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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9次委員會議臨時提案一覽表 

註：案號係依委員提案時間先後排序 

案號 
提案委員 

(連署委員) 

頁

碼 
提案案由 

幕僚單位 

擬議處理意見 

45.  陳明建 

（阿浪．滿拉旺 

Alang．Manglavan、 

杜正吉、 

蔡依靜  

Lamen．Panay、 

Dongi Kacaw  

吳雪月） 

5 建請將巴古崙岸部落土

地歸還族人。 

□提本次會議討

論 

□送主題小組研

處列管 

■請行政院研處

彙復 

□送本會幕僚單

位研處彙復 

46.  Uma Talavan  

萬淑娟 

（潘英傑  

Daway Abuk、 

林聰明） 

7 為因應 111 年憲判第 17

號判決後續修法及政策

制定需求，建請內政部開

放熟、平人口登記。 

□提本次會議討

論 

□送主題小組研

處列管 

□請行政院研處

彙復 

□送本會幕僚單

位研處彙復 

■納入本次會議

報告事項第 3

案處理 

47.  Uma Talavan  

萬淑娟 

（潘英傑  

Daway Abuk、 

林聰明） 

10 建請政府將平埔族群土

地使用納入國土計畫原

住民族專章，確保族人土

地使用權益。 

□提本次會議討

論 

□送主題小組研

處列管 

□請行政院研處

彙復 

□送本會幕僚單

位研處彙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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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委員 

(連署委員) 

頁

碼 
提案案由 

幕僚單位 

擬議處理意見 

■納入本次會議

報告事項第 3

案處理 

48.  Uma Talavan  

萬淑娟 

（潘英傑  

Daway Abuk、 

林聰明） 

12 建請建置西拉雅語教育

資源中心，支持西拉雅語

言教育的普及與提升。 

□提本次會議討

論 

□送主題小組研

處列管 

□請行政院研處

彙復 

□送本會幕僚單

位研處彙復 

■納入本次會議

報告事項第 3

案處理 

49.  Uma Talavan  

萬淑娟 

（潘英傑  

Daway Abuk、 

林聰明） 

15 建請政府相關單位重視

平埔族群之媒體權。 

□提本次會議討

論 

□送主題小組研

處列管 

□請行政院研處

彙復 

□送本會幕僚單

位研處彙復 

■納入本次會議

報告事項第 3

案處理 

50.  蔡依靜 

（阿浪．滿拉旺 

Alang．Manglavan、 

陳明建、 

杜正吉、 

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

Maibol、 

18 建請調查花蓮糖廠（光復

糖廠）戰後接收花蓮港製

糖所大和工場土地案之

歷史真相，釐清族人傳統

領域流失過程。 

□提本次會議討

論 

■送主題小組研

處列管 

□請行政院研處

彙復 

□送本會幕僚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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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委員 

(連署委員) 

頁

碼 
提案案由 

幕僚單位 

擬議處理意見 

Masegeseg Z. Gadu 

童春發） 
位研處彙復 

51.  蔡依靜 

（阿浪．滿拉旺 

Alang．Manglavan、 

陳明建、 

杜正吉、 

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

Maibol、 

Masegeseg Z. Gadu 

童春發） 

20 建請政府相關單位協助

處理原住民族重大歷史

事件後續工作所涉及之

土地權屬問題。 

□提本次會議討

論 

□送主題小組研

處列管 

■請行政院研處

彙復 

□送本會幕僚單

位研處彙復 

52.  馬來盛 

（阿浪．滿拉旺 

Alang．Manglavan、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田貴實  

Kimi Sibal） 

22 建請調查卑南族初鹿部

落傳統領域「初鹿牧場」

土地流失之歷史真相，並

將土地歸還族人。 

□提本次會議討

論 

■送主題小組研

處列管 

■請行政院研處

彙復 

□送本會幕僚單

位研處彙復 

53.  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

Maibol 

（田貴實  

Kimi Sibal、 

蔡依靜  

Lamen．Panay） 

24 建請國防部檢視並開放

佳山基地部分空間，讓撒

奇萊雅族人能進入基地

進行祭祖紀念儀式。 

□提本次會議討

論 

□送主題小組研

處列管 

■請行政院研處

彙復 

□送本會幕僚單

位研處彙復 

54.  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

Maibol 

（田貴實  

Kimi Sibal、 

蔡依靜  

26 建請交通部活化臺鐵

舞鶴號誌站空間。 

□提本次會議討

論 

□送主題小組研

處列管 

■請行政院研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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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委員 

