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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3釋憲案解釋文主要內容

關於原住民自製獵槍部分

自製獵槍合憲

自製獵槍除罪化

除罪不及於非自製獵槍

自製獵槍規範有所不足

準後膛槍構造粗糙

2年內訂定安全獵槍規
範

關於獵捕野生動物部分

憲法保障狩獵/文化權利

傳統文化意涵

憲法相關價值之衡平

禁獵保育類野生動物

申請核准管制手段合憲

非定期狩獵管理不適用

載明獵物種類數量違憲



憲法
保障
傳統
文化
權利

「傳統文化」難以窮盡其意涵

憲法增修條文：多元文化、民族意願

原住民應享有選擇依傳統文化而生活之
權利

依循文化傳承從事狩獵活動，乃原住民
文化權利之重要內涵，應受憲法保障



憲法價值之衡平：狩獵文化與環境保護

除有特殊例外禁獵保育類野生動物



事前
申請
核准
之管
制手
段

符合憲法比例原則

狩獵干擾行為危及生物鏈關係可能造成生態浩劫，用人為力
量予以適當之控管

依據獵捕區域內之生態條件、野生動物種類、數量及其繁衍
情形等資源現況，事前就申請案為准駁之決定

無論為逐次或概括之核准，主管機關均得適時於該處分添加
各該申請案所宜之附款，以達有效制約狩獵活動於適當範圍
之目的



非定期狩獵之管理欠缺彈性，就原住民從
事狩獵活動之文化權利所為限制已屬過度

無多元彈性
措施

剝奪狩獵機
會

放棄文化權
利

觸法／兩難
困局

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再適用



非定
期性
狩獵
樣態
（試擬）

一、生命禮儀之狩獵需求

二、傳統領域採集期間之狩獵需求

三、文化傳承之狩獵需求

四、農園保護／水源管理之狩獵需求

五、農閒期間之狩獵需求

六、族群特殊飲食文化之狩獵需求

七、維繫社會關係之狩獵需求

八、其他—如房屋興建動土及落成、製作傳統皮件工藝等



事先載明獵物種類數量違憲

與原住民族傳統文化所傳承之思
想及觀念難以相容



自製獵槍合憲、除罪化

維護社會
秩序

供作生活
工具之用

符合法律
明確性原
則、比例
原則

合憲 行政罰鍰
（2仟元以
上，2萬元
以下）

不適用刑
罰

不及於非
自製獵槍

除罪
化



自製
獵槍
規範
不足

憲法保障生命權、身體權

憲法保障狩獵活動之文化權利

國家負有保障原住民安全從事合法狩獵之義務

「準後膛槍」僅以非制式子彈為限，構造粗糙

缺乏保險設計及膛壓驗證測試

無安全驗證制度及安全使用訓練機制

2年內訂定符合安全之自製獵槍規範



803釋憲之後？

文化特性

當代價值

文
化
政
治

權
力
關
係

論
述
與
實
踐

文
化
再
生
產

傳統知識

保育/生態

大
哉
問—

獵
人
／
協
會
組
織

可
以
做
什
麼
？



自信紮根於傳統文化

傳統社會-生態系統

部落自主管理

傳統生態知識

與動植物的靈性關係

集體、分配、分享

獵場規範、禁忌與信仰

狩獵慣習，文化特性

部落文化生計

傳統管理模式

勇於面對現代管理

生態調節需求

國家法令制度

現代生態知識

現代動物保育

社會秩序

狩獵管制與申請

能力興趣，性別不拘

山林休閒產業

科學化管理模式



狩獵作為知識實踐與文化行為

狩獵
祭祀食用

獵物
處理

捕
獵

占卜出獵發現
獵物

獵場
管理

13

不必太強調獵捕幾隻！



民族知識體系/狩獵文化很豐富

狩獵文學－神話、傳說、故事、諺語

宗教信仰－祭祀、占卜、禱詞、禁忌

資源利用－獵場、漁區、土地、先佔權、獵租

狩獵組織－獵團、親屬關係

狩獵方式－個人、團體或家族

狩獵方法－技術、獵具、漁具、季節性

獵物分配－以山豬為例

飲食文化－飲食禁忌、民族食譜

狩獵工藝－工藝、建築、衣飾

狩獵常識－土地知識、動植物知識



狩獵文化涉及日常生活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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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獵形式及獵場範圍

家族 個人獵家族

部落
圍獵

個人獵 家族

家族 個人獵家族

狩獵成員：個人—家族—部落

獵場：家族—部落—大社



多方協力創造多贏賽局

➢ 國家、族人與專業人士(團體)分工協力

➢ 掌握文化特性與當代管理

➢ 部落獵人狩獵自治自律公約

➢ 獵人組織與培力

➢ 簽訂行政契約

➢ 定期檢討滾動修正

➢ 獵人/獵團持續進行狩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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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族獵人協會成立

嘉義縣鄒族獵人協會

達邦社

達邦部落 里佳部落 山美部落 新美部落 茶山部落

特富野社

特富野部
落

樂野部落 來吉部落

草根性部落獵團要
持續運作

自主管理組織，整
合外界與部落平台



鄒族獵人協會自治自律公約
➢107年5月4日嘉義縣鄒族獵人協會成立大會通過全文20條。

➢各方協力完成—鄒族長老及獵人、學界（生態學、野生動

物保育、法學）

➢主要內容包括

鄒族獵人的使命（第一章）

鄒族獵人之資格及養成（第二章）

協會獵人之權利及義務（第三章）

狩獵規範及安全要求（第四、五章）

鄒族獵人之懲戒（第六章）



I. 獵人組織

發展培力

III. 獵人回報

資訊分析

II. 狩獵物種

族群數量

波動監測

鄒族狩獵
自主管理

獵人培力與
資料庫建構

獵區與非獵
區間的比較

野生動物
管理系統
科學化

2019年獵人協會工
作人員繪製



I. 獵人組織

發展培力

Ⅳ.社會

溝通/社

會運動

III. 獵物回報

資訊分析

II. 狩獵物

種

族群數量

波動監測

鄒族狩獵
自主管理

803釋憲後認為應增加社
會溝通與社會運動項目



目前—傳統文化與現代管理強度偏斜

傳統文化 現代管理



傳統與現代均衡維繫

傳統文化 現代管理

環境價值

社會秩序

國家法令

科學數據

文化權利

土地倫理

傳統知識

靈性聯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