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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莎瓏、馬躍／劃一條「回家的路」──了解原住民傳統領域的16題問答
所有權非「神聖不可侵犯」 原民傳統領域劃設何必避開私有地？
調和權利衝突 學者建議創「傳統領域役權」
建立於 2017/02/18上稿編輯： 賴溫狠
媒體小農
作者：賴品瑀（本報記者）
日前原民會公布「原住民族土地劃設辦法」，將作為原民傳統領域與部落範圍土地的法源依據，預計會有約80萬公
頃後續劃設為原民傳統領域土地。

一方面而言，此舉是終於突破了原民傳統領域長久以來未完成正式公告，而導致原民知情同意等權利無法落實的僵局
；但另一方面，卻仍如先前原民團體所擔憂的，原民傳統領域的劃設辦法只認公有土地，排除了私人土地。

原民傳統領域劃設程序。取自原民會臉書粉絲團。
土地已經被買走 怎麼擋開發案？ 原青憂部落將遭掏空
在去年的12月中，原民團體與許多面臨開發案的部落曾經出面串連反對，直指傳統領域的劃設若是排除私有地，是
幫助現有的開發案大開方便之門。包括遠雄海洋公園、寶盛水族生態遊樂區、滿地富遊樂區、旭塔觀光飯店、娜路彎
大酒店、棕櫚濱海渡假村、都蘭灣黃金海休閒渡假村、台東渡假村、杉原遊艇......等等東海岸的開發案，當中的私有
地佔54%到100%不等。

業者都已經取得了土地，若私有地不能劃為傳統領域，原民團體擔憂，這豈不等同確認了這些開發案都不須經過部落
知情同意權？當開發計畫一來再來，「部落一定會被掏空」當時花蓮瑞祥部落青年林高捷如此擔憂著。

原民會：為保障財產權 私人土地不能劃為傳統領域
15日發佈劃設辦法時，原民會主委夷將‧拔路兒解釋，原民傳統領域必須排除私人土地的原因，是因為憲法第15條所
保障的「財產權」。夷將表示，現有的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包括漢人、非原住民及原住民個人。若因將其劃設為原住
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導致「個人」使用土地仍須經原住民族部落集體諮商同意，將與憲法第15條保障的財產權產生
衝突，恐引發爭議，並產生執行上的困難。

夷將強調，政策無法一次做到百分之百，還是得面對歷史上的種種原因，傳統領域土地已經成為私有土地的事實。

施正鋒：傳統領域私有化的過程 就是歷史不正義
但夷將這個說法也無法獲得接受。原住民族青年陣線Savungaz Valincinan指出，原民對土地的概念與政府及主流社
會的認知並不同，原民會正是該努力說明清楚，怎是跟著曲解，反而自己帶頭限縮對傳統領域範圍的定義。Savunga
z強調，傳統領域談的是主權而非產權，原民傳統領域是先於國家法規而存在的自然主權，完全沒有公有私有的問題
。

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教授施正鋒更曾指出，這些傳統領域私有化的過程，就是歷史不正義。過去政府以土地收歸
國有的名義，大量侵占原民土地，在國營企業民營化及公地放領等過程中，又讓這些土地淪落到私人手中。因此原民
會自己把傳統領域的劃設排除私有土地，等於是把壓迫原住民族的歷史正當化，也是自己否定了原住民族的主權。

達魯瑪克於2016年12月自主公告傳統領域。攝影：Cegaw。
建議創「傳統領域役權」 張惠東：政府有責立法調和權利衝突
臺北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張惠東認為，雖然原民會提出了傳統領域的劃設可能會衝突了私人財產權，但「用立法來
調和權利衝突」，正是政府所不可推卸的責任。

「所有權並非『神聖不可侵犯』之權利」。張惠東引大法官第400號解釋，「所有權之行使仍應依法受社會責任及環
境生態責任之限制」。因此，如果是出於公益考量，私有土地也並非絕對不可劃設為傳統領域。

政府基於憲法與人權兩公約有責促進多元文化發展，因此原住民部落在傳統領域的狩獵、祭典、祖靈地等需求，是為
了傳承文化，當然也就屬於「公益」。

張惠東因此建議創「傳統領域役權」，來解決目前看似無解的權利衝突。張惠東解釋，所謂「役權」的概念，在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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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如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都是先例，取得役權後，人們可以在不屬於自己財產的土地上活動、作利用。

