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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狩獵自主管理社會溝通與審議計畫 

全國獵人審議會議 

獵人意見報告書 

  
         本次會議採用公民審議的方式，設計相關各組討論的模式，在參與者對於狩獵自主管理

的發展與成熟度都不相同的情況下，其討論的重點在於經驗交流、充分討論、提出觀點，最

後提問與建議。依據審議會議各組會議的討論內容，整理如下： 

 
經驗交流與觀點討論 

 
一、獵場管理： 

1. 山林的管理單位複雜，獵場有時劃設會牽涉到不同管理機關，例如退輔會、水資

局、國家公園等。 

2. 組織如何治理領域，牽涉到生活場域與傳統領域，這兩者在管理上有很大困難。 

3. 在部落獵場範圍中，有時牽涉跨部落、跨族群歷史遷移的問題，彼此都認為有權進

入獵場。 

4. 獵場是否需要由政府來認定並公告獵場。 

5. 獵場管理涉及非部落、不在部落內居住人士皆有各自狩獵的慣習。 

 
二、狩獵文化傳承與教育 

1. 部落狩獵在不同世代中對於狩獵，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認為有需要就可以打獵，

有些人認為要搭配時節或是祭儀。 

2. 長者與年輕人的差異，包含打獵器具與知識，亟需教育訓練。 

3. 教育訓練的範圍包含部落地理空間、槍枝使用、部落知識、法規、環境與狩獵技

術。 

 
三、獵具使用 

1. 槍枝的安全性，究竟由哪個單位來驗證槍枝的安全性。 

2. 槍枝管理規則，槍枝管理申請單位與主管狩獵的單位不同。首先，這兩者分開管理

造成狩獵的麻煩，有可能統一主管機關嗎？其次，兩者申請的前後常常各地規定不

一。 

3. 法規上是部落可以自製獵槍，但是審核標準各地區規定不一，審核方式也不同。 

4. 精準式狩獵成本太高，管理槍枝的負擔也太重 

5. 獵場內陷阱獵與犬獵會相互衝突。 

 
四、動物保育與狩獵 

1. 野生動物監測拍到珍稀影片如黑熊等，往往會讓部落對於環境有更多認識，增進年

輕人對耆老的認同。 

2. 監測系統的數字很不親民、也難以理解，未來需要有方法轉譯、解讀監測數字，需

要有更多技術資源可以讓部落從這些數字來了解生態環境。 

3. 獵獲的回報機制較為繁瑣細節，降低回報意願低。 

4. 保育動物名錄的調整，例如水鹿。 

5. 瀕危動物例如黑熊，可以用棲地範圍來管理。 

6. 部落不止需要復育狩獵文化，甚至關係到部落各種文化行為，包含在地物種的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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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都依循著現在部落的需求在改變。 

7. 有關商業狩獵議題，對狩獵文化體驗旅遊的方式認定，也是部落面對現代需求的一

種改變。 

8. 狩獵也具備農害調節的功能，應該多談談狩獵正面的部分。 

 
五、狩獵自主管理的階段 

1. 階段的前進時涉及部落組織團結的狀況。 

2. 非組織內的獵人，對於法規不信任，包含上述槍枝管理等問題。組織目前無法在上

述不信任的狀況下，擴大參與。 

3. 因年輕人參與獵人組織意願低，所以年輕人教育與扎根才更重要，但沒有太多資源

可以做。 

4. 原基法感覺低野保法一階，相關法律在部落宣導仍不足。 

5. 有些部落的獵人組織與部落會議溝通困難，這與部落內部關係、派系有關，也降低

參與意願。對於要如何增加部落參與誘因，需要公部門協助。 

6. 國家與警方的角色很重要，例如派出所執法嚴謹度因地而異。部落獵人組織是否能

夠協調地方警政單位，對於非組織獵人的參與意願也有高度相關。 

7. 獵具的管理規則應該在狩獵自主管理的各個階段中找出適當的方式。 

8. 自主管理三階段缺乏跨部會整合以及部落溝通，例如原民會在這個議題上缺席，警

政單位亦是。 

9. 對於動保團體需要更多社會溝通，促進雙方對動物權與狩獵議題的理解及對話。 

10. 部落長者行動不便，建議邀請公部門與動保團體來部落參與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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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內建議 

