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考試院實地參訪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暨所屬原住民技藝

研習中心座談會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11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30

分

地點：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技藝研習中心第一教室

參加人員：

考試院暨所屬機關：

考試院：浦委員忠成、林委員雅鋒、高委員明見、胡委員

幼圃、陳委員皎眉、黃委員錦堂、袁副秘書長自

玉、陳處長堃寧、蘇參事庭興、吳簡任秘書福輝、

簡主任益謙

考選部：顏司長惠玲

銓敘部：林司長起潛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會）：楊委員

仁煌、宋參事狄揚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稱人事總處）：蕭參事博仁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

孫主任委員大川、徐副主任委員明淵、陳主任秘書成家、

陳處長坤昇、李處長榮哲、蔡處長正治、王副處長瑞盈、

謝副處長亞杰、鍾局長興華、林主任正隆、黃主任以育、

毛主任進益

主持人：浦值月委員忠成、孫主任委員大川

紀錄：陳怡君

壹、孫主任委員大川致詞

昨天晚上，原民會主管都已經與大家見過面，為爭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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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今天就不再逐一介紹。

首先歡迎各位委員，這是有史以來技藝研習中心來最多

考試委員的一次。相關的簡報資料在桌上，請各位參考，希

望透過這次的簡報以及座談交流，讓原民會在處理整個臺灣

原住民族事務有更大的幫助，謝謝各位委員對原民會問題的

關心。

貳、浦值月委員忠成致詞

孫主任委員、徐副主任委員、各位考試委員、各位與會

人員，大家好！昨天大家都才見過面，也就不再一一介紹本

院與會人員。本院在關院長的指示下，定期到地方機關、民

間機構及中央部會進行參訪，下個星期關院長將帶領我們到

臺灣高鐵公司及巨大機械公司參訪，了解其人事運作情況。

這次參訪是本屆委員第 4 次參訪原住民地區，過去我們

曾到過阿里山（嘉義）、三地門與文化園區管理局（屏東），

以及東部臺東縣，這次我把院部會及人事總處的代表們帶到

原住民地區，是因為考量我在考試院的角色是作為原住民族

的代表，所以藉由參訪讓院部會同仁充分理解原住民地區相

關行政事項、資源挹注及人力結構等問題。

當初報名參加這次參訪的委員很多，但因為這幾天有些

委員必須主持典試會議，實在是離不開，惟仍有 5、6 位委

員參與，也表示我們對原民會業務的重視。

非常感謝原民會的大家長，孫主委協助規劃這次的行程

，接下來進行今天的議程。

參、原民會業務簡報（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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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座談及意見交流

 孫主任委員大川

原民會人力約僅 130 多人，剛才簡報內容所顯示去（100）

年 72 億預算僅係單位預算，如加上莫拉克風災等特別預算，

1 年實際操作的預算金額約 120 億。原民會係於民國 85 年成

立，當時將中央機關與原住民族相關的工作及預算劃予原民

會；精省後，原省府相關原住民族的工作亦歸由原民會負

責，原住民分布 55 個鄉鎮市，管理 26 萬公頃原住民保留地，

而原民會的人員及預算多是拼湊而來。所以過去十幾年，我

們一直在摸索原民會的主軸業務為何，十分辛苦。因此這次

組改，我非常堅持定位原民會的主軸。大家可能常聽到原民

會的預算執行率不佳，那是錯誤的，因為原民會大部分預算

未執行的情況多為特別預算，其執行須靠縣政府、鄉鎮市公

所的協助，或中央其他部會的配合；因此我將這次行政院組

改視為原民會在成立 15 年後釐清其定位及權責的關鍵。

這些年在考試院的協助下，原民會進用愈來愈多具有公

務員資格的人員，在質的方面，希望能增加諸如對原民會人

員的調訓，以及其他部會負責相關原住民族事務的人員對原

住民族的了解等。當然，我們也會做規劃與努力，並請考試

委員給我們支持，原住民族行政的發展是我國行政細緻化的

指標，也希望大家一起來努力。

另外，針對剛才簡報部分補充一點，在「to help」部分，

是由政府補助並提供資源，而「to be」則需由原住民自己來，

我們也希望在未來施政上，能將同胞對傳統技藝及責任召喚

回來，這是蠻大的工程，也請大家多多指教。

 浦委員忠成

為了節省時間，請各位參見書面資料中原民會的回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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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不再逐一宣讀。接下來我們先請原民會人員就 3 項題綱

