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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 

第 13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日期：106年 6月 2日（星期五）下午 3時 30分 

二、地點：永華市政中心 7樓東側會議室 

三、主席：汪主任委員志敏 

                                            記錄：潘君瑜 

四、出席、請假及缺、列席人員： 

出席者：曾委員錦海、李委員美素、高委員綉宸、石委員白蘭、柯委

員淑夏、巫委員月雲、鄧委員秀鳳、陳委員秋琴、溫委員紹

炳、葉委員輔燕、張委員永清、劉委員育玲、馬耀‧基朗委

員、陳委員中聖、陳委員炫助 

請假者：潘段文輝委員、台邦‧撒沙勒委員 

缺席者：無 

列席者：教育局林科長義順、教育局楊本指員世安、臺南市原住民族

教育資源中心白主任惠蘭、民政局張科長森穆、鍾副主任委

員麗景、陳科長子晴、簡科長麗玲、蔣專員宇婷、宋股長嬪

嬪 

五、主席宣布開會並致詞：（略） 

六、報告事項： 

（一）本會第 12次委員會議紀錄，請確認。 

決議：確認。 

（二）歷次委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報請鑒察。 

委員發言紀要： 

汪主任委員志敏： 

第1案提議事項已列為工作準則，本會已在去(105)年辦理

大型活動尋找人潮較為密集場所，本案解除列管。 

至於第2案，有關本市族群主流化推動會，市長為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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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事務擴及本府各局處，目前推動會設置的進度尚在辦

理族群主流政策實施綱領(草案)等相關工作，預計今(106)

年年底成立推動會，本案解除列管。 

決議：洽悉；編號第 1、2案解除列管。 

（三） 本府業務報告：(略) 

委員發言紀要： 

1. 汪主任委員志敏： 

本(4)屆很多新任委員，本次會議採各業務單位報告後，請

委員給予意見。目前本會特別注重媒體行銷部分，請諸位

委員協助將本會活動訊息、最新政策及福利等，轉貼或分

享，讓更多市民朋友透過更多管道知悉本會辦理各項業務。 

2. 馬耀‧基朗委員： 

在 98年臺南縣市合併前，平埔族登記平地原住民的有

11,830人，自 102年改採用「熟」註記，統計迄今 2,199

人，登記人數有明顯大幅度的落差，建議西拉雅原住民事

務推動會積極瞭解落差原因，研議妥適的登記方式，以提

高族人的登記意願。 

3. 汪主任委員志敏： 

西拉雅族身分註記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臺南縣

市合併前，以省政府認定的平地原住民登記，因此，登記

的人數相當踴躍，1萬 5,000多的族人領取意願申請書，

有 1萬 2,000多人申請登記，認定的標準是以日治時期戶

籍謄本上有「熟」註記為主。但原住民族委員會則以不符

合平地原住民身分登記規定。第二階段是縣市合併後，內

政部刪除戶政資訊系統民族登記別中的「其他」欄位，刪

除原本的註記欄。近年本府民政局也積極採取「熟」註記

的方案來確保西拉雅族的原住民身分。登記數據的落差，

最主要的原因是原住民族委員會尚未修正原住民身分法，

而不是不認同「熟」註記的方式，族人還是期待原住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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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法修法後，再行登記。有鑑於此，本府去(105)年通過臺

