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住民知識、現代科學與永續發展】 

研討會暨跨域對話工作坊 

主辦單位：國科會原住民族社會永續科技平台計畫 

協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時間：2023.08.04 

地點：政大公企中心（台北市大安區金華街 187號） 

一、 會議緣起： 

國科會於 2021 年 11 月 17 日在立法院提出「原住民族科技發展策略」，隨後自 2021 年

10月至 2022年 3月間，展開一系列座談會與專家諮詢。經研議後，由本計畫團隊提出「原住

民族社會永續科技平台計畫」，針對原住民族社會發展之環境、社會、經濟面之關鍵問題進

行先導研究（包含「坡地利用1」、「資源共管2」、「食農經濟3」、「城鄉遷移4」等四個計

畫），並希望促成學術研究、政府單位與部落社群之間的三方協力機制，形成解決問題之具

體策略並加以落實。 

「原住民族社會永續科技平台計畫」自 2022年 8月開始籌備，並於 2022年 11月 27日正

式啟動，至今已有初步之階段性成果。為形成上述三方協力機制，擬於 2023 年 8 月 3 日至 4

日舉行研討會暨跨域對話工作坊，以回顧國科會近年補助之原住民族相關研究成果，並展開

學術研究、政府單位與部落社群間的交流對話。 

二、 8/4跨域對話工作坊之目的： 

將分別邀請本計畫 4 個先導議題相關之政府機關、族群與部落團體、非政府組織進行互

動討論，使各方表達對於先導議題的各自關注重點與利害考量的同時，能尋求彼此的共同目

標，並思考相互合作、達成最大利益的可能。 

因此，想特別邀請您，參與本計畫【資源共管】議題組別，針對「共管機制在地方落實

的挑戰」進行討論，並聚焦於「一、從地方治理機關的角度看保育計畫裡的相關需求；二、

從公所的角度看如何涉及社會面的支持包含人力支持、人才資料庫的建立；三、部落面如何

看待這些資源及部落組織的參與可能」等問題進行參與式討論。 

                                                      
1先導議題一計畫全名：「原住民傳統坡地利用知識的安全評估與當代應用」。 
2先導議題二計畫全名：「森林、海洋資源之保育與管理體系」。 
3先導議題三計畫全名：「氣候變遷下的永續農業與淨零排放的在地經濟模式」。 
4先導議題四計畫全名：「城鄉遷移/往返模式下的原住民知識與韌性」。 



三、 8/4工作坊議程： 

時間 場次 主題 流程 時長 

09:00 

09:30 
報到 30mins 

09:30 

10:00 

  
報告 

「原住民族社會科技永續平台計畫」

理念及最新執行成果說明 
30mins 

10:00 

11:00 

 

一 

破冰＋議題界

定 
(60mins) 

目的：營造團體氣氛，讓參加者互相認識，也增加參加

者對各議題的認識，並表達對議題的看法。 

1.分組自我介紹：依各子議題進行分組，並

依照手冊之題目設計進行自我介紹。 
20mins 

2.抽問環節：抽問參與者在自我介紹環節對

本組或他組成員之認識。  
20mins 

3.Kahoot 環節（類似即時線上有獎徵答，題

目設計將與各組成員相關，以增進各方認

識）。 

20mins 

11:00 

11:10 
 休息 10mins 

11:10 

12:10 
二 

換位思考 
(60mins) 

目的：分組收集組員對彼此之想法，藉以了解各自的疑

慮或問題 

1. 各子議題分桌，拿到一張大海報，組員每

人一份便利貼、筆。海報上呈現 4個問

題： 

1) 在該議題中，最常遇到的麻煩、困

難，或是需要被解決的問題 

2) 希望解決問題的方法 

3) 這方法會遇到的困難 

4) 需要協助的地方 

10mins 

2. 由不同身分屬性之成員，依序為該身分屬

性之成員設想【(1)族群/部落；(2)政府

機關；(3)學術研究】會如何回應以上問

題，填寫便利貼，作答，貼在表格上 

20mins 

3. 完成為所有身分屬性之成員作答後，由該

身分屬性之成員回應真實想法 
30mins 

12:10 

13:00 
午餐 50mins 

13:00 

13:20 
表演 20mins 

13:20 

14:20 
三 

各組分享討論

內容+目標確

認  
(60mins) 

目的：讓各分組交換討論之內容，並分享確認目標的過

程 

1. 各組分享上一階段討論內容 
20mins 

(5mins/team) 



2. 找出各議題之共同結構 10mins 

3. 以【共管法制策略】進行模擬 15mins 

4. 【共管法制策略】對各組的啟發 15mins 

14:20 

14:30 
休息 10mins 

14:30 

15:30 
四 

異中求同 
 (60mins) 

目的：延續上一階段所提出的不同觀點。希望能找到共

同的目標 

1. 延續前一階段的表格，在表格右方貼上白

紙，開始進行橫向的討論 

30mins 

2. 小隊輔引導，鼓勵成員發言討論，填寫便

利貼，作答，貼在新增表格上 

3.針對最後右方表格內容，進行討論，確定

下一階段上台發表之內容 
30mins 

15:30 

15:50 
茶敘 20mins 

15:50 

17:10 
五 

各組分享討論

內容＋整體後

續行動建議 
(70mins) 

目的：讓各分組交換討論之內容，綜整後續建議 

1. 各組分享策略方案 
40mins 

(10mins/team) 

2.對於其他組的回饋 15mins 

3.對後續平台工作的建議 15mins 

4.頒獎時間 10mins 

賦歸 

 

  



四、 預計邀請單位： 

由於本工作坊主旨在於各參與者能夠針對各子議題進行互動交流，並強調透過參與式的

討論，期盼能找出對坡地議題未來解決策略的方向，更重要的是希望透過本次工作坊，增進

各參與者之間的認識，並希望能夠由互動來凝聚共識，一同確立共同目標後進行努力。 

因此，本工作坊預計邀請各計畫欲討論議題相關之部落族人、專家學者以及政府單位等

等，本工作坊預計邀請單位名單如下： 

 

議題名稱 森林、海洋資源之保育與管理體系 

【資源共管】團隊成員 

1.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陳毓昀教授 

2.台灣野生動物學會 裴家騏理事長 

3.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孫義方教授 

預計邀請單位 

中央政府機關： 

1.農委會林務局林政管理組 

2.農委會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 

3.交通部觀光局東海岸風景管理處 

 

地方政府： 

1.花蓮縣政府 

2.花蓮縣豐濱鄉公所 

3.花蓮縣光復鄉公所 

 

部落組織： 

1.太魯閣族獵人協會 

 

學界： 

1.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夏禹九教授 

2.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謝若蘭教授 

3.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戴興盛教授 

4.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李宜澤副教授兼系主任 

5.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陳毅峰副教授 

 

  



五、 會議相關連結 

A. 8/4工作坊報名表單【請填寫】 

 

https://reurl.cc/r5v88O 

B. 8/3研討會報名表單（歡迎參加） 

 

https://forms.gle/8dJMgQFm4pYPkGVc7 

C. 研討會粉專【會議場次說明介紹、會議記錄整理在這裡！】(歡迎按讚追蹤)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93623401769 

 

https://reurl.cc/r5v88O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936234017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