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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自治　立法行不行

2015-12-26  記者 王聖安 報導

原住民族自治制度，至今年已推動了十餘年之久。立法院最新版本為二〇一五年六月一日黨團協

商的《原住民族自治推動條例》，然而此條例仍有許多爭議，且沒有朝野皆滿意的結果。因此該

如何面對原住民族自治的議題，成為二〇一六年選舉關注的要點。

原住民族自治運動已有幾十年歷史，自治制度則已推動十五年。

（圖片來源／王聖安製）

原住民族擁有自身的文化和歷史，卻需要生活在由中華民國制定的、以漢文化為主流的法律規範

之下，導致許多族內的傳統被限制，語言和文化也逐漸流失。輔仁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鄭川如在

五月舉辦的《原住民族自治暫行條例》公聽會中提到，讓原住民族可以跟漢人一樣，可以自由地

追求屬於他們自己的有意義的人生，就是原住民族自治的目的。

 

鳥籠自治　自治無實權鳥籠自治　自治無實權

目前《原住民族自治推動條例》最大的爭議點為自治實權，尤其財政、土地和自然資源權利並沒

有被完整給予，如溫泉區的開發、管理、公告劃設等事項仍「以經族區內之直轄市、縣（市）同

意者為限」。原住民族若成立自治區，理論上地方政府便沒有權利干涉該區事務。台灣原住民族

學院促進會秘書長金惠雯舉邵族為例，「現在談的自治法，是邵族要做的事情，如果牽涉到魚池

鄉或南投縣政府地方自治的範疇，邵族是要去跟他們協調的。」依照該條例，自治政府並沒有擁

有完整而實質的權利，而是需要和地方政府協調，多項事項也需經主管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提

請及擬定。

十月二十七日在臺灣大學舉辦的「爭自治，真自治？我看〈原住民族自治暫行條例〉」中，無黨

籍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員馬躍．比吼（Mayaw Biho）指出，條例中有規劃行政區域，但是須經由

行政院公告，換言之，若行政院不公告或不承認，還是無法廢除現有區域（如烏來區），而成立

自治區。民主進步黨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員參選人瓦歷斯．貝林（Walis Perin）也在該會中表

示，自治政府絕對不是地方政府，而是分權共治台灣的土地，然而該條例先把東西框起來了，並

沒有按照原住民族的意願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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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周書賢周書賢

本期為喀報兩百三十

三期，共有十五篇稿

件，本期的類目以社

會議題為主，輔上兩

篇人物和一篇文化現象。雖然本期

嚴肅的話題偏多，但也不乏輕鬆的

文章，種類多元。側欄廣告以寒假

出國為構想，為大家提醒搭機須

知。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吳維倫吳維倫

Hi!大家好，我是吳
維倫，我是個超隨性

的人，喜歡無憂無慮

的生活也是藍白拖的

擁護者，最近學到西語中的諺語覺

得很有道理:對於自己的人生不用
太認真，因為那是你唯一無法活著

逃離的事情~~期待一整學年的喀
報發現...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蔡佳珊蔡佳珊

我是蔡佳珊，非常平

凡的台中人一枚。

不知道為什麼一到宿

舍就會很懶，能不出

門就不出門，但是一回到家就會天

天坐不住拼命往外跑。 忙起來會
忘了吃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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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走的人民　等待重返光明遊走的人民　等待重返光明

臺灣的遊民社會問題日趨改善，以三階段整合

原住民狩獵　是英雄是罪犯原住民狩獵　是英雄是罪犯

布農族人王光祿事件，不僅凸顯法律與傳統文

臺大學生會邀請國民黨、民進黨及無黨籍原住民族立委參選人談《原住民族自治暫行條例》。

（圖片來源／臺大學生會學術部）

行政院設置原住民族自治政府，底下設置各族或聯合族區自治政府，包含政府組織、部落組織及

相關事項之辦法都已明文列出，該條例是由上而下成立的；然而原住民族各族、甚至各部落的文

化和傳統不盡相同，應以部落開始再向上討論，較能實質推動自治，並且符合原住民族自治精

神。

另外，若該條例確實實行，卻因條例本身內容而推行不善，不了解條例的他人容易認為是「原住

民族不適合自治」。時代力量不分區立法委員參選人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 Iyun

Pacidal）指出，「這個推動條例找了一個原住民的管理者。」舉例如溫泉的管理仍需要依照相

關《溫泉法》，「主管單位換成原住民族族區自治政府在管，而這個法律不是自己的，卻是中華

民國的法律，等於沒有改變，但是自己人罵自己人。」猶如以番制番。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

士班的排灣族學生賴韋利也舉例排灣族的頭目有不同層級，日治時期會將頭目章給予第二大的頭

目，讓第一大和第二大的頭目內鬥爭權，「最害怕的還是政治運作，怕自治區政府變成一個行政

院或者漢人政府可以去操弄的。」

 

國民黨：先求有再求好國民黨：先求有再求好

主要推動《原住民族自治推動條例》的國民黨團則認為該條例是現階段最務實且可行的方案，中

國國民黨平地原住民立委參選人廖國棟透過助理表示：「五年後再重新修正，先求有再求好，現

在都不做是零分。」訴求先讓自治法上路，並認為民進黨團刻意杯葛法案。

依原民會表示，原住民自治區設滿五年，或超過半數民族設置族區自治政府後，原住民族自治政

府會擬定「原住民族自治法」，再送請立法院審議，以階段性的方式推動。

對此，清大人社院學士班的布農族和賽德克族學生Umas Suqluman以近日布農族獵人王光祿因

狩獵而遭判刑一案為例，「就像《原基法》給我們的前例，我們求好，求好幾年了。」指出《原

住民族基本法》立了十年那麼久，子法卻還沒有立，這幾年來此類案件層出不窮，卻要依照法官

和檢察官對於原住民族文化的想像而判決，《原基法》雖保障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卻因為第19

條子法並未明確訂定而無法落實狩獵權利。

 

拋棄政黨包袱　為原民發聲拋棄政黨包袱　為原民發聲

原住民族先於中華民國而存在，且並非被中華民國殖民，漢人與原住民族之間的關係應是平等

的，因此原住民族自治權應該是「以自己的方式來掌握自己的事務」。原住民族自治制度的法律

位階也應與中華民國憲法相等，但現今制度是由中華民國政府制訂的「條例」，主管機關為行政

院底下的原民會，似乎與國際法同意原住民族擁有自由且自主的「民族自決權」相違背。

清大社會所助理教授林文蘭表示：「2016年當選的原住民立委必須拋棄藍綠的政黨包袱，他們不

是執政黨或反對黨黨團的立委，他們是為原住民發聲的立委。」原住民族立委在立法院內為極少

數，因此常需要服從黨意以求被提名，卻也可能因此成為關鍵少數，為各黨所爭取的票數。無論

是原住民族立委參選人抑或總統參選人，皆應在提出原住民族自治的承諾前，了解原住民族人所

求為何，並為之發聲。自治是一條漫長而艱辛的道路，但能讓原住民族管理自己，回歸自身的文

化和傳統，而不是限縮於漢人的法條和思想之下，自治是落實民族權的重要一步，參選人需審慎

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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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為最終目標，幫助遊民重回社會的溫暖。 化間的牴觸，更顯現原住民與漢人價值觀的衝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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