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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原住民權益維護委員會第1屆第1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112年9月18日下午2時0分 

地點：臺北市市政大樓11樓吳三連廳 

主席：蔣萬安市長（下午2時0分至2時45分） 

巴干．巴萬主任委員（下午2時45分至4時0分） 紀錄：黃櫻花 

出席：如簽到表 

列席：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略） 

貳、業務簡報 

臺北市原住民族六大新政： 

（一）成立臺北市都市原住民權益維護委員會。 

（二）全國首創八一原住民族週系列活動。（7/29-8/6） 

（三）設置臺北市原住民族就業及創業服務諮詢站，一站式服務。

（7/24正式啟用） 

（四）訂定臺北市都市原住民族事業體扶植計畫。 

（五）訂定臺北市政府進用原住民獎勵計畫。 

（六）訂定臺北市原住民族服飾購置補助計畫。（113年開始執行） 

參、議題討論 

議題一、如何讓原住民學生青年畢業後願意留在臺北市就業、生活，甚

至移居到臺北市。 

說明:臺北市原住民學生是非常重要的族群，如何讓原住民學生青年畢

業後願意留在臺北市就業、生活，甚至移居到臺北市。特別是針對原住

民都會生存能力的提升及年輕人創業能提供協助等。年輕人除了接受補

助外，還能創造產值並且再將資源帶回部落，讓更多人看到原住民族文

化。 

委員發言摘要： 

▓吳金鏞委員 

未來城市的競爭力來自於創新，如何把原住民文化留在都市，並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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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為核心，落實原住民居住正義，是大家必須思考且共同努力的目標。 

▓連世驊委員 

（一）建議能針對高中生升學考試選擇學校時提供輔導。 

（二）建議未來「原住民族文化創生基地」設置情境教室及生態教育

空間，讓學生能體驗原住民族的生態智慧與文化。 

▓白紫·武賽亞納委員 

   建議能提供相關高中國際交換學生計畫名額給原住民學生，透過交換

學生計畫，讓原住民學生有機會看看外面的世界，擴展視野。 

▓林孝緒委員 

如何讓原住民青年留在臺北市，首先要了解年輕人的需求與想法。建

議邀請公私立大學原資中心主任、專員及大學生，定期辦理青年共識

會議，以了解學生在都市求學的狀況與資源需求，及提供甚麼樣的就

業輔導機制等。 

▓原民會回應： 

（一）原住民居住部分：依據近年臺灣原住民族經濟狀況調查，雖本

市原住民族家庭自有住宅率近5年有微幅提升（55.28%），但相

較於全市家庭自有住宅率（88.72%）仍有極大的差距，且為六

都之末。遂本府已提供多元的原住民住宅輔助方案，其中本府

已提供社宅40%弱勢保障比例分配方案，且原住民族保障比例達

全體戶數中5%，高於住宅法第25條立法規範，另本府亦辦理原

住民租屋補助、東湖原住民國宅出租、建購補助、修繕補助。

由於本市原住民房屋自有率仍低，原住民家戶多數以租屋方式

於本市安居謀生，租金負擔沉重，相對排擠其他生活所需之支

出項目，為有效降低本市原住民家戶居住負擔，本府原民會已

檢討相關補助措施之額度、資格限制及審查流程，期能給予原

住民家庭更適切且及時之支持。 

（二）「原住民族文化創生基地」預定115年2月完工，未來將採OT方

式營運。目前在細部設計階段，圖說中亦規劃有原住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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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及教室等空間，委員所提設置情境教室及生態保育、文化

展示空間，將俟OT廠商確認後，與廠商共同研議辦理可行性。 

（三）有關設置情境教室及生態教育空間，不只在「原住民族文化創

生基地」，建議全國各級學校及公共場域，都能設置，並藉此

讓原住民及非原住民學生能透過體驗認識原住民文化與原住民

的生態智慧。 

（四）臺北市作為首善之都，推動國際教育不遺餘力，未來期待有更

多國際交流名額提供給原住民學生，透過國際教育的推動與落

實，提升原住民學生的實力。 

決議： 

（一）針對原住民居住問題，提供原住民族人的相關措施雖有比其他城市

高，但仍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二）從教育端，要慢慢擺脫前三志願迷思，應協助孩子們在未來能更有

競爭力。教育局目前已成立技職教育推廣單位，希望在臺北市技職

教育推動下，協助原住民學子培養一技之長，提升競爭力。 

（三）情境教室專區部分，會納入原住民族文化創生基地空間設置考量。 

（四）學生國際的交流部分，亦會藉由下週在韓國與紐西蘭威靈頓市長會

晤機會，就原民相關政策提出討論，能有機會與紐西蘭學生進行合

作與交流。 

（五）請都發局、教育局及原民會針對委員提出之意見研議，提下次會議

報告。 

 

議題二、歧視原住民爭議，正視都市原住民學生在升學階段不斷地被挑起

原住民身分認同問題。 

說明：「火冒4.05丈」，引發歧視原住民爭議，由於 3 乘以 1.35 倍是 

4.05，影射原住民學生升學保障制度中，原住民學生升學時可以加分35%。

臺大學生以為原住民學生加了35%之後，佔到他們的名額產生錯誤的理解。 

事件發生起因於教育部並沒有很清楚的說明該制度的內容與原因。如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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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原住民族的教育體系，就不會有類似的事件發生。全民原教屬於國家

