有一處國小在西邊，高齡者的散步休閒
依賴幸福川畔的人行步道，但是人行步道不順暢並有18座橋的車
行隔絕，對於高齡者或一般市民而言，顯然不安全。
構想:韓國首爾之清溪川，將人行步道下切到河畔，避免橋上車到阻
隔，可以提供給市民一路安全暢通的人行步道空間。

構想實施範圍 民族路以西到愛河口的幸福川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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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案

構想名稱 以走讀和生態產業景遊

構想內容 1，以幸福川為主體來包裝週遭環境走讀生態文化交流。
2，以地方創生休憩區聚點文創產業推廣。
3，我原是以原民部落&客家庒為主體經營規劃設計，再視當地區域
規劃微調方式適合適用適宜生活空間。

構想實施範圍 規劃半日遊&ㄧ天&兩天ㄧ夜遊&打工換宿

第6案

構想名稱 幸福川走讀生活友善計畫

構想內容 1、提案目標：提供「人員解說資源點」的公開資訊與「非人員解說的
設施規劃」，完善幸福川周邊的走讀資源。
2、走讀定義：結合在地文化、在地特色進行主題遊程設計，透過散
步旅程認識在地的人文景緻與歷史文化。
3、詳述內容：
提升幸福川周邊走讀/自由行/運動友善設施，讓在地/外地人能夠在
生活中更認識幸福川周邊的歷史文化和生態環境。
4、舉例：
（1）增設語言友善設施：在幸福川沿岸、宮廟、市場等據點，提供多
語解說資源。不僅讓來自不同國家和文化背景的遊客更好了解當地
特色，也能促進跨文化交流。解說資源可以包括多語言的導覽手
冊、語音導覽和多語展示牌。使他們更深入地了解幸福川的歷史、
文化和環境。這種跨語言的溝通方式有助於消除語言障礙，吸引更
多人前來參與走讀。同時，這也有助於增進社區居民對於多元文化
的理解和尊重，從而加強社區凝聚力。
（2）增設河岸藝術裝置： 藝術裝置以自然為靈感，置於幸福川河岸
地區，融合當地文化和自然元素。這些藝術品不僅可以增加景觀價
值，也為遊客提供拍照和欣賞的機會。同時，也能邀請在地居民進
行共創藝術裝置的行動，創造更多獨特、在地的藝術品，推動當地
文化發展。
（3）生態解說中心建設： 在幸福川設立生態解說中心或者串連資源
點，提供有趣、具啟發性的活動，包括生態導覽、環境工作坊和田野
考察。中心與資源點可以配備多元解說設施、舉辦結合歷史解說、
藝文活動、三塊厝在地美食市集的河岸走讀活動，吸引遊客和當地
居民了解該地區獨特的生態系統，並加強對三塊厝在地的認識。
（4）自然步道系統擴建： 建立河岸自然步道系統，串聯起沿岸不同
景點，並設置解說牌和網路參考資源，介紹該地的歷史、生態和文
化。這將鼓勵人們步行、騎行或緩慢旅行，更深入地體驗自然和社
區。同時，步道還可以連接到附近的公共交通站點，促進可持續的
交通方式。

構想實施範圍 幸福川沿岸，河川流經的宮廟、市場等具有歷史文化意義的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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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構想的檔案

（五）住民大會5組產出10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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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提案細緻化工作坊產出4組方案內容與紀錄

方案名稱 文化幸福川

提案代表 賴彥君、潘宗德、黃振中、張淑娟、黃金月

方案內容 一、想解決的問題：改善河岸文化空間的基礎設施環境
二、行動方案

1. 盤點結合現有的公有空間或組織單位(宮廟、社區點，如附圖淺
黃標記)作為走讀路線的中繼點及服務點，例如：具下列功能的
空間—休憩、停留、歷史文化生態解說(多語)設施、共創公共藝
術作品的設置

2. 配合都市更新計畫，提出建議在計畫區域保留部分空間，規劃
符合三塊厝歷史氛圍的公共空間，即整體性規劃尚未開發卻具
可利用潛力的空間(如附圖粉紅標記)，例如：雄中對面(南台路
208巷與河北二路間)、七賢國中舊址(舊址東側社會住宅公益設
施區位)

3. 小而美走讀路徑：結合後端導覽組織培力體系，如社大、區公
所、學校、在地商家組織，如打狗好好橋、三民市場，藉由常態
辦理走讀活動，促使民眾更加認識此區域文化特色。

4. 文化河道遊憩環境營造：重現區域內與三塊厝溪的關聯性，從
水文化、歷史人文、景觀設計、活動設施....等面向著手

5. 提請文化局、觀光局、工務局、區公所等局處合作分工協力促成

預期效益 增進民眾來訪幸福川的認識與增進在地認同

經費預估 可分短中長期進行，短期進行項目1、3，約10~30萬

方案實施範圍 此次計畫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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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名稱 水水幸福川今天好嗎?