而「傳統領域役權」正是讓原住民群體有權在傳統領域進行活動，若因此導致私人財產利用受有限制、私人利益因此
而發生「特別犧牲」，那麼國家機關該做的是，依法給予相當的補償。

張惠東特別點出農育權為例，雖然有訂出法定期限20年，但卻也留下在「以造林、 保育為目的或法令另有規定者即
不受限制」的伏筆。顯示若有設有專法，或法令另有規定，就可能突破現有框架，這將是傳統領域以法制化進入民法
等其他法令規定的契機。

張惠東認為這樣可以處理私人土地與傳統領域之間在財產權保障議題上的緊張關係，原民傳統領域的劃設也就可以包
含公有土地與私人土地原民會所擔憂與「財產權」衝突問題，其實並非無解的。

延伸閱讀
迴避「財產權」問題排除私有地 原民傳統領域劃設辦法上路
劃設傳統領域排除私有地 原民憂「部落一定會被掏空」
傳統領域劃設排除私有地 學者：妨礙傳統知識完整傳承

cmchao / March 01, 2017 10:32AM

莎瓏、馬躍／劃一條「回家的路」──了解原住民傳統領域的16題問答
莎瓏、馬躍／劃一條「回家的路」──了解原住民傳統領域的16題問答
文／莎瓏．伊斯哈罕布德（暨南大學原鄉發展專班助理教授）、馬躍．比吼（紀錄片導演） 攝影／余志偉2017/2/26
友善列印

