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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 

平埔族群事務推動小組第 25次委員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5年 11月 30日(星期三) 上午 10時 

貳、 地點：本會 16樓小型會議室 

參、 主席：汪召集人明輝                                                          

                                           記錄：毛原挺                                      

肆、 出列席人員：(如會議簽到簿) 

伍、 主席宣布開會並致詞：（略） 

陸、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准予備查。 

柒、 報告事項: 

     案由:當前政府對於「平埔族群民族身分認定及權利政策」方向一          

案，報請鑒核。 

     決定:本報告事項因與討論事項案由一內容密切相關且有重疊性，爰併

至該討論事項討論。 

捌、 討論事項： 

案由一:修正「原住民身分法」，以廣納亟待正名之原住民族(包含平埔

原住民族群)一案，提請討論。 

發言紀要： 

王委員瑞盈: 

有關本討論事項提案人潘委員育哲提及取消既有「山地原住民」、「平

地原住民」之劃分一節，行政院林萬億政務委員於 105年 10月 7日召

開「平埔族群民族身分法規檢討研商會議」，作成結論，平埔族正名後，

山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及平埔原住民之分類方式架構調整，因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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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修憲課題，仍需要溝通、研究與討論，應是國家列為下階段處理

族群事務之重要課題。現階段本會先進行原住民身分法修訂，潘委員

所建議部分將於下階段處理。 

萬委員正雄: 

（一） 平埔族正名運動推動已 20多年，個人認為主要目的為身分被認

定及尊重，平埔原住民之名稱雖不夠完整，但尚可接受。 

（二） 原民會修訂原住民身分法有無預設時程表?有無可能在本(105)

年底最後一個會期送立法院? 

王委員瑞盈: 

（一） 蔡英文總統針對原住民族之政見一共有 80項工作待推動，其中

原住民身分法因應平埔族正名之修正，被列管於 105 年 12月底

前送行政院審查。 

（二） 修正案送行政院後，首先將由政務委員邀集各部會審查，再經

由行政院院會通過後即可送立法院。 

（三） 政務委員將會利用修正案送立法院期間分北、中、南、東 4區

會與平埔原住民親自溝通，俾凝聚共識，儘速通過修正。 

主席: 

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雖皆為原住民，但立基點並不相同，兩者於

原住民保留地權利及鄉（鎮、市、區）首長保障亦不相同。今加入平

埔原住民，在條件差異之情形下，亦會有不同之對應政策。 

萬委員正雄: 

（一） 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在權利上已有差異，平埔原住民是否

差異更大?如平埔原住民無參選立法委員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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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另修法通過後，是否即開放平埔原住民身分登記? 

王委員瑞盈: 

（一） 即便原住民身分法修正通過，平埔原住民仍無法取得參選原住

民立法委員之權利，因涉及到修憲，待下一階段統一處理；但

地方選舉上，總統政見管考項目已包含內政部有配合原住民族

身法修正，研議修正地方制度法，讓平埔原住民擁有參選地方

議員權利之工作。 

（二） 修法通過後，即可申請平埔原住民身分登記，取得身分後，再

進行族群之認定。 

教育文化處洪科長玲: 

潘委員正浩無法出席，請業務單位代為表示意見如下: 

（一） 平埔族群正名問題已經延宕多年,倘若再持續拖延恐怕會再增

加族人對政府的不信任度。 

（二） 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住民之劃分，已被發現是有非常大的問

題，現在又列入一個平埔原住民，是否在未來將造成更多無法

預期的問題。 

（三） 如果平埔族群成為平埔原住民族,那麼憲法沒有保障其參政權

的部分，那麼請問平埔原住民族難道去選漢人的立法委員嗎? 

（四） 建議直接刪除原住民身分法第 2條第 2款,應該鄉鎮市區公所

登記有案者的限制,直接將平埔族群列入平地原住民,權利義

務比照現有平地原住民。如有哪些法條窒礙難行，建請提送本

委員會進行討論。 

（五） 關於提到的 272種法規給予本委員會委員各 1份,讓委員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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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那些法條將影響現有原住民族。 

（六） 有關平埔族群身分認定政策及法律,不該再進入原住民族轉型

正義推動機制作處理,應該在原民會就要處理完畢。 

王委員瑞盈: 

潘委員正浩所提意見，基本上剛剛都已經回應。 

決議: 

（一） 鑒於行政院林萬億政務委員於 105年 10月 7日「平埔族群民

族身分法規檢討研商會議」宣示修正原住民身分法，認定平埔

原住民，將視平埔原住民客觀需求，逐步恢復其權利。 

（二） 平埔族群並非單一族群，平埔原住民與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住

民在客觀條件上亦不相同，爰本於差異性原則調配相關資源，

達成族群間相互瞭解及包容，以賡續推動原住民身分法修正及

平埔原住民相關政策。 

（三） 本會將於 105 年 12 月底前陳報原住民身分法修正案予行政院

審查，後續進入立法院審查程序時，將於北、中、南、東區辦

理說明會或公聽會。 

 

案由二:增列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等預算一案，提請討論。 

發言紀要: 

教育文化處洪科長玲: 

（一） 本會 106年度針對平埔族群編列之相關預算已從 105年度之

1,700萬元增加至 2,100萬元。另外本會既有針對平埔族群補

助之法規或計畫分別有推動平埔族群語言及文化補助要點、平

http://law.apc.gov.tw/LawContent.aspx?id=FL04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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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以下稱活力計畫)及平埔族群語言復振

計畫。 

（二） 而活力計畫為競爭型計畫，對於執行團體之組織及能量有一定

程度之要求，因此建議可藉由推動平埔族群語言及文化補助要

點申請推廣文化之補助經費，補助額度最高為 30萬元，透過

這樣規模較小型的補助，可先凝聚聚落之共識，並培育對於推

動平埔族群文化有熱心之人，效益可能更大。 

陳委員坤昇: 