(連署委員) 

頁

碼 
提案案由 

幕僚單位 

擬議處理意見 

Lamen．Panay） 彙復 

□送本會幕僚單

位研處彙復 

55.  林聰明 

（潘英傑  

Daway Abuk、 

Uma Talavan  

萬淑娟） 

27 建請政府修正「原住民

身分法」，增列「平埔

原住民」一項，還給平
埔族群應有之身分。 

□提本次會議討

論 

□送主題小組研

處列管 

□請行政院研處

彙復 

□送本會幕僚單

位研處彙復 

■納入本次會議

報告事項第 3

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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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45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9次委員會議臨時提案單 

提案人 陳明建 提案日期 112.07.14 

案由 建請將巴古崙岸部落土地歸還族人。 

說明 

     案由部落土地在日治時期稱為蘇巴陽，為卑南

族呂加社所在，之後阿美族馬蘭社族人移居於此，因

當地生產之磨刀石品質良好，價值極高，族人遂以阿

美語改稱為巴古崙岸。 

    據部落長老許添成、陳盛茂、潘秀蘭敘述，約民

國 50 年時國民政府為開發東部，組織開發隊進駐部

落附近，開發隊在現今大學路一帶種植甘蔗，並在現

今青海路一段 107 巷 37 號與 153 巷 7 弄 45 號附近

設置特殊戶以解決開發隊員生理需求。久而久之，原

屬於部落之土地卻被部隊長期占用，又因為榮民去世

而被退輔會收回，原屬於族人之土地卻變成國有地，

有違土地正義之理。政府相關單位應即刻清查並將土

地歸還族人，讓部落族人擁有自己的土地。 

建議 

處理方式 
如案由。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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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署人 

簽  名 

阿浪．滿拉旺 Alang．Manglavan 

杜正吉 

蔡依靜 Lamen．Panay 

Dongi Kacaw 吳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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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46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9次委員會議臨時提案單 

提案人 Uma Talavan 萬淑娟 提案日期 112.07.18 

案由 
為因應 111 年憲判第 17 號判決後續修法及政策制定

需求，建請內政部開放熟、平人口登記。 

說明 

    在總統府原轉會第 15 次委員會議中，本人曾提

案開放熟、平人口登記，內政部當時回復因有適法疑

慮而不可行。建議內政部可參考臺南市政府之做法，

方式如下： 

一、民眾依據本人或祖先日治時期之戶口調查簿、寄

留戶口調查簿、除戶簿內「種族欄」記載為「熟」

者，補填於現戶個人記事。 

二、依民眾個人意願申請，不強制註記。 

三、可委託他人辦理。 

四、個人記事註記內容範例：（曾祖）父（母）○○

○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種族欄註記為「熟」民國

○○年○○月○○日註記。 

五、繳附證件 

（一）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可親自簽名）。 

（二）所需戶籍資料由受理戶政事務所代為查調。 

（三）委託他人辦理者，須附當事人簽名或蓋章之委

託書及受委託人之國民身分證及印章（可親自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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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處理方式 
如說明。 

附件 
戶籍謄本熟登記樣本 

連署人 

簽  名 

潘英傑 Daway Abuk 

林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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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戶籍謄本熟登記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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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47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9次委員會議臨時提案單 

提案人 Uma Talavan 萬淑娟 提案日期 112.07.18 

案由 
建請政府將平埔族群土地使用納入國土計畫原住民

族專章，確保族人土地使用權益。 

說明 

一、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11 條規定與總統府原轉會第

15次委員會議原民會之簡報，國土計畫在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中將增列原住民族土地使用專章，包

