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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
法律相關議題的學位論文，其中

碩論61篇、博論4篇，共計65

篇。以下根據各院各校系所的研究、每年論文的出

版、論文內容的民族別與議題來分析。

各院校各系所的研究

透過全國碩博士論文的盤點分析，可以一窺各院

校在原住民法律議題上，研究的多寡及分布。其中以

台大15篇為最，東華12篇次之，政大7篇居第三，然

而這3所大學中產出篇數最多的系所，台大以法律系

為主，佔總篇數的80％；東華則是財經法律系與民發

所為主，各佔41.6％，政大以民族系與法律系為主，

各佔28.6％。

若是進一步探究，65篇中論文產出的系所，分為

法律、民族、政治、其他四大類別，主要以「法律」

科系為主，包括財經、科技法、犯罪研究等系所；

「民族」科系有民族系、民發所、族群所、南島所

等；「政治」相關科系除政治系之外，還有公共安

全、公共事務、國家發展等系所；「其他」類別則是

藝術、音樂、森林自然資源等系所。

論文出版的年代

論文出版的年代分布，以2010、2011發表之論文

數量為最。然而，若以每五年做

為一個斷代，自2006年起，每年

平均發表4至5篇原住民法律相關

議題的論文。

民族別的研究

從民族別論文比例圖中可以

發現，法律類別論文涉及原住民

的探討，多以「原住民」主體做

為討論對象（共佔51篇，78.5

％），其次則是以單一原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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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對象，其中又以泰雅族為主（共4篇，佔單

一原住民族論文中28.6％）， 4篇論文當中，皆

以日治時代的背景前後做對照，其社會背景下

的總督府法治和泰雅族自有的傳統協調方式，

延續至今的變更與反思。另有少數篇論文則以

兩個原住民族為對照舉例，以凸顯原民文化的

生活習慣和法律之間的衝突。

法律議題之內容分析

最後，以內容面做為本篇的總結，由以上

三大點可以歸納出，在時間的推動和原住民族

意識的抬頭，社會氛圍不僅會影響著法條的訂

定，還會影響著原住民族在台灣生活的各種面

向，進而間接從全國碩博士論文中，一窺每個

年代人們所關注的議題。在這65篇法律相關的

原住民族研究論文當中，若以年代為主軸推

進，則會發現：內容以自然土地的議題為先，

後續接著為文化的衝突與反思，原住民文化保

存的智慧財產權、原住民生活習慣，以及法律

授予權利與正名下的原住民族自治意識、法律

與原住民文化的相斥性、原住民的升學優待方

案等。後期則出現在科技研究上的議題，如醫

學研究的倫理。

若以法律內容為討論主軸，其中以智慧財

產權13篇、土地權11篇、立法過程9篇，居前

三。再以碩博士論文內容比較，博論研究內

容，大多以國家總體觀點出發，主要涉及權力

關係、政策選擇與稅捐徵免等。而碩論，以研

究身分認同及其文化等面向，佔較多篇幅。

1996年原民會的成立帶動原住民族的社會

風潮和政府焦點的轉向，2007年原住民族傳統

智慧創作保護條例的成立，看見原住民族文化

的保存意識，2011年的《原住民語言認證檢

定》出現，一步步調整升學管道以保障原民學

生。期許未來法律議題的學位論文能協助原住

民族解決更多適應現代社會產生的法律糾紛與

深究原住民族在政治、教育、經濟等權利的發

展。透過這些學位論文讓生活在台灣這塊寶島

上的人們，能更加重視彼此的文化，在法律之

前看見生活，在法律之後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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