南市西拉雅族振興發展辦法，配合本市預算，透過頒發獎

助學金、語言文化復振工作等，提高本市西拉雅族人登記

的意願。倘若中央修法確定後，相信登記人數會大幅成長。

在語言推展工作，感謝本府教育局的協助，使西拉雅語言

教學在學校及聚落積極復育。另外，透過重建 KUVA活絡聚

落計畫委託專業團隊協助聚落提報總體營造的計畫，爭取

原住民族委員會平埔活力計畫以及本府相關單位的資源挹

注，重建聚落總體營造風貌再現。 

4. 陳委員秋琴： 

社團法人臺南市客家文化協會全力來配合民委會所辦理的

活動，也協助活動行銷，希望所有活動都能圓滿成功。非

常認同汪主委所言，我們在座的各位都在同一條船上，不

論是在客家還是原住民的事務都是同體共生，都要大家同

心協力來推動，凸顯臺南多元文化共存共榮，且互相尊重

與包容的推動目標。 

5. 巫月雲委員： 

延宕將近快兩年的南瀛客家文化會館整修工程，目前已順

利進行，南瀛的鄉親其實擔憂會館會不會就不了了之。實

際上，因為縣市合併以後，大部分舊有的資料缺漏遺失，

導致會館的工程案所需的相關文件皆重新申請補正。在工

程進行期間遇 0206地震，社區住戶對建築物結構有疑慮，

為了讓社區住戶心安，會館整修的工程又再度延後。日前

到會館瞭解工程進度，廠商預計在 8月底前完工，鄉親們

都很期待。現在則擔憂因召開多次的審查會議及相關結構

補強內部工程，使原先核定經費無法建造賦有客家意象的

外牆。會館雖地處優越，但附近商家、住宅林立，如果刪

除具有客家意象的外牆，恐難以凸顯客家文化會館，建議

再向客委會爭取相關經費，讓會館更具客家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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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汪主任委委員志敏： 

請業務單位說明南瀛客家文化會館整修工程案進度。 

7. 簡麗玲科長： 

南瀛客家文化會館因為去(105)年 0206地震，致使工程進

度延宕，目前已於 106年 4月 17日復工，礙於經費限制，

暫時刪減具客家意象設計的外牆，先將主結構完成。有關

客家意象的部分，我們一定會再與客委會協調，或請示由

於地震的因素，致所需工程經費增加，爭取增加補助。另，

如有需要也可以安排向鄉親說明會館工程進度。 

8. 汪主任委委員志敏： 

確實因為去(105)年 0206地震關係，讓南瀛客家文化會館

隱藏的問題一一浮出檯面，原屬臺南縣裝修時，並沒有變

更使用登記，而一直違規使用。感謝蔡育輝議員的指導，

因為 0206地震，使住戶對會館整修的工程結構產生疑慮，

當時本人指示同仁要掌握住戶所關心的癥結點，並與住戶

積極溝通與說明，做好敦親睦鄰的工作，讓住戶更加安心。

同時，請本府工務局會勘發現會館尚未變更使用登記為公

共使用空間。本會在去(105)年 8月行文向客家委員會說明

並獲同意會館整修工程案保留預算續行。也謝謝賴市長大

力支持會館工程整修案，對於增加的經費，由第二預備金

支應。關於客家風貌意象的外牆，我們會繼續積極爭取相

關經費。 

9. 溫委員紹炳： 

臺南市白河區聚集較多的客家鄉親，建議市府可以找學校

或閒置空間作為南瀛客家文化會館的分館。讓白河地區的

客家鄉親能切實的感受自民委會成立以來，對在地客家鄉

親的關懷及政策推展的效益。 

10. 汪主任委委員志敏： 

謝謝溫委員為白河地區的客家鄉親發聲，待南瀛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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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館整修工程完竣後，繼續努力另覓白河分館位址，服務

更多的客家鄉親。 

11. 汪主任委委員志敏： 

近年來，中央漸漸關注到臺南市，今(106)年全國客家美食

料理比賽就選在臺南，原住民族發展中心 30周年慶，娜麓

灣樂舞劇團全臺巡演活動，首演就選在札哈木音樂祭活

動，附近的居民及當天參與的民眾都深表滿意。本會辦理

原住民家戶關懷員計畫及代工計畫，是為協助族人在都市

社服關懷及就業輔導，讓族人能在臺南安居樂業，希望委

員能協助向族人宣傳，將好的政策擴及需要的族人。 

12. 高委員綉宸： 

首先，針對本會辦理「原住民家庭代工輔導就業計畫」提

出建議，臺南代工工廠甚多，目前合作廠家有東區及安平

區，印象中永康區、仁德區及歸仁區都有企業主，試著開

發其他廠家，增加媒合選擇類別。再來是家庭代工的收入

非常少，因此參加意願者不多。代工就業計畫主要是協助

無法外出工作的族人，進而提升本市族人的就業率及收

入，目前計畫效果不彰的原因，可能多數在家的族人屬年

齡稍長或不諳華語或河洛語，建議關懷員及就服人員協助

發掘隱性的待業原因，或許能增加代工計畫的參加者。 

第二個是有關於本市札哈木市集與傑品網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合作，讓市集注入新活力與營造多元氛圍，建議採用

