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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因應臺灣原住民族對於傳統狩獵文化的傳承需求，並規劃建立符合

里山倡議中尊重認可在地傳統和文化的價值和重要性的原住民族狩獵規

定，本計畫前往美國明尼蘇達州進行短期研究，瞭解當地實行百餘年之狩

獵規範及印地安保留區內原住民自決的狩獵規範，借鏡其尊重、協調、合

作的精神來規劃我國原住民族傳統狩獵規範，發現由主管野生動物狩獵的

自然資源部門(DNR)進行主導與規劃，可以得到相對穩定的成效，DNR負責

規劃、協調、執行、監測野生動物狩獵規範:(1)與狩獵協會合作，讓狩獵

野生動物相關之規範與訓練皆能在事前傳達給參與狩獵人員；(2)與學術

研究單位合作，除單位本身研究人員外，DNR亦與學術研究單位(如明尼蘇

達大學)合作，由學術單位協助進行野生動物監測、規劃新穎的監測調查

方式等，讓野生動物監測技術及成果具被科學檢驗之公信力；(3)與印第

安部落合作，因印第安部落具自治地位，DNR與其建立夥伴關係，組成專

門聯繫團隊，提供最新技術、野生動物調查成果數據，與印第安部落進行

交流，並協助必要之人員訓練資源。據此，建立我國主管野生動物保育業

務之林務局，在規劃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祭儀需要之狩獵規範時，應聯

合相關單位，如原住民族委員會、縣市政府、動物保育團體等，組成一任

務型委員會，針對狩獵物種、獵具、數量等，參酌科學調查成果，規劃各

狩獵範圍區(可分成變動或固定區域)，狩獵範圍區應以物種棲息範圍或區

域族群數量為規劃範圍，以聯合公告方式針對狩獵日期、部落、物種、獵

具等做出規範，並由學術單位協助狩獵季節前後之野生動物族群監測，以

科學數據作為證據，瞭解狩獵活動影響，並將調查結果與各相關單位及社

會大眾分享，讓狩獵規範得以每年或定期進行滾動式檢討，以符合現況。 

 

關鍵字: 原住民、野生動物狩獵、里山倡議 

 



 

Abstract 

 

To meet the need of indigenous people in traditional hunting 

in Taiwan and to construct an indigenous tribal hunting regulation 

with respect to local traditions and culture values, this research 

acquired hunting regulations experience from Minnesota, U.S. to 

format Taiwan indigenous hunting regulations.  This research has 

discovered that the wildlife resources management unit (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DNR) in charge of units coordination and 

regulations planning could generate more positive efforts in 

wildlife hunting and management. DNR cooperates with wildlife 

hunting association to implement ecological education, hunting 

regulation, and fire arm training as well as cooperates with 

research units (from both DNR and universities) to monitor wildlife 

population changes for adjusting hunting regulations. Furthermore, 

DNR holds regular technical meeting with tribes to share scientific 

information and build up partnerships conflicts to meet both 

parties' interests. In Taiwan, Taiwan Forestry Bureau (TFB) which 

in charge of wildlife conservation affairs could benefit from 

Minnesota' experience in hunting regulations. When TFB formats 

indigenous hunting regulations, TFB could organize a missionary 

board including Council of Indigenous, local counties, and wildlife 

conservation units to discuss preferred hunting species, yearly 

amounts, hunting tools, and areas. In addition, TFB should cooperate 

with research units to monitor wildlife population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hunting activities obtaining scientific information as 

well as holding scientific meeting with related parties to share 

wildlife information and to adjust hunting regulations regul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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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來，靠近山區生活的臺灣原住民族對於傳統山林及狩獵文化的傳承

