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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七彩湖野生動物保護區劃設案達瑪巒部落場次公聽會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9年 2月 25日下午 6時 00分 

貳、會議地點：南投縣信義鄉地利遊客中心 

參、主持人：李處長政賢 紀錄：陳技士虹汝 

肆、與會人員：詳如簽到簿 

伍、主持人致詞： 

一、去（108）年 9月第一次在地利國小辦理保護區說明會，另在 10月

部落會議決定請本處再召開，所以今天再來說明，未來也會納入及

參考大家意見，也會有共管機制，成員包含林務局、其他公部門、

專家學者及四部落族人代表共同決定各約定事項。 

二、108年行政院宣布山林全面開放，若丹大山區未加以管制，任何人

皆可進入，保護區的劃設可以增加部落的聖域的保護機制，限制外

人隨意進入，防止環境遭破壞。 

三、一般民眾要進到保護區範圍須透過部落窗口一致納管，並由族人解

說在地文化，另七彩湖亦跨及花蓮處轄區三村八部落，在花蓮那邊

也會辦公聽會，今天第二次來說明，希望再聽大家的意見提供給我

們參考。 

陸、報告事項： 

案由、推動七彩湖野生動物保護區劃設辦理情形。 

說明： 

一、本案保護區的劃設關係部落為人和村人倫部落、地利村達瑪巒部落、

雙龍村雙龍部落、潭南村潭南部落。本處已於 108年 4月 12日、5

月 21日、6月 18日、10月 29日、109年 1月 3日及 2月 6日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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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次內部定期會議，9 月 8 日於南投縣信義鄉地利國小召開部落說

明會，另於 10月 26日達瑪巒部落召開部落會議討論是否同意劃設

野生動物保護區，因部落族人尚有疑慮，決定擇期再辦理。另於 109

年 1月 13、16日及 2月 19日於雙龍、潭南、人和辦理 3場次公聽

會，花蓮處亦已辦理4場次說明會，今天在達瑪巒部落召開公聽會，

目的也是想聽取部落的意見。 

三、由本處先尌保護區劃設草案進行簡報(孫宗志主任報告)。 

決定：洽悉。 

柒、與會人員發言摘要(發言紀要詳附錄)： 

與會人員發言 回應 

松光輝主席： 

第一、 丹大林道需台電維修，建議日後

由保護區計畫編列費用修路。 

第二、 保護區的管理主管機關希望部

落占一半以上，保護區的主管機

關是哪個單位，部落定位為何? 

第三、 因山林已全面開放，有保護區的

劃設，比較保護部落，可限制外

人進去。 

處長： 

第一、 丹大道路並非定位在我們所稱

的林道，而是一般山區道路，長

度 50 多公里，單靠林務局能力

恐未及維護，此處亦為台電所管

理新東西線的供電線路，台電因

業務需要會讓道路暢通，我們與

台電是相輔相成的 。 

第二、 林務局為保育的主管機關，另可

規劃部落族人有一半以上參與

人數，成員包含專家學者及政府

機關，由部落族人共同決定部落

事項，有關族人數量將會另召會

議決定。 

 蔡孟杰 ： 

 如何維持台電溪底便道及道路通暢。 
處長：  

溪底便道及道路會修至相對安全 。 

迪昂・曼格格：  

每部落有多少諮詢委員，另單一窗口是

要由誰擔任。 

處長： 

諮詢委員會的機制可再討論，未來會成

立臨時平台討論部落成員數量及比

例，目前初步構想，至少每部落為二到

三人，以及原民會、林務局等公部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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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發言 回應 

位，總計至少 18位 。單一窗口部分，

未來將納入諮詢委員會討論。 

 

