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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原住民族的研究如雨後春筍，從80
年代的原住民族運動開始到現在，

我們發現有越來越多的「人」投入與「原住民

族議題」相關的研究，特別是博碩士的學位論

文。本期原教界的主題很特別，我們想要瞭解

截至目前為止，到底已經產出多少本與原住民

族議題相關的博碩士論文？這些學位論文又是

來自哪些學校與系所？是否已經形成一些研究

的能量，而對原住民族當代社會產生影響？

如何搜尋原住民族議題的學位論文

編輯部以有全國博碩士的學位論文的「台

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自由的博碩士學

位論文全文資料庫」做為搜尋的對象，查詢的

標的是「論文名稱」，查詢模式是「精準」；

我們的目的是彙整所有跟原住民族議題相關的

學位論文，所以下什麼「關鍵字」才能達到我

們的目的，就成為本次工作的重要關鍵。

首先我們以「原住民」做為關鍵字，發現

有遺漏，於是再加上「16族」的族稱做為關鍵

字，檢查過程發現還是有疏漏，例如「山地」

一詞，與之相關的論文不少，檢索過程中再加

入巴宰族等平埔族的族稱一併查詢，原來以為

這樣應該算很齊全了，但在整理過程中發現好

像還漏掉一些與族語相關的論文，原來我們的

查詢模式是「精準」，所以用族稱就會漏掉族

語的論文，於是又重新再增加如「阿美語」等

各族語的關鍵字。整個過程耗時耗力，不斷校

正錯誤，最後，我們彙整上述關鍵字搜索到的

論文共計3413篇。這個數字不敢說是最完整的
數字，或許還有一些遺漏的關鍵字，3413篇僅
是在上述的搜尋範圍內所找到的學位論文，也

期待本篇的討論只是個開始，未來希望有更多

人投入原住民族研究的回顧。

3413篇學位論文的分類
3413篇學位論文的數量是相當驚人的，這

些論文撰寫的時間，最早一篇是1966年，距今
（2017年），也過了51年之久。整理這些學位
論文最辛苦的是分類問題，如何判斷並將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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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花費最多時間，疑義的地方也不少，因為

很多論文是跨領域的研究，既可以屬於A也可
以屬於B，然而分類是為了有確定的數字，有
時不免武斷地一刀切，也因為本篇是以全面分

析為重點，所以確定每篇論文的類別有其必要

性，爾後若有需要，可以再深入探討。

我們根據每篇論文的摘要與目錄將3413
篇學位論文分成19類28個主題，19個類別的性
質可以區分為本質性與實務性，本質性的類別

如民族認同、語言、文學、文化、藝術等等；

實務性的類別如教育、傳播、觀光、醫療等

等。（見3413篇學位論文的分類與排序表）關
於每個類別的個別情況討論，我們會在原教前

線做深入的報導分析。

19類學位論文每五年的成長數量
19類的學位論文按照篇數多寡的前10

名為：教育、醫療健康與運動休閒、觀光

產業與經濟管理、文化、語言、土地環境

與災後重建、文學、藝術與創作設計、政

治與政策、民族與認同。數量最多的是教

育類的學位論文，有738篇之多，超過排序
第二的醫療健康與運動休閒的328篇學位論
文一倍以上，教育類的論文為何特別多？

這個現象很值得研究。1966年至1980年的
14年之間，只有12篇相關的學位論文，在
此段時間之後，從1981年開始，以5年的時
間做為區隔來觀察這些學位論文的變化，

我們發現1981年至1995年的論文生產量還
在2位數字的逐步成長，從1996年開始，數
量突增至3位數字，10年後，2006年開始，
平均一年可以產出200多篇的學位論文，截
至2017年為止，數量還在持續成長。

台灣高教廣設研究所與技職院校升格

的年代大約是從1996年開始，目前產生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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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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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與認同 民族與認同 132 132 10
2 語言 語言 227 227 5
3 歷史 歷史 61 61 18
4 社會 社會 123 123 11
5 政治與政策 政治與政策 135 135 9
6 法律 法律 65 65 17
7 舊社、聚落、建築

 
建築與聚落 63 70 15
舊社與考古 7

8 土地環境與災後重建 
 

土地環境 127
199 6災後重建 29

生態 43

9

 
 
 
 
實

務

性 
 
 
 
 
 
 
 

文學 文學 177 177 7
10 宗教 宗教 68 68 16
11 文化

 
 

風俗習慣 116
278 4樂、舞、劇 129

文資與博物館 33
12 藝術與創作設計

 
藝術 96 152 8
創作設計 56

13 教育 教育 738 738 1
14 都市原住民 都市原住民 71 71 14
15 勞工與就業 勞工與就業 89 89 13
16 社工與社福 社工與社福 110 110 12
17 觀光產業與經濟管理