提案代表 吳俊毅、沈玲伊、林瑞雲、潘宗和、潘宗高

方案內容 一、想解決的問題
1.民眾對於幸福川水情(水況)知情度不足，雖然政府單位的網站有提供相關資訊，
但對於不熟悉操作和連結管道的民眾，查詢時有困難，此外也應該加強民眾宣導
，了解幸福川水域和各項指標代表的意涵。
公民要求的資料包含:汙水管線接管現況、水質監測、水位監測等，整體汙水水質
改善計畫等。
1.1水位監測與未來氣候變遷和預防淹水有關，應重視。
1.2相關水利設施維護和狀況盤點(公民有發現腐蝕情況，局處回應針對上述情況
可直接撥打1999聯繫，攸關安全會特別重視)，加強維護水域安全(例如:救生圈的
設置)
1.3檢舉效果不如預期，包含檢舉後不知道處理進度和情況未獲改善。
1.3.1研考會回覆如透過1999，有留下手機號碼的民眾會收到簡訊，內有執行進度
的連結。
1.3.2居民有反映過去針對特定店家檢舉偷排汙水的情況並未解決，局處回應可
直接通報環保局(權限歸屬)，屬於事業汙水範疇。
2.針對水質改善，減少臭味和異物。
2.1定期清淤，包含河道清淤和河面異物清理，尤其是大雨(颱風)過、汙水閘門打
開後，也可以運用秋冬季加強清淤。
→局處回應目前無法定期處理，也需要大筆經費，需評估河川概況處理，有異物
可通報處理。此外，現有幾乎已接管(主幹線民生用水的部分)，汙水透過汙水管
道另外處理，並不會直接排入川內，個別少數尚未接管，尚在努力中。
2.2現有透過抽取愛河水至幸福川上游的方式改善水質，且如果水質不佳或異味
，可連絡汙水一科，增開曝氣池，如遇堵塞則可聯繫市排一科。
由於局處有回應相關處理管道，因此公民討論的方向轉為如何立即發現水況和
反應。
2.3巡守隊目前分散、人力不足、由於是志工性質難以強制要求，應整合或透過市
民的力量。

二、行動方案（可書寫預計目標及推動方向）條列說明即可
1.1運用現有高雄市政府LINE官方平台，增加類似客服機器人的服務，如果打入關
鍵字，例如:汙水，則會出現相關資訊，例如:水質監測、汙水檢舉管道等。
1.2針對檢舉，提供二次回饋的機制，例如:局處已回應處理完畢，民眾再去現場發
現未改善，可再直接回覆(潘宗高公民提出意見，但漏掉，事後看海報想到)
2.1製作相關標示牌，除了可以結合幸福川資訊（文化）展示，亦可放上友善環境的
標語和檢舉通報的電話，除了教育提醒市民愛護河川外，也可以讓一般市民知道
如何聯繫檢舉。
2.2提出統一的巡守檢核表和佈達相關問題處理管道資訊給各巡守隊，便於回報和
觀察川道狀況。(宛儒老師有提出公民科學家運用app整合資料，除了巡守隊外，一
般市民也可以運用。)
2.3重視生物多樣性，可運用生態圈的概念改善水質，例如透過魚吃藻類降低優養
化。
（此部分由於未有專家，因此只能提出問題，無法有更具體的提案）

預期效益 1.增加居民對幸福川的了解並強化社區認同，愛上幸福川。
2.水質改善，期望回到人可親水觀光的初衷

經費預估 單位：0萬
1.如文化組別預計製作相關標示可整合所有資訊公告，減少重製成本
2.資訊設置和生態改善由於未有專家難以判斷金額

方案實施範圍 全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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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名稱 浪漫幸福川