需求與目前政府機關管理土地的衝突日增，實行 5年多的野生動物保育法

第 21-1 條有關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祭儀需要申請狩獵之案件愈增，但

祭儀與所需獵捕野生動物之種類與數量關係問題、事先申請及事後報備

制，常引起政府機關、動保團體、原民部落之間的誤解與衝突，甚至是申

請規範、狩獵時間、狩獵範圍、參與人員等亦常引起誤會。 

另，原住民族之傳統領域及獵場多屬於目前由政府機關所管理的國有

林班地內，亦參雜了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不同原住民族之狩獵場域重

疊、同一原住民族不同部落及家族間之獵場分配等問題，而原住民保留地

及周邊公私有地內多為農耕及人工造林，並無合適之野生動物棲地，顯見

原民狩獵活動勢必於國有地上發生，如何符合或修訂現行法令規範及滿足

各方訴求，亦為須因應的課題。 

這不僅僅牽涉狩獵與保育議題，亦參雜了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及國有

資源共管問題，本會身為農業及自然保育業務之中央主管機關，如何尋求

一平衡方式以滿足各權益關係團體的需求，已是不得不面對的課題，目

前，臺灣原住民族因為狩獵需求與政府機關發生之衝突多集中在國家公

園、國有林班地範圍內，且有愈演愈烈之勢，造成政府機關和部落社區的

衝突對立，加上部落狩獵用之獵場範圍仍未達成共識公告，長久下來雙方

失去互信及形成對立狀況。 

由於里山倡議主要在力求挽救人與土地失衡的關係，與社區、生物多

樣性、原住民傳統知識等議題密切相關，有助於山村部落的狩獵文化傳

承，但由於相關配套措施，如部落自主管理狩獵活動、第 3方查核機制及

組成、野生動物族群量變化監測等皆未有明確規範及落實，每當原住民族

進行狩獵祭典活動時，常淪為政治問題，亦讓政府機關處於尷尬局面。 

在里山倡議中，把這類由農村居民與周圍自然環境長期交互作用下，

所形成的生物棲地和人類土地利用的動態鑲嵌斑塊（馬賽克）景觀，稱為

「社會-生態-生產地景」，意即透過農林漁牧等農業生產地景的經營，達

到經濟、社會和生態永續性的目標；社會-生態-生產地景的有效管理還有

助於緩解和調適氣候變化， 特別是透過保護和加強碳匯和碳庫（ 碳源）、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提高抗災能力等，以減少氣候變化在地景生態系統尺

度上的負面影響。 

里山倡議的願景是謀求兼顧生物多樣性維護與資源永續利用之間的

平衡。在社會-生態-生產地景中，農田裏的作物和其它物種的多樣性、棲

地多樣性以及環繞農田周圍的地景多樣性，都需要透過增進農村社區的調

適能力，以保全農業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和連結性，並強化其回復力，以因

應日益加劇的氣候變遷衝擊，維持農村社區經濟、社會和生態的永續性。 



 

  
農業生態系中不同層級間的動態調適策略（PAR, 2011: 20，引自李

光中 2016） 

 

里山倡議中所建議之方法有三：確保多樣化的生態系統服務和價值、

整合傳統知識和現代科技、謀求新型態的協同經營體系；關鍵行動面向有

五：資源使用控制在環境承載量和回復力之限度內、循環使用自然資源、

認可在地傳統和文化的價值和重要性、促進多元權益關係人的參與和合

作、貢獻在地社會及經濟成長。 

依據里山倡議之內涵協助在地部落建立合理利用環境資源模式，並作

為資源治理機關之合作夥伴，進行山林巡護、資源保育與監測等多元化之

工作，讓原鄉居民從參與過程中，加強部落傳統與狩獵文化等山林的知識

與經驗記錄下來，並與現代科學知識相互輝映，形成知識流，冀望藉由增

加經濟誘因以保存狩獵文化及減少狩獵活動之需求，惟目前仍未有明確之

具體成果。 

本短期研究冀望以里山倡議謀求新型態的協同經營體系及循環使用

自然資源、認可在地傳統和文化的價值和重要性為方向的原住民狩獵政策

與共管制度，並參酌美國明尼蘇達州對於野生動物狩獵管理的經驗，結合

州政府資源管理單位、野生動物狩獵團體、印地安保留區等權益關係團

體，建構對話平台來溝通及調整野生動物狩獵規範，希能夠建立一套結合

社區部落、政府機關、焦點團體的進行交流方式，進而形成共識來引導政

策制定，構建一套符合現實狀況的行動計劃，規劃未來原住民族與國有土

地經營管理模式。 



 

貳、現況分析 

原住民狩獵議題在台灣從 1972年開始即有規範，但在 1989 年因應美

國培利修正案而廢止，但此方面議題卻從沒停止過；為在原住民族狩獵文

化之遞嬗、野生動物管理經營、生態保育等議題上取得一解決方案，林務

局在 2012年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1條之 1 第 2項規定，訂定「原住

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利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並據以

