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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原住民族精實創業輔導」的行列

一直以來我很著迷於原住民族產業的議題，從

2005年開始，常與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合作，協助族

人參訪國外的產業，及接待國外的創業家。雖然沒有

實際踏入，站在門外更能清楚看到台灣原住民族產業

發展的歷程。

2017年以「排灣族部落公法人桌遊」獲得原民會

精實創業輔導計畫的100萬獎金，給了我進入原住民

族產業的行列。當時在台灣桌遊已經開始流行了一陣

子，藉此推出第一個以排灣族文化為主軸的桌遊，同

時也協助對桌遊有興趣的族人研發，透過桌遊可以向

非原住民族朋友介紹本族的文化內涵，兼具教育與遊

戲意義。同年以公司的名義接下台東林區管理處的委

託案，我們試圖將兩個案子結合，目標是南迴線四鄉

（大武、達仁、金峰、太麻里）的在地產業串連與合

作及青年人才培力。

當時希望將自己的文化轉換成更有價值的產品，

研究南迴四鄉的文化特色，挖

掘對串聯有興趣的在地產業人

才，開發南迴產業活動，並運

用各種型態的產業項目，以排

灣族集體共享的精神，梳理出

排灣族的產業文化與論述。

初創業的困境

這些經營實作的經驗，有

許多酸甜苦辣，也帶來了許多

反思，一開始就馬上面臨必須

要放棄原有的工作才能獲得獎

金，最後為了想創業只好忍痛

放棄，當時先生剛離開前一份

工作，對沒有收入的我們來說

非常掙扎。那年參加了在紐西

蘭舉辦的世界社會企業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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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參觀者解說排灣族部落公法人桌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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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好台上有一位紐西蘭創業家說：「在創業還

沒穩定前，千萬不要放棄了自己的工作，不然

會很慘。」事實上許多人創業都是在原來的工

作基礎上額外經營，現在很流行「斜槓人

生」。

精實創業計畫必須在一年或更短的期程內

完成，要能做到成效不容易，以我為例，在第

一年倉促推出了桌遊產品，所幸遇到願意配合

的印刷廠商，才得以順利完成，且品質比預期

的優質。曾經遇到一位在部落工作的泰雅族前

輩，分享部落事業要做到穩定階段，必是十年

起跳，而十年之後又會有新的問題要克服，這

也是他現在所要面對，這樣的說法我也在其他

部落的前輩們聽到，長久踏實的經營才是成功

的關鍵原因之一。精實創業計劃最大的功能是

開創的經費，族人仍可以善加運用，幫助自己

創業。

執行面向的討論

在經營產業的過程中，也遇過實際執行

面向的問題，接下來提出我在南迴地區的觀

察與分析，以部落為基礎的產業發展。在部

落經營事業最大的問題就是人，大量的族人

都在外地工作或求學，大學畢業後往往在城

市工作，創業者（特別是我們這類的創意產

業公司）不太容易找到願意又能做事的人。

即便是有人願意進入部落工作，也很難找到

租屋落腳處，人找到了，卻沒有適合生活的環

境，很難把人留下。

族人們創業的內容大多趨向農產業，像紅

藜、小米，文創商品，例如長得很相似的飾

品，比如開發觀光旅遊，就一定會有射箭或搗

小米或糯米，容易讓外界將原住民16族均質

化。發展工藝產業時，持續專注在基礎訓練，

如編織、木雕等，這類課程至少也做了20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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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排灣族部落公法人桌遊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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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就是企業對於地球社會的責任，世界的企業