進行補充說明後，再請院部會同仁就業務相關部分表達意

見。

 王副處長瑞盈

關於題綱一人力及組織調整的問題，原民會成立以來人

力及組織一直是最大的問題，因此在組改時提出 6個處及 300

多個員額配置的需求規劃，相關處務規程尚待行政院核定，

惟目前較有爭議者是本會文化園區管理局的定位，係屬 3 級

或 4 級機構。

 陳主任秘書成家

原民會人力吃緊，實際編制人員只有 131 人，亦因此上

次人事總處的員額評鑑後，才會讓我們一次增加 16 人，但

仍有不足，未來理想員額應為 338 人，惟考量人力精簡原則，

希望最少應有 254 人。

關於人員的訓練能量，個人有一個想法，即基於考訓一

體的概念，國家考試分發訓練的人員可否不要在用人機關進

行訓練，而是分發至 36 個不同的部會去受訓，使最後訓練

出來的人能吸收不同部會的組織文化、運作等經驗，再將該

能量回饋給用人機關，讓用人機關能清楚其他部會如何推動

業務，以及我們的業務如何與其結合，並增加本會對其他機

關行政事務運作的了解。

 孫主任委員大川

今年原民會的預算員額為 185 人，惟將來尤其原住民族

自治法通過後，均需要更多的人力。其中較有問題的是文化

園區管理局，其工作內容包含文物典藏、研究等，但長期來

只增加了 3-4 個人力，未來如何加強其功能，以及在原住民

文化資產保存、文化傳承等工作上持續努力等，還要再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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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討論。

至於題綱二與莫拉克風災有關的部分，在各部會的合作

下，相關復建工作均已上軌道，但較為困擾的是每年仍不時

會有天災發生。莫拉克風災給我們比較大的問題是重建的永

久屋在山下，而同胞工作場地在山上，因此如何在永久屋及

其原耕地間的距離，取得平衡的解決方法是較大的挑戰。目

前是以建農舍的方式允許他們回到原居地工作，目前仍在與

重建委員會討論相關的規範工作。未來如果有機會也很歡迎

各位委員到原住民的基地去參觀，看其同胞如何在新社區重

新組織其社會及情感。

此外，每年災害發生，我們都仿莫拉克風災的方式處

理，例如今年的天秤和蘇拉颱風，我們能比較迅速的回應，

就是因為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的救災模式。

 王副處長瑞盈

題綱三有關五都改制後出現的問題大約有三點，一是鄉

民的參政權，在鄉長改官派後，有比較多的鄉民反應這個問

題；第二是部落聯絡道路變成市區道路，依財劃法規定不再

由原民會補助，而是由統籌款處理，而去年因為整個機關運

作尚不健全，因此在高雄市有同胞反應這個問題，但今年已

少有反應；第三是在行政流程上，過去鄉長即可決定事情，

行政程序較短，現在則須陳報到各局處後才可支援，這也是

比較多鄉民反應的問題。另外，今年桃園縣即將改制，原民

會邀集復興鄉民眾來開會，鄉民反應的問題也多集中在參政

權的部分。

 孫主任委員大川

原住民的參政權除了擔任候選人參選外，選舉也屬參政

權範疇。另外，原民會對於改隸為區的鄉鎮，在基本設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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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支持其基本設施的維持費，只是其他原住民族行政事務，

