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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民國 103 年《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實施條例》公布後，原住民族委員會

（以下簡稱「原民會」）在 105 年公布

《辦理學校型態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補

助要點》，規定每年最高補助 150 萬

元，最長補助 12 年。106 學年度有 6
所原住民地區國小開始實驗，107 學年

度將有多校加入。原民會期望實驗教

育成為設置民族學校的基礎（原民

會，2016a）；然其設置的基礎實為依

據《原住民族基本法》（以下簡稱《原

基法》）成立族群自治區，自主將區內

學 校 轉 型 為 民 族 學 校 。 另 外 ，

Lomawaima 與 McCarty（2002）強調

原住民族教育包含自決與自治等「部

落主權」議題，然依該《實施條例》

規定，主管機關指定公立學校辦理實

驗教育不包含「社區參與」等項目，

造成忽略部落自決之失落環節，因而

本文旨在闡明依據《原基法》落實自

治權方為以原住民族實驗教育促進設

置原住民族學校的成功關鍵。 

二、從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到民族

學校的失落環節 

基於《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

原住民族有「自決權」，對地方與內部事

務有「自治權」。而「自決權」有「主權

與自治」、「參與公共治理」、「自我管理」

與「共同管理」等形式（Imai, 2009）。

美國印地安部落採取「主權與自治」的

形式，基於其固有主權而與聯邦政府印

地安事務局簽訂契約來自主經營「部落

掌控學校」(Tribally Controlled Schools)。
在臺灣的主要形式是「參與公共治理」

與「共同管理」，由憲法保障六席原住民

立法委員與原民會共同影響《原住民族

教育法》（以下簡稱《原教法》）之修訂，

該法規定由教育部與原民會共同管理原

住民族教育。原住民族實驗教育亦由兩

部會共管，原民會訂定補助要點並審核

申請計畫；國前署主導擇定實驗學校，

並補助四所大學成立課程協作中心（教

育部，2017）。國前署從主管一般教育的

觀點，強調民族教育的融入；原民會則

基於民族教育，期望實驗成果做為設置

民族學校的基礎（自由時報，2017；原

民會，2016a）。 

《原教法》第 11 條明定「各級學校

得視需要設立原住民族學校」，然依據

《地方制度法》實際有興辦與管理各級

學校權限的直轄市與縣（市）政府，十

餘年來未見因「需要」選定部分所轄原

住民重點學校依《原教法》更名為民族

學校。現階段被選定的實驗學校在體制

上仍是「國民中、小學」，實驗計畫 12
年結束後未必會被正式更名為民族學

校。質言之，原住民族必須依據《原基

法》成立自治區，取得等同於縣（市）

層級的自治權限來興辦與管理各級學

校，方能自主決定一般教育與民族教育

融合之幅度，並依法將區內中、小學正

式更名為原住民族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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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實驗教育到民族學校的關

鍵：落實自治權 

依據《原基法》而以自治權來自

主興辦與管理原住民族學校的途徑有

二：以「族群自治區」相當於縣（市）

級自治權限來自主管理民族學校體

系，或以「部落公法人」申辦公辦民

營的民族學校。以下說明之： 

(一) 以族群自治區自主管理民族學校 

原住民族自治並未明文納入《憲法

增修條文》，但在民國 94 年頒布的《原

基法》中明定族群自治區準用縣（市）

權限，並依該法應在 3 年內制定相關法

律，但經十餘年仍未能通過自治區法，

致使無從自主成立民族學校。 

族群自治區的自決形式是在國家

法律下的「自我管理」，興辦民族學校

仍須依據《國民教育法》、《教育人員

任用條例》與《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

總綱》等國家法規，但可將各級學校

教育納入「地方事務」而自主管理，

加強民族教育與一般教育的融合，並

依《原教法》更名為原住民族學校。

若能儘早通過「原住民族自治區法」，

可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進行各

族群自治區主席選舉，由各候選人闡

明由中央統籌分配稅款所得較多經費

提升辦學品質、一般教育與民族教育

的課程統整、實驗教育成果之承續、

民族學校成立、以及自治區人才培育

等政見立場，由族人投票決定發展方

向。當選者依相當於縣（市）長權限

任命教育處長落實其政見，並受自治

區議會之監督。 

成立「原住民族自治區」實為建

構原住民族學校之關鍵，但各族群成

立自治區的條件不同。屏東縣排灣族

與魯凱族地區八個山地原住民鄉人口

較集中，較無原漢混區情形，相對容

易成立自治區（高德義，2004），並可

使全區 27 間國小、4 間國中與 1 間完

全中學轉型為從幼兒園到高中的民族

學校體系，並可基於自治區發展的真

實需求，確立培養民族自治人才的教

育目標。 

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可望持續 12
年，因而應考量過程中族群自治區的

可能發展，俾能有合乎《原基法》既

已規定自治權的前瞻規劃；各校應以

未來族群自治區的中心學校之定位來

發展實驗計畫。 

(二) 部落公法人：經營公辦民營的民

族學校 

「原住民族自治區法」遲遲未能

通過立法，使「部落公法人」成為較

短期內實踐民族自治的可能途徑。民

國 103 年修訂公布的《原基法》2-1 條

中納入了「部落公法人」，原民會

（2016b）也已擬出「部落公法人組織

設置辦法草案」，規劃「部落應設部落

會議，部落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核定者為公法人」，成為具有權利義務

主體之公共團體，可執行文化活動、

自然資源與土地管理、產業推動、傳

統智慧權創作、社會福利及長期照顧

服務等公共任務，惟未包含「教育」

之任務。但從該草案有關其他「法律

授權行使或行政機關委辦事項」的可

能性來看，未來部落公法人仍可依《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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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

條例》，與所屬縣（市）政府簽訂行政

契約，接辦「部落公法人區域」的學

校，並依法將學校更名為民族學校。 

若能逐步形成「跨部落公法人」，

擴大自主管理學校的能量，可形成未

來由族群自治區以縣（市）層級自治

權限自主興辦與管理民族學校體系的

基礎。 

四、結語 

基於原住民族自決權與自治權的

理念，地方政府指定或選定學校辦理

原住民族實驗教育應納入社區與家長

的參與，使有更強的部落自決之支持

力量。若欲謀求透過實驗教育來推動

設置民族學校，原民會應同時積極與

原住民立法委員依據《原基法》促使

立法院通過「原住民族自治區法」，使

原住民族能實質取得相當於縣（市）

層級興辦與管理中小學之自治權限，

就長程而言，可使原住民族實驗教育

銜接族群自治區的成立。 

就中程而言，原民會應儘速通過

「部落公法人組織設置辦法」，同時研

訂「公立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委託部

落公法人辦理」之辦法，重點輔導部

落公法人累積能量，而能與縣（市）

簽訂行政契約來經營區內公立學校。

換言之，目前以主管機關指定學校辦

理原住民族實驗教育、但忽視部落參

與的做法，應轉向直接實驗由部落公

法人自主經營民族學校，以突顯部落

與民族的自決權與自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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