家開始在反思極端資本與個人主義的缺陷，透

過社會企業為目標讓社會變得更好。這個倡議

活動很年輕，2008年在英國愛丁堡舉辦首屆論

壇，而台灣原住民族社區早已從自身文化中衍

生出共享共存的產業發展模式，例如我們公司

發揮共享精神展現在桌遊產品，以收入的1%回

饋給排灣族民族議會，協助發展排灣族的自治

與人才培育。

從國際參與的經驗中，我發現許多國家的

原住民族仍停留在扶貧和發展基礎建議的階

段，例如秘魯、智利和衣索比亞，他們選擇團

結經濟（合作社）做原住民族經濟發展的模

式，營收會回到社區建設基金。在基礎建設完

善國家的原住民族，像加拿大，大都開始培養

綠能與AI等領域人才，甚至早已成立企業。我

印象很深刻的是兩位以種植高品質醫用大麻的

加拿大原住民族農夫企業家，他們提供優質大

麻給族人使用，使族人不會因為吸食到不良品

質的大麻而致命，這兩家公司更是將部份收入

投入建設社區的公共設施，並提供欲種植大麻

的原住民族社區栽種技術等。

最後分享一個在衣索比亞的小型產業例

子，聯合國從2018年起推廣家庭

莊園計劃，農民在自家農園種植

種作物、蔬菜、生活植物，家庭

食材都來自這塊農地，剩下的作

物，每幾週就會送進首都阿迪斯

阿貝巴的市集換取現金。推廣家

庭農莊最重要的好處是強調多元

物種，例如穀物、蔬菜、香草、

水果等，土地上包含植物和家

禽，透過與協作員討論，會隨著時間來種其他

作物，維持土壤的生息。養活全家和社區，以

及照顧到環境的模式存在於原住民族社會久

遠。主流政策很難理解原住民族文化，因此，

我們必須要謹慎處理政策是否讓族人走向了過

度個人化和資本主義化的結果。

從國際經驗回頭來看台灣，原住民族共享

價值和環境共存的精神是一個趨勢，更能突顯

原住民族文化，外人宣稱在新世紀找到了新企

業經營方式，可解決社會與環境議題，事實上

是來自於原住民族早已存在的文化內涵。因

此，首要之務是整理出原住民族產業的價值與

論述，未來或許會有驚人的結果，也許是我們

根本不需要貨幣交易等想像，光想到這些事就

覺得原住民族產業有無限的可能。

上，仍停留在初步的人才培育階段。政府與族

人希望能將原住民產品推廣到國際市場，然而

原住民族產業多以手工為主，部落的經常性事

務，例如婚喪喜慶、調解人事等，時常造成無

法穩定供貨，廠商無法收到相當數量的商品，

內銷早已不足，外銷更無法供應。況且國際貿

易的原住民族專業人才極度缺乏，族人有心卻

無力打入國際行列。

而土地流失，無地耕作、無處可居，使人

無法回鄉。政策設計不良，無法（權）使用山

林資源，晾著部落的自然環境，使用舊部落的

一草一木和石頭，很容易不小心就觸法。

文化傳承與經濟發展

發展產業時，總會夾在賺大錢或是維護文

化之間，兩者確實能夠並存，但我觀察到的例

子大多都無法。部落現在所處的經濟發展模式

到底是朝向哪個目標？看起來並沒有一個具體

的共同發展目標，產業走法往往是政府怎麼

做，我們就怎麼做，社區創生就是如此，少有

從部落為主體文化的角度出發。

有些族人會覺得為什麼要跟我收費？或覺

得你的公司賺很多錢應該要幫忙部落或族人自

己，族人對於產業這件事還不習慣和不理解。

這是否顯露出目前政策所推動的產業發展模式

有問題，而我們應該要迫切地理解什麼是適合

部落的經濟發展方式？集體共享或個人成就，

或者兩者兼具？原住民族的經濟模式應該要有

更多的討論。

從國際經驗找方向

我時常參與「世界社會企業論壇」，該論

壇每年在不同的國家舉辦，邀請或接受來自各

國社會企業家分享產業經驗。社會企業主要內

從執行的角度來思考原住民族產業發展

原住民族產業相關工作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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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灣族，台東縣大武鄉南興村

魯加卡斯部落人。現就讀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博士班，

研究教育政策和人才培育。為

106年度臺灣原住民族精實創業
輔導計畫創業組得主，並參與

過2015米蘭、2017紐西蘭、2019伊索比亞的世界社會
企業論壇，以及獲選2019年世界原住民族商業論壇原
住民代表團成員。現為讓阿讓創意無限顧問有限公司

負責人。

衣索比亞家庭農莊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