全枝財：  

林務局把司馬庫斯保護區的管理責

任交給部落，101 年我們邀請彰化教

會，將申請名冊給工作站，那時卻不讓

我們進去。 

處長：  

第一、 司馬庫斯的傳統領域未劃設為

保護區 。 

第二、 過去部落與公部門有不愉快經

驗，有關劃保護區需取得族人同

意，再來行政院 108年山林開放

政策，我們從過去社區林業計畫

到現在皆與部落溝通合作，全先

生的疑慮可放到部落會議決定。 

幸有田：  

傳統領域有被保護，過去我們未參與，

政府說要我們同意才執行，也要落實，

以孫海橋來說，林務局沒復原，以流籠

為臨時性通行，希望你們站在輔導落實

及用心的心態去做。 

處長：  

謝謝幸先生的意見，孫海橋據瞭解縣府

原民局及原民會有在努力，土地及其他

方面有需要林務局亦會配合，至於進入

丹大林道祖居地，族人因歲時祭儀、狩

獵及尋根等以機車進入林道，是不受阻

礙的。  

谷自勇 ：  

過去政府說一套做一套，最近雙龍部落

七彩吊橋，部落期盼已久，希望給部落

工作機會，後來因法律限制，接駁車載

人司機要有職業駕照，車齡 6年內及福

斯二百萬的，後因部落無法執行，由縣

府承包，目前政府推動部落一日遊，在

部落消費很少，林務局現推動保護區，

未來是不是有另一套說詞，目前這計畫

聽起來不錯，姑且再相信政府一次，因

為我們是善良的。 

處長：  

接駁車的部分，我們委託旋之恆管理顧

問有限公司評估，盤點族人是否有職業

駕照及現有可用車輛，因交通法規限制

載客車齡要在 6年以內，此部分謝謝你

提供的意見。  

全得志：  

願景是文宣還是計畫內容，希望可看到

具體計畫，第一個是老師說的山林開

處長：  

我們已擬定詳細的保育計畫，執行事項

皆有說明，並請專家學者審視，另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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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發言 回應 

放，第二是分區經營管理，實質面的部

份。 

面部分，計畫裡亦有說明，希望大家幫

忙檢視。 

 金泰吉代表：  

 建議七彩湖野生動物保護區應該改名

字，為丹大布農文化野生保護區。希望

林務局讓二分所小門暢通無阻，到祖居

地不要被管制。 

處長：  

謝謝代表的意見，名稱可以納入討論， 

並提送相關會議討論，不管是要文化、

部落或傳統領域，要符合法規，可做調

整。 

丹大站孫宗志主任補充： 

二分所管制，因值班人員凌晨要休息，

隔天要上班，若有緊急狀況，我們皆會

配合。 

捌、主持人總結： 

謝謝大家參與並表示贊同，後續有部落會議，由大家表示意見決定是否劃設

保護區，再請大家踴躍參加。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下午 9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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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與會人員發言紀要 

一、 松光輝主席： 

交通的部分丹大林道需要台電維修，建議日後直接由保護區計畫編列

費用修路。保護區的管理主管機關希望由部落占一半以上擔任，有決

定權決定進出的規定，保護區的主管機關是哪個單位，可否說明，部

落的定位是為何，是否有決定權決定是否可以進去?保護區的設置是

對外人限制，因山林已全面開放，有保護區的規定，是比較保護部落

的，限制外人進去，個人站在同意的立場。 

處長回應： 

交通的部分，林道長度 50 多公里，單靠林務局能力恐未及維護，林

道已多年未修，加上崩壞嚴重，再來此處為台電所管理新東西線的供

電線路，枯水期時為巡護查看需要，會讓道路暢通，我們與台電是相

輔相成的角色，丹大道路並非定位在我們所稱的林道，而是一般山區

道路，我們投注經費讓道路暢通，修路需要花相當經費，需要台電與

林務局共同修路，劃設保護區後，林務局尌有責任，維護道路的相對

安全。林務局為保育的主管機關，另可規劃部落族人有一半以上參與

人數，成員包含專家學者及政府機關，由部落族人共同決定部落事項，

有關族人須達二分之一，將會另召開會議決定。 

二、 蔡孟杰 ： 

 如何維持台電溪底便道及道路通暢。 

處長回應： 

外面溪底便道及道路會與台電修到相對安全，至於吊橋會花較多時間，不

是我們可以做決定的，先做我們自己可以做的，讓計畫可以繼續走下

去。 。 

三、 迪昂・曼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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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部落有多少諮詢委員的成員，另外所謂的單一窗口是要由那個部門或

協會擔任。 

處長回應： 

諮詢委員會的部分現在還沒討論到，未來會成立臨時平台，討論部落

成員數量及比例，至少每部落為二到三人，以及原民會、林務局等公

部門 6位，總計至少 18位，將來一併討論成員數 。單一窗口的部分

還沒有決定，未來將一併討論，是由部落共推或共同輔導，後續要作

細部討論。 

賴鵬智老師及郭育任老師：  

 尌我的經驗，單一窗口牽涉公部門跟民眾，包含很多人的權益，很

多地方採徵選機制，由有興趣的協會，提出計畫說明有多少能量及人

力可以運作諮詢委員會及對保護區有甚麼想法，由共管諮詢委員會決

定，若這個案子成立後會為台灣第一個野生動物保護區由公部門與原

住民族人共管的區域，維護傳統領域，此區為原住民居住地，除保護

動物，也保護原住民祖居地及文化遺產，避免外界人員丟棄垃圾，未

來採用總量管制人數，由受過訓練的族人進行環境解說，並有接駁車

機制，可以保護整個傳統領域，保護區可保護野生動物資源，讓動物

在核心區可以繁衍下一代，再跑出到其他區，便可以打獵，保護區堆

於狩獵及文化的保存，都很有意義，此區為歷史上第一個公部門與原

住民共管的保護區，原住民族人的委員數量會超過二分之一，有相當

高程度的決策權，是在台灣屬相當難得的案例，可以成為外國人取經

學習的範例。 

四、 全枝財：  

司馬庫斯是交由原住民管理的，林務局把保護區的管理責任交給部落，

101年我們邀請彰化的教會，有將申請名冊給林務局工作站，那時卻

不讓我們進去，很多事情政府心裡有案，說明會後由部落會議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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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上次不願意，七彩湖為丹社的傳統領域，應該由他們決定。 

