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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推動族群主流化政策實施綱領 
臺南市政府 106年 8月 31 日府族綜字第 1060896214號函頒 

一、 前言 

  臺灣是多元族群共居的社會，各族群之文化多樣性

與豐富性，為臺灣獨有的特色與全民珍貴的資產。隨著

社會政治經濟快速變遷發展，各族群及新移民人數遽

增，弱勢及少數族群如原住民族仍被視為客體，其族群

權益及議題，多未進入社會之主流。為順應族群認同的

崛起，並逐步建構族群之主體性及其自主性，爰亟需創

建具前瞻之族群政策，調和族群關係，建構多元平等正

義的社會。 

  族群主流化是多元憲政民主核心價值，尊重多元

是臺南市政府(以下稱本府)族群政策，也是體現本市「文

化首都」豐富的族群底蘊。本府推展「臺南市族群主流

化」之政策，係為實踐憲法平等權及兩公約保障人權的

精神，彰顯人權普世價值，促進族群和諧發展。在政策

上消弭族群歧視、促進族群平等，建構對弱勢及少數族

群的友善體制，打造臺南為族群友善的國際城市。 

  為肯定並尊重各族群發展、豐富本市在地族群文

化，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在推動政策之各項施政作為及流

程中，均能建立族群主流化思維及族群敏感度，並尊重

文化差異及其主體性，以全方位保障各族群及其成員之

平等，進而得以良性交流、相互肯認、理解與欣賞、共

同建構新主流，形成族群包容、和諧共榮的積極族群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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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政策實施綱領之政策概念與架構係借鏡性別主流

化之實務模式，並以「族群議題主流化」及「族群實體

主流化」作為政策之實施內涵。在政策方針之策略面，

係以本市在地族群結構特質及其服務對象為導向，發展

友善的族群空間環境，並針對在地弱勢之西拉雅、原住

民族與客家族群，及新移民等少數族群，在政治與經濟

參與、社會與文化發展、跨族群主流文化之建構等面向，

均能建立政策面與資源面的支持體系，成為本市文化治

理與公共治理中積極的主體。 

二、 政策定義 

  本綱領所謂族群政策與族群主流化政策之定義如下： 

(一) 族群政策：為尊重多元，完善族群政策，凡在政策上

針對個別弱勢、少數族群之文化認同、保存、延續與

發展，及建構良好族群關係之政策、計畫、措施、方

案等，均屬之。 

(二) 族群主流化：為建構各族群之主體性，尊重其文化差

異，維護其權利，政府在政策之形成、決策、執行等

施政作為，應具族群敏感度，避免以多數或優勢主流

族群之單一價值觀為建制標準，造成對其他族群之壓

抑或不公，並以「族群議題主流化」及「族群實體主

流化」之內涵，在政策中落實推展，進而追求族群之

對等互動、交流，共同參與建構跨族群之新主流。 

(三) 族群議題主流化：為尊重族群和諧發展，本市府全體

部門之完整政策與施政過程中，將原先邊緣性之族群

議題提升為主流議題，建立族群敏感度，而從法規、

政策、計畫、業務、措施、執行及其成果等面向，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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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族群差別意識、發掘其族群需求特質之關聯性，

使整體施政均能體現多元文化主義精神。 

(四) 族群實體主流化：為建立族群之尊嚴與其自主性，避

免少數族群被邊緣化並去其邊緣化，增進其族群地位

與多數或優勢族群之間的平等，在政策上應避免歧

視，促進族群平等，並朝「弱勢優先」之友善模式，

建置各資源面向之支持體系，共同建構社會主流價

值。 

三、 政策機制設計 

(一) 為有效推動並落實本市族群主流化政策，發揮跨部

門協調、監督之整體性，應設立「臺南市族群主流

化政策推動會」（以下簡稱族推會），負責相關政

策之最高協調、監督、考核、審查等工作，並通過

年度或短中長程之本市族群主流化施政方針與計

畫。 

(二) 族推會以市長為召集人，其餘委員由市長就下列人

員聘(派)之：1.本府各一級機關(單位)首長(主

管)。2.專家與族群代表。 

(三) 臺南市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民委會）為

族推會之幕僚單位，負責整體政策、法規之草擬，

各機關(單位)所提計畫與報告之彙整、督導，族推

會通過整體計畫及決議之追蹤管理與協調。 

(四) 本府及所屬各機關應提出之各該業務職掌範圍內族

群主流化施政之前年度報告，及未來年度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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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府及所屬各機關應依族推會通過原則組成之任務

