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阿魯哇族及卡那卡那富族
核定正名茶會

認定拉阿魯哇族及卡那卡那富族

為臺灣原住民族第 15 族、第 16 族，

維護族群權益

1

憲法及原住民族基本法對於原住民族

權利之規範，均以「民族」為權利主

體，因此民族認定不僅是民族別之分

類，更是國家承認民族權利主體之具

體表現。二族之民族認定案為維護民

族尊嚴之第一步，政府將持續協助二

族重建及強化自身文化，乃至於建立

自治制度，以回應憲法要求國家尊重

民族意願、維護民族平等之規範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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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原住民族專庭 ( 股 )、原住民專責檢察

官、強化法律扶助，幫原住民打官司

法務部在 101 年於 21 個地檢署指定了 48 位的專責檢察官；司法院於

102年起也陸續設立了26個原住民族專業法庭（股），審理原住民案件，

每年並針對專責法官與檢察官進行原住民傳統習慣的研習課程；另原民

會委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辦理原住民法律扶助專案，從 102 年 4
月至 104 年 10 月止，受扶助人數累計已超過 3,641 人次。

3

開辦電話法律諮詢服務

原住民法律扶助宣導

恢復直轄市原住民區為公法人，

落實原鄉地方地方自治

自 99 年起若干縣陸續改制為直轄市，其所轄山地鄉同時與其他鄉、鎮、

縣轄市一併改制為直轄市管轄之「區」，喪失了公法人地位。原民會積

極邀集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進行協商，於 103 年 1 月 14 日立法院三讀

通過「地方制度法」增列專章規範「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並於 103
年 11 月 29 日選出改制後第一任區長，使恢復公法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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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臺紐經濟合作協定 (ANZTEC)，

執行原住民合作專章

臺紐經濟合作協定將兩國原住民議題列為專章，是各國洽簽自由貿易協

定之創舉，原民會為提升原住民族與國際接軌及產業升級，協助民間成

立「臺灣原住民族產業貿易拓銷協會」以促進雙邊經濟合作，雙方並依

照合作約定架構，在經濟及商業發展上，推廣部落觀光旅遊及產業合作；

在文化交流上，促進原住民族語言及電視臺合作。

5

臺灣部落行旅彩繪機飛向紐西蘭

第 11 屆太平洋藝術節
我國演出

第 11 屆太平洋藝術節
開幕進場

我國受邀參加 104 年傳統領袖高峰會

提升原住民族南島國際參與，首次以觀

察員身分參加太平洋藝術節，並獲邀成

為太平洋傳統領袖高峰會成員國

101 年以觀察員身分，參加在索羅

門群島舉辦的「第 11 屆太平洋藝

術節」，該藝術節為南太平洋 27
個國家及地區四年一度的藝術文化

盛事，民國 105 年由關島主辦第

12 屆，我國再受邀並將由原民會

組團參與。104 年 8 月受邀參加在

馬紹爾群島舉辦的第二屆太平洋島

國傳統領袖高峰會，臺灣原住民族

代表成功地傳達臺灣原住民族文化

保存的成果，並受邀為成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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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幼兒園人次

97學年度
103學年度

人16,322 31,364

設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完成原住民族電視臺獨立自主營運

97 年原民會捐助成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職掌原住民

族傳播、語言、文化、藝術，並於 103 年起獨立營運原住民族電視臺，

除積極推廣與保存原住民族文化、提供重要資訊知識、培育原住民族

傳播人才、增進族群間對話與認識外，也掌握原住民族社會脈動、推

廣族語學習運用、是凝聚原住民族群認同及傳承原住民族文化教育之

重要平臺。

7
原民臺自主營運記者會

培植原住民幼苗，

提升原住民幼兒學前教育入園率

學前教育是一切教育的起跑點和基礎，幫助每一位幼兒奠定啟蒙教育根

基，更是家長、社會及政府責無旁貸的責任。原民會訂定「原住民幼兒就

讀幼兒園補助作業要點」，辦理學前教育補助。原住民幼兒 3 至 5 歲就讀

幼兒園人數從 97 學年的 1 萬 6,322 人次，提升至 103 學年的 3 萬 1,364
人次，平均入園率已近八成，為培植原住民幼苗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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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訂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落實原住民族語言權利

