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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
2022年10月28日憲法法庭作出憲判
字第17號判決，已經過了二年多，

依判決意旨三年內應修身分法或另立特別

法。2023年5月11日西拉雅首開遞交民族認定
申請，隔年，後續多族也遞交其所屬族群申

請；下一階段由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

原民會）委託專家學者進行調查。2024年8月
全台分區進行九場「既有原住民族（有法定

身分的原住民族）」與「平埔族群」的意見

諮詢座談會，廣收兩方參與者的想法與心

聲。2024年9月13日於原民會召開「平埔原住
民族群身分法草案」平埔族群事務小組研商

會議，會中提請所有委員討論，根據意見諮

詢座談會後的修正專法草案，許多族人提出

應同步送修改「原住民族身分法」版本，會

中主席雖有允諾兩案並行，但最後送交行政

院的版本為何，目前仍不得而知。2025年10
月27日憲判字第17號判決即屆滿三年，平埔
族群的走向如何？會面臨什麼樣的問題？即

是此次2025年2月15日於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以下簡稱科博館）舉行「平埔論壇」，並

聚集各族群代表共同討論的目的。

推開對話的門
依據憲判字第17號判決，各族能按照各自

族群的主體，向政府提出「民族認定」的申

請，截至今（2025）年初已有多個族群完成遞
交，進入研究調查的有西拉雅、巴宰與噶哈

巫。去年8月全台共九場次的意見諮詢座談會
（既有原住民4場、平埔族群5場），聚集許多
關心此事的族人，共同針對平埔族群加入會面

臨的困難與專法內的立法方向做交流；但因為

處在不同「身分」分類，許多已有法定原住民

身分的族人心裡，對平埔族群仍持有成見與誤

解。例如，平埔族群有身分後，就會分散到所

有縣市鄉鎮，未來平地和山上的村里長、民意

代表名額將會被占據；平埔族群會瓜分既有原

住民族的補助與資源；這些人（平埔族群）都

沒有族語，沒有資格當原住民⋯等謬思。

將視角轉到立法院，第十一屆第二會期

（2024年9至12月）各黨團在許多原民政策上有
不同的意見，所以與原住民族身分相關法案，並

沒有機會進行實質討論；今年度的第三會期

（2025年2至5月）將是非常關鍵的時期，若超過
此會期而未討論該等法案，恐會因憲判字第17號
之規定期限屆滿，造成平埔族群身分認定相關法

2025平埔論壇：台中場  會議報導
尋回族群身分：平埔族群的對話與期盼
2025平埔フォーラム：台中会場  会議報道
民族身分を取り戻す：平埔諸民族の対話と期待
Pingpu Forum 2025 at Taichung
Seeking Ethnic Identification: Dialogue and Expectations of the Pingpu Peoples

文‧圖︱田軒豪（前政大原民中心專任助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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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無法通過的局面。究竟平埔族群族人是使用平