編組「族群主流化推動工作小組」或聯絡人，除接

受內部員工關於族群平等個人權益保障申訴、調解

外，並負責各該單位、機關之族群主流化相關計畫

研擬、協調、監督等事務。 

四、 政策工具 

本府所屬各機關視其主管事務或職掌性質，從政策制

定到落實之每一環節進行檢視或實踐，分別或綜合運用以

下族群主流化政策工具： 

(一) 族群統計與調查： 

1. 對服務對象之族群人口、社會、經濟等項目，作統

計與抽樣調查推估，及業務範圍族群互動事件之統

計。 

2. 統計、調查之項目包括個別族群處境、族群關係現

象、結構性的弱勢循環現象等。 

(二) 族群分析： 

1. 根據前項統計調查數據，分析族群議題特質與族群

關係議題，提出對策。 

2. 分析檢視弱勢少數族群是否獲得平等保障，族群關

係是否和諧且具積極交流性。 

(三) 族群預算： 

1. 掌握預算資源在服務對象之族群上，是否有個別分

配情形，如有，是否合理而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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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掌握業務資源在執行時，對提升弱勢少數地位、促

進良好族群關係，及打造跨族群公共領域之分配方

式。 

(四) 族群影響評估： 

1. 對於政策、業務範圍以進行調查評估，瞭解因政策

或及業務所造成的族群地位影響，及對族群關係與

共同建構主流之影響。 

2. 掌握問題成因及未來可能動態發展，據以作為政策

或業務執行方式之調整依據。 

(五) 族群意識培力： 

3. 各機關應對員工進行族群意識培力，必要時提供服

務對象族群意識培力服務。 

4. 培力內容包含個人本身族群認同意識、族群權利或

傷痕意識、族群文化之涵養能力等，及對他族群歷

史與現實結構中地位、處境之認知與理解能力、反

省能力，及促進良好族群關係等。 

(六) 族群行政機制： 

1. 應建立本市最高層級具指導與策進功能之族群主流

化機制。 

2. 各機關應建立族群主流化工作小組或聯絡人，以擔

任各該單位機關族群主流化政策、業務等之督導、

研發、執行、檢討等任務。 

(七) 公民參與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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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在策定其族群主流化政策計畫等

之評估檢討，應對服務對象族群及相關公民團體，

建立諮詢與參與機制。 

2. 建立在族群議題上「使用者導向」之服務，鼓勵公

民團體參與，提出建議。 

(八) 族群政策成果報告： 

1. 本府及所屬機關均應於年度結束四個月內提出其年

度族群主流化工作報告。 

2. 報告內容應包括以上工具操作情形及結果之資訊揭

露，檢討其成敗優劣與原因，指出未來改進之方向

等。 

3. 由民委會彙整並初評後，提交族推會通過後公告之。 

4. 藉由公布開放資料與市民溝通，開放社會檢討與建

議，應完成彙整與回應。 

五、 族群主流化政策年度報告 

(一) 本府及所屬機關應依族推會所通過之年度及中、長

程計畫，納入其施政內容中，落實推動族群主流化

政策。 

(二) 本府及所屬機關應於每年四月底前提出工作成果報

告書，其撰擬過程必要時應建立外部專家諮詢機制。 

(三) 前項報告應彙整為本市族群主流化年度報告，提送

族推會通過後公告之。 



 

7 

(四) 本府得鼓勵並協助公民團體就前項報告，進行檢

視、公開論壇，提出建議報告書，以做為未來施政

之參考。 

六、 政策方針 

本政策具體行動措施策略方針，依各機關業務職掌

為基礎，初期建立政策前瞻、人與土地、教育與文化、

社會發展、經濟發展、都市發展及公共安全等七大領域，

共五十六項施政方針，作為先期及未來擴展實施之參考

依據。並以「在地族群結構特質」及「服務對象與業務

工作」為導向，先期以「業務執行注意事項」為定位，

發展族群友善空間環境，針對在地弱勢之西拉雅、原住

民族與客家族群，及新移民等少數族群的需求，在就業、

經濟、福利、健康、醫療、照顧、教育等多元面向，建

立政策面與資源面的支持體系，提供妥適之施政服務，

成為本市文化治理與公共治理中積極的主體，並逐年滾

動累進，逐步擴充大項與子項等具體策略方針與工作指

標。 

(一) 政策前瞻(府本部、幕僚單位及所屬各機關單位) 

1. 在政策形成或計畫決策過程中應能具備族群差異觀

點。 

2. 在市屬各機關之決策層成員、各種內部任務編組及

政策審議或諮商機制成員，及整體公務員各職等、

位階之構成，依業務性質應考慮到不同族群身分的

適當平衡比例。 

3. 對於各族群參政地位之平衡、對弱勢族群參政之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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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於開放政府原則之公民參與決策機制或政策回饋

