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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學界開始注意到都市原住民並展開研究，起始於 1970年

代初期。研究者關心的議題主要集中於人口遷徙、生活適應、

職業特性、文化變遷等等。至於專就都市原住民族政策作為

研究範疇者，以吳堯峰的〈都市山胞政策之回顧與展望〉首

開先河。隨著原住民族定居在都市成為常態，都市原住民族

已不容被忽視，因此相關以都市原住民族作為主體之政策措

施，如住宅政策、就業政策、族語政策等等，也成為了研究

者檢視的研究課題。然而居住在都市的原住民族人愈來愈多，

上述「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政策措施，已無法滿足都市

原住民族人之期待；都會區的地方政府也注意到，規劃整體

性的都市原住民族政策之必要，此時都市原住民族政策研究

之範疇，也從過去普遍的實證研究，加入了政策之規劃研究。

本文透過文獻的耙梳，回顧都市原住民族政策研究之歷程與

轉變，進而評析上述研究與當代都市原住民族政策之關連性。

俟相關研究回顧後，提出對於未來研究的相關趨勢預測。 

關鍵字：都市原住民族政策、實證研究、政策規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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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cademy began to notice urban aborigines and 
began research in the early 1970s. Researchers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issue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life adaptation, 
occupational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changes and so on. As for 
the study of urban indigenous peoples policy as a research 
category, Wu Yaofeng's "Review and Prospect of Urban 
Mountain Policy"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With the aboriginal s ettlement in the c ity become normal, 
urban indigenous people can not be ignored, so related to urban 
indigenous pe ople a s the m ain pol icy m easures, s uch a s 
residential policy, employment policy, language policy, etc., has 
become a study The subject of the study. 

However, t here a re m ore a nd m ore i ndigenous pe ople 
living in the city, and t he pol icy m easures of  t he 
above-mentioned "headache" ha ve be en unable t o meet t he 
expectations of  t he ur ban i ndigenous pe ople; t he l ocal 
governments i n t he m etropolitan a rea a lso n oted t hat t he 
planning The whole urban aboriginal policy is necessary, at this 
time t he s cope of  u rban i ndigenous pol icy research, but  a lso 
from the past empirical r esearch, j oined the pol icy of  pl anning 
research.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and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indigenous p eoples 'policy t hrough l iterature r ake, and t hen 
analyzes t he r 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bove  r esearch and 
contemporary u rban i ndigenous pe oples' pol icies. O nce t he 
relevant research is r eviewed, the r elevant t rend f orecast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presented. 

Keywords：Urban i ndigenous pol icy、Empirical R esearch、
Policy Planning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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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自 1960 年代起，台灣產業結構改變，工商業蓬勃發展，

原鄉的生產模式無法滿足族人的生計，迫使大量的原住民族

人必須到都會區謀生。這一群離開傳統原居地遷徙至都市的

原住民，便被稱為「都市原住民」。 

學界開始注意到都市原住民並展開研究，起始於 1970

年代初期。研究者關心的議題主要集中於人口遷徙、生活適

應、職業特性、文化變遷等等。至於專就都市原住民族政策

作為研究範疇者，以吳堯峰（1989）的〈都市山胞政策之回

顧與展望〉首開先河。 

相較都市原住民族研究，有關於都市原住民族政策之研

究，「相對之下，一般性的都市原住民政策層面研究則屈指

可數…….」（施正鋒，2008）。而之所以有這樣的現象，在於

都市原住民族政策之不明確性。 

即便都市原住民族政策層面的研究，並非為都市原住民

族研究之主流議題，但是以目前原住民族定居在都市成為常

態，都市原住民族成為政府不可迴避的議題，經由回顧前人

在都市原住民族政策之研究，有助於我們理解上述研究與當

代都市原住民族政策之關連性。 

有鑒於此，本文共分三個部分耙梳回顧都市原住民族政

策研究之議題，首先回顧，政府最初制訂「都市山胞政策」

時期之研究，其中包括了「需求人口」及「需要人口」之研

究。再者，以「都市原住民生活輔導計畫」擬定後作為分期，

回顧在此基礎上，針對前項計畫的評估研究及個別議題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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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研究。 

