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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討原鄉地方文化產業的發展實況和低教育原住民返回部落謀

生的就業歷程，為了達此目的，本文採用深度訪談法針對信義鄉社區菁英進

行質性資料的蒐集及分析。研究發現，至今信義鄉文化產業發展有限，部落

生活機會匱乏，居民謀生不易，回鄉者舉步維艱。顯示近年來政府相關部門

致力於推動原鄉文化產業來繁榮部落、促進就業和振興教育文化的政策目標

仍難實現。然而，倘若原鄉地方文化產業是值得繼續推展的國家型大計畫，

政府理應增加原民會的權責，強化其統籌規劃與政策執行的力量，並結合在

地意識和地方需求，逐一落實原鄉各項發展計畫，以期使部落居民也能享有

與臺灣一般民眾同等的教育質量、就業條件和公共福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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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poorly educated indigenous people were forced to return to their 
tribes, they were faced with mounting challenges of underdeveloped cultural 
industry and unemployment due to globalization. This study revealed their 
unsettling journey home, from the viewpoint of community elites. Qualitative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Findings showed that, in 
Sinyi Township,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traditional tribal arts, and 
sophisticated agriculture were suffocated by natural disasters and problems 
of transportation, legislation, and funding. Despite the governmental efforts, 
those poorly-educated returned home and remained unemployed in their 
tribal regions. In order to overcome all these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the 
researcher suggested that the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 Executive 
Yuan should be empowered to consolidate policy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as well as to coordinate with local awareness and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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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幾十年來，全球化改變了全球社會的產業結構與就業型態，引致工業

國 家 相 繼 面 臨 失 業 、 所 得 分 配 不 均 與 貧 富 差 距 日 趨 惡 化 的 窘 境 （ Esping-

Andersen, 2009; Giddens, 2000; Pierson, 1998; Romano, 2006）。相應地，全

球化下的臺灣社會，失業貧窮亦困擾著許多人，但主要是原住民族。雖然臺

灣原住民族歷經1980年代原住民權利運動及後繼原運的種種努力，原住民族

委員會的成立、《原住民族身分法》等法令的相繼實施，原住民族的社會位

置確實有改善，且與臺灣各族群間在教育和職業隔離方面也日益減弱，但與

主流社會相比，原住民仍沒有改變淪落臺灣社會最弱勢族群的樣貌（黃毅

志、章英華，2005；劉千嘉、林季平，2008）。至今，原住民總是生活在社

會底層，處於經濟弱勢和政治無權無位，長期遭到社會的歧視與資源、機會

剝奪。在此情形下，造成許多低教育、低技術原住民在就業和生活上仍面臨

諸多難題。  

再者，即令國內近年來在多元文化理念下對原住民族各方面的訴求和需

求，已逐步有善意的政策回應，但實際運作上，政策理念落實之速度似乎相

對遲滯，至今尚無法有效縮短「原、漢族群間」各項生活水準之結構性落差

（詹宜璋，2003）。依原民會調查，當今原住民家庭與全體家庭平均年所得

差距還達2倍以上，且原住民家庭的收入來源結構依賴薪資收入的程度非常

重，比重達91.5%，遠高於我國全體家庭73.2%（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7）。顯見原住民個人和家庭必須更依賴工作獲取基本維生資源。但近年

來因國內不景氣、產業外移和外勞引進，使得原住民在都市的工作機會日

減，謀生更困難。以致從1990年代中期以來，有許多失業原住民回流原鄉尋

求有限的生存機會。  

我國政府為了回應原住民的失業問題，近十幾年來陸續在原鄉推出許多

相關措施，如提供就業服務、促進就業機會、擴大職業訓練和原鄉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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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等（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8a）。但從實際執行面看，政策的落

實有限，迄今，原鄉內部在教育、產業發展方面的改善有限，短期促進就業

和職業訓練成效不彰，外部環境如引進外勞、產業外移等問題仍然存在。目

前原鄉的生活機會依然有限，居民仍難安身立命，回鄉者舉步維艱。對此，

研究者認為原鄉的發展限制和就業問題，除了亟需政府投入更多對策與資源

外，更重要的是，政府應轉變夙來「由上而下」且難迎合部落需求的政策制

定模式，從而針對個別原鄉部落的實際需求進行了解，並謹慎評估如何適切

地結合當地有利資源，以協助原鄉開創具有競爭優勢的地方文化產業和就業

型態。  

但若要進一步掌握原鄉的就業問題與需求，以及在地產業發展的可行方

向，實有必要深入探析在地人的體驗和看法。故而，本論文的主軸即以久居

信義鄉的社區菁英為研究對象，並以質性深度訪談法進行資料蒐集，希冀藉

由在地菁英的主體經驗和詮釋，深入了解原鄉發展困境與回鄉者生活難題之

問題癥結，並依研究所得結果，提供政府規劃原鄉發展政策的思考方向。  

貳、文獻探討 

國內原住民族雖然人口數量一直有增加，但長期以來在經濟、社會、政

治、教育、文化和福利等層面卻依然居於弱勢地位。問題是，這般多面向弱

勢及弱勢的累積現象，又會形成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問題，它勢將

直 接 影 響 原 住 民 的 社 會 參 與 ， 尤 其 是 勞 動 市 場 參 與 的 能 力 和 機 會 。 按

Burchardt、Le Grand與Piachaud（1999）之意，社會排除是指在社會中，個

人無法以該社會的公民資格參與正常活動的情況。意即當社會成員在社會參

與、政治參與和經濟活動參與等層面參與不足，或無法參與，即被視為社會

排除。  

再依Giddens（1998）說法，社會排除係指那些長期被排除在主流社會

外，與社會之物質繁榮和文化脫節的社會底層人們。Giddens（2000）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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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社會排除與貧窮、被剝奪並不相同。社會排除並非與他人在程度上的

差異（如擁有較少資源、機會），而是指無法分享大多數人所擁有的資源、

機會和權力。貧窮或被剝奪的人是勞動市場競爭的失敗者，而被排除的人甚

至沒有參與勞動市場競爭的機會。換言之，弱勢原住民的失業問題若不能獲

致有效解決，那麼失業原住民極有可能變成長期失業的貧窮者，從而成為被

社會排除的邊緣人，同時他們將會日漸喪失就業市場所需求的技能和工作紀

律，並再也很難重回就業市場。也因此，弱勢原住民的失業問題，是目前政

府亟需關注的議題。底下針對原住民參與勞動市場的幾項結構性限制進行討

論。  

一、全球化與工作消失 

全球化現象並非最近才開始的人類處境，只是它的歷史起源在不同論者

有不同的說法（孫治本譯，1999；莊勝義，2007）。但就發展的角度，全球

化是在晚近幾十年中加速出現的世界性趨勢，雖然不同學者有不同界定，但

最常被用來解釋世界經濟格局大變遷的是經濟全球化。在這過程中，世界經

濟活動日趨邁向整合，如世界貿易組織（Dicken, 2003），這顯示了全球性

資本市場、商品市場的形成，加上近年來勞動力市場也日益開放，構成經濟

發展各項基本要素：包括資本、商品、資訊、技術、工作和人員，能跨越國

與國之間的界線，在世界範圍流動（郭俊巖、王德睦，2008）。這些變化趨

勢，無疑增強了資本跨越時空的逐利能力，但同時卻弱化了各國在經濟和社

會政策上的調控能力，引致各國勞工陷入不可預知的就業風險，尤其產業的

轉型和跨國移動，更使得低技術勞工在就業市場中愈來愈被邊緣化。  

關於基層勞工的處境，Bauman（1998）即悲觀指出，當代社會，進行

大量生產已不再需要大量勞動力，利潤增長反而是立基在縮減勞工的條件

上。此即Beck指稱的無工作成長邏輯，這種藉由自動化生產技術提高單位

生產力的無工作資本主義（capitalism without work）的發展趨勢，將使先進

國家的工作職位日減，失業人數日增，即便新增高教育、高專業職缺，也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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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無助於低教育勞工的就業（孫治本譯，1999）。更重要的是，目前各國

