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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Presentation 
Topic: Globalization and Volunteering 

 

主議題:志願服務社會資本歷程研究 

子議題：原鄉部落累積社會資本歷程— 

以清流部落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為例 
 

部落產業工作者/李永光(尤帕斯.比浩) 

一、前言 

 

少數民數之所謂歸類「弱勢族群」，主要係在一般主流社會中不僅是人口

數相對主流族群人數少之外，其面臨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面向，皆

處於絕對或相對的劣勢地位，故謂之。當該族群文化面臨傳統社會價值或組

織規範因主流文化的侵入而崩解時，便產生一連串的外部族群問題、社會問

題等等負面現象產生，內部則因自我族群認同逐漸薄弱或是「污名化」，整

體及個體自信心失落，造成內部良性的或正向的發展停滯，在多面向度交雜

不利及劣勢處境下，形成惡性循環，這大概是全球少數民族的普遍性現象，

也是世界各地政府或民間關心的全球重要議題之ㄧ，台灣亦然。 

台灣原鄉部落組織目前有兩種方向發展：傳統社會規範或組織建構，以及

外來植入的法人民間團體型態；地方社區(或稱部落)團體組織其功能主要凝

聚部落意志及共同想法，將個體的意見形成該區(或族群)整體的共識。 

南投縣仁愛鄉清流部落，於 1930 年霧社事件後，隔年 5 月 6 日日軍強制

從霧社地區遷至現地清流部落，70 餘年的蓽路藍縷，正是現今社造及社區

服務的最佳研究領域。以下，就以台灣原住民特定的聚落組織發展，一個從

事原住民部落的產業營造工作者的發現及觀察，初略探討原鄉聚落發展困境

及社會資本積累的歷程。 

 

二、原鄉聚落組織型態的演變 

 

台灣原住民聚落共同面臨了日本軍政治理，1949 後中國國民政府遷台後

的行政管理及現代全球資訊現代化的洗禮下，原鄉聚落的組織也因環境變化

被迫改變或修正。其改變的因素：可分外在及內在兩個層面來觀察。外在因

素在於政治力或政府組織的介入、外來強勢文化侵襲以及資本主義、全球數

位資訊化的大潮流等影響；內在因素則是母體傳統文化的式微、族群自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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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思、傳統文化的復興等等面向。由於社會是人所組織而成的，人也是社會