  
觀光產業 252 280 3
經濟管理 28

18 醫療健康與運動休閒

  
醫療健康 256 328 2
運動休閒 72

19 傳媒與數位資訊

 
傳媒 69 110 12
數位資訊 41

總計 　 　   3413

3413篇學位論文的分類與排序表



些學位論文的前三名類別是教育、醫療健康與

運動休閒、觀光產業與經濟管理，從這裡不難

發現這些學位論文的產生與整個教育的大環境

是有連結的關係。

學位論文的民族分類

以論文內容所涉及的民族來分類，3413篇
的學位論文中，有48篇論文內容是關於2個民
族以上的討論，因為是以「民族」為對象的統

計，故重複加總，數量增加至3461篇。
就個別的民族論文數量來看，「泰雅族」

的論文數量最多有2 7 8篇，其次是「排灣
族」，有268篇，兩族的學位論文篇數只差10
篇，相當接近。再其次「阿美族」、「布農

族」都有超過200篇以上的論文，正好這4個民
族的人口數量也超過其他的民族，是否有關

係，可以探討。

以山地為關鍵字的搜尋，資料庫顯現48筆
論文，有20篇論文是在1995年「原住民」正名
之前，當時還未有原住民的稱呼，可以理解。

1995年之後以「山地」名的論文是有指涉的意
涵，例如「山地鄉」、「山地歌曲」，「山地

服務」，以「山地鄉」的討論最多。

屬於全部原住民族大範圍的論文有1826
篇，超過全部論文一半上，從論文內容來看，

這樣的論文是把「原住民族」當成一個整體的

概念來分析所要的討論的事項。就論文的性質

來觀察，討論「原住民族」論文比例上超過80%
的論文分類是「勞工與就業」、「數位資

訊」、「傳媒」，多屬於實務性的學位論文。

相對的低於10%的論文分類是「建築與聚落」、
「宗教」、「風俗習慣」、「舊社與考古」，

這幾個分類項目是屬於本質性的學位論文。我

們就學科的內容來看，不難理解其中差異。

學位論文的學校與系所

3413篇的學位論文，碩士論文為3240篇、
博士論文為173篇，博士論文僅佔全部論文的
0.5%，比例偏低。這些論文來自下表的學校。
其中以東華大學數量最多，共有322篇。其次
是台灣師範大學與台灣大學都超過200篇以上
的論文。超過100篇以上的論文有：台東大
學、政治大學、屏東大學、清華大學、花蓮教

育大學、慈濟大學。但是從博士論文的統計來

看，前三名大學是台灣師範大學30篇、政治大
學29篇、台灣大學23篇，均有超過20篇以上的
博士論文，這三所學校的共通點是地理位置都

在台北市，台灣師範大學與政治大學主要是人

文社會科學的領域，這應該也有利於本土博士

論文的產出。

再把範圍縮小從論文產出的系所來觀察，

博碩士論文產出最多的系所是政治大學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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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5年學位論文成長的數量圖

民族 數量 民族 數量 民族 數量 

原住民族 1826 8S賽夏族 53 道卡斯族 6 
山地 48 9Y雅美族／達悟族 90 巴宰族 6 
1A阿美族 216 10O邵族 23 拍瀑拉族 4 
2T泰雅族 278 11K噶瑪蘭族 28 西拉雅族 22 
3W排灣族 268 12U太魯閣族 98 馬卡道族 3 
4B布農族 201 13Z撒奇萊雅族 13 凱達格蘭族 2 
5R魯凱族 99 14Q賽德克族 26 巴賽族／馬賽族 2 
6P卑南族 46 15L拉阿魯哇族 4 巴布薩族 2 
7C鄒族 86 16V卡那卡那富族 9 噶哈巫族 2 
總計 3461  

 

民族別論文數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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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有94篇的學位論文，其次是東華大學的族
群關係與文化系，有92篇的博碩士論文。前者有
優良的歷史傳統，1977年的邊政研究所時代就有
與原住民族議題相關的論文產出，1990年之後，
因研究所新設台灣原住民組，吸引許多原住民學

