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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森林的地方就有原住民；有原住民的地方就有

森林。這句話道出原住民與森林密切不可分

性。原住民長期居住山林地區，其生活空間與山林區

位高度重疊，台灣山林制度之推行直接、間接影響原

住民社會生活發展。相對地，原住民傳統山林生活文

化及民族慣俗，某方面亦與相關政策、制度相違抑或

衝突。原住民社會面臨問題不外乎以經濟產業發展、

土地使用與管理及傳統生活（文化）慣習之延續等三

大問題。從過往歷史論，原住民一直處在被殖民及依

附於統治者所制定之社會規範下，養成一種歸順、平

和無爭之生活態度在這個土地上生存。本文擬從台灣

林業制度對原住民自然資源利用上之權益與林業法規

之調適提出個人淺見。

台灣近代林業之演變與法規之調適

台灣光復初期各項建設，千頭萬緒，政府在經費

有限情況之下不得不在籌措財源中偏重於經濟收益為

目標。現今經濟蓬勃發展，一切政策亦因環境演變做

相應之調適，此從林業主管機關，由最初之生產機構

林產管理局改組為省營事業單位林務局，至1989年7

月又改制為省屬行政機構（現轄屬中央農業委員

會），且營林政策亦從過去經濟效益轉變為注

重國土保安及提供社會大眾育樂環境。其法規

之演變與調適試舉如下。

（一）森林法：森林是解決原鄉社會發展

重要資源與元素，漂流木之利用可滿足原民文

化之傳承，如雕刻之傳統技藝；段木香菇可解

決原民部落產業發展。2004年森林法修正針對

原住民傳統生活上森林主副產物利用之規範，

美意良善，但實務操作繁雜且執行案例不多。

我認為，原住民於台灣社會既屬特殊國民，即

應以特殊法令規範，任何繁文縟節只會讓原住

民怯步，徒法便不足以自行。如漂流木之撿拾

規定颱風或豪雨後一個月內，先經主管機關打

撈現場註記、清理，一般將具有標售價值（珍

貴木）清理打撈後始開放一般大眾撿拾，試問

不具經濟價值漂流木對當地原鄉住民有何實

益？不過是替政府機關代為清理河道之安全之

能。筆者建議漂流木凡位於原住民保留地範圍

之主、次要河川者，應全數歸屬當地原鄉所

有，由當地行政機關依林產處分規則負責統籌

打撈，增進原鄉經費來源用之於民，而非採專

案採取或以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之

用途為限之規定。然如屬盜伐型態之漂流木則

歸屬國家，避免民眾以撿拾漂流木為名，行盜

伐之實。

段木香菇產業是多數原鄉發展產業，而段

木來源一直是該產業無法永續推動之瓶頸，筆

者主張應鼓勵原鄉推廣自力栽植香菇需用樹種

外，林務局可就位於傳統領域內所直營造林可

資利用為香菇段木之樹種給予提供並訂定提供

利用之規範。如申請之部落或團體砍伐之跡

地，政府部門（林務局）即交由申請者負責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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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木打撈清理、註記、載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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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事件（部落至林務

局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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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