機制，應有不同族群之平衡參與。 

5. 基於族群主流化的政策方法，應有相關政策研發、

考核之機制，以達成積極平等與跨族群社會為本市

發展的重要軟實力。 

6. 推動在地通行語制度，使在地母語得以重返公共領

域與知識領域，並建立母語友善的公共場所與公共

服務制度。 

7. 督導各級單位成立族群主流化機制。 

(二) 人與土地(民政局、地政局、社會局、民族事務委員

會) 

1. 在法律規範下儘可能提升較弱勢、少數族群之參政

機會。 

2. 區里行政應重視當地族群特質，對傳統在地族群保

持較完整社群狀態者，應考慮以行政區域之調整、

或賦予一定的社群自治權利，以維繫其文化傳承與

人文發展。 

3. 關於宗教、民俗文化、生命禮俗及戶政事務等，應

尊重在地族群文化主體性，及各族群歷史記憶與認

同，逐步完善族群人口之統計或登記方法與機制。 

4. 在轉型正義的原則下，建立彈性的政策工具，重建

在地族群之土地權利，尊重不同族群的土地觀念與

使用慣俗。 

5. 土地之規劃、開發計畫，與其實施，應考慮對族群

性維繫之衝擊，尊重族群的特殊土地情感，除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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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堪虞或違法，且取得同意外，不得限制居住，強

制遷居。 

6. 地名、街路名等應尊重在地族群記憶命名或正名，

也可以相關之命名作為崇榮、團結各族群之象徵。 

7. 建立新移民(如外籍配偶等)個人與家庭之雙向支持

體系，兼顧新住民之本土社會適應，及其語言、文

化特質於家庭、學校、社區及公共領域之展現及參

與。 

(三) 教育與文化(教育局、文化局、研考會) 

1. 教育(含托育)應重視學習者的文化背景與認同之需

求或重建，包括：對各族族語(母語)、母文化之學

習、認識、操作、參與等能力；學習空間或軟硬體

建立的族群觀點，及族語專職化師資。 

2. 在幼教及國民教育階段，應積極與家庭、社區合作，

培養學生流利使用母語之能力，並積極建立各族群

在地知識體系，以豐富多元文化教育資源。 

3. 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能有「族群客制化」操作機制。 

4. 在地族群聚居地區應逐步實驗發展以母語作為教學

語言。 

5. 推展跨族群語言學習，及跨文化認知、欣賞、尊重

及參與人文素養與能力，尤應重視主流族群學生對

少數、弱勢族群文化之跨文化能力。 

6. 文化發展、文化活動與文化資產之認定與維護，應

有多族群觀點，在操作或詮釋上具有跨族群、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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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可能性，以提升各族群文化尊嚴，豐富本市市

民共享的多元文化。 

7. 建立少數、弱勢族群文化工作者得以其文化特質積

極參與主流文化建構與創新之機會或平臺，以「跨

族群共同建構主流文化」作為城市創新與文化發展

重要策略。 

8. 對於全國性或地方性廣電傳播媒體之內容或系統平

臺經營者，應適度規範其表達本市族群文化藝術多

樣性之義務。 

9. 應重視族群間之數位落差，對弱勢族群提供更充分

的數位能力與資源之支持體系；對於弱勢族群所需

之公共服務資訊能提供更簡易的數位遞送方式。 

10. 協助在地族群文藝(樂舞)團體及相關資源支持，加

強與主流社會之交流。 

11. 辦理多元族群文化等相關論壇，還原歷史真象，促

進族群理解、和解與了解。 

(四) 社會發展(社會局、勞工局、衛生局) 

1. 振興族群公民團體，支持少數族群參與第三部門發

展，輔導培力人民團體，提供支持協助少數族群依

法完成團體立案及推展會務。 

2. 社會工作及社會福利服務，應重視族群差別性的客

製化操作及資源遞送機制，培力志願志工，加入族

群服務。 

3. 對於族群傳統造成的內部弱勢問題，應採有效策

略，展開良性對話與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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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疾病管制與健康資源之投入，應重視各族群文化差

異性，並注意其在族群文化特質或族群地域之分配。 

5. 健康、醫事工作者應具有服務場所所需之基本族群

語言文化能力，或獲得相關之輔助資源。托育、照

顧服務亦同。 

6. 在族群層面，建立更積極主動的個案或結構性反就

業歧視機制，必要時應建立積極性差別待遇，包括

工作與職務之取得，及職涯發展之支持等服務。 

7. 協助弱勢族群成立勞動合作社，以兼顧族群群體之

維護與就業之需求。 

8. 重視弱勢、少數族群之健康權，消弭福利與醫療照

顧不均，保障弱勢的就醫權。 

9. 推動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及新住民社區服務據點，

提供整合性服務及資源支持網路服務方案，並提升

新住民生活適應能力 

(五) 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局、農業局、觀光旅遊局、稅務

局) 