去年8月1日小英總統代表政府向原住民道歉，今年2月14日行政院原民會公布了《原住民族土地劃設辦法》，似乎讓
原住民終於可以主張對「原住民的土地」的權利。
看起來原住民應該很高興，但從公布當天開始，許多原住民陸續提出強烈抗議。曾受邀在總統就職典禮及總統府音樂
會演唱的歌手巴奈、多次獲金曲獎的舒米恩、曾獲金馬獎的阿洛‧卡力亭‧巴奇辣，以及許多關心原住民權益的族人，
2月23日在凱達格蘭大道上召開記者會，抗議剛公告的《原住民族土地劃設辦法》形同護航財團，應該修正，而且原
民會主委應該下台。
記者會後，許多族人在寒風冷雨中留下來，等待小英總統的回應。小英的回應遲遲不來，中華民國的警察卻一直來。
警察多次驅離族人，多次在雨中拆除族人的小小雨棚，讓族人在濕冷的寒夜無處棲身。小英總統曾經對她說「妳想見
我，妳就隨時來見我」的巴奈，被警察團團圍住強力拉扯，最後被推倒在地，衣服被扯掉，還被警察大聲斥責。
族人不斷被警察驅趕，就像百年來原住民不斷被國家暴力驅趕、被殖民者驅趕。族人在寒風冷雨中尋找棲身的地方，
就像百年來原住民不斷被迫離開溫暖故鄉，流落到陌生地方。幸好許多食物、補給品、溫暖問候不斷送進來，直到現
在，抗議族人與青年們還在凱達格蘭大道的寒風中堅持著。
為什麼原住民歌手與藝術家要在寒流來襲、又一直下雨的冬夜露宿街頭？他們說的「原住民族土地」是什麼？「傳統
領域」是什麼？「劃設」又是什麼？
這個問題非常複雜，因為牽涉到上百年的歷史過程，又牽涉到許多法條，以及原住民傳統文化，對一般人來說難以理
解，許多原住民也不太清楚。
然而，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對原住民很重要，因為牽涉到原住民文化是要在博物館裡腐爛？還是要回到自己的土地上
繼續生長？這個問題對非原住民也很重要，因為牽涉到台灣是一個尊重多元文化自主發展的多元族群國家？還是獨尊
漢族、欺壓原住民族的殖民國家？因此我們整理了這份Q&A，問了大部分人可能會問的問題，並盡量回答這些問題
。
1.什麼是原住民傳統領域？什麼是原住民族土地？
原住民傳統領域是指原住民原本的生活領域，包括部落所在地、農耕地、獵場、漁場、聖地等等，也包括海域與河流
。由於居住在台灣西部的平埔族群的傳統領域問題相當複雜，目前討論的傳統領域只包括16個原住民族，大致上只
包括中央山脈與台灣東部，不影響台灣西部及各大城市。
原住民族土地指的是「原住民傳統領域」＋「現有原住民保留地」，由於「現有原住民保留地」範圍非常明確，而且
大多位在原住民傳統領域範圍內，因此當大家討論「原住民族土地」時，通常討論的是「原住民傳統領域」。
2.原住民傳統領域屬於誰？屬於個人嗎？
現代的土地制度大多是私有制，土地屬於某個個人或某家公司。但是原住民原本的土地制度是共有制，土地屬於部落
或家族共同擁有，不是私有制。
部落或家族內部很清楚可以使用的土地範圍，以及土地使用的規範。例如：家族開墾的農耕地通常屬於家族，但是家
族不再耕種後也可以由別的家族耕種，獵場漁場採集地通常屬於部落共有，大家都可以使用，以獲取食物和各種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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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族人也要遵守許多規範，例如使用的時節、使用的方法、收穫如何分享等等。
目前原住民傳統領域的概念也是土地屬於部落，由部落來主張傳統領域的範圍。
3.原住民部落傳統領域怎麼認定？
原住民傳統領域不是由個人認定，也不是由鄉公所、縣政府或行政院原民會認定，而是由部落認定。部落認定傳統領
域的方法，主要是由老人口述原本部落的領域、土地的地名、土地的使用方式、土地的歷史等等，由年輕人彙整，以
部落地圖的方式，全部整理出來。不同部落之間如果有爭議，可以彼此協調。此外，也有文獻和地圖可以佐證原住民
傳統領域。
目前包括太魯閣族的銅門部落、魯凱族的達魯瑪克部落、排灣族的卡拉魯然（新園）部落已經公告部落傳統領域。魯
凱族已經公告整個魯凱族的傳統領域，總面積9萬多公頃。 其他如阿美族的都蘭部落預計2月28日會公告傳統領域，
包括海域的部分。卑南族的卡大地布部落今年3月也會公告，泰雅爾族民族議會也已經研究傳統領域很多年，成果豐
碩，只是還沒有正式公告。
最理想的情況是，每個部落都自主調查、自主公告，爭議的部分也自行與附近部落協調。最後由中華民國政府追認。
4.現在原住民都在都市工作，為什麼需要傳統領域？
多年來原住民年輕人都外流到都市工作，部落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使得部落難以發展。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部落傳
統領域土地大都被劃歸各政府機關或國營事業，使得部落族人無法使用這些土地，因此無論農牧業、觀光業都難以發
展，年輕人只好遠離部落，到都市尋找機會。
如果部落劃設了自己的傳統領域，部落就可以藉此與各機關討論如何「共管」、「使用」這些原本就屬於原住民的土
地和自然資源，部落就有機會自己規劃這些土地和自然資源如何利用、哪些用於農耕、哪些用於畜牧、哪些用於生態
觀光、哪些用於文化觀光等等。部落可以和擁有這些土地所有權的機關「共管」這些土地，盡量依照部落的規劃「使
用」這些土地，原住民年輕人就有機會「回家」，部落就有機會發展，族語和文化就有機會傳承，並且有許多新的可
能性。因此，「劃設部落傳統領域」就是為原住民年輕人打造一條「回家的路」。
此外，部落劃定傳統領域之後，如果有政府機關或私人企業要大規模開發部落傳統領域範圍內的土地，例如興建大飯
店或開採礦產，就必須讓部落「知情」，並且取得部落的「同意」，才可以大規模開發部落傳統領域範圍內的土地，
不能像現在以「傳統領域還沒正式公告」為理由，不理會部落的意見而逕行開發，嚴重影響部落族人的生活與周圍的
生態環境。
所以，劃定傳統領域在短期內不會改變土地所有權，但是讓部落有機會與這些擁有土地所有權的單位討論共管，也給
予部落阻止大規模開發的機會。
對於沒有被劃定為傳統領域的土地，部落就沒有機會討論「共管」，也沒有機會行使「知情同意權」，更無法阻止大
型開發案影響族人的生活與生態環境。