其次，都會區的地方政府也注意到，規劃整體性的都市

原住民族政策之必要，此時都市原住民族政策研究之範疇，

也從過去普遍的實證研究，加入了政策之規劃研究。俟相關

研究回顧後，提出對於未來研究的相關趨勢預測。 

二、擬定「都市山胞政策」的研究 

1985 年，當時臺灣省政府民政廳就已經針對遷入都會區

的原住民族人，頒訂了「照顧遷入都市居住之山胞生活應循

之原則及實施要領」函請各縣市政府寬籌經費，訂定縣市政

專案計畫辦理。1987 年間頒訂：「台灣省各縣市山胞生活輔

導中心設置要點」規定都市山胞超過三千人者，得設縣市山

胞生活輔導中心。（吳堯峰，1989） 

張曉春（1974）指出，其研究就是希望達成下述的目的：

第一、探究山胞遷徙的原因；第二、瞭解山胞移民目前的生

活情況；第三、尋求山胞移民謀求調適的方法及其調適的狀

態。 

不論吳堯峰或張曉春，基本上都指出，都市山胞最重要

的問題在於「調適」，也就是如何在都會區適應生活，而對

於政府而言，都市山胞的出現及其問題，更是一項新的議題，

不論是當時的省政府或都會區地方政府，也必須適應這一群

都市山胞。 

因此，早期的都市原住民族政策研究，基本上還是圍繞

在如何認識這一群都市山胞，進而提出擬定政策上之參考。

概覽相關之研究成果，可再細分為需求人口的研究及需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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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研究兩大類型。 

（一）需求人口的研究 

所謂的需求人口（Population at Need），係指目前已經明

白表示存在某種情況的潛在性標的人口的數目。進一步言之，

需求人口指在目前某種絕對條件下，某特定人口中需要接受

某政策或方案服務的標的（吳定，2003）。 

對於制訂都市山胞政策而言，最初也是最困難的地方在

於，具體瞭解這一群都市山胞在都會區生活的基本情況，這

對於當時的時空環境下，這是一項非常不容易事情。 

因此，吳堯峰（1989）指出，早在 1971 年，當時的臺

灣省民政廳便與東海大學的合作，進行「變遷中的山胞社會

之研究」，探討山胞社會之發展趨勢（李長貴，1971）。除此

之外，省民政廳更在 1978 年及 1985 年的山胞經濟調查中，

也密切注意到都市山胞生計問題（吳堯峰，1989）。 

臺灣省政府除了與學界合作，進行所謂的山胞社會之調

查，更贊助當時在國中任教的林金泡，進行北區與台北、高

雄都市山胞生活狀況調查研究。（林金泡，1981、1983）。 

回顧有關都市原住民族政策研究的需求人口研究文獻，

確實影響了政府對於當時的都市山胞，所擬定的政策內容。

然而當時的研究方向與命題，似乎已有定見才進行研究或調

查，因此由這些文獻要來觀察，都市山胞與都市山胞政策之

關連性，確實很難有所助益。 

（二）需要人口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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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需要人口（Population at Demand），係指目前某種

絕對條件下，某特定人口中實際要求接受某政策或方案服務

的標的（吳定，2003）。而需求人口與需要人口的差異，就

是需要政策服務的標的人群，是否主動提出需求。 

1991 年，謝高橋受行政院研考會委託進行「臺灣山胞遷

移都市後適應問題之硏究」，這是目前可知，繼李長貴後，

政府大規模進行都市山胞遷徙都市後的調查研究。同年，詹

火生則受青輔會委託，針對臺北地區都市山胞靑年生活狀況

與就業需求，進行都市山胞的特定群體之研究（詹火生，

1991）。 

除了過去省政府民政廳或中央部會的調查研究外，台北

市政也首開都會區地方政府之先例，委託學界進行境內的都

市山胞之需求人口研究。在 1992 年委託謝高橋進行「台北

市山胞人口普查報告」（謝高橋，1992）、「台北市山胞生活

需求與輔導業務研究」（謝高橋，1992）兩項研究案。 

回顧有關都市原住民族政策研究的需要人口研究文獻，

我們不難發現政府機關已經開始重視到都市山胞的實際需

求，並且期盼透過相關的委託研究，釐清都市山胞的政策需

求，但因為時間久遠，且當時也沒有政策推動後之後續評估

研究，因此很難評估其成效。 

三、環繞「都原政策議題」的研究 

施正鋒（2008）指出，省政府在 1989 年訂定的「現階

段遷往都市山胞生活輔導措施」，及 1998 年通過 8 年二期

的長程計畫『原住民族發展計畫』，只能算是業務單位的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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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匯整，不能算是大方向的政策指導。 