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與原住民族委員會2012年發布「原住民

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

動物管理辦法」，以兼顧野生動物族群之永續

生存、生物多樣性之保存目標，和原住民族傳

統文化祭儀之實踐與傳承。筆者曾於新竹縣五

峰鄉和平部落試擬該部落基於祖靈祭申請獵捕

野生動物，但實務操作上尚有討論修正必要。

原住民族基本法立法公布實施以來，在實

務操作上仍受到相關法令或機關限制與漠視。

原住民族基本法應該是解決原住民土地、文化

甚至產業推展之最佳利器。然過去諸多案例顯

未能彰顯法制帶給原住民之權益。如傳統領域

之劃定只是原住民族委員會單方主導要求地方

政府及鄉鎮劃定，而不是跨部門之協商合作共

同完成。若經劃定之傳統領域地最終不受它機

關或利益團體所接受，劃定作業亦是徒然。

結論

年前於總統府設置「原住民轉型正義委員

會」，在近代國家民主化歷程中，轉型正義扮

演重要角色，從國際經驗來看，若干民主國家

對於轉型正義之處理係著眼過去國家對於族群

的壓迫與同化層面來積極處理，如美國、加拿

大、澳洲與紐西蘭等。政大國際事務學院法學

碩士江子揚提出所謂「族群主流化」一詞稱：

族群主流化觀點涵涉各級政府部門具備基本的

族群敏銳度，並讓社會大眾意識到每個人都是

族群關係的當事人，進而促使多元族群都能共

同參與社會主流的建構，其中，就消極面向而

言，政府單位須避免歧視，但也要正視族群差

異，同時排除政策制定上預設的優勢族群思考

模式；在積極面向部分，則須力促國家社會各

層面多元族群的參與和建構機會，即「共同參

與主流的建構」，因此原住民族得以進入台灣

社會主流，進而實踐不同族群間的對等互動。

過去台灣林業法令及政策之制定並未讓台灣原

住民參與，以至於造成現行林業經營與原住民

社會需求之扞格。觀諸現行林業法令，確實較

以往更接近並符合山村原住民生活環境利用與

需求，而問題尚取決於如何落實法令及主管機

關（包括基層公務人員執法心態）思維之調

整，畢竟改變也常是政策適應與停滯之主因。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確保並分享森林生態

系之服務價值，積極推動適地發展林下經濟政

策，以振興山村經濟並提升林農營林意願，特

於今年4月18日訂定發布有關「林下經濟經營使

用審查作業要點」，其技術規範林下生產森林

副產物名稱1.段木香菇與木耳2.台灣金線蓮3.森

林蜂產品。本政策在尚未定案前，林務局新竹

林區管理處與賽夏族簽訂夥伴關係，雙方企圖

尋求互為協助之資源方案，業於一年前開始推

動部落產業，提出林下經濟之養蜂產業，新竹

林區管理處提供人才培育及蜂箱材料，及相關

產業可能面臨瓶頸問題之諮詢，並經農業委員

會同意協助後續產銷事宜，展開原住民族與機

關互動之新頁，也或許會是成就一個族群產業

發展的契機，吾人期待之。

台灣林業與原住民自然資源利用

朱劍鳴

賽夏族，新竹縣五峰鄉大隘村

大隘部落人，1966年生。國立
中興大學森林研究所碩士。現

任新竹林區管理處大湖工作站

主任。

砍伐區之造林工作，一來可促進住民當地就業

機會及經濟產業得以循環，二則達到減碳及林

木永續經營利用之效。

（二）原住民族依傳統慣俗採取林產物管

理規則（草案）：2005年泰利颱風侵襲台灣，

通往新竹縣尖石鄉司馬庫斯道路因風災道路邊

坡崩塌之台灣櫸木由部落青年再運回部落，時

遭甫上任之橫山警察分局長當場查獲，衍生後

續所稱「司馬庫斯櫸木事件」。引發討論原住

民傳統領域內之森林產物之利用議題。為因應

原住民未來使用森林主副產物之需，農委會與

林務局於2016年會銜公告「原住民族依傳統慣

俗採取林產物管理規則」草案，希冀透過訂定

一個對原住民合情、合理、合法之林產物採取

制度，以滿足原住民族傳統慣俗利用森林主副

產物之需，案經相關機關及專家學者召開多次

研商會議迄今未能就管理規則草案形成共識。

而其面臨困難不外乎是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

範圍尚未依法確認，二為各族生活慣俗所需採

取種類繁雜。筆者認為應不待傳領土地之劃

定，林務局可先就各部落個案所需森林產物之

需要做個別試辦申請，一來滿足原民部落林產

物之需，二則作為未來規則實施之示範以為執

行通暢。

（三）野生動物保育法：野生動物保育法

第21條之1（2004年修正）規定，台灣原住民族

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宰殺或利

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第17條第1項、第18

條第1項及第19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限制。前項

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行為應經主管機

關核准，其申請程序、獵捕方式、獵捕動物之

種類、數量、獵捕期間、區域及其他應遵循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

主管機關定之，為本法之原住民族條款。並依

此訂定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

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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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類穿山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