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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3日新《原住民身分法》公告施
行。新法是為了因應民國111年憲判字

第4號「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之原住民身
分案」的違憲判決結果，所做出的修法。新法較舊法

新增多條條文，最重要是修訂第三條「身分取得規

定」。新法第三條較舊法新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取用漢人姓名並以原住民族文字並列父或母所屬原

住民族之傳統名字。」行政院對新增條文說明如下：

「⋯本法採認同主義，所謂認同表徵係指當事人彰顯

自我認同之外在客觀表徵而言⋯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取用漢人姓名並以原住民族文字並列父或母所屬原住

民族之傳統名字而取得原住民身分者，係以並列傳統

名字為其認同表徵⋯」新法修正通過後，原民會發出

新聞稿，指出並列「原住民族文字傳統名字」（以下

簡稱「傳統名字」）能「深化個人與所屬族群之文化

連結。」

並列傳統名字 今昔規定比較
並列傳統名字，首見於2001年修正的《姓名條

例》。2001年《姓名條例》第四次修正，漢人姓名
「得」並列傳統名字登記。時至今日，《姓名條

例》第1條第2項仍是用得字：「臺灣原住民及其他
少數民族之姓名登記，依其文化慣俗為之；其已依

漢人姓名登記者，『得』申請回復其傳統姓名；回

復傳統姓名者，得申請回復原有漢人姓名。但均以

一次為限。」第4條第1項規定：「臺灣原住民及其
他少數民族之傳統姓名或漢人姓名，均『得』以傳

統姓名之羅馬拼音並列登記。」值得注意的是，在

《姓名條例》中，並列傳統名字是原住民身分者才

「得」取用。法律條文中的得，是指可以、都行，

有選擇空間，當事人可以自主決定。但在新身分法

中，並列傳統名字變成一種「規定」，當事人若選

以該款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並列傳統名字就是應

該、必須、只能這樣、沒有其他選擇。因此，新身

分法公告後「規定並列傳統名字」的發生情形，會

與之前「得並列傳統名字」時的情形，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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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身分法施行至今，已滿6個月。依據內
政部公開的現住原住民人口數統計，2024年6月
底原住民人口數為601,951人，較2023年12月底
589,038人，增加12,913人（2024年前半年）。
相較之下，2 0 2 3年6月底原住民人口數為
586,538人，較2022年12月底584,125人，增加
2,413人（2023年前半年）。一年之間，原住民
前半年人口從增加2,413人，成長為增加12,913
人，成長5.35倍。區域增加狀況，非六都隔年
前半年增加數從213人成長為4,044人，六都則
從2,200人成長為8,869人，顯示非六都增加人數
雖大增，但增加最多人數的地區仍是六都。

新身分法中並列傳統名字規定的影響
觀察內政部公布的原住民回復傳統名字

統計，更可看出新身分法中並列傳統名字政

策的影響。2023年全年原住民申請漢人姓名

並列傳統名字總計265
人。此人數過去10年間
沒有太大改變。但2024僅前半年，原住民申
請漢人姓名並列傳統名字增加至11,189人。因
內政部未公布月分別統計，無從得知2023前
半年申請人數。假設2023前半年申請人數是
全年265人的一半，即127人，比上2024前半
年申請人數11,189人，則2024前半年以《原住
民身分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申請取得原

住民身分者，為過去申請漢人姓名並列傳統

名字的88.1倍。
這其中亦包括許多原先已取得原住民身

分者。過去他們從原住民父母漢姓取得原住

民身分，今日為了適用新規定，改從非原住

民父母漢姓，並依規定並列傳統名字。另外

許多是過去未有原住民身分，新申請從非原

住民父母漢姓，並依規定並列傳統名字。以

《原住民身分法》新訂「並列傳統名字」規定的現實發展

政大執行《原住民族人名譜》計畫時，在各族召開公聽會共計25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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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兩種申請者並列傳