原民會於 103年成立語言發展中心，並策訂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草案，

經行政院於 104 年 11 月 26 日審議通過送立法院審議，內容包括研訂

族語復振政策、保存語料、扶助瀕危語言、營造族語生活環境、培育

族語師資、推動語言研究發展、明訂學校應提供修習族語機會、於原

住民族地區設立族語標示等，期能透過法律確保原住民族語言的永續

傳承。

9籌設國家級原住民族博物館，

推動文化保存，鏈結南島與國際

依據 104 年公布的《博物館法》第六條規定，為推動原住民族文化永續

發展，應設置以原住民族為主體性的國家級博物館。本會目前正積極選

址籌設「國立原住民族博物館」，希冀啟發國人多元文化的思考，以及

對於原住民族文化的認識，提供國人一個完整的文教場域，向國際社會

展現臺灣多元文化的面貌，同時成為南島文化研究的重要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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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部落 3H 動力工程專案計畫，

營造「健康、快樂、希望」的部落

為協助失業原住民找回自

信心、促使原住民投入勞

動市場，自 100 年 10 月起

推動「部落 3H 動力工程專

案計畫」，截至 104 年 4
月底止，計提供 2,164 人

短期就業機會，並培訓 786
位志工，藉由環境清潔及

綠美化改善 284 處閒置空

間，辦理各項衛生教育，

推廣原住民健康觀念，培

養部落運動習慣，並舉行

活力健康操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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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 3H 活力健康操競賽

降低原住民失業率至 4.27% 

原住民與全國民眾失業率差距從 90 年差距最大的 5.94% 下降至 104 年

9 月 0.38%，原住民失業率亦由 97 年的 7.92% 降至 104 年的 4.27%，

且 104 年 9 月原住民有酬就業者平均收入 2 萬 8,453 元，月平均收入

較 97 年增加 4,000 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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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原住民團體意外保險，

受益人數達 6 萬多人

為減輕服務對象於發生意外時之負

擔，自 101 年開辦原住民團體意外

保險，保險對象為原住民低收入戶，

受益人數約 2 萬多人；102 年起更擴

大至原住民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

及原住民無固定雇主勞工無勞保、

公保、農保及漁保者，受益人數 104
年達約 6 萬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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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原住民健保鎖卡人數

減少 2 萬 2,421 位原住民

全民健保鎖卡人數，維護就醫權益

為補助因經濟困難致無法參加全民健保之原住民健保費，並維護其就醫

權益，本會針對參加全民健康保險第 6 類第 2 目且年齡未滿 20 歲及年

滿 55 歲以上及設籍蘭嶼地區投保第 2 類、第 3 類及第 6 類第 2 目之原

住民，健保費自付額全額補助。原住民健保鎖卡人數由 99 年 12 月之 2
萬 3,640 人降至 104 年 3 月之 1,21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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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 110 個部落文化健康站，打造

以文化照護為主的部落長照體系

為持續推動原住民族地區長者照顧服務，

104 年原民會將原住民族部落老人日間關

懷站轉型為部落文化健康站，提供電話問

安及關懷訪視、生活諮詢與照顧服務轉

介、餐飲服務、心靈與文化、健康促進等

活動，保障部落長者獲得適切的服務及生

活照顧。從 96 年開設 43 站，服務部落長

者 1,148 位，至 104 年共計開設 110 站，

服務長者 4,015 位。

15

部落文化
健康站

行政院毛院長訪視
臺東金峰正興文化健康站

國民年金原住民給付金額由 3,000 元

調高至 3,500 元

為保障原住民老年生活之安定，

照顧年滿 55 歲至未滿 65 歲之

原住民老人生活，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國民年金原住民給付

金額由 3,000 元調高至 3,500
元，104 年共編列預算約 15 億

元、3 萬 6,000 餘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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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原住民創業競賽，

