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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原住民族產業人才若未有計畫性的

培育，端賴大專校院或是技職學校

的養成，或是任由族人青年們在就業市場中自

我累積，勢將難以因應整體經濟環境對原住民

族社會的衝擊，也不利於原鄉產業的發展，例

如原住民族音樂人才能夠在流行音樂市場中闖

蕩且獲成就者看似不少，但是有心投入此產業

且具才華者更多，若有相關的機制協助與指

導，必定也可以受到市場注意，所幸政府已有

相關的計畫進行培植。為了能夠體現出原住民

族各產業人才的培育與養成，本期即以此規劃

專題，除了後續有相關文章提出在現場的第一

手觀察之外，也從大專校院原住民人才培育、

精實創業輔導、原創條例人才的廣泛培養、樂

舞戲劇及音樂人才、地方創生所鼓勵的青年創

業等課題逐一介紹，呈現出原住民產業人才培

育養成的當今樣貌。

大專校院原住民人才培育

大學高等教育已是培育原住民族產業人才

的重要管道，且為能夠針對原住民社會提供各

類的人才，不因各人才分散於各科系導致未能

充分投入到原住民族社會中，設置原住民專班

的方案即於2003年開始，其一為以培育文創人
才為主的實踐大學（高雄院區）文創學院觀光

學系，另一則隔年以培育農業綠領人才的明道

大學精緻農業學系。

進而，在2011年教育部函文「原住民人才
培育所需學門或學系需求表」予各大專校院，

鼓勵設有文化創意產業、觀光旅遊及公共事務

等相關學系，衡酌教育資源狀況，設立原住民

專班。因此義守大學、國立屏東教育大學、玄

奘大學及世新大學等4校於2012年申請通過並
設置專班，以期增加原住民學生入學與選擇機

會及理論與實務並重下，讓原住民學生具備競

爭力以符合社會市場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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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産業の発展と教育
The Development and Schooling of the Ethnic Industry

插畫設計illustration︰陳立君

原民產業發展
         與教育

13原教界2020年04月號92期



14 原教界2020年04月號92期

Cover Story封面故事 カバーストーリー

原住民專班開始林立

接續實踐及明道之後，2012年即有義守大
學觀光餐旅學院及傳播與設計學院、國立屏東

教育大學原住民族健康休閒與文化產業學位學

程、玄奘大學傳播學院、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

設計學系動畫設計組等4校開設5專班，培育觀
光餐旅、傳播、休閒產業、文創產業及媒體藝

術等類的人才。其中，國立屏東教育大學為開

設原住民專班的第一所國立大學。2013年則分
別有中原大學設計學院、大葉大學餐旅管理學

系、大葉大學傳播藝術學士學位學程、大葉大

學造形藝術學系、大葉大學人力資源暨公共關

係學系、義守大學護理學系、長榮大學管理學

院以及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等校系開設

原住民專班。此波專班所涉學門更擴及了人力

資源、公共關係、公共事務管理等往年較少原

住民學生選擇的領域。2014年同時有兩所國立
大學開設專班，分別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原鄉

發展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以及國立聯合大學

原住民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2015年，

國立宜蘭大學與中華大學為培育原住民族土木

工程人才，皆於土木工程學系設置原住民專

班。另義守大學亦開設了第4個專班，為醫學
院的長期照護原住民專班。2017年則有國立
東華大學開設法律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

班，及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開設藝術產業學士

原住民專班。2018年新增的專班，計有國立
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院原住民專班、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運動競技與學士原住民專班、國

