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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土地使用規則(草案)專家學者研討會」

議程 

壹、說明 

我國《國土計畫法》(下稱本法)將於民國 114 年 5 月 1 日正式取代現

行《區域計畫法》，內政部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之部落環境基本調查、

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也進入收尾階段。為解決原住民土地長

期以來所面臨的建地、耕地及殯葬用地不足，並維護原住民族文化發展空

間，本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九款指出:「國土規劃涉及原住民族之土地，應尊

重及保存其傳統文化、領域及智慧，並建立互利共榮機制。」 

依本法第 23條第 3項規定，配合內政部國土計畫使用管制作業期程，

針對原住民族土地之使用需求，原住民族委員會(下稱:原民會)應與內政部

以原住民族觀點思考部落土地空間的規劃，共同研訂原住民族土地之使用

管制內容具體條文：「原住民族土地使用規則(草案)」(下稱:原民土管草案)，

並研訂審議規範。該草案包含下列三項內容：住宅使用審查規範、原住民

族傳統文化設施及祭儀設施認定原則、原住民族傳統耕作慣俗專區之規劃

內容及審認事項。 

本次研討會議題為「原住民族居住需求」、「原住民族傳統慣俗使用」、

「原住民族土地及部落生活之探討」，辦理之目的即希望透過熟悉原住民族

土地資源利用、原住民土地使用管制項目的專家與學者們，創造一個官方、

學界、產業三方的對話空間，提供原民土管草案相關執行意見，或就原民

土地議題提供建議解套方式，以利國土計畫上路以後，以原住民族土地使

用規則落實原住民族土地使用正義，保障原住民族人的生活品質及經濟產

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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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討會議題 

【議題一】原住民族居住需求。 

【議題二】原住民族傳統慣俗使用。 

【議題三】原住民族土地及部落生活之探討。 

參、活動時間與地點 

一、活動時間：113年 10月 8日(二)全日研討會 

二、活動地點：中國文化大學 APA藝文中心大夏館-國際會議廳 

（台北市建國南路二段 231號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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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 
場地 中國文化大學 APA藝文中心大夏館-國際會議廳 

地址 台北市建國南路二段 231號 B1 

會議空間 

階梯型，共 128席座位，場地面積 83.5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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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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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內容與流程 

（一）專家學者議題分享：每人 15-20分鐘（分享後問答 5分鐘），預

定 6位專家學者發表。 

（二）原民土管說明 20分鐘。 

（三）綜合討論 60分鐘，邀請與談人共同參與。 

四、預計活動參與人數：80人 

五、與會對象：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推動辦公室、

邀請之 6位專家學者、與談人（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地方原

住民族主管機關、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原住

民族 NGO團體、建築師公會、設立原住民專班或相關系所之大專院校。

詳細名單見後。 

六、研討會報名期程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3年 10月 4日止 

（二）活動報名方式：Google線上表單報名 

報名連結： 

https://reurl.cc/2jzmp9 
 

 

  

https://reurl.cc/2jzmp9


6 

七、研討會議程與邀請名單 

（一）研討會議程 

時間 時長 議程 內容 

10:00 

10:35 
35 報到/簽到 領取研討會資料 

10:35 

10:45 
10 開幕致詞 

主持人（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推動辦公室）：

說明原民土管(草案)之立法緣由、目的及立法

過程。 

原住民族委員會長官致詞 

 

10:45 

12:00 
75 

【議題一】 

原住民族居住需求 

主持人（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推動辦公室）：

引言。 

發表者：林育諄副教授、陳秀珠老師、浦忠義委

員 

每位老師發表 20 分鐘，提問 5 分鐘，合計 75

分鐘 

12:00 

13:30 
90 中場休息（午餐） 

13:30 

13:55 
25 

【議題二】 

原住民族傳統慣俗

使用 

主持人（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推動辦公室）：

引言。 

發表者：許勝發助理教授 

發表 20分鐘，提問 5分鐘，合計 25 分鐘 

13:55 

14:45 
50 

【議題三】 

原住民族土地及部

落生活之探討 

主持人（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推動辦公室）：

引言。 

發表者：官大偉教授、黃書偉副教授 

每位老師發表 20 分鐘，提問 5 分鐘，合計 50

分鐘 

14:45 

15:00 
15 原民土管說明 

「原住民族土地使用規則」(草案)說明 

主講人：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推動辦公室 

15:00 

15:30 
30 中場休息（下午茶） 

15:30 

16:30 
60 綜合討論 

主持人：原住民族委員會 杜張梅莊 Adralriw 

Abaliusu 政務副主任委員 

與談人：發表者、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 

16: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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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家學者介紹 

照片 姓名/現職單位/專長領域 相關經歷或著作發表 

【議題一】原住民族居住需求 

 

◼ 林育諄 
專任副教授 

◼ 專長： 

城鄉研究、區域及產業

發展、社區及地方發展、

空間發展與規劃 

◼ 屏東縣政府國土計畫顧問（2020～迄

今） 

◼ 屏東縣政府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

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

業顧問（2021～迄今） 

◼ 屏東縣國土計畫來義鄉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委託技術服務顧問（2024～迄

今） 

◼ 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計畫委員

（2019.03-2023.02） 

 