則需視各地方首長支持與否。

 浦委員忠成

孫主委是首任原民會政務副主委，也是原民會成立以來

首位學者擔任首長，其領導風格及掌握事務的運作方式，與

過去歷任長官的風格不同。剛才簡報中詳盡說明原民會的業

務，其業務包山包海，從中央山脈到蘭嶼島，業務內容除了

文化振興、民族產業發展等，還要承擔原住民族土地的資源

管理、部落房屋建設、自來水、道路等業務，真的是十分龐

雜，所以孫主委才會希望對原民會的業務主軸加以定位，確

有其必要性。接下來請部會及人事總處代表回應相關議題。

 考選部顏司長惠玲

剛剛原民會所報告的議題與考選相關的是原住民族特

考的舉辦，目前原住民族特考分一、二、三、四、五等及 88

個類科，近幾年每年均定期舉辦，未來原民會如因組改致業

務有新增或業務性質改變，相關業務人力需透過原住民特考

取才，而現有類科不適用時，在考用配合的原則下，考選部

會儘量配合；另外考選部為使原住民族特考更為完善，於 98

年成立專案小組，小組成員除包含學者專家外，亦邀請縣市

政府主管原住民族事務的單位代表參與，若有任何與原住民

族特考相關事項需要協商，均可透過此專案小組討論。此

外，藉此機會感謝原民會在本部過去辦理原住民族特考時給

予的支持，未來仍請原民會多給我們協助。

 銓敘部林司長起潛

組織編制中涉及官制官規、職務歸系，以及官等職等之

核列與職務配置之合理性等等，係屬考試院權責，執行上則

由銓敘部負責研議；未來原民會組織法在立法過程中或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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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涉及考試院權責部分，銓敘部將在法定範圍內，儘量依

原民會需求配合研議，並提報考試院裁奪，而研議過程中，

原民會人事單位也可與本部保持聯繫，互相協調合作，以期

組織編制法案之順利。

 保訓會宋參事狄揚

與保訓會業務有關的是原住民族特考訓練部分，剛才有

提到將原住民族相關課程納入訓練中是很好的建議，往年辦

理的訓練，亦有納入原住民族相關課程，未來我們會考量納

入更多原住民族相關課程之可行性。

保訓會對於原住民族特考的訓練十分重視，本來特考的

訓練只有 3 週，但從今年開始，針對三等考試及格人員的訓

練延長至 5 週，而四、五等考試及格人員的訓練，未來如經

費允許，也希望能延長至 4 週甚至 5 週；將人員訓練好再到

用人機關，對行政效能亦能有所幫助。

依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第 3 條規定，分為基

礎訓練與實務訓練，剛才主秘提到實務訓練讓人員到多一點

機關見習，是很好的建議，但因涉及層面較多，在此我先不

做回覆，但會帶回去由保訓會與原民會的相關單位研究，看

怎麼做對考試錄取人員較有幫助。

 浦委員忠成

早期原民會剛成立時，找不到原住民族同胞擔任簡任

官，現在保訓會辦理高階文官培訓飛躍方案，對於高階文官

的訓練非常紥實，原民會可與保訓會同仁聯繫，多爭取機會。

 人事總處蕭參事博仁

首先就原民會對原住民族同胞的照顧，尤其是受災地區

的原住民族同胞所做的努力及貢獻，感到由衷的敬佩；對於

原民會所反應的事實與困難也感同深受；我過去曾在高雄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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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服務，高雄縣原民處位於鳳山地區，該處人員不多，但

在處理原住民族相關業務時常需跋山涉水，十分辛苦，而原

民會所轄範圍更廣，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再從剛才簡報資

料中可知，孫主委很想藉這次組改將原民會機關定位清楚，

建議原民會可向行政院組改工作小組提建議案，未來各部會

如欲將業務轉給原民會，須先讓人員及經費到位。

關於主委提到核心人力不足一事，人事總處其實也做了

不少努力，包含 96 年到 98 年間增加原民會 16 名預算員額，

此預算員額已為組織條例的最高限，未來原民會組織法通過

後，在訂定處務規程及編制表時，就預算員額的部分，大家

再共同努力。另外關於文化園區管理局為機關或機構，可能

需待組織法通過後再做確認。

受限於法律規定及立法機關的決議，可能無法充分滿足

機關的需求，在人力未完全到位前，或許可以考量在如何讓

現有人力可以充分運用上做努力，我有一些淺見供原民會參

考：美國波士頓管理顧問公司在 2010 年針對全球 140 幾個

國家，數千位企業經理人做調查，在 2010 年到 2019 年 10

年間未來人力發展的 5 大趨勢之 1，就是提高機關內人員的

投入度；另有 1 項研究報告指出，在大陸地區企業員工對企

業的熱忱度，只有 8%的人認為他有投入工作，在臺灣則是

29%；至於公部門則未有相關的研究，這是很有趣的問題，

如何讓員工發揮其工作能量、投入工作，就我過去的工作經

驗及一些專家學者的看法，提供 8 項指標供參考：1. 讓員工

了解他被期待的工作重點、工作目標及工作標準為何；2. 讓

員工有完成工作所需的資源，包含主管的支持；3. 讓員工與

其所信任的主管一起工作；4. 讓員工有發展與成長的機會；

5. 讓員工了解其工作的重要性；6. 讓員工了解其工作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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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與意義；7. 讓員工有參與的機會，多聽員工的意見；8. 多