提供百萬創業獎金

為將豐富傳統智慧提升為事業，原民會推動「臺灣原住民族精實創業

輔導計畫」，提供顧問師諮詢、創業資金、商機媒合等資源，每年挹

注逾 2,000 萬元補助金扶植創業，藉由創業輔導與經營管理學習環境，

活化傳統智慧，促進產業發展，協助創業，進而返鄉就業，轉化為部

落的就業能量。

17
臺灣原住民族精實
創業輔導計畫

推動全面禁伐補償，105 年編列預算

16 億元，擴大補償範圍為 8 萬公頃

自82年起辦理「原住民保留地森林保育計畫」，

針對原住民保留地位於水庫、河川兩岸 150 公

尺範圍實施禁伐補償，面積約 8,000 公頃，每

年每公頃補償 2 萬元，105 年度將預算從 2 億

增加至 16 億，並擴大禁伐範圍，初估面積約 8
萬公頃，面積增加 1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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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度原住民保留地
森林保育計畫林業人員
技術職能研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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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

104 年 1 月 8 日及 3 月 13 日完成「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實施

辦法」及「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共同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的訂定發布事宜，使傳統文化藉此保存及推廣，亦透過傳統智慧財產

之授權，讓傳統文化創意加值。

19
104 年國際旅展
部落心旅行開幕

104 年部落心旅行
火車專列記者會

推動部落深度旅遊，

提升部落就業人數及產值

原民會赴大陸主要城市舉辦記

者會，與大陸國家旅遊局等相

關單位商議赴部落旅遊優先

審批不受每日賦配人數限制機

制，訂定「旅行業接待大陸地

區人民來台觀光團體參加部落

深度旅遊」專案，提供旅者誘

因，跨域整合觀光局、移民署、

以及交通、旅行業者，共同行

銷部落旅遊，截至 104 年 10
月底已吸引超過 3 萬 2,000 人

次赴部落旅遊，並透過旅展、

踩線團、網路及媒體宣傳等策

略，提升部落遊程能見度，創

造約 5,000 萬產值，有效提升

族人就業機會及觀光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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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原住民族地區 494 條簡易自來水

系統，提升供水普及率達 83.05%

原民會為改善原住民族地區飲用水之品質，自 90 年

以來迄今，與經濟部共同努力下，除提升部落居民

飲水品質外，供水普及率已由 88 年之 70.04% 提升

至 83.05%。原住民族地區現計有近 500 個簡水系

統，自 101 年度起部落水資源工作再改以營運管理

維護為主要工作重點，現階段原住民族地區之供水

工程建設、簡水系統營運管理等皆有具體成果。

21

83.05%
88 年

104 年

70.04%

原住民地區供水普及率

撫平莫拉克風災的傷痛，

半年內完成永久屋 601 戶，

5 年完成 3,561 戶，

以文化重建特色家園

莫拉克颱風災後的家園重建，以「安全」為原則，強調「離

災不離村」、「離村不離鄉」與「集體遷村至離鄉最近之適

當地點」，執行經費共 30億元，興建 20處永久屋部落基地，

安置受災族人超過 8,000 人。另各部落間有著不同之文化價

值，透過建築文化語彙的表現，除可激勵族人重新拾回文化

記憶，更可達成發揮凝聚部落組織之效果。

20

20 21



開放平地原住民族部落教會能申請增劃

編其所使用的公有土地為保留地，並無

償使用

為解決平地鄉原住民族地區原住民宗教團體使用公有土地問題，104
年原民會修正相關規定，開放平地鄉原住民宗教團體申請增劃編保留

地，解決教會的土地使用問題，截至 11 月底已有 57 個教會申請辦理。

23

常態性辦理「補辦增劃編保留地」，

不再有受理期限規定

「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實施計

畫」原定延長受理期限至 103年底，

鑑於該落日條款如不改弦更張，數

以萬計之原住民將喪失法律所保障

之土地權利，爰刪除受理期限之落

日條款限制，並調整為常態性業務，

族人可隨時申請增劃編原住民保留

地，進一步落實保障原住民祖先傳

統居住、使用的土地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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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度原住民保留地
權利賦予授證典禮

104 年度原保地地政研習暨
權利賦予授證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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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完成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

（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

為回應原住民族社會長久以來還我土地運動

之訴求，並解決原住民族土地實質流失之問

題及落實原基法保障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權

利之精神，原民會研擬「原住民族土地及

海域法」草案，經過多年努力，於 104 年 6
月 11 日經行政院第 3452 次院會審議通過，

並於同年 7 月 17 日送請立法院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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