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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道歉一周年，在 8 月 1 日原住民族日，由原住民族委員會（下稱「原民會」）召開的「106
年度全國原住民族行政會議」，是實現道歉時的承諾，向全國人民報告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的執行進度。

蔡英文在會議上，將國內案例與美加紐澳及挪威等國相較，認為「臺灣在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作為，放到國際上，並
不遜色」，並進一步宣布往後每年 8 月 1 日原住民族日，「不只是臺灣人紀念原住民族正名的日子，更是我們和國
際經驗接軌的日子」，期待擴大與各國原住民族的交流，也分享彼此推動歷史正義和轉型正義工作的經驗。

Credit: 原民會新聞稿

原民日全國原民行政會議，《語發法》成果為重點

配合今（2017）年公布實施的《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下稱「語發法」），本次會議主題也定調為「原住民族語
言發展新紀元」。會議主持由泰雅語與中文雙語進行，並採用各族語言呈現會場指標、座位與會議手冊。在屏東縣來
義鄉鄉立幼兒園的小朋友完成開場的歌謠表演之後，由原民會主委夷將首先致詞，表示《語發法》讓每一族的語言都
具有「國家語言」的地位，「原民會也將補助 15
個鄉（區）公所試辦，各類公文書（函、開會通知單、公告等）轉譯為原住民族語言公文；到目前為止，已經有 10
個鄉公所開始採用族語書寫公文書」，而今年 6
月自臺東縣海端鄉公所及花蓮縣光復鄉公所發出的第一份族語公文，顯示出「我國行政史上前所未有的創舉」。

蔡英文在會議上也花了許多時間，說明多元族群與多元語言的重要性，「從現在開始，族語保母獎勵計畫、以及沉浸
式族語幼兒園計畫，都會有充足經費繼續推動」，「國小、國中、高中階段的族語老師，都會成為專職的教員。大學
也會開設更多族語課程，培養語言專業的人才」。

事實上，原住民族語言政策的推動是蔡政府所有承諾之中，得到所有原民立委最一致的支持，受到的阻礙也是最小的
；此次被挑選為宣傳成果重點，卻可能讓人忽略過去一年來蔡政府原民政策執行背後，傳統領域排除私有地以及政院
版「平埔原住民」身分認定方案的各種爭議。

林萬億憶起噶哈巫八旬阿嬤，未回應平埔政策爭議

行政院由林萬億政務委員代表林全院長出席報告，首先也是強調《原基法》子法推動會在多年來停擺後，目前已經開
過三次，以及歷經 12 年好不容易等到《語發法》的三讀通過。但緊接著報告平埔族群正名成果上，林萬億並沒有正
面回覆「平埔原住民」的增列，將造成平埔族群因另外劃分而被歧視、不受到憲法保障等問題。

林萬億提及 10 年前拜訪埔里四庄的噶哈巫族時，一位 80 幾歲阿嬤很感動地告訴他說「很久以來沒有政府跟她面對
面對話」，也提到現在噶哈巫族只有三位會講族語，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傳承語言。今年林萬億到各地與平埔族群的鄉
親溝通如何解決《原住民身份法》的問題時，問起阿嬤還健在嗎，才得知她已往生了，並說道所以現在要加快腳步實
現（平埔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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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針對族人質疑林為何不打破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的劃分，反而另增「平埔原住民」分類時，林萬億僅表示此要
求很崇高，也是很多人期待的目標，卻未正面回答此質疑。

針對族人質疑林為何不打破山原與平原的劃分，林萬億表示此要求很崇高。（Credit: 總統府／CC BY 2.0）

《劃設辦法》為「依法行政」，將再與各界溝通

林萬億這段含糊的表態，卻再次把問題拋向原住民，並同時暗示著公部門與非原民長期以來欠缺積極溝通的問題⋯⋯
林萬億強調傳統領域劃設的推動工作是「依法行政」，《原基法》21 條授權原民會訂定《劃設辦法》，認為現在是
傳統領域、原住民族土地與諮商同意被混淆的問題。他認知蔡英文在原轉會的確提到傳統領域是自然主權，應不分公
私，只是「到底要修《原基法》21 條，還是要盡快推動《土海法》的制定，或者要來處理《劃設辦法》」，
要努力再和各界溝通，讓大家可以相互理解、接納。

然而，林萬億這段含糊的表態，卻再次把問題拋向原住民，並同時暗示著公部門與非原民長期以來欠缺積極溝通的問
題，因此導致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內涵，不僅被許多人誤解成私有財產權的概念，也被低估視為一般的公共議題，更
無法認知到原住民與漢人透過土地的「和解」，才有助於轉型正義真正實現。

