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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國 丨 「 憲 丨 法 l l 明 確 保 障

原 住 民 族 文 化 櫂

包 含

狩 獵 文 化



令

狩 獵 文 化  

權 利

各 族 的  

集 體 權 利

♦

個 人 的  

基 本 權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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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住 民 族 櫂 利 入 憲 的 主 張

國 民 大 會 增 訂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1 0 條 第 II項 及 第 1 2 項

即 是 原 住 民 族 權 利 的 憲 法 規 範

落 實 憲 法 上 的 原 住 民 族 文 化 權

原 住 民 族 教 育 法 、 原 住 民 族 基 本 法 等

民 國 8 3 、 8 6

民 國 8 7 、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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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 獵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文 化 元 素

狩獵文化的傳承與落實

已獲得

憲 法 層 次 的 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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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 獵 文 化 與 環 境 生 態 的 平 衡

永 續 利 用 、生 態 平 衡

原 住 民 狩 獵 文 化 的 核 心 價 值

o

環 境 與 生 態

狩 獵 文 化

相 互 平 衡

傳 統 規 範 下 所 實 踐 的 狩 獵 活 動 。



落 實 復 振 傳 統 狩 獵 規 範

國 家 公 權 力 與 原 住 民 族 獵 人  

共 同 落 實 復 振 傳 統 規 範

永 續 利 用 野 生 動 物 資 源  

撞絡■仆> 撞承

透 過 狩 獵 進 行 物 種 監 測 、 環 境 調 查

原 住 民 族 自 主 狩 獵 管 理 計 畫 積 極 地 相 輔 相 成 之 制 度

1 0 7年 ，原 民 會 與 農 委 會 林 務 局 推 動 。 實 踐 傳 統 狩 獵 文 化  

環 境 保 護 無 衝 突



(0 狩 獵 工 具 因 時 代 演 化 而 發 展

自製獵槍

18世紀各式槍枝 科學進步之技術 
安全之獵槍

國 家 有 憲 法 義 務

依 兩 公 約 施 行 法 保 障 多 元 文 化

允 許 原 住 民 族 安 全 使 用 獵 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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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請 各 位  

惠 予 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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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整 我 國 人 民 基 本 櫂

I. 王 光 祿 、 潘 志 強 、 黃 嘉 華

三 位 族 人 的 權 益

2 .  檢 視 原 住 民 族 權 利 條 款

是 否 有 保 障 人 民 基 本 權 的 憲 法 意 義

3 .  各 位 大 法 官 的 解 釋 下

將 深 遠 影 響 末 來 原 住 民 族 政 策

4 .納 入 原 住 民 族 權 利 ， 完 整 我 國 人 民 基 本 權

聽 耳 又 多 數 意 見

肯 認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1D條 第 11項 、 第 12項 的 規 範

^ ^ ^ ^ ^ ^

^ y ^ y ^ y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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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住 民 族 狩 獵  

具 有 豐 富 的  

文 化 要 素

狩 獵 能 與 生 態

維 持 平 衡



獵 人 尊 嚴 應 當 受 到 國 家 法 制 的 保 障

遵 守 傳 統 規 範 的 獵 人

部 落 的 傳 統 知 識 、

信 仰 與 規 範 的 文 化 意 義  

傳 統 規 範 的 引 導 下  

審 慎 地 使 用 獵 具

狩 獵 文 化 是  

極 其 龐 大 的 知 識 體 系

個 人 與 部 落 、 與 整 個 環 境  

和 諧 共 存 的 生 態 智 慧

聯 合 國 原 住 民 族 權 利 宣  

言 及 生 物 多 樣 性 公 約

肯 認 原 住 民 族 傳 統 知 識  

對 生 物 多 樣 性 的 維 護  

具 重 要 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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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 位

大 法 官  

惠 予 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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