1. 協助企業建立多族群雇用的積極觀念，將多元文化

融入企業文化中。 

2. 建立弱勢族群的創業支持機制，尤其是微型創業的

資金、技術、管理等輔助。 

3. 鼓勵各族群人士以其文化特質為基礎，育成族群文

化創意產業之企業或鼓勵文創商品研發等事業。 

4. 重視經濟發展對族群文化之衝擊影響，建立平衡發

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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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協助在地族群建立地域性或社區性的小農與微企業

市場，結合實質功能及觀光附加價值，促進其內部

經濟成長的目標。 

6. 自然資源保育與利用、開發，都應具有對在地族群

傳統或文化認知之觀點；建立族群傳統資源與現代

保育之平衡。 

7. 農、漁民團體的組織、管理、服務，應發揮在地族

群文化特質，或建立跨文化特色。 

8. 發展民族生物、生態學、生態環境教育及相關應用

知識；建立「族群農業」上下游相關之價值鏈及食

養教育與在地農業特色產品之發展。 

9. 觀光事業發展應建立「文化旅遊」之內涵，成為跨

族群文化參與對話之窗口，並避免在地族群之自我

邊緣化，或對少數族群之刻板印象化，形成文化象

徵上的剝削。 

10. 在稅務行政上，應注意對弱勢族群之稅務資訊遞送

效率，避免因不同族群生活方式之不同而有不公平

之情事，對因天災事變、不可抗力之事由或為經濟

弱勢者，均依規定主動提供協助。 

(六) 都市發展(都市發展局、交通局、工務局、水利局、

環保局) 

1. 都市規劃、發展之主體為市民，應重視其族群效果，

避免對在地族群文化之衝擊，應將在地族群之文化

特色作為城市發展之有形、無形資源，建置族群公

共友善空間及在地族群城市意象，視「多元文化城

市」為城市發展的重要策略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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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提供弱勢族群適當之住宅(如社會住宅等)以安居

樂業，並尊重意願，設計族群聚居或融入主流的不

同居住型態，協助族群聯繫之支持網絡，使族群文

化在都會得以維繫並創新，保障都市原住民，營造

都市部落共同體。 

3. 都市之景觀，包括城市園藝與建築、道路景觀應形

成多族群文化之美學觀點。 

4. 重視交通運輸規劃對於族群區位之影響，回應其特

殊需求，方便其參與跨族群公共生活，並提供弱勢

族群便捷、平價、及在地族群區域族語播音等大眾

運輸服務。 

5. 水利規劃、工程建設應注意避免造成族群間水資源

配置不均衡，或對在地族群地景、記憶、傳統自然

資源權利造成衝擊、破壞。水土保持之設計、工法

應積極應用族群傳統智慧，尊重地景記憶。 

6. 城市公共設施建設，應重視其景觀衝擊，並積極表

現本市族群文化之多樣性。建設資源之分配亦應重

視族群分配效果。 

7. 汙染物、廢棄物之處理，應重視族群正義與環境正

義，避免將鄰避設施設於弱勢族群地區。 

(七) 公共安全(警察局、消防局) 

1. 公共安全執法應排除預設立場的族群偏見，積極避

免造成族群歧視及歧視循環。執法人員應有認識多

族群文化的基本能力及跨文化國民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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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於族群差異造成之衝突與犯罪案件，應尋求族群

文化或族群議題專業人士之協助，並避免個案激化

或群體性事件。 

3. 對於犯罪事件應避免將特定族群標籤化。 

4. 對弱勢族群之集會遊行等公共意見表達應採取更為

寬容之度，積極進行事前溝通，並以安全服務之角

度執法。 

5. 對於族群文化活動或聚居地區，應考慮其文化、生

活方式或空間物質條件，建立公共安全服務之預警

措施。 

以上七大領域與方針，初期以業務執行注意事項為指

導方針，各機關在既定業務執行方式之外，逐年滾動檢討

評估，增加各業務發展面向之工作指標，在積極面以創造

「弱勢優先」的工作模式，使弱勢、少數與多數或主流族

群間，有更多的對話、交流、認識與欣賞，使「多族群」

不僅是社會的現象，更是可共同開創新價值的夥伴關係，

並維繫其語言、文化與認同，實現「多元文化國民素養」

及「建構跨族群公共領域」等政策方針。 

積極推動社會族群意識培力，結合公民參與，提出方

案，並創建促進族群平等與跨族群公共領域建構的新興業

務或計畫，逐步接軌多元文化價值主流化(如跨族群、性

別、性向、勞動、階級等)的對話平台，促進其和諧發展，

朝多元文化共存共榮，建立族群自信、尊嚴、平等的進步

城市與國家體制願景，大步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