執行，惟實施數年以來，仍有許多爭議，如狩獵區域界定、狩獵時間與祭

典認定、可狩獵動物種類及數量、申請核備規定、動保團體質疑、野生動

物族群現況、狩獵干擾程度等，亦讓中央主管機關(農委會)遭受壓力，如

何透過共識協調、凝聚共識、制定可被接受及被檢驗的原住民族狩獵野生

動物制度，已是刻不容緩。 

目前我國原住民族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規定之狩獵活動，需由部落會

議確認後送鄉鎮公所受理初審，通過後再送縣市政府複審，通過後方得進

行，並於狩獵活動結束後提送成果報告資料至鄉鎮公所轉送縣市政府備

查，屬於事前申請制，常為部落所詬病，主要是行政流程耗費時日、部落

文書行政能力不足導致退補件；此外，部落表示可狩獵物種及數量、可狩

獵地區受到限制，不符實際，如原住民保留區多以農業化，野生動物數量

少。目前林務局朝向改成全年申請一定次數、事後再報備方式規劃。 

里山倡議雖源自日本，但其倡議的願景是謀求兼顧生物多樣性維護與

資源永續利用之間的平衡，審視倡議中所建議之方法及關鍵行動面向，由

全面性的確保多樣化的生態系統服務和價值，並認可在地傳統和文化的價

值和重要性，提供在規劃原住民族狩獵野生動物工作上，可透過促進多元

權益關係人的參與和合作，來謀求新型態的協同經營體系，作為規劃方向

參考。 

目前台灣里山倡議精神的實踐上，較有成果的如生態工法基金會於新

北市金山區八煙聚落，協助休耕的水梯田進行生態友善復耕並促進在地產

業復甦，繼而倡導「金山倡議」；人禾環境倫理基金會於新北市貢寮吉林，

協助推動水梯田環境友善復耕、監測生態復育效益並發展體驗產業；花蓮

縣豐濱鄉港口部落的觀光產業發展協會從事地景藝術創作、水田生態友善

復耕和原住民產業發展；觀樹教育基金會於雲林口湖鄉成龍濕地，以生態

補償、國際環境藝術節等方式，協助里海濕地的復育、永續漁業和環境教

育；屏東科技大學在屏東縣霧台鄉協助阿禮部落發展里山倡議為主題的生

態旅遊產業(引自夏榮生等，2015)，這些案例的成功與否，關鍵仍在於當

地的「半農半 X」產業以 及以生態人文、產業加值為深化方向的「公共財」

能否貢獻在地社會及經濟成長，才是真正的考驗。 

由於我國目前並無前人研究與本短期研究相近，無從參考，僅能從不

同面向的資料來整合，因目前原住民族對野生動物狩獵之需求多發生在國



有林或國有地範圍內，一方面需從國有林範圍內之野生動物族群調查(如

王穎(2012a)、王穎(2012b)、翁國精(2012))，一方面亦需透過文獻及訪

談資料來拼湊出各原住民族傳統狩獵區域範圍(如傅君(2010)、浦忠勇

(2016))，以作為後續訂定狩獵規範之參考資料，但如何讓相關的權益關

係人了解必要的資訊，並形成共識，則仍有待努力。 

 

參、計畫目標 

藉由本短期研究，理解他國經驗與方法，規劃制定我國里山倡議有關

原住民族狩獵規範之架構與策略，並用於後續強化學術研究及實務經驗的

知識分享與交流，與學術單位、焦點團體、山村及原民部落合作制定執行

策略、配套措施，有效率的達成政策目標。 

本短期研究主要透過訪談與討論的過程，瞭解於產生最終方案前應考

量的各項因素、焦點團體及權益關係人的意見與討論過程與規劃；並學習

面對不同團體的溝通技巧、如何利用有限資訊做出判斷、以不同團體能接

受與理解的方式傳遞政府政策理念。 

 

肆、短期研究說明 

一、地點 

本短期研究選定美國明尼蘇達州之美國明尼蘇達州立大學

(University of Minnesota，以下簡稱 UMN)，是美國最具綜合性的大學之

一，建於 1851 年，是一所集教學、服務、研究於一體的公立大學，且在

國內外享有很高的聲譽，亦有公立常春藤之美譽。在 2001年和 2002 年，

UMN雙城校園名列美國公立大學排名前 3 名，其森林、自然資源管理等科

系在全美排名始終名列前茅。 

UMN之保育科學研究所課程(Conservation Sciences Program，前為

保育生物學研究課程(Conservation Biology Program))網羅自然資源、

野生動物、森林、漁獵、自然經濟、自然資源政策等相關領域專家學者，

提供以世界為基礎的研究所訓練及機會課程，藉由瞭解生態系與人類系統

的關係來發展對自然保育與管理挑戰的有效解決方案；參與學習者，則可

以藉此互動過程，學習如何獲得最有效的資訊來制定決策，更學習到如何

評估多方議題及瞭解如何將科學與資源管理、政策發展形成鏈結，以求得

最適方案。 

 

二、行程規劃 

本短期研究執行期程為 106年 8月 8 日~12月 8日，除固定於明蘇達

大學參加不同主題之討論研討會外，並訪問明尼蘇達州自然資源部官員、

明尼蘇達獵鹿人協會、印地安組織(1854 Treaty Authority)。 

 



三、主要行程摘要 

(一)明尼蘇達州政府自然資源部從業人員訪談 

於短期研究期間，前往州政府自然資源部訪視，主要訪問對象為辦理

野生動物狩獵管理及與印第安保留區有關野生動物狩獵業務窗口人員，藉

由與第一線實際從事業務人員交流，得到在推動野生動物狩獵管理與各利

益團體間之溝通交流機制建立之技巧。主要訪談摘要及重點摘錄如次: 

