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議題Talk開跑!!



嘿〜謝謝你來到這裡！
讓我們抱持著善意⼀起踏⼊審議
式的討論場域，
⼀同思考⼈們居住在台灣這⽚⼟
地遇到了什麼問題〜



計畫介紹｜青年好政 Let’s Talk 

計畫緣起：

年度主題：居住正義

青年的「公⺠能⼒」影響著未來公⺠社會發展，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青年署）
⻑期⿎勵青年參與公共事務，並提供青年與政府政策對話發聲管道。107 年起
推動以青年為主體的「青年好政-Let’s Talk」計畫，號召青年於全臺各地⾃
主辦理公共議題政策審議討論。

透過年初公布不同的「年度主題」，讓青年⾃主提案發起討論活動。搭配「審
議業師輔導團」、「審議⺠主⼈才培訓」協⼒青年，體驗理性溝通與尊重多元的
審議⺠主。並「舉辦分享會」與「⻑期的公私協⼒⾏動平臺」，由政府具體回
應審議⺠主後形成的公共政策主張。串連青年團隊與相關部會的共同參與及協
作，進⽽建構⼀個成熟、理性、負責的青年參政⽂化。

113 年度「青年好政 Let’s Talk 計畫」的年度主題「居住正義」，選⾃ 111
年青年署針對國內 18-35 歲青年，進⾏的「青年關注議題調查」。調查結果顯
⽰，「社會公平正義」為青年最關注議題之⼀，⽽「居住正義」與青年⽣活息
息相關，「落實居住正義」也是現今政府重要政策推動⽅向。

「居住正義」涵蓋三⼤原則，第⼀為「平等原則」，即無論收⼊⾼低、族群差
異，應保障所有⼈都有權享有適當且安穩的居住環境與⽔平；
第⼆係「機會均等原則」，即保障⾃由進出市場之平等機會，讓每個
⼈能⾃由地選擇買屋或租屋；第三為「差異原則」，則為保障社會
弱勢者居住權益，應為社會處境較不利之群體提供合適居住環境，
最終達到「住者適其屋」理想狀態。

然⽽，隨著近年我國住房與租屋經濟市場的急速發展，全體國⼈的
「適⾜居住權」逐漸受到威脅，我國社會正⾯臨「買不起、
租不好、住不到」困境與挑戰，各種居住問題極待討論及尋求解⽅。



「社會科學實踐種⼦論壇」創⽴於2018年，由⼀群跨校、跨系所的⼤專院校學⽣
組成，並以「臺灣社會公⺠實踐種⼦社」登記為臺灣⼤學學⽣社團。團隊成員⻑
年透過多元議題探討的活動舉辦，結合⾃⾝所學與所⾒，致⼒於在能⼒範圍內，
向青年學⼦推廣社會科學的理念與實踐的價值，理解社科精神的本質。

創⽴⾄今⾛過六年，舉辦過六屆⾼中⽣暑期議題探索營隊、兩屆線上議題組織園
遊會及30+場全台校園巡迴講座和持續辦理許多議題⼯作坊，⻑期耕耘之下，期待
能讓社會科學的種⼦在更多學⼦的⼼中向下、向深紮根。團隊也不斷嘗試不同交
流⽅式，學習以不同視⾓看待社會議題、尊重與了解社會中不同的⾯貌與可能。

社科種⼦的夥伴，帶著對社會議題不同的關懷⽽聚集在⼀起，跨校跨系所的特性
也讓團隊關注的議題⾯向⾮常多元，曾透過舉辦講座與營隊推廣過涵蓋環境、族
群、治理、性別、城鄉、媒體、教育等諸多⾯向的議題。

「青年好政 Let’s Talk」計畫賦權給青年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發揮的舞台，與團隊
過往的⾏動有⾼度的契合。110年討論「⼼理健康」時就有團隊夥伴擔任⼯作⼈員
與參與者。⽽去年（112年）年度主題「環境永續-淨零排放」議題設定下，團隊
中關注此議題的夥伴⾸度組隊參與提案，以「永續教育」為題舉辦完整的審議活
動！
 