即令傳統工業化型態的工作方式也日益以自動化或知識為基礎，從而改變原

來需要依靠密集勞力從事生產的製造業本質。此意即，工人原本只被要求不

斷重複範圍狹窄、不用投入心思就可完成的工作，已被自動化生產徹底顛

覆。這種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風險，顯示在全球範圍的體力工

作職缺遽減，失業人數遽增，且還會讓愈來愈多人被迫永久失業和無法再被

僱用（鄭陸霖、吳泉源譯，2004；Bauman, 1998）。  

由上可知，面對全球化新經濟時代的浪潮，不但帶給先進國家勞動者一

系列新的失業風險，而臺灣的產業結構及勞動條件，莫不與外貿出口導向的

產業結構息息相關，致使臺灣的勞動條件也無可倖免地深受世界市場的衝擊

（鐘琳惠，2007）。近年來，我國深受全球景氣蕭條和內部需求低迷不振的

影響，引發國內許多因應能力較弱的中小型企業紛紛關廠歇業，或將產業轉

移至生產成本較低廉的國家進行投資設廠，形成許多低技術工作機會逐漸消

失。也因此，使許多原本在這個次級產業部門靠體力勞動維生的原住民深陷

失業貧窮之苦。在此情況下，政府如果沒有制訂一套完善的社會政策協助低

教育原住民脫離不利處境，那麼原漢之間的所得差距和不平等狀況勢必愈拉

愈大，結果將使原住民族的失業貧窮問題陷入積重難返的窘境。  

二、原住民低教育程度限制職業選擇 

在當今知識經濟盛行的時代，一方面藉由資訊科技帶動的自動化生產模

式日漸普及，再方面企業雇主日益要求具有創意、創新能力的勞工，使得低

教育勞工的就業條件日趨惡化，同時也加劇了現有社會的不平等。對此，

Giddens則指出，若要克服當今資訊知識落差所造成的經濟不平等與改善低

教育者的市場價值，那麼擴大教育投資和讓更多窮人接受較高教育是最佳的

途徑（黃瑞祺編，2005）。而許多西方學者也提及，在當今全球化和後工業

體制盛行的年代，教育投資對個人人力資本的發展、社會貧富差距的舒緩以

及國家全球競爭力的提升，皆是不可或缺的一環。更明白地說，政府教育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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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不僅能增進教育機會平等，同時也能促進就業和減少社會排除，甚且還有

助於經濟繁榮和社會整合（Esping-Andersen, 1999; Giddens, 2000; Latham, 

2001; Tomlinson, 2005）。  

而我國《憲法》也明文規定：「國民受教育之機會一律平等；國家應注

重各地區教育之均衡發展」。即令如此，在教育投資和教育機會均等方面，

長久以來我國政府並未十分重視原住民教育。這顯示在部落教學設備缺乏、

師資不足和流動率高，尤其課程架構與教學內容是以漢人價值觀和判斷為

主，而未能符合原住民社區本位課程，使得原住民學生的學習適應不佳、學

習成效不彰，形成高輟學率與低升學率，致使原住民教育水準普遍低落（吳

天泰，2007；陳逸君，2004；譚光鼎、張如慧，2009）。因而當原住民至都

市謀生，大多只能在次級勞動市場從事骯髒、勞累和危險的粗工。  

問題是，此類工作的替代性高、風險也高，原住民勞工隨時可能因產業

結構變遷或景氣蕭條而失業。在謀生困難、家計壓力的情況下，迫使許多原

住民子女無法得到良好教育。但接受教育是重要的，因貧窮問題係根源於窮

人無法接受良好教育（Blair, 1996）。根據研究顯示，貧窮家庭生活困難，

子女通常無法獲得良好教育和找到適當的工作，因而謀生也就相對困難，於

是又經歷了上一代的劣勢處境，形成貧窮和不平等現象代代惡性循環（林萬

億、孫健忠、鄭麗珍、王永慈，2005；Giddens, 1998）。對此，行政院原住

民族委員會（2008a）的調查也顯示，目前教育程度仍是影響原住民就業和

收入的關鍵，雖然近年來原住民整體教育程度已明顯提升，但仍落後一般民

眾許多。 1無疑，教育程度的提升對原住民能否增強職場競爭力和克服貧窮

循環格外重要，值得政府多關注。  

                                                      
1 一般民眾專科教育程度占13.2%、大學以上占21.2%，合計34.4%；而原住民

合計只占15.2%，即專科6.5%、大學以上8.7%（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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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住民不利的就業結構與外勞效應 

在1970、1980年代期間，還算是原住民到都市謀生較順利的時期，只不

過這時期原住民從事的工作，往往是漢人不願做的底層勞力工作，凡是最

遠 、 最 高 、 最 深 及 最 暗 的 工 作 場 所 ， 都 可 看 到 原 住 民 的 足 跡 （ 何 家 豪 ，

2002）。但自1980年代隨著新國際分工和全球資本轉移與擴張，使得資本和

勞動在國際間產生高度的流動（Coates, 2000），而臺灣產業界也為了尋找

低廉勞動成本紛紛外移，與此同時，政府在1989年也開始開放工資相對低廉

的外勞以滿足企業需求。在此多重因素衝擊下，原住民在都市的工作機會日

漸消失，許多失業原住民被迫回原鄉謀生。原本回鄉工作應是解決失業的方

法之一，但囿於原鄉就業機會有限，他們大多待業等機會，頂多只能靠打零

工維生（王增勇，2002；朱柔若，1999；李明政，2003；曾筱甯，2001）。

由於低教育原住民在都市的不利就業結構，和原鄉低度發展無法滿足就業需

求，使得他們無論在都市或原鄉，其就業前景可謂每況愈下。  

時至今日，國內景氣雖稍有回升，但基層勞工的失業率仍維持在高檔，

低教育原住民的失業問題依然嚴重。根據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8a）

的調查顯示，原住民就業者從事的行業以「農林漁牧業」、「營造業」及

「製造業」占大多數，且主要是擔任該行業的非技術工和體力工。凡此顯

示，原住民投入的就業類型大多屬於低技術、低保障且容易被外勞替代的工

作。  

循此，就外勞政策來說，原先政府的外勞政策係設定在「補充國內基礎

勞力不足」的層面。其政策原則係採取「限業限量」漸進式開放，但在實際

執行層面，政府基於企業界的需求卻不斷放寬外勞政策，而目前國內各工業

區的工廠雇主，依舊偏好雇用成本低廉且好管理的外勞（馬財專、余珮瑩，

2008）。問題是，外勞所從事的工作類型與原住民重疊性極高，皆是以體力

勞動和非技術性的工作為主。如今外勞已成為我國的基層勞動力，多半從事

製造業、營造業、監護工或醫療看護等勞力工作。而這些行業在我國工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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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創造較多就業機會，勞動力需求也較多，所以常為無技術

或半技術的原住民提供就業機會。如今外勞大量引進成為對原住民勞力替

代，產生市場排擠效應（巫銘昌、黃燕萍，1998；黃坤祥，2005）。結果使

得原住民面臨工作條件日趨惡化，失業率持續攀升的危機。  

四、歧視問題 

在臺灣社會，漢人常以偏頗的刻板印象、族群偏見和族群歧視對待原住

民，這些原漢接觸的經驗，幾乎成為多數原住民心中最難以忘懷的刻痕（傅

仰止，2001）。長久以來，在漢人「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的思

想中，原住民族是落後的族群，因而接受漢化是天經地義的事（謝世忠，

1987）。由此，在大漢民族心態下，漢人對自屬文化奉為至高無上的一 種

「 迷 失 信 念 」 （ mythical belief） ， 成 了 漢 人 對 於 原 住 民 一 種 歷 史 性 的 歧

視，長期下來使得原住民形構了自我認同的污名化，並將其自身的負面感受

表現在價值觀和行為上，如否定自己、自卑感和缺乏自信心等（郭俊巖、許

佩茹，2010），而這些負面的自我認知隨著原住民在社會化歷程不斷積殿而

損及人格成長和影響原漢互動。  

正因社會歧視係源自複雜的社會歷史脈絡，引致社會歧視的歷史累積負

向效應，經常在各種社會生活領域限制原住民族的生活機會與社會地位，尤

其當原住民外出至漢人社會求職謀生，時常遭逢本身因弱勢族群身分而受到

漢人的異樣眼光和不公平對待。在職場所遭遇的問題包括工作負荷量過重、

同 工 不 同 酬 ， 使 得 原 住 民 在 職 場 上 不 易 發 展 （ 張 清 富 ， 2001； 陳 珊 華 ，

2009）。  

近年來即令我國政府在制度上或形式上致力於消除歧視現象，但問 題

是，泯除社會歧視不可能只靠政府的宣導和法令頒施就能達成，它尚須在最

深層的社會結構及個人心理結構產生正向的改變纔能致之。換言之，主流社

會對於原住民的價值偏見不是那麼容易可以從人心中去除，它依然可能以一

種隱而未顯的方式藏身在社會生活的各層面，並延續著偏見、歧視的歷史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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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張培倫，2009）。目前臺灣某些民眾或雇主對於原住民勞工的偏見、歧