至於政府何時有比較明確對於都市原住民族政策之指

導，我們認為是 1992 年內政部所頒訂的「都市原住民生活

輔導計畫」，行政院原民會成立以後，也繼續辦理第二期的

「都市原住民生活輔導計畫」（陳信木，2002）。 

都市原住民生活輔導計畫，內容涵蓋了居住、教育、經

濟、社會福利等項目，期盼透過本計畫之實施與推動，改善

都會區族人的生活及面臨的困境。也由於政府推展都市原住

民生活輔導計畫，讓都會區的地方政府有所依循，甚至必須

達成具體的成效，都市原住民族政策有了明確的範圍。 

由於 1992 年迄今，原住民族委員會所依循的都市原住

民族政策，基本上還是圍繞在都市原住民生活輔導計畫，對

於都市原住民族政策研究言而，也鮮少有脫離都市原住民生

活輔導計畫之範疇。 

又，因為都市原住民生活輔導計畫，除規範都會區地方

政府在輔導或推展都市原住民事務外，更是透過競爭型的計

畫模式，以此計畫向中央爭取相關經費。因此都會區的各地

方政府，也因為不同的族人居住概況或人群組合，有不同的

發展策略。 

都會區的地方政府，因為都市原住民生活輔導計畫，有

了固定的經費來協助境內的族人同胞，並推展相關輔導的措

施，而這些政策措施同時也成為了學界觀察研究的項目，其

中又以都原的居住政策、產業政策及族語發展政策，是我們

現在所看到的文獻大宗。概覽相關之研究成果，可再細分為

都原計畫的評估研究及個別議題的實證研究兩大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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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都原計畫的評估研究 

都市原住民生活輔導計畫，從 1992 年頒訂以來，共歷

經三期的計畫期程，之後在 2008 年更名為「都市原住民發

展計畫」，持續辦理迄今。在這個過程中，陳信木一直就是

這項計畫推動的重要推手。 

原民會為了瞭解都市原住民生活輔導計畫推動之成效，

在 1998 年委託了謝高橋進行第一期計畫的評估研究，當時

陳信木也擔任協同主持人。到了 2003 年，原民會再次進行

第二期計畫的評估研究，這時候的計畫主持人就換為陳信

木。 

根據這兩次的評估研究內容，其實內容沒有太大的差異，

主要針對都市原住民生活現況分析、都市原住民生活輔導計

畫的成效及執行檢討三大項，進行相關的評估研究，最後再

導入下一期都市原住民生活輔導計畫之研擬。 

從都市原住民輔導計畫到都市原住民發展計畫，我們可

以觀察到，政府持續性關心都會區的原住民族人，雖然我們

可以美其名地說，這樣的計畫有延續性，一直辦理相關的政

策項目，讓都會區的族人同胞能夠持續有所發展；但是，千

篇一律的政策措施，是否能達成計畫的目標及需族人的實際

需求，我們卻很難從評估研究中得到答案。 

再者，由於都市原住民族政策議題，並非學界長期以來

關注的研究範疇，且研究者很難透過自身的力量，進行前項

都市原住民輔導計畫之評估研究。因此，由於研究議題侷限

了研究者，所以在這個相關的評估研究文獻中，就呈現了單

薄的狀況，也很難有對話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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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別議題的實證研究 