請業務單位就委員關心事項說明 106 年度活力計畫有多少續辦計畫之

單位，另可新增多少新提計畫之單位。 

教育文化處洪科長玲: 

105 年度活力計畫執行單位原有 11 個，其中 2個因單位本身問題無法

賡續執行 106年度計畫，餘 9個單位均已提出 106 年度計畫。另 106

年度大約可以新增 3 個新提計畫單位。 

王委員瑞盈: 

（一） 補充一下，綜合規劃處已請各地方政府提供平埔族地方團體、

協會及工作室名單並已完成建檔，如教育文化處有需要可向該

處索取。 

（二） 另外在計畫執行上應有所區隔，對於執行能量較強對之族群，

應繼續給予支持；而執行能量較弱之族群，如洪雅族及拍瀑拉

族，鮮少人口，建議教育文化處應更謹慎處理，俾保存其語言

文化。  

 

http://law.apc.gov.tw/LawContent.aspx?id=FL047208
http://law.apc.gov.tw/LawContent.aspx?id=FL04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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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委員英傑: 

建議活力計畫補助款應由每一平埔族群分配，較具公平性。並希望原

民會可以辦理活力計畫撰寫之培訓，以免認真執行之單位因不擅計畫

撰寫而未獲補助。 

教育文化處洪科長玲: 

本會每年度針對活力計畫新提案計畫均邀請專家學者協助審查，以求

客觀性及公平性，另已逐年委託聚落營造中心辦理相關計畫撰寫課程。 

楊委員振爚： 

活力計畫執行期程最多可達 5年，除賡續執行之聚落，是否可另外規

劃經費，俾其他聚落加入。 

教育文化處洪科長玲: 

當初規劃活力計畫執行期程 5年，即針對賡續執行聚落設計之退場機

制，讓更多平埔族群聚落可以加入活力計畫。實際上，每年也都有新

聚落加入計畫。 

林委員聰明: 

我們聚落有同一組人申請 2個協會，理事長是平埔族人，但總幹事為

客家人，爭取補助經費不是為了族人，而是為了賺錢，建請原民會協

助整合。 

潘委員明燈: 

建議活力計畫申請單位應限制為具平埔原住民身分之代表方能申請。 

王委員瑞盈: 

林委員聰明所提部分，補助經費來源為教育文化處，未來審查計畫應

更謹慎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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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處洪科長玲: 

礙於本會無法對於每一聚落事務有充分足夠之瞭解，因此本會針對申

請平埔族群語言及文化補助要點之各計畫，均請熟悉瞭解平埔族群事

務之審查委員協助審查，不致發生補助以賺錢為目的之計畫。 

主席: 

請教育文化處注意此一案例，爾後審查應更加謹慎，避免因為資源下

放而導致紛爭。 

劉委員新苗: 

目前活力計畫除文化祭儀活動之補助項目外，可否增列小型文化建設

之補助?如文化彩繪、地標等。 

教育文化處洪科長玲: 

（一） 目前活力計畫已包含「營造民族生活環境」之補助項目，即可

執行劉委員新苗所提的小型文化建設。 

（二） 潘委員正浩請業務單位代為表示意見如下: 

1. 語言的保存與語言的推廣不可偏廢,而語言的保存更是根本。目

前平埔族群文化、語言復振工作仍以語言的教學及保存為主，

如何建立更深厚的保存基礎為當務之急。 

2. 是否請語言科說明目前對於瀕危原住民族語言的搶救計畫為何? 

施行成效為何?有哪一部份可以提供給平埔族群進行語言復振

之參考。 

教育文化處陳專員志誠: 

（一） 在平埔族群語言的保存與語言的推廣部分，本會執行情形作以

下說明: 

http://law.apc.gov.tw/LawContent.aspx?id=FL04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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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會自 103年辦理平埔族群語言復振計畫，每年度的計畫完成

後，依其執行成效，評估並修正來年的執行項目。 

2. 106年度計畫推動重點分別為平埔族群語言學習、使用推廣、

環境建置，各聚落依照自身族群特性研提適當的推動方法，教

材編輯、語料典藏及保存。包括典藏出版、耆老影音採集、書

寫系統的建置都會持續推動辦理。 

（二） 在原住民族瀕危語言搶救情形部分，執行情形如下: 

1. 本會自 101年起至 103年止辦理「搶救原住民族瀕危語言補助

計畫」，推動撒奇萊雅語、噶瑪蘭語、邵語、賽夏語、拉阿魯哇

語、卡那卡那富語、茂林魯凱語、萬山魯凱語及多納魯凱語等

9語復振，參與計畫之族人計有 184位通過 103年度原住民族

語分級認證中、高級測驗。268位通過 104年度原住民族語分

級認證初、中級測驗。 

2. 為進一步解決面臨的語言傳承危險處境，強化搶救措施的深度

與廣度，本會重行檢視計畫內容，擬於本年 12月辦理委託專家

學者調查、分析研究，盤點瀕危語言現況需求與資源，訂定更

符合的復振策略，提昇瀕危語言的傳承與發展。成果報告完成

後再提供委員參考。 

決議: 

（一） 原則同意潘委員明燈之提案。 

（二） 本會 106 年度已提高推動平埔族群業務之相關預算。而活力計

畫部分，在既有補助對象外，本會將視預算狀況逐步增加新提

計畫補助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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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推動平埔族群語言及文化補助要點、活力計畫及平埔族群語言

復振計畫等 3種補助管道宜多加善用，本會亦將積極協助輔導

各單位申請。 

玖、 臨時動議：無。 

壹拾、 散會(12時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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