1、美國明尼蘇達州政府負責野生動物經營管理業務之權責單位為自然

資源部(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DNR)，DNR 主要任務

為藉由保育自然土地、水域、魚類及野生動物來保護該州自然襲產，

而這些自然襲產正是該州休憩及自然資源為主經濟的基石。DNR 管

理自然土地，如森林、濕地、原生草原，進行必要的管理手段以維

持健康的魚類及野生動物族群狀況，並保護稀有之植物及動物族

群；DNR 規劃提供戶外遊憩機會，如狩獵、釣魚、野生動物觀賞、

露營、滑雪、健行、自行車、動力車輛遊憩，並將保育教育透過此

類戶外遊憩系統，如公園、步道、野生動物管理區、科學研究及自

然區、湖區等，傳達給社會大眾。 

2、DNR 在州政府的總部，主要工作在行政作業，如配合州內參眾議員

監督、擬定及審查各分部研究計畫與成果、與原住民(印地安人)組

織合作與對話、決定與其他單位(如大專院校、保育團體)之合作研

究等；現場則分成有 5個分部(Division)及 44個有關野生動物管理

的辦公室及工作站，這些現場單位主要獨立或與其他單位(如大專院

校、保育團體)合作進行現場野生動物研究及監測調查，並將民眾意

見反饋到 DNR，以利政策或規定調整。 

3、由於明尼蘇達州境內湖泊超過 1 萬 1 千個，所以釣魚及水體活動為

相當重要的夏季戶外遊憩活動，DNR 收集了 4,500 多個湖泊的資

訊，如湖泊調查(大小、位置、深度地圖、水質)、魚種分布及魚類

食用建議、外來魚種防治等資料，每年均持續的監測調查資料，並

反饋到隔年或下期的經營管理工作上。DNR 每年亦會發布釣魚規範

手冊，內容包含外來種規範、釣魚證費用及取得、餌食規定、運輸

規定、特殊魚種及湖泊規定等。 

4、野生動物狩獵相關規定在明尼蘇達州已經有超過百年的歷史了，DNR 

每年都會發布相關的狩獵及陷阱規範手冊(如圖 1)，內容包含狩獵

證費用及取得、槍械執照及訓練、弓箭狩獵規範、青年狩獵規定、

小型動物捕捉規定、大型動物狩獵規定、獵物上標及運送規範、狩

獵地圖範圍、狩獵日期、私有地穿越規範等；水鳥狩獵亦有相關的

規範。狩獵證費用亦明定使用範圍，如研究基金、行政費用等。 

 



  

圖 1、明尼蘇達州狩獵及釣魚規範圖 

 

5、針對主要狩獵物種-白尾鹿(white-tailed deer)，DNR每年亦會出版

獵鹿季節圖(如圖 2)，依每年監測及收穫資料，區分為許多區域，

主要是方便獵人尋找想去狩獵的區域，而各分區每人可狩獵之物種

意有所不同，如近都市區可以讓獵人可以多打一隻，因為近都會區

如果鹿群太多，可能會造成交通事故(每年明尼蘇達州都有車輛撞到

鹿的情形，而且常有人類傷亡情事)；或是某些農業地區亦會增加狩

獵量，以反應農民對鹿群損毀農作物的不滿；或是有些草原地區並

沒有足夠的鹿群生活該地區，就會停止該區狩獵額度，以利族群增

加。 

 



 

圖 2、2017年獵鹿季節圖 

 

6、明尼蘇達州對於野生動物狩獵採開放式態度，主要獵捕方式分為陷

阱、槍枝、弓箭，使用槍枝狩獵者，須強制參加槍枝安全訓練講習，

至於野生動物保育及經營管理課程則是自願性質；可參與狩獵之人

員年齡則是 12 歲以上即可有條件地參加，這也可以鼓勵親子一同參

與，傳承狩獵活動與精神，更重要的是培養民眾熱愛自然、欣賞自

然的情感。 

7、明尼蘇達州 DNR 每年依據前一年度的狩獵回報資料、各所屬研究站

野生動物族群變動調查資料、及各相關團體(如農民、保育團體、狩

獵團體)意見，安排技術討論會議，討論下年度野生動物狩獵之種類

及額度。以麋鹿而言，2017年的調查結果，發現麋鹿族群似乎已經

不足 4,000 隻，遂決定不開放狩獵，而相關研究報告亦會公布給大

眾知悉。 

 

(二)狩獵團體訪談 

於短期研究期間，接觸明尼蘇達州最大野生動物狩獵團體獵鹿人協會

(Deer Hunters Associate, DHA)並訪談主要的分會會長。DHA 是明尼蘇達

州人數最多的獵人協會，主要狩獵對象為白尾鹿，在明尼蘇達州共有 15

個分會，繳費會員約有 4,000 人；DHA 與 DNR有建立夥伴關係，若是 DHA 有

需要野生動物相關訓練或資訊，DNR 都會予以協助；DHA 亦會配合 DNR 宣



導需求，在辦理會員講習(如火槍講習、狩獵規定、青年狩獵、弓箭講習)