含因應部落居住需要訂定用地合法相關規範，針

對傳統文化設施、傳統祭儀設施及傳統耕作慣俗

訂定容許使用及相關配套措施。另外，部落若有

特殊需求也可透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或擬定原

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以規劃符合部落需求的

用地。 

二、同上，政府考慮到部落的生活型態與居住特性等

特殊慣習，因此在國土功能分區中特別針對部落

範圍土地規劃了「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與「城

鄉發展地區第 3類」等原住民族土地專屬國土功

能分區，將來在該範圍土地內可依規定作建築、

農耕、殯葬等使用。 

三、根據憲法法庭 111 年 10月 28日的判決，平埔族

群亦屬於「既存於臺灣之所有臺灣南島語系民

族」，政府相關單位應尊重平埔族群已被憲法認

定之地位，視其為準原住民族，納入國土計畫的

規劃與實施中，以確保其土地使用權益得到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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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讓平埔族群能夠在其傳統領域內維繫並展

現生活方式和文化特色，實現國土規劃的永續發

展目標。 

四、查國土計畫將於 2025 年 5 月 1 日正式上路，而

憲法法庭要求於 2025 年 10 月 21 日前修正或立

法完成。若無法在該期限內接軌，政府單位應及

早研議相關措施。 

五、查臺南市新化區九層嶺西拉雅部落會議於 112

年 2 月 25 日決議申請將新化區九層嶺扁擔崎平

埔族群土地納入國土計畫原住民族專章，請政府

部門協助處理相關申請程序與後續事宜。 

建議 

處理方式 

一、請主責機關在平埔族群部落分布較密集的縣市、

區域鄉鎮辦理說明會，並同步受理申請。 

二、如 2025 年 5 月 1 日國土計畫正式實施後，政府

尚未依憲法法庭的要求修正或立法完成，導致無

法在規定的時間內將平埔族群納入國土計畫的

原住民族專章的情況下，請主責機關與縣市政府

執行單位研議一套通盤的補救措施，以確保平埔

族群的權益不受忽略，並解決因無法接軌而可能

產生的問題。 

附件 
 

連署人 

簽  名 

潘英傑 Daway Abuk 

林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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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48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9次委員會議臨時提案單 

提案人 Uma Talavan 萬淑娟 提案日期 112.07.18 

案由 
建請建置西拉雅語教育資源中心，支持西拉雅語言教

育的普及與提升。 

說明 

一、請政府以專案計畫方式，集中資源和努力建立一

個專門的教學資源中心，做為西拉雅語推組織的

辦公場地，提供豐富多元的教材和專業的師資培

訓場所，以促進西拉雅族語言復興及文化傳承。 

二、該中心旨在結合資源、資訊、資料和人力，促進

族語教學發展和推廣，支持社群的學習需求。促

進族語在日常生活中得以流通並普遍使用。其功

能如下： 

（一） 資源收集：蒐集西拉雅語言、文化的相關教材、

資料和多媒體素材。建立族語教材庫，包含多

樣化的學習資源供師生使用。與其他相關機構

合作，共享資源，擴充中心的教材庫內容。 

（二） 教材研發：成立研發團隊，撰寫適合不同年齡

層和程度的教材。開發多媒體教材，利用科技

提升教學效果與吸引力。針對不同需求，研發

主題性的教學資源，生活日常用語。 

（三） 師資培訓：規劃西拉雅語教學師資培訓課程，

提供專業的教學技巧、校園知識和文化認知。

舉辦研討會、工作坊和培訓課程，增進教師的

教學能力和熱忱。協助教師取得相關認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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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教育專業的成長與支援，獲得應有的保障。 