今年（113年）年度主題「居住正義」，因團隊成員於新北市三鶯部落進⾏志⼯服
務，潮期透過課後輔導陪伴部落孩童完成課業。也因此更直⾯的接觸到「都市原
住⺠」，得以進⼀步了解原住⺠族群帶著原有的居住習性進⼊都市⽣存所⾯臨的挑
戰。組成「bubu⼈⽂⼩跑⾞」提案團隊，籌備此次活動。

團隊介紹

從個別參與到⼆度成為提案團隊：

我們是「社會科學實踐種⼦論壇」：



想像·都市原住⺠居住正義

「都市裡怎麼有部落？」
以三鶯部落背景來說，1960年代，台灣經濟轉型為出⼝導向，都市勞動⼒需
求猛增，許多花蓮、台東的阿美族⼈為了尋找更多⼯作機會，離開了原鄉，到
西部地區討⽣活。由於西部地區的⽣活費與租⾦較⾼，負擔不起的族⼈於是選
擇居住在環境相似於原鄉，且租⾦較低的河岸旁國有⼟地為家。

然⽽，多年以後，政府卻以防洪⼯程、快速道路興建、竊佔國有地等為由，強
制迫遷，使得族⼈被迫離開居住多年的地⽅，以異地安置或原地重建的⽅式處
理，或需每年⽀付「租⾦」與政府。這在臺灣並⾮個案，在新北新店、鶯歌、
瑞芳、桃園⼤溪、基隆等地都有相似的案例。

部落除了⾯臨居住的合法性問題外，亦包括社會資源的落差與邊緣化、⽂化難
以延續及保存等挑戰。此外，亦有部落遭遇無⾃來⽔可⽤之困境。已異地安置
的部落所⾯對的問題將是如何能提升資源的穩定度，保障其居住、⽣活權益；
對於其他位於違建地區居住的部落⾯臨的困境更加艱鉅，⽇後的居住權益及去
處，⽽⼜如何能夠在保有⾃⾝主體性，皆是未來須⾯對之難題。

「居住在都市的原住⺠」
當前在臺灣仍存在許多都市原住⺠部落，以⼤臺北地區為例，便有三鶯、南
靖、福爾摩沙、北⼆⾼、撒烏⽡知、崁津、⼩碧潭及溪洲等⼋個部落，
⽬前僅有三鶯及溪洲部落已異地重建。截⾄2022年，臺灣約有五成
之原住⺠居住於都會地區，其中新北、桃園地區佔了超過四成之⼈⼝。

因為歷史背景因素，原住⺠⻑期處於經濟弱勢、被邊緣化之窘境，
加上地區限制發展的情況下，對於部落的⽂化和居住型態如何
延續，以及如何獲取更穩定的資源，⽀撐族⼈⽣活及⼯作，在地的
青年原住⺠將會是部落未來發展重要的利害關係⼈。

「得以在青年好政被討論的都市原住⺠居住正義」
過去對於都市原住⺠居住權益之報導及相關研究較少，希望能藉此次
青年好政活動，喚起社會的關注，同時希望創造對話的空間，使得
都市原住⺠青年能有機會相互交流，構思未來的居住與⽣活權益。

「bubu⼈⽂⼩跑⾞」對於「都市原住⺠居住正義」的看⾒：



台灣北部都市原住⺠居住地



引⾔

原住⺠族在台灣這塊⼟地上⽣活許久，在⾃然資源的利⽤有
著族群間的⼩默契。晚近成⽴的政府卻要求原住⺠族接受漢
⼈本位的⼟地所有權政策，對於原住⺠族的傳統習俗保留造
成衝擊。
炎熱的9⽉，⼤台北地區即將舉⾏的部落聯合豐年祭，各部落
的耆⽼、部落青年紛紛回到部落聚集。住在⼤台北地區的青
年⼩bu，應朋友的邀請參加了部落聯合豐年祭，讓⼩bu對於
都市原住⺠的居住正義有更多的認識。

