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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
80年代初原住民族運動的興起，原
住民族各項議題之研究明顯有逐年

增加的趨勢，尤其自90年代開始形成一定幅度
的成長趨勢，儼然成為台灣的一門顯學。

原住民族相關議題的學位論文

根據「台灣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資料庫

搜尋出來與原住民族議題相關的論文，共計

3413篇。其中以「原住民／族」整體概念為研
究主題高達1826篇，是篇數最多的主題；以
「山地」為研究內容者，有48篇；至於以「民
族」為研究內容者，則共計1539篇。

進一步分析以「民族」為研究之篇章，包

含原住民族各族及平埔族各族，惟研究篇數的

多寡差異很大。以篇數多寡分類來看，大約可

分為（一）200-300篇數；（二）50-100篇數；
（三）10-50篇數（四）10篇以下約等四種。第
一種篇數的民族有泰雅族、排灣族、阿美族、

布農族等，明顯與其民族人口數成正比的趨

勢。第二種篇數的民族有魯凱族、太魯閣族、

雅美（達悟）族、鄒族及賽夏族等。值得一提

的是，太魯閣族是2000年以後被認定的新民
族，然其該研究篇數卻多於其他民族，顯示該

民族受到高度重視。第三種篇數的民族有卑南

族、噶瑪蘭族、賽德克族、邵族、西拉雅族及

撒奇萊雅族等。其中有4族均為2000年新認定的
民族，相關研究正逐步展開；其次，西拉雅族

研究可以說是平埔民族研究裡最多的一族，除

了受到一定程度的關注外，與近年該民族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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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熱絡有極密切關係。第四

種篇數之民族，除了近年新認

定的卡那卡那富族、拉阿魯哇

族，多數為平埔各族之研究，

包括道卡斯族、巴宰族、拍瀑

拉族、馬卡道族、凱達格蘭

族、巴賽族及巴布薩族等。顯

示新認定民族及平埔族各族研

究尚待展開與耕耘的研究議

題。

整體研究尚待開發及耕耘

從議題研究觀之，略可分

為19類研究議題，而各項議題
之多寡差異也不小。其中以教

育類最多，高達738篇；其次
是運動休閒與醫療健康類有

328篇；再者為經濟管理與觀
光產業類有280篇。而篇數不
算少，且約200篇以上的研究
議題有文化類及語言類。110篇以上的研究議題
包括社工與社福、傳媒與數位資訊、社會、民

族與認同、政治與政策、藝術與創作設計、文

學及土地及環境等。而研究篇數較低落的議

題，包括歷史、法律、宗教、舊社聚落與建

築、都市原住民及勞工與就業等。固然「土地

及環境」、「社工與社福」等研究已有一定成

果，但仍有相關議題尚未展開，例如「土地及

環境」研究針對土地環境、災後重建及生態等

研究議題，但尚缺乏「傳統領域土地劃設」之

相關研究；至於「社工與社福」研究，則尚缺

乏「長期照顧」及「部落文化健康站」等相關

政策之研究。又如，約半數人口持續設籍在都

市之族人而言，都市原住民除了就業與勞工研

究議題之外，應該還有更多面向值得探究；新

興議題而言，與部落運作組織息息相關的部落

公法人、部落或民族議會等

政策，可以說是待耕耘的研

究議題。由上述顯示，除了

呈現整體原住民族研究各項

研究議題之分布與發展之

外，也反映了待開發及耕耘

的研究議題。

研究與政策推動的關係密切

我們同時發現，上述研

究較為低落或欠缺的研究議

題，在一定程度上與本會推

動政策有極密切關係，由此

本會應重新檢視目前原住民

族整體研究概況及各項議題

之研究發展提出評估，除了

持續發展各項研究議題外，

更應有積極作為—主動引導

並規劃原住民族研究之各項

議題。諸如獎勵配合本會推

動政策之研究及計畫，甚至成立本會「原住民

族學術發展委員會」，以規劃、審議及評核原

住民族知識體系之發展。

建構全面性的知識體系及發展

本會為獎勵原住民族研究，透過自1999年
起即實施「原住民專門人才獎勵要點」，以及

每年辦理「原住民族研究論文發表會」，累積

相當豐碩成果。我們期待，檢視目前整體原住

民族研究之各項議題，除了持續發展蓬勃的研

究議題之外，如何提振處於研究較為低落的議

題，以及更進一步透過主動引導規劃原住民族

各類研究議題之發展，與時俱進，且趨向平

衡，全面性建構原住民族知識體系及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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