多元化的行銷方法，提升札哈木市集的知名度，也讓其他

類型的攤商知道臺南也有原住民市集。臺南在地有很多文

創市集，應該思考如何在臺南的文創市集中，讓札哈木市

集走出別具特色的風格。去(105)年民委會委託花生騷針對

市集進行商品研發設計改良，開辦數位行銷溝通佈局、創

業及商品陳列包裝實務增能課程。除此之外，應鼓勵攤商

們本身要多走出去學習，透過參與不同類型的市集來學



 6 

習，降低販售同質性商品，來提升識別度；甚至開發網路

行銷部分，透過實體與虛擬雙管齊下的商品交易模式，擴

大市場的能見度。最後，札哈木市集與代工計畫或許可以

做連結，成為本市原住民市集的新亮點。 

13. 汪主任委員志敏： 

請業務單位研議札哈木市集與家庭代工輔導計畫連結之可

行性。 

14. 石委員白蘭： 

從事布農族語教學已 10多年，非常感謝教育局及民族事務

委員會的協助，使得本市族語認證締造 12連霸的佳績，這

是大家齊心協力的成果。回想當時剛投入族語教學時，初

期的教學工作非常艱辛，最實際的薪資是在學期結束後才

領取，因透過議員極力的爭取後，目前已改採月領制。藉

由這個機會來感謝市府對原住民族語保存工作的努力，教

育局及民委會合辦五屆的「原民小子夏令族語文化體驗教

育營」，營造學習自己語言、文化的環境。感謝本市札哈木

部落大學的工作團隊的用心經營，透過參訪其他縣市評鑑

優等的部落大學及辦理教師增能研習，提升部落大學課程

規劃及教師教學品質。 

15. 汪主任委員志敏： 

謝謝教育局報告 106年本土語言文化教育推動情形，相信

持續與教育局合作，一定能將本市本土語言文化傳承工作

做得盡善盡美。 

16. 李委員美素： 

請教育局能督促各級學校準時發放族語教師授課鐘點費及

交通費。 

17. 教育局林科長義順： 

族語教師鐘點費已用學校人事費先行墊付，惟交通費是由

教育部統一彙整後，再撥付予地方政府，因為有些族語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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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有跨區授課，導致彙整時間較久。本府自去(105)年已先

行主動調查彙整，以降低族語教師交通費延遲撥款之情事。 

18. 陳委員中聖： 

針對原住民事務科所提及「原住民族文化創藝產業亮點計

畫」深感興趣，談到品牌及產品行銷，假使只單一從市集

著手，成效相當有限。行銷的管道可以透過參加商展的模

式，增加商品力、創新力，打造真正屬於我們的品牌，進

而提升實質產值，才是最主要的目標。將行銷眼光格局擴

及到全球的市場，其實原住民的商品充滿能量，將富含文

化的商品加上創意的包裝行銷，勢必能創造新興產業。 

19. 汪主任委員志敏： 

請原住民事務科就「原住民族文化創藝產業亮點計畫」案

之未來規劃方向與陳委員研究討論，使其計畫更蓁於完整。 

20. 陳委員炫助： 

市集設立除了傳揚族群文化外，更重要是可以開展新的產

銷通路，增加族人經濟收入。為了讓攤商增加獲利，建議

透過多元的管道協助宣傳行銷，從產品的生產、製造到銷

售，甚至將代工計畫納入，擴大產業鏈。 

21. 汪主任委員志敏： 

謝謝各位與會委員提供寶貴的建議及列席的局處代表的協

助，本會除持續傳承文化的工作外，提升族人經濟能力更

是目前的主軸工作，期大家齊心協力共同達成。 

決議： 

一、 請研議札哈木市集與家庭代工輔導計畫連結之可行

性。 

二、 請原住民事務科就「原住民族文化創藝產業亮點計

畫」案之未來規劃方向與陳委員研究討論，使其計

畫更臻於完整。 

七、散會（下午 5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