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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

老獵人拉霧及年輕獵人巴蘭從小就生活在南投山區，在傳統原住民

文化薰陶中成長，以天為被以地為席，所接觸的不是山豬、野兔，就是

飛禽走獸，大自然的一切都為原住民所用，但是祖先們也教導要感恩天

地賦予源源不絕的食物，與大自然和平相處。拉霧年紀大而且有心臟病，

他要將祖先所留下來的傳統文化，傳承給後代子子孫孫，所以在山區設有

狩獵工寮，並在工寮附近設置多個陷阱狩獵，教導子孫如何狩獵。某日凌

晨 5時許，拉霧載著巴蘭，依照往例前往獸徑巡視獵物，走在獸徑路線上，

左邊有坑洞，右邊有刺人的黃騰該閃過，路旁的黃色野花應該要盛開了，

熟悉到閉著眼睛也能細數，兩人扛著自製獵槍，踩著輕鬆步伐，輕輕吹

著口哨，心中祈禱前幾天所設的陷阱能有大豐收。

突然間前方發出震天的吼叫聲，終於有收穫了，心中大喊一聲

「耶！」，拉霧與巴蘭，心撲通撲通狂跳著，看來今天晚上可以加菜，並

邀請親朋好友一起來家中享用狂歡了。走近一看，天啊！原來是一隻受傷

的臺灣黑熊，這隻龐然大物，雖然已受困捕獸夾，但因力大無窮，情緒激

憤掙扎導致陷阱連結樹枝斷裂，拉霧與巴蘭眼看著黑熊已經要掙脫陷阱，

作勢要撲向自己，將兩人撕得稀巴爛，隨時都有被黑熊攻擊致死的生命

危險，驚慌失措、緊張害怕，不是黑熊死，就是祖孫死，情急之下誤按

板機開槍將黑熊擊斃，兩個獵人錯殺黑熊，心中非常惶恐，胡亂掩埋後，

匆匆離去。

關鍵詞：動物保護，原住民生存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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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點
     原住民狩獵保育動類動物，是否屬於生存權與固有文化權利之保障範

疇？

　　人權結構指標
│ 01 │ 《經社文公約》及《公政公約》第 1條第 1項規定：所有民族均享有自

決權，根據此種權利，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並自由從事其經濟、社會與

文化之發展。

│ 02 │ 《經社文公約》第 15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本公約約認人人有權參加文

化生活。 

│ 03 │ 《公政公約》第 27條規定：凡有種族、宗教或語言少數團體之國家，於

此類少數團體之人，與團體中其他分子共同享受其固有文化信奉躬行其

固有宗教或使用其固有言之權利，不得剝奪之。

│ 04 │ 《原住民基本法》第 10條規定：政府應保存與維護原住民族文化，並輔

導文化產業及培育專業人才。
 

│ 05 │ 司法院釋字 803號解釋意旨：所稱「傳統文化」，應包含原住民依其

所屬部落族群所傳承之飲食與生活文化，而以自行獵獲之野生動物供自

己、家人或部落親友食用或作為工具器物之非營利性自用之情形，《憲

法》保障原住民從事狩獵活動之文化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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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義務
│ 01 │ 《經社文公約》第 15條第 1項第 1款還包括少數族群參加社會的文化生

活，同時維護、促進和發展其自身文化的權利。這一權利表明締約國有

義務確認、尊重和保護少數團體文化，將其作為國家自己的認同的一個

基本組成部分。因此，少數族群有權保持其文化多樣性、傳統、風俗、

宗教、教育形式、語言、傳播媒體（報紙刊物、廣播、電視、網際網路

等）及其文化認同和成員身分。少數族群和屬於少數族群的人不僅有權

保持自己的特性，而且有在一切文化生活領域的發展權。因此，任何旨

在促進少數族群和屬於少數族群的人建設性地融入締約國社會的方案，

應建立在包容、參與和不歧視的基礎上，以保持少數族群文化的獨特性

（經社文委員會第 21號一般性意見第 32段、第 33段意旨）。

│ 02 │ 締約國應採取措施，保證在行使加文化生活的權利時應當顧及文化生活

價值觀，這種價值觀會是強烈的共有，或者說，只有原住民族作為一個

社群才能表現和享受。原住民族文化生活的強烈的共有特性，對於其生

存、福祉和充分發展是不可或缺的。原住民族與其祖先的土地及其與大

自然的關係相連的文化價值觀和權利應予尊重與保護，以防止其獨特的

生活方式受到侵蝕，包括維生方式、自然資源，乃至最終的文化認同的

喪失（經社文委員會第 2號一般性意見第 36段意旨）。

│ 03 │ 關於《公政公約》第 27條所保障的文化權利的行使，委員會認為，文

化本身以多種形式表現出來，包括與土地資源的使用有聯繫的特定生活

方式，原住民族的情況更是這樣。這種權利可能包括漁獵等傳統活動和

受到法律保護的住在保留區內的權利。為了享受上述權利，可能需要採

取積極的法律保護措施和確保少數群體的成員確實參與涉及他們的決定

（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23號一般性意見第 7段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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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解析
│ 01 │ 生存權是指每個人都有權享有生命、生存和身體健康的權利。原住民狩