⽤⼈物劇本認識都市原住⺠居住正義：

祭儀⼤會稍歇時，⼩bu⼀旁的棚⼦裡坐著Afo和
Nakaw。⼀⽼⼀少吹著⾵，分享著彼此部落的近
況，⼩bu好奇地側⽿傾聽。

Afo滿臉愁容地說：「我們部落都是⽼⼈，年輕⼈⻑
⼤後就都出去上班了，平常部落只剩下像我這樣的
⽼⼈。我⾃⼰越來越⽼，現在還能教訓亂咬⼈的狗
狗，過幾年可能就不⾏了啦！」

⽂化篇：祭儀⼀隅



⽂化篇：祭儀⼀隅

Nakaw：「我們這邊也都是⽼⼈。我媽媽住在⼤樓裡
⾯，⽼了之後就很少出⾨，看到鄰居也就每天點點
頭，問候⼀下；互相認識，但沒有很熟。他以前很喜
歡在廣場跟⼤家聊天，尤其是祭典的時候，噢！⾮常 
熱鬧呢！」

Afo嘆氣說：「唉！現在都不⼀樣了。以前在花蓮的時
候，祭典都是好幾個整天。從早到晚都⾮常忙碌、⾮
常熱鬧。」

「現在部落就剩我們這些⽼⼈，要辦祭典也沒辦法辦
⼀整天，沒辦法準備這麼多了。後來想說看年輕⼈有
沒有⼈要學？問很多都沒⼈要學，他很擔⼼以後這些
年輕⼈會忘記祭典怎麼辦，甚⾄想辦也不會辦
了啦。」

Nakaw：「不過也不是每個年輕⼈都這樣啦！像我⽐
較喜歡部落的環境，休假的時候還是會回來，也有在
學祭典跟族語。我有聽說很多跟我⼀樣的年輕⼈出去
之後就習慣中⽂，族語就很少⽤了。我媽媽從⼩都我
說族語，讓我覺得這個族語跟祭典很重要，所以有讓
⾃⼰的⼩孩學族語。」



⼟地篇：「原」有地

Nikal⼀到豐年祭會場，便看到了⾃⼰許久未⾒的國中
同學Mayaw。豐年祭場地熱鬧⾮凡，五彩繽紛的帳篷
和傳統服飾的族⼈讓整個氛圍充滿了歡樂。Nikal⼼中
⼀陣欣喜，快步⾛向Mayaw，嘴⾓掛著笑容。

Nikal：「嗨！好久不⾒！你怎麼這麼久沒來豐年祭
啊？你們部落每年都有來耶，好幾年沒看到你。」
Mayaw聽到Nikal的聲⾳，轉過⾝來，臉上露出⼀絲苦
笑。這笑容中夾雜著⼀份無奈和感慨。「這也是沒辦法
的事，部落現在沒辦法有⼾籍遷⼊啊！我從⼩⼾籍就不
能放在部落，都借放在親戚家，⾼中也沒有在這裡讀，
那個學校⼜嚴格⼜都是漢⼈，全班就我⼀個原住⺠
耶。」

「但最⿇煩的是真的太遠了，豐年祭的時候也常會有暑
期輔導的課，請假很⿇煩根本回不來啊。說來說去都是
⼾籍的問題啦。」

聽到這裡，Afo覺得很欣慰。「謝謝你啦！幸好還有像你
⼀樣的年輕⼈，還願意學習部落的祭典跟語⾔。我很希
望我們部落的年輕⼈，也跟你⼀樣，把這些⽂化傳下
去... . . .」



⼟地篇：「原」有地

「除了上學之外其實連很多補助、社會福利都沒有辦法
使⽤耶，如果是我們學⽣外出讀書還好，但如果像我媽
媽這樣婚後住在當地，但⼾籍⼜無法遷⼊連村⾥⻑都沒
辦法⾃⼰選！」