視猶然未消除，甚至依舊成為雇主不願意聘用原住民勞工的原因。  

五、短期促進就業是治標而非治本之策 

近年來政府為了舒緩原住民的失業貧窮問題，開始推動一系列的短期促

進就業政策，提供原住民臨時工作機會，以期在短時間能疏解原住民失業率

問題。按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8b，2010）的調查顯示，原民會結合

相關部會推動的短期促進就業措施，確實對緩解原住民失業率具有立即的改

善效果，同時也可以視為失業原住民求職的過渡性工作，採用「以工代賑」

的方式逐步將失業原住民導引至正規就業市場。  

但從先進國家解決失業問題的經驗顯示，由公共服務促進就業之類的措

施直接創造工作機會，在失業率突然升高或失業率長期居高不下時，確實可

在短時間內達致降低失業率的效果，故而成為在高失業期間被廣為採用的一

種勞動政策（傅從喜，2006）。但根據研究指出，這類短期性工作創造方案

所提供之低薪無保障的工作，根本難以將失業者轉型為成功的工作者，因這

類方案通常沒有對福利案主施予教育訓練，且方案所指派的工作，多半是無

技術的體力勞動，好比清掃公共場所、維護環境之類的工作。事實上這些工

作的提供並非為了提高受助者的就業能力，而只是為了讓失業者有事可做

（Handler & Hasenfeld, 2007; Piven & Cloward, 1993; Quaid, 2002; Wilson, 

1987）。  

當今在學術討論上，這種短期性工作方案或以工代賑之類的社會救助，

在引導失業者重返正規勞動市場的作法被批評過於消極，以致在先進國家通

常不將這類短期性就業方案視為常態性或制度性的福利措施。因而自20世紀

末期興起的工作福利政策（workfare），2則被視為解決弱勢族群陷入貧窮、

                                                      
2 工作福利政策的實施原則：要求福利救助的領取必須取決於該員接受政府

資助或設置的職業訓練活動，以便讓受助者在領取福利給付的同時，能夠

增進就業技能，重新融入正規勞動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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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失業與社會排除的最佳方法（孫健忠，2009；郭俊巖，2010；簡守邦，

2008；Handler, 2004; Wolff, 2004），因為這類工作福利政策發展出一套較

周全、較能提升弱勢者就業能力的職業訓練與就業服務機制：包括工作查

詢、工作訓練、就業輔導、教育方案、社區工作體驗以及其他支持性服務

（ 如 兒 童 照 顧 、 日 托 服 務 ） 等 項 目 （ Lødemel & Trickey, 2001; Wilson, 

1987）。  

近年來，以工作福利替代社會救助的積極性服務模式，已成為各個國家

協助原住民脫離弱勢處境的重要策略。例如，加拿大之「社會救助與訓練和

發展的連結」以及「與原住民組織共同發展新的訓練機會」；美國引導原住

民朝向自立的「公共救助就業化政策」，其制度精神也含有積極福利的表

徵；紐西蘭的從「福利」到「福祉」之策略，皆為朝向積極性的工作福利方

向邁進的重要措施（黃源協，2008：161）。由此可見，與工作和教育訓練

相關的社會福利議題日趨被西方國家所重視與推展。  

目前許多西方國家正是在工作福利理念下，為原住民提供就業機會、職

業訓練與就業輔導，但無論由公部門主導或結合第三部門，都以配合在地社

區產業特色為基調。而我國原民會自1997年以後，也為了因應回流原鄉就業

的潮流，開始規劃就業政策與原鄉在地產業發展（如文化、觀光、特產）相

結合，希望藉由推動原鄉文化產業化，創造適合的職種和就業機會，以建立

社區化就業模式。若如是，不僅可使原住民能優先選擇在原鄉就業，甚而使

返鄉謀生的原住民能順利就業。但問題是，目前原鄉在地文化產業闕如，失

業問題依然嚴重，即便政府推出一些短期性就業方案，也難以做為原住民通

向正規勞動力市場的跳板。從政府的原鄉產業計畫和就業政策檢視，目前原

鄉的就業出路猶待政府努力解決。  

參、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本研究是想透過地方菁英角度，探討全球化下臺灣原住民的就業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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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原鄉發展限制和部落就業問題之癥結。為了達此研究目的，本研究採用

質性深度訪談法為研究基礎。  

一、研究場域 

本 研 究 選 擇 信 義 鄉 為 研 究 場 域 有 四 項 理 由 ： 1.研 究 者 長 期 關 注 貧 窮 議

題；2.921大地震信義鄉受創嚴重，復原緩慢，長期低度發展，生活機會有

限 ， 故而 引起 研 究者 對此 場 域的 關注 ； 3.研 究者 的 碩士 生來 自 信義 鄉布 農

族， 3在與研究生及其家族長期互動下，對信義鄉的發展情況和就業問題有

了某種程度了解，由此引發研究者構思藉由學術角度探究信義鄉的發展限制

與 就 業 問 題 之 癥 結 ； 4.研 究 者 獲 得 政 府 單 位 補 助 在 信 義 鄉 為 期 一 年 研 究

（2007.8～2008.7），這當中，本研究之受訪對象包括社區菁英6位和回鄉

謀生者5位，但限於篇幅，本文僅就社區菁英觀點進行探討。  

二、資料蒐集方法 

本文主軸在於藉由社區菁英視域深入了解原鄉的發展限制與就業困境，

故研究方法以半結構、深度訪談法為主。而質性深度訪談法的特點，在於它

可以協助研究者藉由訪談方式產生新的想法和觀念，進而擴展研究資料的蒐

集（朱柔若譯，2000）。這種深度訪談法是對特定議題透過研究者與受訪者

在自然情境下進行面對面的雙向交流，這當中，研究者會適度引導議題討

論，同時讓受訪者針對議題，充分表達自己內心的真實感受與其對事務的看

法。  

為了使資料蒐集更具系統性，研究者根據文獻探討中的核心問題擬定訪

談大綱，進行深度訪談。在訪談的主題上，除了個人基本資料外，主要包

                                                      
3 研究者的學生其家族成員多人在信義鄉任公職，而研究者也在其家族成員

的引薦下，有機會接觸觀察信義鄉的一些活動（如旁聽鄉務會議、鄉運動

會、隨村幹事訪查案家等），並從中認識許多地方菁英和回鄉就業的弱勢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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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低教育原住民在都市和原鄉的就業歷程；原鄉地方文化產業發展的限制