 

◼ 陳秀珠 
東海大學工業工程與

經營資訊學系建築專

長博士班肄業、逢甲大

學建築及都市計畫研

究所碩士 

◼ 專長： 

1.環境、建築、室內、文

創、策展等設計 

2.原住民族傳統聚落、建

築文化研究 

3.文化資產研究、古蹟歷

史建築修復實務 

◼ 教學經歷： 

✽聯合大學原住民文化

創意產業專班兼任講

師 

✽逢甲大學、中華大學、

聯合大學、朝陽科大等

建築系兼任講師 

◼ 2024,禮納里十年-原民部落災後重建

設計之觀察 

◼ 2023,臺灣原住民族災後重建之地域

性建築案例比較  

◼ 2018,世界遺產潛力點-排灣族望嘉舊

社石板屋區域文化資產調查測繪及活

化計畫，共同主持人 

◼ 2015,臺灣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保存中

長程計畫，專案助理研究員 

◼ 2009~2010，「台灣原住民文化資產基

礎調查研究計畫」協同計畫主持 

◼ 2009,，西拉雅族聚落及建築基本資

料委託研究案，計畫主持人 

◼ 2008,撒奇萊雅族傳統聚落展示計畫

委託研究規劃及設計圖說編製，計畫

主持人 

◼ 2006,台灣原住民各族聚落及建築基

本資料委託研究案，計畫主持人 

◼ 2006,達悟族生活文化資產探索計

畫，專案研究員 

◼ 2005,蘭嶼社區總體營造專案管理中

心，專案研究員 

◼ 2005,太魯閣族傳統聚落展示計劃，

協同計劃主持暨專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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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姓名/現職單位/專長領域 相關經歷或著作發表 

 

◼ 浦忠義 

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

民族文化發展中心退

休副主任、美和科技大

學兼任講師 

◼ 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

心退休副主任(傳統建築諮詢委員) 

◼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

局主任秘書 

◼ 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

會副處長、處長 

◼ 【議題二】原住民族傳統慣俗使用 

 

◼ 許勝發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

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專任助理教授 

◼ 專長： 
◼ 台灣傳統聚落與建築

研究、文化資產動態

活化保存專題、文化

資產跨域專題、鐵道

文化資產專題 

◼ 2017，台灣南部傳統魯凱族與排灣族

石板屋建築型式的傳播探討 

◼ 2017，魯凱族與排灣族傳統石板建築

形式起源與地方差異探討 

◼ 2016，魯凱族與排灣族傳統石板建築

形式起源與地方性差異探討 

◼ 2014，〈日治時期魯凱族石板屋聚落

空間受外來文化影響的變遷討論〉 

◼ 2012，〈排灣族群石板屋建築的地域

性風格表現〉 

◼ 1996，傳統排灣族群北部式家屋裝飾

初步研究 

【議題三】原住民族土地及部落生活之探討 

 

◼ 官大偉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

系教授兼代理系主任 

◼ Kuan, D. W., & Charlton, G. C. 

(2020). Land and justice from 

the indigenous perspective: a 

study on the Tayal philosophy of 

“sbalay”. The Journal of Legal 

Pluralism and Unofficial 

Law, 52(3), 231-248. 

◼ Yi-Shiuan Chen, Y., Kuan, D. W., 

Suchet-Pearson, S., & Howitt, R. 

(2018). Decolonizing property in 

Taiwan: Challenging hegemonic 

constructions of 

proper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36(6), 987-1006. 

◼ C Charlton, G., Gao, X., Kuan, 

D. W. (2017). The law relating 

to hunting and gathering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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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姓名/現職單位/專長領域 相關經歷或著作發表 

in the traditional territories 

of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Asia Pacific Law 

Review, 25(2), 125-148. 

◼ 官大偉 (2017). 傳統領域: 一個原

住民族發展的關鍵議題. 台灣原住民

研究論叢, (22), 45-76. 

◼ 官大偉 (2017), 從道歉、和解到正

義實現：談以國土計劃落實原住民族

土地權之可能, 台灣原住民族法學, 

1(2), 5-19. 

◼ 官大偉 (2014). 原住民族與國土計

畫──,lk 一個民族生態學的觀點. 

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 4(4), 43-

61. 

 

◼ 黃書偉 
國立清華大學環境與

文化資源學系副教授 

◼ 專長： 

國土計畫、都市及區域

規劃、社區規劃、都市

更新、都市成長管理與

總量管制、空間區位分

析、地區綜合發展規劃 

◼ 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 

◼ 新竹市政府環境教育審議暨基金管理

委員會委員 

◼ 連江縣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委員 

◼ 連江縣環境景觀總顧問服務計畫顧問

團 

◼ Huang, S. W., & Tsai, W. 

J.(2013). The analysis of 

measurements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mixed land u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science, Biochemistry and 

Bioinformatics, 3(3), 206. 

◼ 鄒克萬,黃書偉. (2007). 都市土地

利用變遷對自然環境衝擊之空間影響

分析. 地理學報, (48), 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