我們回顧都市原住民輔導計畫頒訂後，各都會區地方政

府，也針對轄下的都會區原住民族人，進行了一連串的輔導

工作與措施。其中又以都會區族人最關心的住宅政策，是各

縣市政府著力最深。 

其次是在都會區的民族文化傳承工作，如族語的推動。

當然產業的推廣，也是都會區地方政府，一直持續推動的都

市原住民族政策的部分，近年來也看出些成效。以下，我們

就針對這些以都市原住民族政策作為觀察與實證研究的整

理與回顧。 

吳宏霖經由研究發現，在都市原住民住宅政策方面，都

市原住民住宅政策應站在原住民政策、國家整體住宅政策及

社會福利政策的立場來考量，故應將原住民或是都市原住民

視為一需要在住宅政策上扶植之特殊團體，並建立其補貼及

引導之機制，使都市原住民在遷移都市之後皆能「住者有屋

住」，而在一定時間之後，促使其自立以達成「住者有屋住」

之目標（吳宏霖，2000）。 

黃秀瑛試圖以汐止花東新村做為觀察、記錄與研究的對

象，透過因高鐵汐止調車場而引起的拆遷安置事件，對相關

都市原住民的住宅政策提出批判；並從一個全球化發展下的

社會排除與認同政治的分析觀點，來理解原住民的城鄉移民

如何在都市邊緣建立自己的生活空間及如何在這樣的邊緣

場域找到主體位置，進而找到一個突圍的空間（黃秀瑛，

2001）。 

廖傑隆經由研究發現，台北市的語言巢有非常多問題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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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如 1.語言巢政策修正實施方向，以族語家庭化為目標。

2.台北市原住民人口日多，族群語言多樣化。3.語言巢政策

相關問題眾多。4.語言巢政策已達振復目標。5.九階教材無

法滿足臺北市語言巢需求。6.語言巢環境不佳需要改善。7.

語言巢教師缺乏在職進修。8.語言巢教師對於政策看法具有

前瞻性。期盼政府能夠重視，並規劃家長參與語言巢管道，

落實族語家庭化；整合教育局以及原民會的資源。（廖傑隆， 

2007）。 

忠仁達祿斯透過調查研究，將新北市散居在各地的原住

民觀光業者，透過深入的探訪，紀錄相關餐飲產業特色優勢，

並且深入調查與紀錄新北市十家原住民餐廳。研究發現，若

這些店家若能改善菜色上的變化性、烹飪技巧、專人指導協

助、交通上問題、髒亂、鐵皮空間、創新食材等問題，將可

提高餐廳經營優勢，以達到長久經營的目的（忠仁達祿斯，

2013）。 

葛俐慧探討桃園縣推行的都市原住民族的族語復振政

策之現況和問題，分析族語學習家庭計畫之實施概況和問題，

並針對研究發現及結果，提出研究限制與建議，提供主管原

住民族語事務之機關及相關人員規劃相關政策之參考（葛俐

慧，2014）。 

我們回顧上述這些文獻，基本上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就

是這些文獻全部都屬於所謂的學位論文。研究者透過調查研

究與政策分析，也都提出了對於政策的批判與建議，更有如

忠仁達祿斯、葛俐慧的研究者，他們本身就是都市原住民族

人，自然有其獨到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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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如同我們前面所言，都會區的地方政府，在推展

都市原住民族政策的依據，在於都市原住民生活輔導或後期

的發展計畫，基本上是採取「中央定調、地方執行」的方式

推動，這些政策是否滿足或符合各都會區不同都市原住民族

人之需求，不見於這些實證研究的文獻內，遑論從這些文獻

中得知當地都市原住民族人之真實需求。 

四、規劃「都原民族政策」的研究 

《台北縣原住民族政策之研究》在緒論就指出： 

本研究的目的將討論原住民行政局，於 2000 年 7 月成立以

來，在推動都市原住民的相關措施上，是否有可進一步拓展

或擴大規劃的可能性，並預期在原住民生活現況完整調查的

資料基礎上，參考台北縣的執政藍圖與綜合發展計畫，透過

更深入的調查與研究之後，為未來政策提供建議。 

繼而，為求政策能更周延與穩定，以及考量政策之可能性、

發展性與持續性，本研究將從根本面提出一套完整穩固的台

北縣原住民政策，彌補國家偏重原住民鄉鎮的部落，而忽略

都市原住民的政策缺陷。目標在於思考：如何訂定出既具有

文化性且能兼顧原住民各面像發展的政策，塑造一個優質的

生活空間，讓台北縣政府在新時代的原住民政策尚可展現新

的思維並能有足為典範之呈現（林修澈，2004）。 

從上述的闡釋，我們不難發現，都會區的地方政府，也

體認到「從根本面提出一套完整穩固的都市原住民族政策，

彌補國家偏重原住民鄉鎮的部落，而忽略都市原住民的政策

缺陷。」，因此地方政府不再依循過去的中央的統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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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委託學者進行「量身訂做」的都市原住民族政策。 