時，加以宣導或是邀請 DNR 人員到場宣導；DHA認為適當的狩獵活動可以

協助野生動物經營管理，如配合 DNR 在鹿群過多地區(主要是都會區、農

業區)進行狩獵、鹿群過少地區則不狩獵。 

主要訪談摘要及重點摘錄如次: 

1、每年 DHA總會都會召開會員代表大會(board member meeting)，進

行會務宣布、人員交接、狩獵規定意見交換、教育宣導、基金籌募

等議題及計畫之意見交換。 

2、DHA的經費來源有州政府補助款、個人或公司團體捐款、販售鹿皮等

不同管道，除了可以宣傳野生動物狩獵文化、維持協會運作外，亦

可推展環境教育，並化解民眾對狩獵是野蠻行為的看法。 

3、DHA成員背景多元化，從農夫、工人、教師、學生都有，主要是因為

家族傳統、興趣與好奇而參與野生動物狩獵活動，很多成員都是從

小就參與狩獵相關的活動，如弓箭訓練、野生動物觀察等。 

4、DHA各分會在狩獵季節開始前會辦理所屬會員會議，除聯絡會員感情

外，亦說明當年度的新增或修改的狩獵規定(狩獵規定可在 DNR網站

公開取得，DHA只是協助提醒所屬會員)，同時提供狩獵地區訊息給

會員參考(如那些地區可以多獵一些、禁獵)。 

5、有些不是 DHA 會員的獵人(沒有規定獵人一定要加入狩獵協會才能狩

獵)會把所獵到鹿皮捐給 DHA，DHA 各分會於狩獵季節結束後，會辦

理環境教育活動，統一整理鹿皮(將皮毛上所附肉屑、組織剔除、洗

浸)，再將整理好之鹿皮售出，所得充實會務基金。 

 

(三)印地安保留區自然保育部門訪談 

美國原住民自成一個主權國家系統(sovereign nations)，與美國政

府並不是隸屬關係，原住民(印地安)保留區在明尼蘇達州共有 11個(如圖

3)，其中 7個為阿尼遜阿比保留區(Anishinaabe)、4個為達可答社區

(Dakota)，其中較為活躍的原住民組織為 1854 條約組織(1854 Treaty 

Authority)，是由位於明州東北方的 Grand Portage 部落及北方的 Bois 

Forte部落 2個阿尼遜阿比保留區部落組成。於短期研究期間，前往 1854 

條約組織訪視，主要訪問對象為辦理野生動物狩獵管理及與印第安保留區

有關野生動物狩獵業務窗口，藉由與第一線實際從事業務人員交流，得到

在推動野生動物狩獵管理與各利益團體間之溝通交流機制建立之技巧。主

要訪談摘要及重點摘錄如次: 

1、有關野生動物經營管理部分，各部落皆有自己的研究團隊(成員有原

住民、非原住民)，進行保留區內野生動物資源之調查及監測，其部

落會議則會參考監測資料決定來年狩獵的野生動物種類及數量，惟

其調查資料並不會定時或完全對外公布。 



2、印第安部落成員皆可參與狩獵，惟仍取得身分卡(Identification 

card)，至於可狩獵物種、數量、可狩獵地區亦皆須遵循部落決議規

範。 

3、部落每年都會辦理槍枝安全及獵人講習活動，包括槍枝使用、網具

使用等，以培養新血加入並維持印地安人狩獵傳統。 

4、部落每年都會固定在印地安保留區內進行動植物監測、自然棲地維

護、外來種監測與移除，並將這些工作推廣到部落成員，讓部落成

員亦成為監測成員， 

5、雖然每年皆與 DNR 進行技術會議會談以交換資料(動物族群、生態棲

地等)，但部落仍有權決定在印地安保留區內的狩獵活動，包含物

種、數量、狩獵地區等。如 2017 年 DNR調查出的麋鹿族群數量低於

4,000隻，故規定 2017年不開放麋鹿狩獵額度，但 1854 條約組織

仍決定其成員可以在印地安保留區內狩獵麋鹿，當然數量亦比前一

年減少很多；另外，DNR可以視情況需要(如物種瀕危程度、經費額

度)向印地安保留區提出購買狩獵權，以經費交換印地安保留區內的

狩獵數量，但決定權仍是在印地安部落。 

 

 

圖 3、明尼蘇達州主要印第安部落分布位置圖 

 

(四)明尼蘇達大學保育科學研究所研討會 

本短期研究主要執行地點在明尼蘇達大學保育科學研究所



(Conservation Science Program)，除於指導教授每周固定討論外，並視

主題參與該研究所每周的研討會(seminar)，共計參與 10 場研討會，主題

包含野生動物經營管理、公民科學、魚類調查及監測等，亦會邀請 DNR 中

野生動物專家參與交流。主要研討會重點摘錄如次: 

1、野生動物經營管理相關 

短期研究期間共計參與 4場與野生動物經營管理有關之研討會，

主題包含食物、疾病、棲地等面向，以明尼蘇達州為例，麋鹿(moose)