獵保育動類動物通常也被視為生存權的一部分，特別是當狩獵和采集是

他們維持生計和文化傳承的主要方式時，對於原住民族群來說，狩獵和

采集是他們獲得食物和資源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保護原住民對動物

的狩獵權可以被視為保障他們的生存權的一部分，因為關係到他們的食

物供應和生計。

│ 02 │ 原住民的文化和傳統通常與他們的土地和環境緊密相關，包括對動物資

源的依賴。這些狩獵和采集實踐在維護和傳承他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方

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保護這些權利也是保障他們的文化權利

的一部分。

│ 03 │ 本案原住民老獵人帶年輕獵人學習狩獵，所設的陷阱為原住民文化傳

承，獵人本意不是狩獵黑熊，因為黑熊誤入陷阱之後，情緒激憤掙扎導

致陷阱連結樹枝斷裂有遭攻擊之危險，獵人基於防護自身安全之緊急危

難，保護自身安全為人性之自然反應，才誤將黑熊擊斃。獵人因為發現

黑熊受困於其所設置的陷阱，擔心因此遭受法辦，索性將黑熊殺害並掩

埋企圖滅證，涉案之人因而遭到起訴判刑。如果平常積極宣導，鼓勵獵

人在發現誤捕黑熊時能立即通報，也可能免除了獵人祖孫兩人的牢獄之

災，黑熊也能逃過死劫，但是這也需要獵人對政府有完全的信任，以及

主流社會對原住民傳統狩獵的理解與包容。

│ 04 │ 農業部已擬定《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51條之 1規定修正草案，納入獵捕

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罰鍰，除補足原本僅規範一般類野生動物而無針對保

育類野生動物進行處罰之衡平性外，亦僅課以罰鍰，使原住民獵捕對象

無論係一般類或保育類野生動物，皆去刑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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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 現代國家有保護人民基本權利的義務，例如工作權等，黑熊為瀕臨絕種

的物種，當然也需要特別關注和保護，如何與野生動物和平共處，是國

家的責任與義務。國家有義務制定相應的法律、政策和措施，禁止獵殺

保育類動物，並積極參與保育計劃，確保野生動物的生存和繁衍。但是

人民基本生存權也須加以保護，如何透過加強宣導，預防犯罪，協助原

住民獵人就業等等，避免人民因不知法或認識不清法令，加上遇到黑熊

緊張害怕，而誤殺黑熊，而遭致刑法處罰。

│ 06 │ 我們可以努力的事很多，包含持續推動原住民狩獵自主管理，以重振原

民文化的保育永續精神；宣導以能防止誤傷非目標物種的改良式獵具，

取代傳統的陷阱；也要讓更多民眾與獵人知道，因防治農損或傳統狩獵

而誤捕黑熊時，只要立即通報、協助救援，就不會被追究法律責任。

原住民權利保護和獵殺保育類黑熊所涉及的人權議題包含以下方面的考

量：

1   傳統權利：原住民族擁有保留他們的文化和傳統的權利。這包括他

們的文化祭典及狩獵活動。然而，在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維護生態平衡

下，需要找到文化和傳統權利與保育類黑熊之間的平衡點，如何尋得

與野生動物和平共處。

2   自決權：原住民擁有自決權和自主發展的權利，包括他們的土地、

領土、資源和文化。然而，這種權利是受到法令的限制，並不允許獵

殺保育類黑熊，因為這會導致物種減少和生態系統失衡。

3   參與權：保護原住民權利的過程中，非常重要重要的原則是確保原

住民的參與權和知情權。當制定相關政策、法律或措施時，應該與原

住民積極協商和尊重他們的觀點和意見。

4   保護生存權：保護生存權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包括原住民。獵殺

保育類黑熊可能導致物種減少和影響生態平衡，進而影響到原住民之

生存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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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權教育和宣傳：提高社會對人權和保育類黑熊的認識是至關重要

的。透過人權教育和宣傳活動，可以加強對原住民權利和生物多樣性

保護的理解，從而促進公眾對於尊重人權和保護野生動物的價值的重

視。

主筆者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主任觀護人 蔡欣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