活動的行動者，沒有人的參與實踐，社會活動即無存在的可能。而人類的文

化智慧便是因應社會或環境的變化而修正或創造出來的。換言之，其外在的

變因因素，也會修正內部的思考，兩者關係既綿密又不可分，是一體的兩面。 

過去傳統的原住民聚落的組織型態，同一個區域、生活領域或同一親族，

形成一個生活聚落，小則十餘戶，大則幾十戶，甚至百餘戶已是大聚落了。

這個共同生活聚落，是最基本的社群自治單位，其領導的團體：長老會議、

部落會議、頭目群或貴族氏族等型態來決議各項公共事務，主導的領袖，可

能個人、群體或輪流擔任，以推舉方式或世襲制度來產生。 

外來政府組織的進入，台灣原住民幾乎面臨共同的命運，早期日本政府軍

警武力介入，造成部份聚落形成反抗及衝突，在日本政府政策下進行一系列

的「撫番計畫」，開設番童學校、提供種植水稻等農耕生活、統一整編聚落

整合等，主要目的在於方便管理及改變日人所謂野蠻落後傳統生活型態；後

來 1949 中國國民政府遷台後，對台灣原住民的治理，其實仍承襲日本管理

的行政區域及模式，日本教育改為中文教育，實行國民義務教育、地方政府

選舉，政黨、政府行政組織及單位，形成最大影響聚落的力量，目的其實也

是建立政府的權威及需求，積累政府本身政治資本及資源。 

早期整體台灣社會，政府的政策力量絕對大於民間組織的力量，形成當時

社區民間力量消弱的狀態，其實同時也是累積社會能量及資本的時機；然而

台灣原住民由於文化的式微及外來文化的強勢進入，體整的政治、經濟、教

育等等弱勢環境，1970 年代形成一批離開原鄉傳統聚落到都會地區生活的

原住民移民潮，主要原因也是原鄉聚落謀生不易，資本商業活動熱絡的都會

地區，形成強大「原鄉推力-都會吸力」的吸磁效應，大大地減弱原鄉聚落

累積社區民間資源，尤其是社區聚落所需的人才需求，留在原鄉部落大多是

老弱婦孺，反而需要更多的社會資源協助及消耗。 

清流部落的發展歷程 

時間 執行者及問題發現 社會組織與社區資源 影響面向 

早期 

1930 年前 

部落頭目 傳統狩獵生活 

部落傳統頭目組織 

決議事項為部落共同目標 

1931-1945 日本軍警主導 

（日治時期） 

日本現代教育及農耕生活 部落的整合方便政府管理

傳統文化的式微 

1949 以後 中華民國政府行政

組織 

村長等地方行政人員 

及地方選舉制度 

政府組織的介入與主導 

1992年 

社區組織 

外來植入協會組織 

(由上而下) 

政治力大於民間力量，地方

政府主導 

配合性爭取部落相關資源 

硬體設施、排水溝、水圳 

1999 921地震後社區居民 1. 官方及民間資源豐沛 社區民眾逐漸重社區組織



                                                                                             

www.volunteerlink.net                                               Globalization and Volunteering 3 本文屬義務工作發展局出版。All right reserved 2006.  歡迎轉載內文以推廣義務工作，使用時請列明出處。 

 

 

社區省思 志工群要求組織強

化 

2. 辦理社區相關活動 功能 

2000 

啟蒙期 

社區組織業務加重

社區溝通工作 

組織幹部 

志工群 

1. 社區組織專職經營 

2. 部落人才培力工作 

1. 因應社區需求組織社區

志工群 

2. 辦理相關研習課程活動 

2003 

發展期 

規劃部落中長期規

劃 

部落產業規劃小組 

1. 部落產業規劃工作 

2. 部落專職人力進駐 

3. 部落中長期規劃方案 

4. 建立社區營運工作團隊 

 

1. 提供部落發展願景 

2. 建立居民對部落的自信

心及驕傲 

3. 多元思考及鼓勵社區民

眾參與規劃 

4. 部落自主產業規劃 

 

三、在地因應及策略工作 

 

     原鄉聚落的停滯發展，問題根源在於部落主體性未被落實建立，尤其現階

段部落經濟自主性並未成熟，而原住民部落衍生的許多社會問題，如自殺意

外事件、家庭失和、子女就學率偏低或輟學率偏高、隔代教養問題及失業狀

況，相較主流社會都有偏高的趨勢，其普遍的共通性在於：貧窮文化所形成

的惡性循環。 

 

  一個重建時機一個重建時機一個重建時機一個重建時機：：：：1999.9.21 大地震大地震大地震大地震 

921 大地震造成台灣中部地區重大災害，再造家園的重建希望工程，從政

府公部門、民間組織、企業團體及受災地區災民，形成一致共識，也匯集了

不少資源跟能量到受災區的第一線，軟硬體設施與規劃，前所未見共同匯流

到中部受災區，尤其是中部原住民地區，開始以全新的思考，協助未來原住

民地區產業、環境、人文以及人才的培力工作，也相當程度吸引原本在都會

地區的原住民回流到部落進行部落重建的工作。 

 

重建過程發現穩定的力量重建過程發現穩定的力量重建過程發現穩定的力量重建過程發現穩定的力量：：：：來自一群婦女身上來自一群婦女身上來自一群婦女身上來自一群婦女身上。。。。    

921 地震後，家園片地狼籍，非常幸運，清流部落雖家屋倒塌不少，未有

人員的傷亡。許多家庭婦女們編組重建的志工群，開始照護受災的老人、小

孩，在政府與民間的經費挹注下，形成居家照護的服務員、送餐的志工，的

確發揮了社區互助合作的效應，這群媽媽們也開始參加一些研習課程，手工

藝的製作，增加技藝技能，想辦法提升個人職能，提供農村原住民部落婦女

副業經營，增加家庭的經濟收入，同時也開始走出家庭，社區活動及服務工



                                                                                             

www.volunteerlink.net                                               Globalization and Volunteering 4 本文屬義務工作發展局出版。All right reserved 2006.  歡迎轉載內文以推廣義務工作，使用時請列明出處。 