生就讀，也帶動了台灣原住民族的研究。後者是

專為原住民族設立的民族學院，該系所是民族學

院成立最早，學生人數也最多的系所，對原住民

族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影響。

學位論文的指導老師

我們再進一步查詢哪些系所的老師指導的

學位論文數量最多，這應該可以反應這些系所關

注與長期經營原住民族議題的研究。我們從3413
筆資料中尋找指導學生超過10位以上的老師，共
有38位，分佈在11個學門領域。

民族學領域（文化人類學／族群關係）的

指導教授最多，共有11位指導過10篇論文以上的
老師，其中政大民族學系名譽教授林修澈老師指

導的學生論文篇數最多，有20篇博碩士論文，博
士有11篇，碩士有9篇，民族系在原民界的發展
與影響在此奠下基礎。而東華大學是以教師人數

取勝，有四位老師，指導超過65篇學位論文。
教育學領域有6位教授指導的學生超過10

位，數量最多的是吳天泰教授，指導學生的論文

有29篇之多。吳天泰教授指導的學位論文超過三
分之二與原住民族教育相關，故將之列在教育學

研研究究原原住住民民族族整整體體為為主主之之論論文文比比例例表表  

 原篇數 原住民族主題 比例 論文分類論文分類  原篇數 原住民族主題 比例 
勞工與就業 89 78 88% 文學 177 89 50% 
數位資訊 41 35 85% 創作設計 56 28 50% 
傳媒 69 55 80% 土地環境 127 60 47% 

經濟管理 28 22 79% 藝術 96 31 32% 
法律 65 51 78% 民族與認同 132 40 30% 

都市原住民 71 52 73% 樂、舞、劇 129 39 30% 
災後重建 29 21 72% 社會 123 35 28% 
教育 738 531 72% 生態 43 9 21% 

政治與政策 135 96 71% 語言 227 44 19% 
社工與社福 110 78 71% 歷史 61 11 18% 
運動休閒 72 50 69% 建築與聚落 63 10 16% 
醫療健康 256 176 69% 宗教 68 9 13% 
文資與博物館 33 21 64% 風俗習慣 116 7 6% 
觀光產業 252 148 59% 舊社與考古 7 0 0% 

 

研究原住民族整體為主之論文比例表 各院校別碩博士論文產出數量表

校院名稱 碩士 博士 總數 校院名稱 碩士 博士 總數

東華大學 314 8 322 高雄大學 10 0 10
台灣師範大學 193 30 223 交通大學 8 1 9
台灣大學 186 23 209 長榮大學 9 0 9
台東大學 197 0 197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6 2 8
政治大學 156 29 185 中央大學 8 0 8
屏東大學 120 2 122 義守大學 8 0 8
清華大學 102 7 109 台中科技大學 8 0 8
花蓮教育大學 105 3 108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8 0 8
慈濟大學 102 1 103 國防大學 7 0 7
高雄師範大學 87 8 95 嶺東科技大學 7 0 7
中正大學 81 2 83 中台科技大學 6 0 6

文化大學 69 4 73 長庚大學 6 0 6
暨南大學 64 6 70 中國醫藥大學 5 0 5
高雄醫學大學 63 5 68 美和科技大學 5 0 5
屏東科技大學 62 0 62 海洋大學 5 0 5
新竹教育大學 48 1 49 高雄餐旅大學 5 0 5
東海大學 42 6 48 台灣科技大學 5 0 5
台北教育大學 47 1 48 中國科技大學 4 0 4
台中教育大學 48 0 48 東方設計學院 4 0 4
台南大學 46 1 47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4 0 4
佛光大學 45 1 46 南開科技大學 3 0 3
成功大學 37 8 45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3 0 3
輔仁大學 43 2 45 崑山科技大學 3 0 3
嘉義大學 44 1 45 康寧大學 3 0 3
台北市立大學 42 2 44 景文科技大學 3 0 3
南華大學 43 0 43 華梵大學 3 0 3
靜宜大學 42 0 42 萬能科技大學 3 0 3
逢甲大學 39 0 39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3 0 3
中山大學 36 2 38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3 0 3
彰化師範大學 31 3 34 聯合大學 3 0 3
亞洲大學 34 0 34 大漢技術學院 2 0 2
台北大學 32 1 33 中華科技大學 2 0 2
中興大學 30 2 32 育達科技大學 2 0 2
東吳大學 31 1 32 明道大學 2 0 2
台南藝術大學 30 0 30 真理大學 2 0 2
樹德科技大學 28 1 29 健行科技大學 2 0 2
台灣藝術大學 28 0 28 聖約翰科技大學 2 0 2
淡江大學 27 0 27 實踐大學 2 0 2
世新大學 27 0 27 醒吾科技大學 2 0 2
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24 1 25 環球科技大學 2 0 2
銘傳大學 25 0 25 元培大學 1 0 1
台北藝術大學 21 2 23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1 0 1
台北醫學大學 20 0 20 文藻外語學院 1 0 1
雲林科技大學 16 2 18 弘光科技大學 1 0 1
陽明大學 17 0 17 正修科技大學 1 0 1
朝陽科技大學 16 0 16 立德大學 1 0 1
中原大學 13 2 15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1 0 1
大葉大學 15 0 15 明志科技大學 1 0 1
開南大學 13 0 13 虎尾科技大學 1 0 1
台北科技大學 13 0 13 高苑科技大學 1 0 1
中華大學 11 1 12 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 1 0 1
玄奘大學 12 0 12 崇右技術學院 1 0 1
元智大學 10 1 11 勤益科技大學 1 0 1
大仁科技大學 10 0 10 龍華科技大學 1 0 1
南台科技大學 10 0 10 警察大學 1 0 1

