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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原住民族社會發展在不同階段都會面臨各

類議題與挑戰，過往許多社會能量的投入

都著重在與國家之間權力關係的調整、集體權的確

認，以及相關法制的建構，這些努力需要持續，但也

逐漸有了成果。但從經濟面來看，原住民族社會在面

對市場經濟秩序的穿透，仍多屬單打獨鬥，甚至是被

各個擊破的狀況。即使有零星成功形成內部合作的案

例，但這些經驗仍缺乏足夠的交流。從大學社會責任

的角度來看，大學正可以扮演促進經驗交流，進而達

成部落、學界，以及支持集體合作之社會企業間對話

平台的角色，以使原民社會的經濟能夠與市場接軌，

又不失文化特性與集體特質的發展模式。

政治大學的社會責任

政大長期投入原住民族人才培育與研究，以及相

關社會實踐。舉例來說，民族學系的教研工作、原住

民族研究中心在族語復振的努力、許多跨學科合作的

整合型研究，以及烏來樂酷等社會實踐計畫，還有近

年地政、民族、法律等學系師資協力支持的土地政策

與環境規劃碩士原住民專班，都和原民社會發展有

關。在這些基礎上，為了進一步從符合原住民族文化

的思維出發，促成多方合作之部落經濟增能策略與方

案，形成支持原鄉原民文化與產業之平台，乃在2020

年以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基地種子培育計畫（USR-

Hub）的方式，提出了「原鄉原民的文化與產業」計

畫，是以北台灣泰雅族地區為對象，由民族系官大偉

教授主責，而與「台北茶路」計畫（政大校園周邊之

茶產業）、「都市周邊里山里海」計畫（台北周邊的

鄉村地區），並列為政治大學的三個USR-Hub之一，

希望孕育出進一步的實踐行動，善盡政治大學的社會

責任。

「原鄉原民的文化與產業」計畫，以大學為平

台，期盼帶入教學研究與人力資源、啟動跨界對話，

連結幾個構面，包括：在部落端，支持部落小農成為

大學在部落之業師，形成大學教育走出校園的

部落教室，也作為嘗試新形態經濟發展模式之

基地；在社企端，則是連結政大50+1社會企

業，形成社區支持型農業，其理念是以50個都

市中的支持者形成社群，支持一位原鄉小農。

此外，在政府端，大學的平台也可以在貼近了

解部落經濟所遭遇的政策制度問題後，發揮串

連對話、提供建議的功能。

建立支持原鄉小農的社群

自2020年下半年「原鄉原民的文化與產

業」計畫成立後，即開始著手工作，在盤點泰

雅族地區的發展經驗後，計畫團隊選擇在尖石

鄉建立首批示範點，並和小米方舟團隊合作，

支持煤源部落、石磊部落、田埔部落的小農，

請小農擔任業師，發展對於其自然農業操作或

民族植物復育經驗的解說教材，並補助學校課

程赴當地進行參訪，讓小農實際解說以增進自

我詮釋與表達的能力，讓部落當代的努力被更

多人看見，建立未來潛在的、支持原鄉小農的

社群。

2020年的下學期，政大校園進行一系列講

座，不僅與幾個課程合作，也開放校內外人士

自由參加，內容包括：尖石鄉後山部落在林務

局治理下的歷史反思、石磊部落（尖石鄉）自

然農業、環山部落（和平區）的果樹產業、瑞

岩部落（仁愛鄉）泰雅起源地文化景觀計畫、

環山部落（和平區）織女與部落地圖、南山部

落（大同鄉）櫻花鉤吻鮭復育到民族實驗教育

之路、福山部落（烏來鄉）小農創意市集、私

有制下土地觀的斷裂延續與再生（尖石鄉）、

大霸尖山高山協作之東線一批熊（五峰鄉）、

南澳狩獵自主管理實驗計畫等等。這些演講當

中，除了有講者從學術研究觀點解析泰雅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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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計畫團隊拜訪烏來福山部落，了解文化生態導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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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計畫團隊拜訪泰安汶水部落，了解在地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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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通路和消費者，則產銷平台也無法說服小農