與出路；政府相關就業政策的檢視。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依預先備妥之訪

談大綱依序提問，當中如受訪者提供的資訊深具開拓性與分析性，即便偏離

或超出訪談大綱題序，研究者皆秉持開放態度循此脈絡深入探問，並調整問

題順序或增列題項，讓受訪者能充分闡述重要訊息。如此，非但可增加訪談

內容的精緻性和豐富性，甚且可獲致更多與研究議題相關的寶貴訊息。另

外，研究者每次實地訪問，都習慣做筆記，這樣做不僅能提醒研究者與受訪

者在訪談過程中有哪些重要訊息有待進一步說明或釐清，而且這些筆記資料

對日後在分析和萃取逐字稿內容的關鍵概念及重要發現亦有幫助。  

三、研究對象 

由於本研究所關注原鄉的發展限制與就業困境等議題，涉及的層面相當

複雜，包括臺灣的勞動條件、地方文化產業以及原鄉的教育和職訓等面向。

也因此，欲尋找可提供研究議題之重要資訊的研究對象極不易，且因信義鄉

土地面積廣闊，各部落的人文地理條件差異頗大，使得尋求適合的訪談對象

更形困難。基於此，本研究在訪談對象的考量上，係以熟稔原鄉公共事務或

服務範圍擴及全鄉之地方菁英為主要對象。  

依 此 ， 研 究 者 與 熟 識 的 地 方 菁 英 經 過 多 次 討 論 後 ， 採 立 意 取 樣

（purposeful sampling）設計，選出六位足以提供本研究主題相關資訊的訪

談對象。這六位受訪者，在信義鄉的公、私部門擔任不同的重要職務，他們

長年生活在原鄉，對原鄉各項發展限制和居民就業狀況皆有深刻體認，透過

其主體經驗的述說，著實對本研究主題的探索有莫大助益。為了顧及研究倫

理，受訪者背景資料均以代號A1、A2……匿名處理（見表1）。至此，猶需

說明的是，本研究受訪者在其生命歷程，無論是工作或求學，大都曾在都市

居住過一段頗長的時間，而這些經歷讓他們返鄉服務能有更深刻的體悟。對

本研究而言，受訪者豐富的生命經驗無疑更具深廣的視野，且能提供本研究

主題所需的重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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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受訪者背景資料表  
代號  性別  年齡  族別  教育程度  職業  
A1 男  約 60 歲  布農族  國小  鄉民代表  
A2 男  約 40 歲  布農族  大專  地方公職人員  
A3 男  約 50 歲  漢人  高中  村長  
A4 女  約 35 歲  布農族  大專  國中教師  
A5 女  約 45 歲  布農族  大專  社福機構人員  
A6 男  約 45 歲  布農族  碩士  地方公職人員  

 

然 則 ， 本 研 究 受 訪 對 象 A1和 A3， 雖 然 分 別 在 教 育 程 度 及 族 別 落 差 較

大，但研究者認為並無損於重要資訊的提供。就A1來說，早年曾至都市從

事各類勞力工作，中年返回部落經營高經濟作物，至今已連任多屆鄉民代

表，期間參與諸多鄉務工作和原鄉發展計畫。在訪談過程中，更得知受訪者

曾多次出國考察國外原住民部落及當地原住民政策，雖然受訪者只有國小學

歷且年齡較長，但依其豐富的人生閱歷，確實能提供本研究主題相當厚實的

資訊。再就A3來說，雖是原鄉漢人，但自祖父輩即定居信義鄉從事農業，

目前在原鄉經營精緻農業，同時擔任村長和某權益促進協會重要職務，由於

受訪者自幼生長在原鄉，且時常參與鄉務工作，因之對原鄉的發展狀況和就

業問題有深刻洞見，以致本研究選取A3為訪談對象。  

四、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在深度訪談前，事先取得受訪者同意，採全程錄音，以便在訪談

結束後，進行逐字稿整理時，能夠擁有訪談資料的精確性和完整性。原則

上，訪談資料的蒐集和分析需同時進行，如此才能隨著訪談資料的逐步呈

現，適時調整研究議題和訪談題目。而本研究每次訪談結束後，便將訪談所

獲得的資料整理成逐字稿，隨後，研究者反覆詳讀逐字稿，以分析訪談資料

與研究主題的關聯性，並從中找出有意義的陳述，加以歸類和命名，逐步整

理提煉出符合本研究目的之概念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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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限制 

本文尚屬初步和相關研究中的部分成果，在研究討論上尚有某些限制。

底下針對幾項研究限制加以說明：1.資料分析與詮釋上的限制，由於信義鄉

極為遼闊，且所屬14個村落的發展脈絡和營生條件不盡相同，而本文僅就6

位菁英的觀點進行剖析，尚未有足夠信心宣稱所收集資料已達飽和程度，甚

且在資料分析與詮釋上也僅能就訪談資料範疇進行探討，故研究結果可能尚

不足以代表各村落的生活脈絡和實際需求，因而要做更大範圍推論亦有限。

2.受訪對象的社會階級限制，因篇幅有限，本文僅針對原鄉菁英觀點進行分

析，但菁英的視野非能代表原鄉整體觀點，因而在探討原鄉的問題與需求

時，猶需納入原鄉相對較低層人士之觀點。3.受訪對象原漢比例的限制，由

於本文部分議題主要在討論「原住民地方文化產業」，因而受訪對象主要設

定在原住民菁英對此議題的詮釋，但在熟識菁英引薦下，認為漢人受訪者

A3對原鄉公共事務和精緻農業多所涉入，頗能代表原鄉問題的聲音，而研

究者當下亦與A3進行非正式交流，感受到A3確實能提供重要的資訊，因而

將 其 邀 為 受 訪 對 象 。 然 則 ， 信 義 鄉 目 前 原 漢 人 口 比 例 大 約 55%比 45%， 依

此，就原鄉整體發展角度而言，漢人的意見參與是有其必要性，而本文受訪

對象只選取一位漢人，就比例是偏低。在當今多元文化概念架構下，原漢融

合共創原鄉社會是大勢所趨，因而未來針對原鄉之研究理應納入多元族群和

多樣類型的觀點。  

肆、研究發現與討論 

臺灣原住民的機會結構有限已是不爭的事實，尤其原鄉因各項資源極度

匱乏，許多原住民尋求三餐溫飽是他們基本的奢求。問題是，如果原住民繼

續延續僅能餬口的就業歷程，不僅對自己家庭及其子女的教育和就業機會有

不利的影響，甚且還會形成窮人子女永遠是窮人的貧窮世代循環。因而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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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面臨的就業困境和生活危機值得政府多加關注。底下本文結合文獻

分析與訪談資料探討原住民的就業問題、低教育原住民回原鄉的就業狀況以

及原鄉產業發展實況。  

一、原住民族的就業問題 

(一)群居習性影響就業  

原住民長期居住在地理位置相對孤立的環境而發展出獨特生活模式，使

得早期原住民進入都市謀生，在與漢人互動過程中，其生活適應和職場適應

也 相 對 困 難 ， 並 產 生 一 些 社 會 文 化 隔 閡 （ 李 明 政 ， 2003 ） 。 如 受 訪 者

（A6）提及：  

 

早期因為我們原住民很木訥，加上語言跟外面又不是溝通的很順

暢……大部分都是用國語溝通，就是有那個隔閡，所以我們原住民很

少單獨出來就業的，大部分都是結伴。  

 

其中受訪者（A5）強調原住民非因懶惰影響工作，而是群居和適應問

題：  

跟我們的文化有關……像我們布農族的話是重於分享……我之前有看

到報章雜誌就說我們原住民一天捕魚三天曬網，就很懶惰（刻板印

象），其實不是。有的就是第一個就是適應性，第二個就是說他是一

個群居的，就是他若是沒有一個比較熟悉的朋友，他就比較容易離開

那個地方，……可是一個要離開的話，三個會跟著被影響。  

 

對此，受訪菁英亦提到：  

 

在一、二十年前是這樣的……都會成群結隊的去到一個公司，然後整

個集體就辭職了這樣（A2）；因為可能到大都市去，……他可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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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大家在一起比較不會被人家欺負（A4）。  

 

一般來說，原住民族除了長期群聚型態塑造出集體生活和共同分享的文

化習性與現代工商社會格格不入之外，也由於過去與漢人接觸機會較少而心

生畏懼，因此常藉由集體就業增加自我安全感。但這般集體就業和離職的情

況，卻也構成漢人雇主僱用上的疑慮而影響其就業機會。不過，現今集體就

業習性已不多見（詳後）。  

(二)工作認真但樂天和酗酒影響工作  

依張清富（2001）、傅仰止（2001）和衛民（2000）的研究指出，原住

民勞工樂天知命，部分嗜酒成性，常因此而丟失飯碗。受訪者提到，原住民

在工作上其實很賣力，但由於樂天態度常無故曠職，有些則過度飲酒而影響

老闆僱用意願。如受訪者指出：  

 

我們原住民比較樂天，不上班就不上班，沒有那個請假的習慣，……

不請假就被人家卡掉（A2）；就是說今天不想工作就是不想工作，

有的等於樂天知命的那種心情（A5）。  

 

