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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對這些找不到其他好的文化的原住民鬆綁？

• 太魯閣族居然開放五類瀕絕保育類動物做為狩獵祭獵殺的目標

• 原住民朋友，你們是台灣山林的真正殺手

• 你們的祖先，過著沒水沒電的原始生活，這才叫一貫的生活方式，你們有嗎？

• 原住民如今連瀕絕的保育類都不放過，有夠可恥

• 原住民的朋友，要做山林的主人，就要保育動物，而不是把打獵當娛樂，違
法使用捕獸夾和索套陷阱，造成動物的痛苦。

• 當你們爭土地正義的時候，我實在看不出來你們有什麼資格？

• 時代不同了，動物都瀕危了，你還要堅持無所謂殘忍的傳統？

《野保法》鬆綁！
原住民狩獵保育類 最高罰 10萬免坐牢

ETtoday新聞雲 2016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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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 本席認為聲請人方所主張原住民族之狩獵習慣蘊含保育觀
念，原住民族狩獵行為不會造成保育類野生動物較大之滅
絕危機之說法，尚未提出具科學實證之論據足以證明。

• 本席相信，狩獵文化轉型為觀察、研究、兼具保育與探險
之旅遊活動，可兼顧狩獵文化延續與生態保育。

司法院釋字第 803號解釋
黃大法官瑞明提出，黃大法官虹霞加入四、五部分，詹大
法官森林加入四以外部分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 一個種族過度地耽於逸樂、隨意可獲得生活之資，必會逐
步喪失毅力與勇氣。國民皆知當年滿清入關的八旗子弟，
何其驍勇健壯？惟得到天下後，人人可坐領皇糧而不事生
產，僅不過百年之久，數百年累積的剽悍族風，卻如水銀
洩地般消失，成為孱弱不堪的「病夫一族」！

• 八旗子弟的慘痛歷史，斑斑在目。國人早已耳熟能詳，臺
灣原本攀越崇山峻嶺，如履平地般的雄健原住民十四族子
弟，豈要步其後塵乎？

司法院釋字第 719號解釋
陳大法官新民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謀生之扶助，要鼓勵其學習技能，培養其榮譽感，
而不宜勉強僱用或呵護。要籌措資金，深入調查，
原住民在謀生技能方面的強項與弱項，系統性的針
對原住民之性向及特殊能力，在運動、歌唱、表演、
野外生態資源之調查培育方面，多加借重與開發。

司法院釋字第 719號解釋
黃大法官茂榮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原住民，自始居住於臺灣，與臺灣之關聯，不容切
割。不少原住民，本於其天賦，尤其在運動、歌藝
等方面，不僅表現傑出，更為臺灣在國際上爭取許
多榮耀。沒有原住民，臺灣將失去特色與光彩。

司法院釋字第 803號解釋
詹大法官森林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



內政部移民署全球資訊網
首頁／業務專區／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ICERD）專區

1. 最新消息

2. 關於本公約（ICERD）

3. 一般性意見

4. 行政院防制人口販運
及消除種族歧視協調
會報

5. 法規檢視

6. 國家報告及國際審查

7. 教育及宣導

8. 居住臺灣地區人民受
歧視申訴資訊



居住臺灣地區人民受歧視申訴資訊：相關法令連結

• 居住臺灣地區之人民
受歧視申訴審議小組
設置要點

• 居住臺灣地區之人民
受歧視申訴辦法

• 性別平等教育法

• 就業服務法

•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 老人福利法

• 性別工作平等法

• 勞動基準法

•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62、
81條



規範主體、構成要件、法律效果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62 條

• 任何人不得以國籍、種族、膚色、
階級、出生地等因素，對居住於臺
灣地區之人民為歧視之行為。

• 因前項歧視致權利受不法侵害者，
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得依其
受侵害情況，向主管機關申訴。

• 前項申訴之要件、程序及審議小組
之組成等事項，由主管機關定之。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81 條

主管機關受理第六十二條之申
訴，認定具有違反該條規定情
事時，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外，應立即通知違規行為人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
臺幣五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
鍰。



「原住民」、「原住民族」是一種「種族」的類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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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以降，統
治者對如何就「原
住民族」進行分類
進行了很多思考，
甚至還把這些想法
成文法化。

番、蕃、高砂族、平埔族、山胞

‣ 番、蕃：強調種族特徵與
差異

‣ 高砂族、山胞：強調非完
整公民身分

‣ 人類學的分類術語：意有
所指「原始、落後、不文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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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關於種族主義和種族歧視對原住民族與國家
間社會及經濟關係影響之研討會報告
U.N. Doc. E/CN.4/1989/22, HR/PUB/89/5（1989）

對原住民族的種族歧視
是長久以來歷史過程上
征服、侵略與邊緣化的
結果，伴隨著主體的優
越感與認為原住民族是
「原始（primitive）」與
「次等（inferior）」的
偏見。

歧視本身有其雙重性的本
質：一方面是漸次的破壞
原住民族維持生活方式的
物質與精神條件（需求）；
另一方面，當原住民族嘗
試要參與主體社會時，對
其施以排擠與負面歧視性
的態度和行為。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General recommendation XXIII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 the practice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particular in the examination of reports of States 

parties under article 9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the situ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has always been a matter of close attention and 

concern. In this respect, the Committee has consistently affirmed tha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indigenous peoples falls under the scope of the 

Convention and that all appropriate means must be taken to combat and 

eliminate such discrimination.



The Committee is conscious of the fact that in many 

regions of the world indigenous peoples have been, and 

are still being, discriminated against and deprived of 

their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and in 

particular that they have lost their land and resources to 

colonists, commercial companies and State enterprises. 

Consequently, the preservation of their culture and their 

historical identity has been and still is jeopardized.



原住民族基本法

回復原住民族
土地與自然資
源治理權利

促進原住民
族文化、傳
統與組織的
維續與強化

復振原住民
族傳統生物
多樣性知識
及智慧創作

消除對於原住
民族的社會性
與結構性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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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beyax ta naq ka i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