（四） 推廣與服務：舉辦族語文化推廣活動，提高社

會對西拉雅語的認知與重視。為社群提供學習

諮詢、課程安排與學習資源支援。 

三、設置地點預定於口埤實驗小學，理由如下： 

（一） 口埤實驗小學是西拉雅族群所在部落的學校，

也是開設西拉雅語言課程的第一間學校，自

2014 年開始，學校積極參與台南市的世界母

語日、西拉雅播種節、西拉雅文化節等活動，

並參與了「西拉雅語系書寫系統建置計畫」共

識會議，辦理「西拉雅書籍教材審查」。 

（二） 該學校於 2016 年 8 月 1 日受教育局指定辦理

實驗教育、復振西拉雅語言與文化，校名也更

改為「台南市新化區口埤實驗小學」。 

（三） 該校將西拉雅語言復育課程列為正式必修課

程，每週開設 12 節，讓學生在快樂學習中建

立起聽、說、讀、寫的基礎能力，並結合西拉

雅人文與山林生態，訂定校本課程〜在地遊

學。此外，學校擁有西拉雅合唱團，受到教育

及文化場合的邀請頗具特色。 

（四） 該校課程促進參訪與學術交流，並引起媒體的

關注報導，彰顯了口埤實驗小學在西拉雅語言

教育方面的逐步成果。未來學校希望能建置西

拉雅語教育資源中心。 

建議 

處理方式 

請主責機關協調相關部門，協助並促成與口埤實驗小

學合作，共同推動西拉雅語言教育，目標如下： 

一、成立專責小組：由相關政府單位、學校與西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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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語教師、推動西拉雅族語的組織、部落、學校、

教會等代表組成專責小組，負責規劃和執行西拉

雅語教育資源中心的建置計畫。 

二、經費支持：政府編列足夠的資金支持，用於建立

西拉雅語教育資源中心的軟硬體設施。 

三、評估機制：建立評估機制，定期監測西拉雅語教

育資源中心的成效，並根據評估結果持續改進。 

四、交流：積極促進西拉雅語言教育的國內、國際交

流，借鏡他族、他國經驗，優化西拉雅語教育整

體的提升。 

附件 
 

連署人 

簽  名 

潘英傑 Daway Abuk 

林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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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49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9次委員會議臨時提案單 

提案人 Uma Talavan 萬淑娟 提案日期 112.07.18 

案由 建請政府相關單位重視平埔族群之媒體權。 

說明 

一、媒體扮演著文化傳承、保護、推廣，及知識傳播、

教育影響的角色。它對社會的信息流動、知識傳

播、公共討論、監督權力及經濟發展等方面也都

有著深遠的影響，台灣媒體的運作顯示一個開

放、自由和民主的社會運作。 

二、台灣社會在推動多元文化和族群權益方面一直

有所進展，目前台灣的主流媒體以華語媒體為

主，並且有特定電視台專注於原住民族、客家族

群和台語族群的傳播。但至今平埔族群的媒體權

未被重視。平埔族群一樣需要擁有第四權來爭取

平埔族群新聞的權利，以及落實主體詮釋權，才

能有不被他者隨意消費代言的重要性。 

三、通常媒體隨著當代民眾不同的閱聽習慣而有不

同形式的發展，仍不變的是新聞媒體產製的過程

仍需要相關專業人才的專業知識，以及需要對於

文化以及族群背景的敏感度。對於平埔族群而

言，更需要有類似的人才來進行新聞的產製。 

四、憲法法庭肯認平埔族群並賦予其憲法地位，這意

味著平埔族群在憲法上享有與其他原住民族群

相等的地位和權益。然而，要真正確保平埔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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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益得到有效保障，政府必須跨越最後一道關

卡，即完成立法院的修法，媒體在這個階段就扮

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五、在立法院完成修法之前，平埔族群需要透過媒體

的傳播來讓台灣社會更加認識其文化、歷史、語

言、傳統、正名運動和現狀。這將有助於提高公

眾對平埔族群的認識和理解，促進社會對其權益

的關注和支持。並提供平埔族群在公眾面前展現

自己的聲音和意見，提升社會對平埔族群的關注

度，並促進平埔族群在台灣社會中的發展。 

六、在此也感謝原視三年前培訓平埔族群新聞媒體

人才，以現況來說，原民台對平埔族群的接受度

是相對高的。 

建議 

處理方式 

    倉促成立一個專屬於平埔族群的電視台有其困

難度，所以在此建議文化部等相關部會可以在目前現

有的媒體平台上增加平埔族群的曝光和認知度，舉例

如下： 

一、透過主流媒體及特定族群的媒體提供時段、特別

節目的規劃、專屬的節目空間，以及定期專題等

製作、報導介紹平埔族群。 

二、期待原民台語其他媒體能長期之培訓計畫，持續

培養平埔族群背景的媒體從業人員，比如節目製

作、記者等，讓有文化底蘊的族人，可以成為專

業的製播人員。這樣在製作或遇到敏感課題時，

就能給出相對合適的回應。 

三、請政府部門提供經費、資源，透過網路建立專屬

於平埔族群的平台，如 YouTube頻道、社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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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等，提供平埔族群相關的影片、資訊和故事