與其合作。

再以部落中的文化生態旅遊為例，整個遊

程常被計算的成本包含食宿、交通與導覽解說

費用，但也有其他隱形成本，例如環境景觀的

維護、汙染與廢棄物的處理，乃至噪音和交通

阻塞的影響等。通常得到支付的是可見的食

宿、交通與導覽解說的提供者，其他隱形成本

則是由部落承擔。在此情況下，如何讓部落更

多人可以因承擔隱形成本也能得到報償，就是

文化生態旅遊能否得到部落的支持而持續下去

的關鍵。

在當代市場經濟的邏輯之下，族人要發展

出一套可和市場銜接、又可發展出內部再分配

與合作的機制，也就是要形成新的內部經濟秩

序，實在會面臨許多挑戰，因此需要不斷地嘗

試，甚至在過去經驗中找到教訓、在實踐中找

尋解方。「原鄉原民的文化與產業」計畫也因

此和尖石鄉文化館合作，不定期在館內邀集族

人，就過去合作的經驗進行回顧與討論，希望

能有助重新檢視過去，並將其

運用在當前議題的思考之上。

大學提供彼此對話的平台

目前此計畫已經進入到第

二年，隨著學校推動之50+1社

會企業逐步成立，大學端扮演

社會企業和小農之間平台的角

色也越加清晰。社會企業和小

農之間的媒合，除了需要溝通

和協調的成本，必須要有轉譯

和換位思考的能力，使兩端各

自的關注和考量，能夠被相互

了解，並在這樣的了解上建立

信任與合作的基礎。此計畫也希望未來將一個

個部落教室，和國際創新、南島研究、原住民

族研究的課程相結合，並成為國際交流的教育

場域，因為我們相信，在地，正是走向國際的

重要道路。從更長的時間尺度來看，目前的成

果都是建立在先前族人、團體、組織、學界先

進之計畫的努力之上，而本計畫雖然會有階段

性任務與經費期程的限制，但是只要以學校為

基地、以人的持續連結為核心，相信就可以為

往長期願景的方向推進作出貢獻。

的土地議題，更多是部落的實際工作者來到

校園中，分享其投入部落工作的心路歷程，以

及部落運用文化資產與自然資源進行發展的經

驗、遭遇困難與回應的方式。這些分享不僅讓

師生對於當代原鄉發展有更直接的認識，也幫

助計畫團隊得以藉個案間的對照，審視泰雅

族部落發展所遭遇的共同挑戰，並思考促使

不同的經驗之間相互交流、形成相互之支持

網絡的可能性。

大學串連各界的對話

經由上述的過程，我們體會到，以大學為

社會公共利益而服務的角色，來串連政府與公

民社會、市場端之對話，自是可以得到一定之

信任，這樣的信任讓對話得以發生，也是督促

著我們必須時時謹守公共利益的原則。更重要

的，大學的學術思辨能力若能運用在對於社會

發展議題的分析，在實踐工作和學理之間來回

檢證，則可以深入探究發展所遭遇的挑戰，為

具體的行動提供深層的思想依據。

以部落小農為例，「原鄉原民的文化與產

業」計畫團隊在參與互動發現到，若將小農的

問題界定為中間商的剝削，恐會過度簡化從土

地到市場間的交換鏈，複雜的成本計算與理性

選擇的關係，如此也就不易真正看到為鼓勵有

機種植、提高小農收益而設立的產銷平台，所

遭遇到的經營難題。實際情況中，小農會考量

通路的穩定度和媒合的成本，因此選擇維持慣

行農業以及和既有盤商合作，往往風險最低。

即使轉型到自然或有機農業，因為不同平台的

理菜規格不同，價格也會浮動，小農也會時時

處於和不同產銷平台合作的選擇中。對希望鼓

勵有機種植、提高小農收益的產銷平台而言，

同樣時常面對選擇，在市場端，個別的消費者

都希望產品能有多樣選擇，因此產銷平台應儘

量和越多小農合作越好，但是若沒有足夠的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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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教室之業師示範竹器之製作。 部落教室之業師示範食物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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