碩士論文計3240篇    博士論文計173篇    共計3413



領域。其次是陳枝烈教授，他指

導22篇與原住民教育相關的學位
論文，有一定的影響力。

語言學方面的研究也值得

注意，有4位教授指導超過10篇
的原住民族語言的學位論文，有

高師大台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

所魏廷冀、台大語言所宋麗梅、

清華語言所黃慧娟、竹教大（已

與清華合併）葉美利，分別佔據

台灣北中南，成為原住民族語言

學的研究重鎮。

公共衛生與健康醫療也有

葛應欽、廖宏恩、許木柱、鴻

義章4位教授長期經營這塊領
域。許木柱、鴻義章兩位教授

在東部的慈濟大學，討論原住

民族健康醫療，慈濟大學扮演

重要的角色。

文學領域有浦忠成、孫大

川、陳器文三位教授指導超過

10篇的學位論文，以浦忠成教
授指導的28篇論文數量最多，
浦教授指導的論文類型多樣，

但是文學研究仍佔其指導的論

文的大宗，故仍將其列為文學

領域的指導教授。其次是孫大

川教授，亦指導22篇的學位論
文。兩人是可以算是原住民族

學界重要的學者，在原住民族

文學領域有重要的地位。

其他在民族音樂領域的吳

榮順、蔡宗德；民族藝術領域

的萬煜瑤、王昱心；社福/勞工
領域的郭俊巖；地政領域的顏

愛靜；建築領域的關華山；觀

光休閒領域的掌慶琳，均指導

超過10篇以上的學位論文，也
都是其學門領域的翹楚。

原住民族議題學位論文的省思

看似蓬勃發展不斷增加的

原住民族議題的學位論文，真的

是一門新興顯學？還是這只是數

量龐大為取得學位的應付之作？

例如在教育類的738篇的論文
中，有些論文的名稱怎麼看都無

法理解是一篇學術論文？論文的

品質參差不齊，這對原住民族的

研究是否有助益？

然而，從另外一面來思

考，3413篇的學位論文涉及面
向多元，醫療、健康、觀光產

業的論文為數不少，很明顯可

以看出屬於實務性的學位論文

偏多，這些論文或多或少增加

上述19個分類領域的專業知
識，不但累積原住民族知識體

系的建構也提供民眾對原住民

族各種面向的理解。我們面對

這些數量龐大的論文，應該要

進一步思考，如何善用這些論

文，或是引導更多未來的學子

們參與對原住民族有助益的議

題研究。本文僅是拋磚引玉，

期待未來更多的原住民族學位

論文能在前人建立的基礎繼續

紮根，讓論文不僅有廣度的延

伸發展也能有深度的品質內

涵。

系所別論文產出數量排名

排

名
學校 系所 篇數

1 政治大學 邊政系／民族學系所 94
2 東華大學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所 92
3 東華大學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所

／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

學系

67

4 台東大學 教育學系／所 60
5 台東大學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

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碩

士班

44

6 清華大學 語言學系所 42
7 台灣大學 考古人類學系所 41
8 台灣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32
9 花蓮教育大學 多元文化（教育）研究

所

32

指導教授指導論文統計表

學校 指導教授
單獨

指導

聯合

指導
總計

民族學／文化人類

學／族群關係

林修澈 19 1 20
高德義 18 1 19
童春發 16 4 20
蔣斌 16 1 17
陳毅峰 12 4 16
陳茂泰 12 2 14
張駿逸 12 　 12
謝世忠 11 2 13
潘英海 10 2 12
紀駿傑 10 　 10
譚昌國 10 　 10

教育學

吳天泰 25 4 29
陳枝烈 22 　 22
熊同鑫 16 　 16
譚光鼎 11 　 11
劉美慧 10 1 11
洪泉湖 10 　 10

語言學

魏廷冀 20 　 20
宋麗梅 17 1 18
黃慧娟 12 　 12
葉美利 11 　 11

公共衛生／

健康醫療

葛應欽 15 3 18
廖宏恩 12 1 13
許木柱 9 4 13
鴻義章 3 7 10

文學

浦忠成 18 10 28
孫大川 10 12 22
陳器文 9 1 10

民族音樂
吳榮順 12 　 12
蔡宗德 10 　 10

民族藝術
萬煜瑤 14 　 14
王昱心 11 1 12

社福／勞工 郭俊巖 10 1 11
地政 顏愛靜 9 6 15
建築 關華山 8 3 11

原住民族議題
的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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