此外，除了地方政府委託的都原民族政策規劃研究外，

從事都市原住民族研究的學者專家，也開始把研究的重心放

在都原政策的研議，加入更多在地都會區族人的心聲，也企

圖營造符合當地的都市原住民族政策。 

（一）地方政府的委託研究 

從 1960 年代起，新北市一直以來就是都市原住民的重

鎮，除了在新北市是最早形成都市原住民族聚落或稱部落外，

都市原住民族的研究，也是最早在新北市萌芽。因此，新北

市政府也是最早針對轄內的都市原住民族人，委託專家學者

進行制訂都原民族政策之研究。 

在 2000 年，當時的台北縣政府，就委託了王甫昌、夷

將‧拔路兒進行「台北縣的原住民政策」之規劃研究（王甫

昌、夷將‧拔路兒，2000）。接著在 2002 年，委託了長年關

注都市原住民族議題的傅仰止，執行「台北縣原住民族生活

狀況調查報告」（傅仰止，2002）。 

到了 2004 年，台北縣政府委託林修澈，完成了「台北

縣原住民族政策之研究」的規劃案（林修澈，2004）。從 2000

年起，一直到 2004 年，台北縣政府委託三位學者進行專屬

台北縣的都原民族政策規劃研究，這不止是當時的創舉，也

影響到其他鄰近地方政府對都原民族政策的籌劃。 

2005 年，桃園縣政府委託林修澈進行「桃園縣原住民族

語言政策之研究」的規劃案，即可以看出桃園縣政府對於都

會區族人的用心。所以，到了 2011 年，桃園縣政府也自行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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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了「桃園縣原住民族政策白皮書」（桃園縣政府，2011），

其中都市原住民族政策，就佔了相當大的篇幅。 

回顧由都會區地方政府所主導的都市原住民族政策研

究，從中可以觀察到兩個重點。第一，都會區的地方政府，

早已經拋棄過去對於輔導都市原住民族人，如何協助他們適

應都會區的傳統思維，而是將都會區的族人當作「自己人」。

因為他們是這個城市不可區分的部分，所以這些都市原住民

族人，就不是所謂的原鄉移民了。 

實際上，經過 50 幾年的發展之後，都會區的原住民族

人，早已經與原鄉的族人，在生活模式與文化傳承上，有相

當大的不同。如原鄉的頭目可能還維持著過去部落老人政治

推舉，但是都會區的頭目，尤其是都市阿美族的頭目，早已

經是透過民主選舉的方式產生。最重要的是，出生在都會區

的都市原住民族二、三代，甚至已經有四、五代，這些年輕

的族人，早已認同自己是都會區的一份子，因此，這也是促

成都會區的地方政府，必須面對及及早制訂都原民族政策的

推力與助力。 

第二，制訂都市原住民族政策，其實背後的原因，就是

都會區族人的聲音已經不能被漠視。早期，從原鄉遷徙到都

會區的原住民族人，基本上還是少數，但是隨著都市化的進

程加快，原住民族人口快速地往城市傾斜靠攏，都市原住民

成為原住民族社會之常態，加以原住民族人集中的都會縣市，

幾乎都有 1 名以上的原住民族之民意代表，甚至如新北市、

桃園市，光是平地原住民議員，就有三席，若加上山地原住

民議員，這樣的政治力量不可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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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研議的獨立研究 