Nikal嘆了⼀⼝氣道：「你們部落狀況很棘⼿內！」
Mayaw：「⼟地所有權問題本來就我們原住⺠⻑久的
痛，尤其在⼤都市附近的原住⺠⾝上，更是連住都是⼀
⼤難題。以前這些耆⽼都是從花東上來討⽣活，哪裡沒
⼈哪裡去。」

「原住⺠的思考⽅式本就與政府所謂的⼟地所有權的觀
念有所不同，找個地⽅討⽣活哪有這麼困難，⼀開始哪
有什麼地是國家的。我們這代部落青年也常常因為⼾籍
的關係外出讀書，再過幾⼗年後難保部落還住有多少⼈
啊。但我們部落已經算條件好的了，還有⼀群青年夥伴
願意回，有些部落幾乎都剩⻑者了……」

Nikal深思了⼀會兒，看著周圍忙碌的族⼈們，說：
「原來是這樣，那看來各部落都有許多要⾯對的問題。
像我們部落，其實⼟地都是國有地，在法律上我們的居
住仍被列為違法占⽤，前幾年甚⾄持續地在打官司，族
⼈們都⾮常地不解這⽚⼟地明明幾⼗年前甚麼都沒有，
都是靠著我們部落耆⽼開發打拼⽽來，」



⼟地篇：「原」有地

「沒想到⼀⼣之間就被政府的公⽂沒收，直到現在仍須
定期繳交『使⽤賠償⾦』，想想還是⾮常的氣憤、不合
理。」

「我們原住⺠阿，⽤⾃⼰的努⼒蓋個房⼦這也不⾏那也
不⾏唉。」Mayaw歎了⼝氣，眼神中透著無奈。
Nikal繼續說道：「除了⼟地所有權不在部落⼿上之
外，我們房屋修繕都受到限制，聽頭⽬說這些房⼦都是
五、六⼗年前蓋的，不管是颱⾵、地震等都有很⼤的危
險，就連下⼤⾬家裡漏⽔想要維修也很難。就因為我們
的房⼦被定義為『違章建築』，做什麼都需要許多的功
夫。」「像我們部落的⽤⽔都是⽤⼭泉⽔，想要申請⾃
來⽔也遇到很⼤的困難，這也是為什麼住在部落的⼈越
來越少的原因，許多⼈都紛紛為了更好的⽣活品質、就
業機會搬離部落……」

Mayaw若有所思地說：「不過像我有遇到住⽐較都會地
區的朋友，他們集體遷移到集合式的住宅區居住，就很
容易出現⽣活習慣不同的情況。像這種集合式住宅，如
果住在⼤樓裡，可能連豐年祭的場地都需要事先申請，
還要跟⾮部落的居⺠做很多的溝通。有的甚⾄因為很多
原因就不辦豐年祭了。不管是哪種居住狀態的原住⺠，
遷移到都市的我們真的都還有許多的問題是我們需要討
論與克服的……」



真實·都市原住⺠居住正義

歷史脈絡
看完前段的兩篇故事，我們隱隱約約可看出原住⺠，來到
都市⽣活⾯臨到許多不同困境...
當初臺灣在1960年代⼯業快速發展，吸引外資與技術創
造就業機會的⼯作。都市部落的特質，多半為建於區域發
展邊緣交界之處，以及以⽔源為⽣存的要件，能夠引⽔耕
種⾃給⾃⾜，且居於河川地帶，因⼯作地點相近（如拉⽡
克部落的漢⼈、各族原住⺠都在林⽊⼯廠任職）⽽聚集，
即使是四散於城市各地⼯作的原住⺠，也因為發現都市有
⼀⽚與原鄉如此相似的⽂化據點⽽群居。

在當時臺灣⼟地政策並未明朗的狀態下，國家無⼒⼲預住
宅市場，於是無法進⼊市場消費，來⾃鄉村的都市原住⺠
遂運⽤⽣存技能⾃⼒造屋，⼀⽅⾯政府需要這些來⾃農村
的勞⼯，⼀⽅⾯卻無相關配套措施，能夠因應這群在
資本貨幣交易條件下的弱勢族群，無政策之政策
緩衝了⼈⼝住宅問題。