是主要的大型鹿種，依近來監測資料(由約 15%的麋鹿棲地進行冬季空

中調查資料推估，詳附件)發現其族群數量出現顯著減少趨勢，由 2005

年的 8千 1百多隻，遞減到 2017年的 3 千 7百多隻，期間各研究單位

(包括 DNR本身)均投入相關研究，如降低樣區偵測錯誤，以獲得更準

確的族群推估值；如透過無線電追蹤紀錄(Radio-collared，如圖 4)，

瞭解麋鹿繁殖期與非繁殖期的棲地偏好，以健全棲地管理維護；如透

過死亡個體分析，瞭解麋鹿致死原因，雖然因灰狼等獵食者攻擊，有

死亡的案例，比起較交通意外致死比例還低，但大部分為未知的健康

因素，如可能感染白尾鹿身上寄生蟲，其他如氣候變遷所引起的夏天

高溫，讓自體散熱功能不彰的麋鹿出現生理不適反應，亦有可能是麋

鹿族群減少的原因。 

 

圖 4、2002-2010年間無線電追蹤之麋鹿因非狩獵因素死亡分析圖 

 

藉由這些科學研究成果，與行政部門 DNR 的交流，讓 DNR 在執行

後續野生動物經營管理措施時，能夠更有全面性的思考，如協調林業



經營方式由大面積皆伐方式，調整為較小面積的塊伐方式，以保留更

多的棲地給麋鹿使用，並可減緩夏季高溫所帶來的影響；或是保留更

多麋鹿喜歡棲息的 20餘年生的樹林棲地、近水(湖)帶之棲地；或是增

加對麋鹿棲地內的白尾鹿的族群數量控制(增加可獵捕數量)，以減少

寄生蟲的感染機率；或是增加在主要麋鹿棲地對灰狼的獵捕量，以減

少部分來自獵食者的捕食壓力。其他討論有如何增進野生動物調查的

統計設計，尤其在面臨經費短絀的今日，以更有效率、節省經費的試

驗設計來進行調查，並能符合統計上的要求，達輔助經營管理之效。 

 

2、公民科學領域相關 

短期研究期間共計參與 2場與公民科學領域有關之研討會，主要

的重心在如何善用民眾參與科學觀察所得的資料，協助訂定相關的經

營管理作為。由於當地居民對於大自然的資源普遍都有欣賞的態度，

因此民眾參與的情形相當踴躍，如外來魚種監測、夏季帝王蝶遷移紀

錄、冬季候鳥遷移紀錄、市區鳥擊建築物紀錄，而這些參與民眾對計

畫的忠誠度都相當高(參與單一計畫超過 10年以上的民眾相當多，比

例超過 60%)、年齡分布大(從中學生到退休人士)，這樣的計畫通常也

較能獲得來自州政府的預算支持。 

3、魚類調查與監測 

短期研究期間共計參與 2場與魚類調查與監測有關之研討會，由

於明尼蘇達州有萬湖之州的美譽，豐富的魚類資源不僅僅是早年印地

安人主要的食物來源，更是現代休憩娛樂的重要資源，DNR 每年都會針

對主要的湖泊進行魚類監測，並在需要補注的湖泊進行魚苗放流，也

會訂定必要的垂釣標準，如過大或過小的某些魚種必須放回、當年度

禁釣的湖泊，都會依據每年的調查資料來反映在來年的釣魚規範中；

印地安保留區內的重要湖泊也會由部落進行監測，由於只有印第安部

落成員可以用魚網捕魚，相關規定(如網具種類、置網時間、可魚撈之

魚種及尺寸)則由部落決定並執法。 

4、外來種監測 

短期研究期間共計參與 2場與外來種經營管理有關之研討會，明

尼蘇達州自然資源豐富，尤其在魚類及野生動物方面，但是隨著現代

化的演進，許多外來物種在人類有意無意的行為中，被帶進來明州的

自然環境中，也成為近來明州研究單位的新課題。如亞洲鯉魚(Asian 

carp)在明尼蘇達州以漸漸成為湖泊魚類管理的頭痛課題，此魚種已經

入侵到密西西比河流域、五大湖流域，排擠原生魚種的生存空間(捕食

魚卵、幼魚)、破壞水質、並滅絕較敏感的物種。目前研究課題中，有

試驗用環境用藥來破壞亞洲鯉魚的生殖系統，或是破壞其產卵棲地，

減少其產卵成功率；而追蹤其分布擴散情況，除使用捕捉標記法外，



亦有在主要湖泊間水道，檢測湖泊環境中殘留的亞洲鯉魚 DNA 來進行

快速檢驗；此外，為了讓大眾瞭解外來種入侵所造成的嚴重性，研究

單位在進行野外調查時，也常常募集喜愛釣魚民眾擔任志工一同進行。 

 