 
1. 假日獵人應盡狩獵的相對義務與責任。 

2. 推動長者傳授狩獵知識，需要有更多的資源挹注才能幫助年輕人加入。 

3. 公部門推動野生監測需要與部落更多的獵人共同合作，並且建立互信，不能只是合

作單一或少數獵人。 

4. 狩獵自主管理的協會，應該納入年輕人的培力與訓練，包含行政能力，不應該只是

培力監測技術。 

5. 獵人組織的管理公約，應該放入行政契約內。 

6. 可以授權有專業的製槍師傅來製作獵槍，並協助製槍後的審核，減少繁瑣手續。 

7. 若只是宣稱加入協會才能領證打獵，會引起部落內部的爭議。 

8. 鄰近地區族群的跨區狩獵，應該先有跨區的溝通。不要法律規定才進行溝通。 

9. 狩獵課程要分級，針對不同世代設計課程內容。 

10. 部落動物監測，有時會放到部落比較沒有使用的地方，應該要放在常用的狩獵範圍

內。 

11. 有人違法狩獵，村長廣播就好，不要到警政單位去，這樣更有效。 

12. 回報制度要設立部落負責人專門收集資訊。 

13. 狩獵教育課程需要彈性，讓新加入會員能夠跟上進度。 

14. 對內需要組織者、協助者的角色，創造不同的溝通模式。例如祭儀結合觀光與狩

獵。 

15. 不同年齡層可以擔任不同工作，例如退休的老師來做溝通，年輕人寫計畫、設計活

動、文化調查等。 

16. 應重視部落會議的功能，不要什麼事情都用表決，慢慢形成共識比較重要。 

17. 目前野炊盛行但槍聲也盛行，安全跟危機意識都缺乏。 

18. 部落要有完整的獵具教育課程，才能教好年輕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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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建議 

 

對象 建議與提問 

社會 

1. 長時間的監測協助與投入，對社會溝通來說很重要。 

2. 建立互信，部落與學術單位共同幫助林務局推動狩獵自主管理。 

3. 漢人立委也要關心，這涉及到環境保育的議題。 

4. 全面生態教育，不要太漢人本位，教育部與原民會都要有山林資源適

當使用的正當性認識。 

5. 部落溝通需要對等，不要用上對下的態度。 

6. 平地人會反彈為什麼只有原住民可以打獵、拿槍？為什麼可以用身份

決定事情等，有些人覺得不公平。 

7. 文化部應該也要支持狩獵文化傳承，並且以經費支持。 

林務局 

1. 受過獵人完整的教育訓練、且擁有狩獵自主管理組織頒發的狩獵證，

將是林務局巡山員職業第一優先人選。 

2. 部落不要每年都用獵團申請狩獵許可。 

3. 行政契約需要三到五年的二階段自主管理，才來簽行政契約，時間可

能太長，可採滾動式修正逐步調整契約內容。 

4. 林務局要積極地與各部落宣傳狩獵自主管理的優點。 

5. 輔導機制要長期與陪伴，提供顧問諮詢，而非計畫停止就消失。 

6. 打到保育類動物有刑法怎麼辦？ 

7. 巡護交通機費、餐費能否補助？ 

8. 林務局可以將獵獲量回報給第三方，可以增加回報意願。 

9. 希望推廣狩獵自主管理試辦計畫的成果，促進更部落參與。 

10. 部落有意願加入試辦計畫，請問怎麼加入？ 

11. 日本有地方稅法給地方的非營利組織，可以參照相關做法。 

12. 單純用部落公約約束部落獵人基本上有難度，還是回到內在意願認同

的部分。 

13. 年輕的獵人大部分的傾向自行學習，有時候也會看到年輕人間彼此摸

索槍枝與狩獵技巧，進行狩獵活動，所以組織推動的課程比較不吸引

人。 

警政署 

1. 制式獵槍開放進口，有狩獵證的人可以取得。 

2. 獵槍槍證與使用者的管理要一致。 

3. 換安全獵槍是否有政府的經費補助。 

4. 獵槍的規格條件是否可以放寬，針對不同族群與部落的習性有更多的

選擇性，不要只有一兩個選項。 

5. 應該要到各部落進行槍枝安全、知識技術課程、甚至可以輔導成為製

槍獵人。 

6. 槍枝口徑不要限制。 

7. 部落自製獵槍如果太容易擊發，會不會有可能被其他人利用？黑幫會

不會藉此威脅部落獲取槍枝？若不注意上述修法，壓力會回到獵人協

會。 

原民會 

1. 原民會是否是負責公告獵場範圍？ 

2. 原民會應該扮演協調各部會的角色。 

3. 增加文化經費以利部落推廣狩獵文化。 

4. 原民會可以安排相關組織行政教學的課程。 

5. 獵場認定使用範圍，以及在傳統領域的認定，是否有跨局處、跨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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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建議與提問 

的協調？ 

6. 狩獵議題牽涉相當多的局處，應該要有定期的討論，不是一次找很多

人來開會就決議了。 

7. 原民會為什麼沒有派員來參加獵人大會？ 

鄉公所 
1. 應該重視狩獵自主管理，配合辦理課程。 

2. 需要有更多資源給協會，例如場地、經費、教育訓練等。 

縣政府

農業處 
1. 菜園被野生動物吃掉會有賠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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