達悟族豎反核旗，要求政府提出核廢遷場具體時間表

另外，達悟族人今日上午也在蘭嶼貯存場、龍頭岩及龍門碼頭等地竪起反核旗幟，向政府鄭重申明「在核廢未遷出蘭
嶼之前，我們拒絕接受道歉！」，蘭嶼青年行動聯盟要求政府應提出明確的遷場時間表，並進行遷出核廢的具體行動
。

他們指出，目前「核廢真相調查」與「核廢料遷場」其實是兩個獨立事件，但政府卻企圖以前者（真相調查）來轉移
焦點，「一再迴避處理、面對達悟族人的真正訴求」。儘管《Mata Taiwan》今年 5 月訪問總統府負責原民事務的幕
僚時，對方曾提到去年總統道歉只提到要「調查核廢料貯存在蘭嶼的決策過程」，並沒有承諾到立即遷出，「因為我
們也很清楚遷出涉及的複雜因素，須擬定中長期的方案」。

蘭嶼青年行動聯盟也批評政府與台電一再漠視達悟族人的知情同意權，「今年 4 月 12 日及 7 月
19日台電在未經島上族人同意下二度載運重裝容器進蘭嶼；早在 3 月 24 日核廢料儲存場在沒有資訊公開、無嚴謹防
護的作業下，竟將場區內大型廢鐵料及相關器物報廢運輸工程，企圖由民生所用之開元港口轉運出去」。在核廢料貯
存真相列為蔡英文八大承諾的當下，顯得格外諷刺。

總言之，今日「106 年度全國原住民族行政會議」，儼然成為《語發法》通過的成果發表大會。蔡英文八大承諾如今
雖然每一項都有進度，但仍被多次詬病政策溝通不足，不僅族人對執行成效無感，也未曾使更多一般大眾從中瞭解原
住民族轉型正義的內涵與重要性。

而更嚴重的問題還是，部分政策如《傳統領域劃設辦法》及平埔族群的身份認定，在政府違背族人期待的強行處理下
，恐讓轉型正義的推動，從起步就大打折扣了。

「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推動報告」八大承諾推動成果以及過去一年來的相關爭議，可詳見下表：

蔡英文總統八大承諾        政策進度        相關爭議或質疑
一、總統府將設置「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下稱「原轉會」）        12 月 1 日 18
位各族代表推舉完成，並在 3 月 20 日由總統親自召開第一次會議，與原住民族間共同追求正義，對等協商政策方向
。        批評欠缺法律授權，沒有調查權，無法獨立編列預算運作，恐讓原轉會空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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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求行政院定期召開「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會」        已恢復定期召開會議，立法完成《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並發布《野生動物保育法》、《漁業法》、《森林法》等三項解釋令，具體保障族人語言發展、狩獵、捕撈及採集
權利。        質疑會議徒具形式。
三、成立具有文化敏感度的「原住民族法律服務中心」        預定 2017 年底正式成立。        
四、針對核廢料儲存在蘭嶼的相關決策經過，提出真相調查報告        調查結果為蔣經國、孫運璿 2 任行政院長決定
將核廢料貯存場設置於蘭嶼，且雅美（達悟）族人事先不知情。        部分族人批評，蘭嶼核廢料議題真相調查進度
緩慢，且核廢料遷離蘭嶼的進度更遙遙無期。
五、在 2016 年 9 月 30 日之前，檢討相關法規，讓平埔族身分得到應有的權利和地位        因颱風延期至當年 10 月
召開會議，修訂《原住民身分法》，認定平埔族群為「平埔原住民」，在各地開座談會。將於《原住民身分法修正草
案》增列平埔原住民，讓平埔族群得到應有的身分與權利。        與會者的身份代表性被質疑 ;
未採納過去平埔高峰會的共識決議，遭批評此種額外劃分的身份認定，將無法受到憲法保障。
六、2016 年 11 月 1 日，開始劃設、公告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        2017 年 2 月 14
日原民會公告《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下稱「劃設辦法」）        1.
傳統領域應完整劃設，不該排除私有地，質疑原民會是在為財團開路。
2. 蔡英文曾在原轉會第一次會議公開表示傳統領域是自然主權，「是完整的空間範圍，而不是所有權的概念」。施
政與說法產生落差？
七、推動《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2017 年 6 月 14 日由總統公布實施，讓原住民族語言正式成為國家語言。     
   批評《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與、《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遲遲未有進度。
八、每一年的 8 月 1 日，行政院都會向全國人民報告原住民族歷史正義及轉型正義的執行進度        2017 年 8 月 1
日第一次向全國人民報告。        
資料來源：原民會、Mata Taiwan／製表：Mata Taiwan

延伸閱讀

語發法過三讀／以後「國語」可不止北京話了，今起原住民族語言確立為國家語言！
行政院將正名平埔！但你知道為何是「平埔原住民」而非「平地原住民」嗎？
你會因為不滿環評就說你家不屬於台灣嗎？──清點原民土地劃設辦法的五大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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