另外，受訪者亦提及，原住民雖然工作勤奮但喝酒問題確實影響工作機

會：  

 

其實原住民是滿勤快的，……但他們只要一喝酒，隔天就爬不起來，

然後就連續兩三天沒有在工作（A2）；工作認真，就是喜歡酗酒，

然後放假就不知道要回來工作，……這是一般人對原住民的詬病

（A6）。  

 

於此，大體來說，無論是原住民樂天性格無法迎合現代工廠日常慣例的

僵化工作要求，或者是飲酒過度影響正常工作，相當成分都是跟原住民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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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文化適應不良有莫大關係（李明政，2003）。  

(三)教育改變集體就業習性  

目前原住民與一般民眾比，教育程度即便仍普遍較低，但與早期相較已

有某種程度的改善，且原漢之間互動較頻繁，也改善了彼此的一些隔閡。受

訪者（A2）提到：「小孩現在在外面讀書都跟平地人一起了（國高中），

那時候我們大部分都是在部落……那現在大部分都是個人出去工作。」  

另外，受訪者（A6）也提及原住民教育提升與原漢接觸機會增多改變

了群體外出找工作的習慣：  

 

現在我們的民風沒有像以前這麼的保守，因為我們只要念國中就會接

觸到漢人，所以我想不會像以前那麼樣的嚴重。有還是有啦，但是那

種比例不會像以前那麼高，因為我們受教育的比例、程度都比以前

多，這主要是教育的問題。  

 

對此，受訪者（A6）更進一步強調教育對原住民提升就業能力和擴展

人際關係的重要性：「你的教育程度愈高，相對的你的謀生能力、人際關係

（原漢）、還有各方面的應對技巧都會提升」。  

平實地說，原漢之間隔閡的舒緩，其原因固然很多，但原住民接受主流

教育（漢化）的洗禮是最重要因素之一。多數受訪菁英指出，部落原住民接

受較多國高中學校教育，透過學校場域原住民學生與漢人師生共同學習，增

進彼此人際互動和改善隔閡。使得目前原住民集體就業的情況已漸不明顯，

甚至個體外出找工作已日趨普遍，只不過部落出去的年輕人在職場競爭力方

面還是不如漢人。換言之，部落原住民雖然教育程度提高了，但多數僅限於

國、高中階段的教育，其適應後工業社會的能力依舊低於漢人，甚而還是成

為底層勞動力的供應者。  

(四)教育程度仍有待提升  

依李明政（2003）、黃源協（2008）和盧政春（2002）的研究指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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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目前在就業市場面臨最大的困難還是人力資本不足和教育程度低而找不

到較穩定工作，因而只能在次級部門產業從事比較沒有工作保障的基層勞動

工作。如受訪者（A1）提到：「我們的學歷低，因為像我國小畢業到外面

沒有專長可以做什麼，我們到外面只能作工人，公司也不要」 。 受 訪 者

（A5）也提及：「我們原住民就是教育比較低，所以就只能做一些低階層

的工作」。另外，受訪者（A6）更提到教育對於原住民在求職或工作成就

上的必要性：  

 

原住民謀生能力會比較差，就是知識、學歷、還有沒有一技之

長，……我們一般原住民大部分都是被指揮的那一型、被使喚的，人

家叫你怎麼做你就怎麼做，這樣你怎麼會進步，你永遠都是在那階

層，所謂的底層，你要到那中階的話比較難，第一個就是你要有知

識。  

 

誠如Wilson（1987, 1996）指出，美國貧窮階級難以翻身的關鍵因素，

係源自低教育程度，因而接受高教育仍是下層階級提升社經地位的重要階

梯。但有論者指出，當今臺灣社會擁有高文憑者大增，學歷提高並不保證能

取得較高職位，甚至高學歷低職業或失業亦經常發生（李易駿、古允文，

2007；黃毅志、陳怡靖，2005）。問題是，原住民的多重弱勢也唯有靠提高

學歷才能實現脫貧和突破職業選擇限制。如受訪者提到：  

 

我是覺得原住民的教育水準提高了，貧窮就會遠離我們了，就是有脫

貧那種（A5）；提升原住民的教育水準，至少在選擇上比較多元，

不會只有勞動性的工作（A4）。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許多至都市地區求學或謀生的原住民是在原鄉完

成基礎教育，但一般認為原鄉學校在教育資源分配上明顯不足，很難提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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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的教育質量，從而直接影響原住民族學生及勞工的競爭力。正如受訪者

（A4）提到：  

 

教育的話……城鄉差異真的是太大了，……在山上的話真的很缺乏

（幼教資源更缺乏），但是政府沒做到嗎？有呀！但是就是城鄉差

距，……據我的知道，目前在設備經費補助的還是很不足，好像很多

是用來做防震的，改善設備不多啊。  

 

對此，受訪者（A2）也表示：  

 

應該是把師資、設備搬到鄉下來，至少把設備都用好，……很多過來

都是代課老師，差不多一年就要走了，這個在偏遠地區的教師應該要

改善。  

 

就此而言，儘管原鄉教育問題涉及諸多結構面向，但師資設備不足一向

是最被詬病的事項。  

不過這類問題，在當今國內取得教師證照的師資極為充裕的情況下，若

政府能提供適當誘因，師資問題應可獲得改善。再者，倘若圖書設備不足是

影響學習成效的重要因素，那麼只要政府（包括民間社會福利機構）能積極

為偏遠山地學校充實圖書設備數量，應可改善學生的學業成績（巫有鎰、黃

毅志，2009）。即令如此，但亦有論者指出，充實原鄉學校的師資設備固然

重要，但同時更不能忽略改善軟體的部分，包括改變教學方式、調整課程的

內容及優先順序（莊勝義，2004）。對此，研究者98年度的國科會研究計畫

曾經訪談信義鄉三位國中小學校長（布農族），當中某位校長提及：「教材

方面我是覺得，當然那個教材都是固定的，但是有些科裡面的內容，……對

我們原住民難度是比較高的」。但該校長也擔憂，要是課程內容融入原鄉本

土的需求，而肇致課程內容與外界差異大，在臺灣升學主義掛帥的氛圍下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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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利於原住民學生的升學競爭力。  

在當前僵固的教育體制下，原鄉學校主管為了提振原住民學生的升學競

爭力，一方面努力倡導國中生集體住校和參加課後輔導，以期養成學生良好

的生活態度和讀書習慣；再方面加強技藝課程來誘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並鼓

勵往技職教育體系發展。如受訪者（A4）提到：  

 

在山上呀，沒有什麼競爭呀，……學校多設一些吸引學生技藝訓練的

課程……，可以吸引學生去唸書的那些科系（高職、科大）4。  

 

凡此，或許能稍稍提升原住民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業成績，但畢竟還是

無法跳脫主流教育所設定的學習內涵和考試框架，以致原住民學生的學業成

就和升學競爭力依然難有好表現。  

因而有論者指出，當今原住民教育的重點不在於符合主流社會的學習內

涵和思維框架，而是要從文化適切性角度設計出符合原住民族特色的課程內

容和教學策略，以期讓原住民族學生能充分發揮潛能和提升整體教育程度

（范麗娟，2010；莊勝義，2004；湯仁燕，2002）。然則，即令國內教育學

者和教育實務工作者已相繼提出原住民教育改革的方略及建議，但改革步伐

卻十分緩慢。不過無論如何，原住民族教育作為整體國家發展不可或缺的一

環，仍須社會各界積極付出心力以致之。  

(五)不利的就業結構、外勞效應與景氣蕭條  

在1990年代之前的臺灣經濟環境與就業機會算是相對成長的時代，這時

期原住民在都市謀生雖然是從事體力勞動，但工作機會與報酬都算相對穩

定。如受訪者（A6）指出：  

                                                      
4 受訪者（A4）是國中女性教師，她對原鄉原住民學生之升學取向的看法，

與國中小校長的觀點大致相同，皆認為非前段班學生應往技職教育體系發

展。然則，受訪者（A4）由於沒有擔任主管經驗及較少參加各類原住民教

育議題會議，以致較無法述及諸如治校理念或原住民教育政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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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原住民在都市大部分都是靠勞力，……以前我們原住民只要在外