提案代表 蘇鈺鑫、莊素春、陳婷婷、李玉鳳、鄭俊德

方案內容 一、想解決的問題
1.餵食流浪貓狗導致環境髒亂
附近民眾發現常有不知名人士透過機車或碗將飼料或是廚餘放置在地面讓流浪
貓狗食用，不僅造成流浪貓狗繼續繁衍，無人善後處理的飼料與廚餘也對道路
清潔造成很大的影響。
2.飼主的貓狗隨意大小便問題
幸福川因為近年來的整治，已成為附近民眾休閒散步的好去處。但這樣優美的
步道環境卻因為某些飼主在與自家寵物散步的過程中，沒有盡到自行將寵物排
泄物帶走的職責，導致排泄物無人清理，形成惡臭以及環境髒亂。
3.周遭植被維護之問題
幸福川在整治過後，成為周遭民眾的散步好去處。但民眾在運動的過程中會希
望有更多綠化的環境。但現行問題則是有些路段的植被不足，且現存的植被也
缺少固定的維護，沒有人固定修剪或灌溉。
4.維護無法及時處理
附近居民發現在周遭環境需要維護時，常無法於第一時間找到相關單位處理，
就算附近的民眾想要自行處理，也因為缺少相關單位的核准以及資源，無法第
一時間解決。

二、行動方案（可書寫預計目標及推動方向）條列說明即可
1.針對環境市容的維護上，居民認為可分為一些即時可處理的問題以及需要主
管機關處理的問題。也因此希望有一個可以垂直整合上下單位的整合聯絡窗口
，上可以聯絡主管機關來媒合資源，下則可以與社區巡守隊、里長等基層單位，
可以動員人力補足主管機關人力資金不足的情況。
2.流浪貓狗的問題
政府-透過用公權力強制監督晶片植入，從根本杜絕棄養問題。
民眾-成立動保志工隊，對亂飼養之人進行勸說與觀念指正。
3.飼主的貓狗隨意大小便問題
政府-增強宣導之力度，透過警告開罰看板、廣告、影片甚至吉祥物之方式。
學校-從小加強關於公民素養，清理寵物大小便的觀念，在近一步透過孩童去導
正家中長輩的觀念。
民眾-與社區志工巡守隊結合，除了對讓寵物隨意大小便之飼主進行勸導，在巡
視過程也順手將排泄物等清理。

預期效益 1.提升幸福川市容，讓幸福川成為高雄市指標景點
2.增加幸福川附近居民之認同感
3.活化社區，增加社區居民之間的交流
4.提高公民對於環境維護之素養

經費預估 因沒有邀請到處理之相關單位，無法為方案做出初步預算評估

方案實施範圍 瑞源路至河東路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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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名稱 幸福川畔幸福行

提案代表 許婷婷、張金玉、林基模、蔡岱成、蔡淇崴、王季璇

方案內容

一、想解決的問題

改善河岸生活空間的基礎設施和環境安全，促進高齡者、自行車族、輪椅族能順暢

通行。

二、行動方案

1.以標誌、標線、或鋪面，明確區分人行道與自行車道，並維持通行動線的連續性。

方案範圍：在自立路至中山路之間的幸福川畔（河北路，河南路）增設「自行車道」。

若劃設在既有人行道上，則自行車道必須和人行道有明確區別；若劃設在既有車道

上，則以標線表示。

經費：約100萬元。

2.在幸福川畔的橋樑路口，增設「按壓式紅綠燈」，便利高齡者和輪椅族通行。

方案範圍：河東橋（市中一路）、中庸橋（中庸街）、同慶街口（地圖上沒有同慶街，附

近應指南台路口或繼光橋）、同愛街口。

經費：約300萬元。

3. 在中山路、幸福川路口，東西雙向設置「紅綠燈和斑馬線」，便利高齡者、輪椅族、

拖行李的外地遊客通行。

經費：約500萬元。

4. 在河東路與市中一路之間的幸福川畔，東西向步道上增設「感應式路燈」，增加行

人夜間通行安全。

經費：約50萬元。

預期效益

1. 提昇幸福的行走體驗：順暢、安全、衛生、快樂。

2. 友善行車、行人的無障礙空間。

3. 保持路面及周邊的環境整潔。

經費預估 合計約1,000萬

方案實施範圍 河東路至中山路之間，幸福川河畔的步道與車道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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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名稱 幸福川空污改善計畫

提案代表 劉義民

方案內容 一、想解決的問題
幸福川周遭屬於老社區，也因此有著高雄指標性，且香火鼎盛的大廟，如玉皇宮、
三鳳宮，然而，隨著建築更高，且市民對於生活品質的要求提升，兩者也產生衝突
——廟方日常的燒金需求，意外造成居民的健康隱憂。
為此，提案人希望可以解決，幸福川周遭宮廟燒金時產生煙造成的空氣污染及健
康風險問題。