埔專法（尚未修法確定），抑或是直接使用「原

住民族身分法」成為平地原住民，是今年度整體

原住民族必須共同面對的歷史轉捩點。

在論壇相聚與交流
距離法定身分的立法時間只剩兩季，平埔

各族群也需要彼此進行積極有效的溝通，西拉

雅民族認定調查研究計畫主持人陳叔倬於科博

館籌辦了此次平埔論壇，由兩計畫案（西拉

雅、巴宰和噶哈巫）的計畫主持人進行引言，

針對「身分法」、「民族認定」、「身分條

件」、「傳統名字」、「其他（相關爭議事

項）」等主題，讓現場學者與族人發表意見並

做討論。

第一項主題「身分法」，是平埔族群首先

會遇到的困境，要擁有合法身分並受認同，需

要有法律依據。目前確實沒有可直接使用的版

本；下一階段的「民族認定」怎麼做，基準要

如何訂定，各族的民族條件各有不同，程序、

時間、空間帶來的影響，對「身分條件」要有

適用的做法，有賴各族內部主動運作並提供共

識，在「可能出現」的會議中表達意見。論壇

中首次同時展現平埔各族的「傳統名字」初步

成果，讓現場參與者認識自己以外的族群名字

與名制，這也會是未來需要努力的其中一個方

向。最後「其他」的主題中，有位耆老聽完整

2025平埔論壇：台中場  會議報導
尋回族群身分：平埔族群的對話與期盼

尋回族群身分：平埔族群的對話與期盼

南投埔里與苗栗鯉魚潭族人合照。 主持人於論壇討論現場引言。

不修身分法 修身分法 立專法

利

直接登記為平地原

住民，權利及權益

保障明確。

依據不同的修法方

向（平地/平埔），
權利及權益保障有

所不同。但至少民

族的權利/集體權的
部分可能較有保

障。

民族認定及成員基

準公告後的十年內

無初代限制。可依

據各族群、族人的

實際情況，盡可能

涵納各種狀況，包

含熟註記被塗黑，

可採納其他旁證讓

族人登記。

害

初代有限制，不可

隔代登記，可能會

因此族人無法登

記。日本時代戶口

調查必須有原住民

的註記。

修法可能難以一體

適用全體原住民。

如何修法？日本時

代戶口調查必須要

有原住民註記，還

是可採旁證？是否

可以不設定初代？

除了語發法及傳統

智慧財產之外，其

它權利保障未知。

時間 族群

2023/5/11 西拉雅

2024/4/8 噶哈巫（守城、牛眠、大湳、蜈蚣崙社區發展協會聯署）

2024/5/8 巴宰（台中大社、苗栗鯉魚潭社、南投烏牛欄社）

2024/7/3 道卡斯（苗栗新港社）

2024/8/22 大武攏（大武攏族跨部落聯盟）

2024/10/6 巴布拉（台中沙轆社）

2024/10/18 馬卡道（屏東泰山社區發展協會）

2024/10/30 馬卡道（馬卡道族跨部落聯盟）

2024/12/14 噶哈巫（南投噶哈巫文教協會）

2024/12/28 道卡斯（新竹竹塹社）

2025/1/6 巴布薩（巴布薩民族認定工作推動小組）

表2. 巴布薩族人（Patau）筆記整理，
當日現場論壇產出手稿，參考用非最終定案表1.平埔各族群遞交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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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論壇後，憂心地說出煩惱：「許多長者已

經回天家（過世），在時間相對有限的情況

裡，台灣的法定原住民族和平埔族群，這次是

不是有機會好好談？能否真的讓大家活著走下

去？」一席話，說出了大家的擔心。

總結來說，在「年齡」和「參與程度」落

差這麼大的現場，無法掌握各個族群參與者是

否有理解當天的主題和內容，但儘管議題或法

條部分都沒有更新的進展，可是對現場的族人

們來說，彼此見面及溝通，是此次論壇真正有

價值的地方。

未明法案與未來期待
立法院正進行新的會期，若關乎平埔族群

身分相關法案，未在三年期限內處理完成，就

只能被迫使用現行不合實宜的「原住民族身分

法」，並被納入「平地原住民」。用這種方式

處理，民族認定的規範與相關的保護權益，將

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和衝擊；因為這個方向跟原

民會於2024年召開的意見諮詢座談會中「既有
原住民族」場次的主流想法有很大落差，所以

接下來的幾個月，主管機關原民會和立法院應

該會有比較大的動作和變化。

未來無法預測，卻能真實感受到新的一波

脈動，筆者為巴宰族群的一員，族人參與民族

認定運動已經很長一段時間，近30年的時間有
許多耆老、前輩離開，但是承先啟後的種子早

已種在許多人的心中。平埔論壇中各族針對身

分相關法案多方討論和交流，結束後離開法條

和議題，每個人再回到各自的生活中，依然得

繼續尋找讓文化活在這個世代的可行路徑，我

們與現有法定身分的原住民族一樣，大家都同

在一條路上，努力，活著。

歡迎您上網提供對本刊的具體建議，以做為未來編輯參考。

感謝您閱讀本期《原教界》。本刊是台灣原住民族教育的唯一雜誌，內容涵蓋原住民

族教育之最新情報、政策評論、校園報導、會議訊息、新書評介等，為原住民族教育

工作者及研究者提供新知識與新趨勢，已發行20年共121期，並已全文上網（查

「政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或「ALCD」）。

手機掃描QR CODE   填寫「讀者回函」

尋回族群身分：平埔族群的對話與期盼

潘應玉長老說出對族群的擔憂與心聲。 巴宰噶哈巫民族認定調查簡史朗共同計畫主持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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