面做這工作就算很不錯的，一對夫妻這樣一天差不多四、五千塊……

最近可能是因為受到全國的經濟衰退，……只好就被解僱，回到故

鄉。  

 

換言之，近年來國內產業經濟環境的轉變而影響到教育程度與技能不足

之原住民的就業前景；再加上政府從東南亞國家引進外勞，原住民的就業機

會更明顯受到排擠（黃坤祥、游皓瑋，2006）。  

受訪者認為：  

 

外勞幾乎都是勞動型的，大部分重疊啦（A4）；因為我們大部分都

從事較低階層的工作，比較骯髒、不安全的工作，現在我們原住民做

那些工作被外勞取代（A2）；所以「引進外勞很大的衝擊。我們以

前有一些年輕人，出去工作一天大部分都2000多塊，現在用那個外勞

比較便宜。所以我們原住民大部分的工作都被取代了，……很多人回

來了」（A1）。  

 

受訪者（A2）明白地指出：  

 

應該要把他們的引進減少，多一點工作機會，其實現在外勞等於我們

的原住民工作人口，那還是有登記的，沒登記的就不止了。  

 

職是，原住民菁英大都認為政府近幾年開放引進外勞是造成原住民工作

機會流失、收入銳減的主因，以致建議政府應該對外勞政策重新檢討。但問

題是，在目前全球化浪潮和國際勞動分工體系下，勞動力作為一種經濟生產

要素在世界範圍流動是大勢所趨，甚至未來國內若泯除政治意識型態，引進

大陸勞工也不無可能。因而問題的關鍵應該是在於如何協助低教育原住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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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就業技能以及開發適合原住民族獨特文化屬性的創意產業，以期能創造原

鄉的新經濟價值和部落居民的穩定收入。  

二、原鄉有限的就業機會 

(一)季節性農業工作機會有限  

信義鄉原住民多半務農維生，但自1970年代初期以來，在資本主義優勢

經濟力的入侵下，許多部落原住民已私下將土地紛紛拋售或轉租給漢人經營

經濟作物而漸告流失（顏愛靜、楊國柱，2004）。以致目前在部落經營大量

高經濟作物者大多是漢人。研究者有一次在訪問一位壯年失業者時，他無奈

提到「原住民都人家丟了一點錢就把地賣掉了」，轉給漢人經營，自己留下

的不多，且是很貧瘠、收成很差的土地，以致目前部落原住民為了生計反而

要成為受僱於漢人農田的臨時工。  

在部落一般臨時工資（婦女）不多：  

 

務農的一天只給600（A3），在農忙季節從事精緻農業勞動者如採收

葡萄，雖然清晨就要工作，但工資稍高：「我們這邊一天1,000耶」

（A3）。  

 

問題是，無論農忙、農閒期一天能賺1,000或600元，但栽種農作物都有

明顯季節限制，以致在農閒期的就業機會更有限。受訪者指出：  

 

我們信義鄉以農維生，以蔬菜、葡萄……反正是靠山生活吃飯罷了，

現在很辛苦的啦，工作也不多（A1）；在休閒的時候工作就少，因

為我們的農產都是季節性的，……所以大部分人還是會找其他工作

（A2）。  

 

換言之，在農閒期許多部落原住民為了維持微薄收入會繼續尋找其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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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機會，即便辛苦危險的低薪工作也競相爭取。  

(二)921、風災、土石流重創原鄉生產活動  

原本信義鄉的農耕活動每年也都擔心天災的侵襲，但自921後每遇颱風

大雨外加土石流的肆虐，都使得部落農業作物滿目瘡痍。重要的是，大地

震、天災後，許多部落原住民賴以維生的土地因走山、土石流或政府封山而

消失，並嚴重影響部落生計。在災後重建十分緩慢的情況下，至今仍未能完

全恢復正常耕作。受訪者表示：  

 

一直到目前，最糟糕的是，我們的水圳不能維修，……因為就沒有水

到 我 的 農 作 物 灌 溉 ， 變 成 說 就 是 沒 有 辦 法 在 那 邊 繼 續 種 蔬 菜

（A1）；因為我們鄉內大部分是以臨時工為主，那就是整個山走

山，……當然失業就比較多（A5）。  

 

再者，信義鄉原本開始起步的觀光產業也在921後嚴重蕭條，且影響就

業機會。如受訪者（A6）提到：  

 

921 發生的時候，……對我們的觀光產業是非常非常嚴重的影

響，……在還沒發生 921大地震時，我們那邊有很多園地（ 休 閒

區）、或是平台，它的價值都很高，921之後價格都一落千丈。……

之後財團就都沒有再進來了。  

 

由於921後，因走山、道路毀損，使得觀光及其他生產活動深受影響，

迄今某些部落的重建工作尚未完成而損及部落的生存空間。  

(三)回原鄉喝酒時間比工作時間多  

至今雖然原鄉不時有條件較好的原住民遷移至都市尋求較佳的發展 機

會，但同時也有許多在都市謀生困難者回原鄉尋求生活機會。問題是原鄉的

生活機會原本就有限，回部落的就業機會仍充滿不確定性，許多回鄉者依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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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業中，頂多打零工度日。換言之，「鄉下的工作很少，大部分都不順利」

（A6）。那為何回部落生活呢？受訪者提到：  

 

至少回到自己的故鄉，然後還有一些打零工可以做，你在外面的話，

你沒有工作就沒有收入，而且在外面什麼都要用錢，在我們山上還可

以找一些野菜，或是向左右鄰居弄一些吃的（A6）；回到部落的話

第一個就是他要開支的錢比較少，因為在外面什麼都要開，在部落裡

面喝水有礦泉水，山上也有野菜也都可以吃，在外面什麼都要錢

（A1）。  

 

回原鄉的原住民雖然可以在部落中求得簡單的溫飽，但部落的社會條件

也很難擴展有效的人際網絡，在工作無著落、人際疏離的情況下，往往過著

更消極的生活。受訪者表示：  

 

因為他在外面的工作他已經習慣了，再回來到這邊要種田或種什麼他

都沒什麼經驗…都不會。……就是經常喝酒（A1）；這邊喝酒都不

去工作，我有時候會罵啊，……幾個都會怕，有的不會怕（A3）。  

 

依研究者觀察，確實發現許多失業原住民未到中午就開始喝酒，據說酗

酒情況比之前在都市更嚴重。受訪者提到：  

 

在都市的話是還好，因為你在都市你沒有工作就沒有收入，所以大家

就盡量把握機會有工作的話就少喝酒，……那在部落的話就喝酒的時

間比工作多（A6）。失業率高，回鄉找不到工作，年輕人現在回到

故鄉一天到晚喝酒的不少，比前幾年多兩、三倍，像我們○○部落

的，你們上次去有沒有看到一堆一堆的人，……都醉倒了（A6）；

很多（回鄉者）事實上是沒有工作做，沒事情做才去喝酒的（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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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夏曉鵑（2010）即指出，原住民酗酒問題，是跟原住民在資本主

義下時時面臨失業危機（藉酒澆愁）息息相關。而筆者要強調的是，當今就

業市場的專業需求瞬息萬變，求職找工作競爭激烈。政府若沒有積極協助部

落失業者提升技能和就業，那麼未來將進一步惡化其再就業的可能性，並極

有可能從此在貧困中潦倒一生，再也很難重回就業市場。  

三、發展地方文化產業：原鄉美夢？ 

全球化趨勢造成了世界各部分的標準化、西方化，但同時也促成了多元

化、差異化，它表現於對地方文化認同及地方文化的重新發掘，並重新肯定

這些地方文化的存在價值（黃瑞祺編，2005）。這預示著全球化並非只是將

全世界文化推向同一性，它同時也意味著地方文化差異的產生，且對不同文

化產品的消費或觀光正日漸受到人們所關注。這個發展趨勢，在當今後物質

主義（post-materialism）時代，人們熱衷於追求生活多樣性和生活品質提升

的氛圍下更為顯著（Giddens, 1994）。換言之，隨著現代社會的消費者可支

配所得增加和休閒時間增多，以及消費品味與需求的改變，人們對具有特殊

文化主題的消費和有助於提升生活品質的文化觀光參與日趨重視，同時也帶

動愈來愈多國家更積極將促進文化產業發展作為其地方經濟再生和創造在地

就業的主要策略（Lash & Urry, 1994; Scott, 2000）。近年來在國內也日益看

重地方文化產業與經濟發展的銜接，尤其在多元文化觀點的催促下，原鄉地

方文化產業被視為再造原鄉生機、拯救傳統文化和提高部落就業機會的最佳

出路。我國政府目前也計畫能藉由推動原鄉的經濟文化發展政策，進一步落

實部落在地就業的目標，並由此達致原鄉的自主發展能力。  

(一)文化、觀光與精緻農業同步擴展的可行性與侷限性  

根據研究發現，原住民地方菁英對於原鄉朝向發展文化產業、觀光產業

與精緻休閒農業的構思與計畫，頗多贊成。但問題是部落菁英也質疑這些理

念和計畫真正實現的日程表在何時，在目前的條件下似乎不可能達成，甚至

未來能否達成這些計畫目標還值得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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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困難的三合一。受訪者（A6）也認為同步開發觀光、文化與精緻農業