由於都會區的原住民族人口持續增加，經過數十年之發

展後，都市原住民族人的需求，早已非過去單純談論所謂的

生活適應，許多從事都市原住民族研究的學者專家，也開始

把研究的重心放在都原政策的研議，加入更多在地都會區族

人的心聲，也企圖營造符合當地的都市原住民族政策。 

我們回顧相關研究，研究者透過調查研究之後，提出都

市原住民族政策研議的文獻，茲有下列數篇，相關回顧與評

析如後。 

張元吉以都市原住民在異鄉環境的生活情形做為觀察、

訪談研究的對象，針對台北地區以台灣原住民文化為主題的

公共空間提出建議。從研究對象心中對「原鄉生活記憶」所

詮釋文化活動的觀點，來理解原住民移居都市之後是如何在

主流社會的邊緣地景進行文化活動。最後他提出以下三項的

發現：1.都市原住民自力營造的過程，所創造的原鄉生活情

境，是生活交流的空間。2.以原住民文化為主題的公共設施，

缺乏與都市原住民生活產生關聯。3.由上而下的協力關係營

造的公共設施，顯然無法呈現原住民自主學習的環境（張元

吉，2007）。 

洪國治關注在台灣工業化影響下，原住民基於經濟因素

遷移到都市謀生，由於受到教育程度或勞力素質的制約，一

般技術性的職務，原住民也很難獲得，絕大部份只能委身於

最底層的勞力市場出賣勞力；尤其自 1991 年起，政府開始

引進外勞，首當其衝就屬原住民的就業市場受到嚴重影響，

例如製造業和營建業，就直接排擠掉原住民的工作機會，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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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了經濟來源，失業率居高不下，有的因房屋遭到拍賣而淪

落到溪邊搭違建工寮居住；有的則逐工地而居，居無定所，

過著不甚安定的生活，變成都市邊緣人。他提出建議，供政

府相關單位現行原住民經濟產業的政策之參考：1.扭轉外界

對於原住民的刻板印象。2.成立跨部會的政策推動體系。3.

提昇社員之素質。4.合作關係取代僱傭關係。5.加強經營人

才培訓。6.擴大融資之管道。7.建立專業化導向的原住民勞

動合作社（洪國治，2009）。 

尤天鳴觀察到 2010 年 12 月 25 日，「五都十七縣市」正

式形成，台灣的都市化現象加速進行中，台灣原住民族人口

也快速往都市移動，根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統計，截至

2011年 2月底，已設籍非原住民鄉鎮市地區之「都市原住民」，

人口數高達 219,224 人，佔原位民族總人口數的 42.68%，若

將非設籍在都會區之工作人口計算後，都市原住民族之人口

數，實際上已經佔原住民族總人口數之 50%以上。故他期盼

透過城市、原住民族及文化創意產業三者的關係來討論，如

何在城市發展與民族發展中間，找到發展都市原住民族文化

產業的契機（尤天鳴，2011）。 

李芳儒利用質化訪談的研究方式專注於定義臺北市原

住民族委員會在臺北市政府的定位。研究中訪談現任臺北市

原民會主委、兩位前任主委以及連任 16 年的民選原住民選

區臺北市議員，藉由訪談的過程獲取他們對於臺北市原住民

族委員會的定位的寶貴經驗。他指出，臺北市原住民族委員

會的成立在原住民族近代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如果臺

北市原住民族委員會沒有在 1994 年的 3 月成立，中央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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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壓力下於同年的 12 月成立行政院原民會；其他各縣市

政府也不會陸續成立原住民族的行政單位。最後，他在研究

建議上提出：1.臺北市原住民族委員會需要考量現今都會區

原住民鄉親的期待來重新定位臺北市原住民族委員會的角

色。2.在這個階段我們了解臺北市原住民族委員會仍然處於

一個執行機關的角色，臺北市原住民族委員會應該整合控管

所有原住民相關社會保護系統和社會福利系統並突顯原住

民族文化的獨特性和需求的特殊性。3.臺北市原住民族委員

會應積極制定和修訂合適的原住民族法律條文來支持原民

相關的政策和措施並藉由法的保障來確立臺北市原住民族

委員會在臺北市政府組織中的角色和定位（李芳儒，2013）。 

我們觀察上述數篇文獻，可以發現這些研究，與經由分

析都市原住民族政策議題之實證研究，最大差異就是背後的

企圖心。政策研議的目的在於提供都會區族人之核心需求。 

如張元吉、洪國治及李芳儒的研究，就是要營造以都市

原住民族為主體的政策走向，洪國治與李芳儒更是當地的都

原民意代表，身兼民意代表與研究者，自然其研究與政策建

言，更是能夠有力地影響都會區的地方政府。 

另，尤氏在「五都十七縣市」成型後，希望政府關注都

會區族人之發展，不要再以過去的思維作思考，應該把適合

都會區發展的文化創意產業，作為都原民族政策中，產業政

策的重要發展目標，在城市與民族的發展間，找到最適合都

會區族人發展的利基。 

五、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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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發現 