伍、討論與建議 

美國明尼蘇達州野生動物狩獵制度除規範野生動物狩獵的季節及數

量外，同時有收取狩獵證費用作為充實野生動物管理經費外，因為野生動

物狩獵所帶動的觀光經濟，每年都為該州帶來數百萬美元之收益。我國野

生動物狩獵僅開放給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祭典需求，雖然沒有收取任何

狩獵相關費用，但其他與野生動物相關的生態旅遊如賞鳥，亦可帶動部落

經濟、鄉村經濟，如能整體詳加規劃，亦能帶動相當的經濟收益。 

明尼蘇達州野生動物管理與狩獵的相關規範執行已超過百年，整體規

範已相當制度化且深入人心(當地民眾具相當高的道德水準，對於遵守狩

獵、釣魚等規定相當習以為常)，不僅政府單位、狩獵團體都會辦理相關

的野生動物保育教育活動，並會至各級學校進行環境教育推廣，真正將野

生動物管理與狩獵規範做到落實到生活中，更由衷的珍惜自然環境，我國

在推展自然保育觀念及保存原住民狩獵文化工作上，應擷取明尼蘇達州這

種提昇居民道德為主方式，讓民眾瞭解野生動物保育或自然保育的價值與

意義，才能減少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案件之發生，亦才能落實自然及野生動

物保育。 

相較明尼蘇達州各單位對於野生動物經營管理的共識與做法，我國對

於野生動物經營管理較為無共識，主管自然保育業務之單位與學術單位之

配合與討論常流於形式，無法真正做到以學術研究成果來挹注經營管理之

不足；兼之動保團體多流於感性，強調絕對保育，反對野生動物獵捕活動；

原住民族對於野生動物之物質需求早已不存在，除部分難忘野味之原住民

進行美味之獵外，亦有作為額外經濟收益之行為(某些山產店仍有供應野

味給饕客之行為、亦有收集野生動物標本之玩家)，而真正的狩獵文化似

乎仍無法被真正的討論與關注。 

整合不同單位及團體間的矛盾是政府機關責無旁貸的責任，如何讓這

些不同的利益團體好好的交流意見與建立共識，是很重要的一環，卻也是

最困難的一環，明尼蘇達州之狩獵規範已執行了百餘年，每年仍然有近 10%

的違獵情事發生，可見野生動物保育與狩獵活動之間仍有落差，我國不可

能一蹴可幾的達成或超越明尼蘇達州的水準，但擷取他們的精神，採取開

放式態度與方法，增加各個團體間討論的機會，也是提升促進共識的機會。 

未來，我國在發展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狩獵規範之歷程時，應該與

科研單位合作，利用科學資料(如族群變動現況)來作為與各利害(益)團體

交換意見的基礎，林務局雖然朝向與原住民族部落建立夥伴關係、尊重原

住民族部落自主管理的方向進行，規劃讓部落採事前一次申請、事後報備



野生動物狩獵成果的方式進行，但目前可供原住民族狩獵的地區多在國有

林地區，絕大部分原住民保留地多已從事農業，並無豐富的野生動物資

源，而國有林地區的野生動物資源雖然豐富，目前已具備的資料多以野生

動物種類為主，缺乏較量化的族群量與族群變化資料，亦尚未建立一套可

資參考的動物族群監測方法。 

明尼蘇達州 DNR 除與各科研單位合作，單位內亦有相當多研究人員，

因此科學研究調查的資料品質相當值得信賴，每年亦會與印地安保留區管

理單位(印地安保留區內亦有專職的研究人員進行野生動物族群監測與調

查)進行技術聯繫會議、與狩獵團體及保育團體座談，相關資料亦會定期

公布，讓科學數據來作為經營管理方向之參考，亦可讓社會大眾明白野生

動物資源現況，這樣的合作與夥伴關係是歷經百年的溝通始得達成，我國

自然保育機關與原住民族的關係並不穩定，仍需要相當努力才能獲得共識

與形成夥伴關係，亦需要與科研單位合作，讓科學資料來做為經營管理決

策參考。 

我國關於自然保育的行政體制雖然與美國不盡相同，但亦可考量其經

營管理模式，配合我國行政體制現況，整合不同機關之執掌與功能，訂定

適合我國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與祭儀之規範。 

我國目前僅開放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典需要而狩獵野生動

物，暫時或許無需考慮一般民眾狩獵或是狩獵證規費(及規費用途)的問

題。未來，原住民族狩獵之行為除發生於原住民保留地外(由縣市政府管

轄)，林務局所轄之國有林班的亦難自身其外，不若儘早規劃因應，以符

實際。林務局除應與原住民族委員會針對原民狩獵的方式、欲獵捕動物種

類與數量、各部落獵捕地區或是不分部落只分獵捕時間的原民狩獵地區等