花時間處理員工的情緒問題。

 浦委員忠成

有關簡報內容提到原民會業務定位的問題，個人深有所

感。所謂有原住民族事務特殊之性質者歸原民會，但其業務

真的不能無限制的包山包海。

接下來請委員們提出問題或意見，再請原民會回應。

 高委員明見

我對健康議題特別關心，剛才簡報中提及原住民平均壽

命男性為 66 歲，女性 74.8 歲，較一般平均壽命短，而生育

率則稍高於一般平均生育率高；另外，文化、母語之保留與

人口數有相當關係，不知原民會有無就原住民歷年來人口數

增減進行調查，是否有逐年增加或減少？又臺灣目前面臨的

少子化及高齡化問題，原住民有無面臨相同的狀況？

 林委員雅鋒

剛才提到原民會有一重要的工作是關於民族自決，在公

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亦相當強調民族自決。在司法

體系中最近有一個關於新竹縣司馬庫斯的原住民攔路收取

上山遊客清潔費一案，被民眾以有竊占國土的嫌疑提出檢

舉，但檢察官予以不起訴，其理由為公約中提及民族自決，

司馬庫斯部落以何種方式決定山區的管理為其民族自決的

權利，雖與一般刑法有衝突，但把民族自決的高度提高於一

般刑法之上，因此檢察官同意以不起訴處理。由本案可以看

到民族自決的立論基礎，開始在司法系統落實。

再者，有關原住民族保留地權利賦予計畫，其法源基礎

為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惟該法尚未立法，而賦予計畫卻

已實施，且已讓與 13,433 公頃土地所有權予民眾，此處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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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與一般法律有無落差？另外關於原住民身分如何認定，法

律應嚴謹制定相關規定。

有關原住民族法庭，原民會已與司法院協商，應該很快

就會有定論，過去之所以一直未能成立，乃因司法院考量案

件數量不大、原住民族法官人數不足等因素。特別說明，浦

忠成委員非常關心這一項議題，其曾在考試院會議正式提

案，要求法官都應對原住民族基準法有基本認識，考試院也

已經同意浦委員之意見，並函請司法人員研習所及司法官訓

練所將原住民族基本法律的課程放入相關課程。要成立原住

民族法庭，須對原住民族事務相當的理解度，並讓法官去認

同、理解及研究。

最後，資料中提及 98 年與檢察機關成立通譯人才庫，不

知與法院系統有無類似合作？我在臺東法院擔任院長時，讓

具有原住民族語專才的同仁，可以優先請調擔任職等較高的

通譯職務，但原住民同仁不多，因此多是與縣政府民政課合

作，由各鄉鎮公所請供相關資源，建立通譯人才庫是很好的

方式，但希望也能進行與法院的合作。

 胡委員幼圃

剛才主委講到 to help 和 to be，to help 不只是政府幫助，

原民會亦是在幫忙文化的傳承；to be 則是只有自立自強才會

發光發熱。再者剛提到原住民男性平均壽命只有 66 歲，死

亡率，死亡主因中意外排名第 3，有無可能再想辦法提高男

性原住民同胞壽命，如安全駕駛、少喝烈酒。

 黃委員錦堂

有關原民會人員編制的問題，就原民會年度預算 72 億，

特別預算 50 億的預算規模來看，其員額不無偏低可能，惟

法定員額或年度預算員額之核定，須否納入對特別預算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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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量，或如何納入，以及在相關職等設計上之應有考量，

