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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
都市原住民相關的學位論文，有

博論3篇、碩論68篇，共計71

篇。第一篇探討都原議題的論文為1988年台師大地理

所吳豪哲碩論《阿美族山胞城鄉遷移與生活調適之研

究：以原住地東部富田社區及移住地台北近郊山光社

區為例》，此後整個1990年代只產出5篇相關論文，

且田野範圍均以大台北地區聚落為案例。2000年後，

都原問題逐漸受到重視，每年約可產出4至6篇的論

文。而第一篇探討都原議題的博論，則是出於2013年

政大民族系尤天鳴《都市阿美族在桃園縣的結社》，

距今僅數年時間，可見此議題在台灣原住民族研究領

域中仍算是相當新穎的研究範疇。

論文研究對象與範圍

此議題以原住民族整體做為研究對象者為最多，

超過七成；單一民族的研究方面，以阿美族的研究為

多，總數14篇，相對於其他民族的研究來說極具份
量，尤其個案對象多集中於大台北地區（三鶯部落、

溪洲部落、安坑、新店、汐止等地）與桃園地區的都

市阿美族部落，是近10年來都市原住民居住、社福議
題相關討論中，最為關心的田野地點。這些論文所研

究的民族分佈篇數如民族別論文比例圖：

從各族別統計中發現，以阿美族的討論為多，有

許多篇研究雖然以整體都原的概念進行分析，其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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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原住民議題 民族別論文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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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涉及議題 篇數

都市生活適應 30
教育照護（兒童、青少年認同與適應） 22
文化認同（民族認同、情感認同） 14
工作經驗（勞動權益、就業分布） 11
居住環境（聚落型態、住宅空間） 8
性別意識（婦女勞動） 7
社會組織（原住民社團、民族聚會所） 4
文化傳承（祭儀形式、婚姻制度） 3
社會福利（醫療、教育權利） 3
其他（科技產品使用、觀光） 3

論文研究相關領域一覽表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每篇論文所研究的議題或有重

疊，故整體統計與論文篇數不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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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也以都市阿美族聚落為主。但其他人口數

較多的族別在此議題上反而還有很大的研究空

間，排灣族、布農族分別只有1篇，泰雅族甚
至沒有專門討論的論文，其中意涵值得進一步

去探索。

各院校各系所與主題的研究

在都市原住民議題中，博碩士研究極度不

平均，博論僅有3篇，並且均從政大產出；在
碩論部分，台師大、台大、政大、東吳均有5
篇以上，其他學校因應各相關領域之學系及研

究所，各有討論不同子議題的論文，分佈零

散。而學校所在地域某種程度上影響了研究生

在田野地點上的選擇，屏東大所出2篇論文皆
做高屏地區之研究，開南2篇則均選擇桃園地
區的部落。

而各院校產出的論文中，以社會發展與福

利領域系所之研究為大宗，主要探討都市原住

民如何生存適應，觸及勞動權益、福利制度、

階級差距、家庭照護與都市聚落模式等子議

題。難以流動的職業型態與不公平的勞動待

遇，讓都市原住民對權益的訴求逐漸勇於發

聲，近年來亦開始有針對都原社會運動的研

究；教育與輔導諮商相關系所為次，探討都市

原住民的兒童及青少年，他們對於學業及學校

的適應程度、與同儕互動的關係，更有成年之

後在未來職涯規劃所面臨的選擇議題討論；民

族文化相關系所也有多篇研究，原住民族從原

鄉遷徙至都市的過程裡所面對的種種困境，使

之產生了文化衝擊、文化剝離，從而理解自身

的民族認同意識，乃至創建都市原住民的新形

態社會，如何在都市落地生根？抑或選擇回鄉

打拼？是此研究領域的核心價值；此外，建築

與城鄉規劃相關系所，主要關心都市原住民的

居住空間與生活環境，可見以國宅、眷村等不

同聚落模式來檢視都原生活環境的案例，更有

對不同都市之間都原社區的互動型態進行比較

的研究。

突破都市原住民研究的發展機會

研究個案中主要以家庭為單位，或以數名

至數十名學生為單位來訪談居多，也有些較為

特殊的報導人是以社會團體為單位，例如地區

原住民協會、大學原住民社團，以及教會組織

為對象，惜研究篇數未成氣候。在研究對象部

分的突破或許是都市原住民議題未來的發展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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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芳妤

苗栗縣苗栗市客家人，1993年
生。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班

三年級。攻讀客家語，自小成

長於客家庄，想為自己的家鄉

做些回饋，希望客語能夠繼續

保持生命力。在政治大學原住

民族研究中心工讀數年，是中

心團隊裡的一顆小螺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