原則性問題進行協商並取得共識外，更應盡快與科研專家整合出適合我國

山區地形及森林覆蓋的野生動物調查方法，並據以執行，建立野生動物族

群的基礎資料以因應狩獵行為。 

林務局雖然以行政工作為主，但因為員工(職員及技術士)較多，且多

接受過相當程度的動植物調查訓練，亦能負擔相當程度的野生動物監測工

作(與巡視山林工作結合)，一旦野生動物調查方法確定後，將能夠於短時

間獲得幾乎全國的調查資料，不啻為進階版的公民科學(目前林務局僅國

有林內之紅外線照相機有持續執行，但因缺乏系統性的規劃，導致難以整

合各林管處之野生動物照片資料，無法以系統調查成果呈現，殊為可惜。)。 

林務局亦應與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及其他研究單位)合作，定期針

對狩獵區域與非狩獵區域進行野生動物監測，瞭解狩獵活動對野生動物族

群的影響，並規劃部落獵物資訊的收集，如性別、疾病、重量等，以反饋

到後續之經營管理與狩獵規範調整上，如台中苗栗地區的石虎監測調查工

作，期間許多成果，不但讓各單位分工合作，且影響了各機關單位調整原

本的政策(如道路開發調整、農業用藥調整、保護區設置、石虎基金募集



等)，朝向保育石虎的共同目標，這期間除各單位(林務局、特生中心、屏

東科技大學、縣市政府、保育團體)之間的合作與分工，亦激起一般民眾

的共鳴，可謂是相當成功的案例。 

縣市政府為地方主管機關，自不能自身事外，可惜的是縣市政府除自

然保育經費幾乎都等著由中央單位挹注外，亦並無專責專業人員辦理原住

民族狩獵野生動物事宜(更晃論第一線受理狩獵申請的鄉鎮公所了)，但至

少應能做到承上啟下的功能，亦即對中央單位能如實的反應部落的心情與

判別情況的嚴重性，提供正確的資訊供中央單位參考，協助中央單位調整

相關的狩獵規範，並協助對部落說明中央狩獵政策的考量與沿革。 

學術單位扮演公正的腳色，一方面協助訂定合適的動物監測方法，一

方面藉由學術研究成果(如動物族群消長監測、疾病調查、人獸衝突、保

育與開發衝突等)，提供野生動物經營管理看法，協助管理機關(中央或地

方機關)調整政策及策略，以達多贏結果。 

對於部落自主權應加以尊重，但如何將原住民族傳統對於野生動物的

觀察智慧轉化為科學調查方式能夠驗證，將是部落能否自主管理野生動物

資源的一大挑戰，即便明尼蘇達州劃設有印地安保留區，但部落成員仍有

該遵守的狩獵規範，及來自部落內及部落外的研究人員，以科學方式進行

野生動物資源調查與監測，因此，我國原住民族想朝部落自主的方式來進

行其野生動物狩獵行為，仍不能避免地要以科學驗證的資料來說服行政機

關與社會大眾，第一步將是確實記錄所獵捕野生動物之種類與數量，並測

量獵物的形質(如性別、重量、發育程度、疾病等)及其他可資追蹤的資料，

累積之後將可作為野生動物族群變化資料參考，而建立部落結合傳統與現

代科學的野生動物族群監測方法，將可幫助原住民族朝部落自主管理野生

動物的方向前進，亦符合里山倡議中認可在地傳統和文化的價值和重要性

的意涵，在此意涵下，行政機關與研究單位如何協助部落轉化傳統狩獵知

識為科學監測工作，將是成功的關鍵。 

綜此，本短期研究大膽提出以林務局為主體，成立原住民族狩獵規範

任務編組，行政上採跨部會及團體合作、結合研究單位建立野生動物監測

制度、收集部落狩獵野生動物資訊、定期技術聯繫會議、公布狩獵區資訊

及監測報告等；而部落除狩獵自主外，亦應建立野生動物監測方法，定期

公布狩獵及監測報告。主要規劃架構如圖 5: 

 



 

圖 5、原住民狩獵與共管架構圖 

 

陸、結論 

以里山倡議精神來討論，明尼蘇達州政府確實做到認可在地傳統和文

化的價值和重要性，DNR 亦有專人負責與部落維持溝通管道，每年亦會不

定期辦理交流研習，主要是溝通野生動物狩獵種類及數量、營業或文化活

動，更重要的是尊重原住民族的自主權利。由於我國原住民族目前並不像

美國印第安部落在美國是次國家地位(subnation)，在印地安保留區內具

有政治及行政權，因此，我國在規劃原住民族自主管理野生動物狩獵規範

時，可以委託方式辦理，一方面協助原民部落成立具管理自然資源能力的

團隊，一方面在行政工作上訂定原住民族狩獵規範，以合作的方式來進

行，而管理廣大國有林地區的林務局則需肩負起開創、輔導、團隊的角色。 

 



 

柒、附件 

 

明尼蘇達州 2017 年麋鹿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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