來實現在地就業立意甚佳，但他指出：  

 

要做到這三個裡面的其中一個，還有一段很艱辛的路程要走，不是那

麼快就可以做到。因為我的工作○○課就是在做這個，我也常常在規

劃到這個政策，但是提到中央部會之後常常就是限於經費。……到目

前都沒有下文，所以我接○○單位主管感覺到對這方面力不從心，幾

乎都是我自己抱著計畫，我從○○課就有這概念，……然後到○○單

位就專門做這個，結果都沒有成，所以就感覺到很遺憾。  

 

另外，受訪者（A2）也提到舉凡觀光開發計畫、文化產業計畫，在信

義鄉長期以來都有在提案和推動：  

 

計畫是有，好像一大堆，但是都礙於經費，是不是都這樣。好像餅都

畫得很大，規劃的那麼大、那麼好，但最後都不了了之，這也是我在

○○單位的悲哀，我覺得每次我都在寫，……但最後都沒結果。  

 

受訪者（A2）更指出，目前開發計畫都是紙上談兵居多：「現在幾乎

都在用談的方式，都是一些學者來這邊做說明、講座、輔導，但是講到最後

什麼都沒有做」。很顯然地，受訪者（A2）和（A6）均對地方產業開發計

畫既熟悉又期待，但礙於中央政府遲遲未能落實原鄉發展政策也相當無力

感。  

2.有限的精緻農業。受訪者（A6）提及，信義鄉目前較可行的應先發展

精緻農業：  

 

這三個（文化、觀光、農業）馬上感覺到會比較有把握或馬上有成效

第一個是精緻農業，精緻農業有了以後就開始往觀光，觀光就脫離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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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我們在地的特色（A6）。  

 

但受訪者（A6）也表示，精緻農業雖可期待但發展有限：  

 

目前農業比較好是開始走向那種溫室、有機農作，可是為什麼到目前

沒有那麼普遍，因為第一個它要投資不少，……然後很多那些管線、

還有一些機械（技術），……我們○○村目前有在做溫室的好像還不

超過十戶。  

 

由於部落原住民普遍資金不足，而許多保留地因沒有辦理重新登記，加

之貸款手續複雜且額度低（公告地價低），以致部落小農很難轉型為高成本

的精緻農業。受訪者（A1）提到：  

 

政府給我們的貸款，……但他限制說原住民貸款沒有很多，因為我們

的保留地地價稅沒有提報（重新登記），我們就拿一兩甲地的所有權

狀去貸款，只有幾十萬，那個地少的貸不到多少啊。  

 

換言之，即使精緻農業未來作為政府在部落推展和獎勵的產業，但在部

落中可能只有少數經濟能力佳的農戶或菁英有足夠資金經營與獲取政府獎勵

而得益。在黃應貴（2006）的研究中亦提到，當地布農族呈現貧富懸殊的現

象，且愈成功者愈懂得投資和經營事業。因而目前在原鄉要普遍性的推展精

緻農業還很困難。  

3.空 轉 的 觀 光 業 。 當 今 觀 光 產 業 被 視 為 是 偏 遠 地 區 經 濟 發 展 的 重 要 策

略，但發展原鄉觀光產業所涉及的諸多結構性條件，舉凡交通條件、政策法

令、投資資金、專業人力培養和各部落整合等層面猶需一一克服。受訪者提

及921後信義鄉有許多封山的山路還未修通，其他一些山路也沒有拓寬，遊

覽車上不去：「像我們還有很有名的七彩湖，那邊也很多生態可以看，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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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都封山了，……現在都只有小部車可以進去」（A2）。再者，還有政

府限建法令的問題：  

 

因為農委會有訂一個法，在河床五百還是一千公尺以內都不能開發，

那我們很多居住在河床邊邊的就永遠不能蓋大樓。我們上次也是有陳

情啊，結果還不是一樣（A6）。  

 

至於是否能培訓足夠的各類觀光領域人才，也是目前必須面對的一個重要課

題：  

 

觀光呀！就要培訓一些人員，一些導覽人員（A4）；我在公部門也

是常常在報計畫，第一個就是觀光產業這方面我們要培養人才，可是

政府限於經費的關係沒有了（A6）。  

 

最後，原鄉普遍貧窮，更不用說部落原住民有能力籌措足夠資金發展觀

光事業：「做觀光業要很多錢啊，像飯店、民宿很好但是也要有本錢，所以

原住民通常好像做不起來」（A4）。正如陳芬苓（2008）提到，原住民本

身資金有限、籌措不易，因此不得不依靠漢人資金的引入以開發經營，但到

頭來原住民大多只能依附在漢人老闆之下從事服務生、清潔工等打雜的職

務。由此顯見，即便部落觀光產業興盛繁榮，似乎只會造成原住民在艱辛的

就業歷程中再度受到資本壓榨而無法擺脫弱勢地位。  

4.消失中的文化藝術創作。近幾年政府計畫將原住民族獨特的傳統文化

資源與休閒觀光相結合成地方文化產業，並藉此讓更多參與文化產業的原住

民重新尋回自族文化和文化認同。但問題是，原鄉觀光休閒產業一直處於低

度發展，又原住民為了在市場經濟底下求生存而不得不放棄難以維生的文化

藝術創作，從而造成傳統文化藝術逐漸失傳。  

例如受訪者提到部落中專精傳統藝術創作者非常少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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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一個老人家，是羅娜的，他會編背包，就是以前我們原住民去

打獵的時候要背的，那東西都掛在家裡（不懂行銷），只有有需要的

才會跟他議價說你這個賣多少，好像很便宜耶。這快要失傳了

（A5）；藤編沒人買，很多人都是這樣，所以到最後就失傳了，有

的目前還留下來就是興趣（A6）。  

 

由 菁 英 觀 點 來 看 ， 傳 統 藝 術 品 無 銷 售 管 道 、 不 符 合 成 本 和 難 藉 此 維

生， 5是造成愈來愈少人從事文化藝術工作的主因。然而，倘若從多元文化

角度來看，如何教育和訓練年輕一代原住民傳承部落文化是必要的，如同受

訪者（A6）表示：「一定要去延續，因為如果失傳的話，我們的文化就無

法延續」。  

但據研究發現，目前政府對於部落傳統藝術的維護與推展並不積極。受

訪者（A1）表示：「我們鄉公所有一次辦雕刻比賽，這些都是很優秀的，

都刻的很好。就是我們政府沒有看到這些人，現在不辦了……」；受訪者

（A6）更提到：  

 

我的工作○○課就是在做這個，我也常常在規劃這個政策，但是提到

中央部會之後常常就是限於經費，或延辦，延到下年度……就沒消

息，那些藤編等的文化就沒辦法發展。  

 

由此顯見，政府對於無法即刻為國家帶來經濟產值的原住民文化事務，

通常不願大力支持。  

對此，謝世忠（2004）即指出，對於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的復振，重點或

許不在於它能為國家帶來多少經濟效益，其所傳達的深遠意涵是在於滿足長

                                                      
5 關於此，本研究多數受訪者期待政府能協助部落建立產銷系統和行銷計

畫，以增進藝品銷售和提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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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受壓迫和日漸喪失自族文化根基之原住民族對於文化認同的需要。就如西

