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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环境保护的困境与出路 

——以台湾地区“国家公园”建设为例

陈小艳

2012-4-10 10:42:17  来源：2012年4月6日

  上世纪50年代，台湾当局修订了《台湾省各山地保留地管理办法》，允许在台湾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开建道路、桥梁与隧道，

开采矿产，从而导致台湾少数民族地区环境破坏日益严重，有的地方出现了水土流失、土壤贫瘠薄弱、山林生态多样性消失等问

题。1974年，数十位环保人士举行集会座谈，建议当局设立自然环境保护区，以挽救日渐破坏的生态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台湾

相继设立了垦丁、玉山、阳明山、太鲁阁、雪霸、金门、东沙环礁、台江等8处所谓“国家公园”，面积约70万公顷，以努力保

护自然风景、野生物及历史古迹。 

  台湾地区国家公园设立存在的问题 

  公园以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为主，以适度旅游开发为辅，以便实现较大范围内的环境保护，努力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

效益相统一，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利用相协调。但是，在环境保护方面，台湾地区国家公园的设立存在着下列几个问题。 

  第一，台湾地区国家公园的设立只是简单地模仿发达国家的做法。总体上看，公园的规划与建立是台湾当局自上而下的决

定，大多数相关政策和法律简单地照搬美国的经验，因而与台湾少数民族自身的实际情况并不符合。实际上，美国的国家公园无

人居住、无人使用，因而是一个纯粹自然的存在，属于“无人公园”；而台湾地区国家公园里面生活着台湾少数民族的各个族

群，他们必然对周围的自然环境带来影响，必然对公园内的资源使用权产生合理的诉求。而如果搬迁的话，在土地资源十分辽阔

的美国非常容易，而对于寸土寸金的台湾来说则是非常困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地区国家公园的设立难以达到其原初目

的。 

  第二，台湾地区国家公园的设立对台湾少数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其文化环境造成了破坏。公园本身是为了解决日益严

重的环境问题而设立的，但是，环境问题主要不是由少数民族所引起的，它更多的是由于过度的工业开发造成的。由于工业化进

程中对台湾少数民族土地、矿产等资源进行的开采，污染了台湾少数民族生活区，所以设立国家公园从表面上看是为了保护环

境，而实际上是另外一种对自然资源控制的形式。也就是说，国家公园的设置更多的是对台湾少数民族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力

控制。因此，在台湾少数民族眼里，这样的国家公园本质上并不是为了保护环境，而是一种资源与环境霸权。在泰雅人生活区所

设立的“雪霸国家公园”，就是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事例。 

  公园的划设影响着台湾少数民族的基本生活，并与保障台湾少数民族的文化环境相抵触。台湾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多位于台

湾中央山脉的天然林地或公园范围内，真正适合他们从事农耕的土地只占整个地区的1/5，而能够实际可用来耕作的土地面积不

及总面积的半数，加上台湾本岛降雨集中、山崩不断、水土流失较为严重，台湾少数民族使用那些属于水源水质保护区范围内的

保留地将受到严格限制，难以从事较高利润的经济活动，因而制约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公园的划设限制了台湾少数民族传

统的生产、生活与劳作方式，如采集、狩猎、捕鱼、种植等行业。因此，台湾少数民族对当局的不满情绪不断上升。也就是说，

环境保护区的划设影响了台湾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活动，不利于台湾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 



  第三，以环境保护为名设立的国家公园限制着台湾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台湾少数民族过去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自然界有

着无尽的食物与资源供他们取用、出售。例如，太鲁阁地区所特有的玫瑰石曾经是泰雅人重要的经济来源，然而，台湾地区国家

公园成立后，各种采矿活动均被禁止，可是，台湾当局却允许相关部门在公园内从事采矿作业；再如，狩猎和捕鱼也是许多台湾

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及补充生活来源之一，但是，国家公园设立之后严格实行禁猎，而丝毫不考虑台湾少数民族对这个禁令的接

受、适应程度。也就是说，公园的设立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台湾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给台湾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困难，这

必然引起他们对公园设置的不认同。 

  尽管国家公园旅游业的发展为台湾少数民族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如导游、服务生、店员、文化表演者，也带动了餐饮以

及住宿等的发展，从而给他们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但是，旅游业的规模化、集团化以及市场化运作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台湾少

数民族固有的文化习惯。为了吸引世界各地游客，公园举办各种台湾少数民族展览室文化与仪式文化，陈设和表演台湾少数民族

早期的生活方式，本来具有丰富内涵、活生生的台湾少数民族文化被一步一步地解构，被赋予了娱乐化，这与台湾少数民族自发

形成的文化所具有的神圣性、庄严性有着极大的差别。在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对台湾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颠覆与亵渎。另外，观

光设施消耗着大量台湾少数民族的土地、水、动植物资源，尤其一些珍稀资源因此而趋于消亡。再有，游客的造访也带来垃圾、

噪音等污染，不利于台湾少数民族生活区的自我恢复与自我调整，给公园的环境保护带来了挑战。 

  台湾地区国家公园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协调 

  台湾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与利用要想谋求永续发展，就应当把解决台湾山林水土保育及台湾少数民族生存问题结合起来，将

生存正义与环境正义结合起来。台湾地区国家公园与台湾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基本重叠，约有40％的聚居地位于公园所设定的水源

水质水量保护区内。这些公园的设立本是为了有限的自然资源不被过度开采，生态得以保护，但实际结果却有违初衷。这是值得

反思、总结和改进的。  

  第一，要科学规划公园的旅游规划与开发。公园的规划要与环境保护相协调，认真进行环境评估，坚决取缔破坏生态、有损

环境保护的旅游文化建设项目。为此，要采取多种途径，与当地人多协调、沟通，开展公园内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方面的宣导工

作，努力凝聚民众的意见，提高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使包括台湾少数民族在内的全体台湾同胞都能够充分认识到环境保护与资

源开发相结合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实现在开发中保护，杜绝和取缔各种以经济效益为导向、以破坏环境为代

价的开发行径。 

  第二，要在保护少数民族权益基础上划定禁采区、限采区以及禁游区。台湾少数民族聚居地绝大多数分布在台湾地区国家公

园内，这些地方的矿产及生态资源十分丰富，如果遭到任意地开采或过度开发，那么将对整个生态环境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为

此，台湾有关部门不仅要正视公园内及少数民族存在的既定事实，重新邀集少数民族及专家学者修改法令，以保障台湾少数民族

权益、符合台湾少数民族基本的生活习俗；而且也要规定严禁其他组织或个人在公园以及其他保护区范围采矿，那些允许采矿的

山区也要落实保护措施，采取回灌、回填等方式将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降到最低限度，防止次生地质灾害的发生；还要规

定禁止没有规划和审批的旅游开发，切实保护好台湾少数民族的生态环境以及生活方式。由此给当地民众带来的收入减少可以通

过门票、餐饮、住宿等旅游收入补贴等方式予以补偿。 

  第三，要加强监管，按照“谁破坏、谁治理；谁破坏，谁被罚”的原则，对那些污染较为严重的企业要进行整改、关闭或取

缔，使污染物的排放达到公园的要求；对台湾少数民族自己开办的污染或环境破坏较为严重的企业要采取各种措施，引导和鼓励

他们停产、转产或迁出公园，让他们发展其它替代性产业，使他们减少对资源的过度依赖；对业已停止开采的矿山要及时做好土

地复垦，恢复植被，使之尽快恢复到山清水秀状态。通过这些措施，努力实现人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发展，这是对人类生态文

明的持久贡献，也是促进台湾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与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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