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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 ：大 院 大 法 官 為 審 理 會 台 字 第 1286 0號 王 光 祿 等 聲 請 解 釋 案  

，檢 送 本 會 補 充 意 見 書 1份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 據 旨 案 110年 3 月9 日 言 詞 辯 論 續 辦 。

二 、 副 本 抄 送 本 案 之 聲 請 人 。

正本：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
副本：王光祿君（代理人謝孟羽律師）、最高法院刑事第七庭、潘志強君（代理人謝孟羽 

律師）、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第四庭（均含附件)l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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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會 台 字 第 1 2 8 6 0號 王 光 祿 等 聲 請 解 釋 案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補 充 意 見 書

一 、 原住民族狩獵文化之傳承，奠基於永續野生動物資源

1. 原住民族在國家法律形成前，與大自然共存共榮，發展出運用野生 

動植物資源的生活文化及傳統智慧。在 過 去 ，野生動物保育等法令 

制定雖有其背景，但確實對原住民族生活及文化造成衝擊。現 在 ， 

於生態復育成效漸顯之時，應從理解與尊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及自 

然資源權利的前提下，調適相關法令。

2. 現行野生動物保育法（下稱野保法）第 2 1條 之 1 規 定 略 以 ：（第 1 項） 

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 儀 ，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 

者 ，不 受 第 1 7條 第 1 項（獵捕一般類野生動物之限制）、第 1 8條 第 1 

項（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之限制）及 第 1 9條 第 1 項（獵捕方法之限制） 

規定之限制。（第 2 項）前 項 獵 捕 、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行為應經 

主管機關核准。違反 第 2 1條 之 1 第 2 項 規 定 者 ，應 依 第 5 1條 之 1 

規 定 處 置 ，但僅規定獵捕一般類野生動物之處罰，似屬立法疏漏。

3. 本會已擬具野保法第5 1條 之 1 修 正 草 案 ，納入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 

之 罰 鍰規定，使違反第 2 1條 之 1 第 2 項 規 定 ，未 經 許 可 ，獵捕保育 

類及一般類野生動物者，均去刑罰化。因應立法院屆期不續審，本 

會 於 10 9年 1 月 1 4 日將上開修正條文併同野保法其他修正條文重行 

報請行政院審查。

4. 倘若原住民以營利為目的，獵捕一般類或保育類野生動物，此等行 

為已逾越野保法第2 1條 之 1 及原住民族基本法（下稱原基法）第 19 

條所欲保障原住民族文化權之範疇，自應分別適用野保法第1 7條或 

第 1 8條 規 定 ，並依其相應罰則（第 4 9條 或 第 4 1條)處以行政罰或刑

事 罰 。

二 、 事前許可制

1.105年 4 月 1 4 日立法院第9 屆 第 1 會期經濟委員會第1 4次全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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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野生動物保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及立法委員孔文吉等1 8人 擬 具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 1條及第 

2 1條 之 1 條文修正草案」完 竣 ，其 中 決 議 ：第 2 1條 之 1 條 文 ，第 1 

項 除 首 句 「臺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等文字後，增列 

「及非營利自用」等 文 字 外 ，其餘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第 2 項 ， 

修 正 為 ：「前 項 獵 捕 、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行為應經主管機關核准 

或 備 查 ，其申請程序、獵 捕 方 式 、獵捕動物之種類、數 量 、獵捕期 

間 、 區 域 、非營利自用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並應依尊重原住民族文化、部落 

自主管理之原則定之。」並通過附帶決議：第 2 1條 之 1 ，針對原住 

民狩獵文化，農委會應依據原基法第1 9條非營利自用及生態環境平 

衡 之 精 神 ，依據以下 3 項 原 則 ：「1.部落自主管理能力的強化。2.狩 

獵 數 量 、季節做完整的科學調查，獵捕野生動物之種類、數量應朝 

總量管制為原則。3.針對違反現行法與部落規範加強取締。」於 5 

個 月 内 ，會同原民會、原住民立法委員、部落代表及相關學者專家 

修正相關辦法及其附表，並載明核准與備查條件且每年進行檢討。

2. 為填補原住民族違反第2 1條 之 1 第 2 項 規 定 ，獵捕保育類野生動 

物 ，並未明定罰則，並配合上述立法院審議結果，105年 1 0 月 2 1 日 

行政院函請立法院審議「野生動物保育法第5 1條 之 1 修正草案」。

3. 上開修正草案嗣因立法院屆期不續審而中止，惟依上述會議決議觀 

之 ，立法者似有意在尊重原住民狩獵文化及維持生態環境平衡之精 

神 下 ，依據部落自主管理能力之強度，適時採取核准或備查制度。

三 、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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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相關法令調適

1.如 前 所 述 ，上開野保法相關修正草案因立法院屆期不續審而中止，

爰本會於 10 6年 6 月 8 日與原民會發布會銜令，依原基法第 3 4條第 

2 項 規 定 ，核釋野保法第2 1條 之 1 第 1 項 所 定 「傳 統 文 化 、祭儀」， 

包括依原基法第1 9條 規 定 之 「非營利自用」。前 述 之 「自用」，係指 

非藉此獲取利益，僅 供 本 人 、親屬或依傳統文化供分享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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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野生動物資源屬於全體國民共有，資源的永續亦符合原住民族的利 

益 與 期 待 ，本會刻正研擬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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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原住民族群或部落自主建立 

之治理 組 織 ，依其慣習法及當代狩獵規範，制 定 「狩獵自主自律公 

約」，並建立狩獵所得（尤其是保育類野生動物）回 報 制 度 ，外部輔以 

學術團隊監測，進行動物族群之變動趨勢與分析，作為評估狩獵行 

為影響之參考。未來原住民族狩獵自主管理制度，預計分三個階段 

進 行 ，即逐次申請制、暫定狩獵自主管理制及狩獵自主管理制（簽訂 

行政契約），以逐步回復原住民族自然資源使用權。至於事前申請部 

分 ，本會已檢討現行僵化之規定及附表，將大幅簡化以貼近原住民 

族傳統慣習與禁忌，著重於狩獵地區、季節（期間）及獵法（具）等保 

育項目之審視，以避免侵害到其他原住民族獵區並確保野生動物族 

群 之 繁 衍 。最重要的是狩獵所得之誠實回報，將列為後續狩獵申請 

之 參 考 。期望藉由不同對象之分流管理，使原住民族狩獵文化能永 

續 傳 承 ，野生動物資源亦能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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