方國家，在發展經濟和推動工業文明的同時，對於保存原住民的文化風貌和

促進其生活安全等層面，亦投入相當多的資源和經費。基於此，我國政府此

刻實應秉持多元文化理念，積極整合相關部門，並由原民會統籌主導規劃，

大力挹注資源，落實原鄉發展政策和文化建設，以期改善原住民族因歷史不

正義所造成之多重弱勢地位和文化大量流失的傷痕。  

(二)政府短期促進就業與職業訓練計畫成效不彰  

依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8b）的調查顯示，政府對原住民的就業

問題，在近幾年已陸續推出許多訓練方案和短期促進就業計畫。例如從2002

年 原 民 會 結 合 民 間 資 源 推 動 「 部 落 在 地 就 業 計 畫 」 與 「 多 元 就 業 開 發 方

案」，即開始實施一系列有關原鄉產業發展、職業訓練和短期就業的政策。

但受訪者表示，目前原鄉產業發展有限，就業問題難改善，即便政府在原鄉

提供一些促進就業措施，也都屬於應急之策：  

 

現在政府最不好的就是他們要看到那種立竿見影的成果，他們不喜歡

教那個技術型的（長期職訓），……因要看到成果要好久，不會馬上

顯現，政府最喜歡看到的就是馬上顯現的（A6）。  

 

因而就目前來說，舉凡短期工作能否轉型成為穩定就業的問題、職業訓

練能否落實訓用合一的問題，都值得檢討。  

首先、政府在原鄉推展的短期就業措施不切實際。受訪者表示：  

 

政府在這個部分是有提供以工代賑啦，……然後社區居民很踴躍報

名，時間性很短、用輪的，……就讓他做清掃的工作（A5）；那個

只是暫時性的，那個沒辦法長久，……都只是半年或一年的時間，那

只是暫時抑制住失業率、降低失業（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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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至今我國政府在原鄉推行的各項就業計畫，盡是直接安置工作「掃

掃地」，而沒有為受助者施予任何訓練。這類短期工作不但無助於提升案主

的就業技能，且還會製造福利陷阱，誘使案主設法留在方案中或徘徊於方

案。如受訪者（A5）所言：「那個以工代賑，就是還蠻多人去報名的，那

有的人就一直認為他希望可以一直待在那個工作，不要去替換」。因此，政

府對原鄉的協助應避免實施這類消極性福利，此刻政府應積極構思如何規劃

有效的福利措施和整體性就業支持政策，將教育、訓練、就業和福利各部門

緊密連結，同時並舉，同步擴展，以幫助弱勢原住民提升就業能力。  

其次、政府在原鄉舉辦的職業訓練功能不彰。受訪者提到：  

 

說難聽一下只是在消化經費，並沒有針對地方的需求性來辦，勞委會

是針對他們年度的政策就下鄉來辦，可是結訓了之後不了了之，所以

我覺得很浪費。……最近我們原民會透過勞委會有縣政府的原民局在

我們鄉辦○○研習班，有證照的，請○○大學在我們部落辦，……但

取到證照之後有工作嗎？他們就說沒有。……中央在辦這種研習班應

該要針對各個地方的特殊性，…我們的政策是由下而上，不是由上而

下（A6）；在地就業（職訓）喔，那個應該是要因地制宜（A4）。  

 

換言之，在職業訓練方面，需因地制宜，「由下而上」提報訓練計畫，

以符合當地原住民就業需求的項目，才不至於造成有職訓、有證照也找不到

工作。  

關於此，筆者認為，政府應該引進西方福利國家行之有年的工作福利理

念，借助非營利或營利專業團隊針對不同部落的就業需求進行完善的評估與

培訓。在策略應用上，一方面先長期培植在地原住民職業訓練師資和訓練方

案規劃之專職人才，以期讓部落有能力自行規劃和爭取各類跟自族文化特色

相關之職業訓練計畫的經費補助，來為部落居民進行培訓工作；再方面必須

獎勵跟文化保存延續有關的產業和工作，以期讓更多原住民願意留在原鄉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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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跟地方文化相關的工作。唯有如此，才可能開創出具特色的地方文化產業

和職業種類。  

伍、結論與省思 

本研究經由對6位原鄉菁英的訪談，試圖對原鄉發展困境、回鄉者生活

難題以及政府倡導發展地方文化產業促進部落在地就業等議題，進行初步的

探索。希望藉此能提出一些原鄉實況的分析資料，及發展一些改善原鄉部落

的思考路徑。底下本文依研究發現與文獻討論的分析脈絡，提出幾項說明。  

一、原住民低教育程度與艱辛就業歷程 

在臺灣資本主義擴張時期，原住民成為工業部門不可或缺的勞動力，但

礙於教育程度普遍低落，多數只能從事風險高、替代性高的底層勞動工作。

以致當國內產業外移和政府引進外勞時，使得原住民勞工大量失業，有些因

而返回原鄉，只是原鄉生活機會亦有限，形成低教育原住民無論在都市或原

鄉頻頻面臨失業危機，而失業貧窮帶來的經濟和精神壓力，更成為原住民飲

酒的原因。此意即，當今原住民族嗜酒問題，並非起因於民族性而是就業歷

程的不順利。在本研究中多數菁英認為，當今原住民就業歷程最大的障礙是

人力資本不足，以致若要克服原住民的失業貧窮困境和突破職業選擇限制，

擁有較高學歷是必備條件，問題是，現行教育體制與課程框架著實不利於原

住民的升學競爭力。雖然長遠角度，唯有徹底改造原住民族的教育結構，並

將之與總體的就業結構和職業結構緊密連結，才能真正改善其劣勢處境，但

這畢竟是極大的社會工程，期程可謂漫漫長路。唯今之計，猶然需要加強提

供各項優惠措施，好比考試加分、落實定額僱用，以協助原住民能夠順利升

學和保障就業機會。如此，一方面可避免原漢間的貧富差距擴大，再方面能

培養更多可以參與規劃原住民族事務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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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鄉工作機會少，回鄉謀生困難 

本研究發現，近年來有許多在都市失業且轉業困難的低教育原住民被迫

返回原鄉，但部落除了少許農業工作外，並沒有其他工商活動的工作機會，

加上近幾年風災水患、土石流屢屢橫行，使得部落就業機會遭受極大的衝

擊。雖然政府陸續在原鄉推行短期就業措施，但總是供不應求，許多返回原

鄉沒土地、沒人際關係的弱勢者時常要登記2年或3年，並通過面試才能獲得

短期工作機會。平時為了生計，必須在部落找其他臨時工作，但工資極低，

好比婦女一天才600元，且還得跟外籍勞工競爭有限的工作機會。由於工作

收入極不穩定，有時甚至連子女的健保費和教育費都無力負擔。這些現實生

活難題，顯然與前文論及政府的原鄉就業政策之目標有極大落差。  

三、原住民地方文化產業遙遙無期 

我國政府為了解決原鄉的就業需求，近幾年的就業政策開始規劃與在地

文化產業發展相結合，以期創造更多長期就業機會。但政府長期秉持「由上

而下」的政策制定模式，以及各部會對原鄉事務的權責無法整合，導致原鄉

發展計畫和就業政策不符合在地需求，形成政策窒礙難行或流於形式。因而

至今信義鄉地方文化產業的發展有限，舉凡觀光休閒產業礙於天災、交通、

法令和資金問題依舊低度發展；精緻農業受限於原住民資金和技術不足難普

及；傳統文化藝術創作因藝品滯銷和人才不足難維繫。凡此顯示，近年來政

府相關部門致力於推動原鄉地方文化產業來活絡部落、增進就業與振興教育

文化的政策目標仍難實現。然而，倘若原鄉地方文化產業是值得繼續推展的

國家型大計畫，那麼政府未來理應增加原民會的權責，強化其統籌規劃與政

策執行的力量，並結合在地意識和地方需求，逐一克服原鄉產業發展的各項

障礙。  

誌謝：  感謝匿名評審悉心斧正。本文係國科會專題計畫（NSC 96-2412-H-

126-001）的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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