 

 

作便是部落婦女開始的舞台。 

自 921 地震後至今時經六年時間，這群部落婦女們從研習課程，籌組工作

室到家庭副業經營，從做中學，不斷地修正及學習，因獲得政府公部門行政

院勞工委員會「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計畫案提供工作薪資的補助資源下，開

始學習專職經營部落產業工作的契機。 

早期由於部落婦女皆擅長傳統編織手工藝技能，以編織產業為出發，其目

的在於傳承傳統工藝文化及提供產業永續發展，後來遊客的來訪發展工藝文

化導覽工作、產品的研發及創新、行銷的工作等等專職分工，不但讓這群十

餘位平均年齡 47歲的中高年齡婦女，以最擅長的工作技藝維持家庭生計，

從傳統的編織工匠，變成文化的導覽人員，甚至被當地學校單位邀請文化課

程及工藝等課程的老師，不但建立婦女們工作上的成就感，也對本身傳統的

原住民文化的更具信心。 

後來，社區編織產業形成部落其他產業引燃點，農產品、部落民宿、導覽

活動以及環境綠美化的工作，逐漸開始被重視，部落產業開始活絡化。這群

具創造力的婦女們，不但形成部落重建過程的安定力量，甚至是開發社區力

量及累積社會資本先驅者。 

在地特色產業永續發展的目標，是部落產業工作者的理想，主要在於建立

經濟主體性，部落形成自立自足，將自己地方的產業特色以多元的發展，成

為微型的產業發展體；而公部門其實也樂見社區有如此的境地發展，主管全

國勞工就業的機關—行政院勞委會提供「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計畫，便是希

望在地產業透過工作者薪資補助，不但先行提供重建區居民就業機會外，企

盼產業依各地方特色打造規劃適合自己地方的產業文化，以期更臻成熟，未

來直接自行提供在地就業的機會。 

清流部落亦隨著推動多元就業開發方案逐漸修正發展方向，希望能全面帶

動社區產業，於是以部落人文知性旅遊產業，整合部落手工藝 DIY活動、導

覽旅遊、配合原住民風味餐食及住宿提供，結合周邊的旅遊景點，形成一日

或二日遊的行程安排，部落因應未來的發展，籌組社區產業發展小組，其中

有導覽活動組、手工藝組、餐飲製作組、民宿服務組、景觀綠美化組等五組，

集結部落有心參與的居民，擴大了社區參與的居民，目前正執行中。 

以產業發展出發，共同營造社區工作，初期的確較能吸引居民的參加。但

站在社區營造工者思考卻不只如此單純。社區由於是居民的共同生活環境，

社會福利工作、健康環境空間規劃及原住民文化的復育工作，在在都是社區

營造工作者必須整體思考的層面，社會資源運用及社會資本的累積，無非建

構原住民部落自主性的空間，其空間納入了原住民本身政治、經濟、教育、

文化的整合系統，結合當地的自然資源、產業資源及人文資源發展，形成一

股活水，不但滋養部落的居民，同時以原住民分享的概念滋潤部落以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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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真正形成永續發展的契機。所以唯有原住民文化活化再現，方有族群特

色產業發展，吸引更多從都會地區青壯人口回流經營部落產業工作，更能有

效整合與積累人力資源、社會資本，甚至自主規劃營運中長期目標，產業發

展更趨成熟穩定。 

921 地震後清流部落累積社會資本歷程 

時期 問題意識 解決策略 社會資本擴張情形說明 

社區基本簡介: 

清流社區 100 餘戶，近 500 於人，外流人口約 1/2人口，目前約有 300 餘人 

族群：泰雅族塞德克族群(Seediq)99%，漢族 1% 

目前從都會地區回流人口增加中(尚未統計) 

早期 

(921 前) 

社區組織功

能不彰 

提供建議規劃給公部門

執行，建立組織初步功能 

� 協會完全由理事長

或總幹事一人兼職

工作 

1999 

921 初期 

社區組織被

要求、建立 

因臨時的救災小組，形成

部落後來長期規劃的重

建小組 

� 社區民眾開始主動

參與社區規劃 

� 社區婦女志工 10 人 

2000-2002 

中期 

(醞釀期) 