統名字都係依照規

定，與新法通過前係

自主選擇，存在差

異。一些申請者直接

要求原民或戶政單位

幫他們選擇傳統名

字，說自己完全不清楚什麼是傳統名字、不

知道為什麼要這麼麻煩。一些申請者想方設

法直接將漢人姓名的讀音進行改造，說服戶

政人員這是原住民族文字傳統名字。甚至有

申請者覺得麻煩，便宜行事讓全家人並列同

一個傳統名字。這些偏差狀況與2023年行政
院修法說明中強調「彰顯其認同意識」的目

的相左，與2001年《姓名條例》初創並列傳
統名字的目的相左；申請者將並列傳統名字

作為獲得原住民身分的工具，捨棄自己的民

族意識讓戶政人員、而非族人提供傳統名

字，讓自己再回到50年代、國民政府初期由
戶政人員決定名字的錯誤狀態。

研發原住民傳統名字拼音系統音譯規範指引
為因應以上事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

研究發展基金會於2024年5月的立法院內政委員
會提出，積極辦理「研發原住民傳統名字拼音

系統音譯規範指引」，預計於2024年底完成第
一階段工作：1.將2014年彙編的《原住民族人
名譜》數位化，由各族語推組織共同檢核書寫

及錄音，並研商後續增補機制；2.建置原住民
傳統名字平臺，供民眾瞭解各族名制、查詢族

語名字之書寫及發音，並將研擬民眾查找不到

名字之協助機制。原住民族委員會亦於2024年6
月上網招標「原住民族回復傳統名字資訊網建

置及維運」勞務採購案，專案目標「為提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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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年執行完成《原住民族人名譜》計畫後，2016年原教界67期2月號推出「原住民族的人名」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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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對於原住民族傳統名字的認識，沿用本會官

網系統建置原住民族回復傳統名字資訊網，提

供原住民身分登記相關最新法規資訊、身分申

辦作業程序及各族傳統名制等相關資訊，並規

劃設置傳統名字相關影音資料，促進外界對於

原住民族傳統名字制度的了解。」

應持續推動修正傳統名字配套法案
因該法施行至今僅過6個月，許多事態仍

需持續觀察，甚至許多配套措施，也應持續

推動修正。《姓名條例》第5至7條明示，國
民依法令之行為、學歷、資歷、執照、證

件、財產相關登記等，都應使用本名。未使

用本名者，失效。但法律位階是「國籍證

明」的我國護照，規定卻未完整。外交部領

事事務局 2 0 2 2年 7月 8日於官網上「護照
Q&A」網頁中，針對「我是已經回復傳統姓
名的原住民，請問我可以在護照的外文姓名

登載我的傳統姓名嗎？」問

題，以「1.已回復傳統姓名的

臺 灣 原 住 民 及 其 他 少 數 民

族，可以選擇以姓名並列的

羅馬拼音，或是以中文姓名

的國家語言讀音逐字音譯為

英文字母作為護照的外文姓

名…3.為避免與世界多數國家

民眾命名的方式不同，而造

成持用上的困擾，建議申請

人可以優先考慮將該傳統姓

名 的 羅 馬 拼 音 改 列 於 護 照

『外文別名』欄位」進行回

答。簡而言之，外交部並不

積極配合傳統名字，忽略傳

統名字已是英文字母構成，作為外文姓名無

任何門檻，卻仍提倡原住民以漢人姓名讀音

音譯作為外文姓名，「優先考慮」傳統名字

以「外文別名」呈現。事實上，許多原住民

早已取用單列漢字傳統名字、甚至單列原住

民族文字傳統名字（2024年5月14日《姓名條
例》修正案三讀通過）。因此，以原住民族

文字傳統名字當作外文姓名，完全沒有問

題。希望外交部也能積極配合，進行《護照

條例》修正，若原住民有並列傳統名字，應

比照《姓名條例》第5至7條規定，應以同為
本名的原住民族文字傳統名字為外文姓名。

《原住民身分法》新訂「並列傳統名字」規定的現實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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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大安區人。1970年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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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者保護協會理事長。

每年台北市文獻會舉辦的「創意族譜展覽」都會特別介紹原住民族的命名

方式，這是今年5月11日舉辦的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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