例如監督地方政府執行特別預算的人員需有相當的職等，以

上種種均有討論空間。

另剛才提到預算員額 147 人外，尚有約聘僱及臨時人

員，顯示在法定員額外，各機關均有一定的用人空間，有賴

人事、業務部門妥善的管理，以及會計部門的配合，個人認

為人事總處或銓敘部得考慮制定手冊，以協助教導部會將其

人力管理最適化。

原民會的施政，在既有的憲政體制及總統的政策方向

下，要有整體的、合理發展的可行性，例如書面資料第 19

頁的簡報中提及要參考其他國家的權利變遷及發展，並引用

美國、澳洲、紐西蘭及加拿大等國家，但這些國家規模、類

型，與地狹人稠及原漢高度重疊的臺灣大有不同，在法制的

引用上可能容易有問題，建議可參考中國大陸（但不包括針

對西藏或新疆）或其他國家對於原住民族的管理或自治法

制。

 袁副秘書長自玉

代表考試院行政部門感謝原民會的協助，讓此次參訪在

食衣住行，以及座談會的安排上均非常順利，特別是主任秘

書、秘書室及人事室的協助，再次表示感謝。

 保訓會楊委員仁煌

保訓會辦理的訓練業務與人事總處有部分交集，但保訓

會辦理的是發展型訓練，人事總處則是負責在職訓練，另外

未來高普特考錄取可能超額錄取，即未來訓練的趨勢是超額

錄取後由訓練淘汰。

又剛才提到遷村，未來有無考量讓同胞回歸故土的可能

性，因為國際原住民族權利法案，有提及遷村應告知其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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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再者，書面資料第 11 頁所列機關組織的重要沿革，

我認為 86 年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將原住民相關條文第 11

項及第 12 項納入憲法，也很重要。

 孫主任委員大川

有關高委員提到原住民人口數的統計資料，會後再提供

詳細數據。原住民族社會的確有少子化及高齡化的趨勢，雖

然原住民人口數從 10 年前 47 萬人增加到現在約 52 萬，但

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戶籍法修正的關係，過去戶籍法是以

父親籍貫為主，對原住民較不利，例如原住民女子嫁給浙江

人，其籍貫就成了浙江，而原住民女子嫁給漢人的很多，但

原住民男子卻很少能娶到平地人。

80 年代以後，原住民受到歧視的慢慢減少，以及其他一

些誘因，才愈來愈多人開始恢復原住民族身分。最近如臺南

的西拉雅族一直要求認定其為原住民族；如果是歷史文化上

的認定倒沒有什麼問題，但其往往涉及利益或政治的目的，

例如平埔族運動想透過臺灣人 80%以上具有原住民血統，以

合理去中國化等，就會成為政治角力的籌碼，因此有關原住

民族認定，的確是有很多困擾。

至於原住民身分認定的問題，包含過去曾發生取得原住

民身分考取公務員後放棄該身分，以及原住民身分涉及的教

育、社會福利等，但現在教育環境逐漸寬鬆，類似情況應該

會較為緩和，我們也會注意這種情況。

有關原住民人口的問題，我們每年都有調查，男性的確

壽命偏低，尤其是男性就業人口多為高危險群，意外死亡也

多，因此如何處理原住民酗酒、吃檳榔等問題，我們一直在

努力，但其中有涉及文化面的部分，例如原住民在結婚、巫

術均使用檳榔，因此吃檳榔有其文化背景，惟相關的宣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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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一直在做，看如何讓原住民同胞少吃一點、吃得健康。

司法部分，近 10 年有對原住民族較友善的司法環境，除

了有法官撰寫與原住民族相關的論文，亦有一些判例開始討

論原住民族文化差異所造成的可能狀況；我們也一直在推動

原住民族習慣法的對話，可能還需要一些時間，讓臺灣司法

與實際社會現況有銜接對話，當然這些都有賴法界的人士在

法理或法哲學上賦予其合理性。

剛提到民族自決的重要性，民族自決是很高的位階，但

當觸及保留地、原住民族自治，就會有很大的空間。至於現

在的組改，令人有急就章之感，準備了 20 年，但卻像切大

餅似的進行分配，其實原民會的員額需求，並非增加總員

額，只要把其他部會的相關業務及人員移到原民會即可，但

現在在一番拼拼湊湊後，有些部會事情不多，但員額很多，

所以在組改過程中，我得罪不少人，但我還是覺得應該利用

這個機會把原民會的業務作相關調整，人員也應該有合理的

配置。

委員提到參考中國大陸的做法，在 1987 年，我就曾到大

陸訪查，今年是第一次以中央原民會官員的身分到大陸去，

並由我們設定參訪的路線；過去我們長期都有與大陸接觸，

但如何找到彼此溝通的管道，是努力的重點。

至於楊委員提到遷村後會否讓同胞回去的問題，必須整

體來看，看是要回去或留在當地，依不同的決定做不同的規

劃，而不是單一部會可以任意決定的。原民會歷任主委重要

的工作就捍衛原住民數百個部落，不被任意要求離開原居

地。就幾個主要的問題做以上答覆，謝謝各位。

 浦委員忠成

因為時間的關係，座談會到此結束，謹代表考試委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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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部會同仁再次謝謝孫主委及原民會各位同仁。

陸、散會：下午 1 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