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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台灣降水分布不

均、河川短小流

急，以致水資源的儲存與利

用，困難重重。近年來又受氣

候變遷的影響，颱風、豪雨災

害頻仍，不僅造成山坡地災害

嚴重，更引發下游都會區缺水

危機。這些問題在在突顯水資

源管理於環境政策中的重要性

與迫切性。有鑑於此，政府除

加強水資源治理相關部門的橫

向連結外，亦體認到水資源與

國家整體空間規劃的密切關

係。是以，水資源政策必須將

水域流經之空間範圍內的生態

環境、土地使用型態及人文社

會納入考量。

環境正義下的流域治理

然而，台灣的水資源開發

管理策略長期以「下游都會區

用水、防洪」做為主要政策目

的，導致上游集水區原住民族

之權益遭到犧牲。為此，由政

大地政系顏愛靜老師帶領之研

究團隊，長期以石門水庫集水

區馬里光溪流域泰雅族部落為

研究區域，深入瞭解原住民族

在資源利用上與自然、人文環

境間的關聯。期望以原住民部

落之在地觀點，探討位於集水

區之原住民部落應如何形成永

續發展的策略，以因應氣候變

遷之衝擊；以及國家應如何在

政策制度上進行調整，以達成

符合環境正義原則之流域治

理。

本文將特別針對整合計畫

中，政大民族系官大偉老師主

持之子計畫「全球氣候變遷、

社區製圖與在地災難管理」的

研究成果進行分享。其研究從

災害防治的角度出發，探討一

個合乎環境正義原則的綜合流

域治理，應該將集水區中的原

住民部落對利害的權衡以及對

於災害的知識，整合到治理的

目標和手段之中。因此，其研

究首先採用原住民社區製圖之

方法，探討部落對於災難之認

定。再者，藉由多時期影像之

判讀，檢視現有可利用限度規

定對於土地管理規範之合理

性。最後，整理深度訪談與田

野調查之結果，以理解泰雅族

土地利用知識進行災害管理的

效果。以下將以此脈絡詳細說

明。

手繪災害地圖 呈現在地觀點
團隊以舉辦工作坊的方

式，邀請部落居民、耆老參與

災害地圖之繪製，畫出他們認

落實環境正義 
以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檢視水資源政策
環境の正義を遂行　原住民族の伝統的生態知識による水資源政策の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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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部落周遭發生的災害地點與

形式，並說明該災害對部落整

體安全之影響。隨後經由研究

者與部落居民合作，於Google 
Earth上指出災害地點位置，研
究者再實地前往各災害地點進

行定位、拍照之工作，最後將

所有資料以地理資訊系統記

錄、保存。

透過手繪災害地圖、對照

實地拍攝之照片即可明顯得

知，對於部落而言，大多數的

災害事實上源自於政府的水庫

集水區整治工程。這些整治工

程興建了大量的壩體和水泥工

事，阻斷野溪上游或邊坡之砂

石沖入主流的機會，即便解決

了水庫下游的用水問題，卻使

集水區中泰雅族人與河流關係

密切的文化生態備受衝擊，甚

至對部落居民之生命、財產安

全，形成莫大的威脅。

由此觀之，不同社會對於

災害之認定，以及處理災害之

方式，反映出社會中的權力關

係；亦即，在不同的災害／資

源界定下，為了維護特定社會

或社會中特定對象而進行之防

災策略，有可能造成另外一個

社會或另外一群人的災害。究

竟，這麼環境不正義的水資源

政策是否妥適？

落實環境正義 以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檢視水資源政策

部落居民手繪的災害地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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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讀空照圖 檢視可利用限度
政府的治水政策往往為保