二、行動方案（可書寫預計目標及推動方向）條列說明即可
在確認相關法規後，請相關局處和廟方協調，進行短中長期的改善。
1.金紙減量，短期內以燃燒額數的減少目標，展現地方共存心意。
2.集中燃燒，因應信眾需求，將日常燒金集中至環保局指定場所焚燒。
3.升級設備，比照高雄市其他地區大廟，與時俱進採用「水冷式環保金爐」等進階
設備，降低每次燒金導致的空氣污染問題。
4.提倡以功代金，從根本改變信仰的模式，心誠則靈，空氣更好，做好事最重要！

預期效益 改善幸福川沿岸空氣品質，增進在地信仰及居民和諧。

經費預估 單位：萬

方案實施範圍 幸福川周遭宮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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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選務志工培力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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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選務工作流程及相關文件
選務工作流程

時間 項目 說明

14:30 掃描QRcode簽到 ● 簽到連結

● 確認電燈、電扇、冷氣、飲水機開啟狀態

● 活動中心設備問題，現場直接找值班管理員(蔡瑞霞)洽詢

14:30-
15:00

盤點與定位 ● 到班 物資配置表(現場紙本)盤點，短缺回報群組調度

● 確定桌椅、展架、票箱、旗幟等定位

15:00-
18:30

票選事務進行 ● 現場投票：

○ 說明投票流程(可同時動作)
○ 驗證投票身分

○ 收證明影本或拍照上傳 加權證明資料夾連結 ，檔

名為票選單序號

○ 方案票選單驗證欄位填寫

○ 協助民眾上網 登錄抽獎連結

○ 選單交給民眾進行投票

● 民眾反映申訴(必要時填寫現場紙本)

一般身分驗證 (兩者均符合)
● 16歲 (西元2007年(含)、民國96年(含)以前出生，月份不計)
● 戶籍在高雄市(檢核身分證反面住址)

10倍加權身分驗證(兩者擇其一) (相關證明，需含姓名、地址)
● 戶籍在高雄市，且就業、就學、租屋在計畫範圍區域(佐證文件拍照或留影本)
● 戶籍不在高雄市，但就業、就學、租屋在計畫範圍區域(佐證文件拍照或留影本)

*計畫範圍區域

新興區：建興里、建華里

前金區：新生里、北金里、長城里、三川里

三民區：立德里、千歲里、鳳南里、興德里、港西里、建東里

16:30取餐 ● 至合作餐廳領取餐盒一份(宮城壽司)
● 視情形民眾申訴反映輪流用餐

18:00後進行
盤點與登錄

● 當日紙本選票

○ 筆電登錄 統計表連結

○ 彌封簽名→放回票箱

● 退班 物資配置表 盤點，短缺回報群組調度

18:30 掃描QRcode簽退 ● 簽退連結

常用網站 VOTE幸福川 / 網路投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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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6JvrSj0yMN-PBmpYxI732Lgha0mKL_VH6WZ_XjGJmumM8vQ/viewform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c0Om4LrAoOYneXVMNsLylZwGRRFgpnB8?usp=drive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yiBxdl9qmIb6XqUy4ywtJMQVzhUilMNVxZB31TpJmbmtYDQ/closedform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x_DhtWVPBjnpHzewGx8ZINqogMeQfo5k2WgOGE1GC1g/edit?usp=drive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6JvrSj0yMN-PBmpYxI732Lgha0mKL_VH6WZ_XjGJmumM8vQ/viewform
https://sites.google.com/view/happinessriver
https://kcg.join.gov.tw/pb/budget/detail/bc8df812-ce90-4ac0-aa68-95fbb4ebb496#onVoteStep


（九）票選首日方案發表簡報

54



55



56



三、簽到表

（一）調查與宣傳(田野調查/座談會/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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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坊(參與式預算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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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視覺及延伸設計、票選網站、媒體報導

（一）主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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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延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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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VOTE幸福川票選網路平台 https://sites.google.com/view/happinessriver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
https://kcg.join.gov.tw/pb/budget/detail/bc8df812-ce90-4ac0-aa68-95fbb4ebb
496

（四）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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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ites.google.com/view/happinessriver
https://kcg.join.gov.tw/pb/budget/detail/bc8df812-ce90-4ac0-aa68-95fbb4ebb496
https://kcg.join.gov.tw/pb/budget/detail/bc8df812-ce90-4ac0-aa68-95fbb4ebb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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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共意外責任險保單

(一)活動辦理場地：高雄市第一社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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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辦理場地：千歲/千北/鳳南/立德里聯合活動中心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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