社區人力組

織及培力工

作 

1. 發覺部落人才運用：

部落婦女編織人力、

日語能力、舞蹈能力

及餐食製作人才的培

養及運用 

2. 訓練部落需求之人才

培訓：裁縫、染織、

導覽、烹飪技藝 

� 組織部份工作人員

形成專職工作人員

12人 

� 開發部落人力資源

--社區產業小組的

成立 

2003-2004 

後期 

(發展期) 

部落組訓工

作 

3. 部落公民生活公約的

制定，近約部落居民

70 人簽定認同 

4. 專職分工制度的建置

工作 

� 因應社區需求組織

社區志工群 35 人 

� 建立部落代工制度 

� 開發部落產業資源

管道及行銷通路 

網路的建置 

www.gluban.org.tw 

2005 

成熟期 

規劃部落中

長期規劃 

5. 第一階段:一年期，部

落資訊中心，縮短城

鄉落差及建立部落窗

口 

6. 第二階段：二至三年

� 提供部落發展願景 

� 建立居民對部落的

自信心及驕傲 

� 提供社區居民多元

思考及鼓勵社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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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規劃部落人文園

區 

7. 第三階段：三至五年

期，建立人文、休閒、

產業自主自足的原鄉

部落 

眾參與規劃 

� 永續經營理念整合

在地的自然、產業與

人文資源 

社區公民參與的民主化過程： 

理事長： 

1 人,係會員大會選出理事、監事，從理事中選出一名代 

表協會，主要以深具公益代表及代言人的角色。 

總幹事： 

1 人，係主要專職執行的工作者。 

理、監事會： 

共 15 名，負責監督執行、提供建議及決策絕決議的一組人。 

社區組織：經理事會決議通過成立相關作業組織 

每兩年以選舉方式改選幹部、理監事會及理事長 

1. 部落產業基金專戶：部落產業經營專戶 

2. 部落產業小組：民宿組、餐飲組、導覽活動組、手工藝組

及綠美化組共五組，各設組長、副組長及組員招募。 

3. 活動中心管理委員會：公有設施管理維護工作 

4. 自來水管理委員會：自來水管線維護工作 

5. 清流老人會：老人福利工作 

6. 社區環保志工群：固定時間社區清掃工作及廚餘工作 

7. 婦女舞蹈團 

8. 社區河川保育志工 

9. 守望相助志工隊 

10.數位資訊規劃小組 

11.結合校園老師及文史工作者，規劃相關文化復育工作 

12.配合大專院校寒暑假學生志工團隊教學電腦基本運用 

目前社區幹部約有 25 名，專職工作人員 12名，部落志工約

50 名，大專院校進駐學生志工 25 名 

經過近三年的產業經營 

提供部落的婦女手工藝加工廠、DIY體驗區、生態步道、部落

共同廚房、電腦教室 32部電腦等現有空間及設施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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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部落的夢以及讓更多人參與築夢 

有人說：「社區工作無所謂成功或失敗，而是一種歷程。」的確，社區是

我們世世代代永遠居住的地方，我們只會盼望社區會越來越好，符合當地文

化發展的社區，也希望能打造獨具特色的社區及產業並得以永續發展下去。

部落人力資源的嚴重外流，這是不爭的事實，也確實打擊不少社區工作者的

士氣。因為原鄉部落在在面臨許多社會面、文化面、經濟面等等多面向交雜

不利或相對弱勢的局面。換言之，原鄉部落的所需的人力資源，符合在地資

源及專業導向等不同需求相形更鉅。所以部落人才培力訓練及資源的整合，

為原鄉現階段迫切需要努力的方向。 

「社區工作是龐雜的，也是專業的。」社區的組織必須要健全以及民主化、

公開性的運作。組織是由小而大，社區志工群的建置，則是組織公益使命的

執行者；部落為改善整體經濟環境，以部落產業規劃，提供居民一個願景，

即使需要長時間的經營跟規劃以及執行，歸結起來：「讓部落居民更愛護自

己的生活環境，也讓外來的客人因居民的喜愛之心更愛護這個環境」，我們

還在努力築夢中。 

 

部落資訊  http://www.gluban.org.tw(清流部落) 

http://www.e-tribe.org.tw 

中區就業服務網多元就業專區 

職業訓練局多元就業專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