都市部落能以⾮正式⼿段居住在法律所授權的⼟
地上⾯，可能不是絕對取決於法律，⽽在於政府
的容忍程度，甚⾄為⼀種默許與無聲的協商。

奇那的呼喚在彼⽅：從⾼雄市拉⽡克部落迫遷案看⾒都市部落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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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概念與政府不同：
早期原住⺠的⼟地所有權概念與政府的法律觀念不同，原住⺠傳統上認
為⼟地是⼈類集體所有的，⼟地若無⼈使⽤即可開發⼟地。然⽽，隨著
法規的建⽴⼟地所有權觀念的興起，要求⼟地所有權明確登記，並將許
多原住⺠早期耕耘的⼟地規劃為國有地，造成了原住⺠在⼟地權上的糾
紛。

受限於原⺠局規定，無法在地設籍：
現⾏台灣的⼾籍制度與⼟地、房屋狀態具有直接關係，然⽽⽬前許多地
區的都市原住⺠⾯臨⼟地所有權問題，房屋被列為「違章建築」，部分
都市原住⺠無法在地設籍或是只能擁有臨時⼾籍，⾯臨無法變更、遷⼊
⼾籍等困境。導致這些族⼈在享受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遇到障礙，
如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選舉投票等⽅⾯的權益得不到充分保障。

⽔電基本需求未滿⾜：
成如上段所述，由於⼾籍的限制許多都市原住⺠的居住地區無法申請基
礎的⽣活需求。以⼤台北地區為例，受到⼟地所有權糾紛影響無法申請
可能都出現無法申請到⽔、電等。影響了都市原住⺠的基礎⽣活需求，
也對健康和衛⽣構成威脅。

經濟拮据：
早期原住⺠族⼈，為求⽣活紛紛北上求職，⼤多仍從事臨時性
的低薪勞⼒⼯作，再加上都市⽣活⾼昂的經濟成本，經濟拮据
之下當都市原住⺠⾯臨到⽣活環境的艱⾟，也難有機會尋找
更宜居的⽣活環境，⻑久下來居住環境受限。

居住議題⾯向⼀｜⼟地

崁津部落⻑久以來沒⾨牌，也無法就地設籍，如同⿊⼾，孩童就學、
  福利申請、對外聯繫皆成障礙，監察院著⼿調查，解決久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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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青年⼈⼒流失，⽂化傳承難以為繼
部落⽼化現象相當明顯，許多青壯年選擇離開部落以尋求更好的⼯作機
會，從⽽產⽣缺乏⼈⼒傳承⽂化的窘境。

2.祭儀精簡化，族語傳承⾯臨危機
許多祭儀的細節與形式受到⼈⼒與漢⽂化影響⽽逐漸精簡。以漢⽂化為
主的社會對於族語並不友善，導致學習祭儀和語⾔的年輕⼈愈趨減少。

3.居住型態改變，交流意願降低
原鄉部落的居住型態⽐較能促進社交及參與公共事務，政府的安置⽅案
較不能符合部落的習慣，鄰⾥關係的疏離將導致⽂化傳承困難。

居住議題⾯向⼆｜⽂化

傳統⽂化在新的居住地的實踐與保存與傳承

違章聚落⼀旦被法律認定為違法，被套上居住權利的正當性似乎就
輕 易 地 能 夠 被 「 安 置 」 所 解 套 ， 然 ⽽ 如 果 僅 僅 只 是 為 了 ⽣ 存 的 場
域，族⼈們為何⼜遲遲不願離開？臺灣西部以發展⼯業⽽形成的都
市原住⺠聚落，早已不是單⼀個案，即使以居住正義來談，恐怕也
無法單純說明這些「違章聚落」的形成，考驗市⺠與執政者對於都
市⽂化保存的前瞻視野。                  
                              