(攝影/余志偉)
5.原住民傳統領域到底有多大？什麼？180萬公頃？原住民有需要那麼大的地嗎？
根據原民會2002年到2007年間做的「傳統領域調查成果」，原住民傳統領域面積大約是180萬公頃，約佔中華民國
面積的50%。
原住民傳統領域是原住民原本的生活範圍，事實上原本就是這麼大，現在只是把範圍劃設出來，把部落失去這些土地
的歷史說出來。之後族人如何共管這些土地、有沒有可能使用這些土地等問題，都還需要很多協調工作。因此，將來
原住民實際使用的土地，的確不會有這麼大。
但是，目前要先把老人家記憶中部落原本的領域劃設出來，把土地的故事說出來，讓大家都記得土地的歷史。如果我
們一開始就只劃設40%的傳統領域，將來就會只記得這40%的歷史，其他60%的歷史呢？很可能會繼續被抹除、被否
認。「抱歉，這不是傳統領域喔！這裡沒有原住民的歷史喔！」
抹除原住民在土地上的歷史與記憶，這就是Tjuku小英總統承諾的原住民轉型正義嗎？
6.從0公頃到80萬公頃，已經是很大的進步吧？
原民會在2月14日公布了《原住民族土地劃設辦法》，還說根據這個辦法，「初步估計將可以劃設80萬公頃的原住民
傳統領域」，又說「從0到80萬公頃，是原住民族土地邁出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的第一步」。
這個數字錯了，不是從0公頃到80萬公頃，而是從180萬公頃到80萬公頃。因為根據原民會2002年到2007年間做的「
傳統領域調查成果」，原住民傳統領域面積大約是180萬公頃，遠高於原民會提出的80萬公頃。所以這不是「增加」
，而是「減少」。
而且，這些數字都只是原住民可以去「諮商、討論」的範圍，而不是原住民可以「使用」的範圍，更不是原住民「擁
有所有權」的範圍，實際可以使用的範圍將遠低於這個數字。
7.部落劃設傳統領域，會把別人趕走嗎？會有人被迫跳海嗎？
不會。
「傳統領域」的概念跟「所有權」的概念不一樣，私有土地被劃入傳統領域時，這些土地的所有權不會改變，不會立
刻變成原住民部落的土地。只有當這些私有土地要進行商業性的大規模開發時，例如興建大飯店或開採礦產，需要徵
求部落的知情同意。如果只是小規模私人非營利使用這些土地，則不須徵詢部落的知情同意。
所以，部落劃設傳統領域不會把別人趕走，也沒有人需要跳海，那些都是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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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哪些項目需要徵詢部落的知情同意？可參考「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附件」。
8.現在什麼年代了？土地屬於原住民？有沒有搞錯？
的確，現在是強調平等與民主的年代。因為現在強調平等，所以要尊重這塊土地上的多元文化，尊重原住民先於國家
存在的事實。不能像400年來的歷代政權與外來民族，以武力攻打原住民、以詭計搶奪原住民的土地。也因為現在強
調民主，所以要尊重原住民的意願，讓原住民自己作主，決定自己的事務。
根據2007年聯合國通過《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第25條是「原住民族有權保持和加強他們同他們傳統上擁有或以其
他方式佔有和使用的土地、領土、水域、近海和其他資源之間的獨特精神聯繫，並在這方面繼續承擔他們對後代的責
任。」並且在隨後的第26條到第30條，繼續重申原住民族對於土地的權利。
2005年立法院通過的《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條定義「原住民族土地：係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及既有原住民保
留地。」第20條一開始就是「政府承認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
因此，現在是「政府承認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的年代，是「讓原住民自己作主」，決定如何發展自己的文
化的年代。也就是說，現在是各原住民族的文化與主流文化平等發展的年代。
9.原住民的文化不就是唱歌跳舞嗎？唱歌跳舞在都市就可以了，跟土地有什麼關係？
「原住民的文化就是唱歌跳舞」，這樣的想法是對原住民的歧視，也是對原住民文化的誤會和不尊重。
原住民的文化不只是唱歌跳舞，還包括語言、歷史、世界觀、生態知識、狩獵採集農耕知識、工藝與藝術等等，這些
文化都是台灣的寶藏，應該保存並繼續發展。原住民的文化與土地息息相關，是在特定的土地上發展出來的，離開土
地就難以延續。
歌舞表演、書籍記載、博物館展出、各種商品都只是原住民文化的一個極小部分，不能與在土地上生長的原住民文化
相比。
10.去年小英總統為什麼要向原住民道歉？
小英總統是為了400年來歷代政府的錯誤施政，造成原住民的苦痛和不公平待遇，代表政府向原住民道歉。其中包括
：「荷蘭及鄭成功政權對平埔族群的屠殺和經濟剝削，清朝時代重大的流血衝突及鎮壓，日本統治時期全面而深入的
理番政策，一直到戰後中華民國施行的山地平地化政策。歷代政權的武力征伐、土地掠奪，強烈侵害了原住民族既有
的權利。」
小英總統說：「原住民原本過著自己的生活，有著自己的語言、文化、習俗、土地、主權。然後，在未經他們同意之
下，這塊土地上來了另外一群人，剝奪了原住民的一切。讓他們在最熟悉的土地上流離失所，成為邊緣人。一個族群
的成功，很有可能是建立在其他族群的苦難之上。除非我們不宣稱自己是一個公義的國家，否則這一段歷史必須正視
。政府必須為這段不堪的過去真誠反省，這就是道歉的原因，這就是我今天站在這裡的原因。」

