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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份可以改變原

住⺠族的永業
王美蘋 Akiku·Haisum 原住
⺠族委員會主任秘書

“ 不要⼩看⾃⼰的位置，即便是最基層的承辦⼈也可以影響原住

⺠族政策的⽅向，任何政策也在在影響全國56萬原住⺠族⼈。 ”

我是臺東市新⾺蘭部落⻑⼤的孩⼦，⽗⺟親都是原住⺠族阿美族，我與很

多原住⺠族的孩⼦⼀樣，從⼩要背兩個書包，⼀個是學習⼀般教育的書包，

另⼀個是學習⾃⼰的語⾔及文化的書包。

省思都市原住⺠族的壓⼒與困境

我任公職第⼀個服務機關是臺北市政府原住⺠族事務委員會，該會是85年3
⽉成立，⽽我是在同年5⽉分發服務，當時正值機關草創之初，也是全國第⼀
個成立的原住⺠族專責⾏政機關。雖說萬事起頭難，但我的運氣很好，當時

與7位同時考試錄取的伙伴分發同⼀機關，還有無比熱忱的主管，⼤家每天共
同打拼，⼯作⼗分開⼼，常常⼀起⼯作到凌晨，彼此互相幫忙，也很有成就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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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個服務的機關，讓我開始愛上原住⺠族事務，也是開始讓我省思都市原

住⺠族的困境，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事情：85年設籍臺北市的原住⺠族約有1
萬2,000⼈，可以在臺北市⼯作的族⼈⽣活條件，在原住⺠族社會中算是中上
階層。由於原住⺠族⼈⼝數少，機關的政策宣傳都是靠文書郵寄⽅式寄到族

⼈家裡，⽅便在第⼀時間讓族⼈知道⾃⼰的權利。

那個年代，讓我遇到非常錯愕的事情，就是常有機關的信件遭到退回，上⾯

並且註明「不要再寄來了」。儘管83年國⺠⼤會通過憲法增修條文，正式將
「原住⺠」入憲正名，但社會上仍存在著對原住⺠族的歧視。族⼈退回郵件

的原因，就是因不想讓鄰居知道⾃⼰是原住⺠，這樣的事情給我很⼤的衝

擊，原來族⼈到都會區⽣活打拼，要背負這麼⼤的壓⼒，讓我開始了解族⼈

從部落到都市的困難及⼼情，直到現在，很難想像全國原住⺠族已有超過⼀

半的⼈在都市⼯作⽣活，原住⺠族社會在這20年的轉變之⼤。

開始承擔重責⼤任

我26歲即擔任臺北縣政府原住⺠族⾏政局（現為新北市政府原住⺠族⾏政
局，下稱臺北縣原⺠局）科⻑，那時的我，是全國縣級原住⺠族⾏政機關的

第⼀位女性主管，當時承受相當⼤的壓⼒，更由於⾃⼰沒有擔任主管的經

驗，不知道如何管理，學校更沒有教這類課程；⾃⼰年紀輕、⼜是女性、⼜

是原住⺠⾝分，三重最弱勢的⾝分集⼀⾝。⾯對⼯作、同仁，態度相當嚴

格，下班後也不會和同仁相處互動，同事都非常怕我。為了做出成績，我把

每天除了睡覺的時間，全都放在⼯作上，犧牲年輕可以玩的時間，犧牲假⽇

與家⼈相處的時間，家⼈總是在⼯作上給予我非常⼤的精神⽀持及空間。

臺北縣幅員遼闊，我常常上⼭下海，時任臺北縣⻑蘇貞昌，督軍嚴格，對主

管的要求相當嚴格，但總能在他麾下學習很多，每天無時無刻都處在⾃我要

求最⾼的境界。⾃⼰在臺北縣政府做了很多事情，但⻑時間過度的忙碌，突

然感覺⾃⼰被掏空，⼯作上遭遇撞牆期，於是決定讓⾃⼰進修，就在94年考
上臺灣⼤學政治學系研究所，這段學習的期間，對我的幫助非常⼤，因為是

在職專班，同學都有⼀定的能⼒與地位，我接觸到許多不同專業領域的⼈，

有⾦融、⺠代、農業、科技，那時更深刻知道⾃⼰的不⾜，所以努⼒從老

師、同學⾝上吸收學習。



94年10⽉，⼀個很特別的機會跟緣分，擔任臺北縣原⺠局代理局⻑，當時30
出頭歲的我，要⼀肩扛起臺北縣原住⺠族的事務，⼤家都在看⼀個⼩女⽣有

什麼本事把原住⺠族的事情做好，我想，那是當時必須經常承受的質疑，也

是現在⼯作的養分。

政策制定不靠別⼈

95年8⽉1⽇，我由臺北縣政府轉調⾄⾏政院原住⺠族委員會（下稱原⺠
會），這是我公務⽣涯最充實、最有價值的階段。從地⽅政府到中央，我的

職務從辦事員、組員、科⻑、專⾨委員、副處⻑、處⻑，⼀路到現在的主任

秘書，每⼀個職位歷程札札實實的⼀步步⾛過來，在原⺠會歷經企劃處、社

會福利處、公共建設處、經濟發展處等單位，我精準認知中央部會與地⽅政

府不同的⼯作性質，也很快改變⾃⼰的⼯作⼼態，中央是訂定政策的地⽅，

不像地⽅政府是執⾏中央的政策和計畫，或是辦活動。

我103年6⽉擔任經濟發展處處⻑，這是原⺠會新成立的單位，負責全國原住
⺠族的經濟產業發展，講求創新，必須隨時因應主流市場及國際情勢⽽制定

及調整政策。政策執⾏過程中，我們會看到很多問題，就因為看到了問題，

更因此要訂定接地氣，解決族⼈的⽅案。

我常與所屬的同仁說：不要⼩看⾃⼰的位置，即便是最基層的承辦⼈也很重

要，可以影響原住⺠族政策的⽅向，思考政策必須謹慎，研擬政策和計畫的

任何⼀個字，在在影響全國 56萬多的原住⺠族。我也跟同仁說，政策本來就
是要解決問題，但不是每⼀項政策都可以百分之百滿⾜所有⼈，⼀項政策可

能只是針對某個問題來解決，如果外界有質疑，溝通就很重要，我們必須說

明這個政策是為了解決何種問題，適時解釋清楚，族⼈就能理解。

文化與語⾔認同是原⺠公務員的基本配備

早期的原住⺠族特考競爭非常激烈，這幾年發現考試及格的⼈不⼀定適合擔

任公務員，甚⾄也有些⼈分發後受訓結束就離開了，令資深公務員的我難以

想像，因為對我來說公務員是⼀份責任，是⼀份可以改變原住⺠族的永業。

原住⺠族語⾔發展法106年制定公布，規定施⾏3年後，原住⺠參與原住⺠族
特考、公費留學考試，應取得原住⺠族語⾔能⼒認證。因此⾃ 110 年起，原



住⺠族特考將採⾏族語認證納入應考資格，這是我期待已久的制度，因為族

語是文化的根本，也是文化的承載體，語文學習就是你對這個族群的認同

度，所以我很⽀持把族語納入考試資格。

原⺠會是⼀個⼩型的⾏政院，業務包⼭包海，如果沒有強烈的使命感是很難

撐下去的，這完全就是熱忱和⼀顆奉獻的⼼了。我相信原住⺠族特考能吸引

具使命感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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