障下游都會人口用水之權益，

因而以國土保安之觀點，對集

水區之土地使用設下層層法令

規範。因此，當2004年艾利颱
風侵襲北台灣，造成石門水庫

集水區嚴重坍塌、進而導致桃

園地區缺水危機時，不論行政

院召開之「石門水庫集水區災

害原因檢討與因應對策建議」

會議，或立法院通過「石門水

庫及其集水區整治特別條

例」，仍不外乎強調「加強山

坡地土地使用」之管制、與土

地「超限利用」之查定。而這

些土地使用限制政策不斷侵犯

原住民族的土地權益，並造成

族人生計上的困難。

事實上，土地是否為「超

限利用」，根據的是《山坡地

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中一套

按照坡度、土壤深度、土壤沖

蝕程度、母岩性質等土地特性

的分級制度。然而，僅以這4項
條件就欲將全國山坡地進行分

類，不無疑問。

是故，官老師的研究藉由

整合計畫中另一子計畫主持人

林士淵老師的協助，將不同時

期之空照圖與衛星影像圖加以

比對，以檢視現今的可利用限

度查定合不合理。惟經過本研

究擇定其中較明顯的區塊，進

行歷時性的地表變化分析後，

發現研究區中有數塊按現行法

規查定為「超限利用」之耕

地，在歷經數度颱風後，並未

有崩塌之情形發生；相反地，

某一塊劃設為「宜農牧用地」

之耕地，反而發生崩塌。職是

之故，從結果論的角度來看，

使原住民之土地利用動輒得咎

的現行超限利用判定標準，其

有效性實在值得懷疑。

泰雅族生態知識的減災效果

藉由探討傳統泰雅族土地

利用的知識，發現過去泰雅族

祖先的遷移、擴散路線、乃至

部落之形成，都和河流分布有

密切的關係。此外，部落之間

不同生計活動的交換分享，也

都建立在河流及其支流所展開

的空間格局上。泰雅族傳統土

地利用方式中的生態知識，可

分為以下3個層次：第一層次為
流域間遷移與分布的知識，當

流域內土地不敷使用時，泰雅

族祖先便沿著河流遷移至其他

流域。在泰雅語中，還有一系

列涉及地理空間與社會空間的

語彙，分別代表不同的群體範

圍、不同程度的社會規範，以

此約束著泰雅族人的社會關

係；第二層次為流域內游耕的

知識，泰雅族人於流域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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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族傳統土地利用知識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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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游耕，以維持土地之地

力；第三層次聚焦於一塊土地

利用與維護的知識，由一塊耕

地之每一個耕作階段，都可以

看出泰雅族如何適應自然環境

來維生，而其耕作方式亦展現

豐富多樣的地景，以因應季節

性氣候現象，乃一種風險分散

的策略。

延續傳統生態知識

整體而言，泰雅族傳統土

地利用背後的邏輯，包括以遷

移和游耕的方式減低對土地的

壓力，並在土地耕作的過程

中，依照細微之地形變化進行

動態的耕作策略調適。從災害

管理的角度來看，這些知識都

具有減災的效果。

雖然，上述傳統生態知識

已無法在當代直接繼續實踐，

但此研究透過研究區域之現地

調查，發現當代對於個別土地

的維護，仍有許多延續傳統生

態知識的操作空間。例如：在

坡度較陡處砌石形成小平台、

於田地間保留大石頭和樹頭、

碎石坡種植爬藤類作物、田邊

混植不同樹種、田間不完全除

草等，而這些操作具有穩定邊

坡、避免過度擾

動土壤及增加植

被、保持水土、

減少逕流的功

能，可做為山坡

地耕作之水土保

持的參考。

綜上所述，

目前政府擬訂的

水資源開發管理之環境政策，

不僅政策本身的合理性存疑，

亦欠缺以集水區原住民族之權

益為考量，有違社會公平之正

當性，實有必要加以檢討。反

觀，原住民族土地利用知識具

有減災之效果，若能將其結合

至當代土地利用的規範中，或

許可以建立符合在地觀點之土

地管理機制。

展現泰雅族傳統土地利用知識的菜園。這塊菜園位於家戶旁，在不改變原本地貌的情況下，種植黑豆、芋頭、生薑等作物，供家戶自己食用。

落實環境正義 以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檢視水資源政策

張孟瑄

高雄人，生於1990年，政治

大學地政學系研究生。大學

時期參加政大民族服務社，

開啟對原住民族的認識與瞭

解。期望有朝一日能認識台

灣原住民各族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