傅仰止在回顧都市山胞研究時指出： 

綜觀都市山胞的實徵研究，絕大多數仍止於「調查」，甚少

以研究所得來檢討驗證既有的理論。而僅有的調查工作又缺

乏一套一致的方法可資遵循，更為種種條件所限，而無法勾

劃出較為清晰的都市山胞面貌（傅仰止，1985）。 

傅仰止的觀察，套用在當初政府為了擬定都市山胞政策，

所進行的調查研究上，似乎也能有所呼應。我們觀察都市山

胞的政策研究，基本上是統一定調於「生活適應」，對於當

時都市山胞的真實需求，雖有調查、分析，但是這樣的調查

並非純粹以開放式的調查，故我們很難判斷經由這樣的政策

研究後，所擬定的政策是否就是都市原住民族人真實所需。 

又，傅氏在文章中提出，現有的都市山胞實徵研多以社

會調查方法來收集資料，尚缺民族誌的嘗試。今後的研究者

若能兼顧這些民族誌方法，應該更能擴大都市山胞的研究領

域（傅仰止，1985）。 

傅氏在 30 幾年的觀察與建言，若我們回顧環繞「都原

政策議題」的研究之文獻，依然能夠得到驗證。首先，民族

誌研究方法，最重要就是所謂的參與觀餐與深度訪談。以都

原輔導計畫評估研究為例，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兩項都缺乏

之。再者，即便是個別議題的實證研究，基本上也只是學位

論文的層次，對於民族誌研究所要求的蹲點與深入，尚不能

完全滿足。 

過去的文獻大都將「都市原住民」視為一體，忽略個別

族群的社會文化差異以及不同的歷史進程。若單純使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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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原住民」的分類範疇進行學術研究，很容易使研究者忽略

了不同人群既有的社會與文化以及歷史過程的差異，而只能

看見經濟結構上的影響(蔡正良、黃宣衛，2008)。 

（二）研究建議 

表 1：六都直轄市制訂原住民族相關自治條例一覽表 

 自治條例 

直轄市 

 通過時

間 

台北市 

臺北市促進原住民就業自治條例 1999 

臺北市原住民婦女扶助自治條例 2000 

臺北市原住民衛生醫療自治條例 2005 

臺北市原住民族文化保存發展自治

條例 
2009 

新北市 
新北市原住民族文化發展自治條例 2017 

新北市保障原住民族就業自治條例 2017 

桃園市 
桃園市原住民族發展及保障自治條

例 
2016 

台中市 無通過相關自治條例 ╳ 

台南市 無通過相關自治條例 ╳ 

高雄市 無通過相關自治條例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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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 1 來看，由於原住民族人陸續遷徙至都會區成為常

態，都會人口比例也大幅超越原鄉之人口，各直轄市政府亦

制訂相關自治條例為之因應。當制訂自治法規的同時，也同

時宣告，都市原住民族政策從過去的「計畫性質」，進入有

法規可循的「法治性質」；兩者之差異頗大。 

首先，當都市原住民族政策有了法規依循，相關之經費預算

將獲得保障，且對於不友善都市原住民族人之舉措，將有法

可罰。此外，由於各直轄市政府對於原住民族人的態度，從

過去的負擔且負面，一改為多元文化的具體象徵，紛紛提供

更優渥的支援，如桃園市即通過全面性的「原住民族發展及

保障自治條例」，即可證明都市原住民族政策之大躍進。 

    然而，從 1999 年起，台北市首開先河，制訂了第一套

直轄市之原住民族自治條例起，近 20 年的時間，我們尚未

看到學界對於都市原住民族政策法規之研究。且正如前項，

傅仰止提及兼顧民族誌研究方法之建議，學界應可以從相關

都原自治條例著手，進行全面性的「實證研究」，如相關直

轄市政府制定之自治法規後，原住民族人之基礎之家戶調查

研究、人口遷徙回流等議題；又相關無制訂自治法規之直轄

市原住民族需求等，如此方能掌握都市原住民族人的實際狀

態與生活。 

    再者，從相關文獻的回顧上，我們發現不論是「都市山

胞政策」、「都原政策議題」、「都原民族政策」等主題，其探

討的主體皆為民族學的研究範疇，應不容置疑。因此，若研

究者以民族學理論及其研究方法，帶入都市原住民族政策的

研究途徑，應可以提出不同於其他學科的觀察與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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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我們認為，民族學方法應運用在都市原住民族政

策之研究，提供更貼近都市原住民族政策需求之研究觀察，

並且重新建構以都市原住民族之主體性的研究視野，完善都

市原住民族政策的整體論述，當是未來研究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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