政策問題，學校的體制掌握在教育部，很多問題不是原民會可以處理，原

民會可著重於教師的培育及訓練等。 

委員發言摘要： 

▓石忠山委員： 

本案除探究問題發生原因外，同時應找到具體解決問題的辦法。 

問題的根源為: 

（一）非原民對於制度措施的不認識，因此產生不認同。 

（二）非原民即便認識這個制度，仍然認為這是一個優惠制度。 

（三）每個人心中有公平正義的一把尺，基於公平正義，形成歧視的想

法。建議能協助社會對制度的認識，不是再教育，而是希望透過

全民原教認識這個措施背後的歷史正義，並加以施行。特別是教

育主管單位，藉培養種子教師，辦理講習與講座，讓教師未來能

在課程中，幫助學生消除偏見。 

▓蔡志偉委員: 

目前多元入學都是升學保障，原住民升學保障也可以是原住民升學拔尖

計畫，即鎖定特定學生予以升學保障。 

▓林志興委員 

建議將「如何健全孩子心理建設，學會勇敢面對歧視。」納入原住民學

生成長中必要的教育中。 

▓童伊迪委員 

歷史正義背後，政府要做的是補償政策，建議透過人權概念教育讓學生

認識這個制度設置的背後原因，透過中學小學教師研習機會，增加人權

概念及人權保障宣導，社會上各種族群都應該受到平等對待。 

▓王雅萍委員 

（一）建議訂定族群友善校園指標，建立相關配套措施改善升學階段的

歧視，並定期公告。 

（二）應盤點設籍臺北市原住民升學情形，並給予更好的資源。尤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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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輔導室能提供援助，在高中對於自我認同的敏感階段，必要時，

能尋求專業協助，讓退縮的學生有前進的勇氣。 

（三）建議臺北市原教中心的《原宇宙》系列padcast，能同時推薦給非

原住民學生收聽，讓更多非原住民學生理解、認識原住民。 

（四）學校端能透過配套措施，讓學生認識及認同多元文化。  

（五）臺北市政府市長室題字「永續共融、希望首都」，「共融」二字

建議能修正為「共榮」，以避免產生誤解。 

（六）建議藉由與威靈頓市長會晤機會，交流有關紐西蘭毛利族Marae原

住民聚會所文化，希望臺北市也能設置各族的聚會所。 

▓白紫·武賽亞納委員： 

（一）建議在教師研習、講座中要求對於國高中公民積極性差別待遇高

中公民與社會- 優惠性差別待遇課程中，讓非原住民學生理解立法

的歷史脈絡及補償政策緣由。 

（二）加強對原住民學生的心理輔導，尤其是原住民加分議題上，了解

升學保障不是保障個人利益，而是保障集體利益，是為了原住民

集體的社會發展，回饋族群。 

（三）了解非原住民學生的想法，以找出因應對策。 

▓吳金鏞委員 

簡述臺灣大學針對本案處置: 

（一）加分制度的說明，於臺灣大學所屬相關管道進行說明。 

（二）未來的應對方式，由臺大校長成立工作小組因應。 

▓原民會回應: 

（一）臺北市政府於今（112）年9月1日訂定推動全民原教計畫，並且透

過計畫推動，讓各局處都能參與，使能由下而上學習，從上而下

做起。並針對機關首長及第一線教師、非原住民民眾及相關政策

人員等，從基礎開始認識原住民族文化。 

（二）社會教育部分，將串聯本市社區大學、原住民族部落大學進行推

廣，未來會分別與萬華、南港、中山、北投、內湖及中正等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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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開設通識課程，以灌輸大眾原住民族相關知識，從而認識、

接受及認同原住民族文化，並協助推動。 

▓教育局回應： 

（一） 本府已設立原住民族教育審議委員會，若有教育相關議題，可於

該會議中提案討論。 

（二） 臺北市全民原教計畫中已納入原住民族學生輔導等措施，未來將

會同本府各局處共同努力推動本市全民原教。 

決議： 

本案已由林奕華副市長會同教育局及原民會召開會議，後續執行情形，會

於下一次會議報告。 

 

肆、臨時動議 

▓根誌新委員 

臺北市居住不易，旅北的原住民族人通常因為經濟條件原因，居住在臺

北市週邊較偏遠地區，或是因為工作關係不斷的遷移住所，是否考量家

長工作的契合性及學生就學便利性，爭取某些特定學區讓原住民學生跨

區入學。 

▓教育局回應 

（一）本市國民中小學原則上是依據學區入學，讓學生可以就讀距離

居住地較近的學校，亦方便家長接送。 

（二）本市目前有藝才班、體育班等特殊才能入學機制，參與特殊才

能班學生可不受學區限制，即可跨學區就讀特定學校，提升學

生未來發展競爭力。 

決議： 

請教育局研議，並提下次會議報告。 

伍、散會：16時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