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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0 年來，原住民族在臺灣的教育、就業等社經地位，雖然比起以往，結構性條件較有改善，但與整體臺灣社會相
比，仍存在巨大的落差。而如今的主流產業愈來愈傾向高科技和知識經濟等高階服務產業，因此造成「高科技」與「
低技術」的二元分流，前者能承擔風險並獲得全職高薪工作，後者則被迫面臨工作機會流失，或被取代的風險，也就
是「非典型工作型態」，即便身兼多職，也很難維持家計。

原住民族委員會最近公佈《105 年原住民族就業狀況調查》年度報告書，顯示在 2016 年，原住民的勞動力人數有
25 萬 8112 人，勞動力參與率為 60.87%，較上年度（2015）平均的 59.35 %上升 1.52 個百分點 ; 原住民失業率為
3.95 %，較 2015 年平均 4.13 %下降 0.18 個百分點。

根據調查結果，從三大產業來看 2016 年原住民就業者從事的行業，以從事服務業的比率最高，占
52.68%；其次為從事工業，占 36.63%；從事農林漁牧業的比率則占 10.69%。但將原住民與全體民眾比較從事行業
可發現，原住民從事「營造業」的比率（18.40%），較全體民眾高10.41個百分點，而從事「農林漁牧業」的比率（
10.69%）較全體民眾高 5.74個百分點。

台灣經濟轉型，原民成最大受害者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許多原住民是國內各類傳統產業的基層勞動力，在產業歇業或工廠外移到中國及東南亞，加上大
量聘雇外籍移工之後，導致原住民在都會地區的工作機會大量消失，讓族人成為臺灣經濟體制轉型的最大受害者。

當產業結構變遷朝向高科技與知識經濟體制發展，教育程度偏低的原住民也因學歷不夠，以及缺乏工商社會所期望的
技能、溝通能力等原因，使得職業選擇受限，往往被區隔到從事替代性較高的勞力工作。因此原住民與一般民眾相比
，職業地位與收入也產生明顯落差。

許多都市原住民更因為從事耗體力與意外事故風險高的工作，若遇職業傷害而終生無法繼續工作，將使家庭陷入失業
貧窮的困境。從近三年比較來看，曾在工作場所遇到職業災害的比率有略升之趨勢，從 2014 年的 6.6%上升至 2016
年的 7.91%。根據調查結果顯示，2016 年 12 月有工作過的原住民勞動力，遇到職業災害時，有獲得賠償占
55.18%，而沒有獲得賠償占 44.82%。

職場歧視不減反增，一級產業最嚴重

除此之外，主流社會至今仍存在對於原住民的族群偏見、刻板印象或歧視問題，即便《就業服務法》明文規範禁止歧
視，還是有許多雇主因抱持以偏概全的想法，認為原住民可能會「怠惰」、「不準時」，為了省事而選擇不僱用；近
五年觀察來看，這樣的職場歧視從 2012 年 12 月的 6.76%遞減至 2013 年 12 月的 2.56% 後，卻又在 2016 年 12
月上升至 5.10%，有逐漸攀升的趨勢。

其中，從事「農林漁牧業」的原住民勞動力者，其身份受到歧視的情況最高（占
8.3%），其次則是「營建工程業」的原住民勞動力者（占
7.45%），以及從事「金融及保險業」的原住民勞動力者（占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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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保障就業未考量現實，族人恐陷入失業惡性循環

為了解決原住民的高失業率問題，2001 和 2005 年相繼頒佈了《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及《原住民族基本法》，
依法陸續推出一些就業方案和部落發展計畫，以因應原住民的就業需求；例如《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的「比例進
用」原則，就規定公家單位或承攬公共工程之承包廠商須依照規定雇用一定比例的原住民。

然而現實上，許多單位僅僅為了符合僱用人數規定而雇用原住民，卻未考量受雇者的適任性，造成結果不合乎預期。

另外像「短期促進就業方案」，由於職缺多屬於非技術性勞力工作，雖能立即減緩失業問題，卻恐怕無助於工作技能
的累積，讓受雇的原住民在方案結束後，又再次面臨失業的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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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的困境。本圖為示意圖，非任何本文所指涉之對象。（Credit: Pixabay / C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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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新移民並不懶惰，懶惰的是國家對於檢討多元政策的努力！
邱議瑩說「番仔」無歧視？種族歧視國外動輒丟工作，台灣何時能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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