立台東大學高齡健康與照護管理原住民專

班、國立高雄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原住

民專班等。另屬於技職教育體系的大仁科技

大學、美和科技大學及崇右影藝科技大學等3
校，分別於社工、觀光及藝術等學門開設學

士原住民專班，亦提供想要升讀技專校院的

原住民學生就讀機會。至2020年，除了國立
體育大學獲准設置競技學院競技運動原住民專

班，明新科技大學同年申請通過設置幼兒保育

系、樂齡服務產業管理學系、土木工程與環境

資源管理系等三個專班，更顯示出該校為投入

原住民族產業人才培育的積極態度。

精實創業輔導

近幾年，許多原住民青年創業者都會持續

關注原民會的「原住民族精實創業輔導計

畫」，這一項計畫自2015年起開始補助原住民
族的創業者以及新創公司，尤其是提供給創業

者的100萬元，可以大幅減輕創業資金壓力。
該計畫的目的即是希望能鼓勵創業者及原住民

事業體能將傳統智慧、特色文化經由創業的知

識技能訓練、創新的思維培養，以及現代科技

的加值應用，提升能量作為創業之起始點，並

將創業動能轉化為部落的就業能量，最終可以

使部落環境與產業永續發展，達到「創

業、就業、產業」三業結合之願景。

2020年第六屆共有146件創業計畫提案，
所提計畫涵蓋農業、運動專業訓練、戶

外體驗教育、部落深度遊程、織品服裝

設計、生命禮儀業、線上文化課程及影

視產業等多元化類型，此都是原住民產

業未來發展的種子，為原住民的產業發

展開創出新的天地。

廣泛培養原創條例人才

有鑑於世界各國發展於文化創意產

業的經濟效益逐漸受到矚目，政府自

2002年起開始提倡文化創意產業，然
而，最能代表台灣本土的原住民族文化

在這過程中，往往發生誤用、冒用，故

對於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的保護更形重

要，同時也是發展成為產業的首要步驟。對

此，原民會不僅藉由影視音媒體強力的宣

導，在研究與實務人才的培育工作上也日趨

積極，希望透過大學校院的協助，經由系列

講座、密集課程與學分課程之辦理，於大專

院校中導入原創條例之教學與宣導，藉以培

育原住民族傳統智慧保護條例的專業人才，

不僅培養足以投入到各部落協助傳統智慧創

作提案申請的專業人才，也藉以教育有意從

事原住民族文化創作的設計者或法律相關人

士，讓原創條例在推展上可以確實的為原住民

族傳統智慧創作提供保障，建立專用權，也協

助有意開發的族人朋友或是業者，都可以將文

化美麗的一面轉化成為經濟財，為部落的「傳

統技儀、音樂、舞蹈、歌曲、雕塑、編織、圖

案、服飾、民俗技藝或其他文化成果之表

達。」（原創條例第3條）提供新的展現平
台，也促成了文化行銷與傳承。

資料來源：教育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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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Going創辦人到逢甲大學跟學生分享假日籃球陪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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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勒飛斯」舞團展演之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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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帶來的希望

面對我國總人口減少、人口集中於都市，

以及城鄉發展失衡等問題，行政院宣示2019年
為台灣地方創生元年，定位地方創生為國家安

全戰略層級的國家政策，將以人為本，透過地

方創生與新創結合，復興地方產業、創造就業

人口，促進人口回流，並以維持未來總人口數

不低於2,000萬人為願景，逐步促進島內移民及
配合首都圈減壓，達成「均衡台灣」目標。在

全國134地方創生優先鄉鎮之中，大多數的原鄉
都列入其中，此雖暴露出了原鄉人口外流、青

年人數偏低及民族文化難以維繫的困境，不過

藉此機會，的確也讓許多原鄉的族人與民間社

造團隊紛紛提案申請，並多以原鄉產業再生及

青年新創為主題，為在地產業發展注入新活

力。而在行政院地方創生會報第六次工作會議

媒合通過二鄉鎮共6項提案（也是第一波通
過），是台東縣的延平與鹿野鄉所提出的地方

創生提案。創生的意義，即是創新、創業與創

意，如何讓企業投資故鄉並促進青年回流，使

故鄉充滿生機，是地方創生最為核心的目的，

相信在陸續通過的原鄉地方創生案，能夠創造

出在地的產業發展模式，讓更多在外求學工作

的青年找到回鄉的理由與生涯發展希望。

結語

綜上，原住民產業人才的培育仍多仰賴政

府的相關計畫及政策，除了原住民族委員會在

「原住民族經濟產業發展計畫」中為培育人才

所提出的規劃之外，教育部鼓勵於大專校院設

置的原住民專班，甚而由青年發展署推出的青

創獎勵，都是在為未來原住民族產業的發展累

積人才。

不過，在經濟環境愈加嚴峻，原住民脆弱

的經濟發展亦需政府能夠在人才培育上加強力

道，如何藉由訓用合一，讓青年的創新與執行

能夠立即發揮在產業的振興上，並以集體戰的

方式，透過團結經濟或集體經濟的方式發揮以

原住民族文化為基礎，以傳統領域為場域的

「文化經濟」，更是族人們的期待。雖然，人才

培育非一蹴可幾，但在持續的培育與輔導，鼓勵

更多青年族人們投入民族相關事業與產業，翻轉

原住民的經濟產業劣勢應指日可待。

樂舞戲劇人才的培力

花蓮縣政府自2018年起推動的「原住民樂舞
人才培力計畫」是由地方政府主動針對樂舞人

才養成所提供的大型計畫，在預計推動的三年

期間，也培養了在地的優質樂舞團隊「阿勒飛

斯」，而此舞團也在當地的各大型演出場合展

現出精湛成果，獲得許多國內外好評。然而，

除了地方政府所支持的樂舞人才養成之外，受

到注目的應是隸屬於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的

「娜麓灣樂舞團」，該舞團也肩負起宣傳及保

存原住民族樂舞的使命，除了在原住民族文化

園區中演出之外，也是原民會賴以展現樂舞文

化的重要隊伍。

在戲劇人才的養成方面，在崇右影藝科技大

學所設置的原住民專班最為特殊，其是繼大葉

大學於2014年設置傳播藝術學士學位學程表演
藝術原住民專班之後，於2018年所接續設置與
戲劇相關的專班，招收許多對表演藝術有興趣

的原住民青年，鼓勵投入影視產業，發展出獨

具一格的原住民戲劇風貌。

音樂人才的發揮平台

原住民音樂界嶄露頭角的人才相當多，不

過能夠獲得青睞且重點發展的仍是少數，尚有

許多有才華的青年族人期盼著演出機會。因

此，在原民會的Taiwan PASIWALI音樂產業人
才培訓計畫下，提供了另一個踏入流行音樂領

域的管道，讓有意從事音樂創作與演唱，以及

相關產業的青年族人，在專業導師的指導之

下，提升個人專業能力，使其更有自信。

Taiwan PASIWALI音樂產業人才培訓，目的即
是鼓勵以音樂內容產業作為職涯方向的原住民

族人，提供進入相關職場之專業技術加值課

程，除提升音樂文化涵養外，亦深化編創產製

等實務經驗。期許學員能將所學與職場接軌，

以創作嘗試與文明對話，開拓繽紛的國際視

野，並更珍惜族群特色文化的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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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PSAIWALI大賞，查勞•巴西瓦里老師的導生南美灣樂團比賽側拍。

國立體育大學舉辦部落工作坊，原野文化課程，善用環境資源製作竹桌

竹椅。

靜宜大學原住民專班於校慶著傳統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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