分享。 

附件 
 

連署人 

簽  名 

潘英傑 Daway Abuk 

林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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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50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9次委員會議臨時提案單 

提案人 蔡依靜 Lamen．Panay 提案日期 112.07.26 

案由 

建請土地小組調查花蓮糖廠（光復糖廠）戰後接收花

蓮港製糖所大和工場土地案之歷史真相，釐清族人傳

統領域流失過程。 

說明 

一、1921 年，鹽水港製糖拓殖株式會社於花蓮港廳

鳳林區馬太鞍設立花蓮港製糖所大和工場，將周

邊部落傳統居住、耕作、狩獵之領域變為糖廠所

有之土地。 

二、戰後，國民政府與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對接收之

糖業株式會社使用土地應屬公有或私有，產生爭

執，最終以政治因素而決定為私有。 

三、依據侯坤宏《土地改革史料》（臺北：國史館，

1988）及黃舒衛《臺糖土地釋出之政治經濟分析》

（政大地政系碩士論文，2000）等學者之研究，

明確指出殖民時期為發展糖業，以政治壓迫手段

取得土地，以及戰後將接收之台糖土地列為私有

等過程，皆為政府剝奪人民土地之不正義行為。 

四、花蓮光復地區族人前已因政治因素失去部落土

地的支配權，後又因土地私有問題致使部落族人

無法踐行原基法 21條的諸般權利，傷害至深。 

建議 

處理方式 
如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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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連署人 

簽  名 

阿浪．滿拉旺 Alang．Manglavan 

陳明建 

杜正吉 

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Maibol 

Masegeseg Z. Gadu 童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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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51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9次委員會議臨時提案單 

提案人 蔡依靜 Lamen．Panay 提案日期 112.07.26 

案由 
建請政府相關單位協助處理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

後續工作所涉及之土地權屬問題。 

說明 

一、 花蓮之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目前 cepo’戰

役、太魯閣戰役、七腳川戰役以及撒奇萊雅族

Katangka 部落遷村案等，第一階段的真相調查

與紀念空間之調查與規劃工作都已完成或正在

進行中。 

二、 然而在後續紀念空間規劃與推動上，卻因涉及土

地權屬問題而無法繼續辦理，如： 

（一） Cepo’戰役地點位於豐濱鄉靜浦國小後方，

該地並有清軍營營盤及考古遺址等不同文化

層，然而該處現為私有土地。 

（二） 七腳川戰役地點為七腳川社舊部落，該處現

為私有土地。 

（三） Katangka 舊部落土地位於佳山基地內，目前

為閒置軍營。 

三、 重大歷史事件紀念空間的推動，涉及公私有土地

權屬問題，無論是公私有地的交換(國產法規定

為中央機關)或是公有地的協商(國防部)或是價

購私有地(地方政府財力不足)，皆須由中央相關

權責部會推動。建議如下： 

（一）  Cepo’戰役發生地與七腳川社舊部落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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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遺址等不同文化層，極具文化資產價值，

建請由文化部接續辦理取得私有土地作業。 

（二） Katangka 部落土地現為國防部所有，建請由

國防部協助將閒置軍營提供部落使用。 

建議 

處理方式 
如說明。 

附件 
 

連署人 

簽  名 

阿浪．滿拉旺 Alang．Manglavan 

陳明建 

杜正吉 

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Maibol 

Masegeseg Z. Gadu 童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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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52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9次委員會議臨時提案單 