2016年8月1日總統蔡英文在總統府向原住民公開道歉引發部份原住民在總統府外抗議。（攝影／余志偉）
11.好吧！原住民要劃設傳統領域，劃設辦法已經出爐了，為什麼原住民還要抗議？
2月14日行政院原民會公佈了《原住民族土地劃設辦法》，並且立刻生效，但是這個劃設辦法引起了許多爭議。公佈
前外界無人知道最後版本，包括原民會族群委員都不知道，當天沒有邀請任何一位原住民立委。還有許多原住民青年
在場外抗議，其中包括泰雅爾民族議會議長都被擋在場外。
原民會為這個劃設辦法辦了十多場座談會。許多關心這個辦法的族人，好不容易參加了座談會，提供了意見，幾位原
住民立委也召開公聽會做出決議。但是這個劃設辦法仍然跟原來的版本差不多，並沒有受到族人的意見或立委的決議
影響，似乎原民會拒絕與族人溝通。
這個「原住民族土地劃設辦法」主要有兩個問題：
排除「私有地」
「公有地」的部分需要與公有地主管機關商議
12.劃設辦法主要問題一：原住民傳統領域中私有地的部分，許多土地是當初被騙走、被搶走，現在才成為私有土地
，為什麼這些土地被排除於傳統領域範圍之外？
根據2月14日公佈的《原住民族土地劃設辦法》，原住民傳統領域排除私有地，只能劃設公有地的部分。如果傳統領
域位在公有地的範圍，例如林務局、國家公園、退輔會農場等，因為這些土地都是公有地，可以劃設為傳統領域。
如果傳統領域位在私有地，例如過去被騙的、經由不正義手段被他人取得的土地，像是許多風景區附近的土地、美麗
灣飯店及其附近許多飯店預定地的土地、日月潭附近許多大飯店的土地、東埔溫泉附近許多溫泉旅館的土地、高冷蔬
果產地附近的土地等等，這些已經被財團或有錢人「各顯神通」取得的土地，也是最適合經營觀光產業、最適合種植
高經濟價值農作物的土地，都不能劃設為傳統領域。
還有國營企業例如台糖，台糖土地很多都是阿美族傳統領域，因為從日本時代被製糖株式會社佔用，國民政府接收成
為台糖土地。而台糖是國營企業，國營企業是私法人，台糖土地就是私有地、不是公有地，也不能劃設為傳統領域。
阿美族部落當初被以不正義方式奪走的土地，同時也是最平坦肥沃的土地，同樣不能劃設為傳統領域。
依照這個劃設辦法，我們的傳統領域劃設出來會是殘破、不完整的，不能呈現傳統領域「原來的模樣」。許多明明是
傳統領域的土地，而且大都是最精華地段的土地，都不能劃進來。而且因為沒有劃設在傳統領域範圍中，將來恐怕也
沒有機會徵收。那些過去因為不正義的原因而失去的土地，將永遠失去了。
以阿美族生活的東海岸為例，規劃中的大型開發案裡面，杉原灣黃金海度假村是100%私有地、成功的滿地富遊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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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93%私有地、杉原棕櫚奔海度假村是7成私有地。只要這些大型開發案稍微修改計畫，就可以「號稱不位在原住民
傳統領域上，與原住民無關」，然後不管原住民知不知情、同不同意，繼續開發。
事實上，這些大型開發案的確位在阿美族傳統領域上，的確是阿美族人千百年來生活的領域，是族人農耕漁獵採集的
地方。在劃設辦法還沒訂定之前，族人還可以主張這是我們的傳統領域，只是還沒有公告而已。但劃設辦法訂定之後
，族人卻很難主張這是我們的傳統領域，因為劃設辦法明確把「號稱的私有地」排除在外。也就是說，「排除私有地
的劃設辦法」比「沒有劃設辦法」更糟糕。
《原住民土地劃設辦法》明顯護航大型開發案，讓原住民與土地越來越遠，這就是Tjuku小英總統承諾的原住民轉型
正義嗎？
所謂轉型正義，應該是要處理過去不正義的施政造成的結果，這樣的劃設辦法卻是「默許」並「放棄檢討」過去不正
義強取原住民土地的行為，能算轉型正義嗎？
13.劃設辦法主要問題二：原住民傳統領域中的公有地，為什麼劃設時需與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協商？