在臺灣經濟起⾶的年代，前往都市求職的原住⺠曾是外籍移⼯進⼊
臺灣前最重要的經濟勞動⼒供給者，⽽如今，他們不僅未得到發展
後的社會回饋，還成為了成就「亞洲新灣區」想像的墊腳⽯。事實
上陳美⾦⼀家的家園悲劇，不斷在臺灣各地醞釀著，都市部落並不
是個案，⽽是臺灣在歷經中產階級⼤增、鄉村都市化中歷史不可抹
滅的⼀部分，更是都市廣納多元特質的重要⽂化。        



討論形式｜審議式⺠主

審議式⺠主的精神

知情討論⼀彼此資訊⼀致，才能進⾏有意義的說理與互動。1.
積極聆聽⼀理解⽽不批判，才能讓雙⽅彼此好好對話。2.
理性對話⼀傾聽各種意⾒，並且藉由辯證，讓好的意⾒影響
政治決策。

3.

尊重包容⼀跳脫同溫層，消除偏⾒與對⽴。4.

審議討論形式介紹
（註：尚有其餘討論形式，以下為本場次採⽤形式之簡短介紹）
 
故事敘述法（Storytelling）
活動中，我們⾸先會使⽤故事敘述法（Storytell ing）來分享居
住權益的經驗。讓參與者能夠通過真實的故事來了解問題的深度
與複雜性，不僅僅停留在理性的討論上，⽽是深⼊到情感層⾯，
從⽽更好地理解居住正義的實際挑戰。這樣的分享有助於建⽴同
理⼼，讓每位參與者感受到這些問題與⾃⾝的聯繫。

Open Space
第⼆階段討論，對⼦議題進⾏深⼊探討。我們將利⽤Open
Space來討論可能的解決⽅向。Open Space是⼀種⽐較⾃主的
討論形式，參與者可以⾃由選擇⾃⼰感興趣的議題進⾏討論。在
不設限的空間中，每個⼈都有發⾔與貢獻的機會，⿎勵不同觀點
的交流與碰撞，集思廣益，針對最關⼼的問題提出創新性的解決
⽅案！



講者介紹

簡年佑
法律⽩話⽂運動研究員

畢業於台北⼤學法律系財經法組，現就讀政⼤⼟地政策
與環境規劃原⺠碩⼠專班。
⽬前為法律⽩話⽂運動的研究員，擁有原⺠⾝份的他在
族群上也積極地在為原住⺠族發聲，不論是討論到原住
⺠的⼟地居住議題，抑或回到社會上族群間⽂化的平等
與不歧視都有所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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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到場討論交流的夥伴

聯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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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socialscienceseed@gmail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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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若遇緊急事件（颱⾵、地震、AI佔領地球等），活動停辦
與否將依據青發署公告
活動期間禁⽌吸菸、飲酒
共同營造尊重、友善、包容、永續等美好環境

活動資訊雲端（含講者簡報、參考資料、活動照⽚）



地點名稱：南港區⺠活動中⼼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市⺠⼤道⼋段367號2樓

交通⽅式
台鐵、⾼鐵：搭⾄南港站下⾞

⾃南港⾞站東出⼝前往：步⾏穿越市⺠⼤道即在右⼿邊
⾃南港⾞站東出⼝前往：步⾏穿越興中路，即在前⽅

公⾞：搭乘⾄「南港⾏政中⼼」站
203、205、212、276、281、306、306區、551、
600、605、605副、605新台五、629、668、678、
711、⼩1區、⼩5、⼩5區、⺠權幹線、藍15、藍23
⾃⾏開⾞：導航⾄南港區⺠活動中⼼

附近停⾞場
南港⾞站地下停⾞場（地址：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
路七段265巷1號）
南港區⾏政中⼼地下停⾞場（地址：台北市南港區
南港路⼀段360號B1樓）
興中⽴體停⾞場（地址：台北市南港區興中路44巷
1號）
Times 南港⾞站前停⾞場（地址：台北市南港區市
⺠⼤道⼋段82號對⾯）
Times 市⺠⼤道⼋段停⾞場（地址：台北市南港區
市⺠⼤道⼋段335號）

交通指引



主辦機關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主辦單位
臺灣社會公⺠實踐種⼦社
（社會科學實踐種⼦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