提案人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提案日期 112.07.27 

案由 
建請調查卑南族初鹿部落傳統領域「初鹿牧場」土地

流失之歷史真相，並將土地歸還族人。 

說明 

一、臺東縣卑南鄉初鹿段 335 地號等 115筆土地，過

去為卑南族人之傳統領域，土地現今為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所有，並由超能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承租經營，稱為「超能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

東分公司初鹿牧場」（簡稱初鹿牧場），面積約

71 公頃。 

二、該區日治時期被臺灣總督府強佔作為臺灣拓殖

株式會社財產，族人仍有在此區土地上耕作、使

用之歷史事實。1960 年左右，初鹿牧場被劃入國

有土地，95年以前由國有財產局委託土地銀行經

營管理，95年後改由超能生化科技公司承租經營

至今。 

三、2006 年，卑南族爭取還我土地運動，近 600 位

族人至國有財產局提出陳情，當原民會主委瓦歷

斯．貝林後續也在立法院召開並主持公聽會，會

議決議將初鹿牧場土地歸還族人管理；但由於當

時部落不具有公法人身分，故先委託原民會代為

管理，至今卻無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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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處理方式 

請土地小組協助調查初鹿牧場土地流失之歷史真相，

並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將土地返還族人之，以實踐蔡

英文總統履行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之承諾。 

附件 
 

連署人 

簽  名 

阿浪．滿拉旺 Alang．Manglavan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田貴實 Kimi Si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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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53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9次委員會議臨時提案單 

提案人 
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Maibol 
提案日期 112.07.27 

案由 
建請國防部檢視並開放佳山基地部分空間，讓撒奇萊

雅族人能進入基地進行祭祖紀念儀式。 

說明 

一、Katangka部落於 73年因政府推動佳山計畫，緣

族人陸續被迫遷出離散，部落原址則興建為空軍

基地運作至今。Katangka部落族人再無機會進入

部落原址區域。 

二、撒奇萊雅族人的傳統祭儀 malalikid 豐年祭，其

程序首重祭祖紀念儀式，是族人與祖先建立關係

並具有傳承族群歷史觀之功能性。然而在

Katangka部落被迫離散之後，再無辦理過祭祖儀

式，因祭祖儀式必須在 Katangka 部落原址區域

才能進行。 

三、中華民國憲法第 13 條明文規定人民有信仰宗教

之自由。且依據原轉會設置要點第 2條第 2點規

定：「對原住民族與原住民受侵害、剝奪之權利，

規劃回復、賠償或補償之行政、立法或其他措

施。」Katangka部落遭受迫遷以致無法舉辦祭祖

儀式是剝奪族人信仰與傳承傳統文化的自由與

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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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處理方式 
如案由。 

附件 
 

連署人 

簽  名 

田貴實 Kimi Sibal  

蔡依靜 Lamen．Pan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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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54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9次委員會議臨時提案單 

提案人 
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Maibol 
提案日期 112.07.27 

案由 建請交通部活化臺鐵舞鶴號誌站空間。 

說明 

一、東部鐵路第一座隧道－掃叭隧道，鄰近撒奇萊雅

族之馬立雲部落，其施工期間更有許多馬立雲部

落族人參與工程勞動。其後包括自強隧道、新自

強隧道的工程，同樣也有族人參與。由此可知許

多馬立雲部落族人的生命經驗是與東部鐵道、隧

道互相關聯。 

二、舞鶴車站設置於 46年，並於 71年重建，但最終

106 年因鐵路切換至新自強隧道新線而裁撤。當

時之建物閒置至今。 

建議 

處理方式 

建請交通部與馬立雲部落及周圍部落社區合作，共同

活化臺鐵舞鶴號誌站空間。 

附件 
 

連署人 

簽  名 

田貴實 Kimi Sibal  

蔡依靜 Lamen．Pan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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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55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9次委員會議臨時提案單 

提案人 林聰明 提案日期 112.07.27 

案由 
建請政府修正「原住民身分法」，增列「平埔原住民」

一項，還給平埔族群應有之身分。 

說明 如案由。 

建議 

處理方式 
如案由。 

附件 
 

連署人 

簽  名 

潘英傑 Daway Abuk 

Uma Talavan 萬淑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