日本政府以武力和政策奪走100多萬公頃的原住民土地，劃為國有地，二次大戰後由國民政府接收，成為林務局、國
家公園、台糖等等各機關的土地。這些土地的確是原住民原本生活的領域，應該劃入傳統領域的範圍，並且呈現土地
被武力或政策搶奪而變成公有地的歷史過程。
如果劃設時需要與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協商，這些管理機關很可能會抗拒讓土地劃設為原住民傳統領域。所劃設出來的
傳統領域不能呈現原住民部落真正的生活範圍，也不能呈現土地被武力或政策搶奪而變成公有地的歷史，更斷絕了原
住民將來「共管」或「使用」這些土地的機會。
所以，「與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協商」與「排除私有地」相同，一樣是「默許」並「放棄檢討」過去不正義強取原住民
土地的行為，能算轉型正義嗎？
14.好吧！劃設傳統領域對原住民有好處，但是對台灣有什麼好處？
劃定傳統領域可以幫助原住民年輕人「回家」，回到部落陪伴家人，傳承自己的文化，並且發展揉合傳統與現代的新
文化。原住民部落還可以發展友善環境的農牧業、生態觀光、文化觀光、音樂、文創等等有原住民文化特色的產業。
原住民目前經濟收入、健康狀況、教育等遠遠不如主流社會的情況，都可望獲得改善。
因此，劃定傳統領域可以為台灣帶來族群平等的社會、友善環境的農牧業、有原住民特色的文化產業、豐富多元的各
族傳統與現代文化。換句話說，劃定原住民傳統領域幫助台灣成為尊重多元文化、多元族群繁榮發展的進步國家。再
比較對岸如何對待圖博人、維吾爾人，台灣與對岸的高下立判。
15.不是說憲法保障私有權嗎？私有地真的可以劃入傳統領域嗎？
憲法第15條「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而第23條「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
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顯然憲法雖然保障人
民的「財產權」，但是為了「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可以用法律限制「財產權」，例如都市更新、都市計
畫、建蔽容積限制、生態保護區等，都是因為「增進公共利益」而限制「財產權」的例子。
原住民傳統領域也是一種公共利益，是原住民部落與文化的公共利益，也是台灣的公共利益。如果都市更新、都市計
畫、建蔽容積限制、生態保護區為了「增進公共利益」不需要排除私有土地，為什麼原住民傳統領域需要排除私有土
地呢？
16.原民會說《原基法》21條規定傳統領域只包括公有地，是真的嗎？
是假的。
《原基法》第2條：「原住民族土地：係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及既有原住民保留地。」這才是原住民族土地的定
義。
《原基法》第21條是用來規定政府或私人要使用原住民族土地時，要怎麼取得原住民的同意，不是原住民族土地的
定義。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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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傳統領域土地的「原型」追求（一月底原轉會副主委浦忠成的投書）
學者：原民土地政策急轉彎，是整個台灣社會對原住民族的擔憂和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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