處長回應： 

司馬庫斯的傳統領域，未劃設為保護區。過去部落與公部門接觸有不

愉快的經驗，此部分劃設保護區需取得族人的同意，並與族人多溝通，

社區林業早在民國九十一、九十二年進行，不是現在才來進行，再來

行政院 108年的山林開放政策去年通過，不過更早以前我們尌有這樣

的想法，代表林務局一直持續有再與部落溝通與合作來做改變，全先

生的疑慮可以把它放到部落會議去做決定，如果有反對我們也會欣然

接受，不管是同意或是反對，同意後未來還要做很多事情要做，為什

麼我們要拿石頭砸自己的腳，我敢這樣說明，未來我們會秉持承諾來

進行。 

五、幸有田：  

我們傳統領域有被保護，不知道是真是假，開始以前我們並未參與，

你們說要我們同意才執行，你們要做也要落實，不要擺爛，政府欺騙

原住民到現在，孫海橋林務局沒有能力把它復原，有心但是無能，以

流籠為主要通行，為臨時性的，且不安全，希望你們好好用心做，不

要擺爛，我們的祖先在山上已經等我們六七十年了，我們並無怨言說

為何不能上去，因為路途太遠，希望你們站在輔導落實及用心的心態

去做。 

處長回應： 

謝謝幸先生的意見，孫海橋據瞭解縣府原民局及原民會有在努力，另

外土地及其他方面有需要林務局亦會配合，樂觀其成這個案子在我們

互相合作下可以完成，至於進入丹大林道祖居地，族人因歲時祭儀、

狩獵及尋根等以機車進入林道，是不受阻礙的，以前的時代背景會有

限制，現在是完全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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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鵬智老師及郭育任老師 ：  

我同意大哥的說法，之前我與郭老師前幾年受林務局南投林管處委託

輔導陪伴 4村的人，尌是以用心愛心下去輔導，另關於孫海橋不是林

務局決定做或不做，是因為之前行政院決定不重建，讓山林休息，現

在孔文吉立委和縣府有爭取恢復這座橋，這部分由中央單位行政院決

定，並非由林務局決定，我從旁觀者的角色陪伴大家，希望未來該區

域可以保護我們的文化及動物資源，並發展環境教育解說的商機，我

個人立場是支持這個案子的。 

六、谷自勇 ：  

     過去政府在原住民部落說一套做一套，最近雙龍部落七彩吊橋，部

落已期盼三年，希望帶給部落工作機會，後來用很多理由及法律限制，

我們期待交通由部落接駁，讓部落有工作機會，當初講說給部落做，

並未寫下來，僅以口頭，後來依據法令規定，載人時司機要職業駕照，

車齡 6年內，車型要福斯二百萬那型的，這部分部落是做不到的，反

而由縣府去承包這些業務，未來發展不知對部落是是福是禍，因為目

前政府推動在部落一日遊，在部落消費很少，我很清楚附近東埔飯店

及日月潭飯店他們是團進團出，不會留在部落，票直接訂購走，所以

政府一直說一套做一套，現在林務局又推動保護區，所以我會懷疑，

將來是不是又會有另一套說詞，目前這計畫聽起來蠻不錯的，姑且再

相信政府一次，因為我們自己是善良的。 

處長回應： 

接駁車的部分，確實是我們一直在思考的，我們丹大站主任及所委託

的旋之恆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也有接觸一些，現在部落尚未有綠色商機

收入，尌要投注經費去買車，好像不太對，我在想我們族人裡面是否

有職業駕照及現有車輛可以使用，不要在還沒有賺到錢時，尌投注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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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此部份我們並不是沒有思考，因為交通法規限制載客車齡要在 6

年以內，此部分謝謝你提供的意見，我們會盤點部落的人、車，由部

落現有資源下去做，不希望還沒有綠色商機收入時，尌投注經費，並

請我們委託的公司下去評估。  

丹大站孫宗志主任補充： 

 接駁車的部分，我們已經委託旋之恆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盤點車輛等，

上週已召開工作小組會議，希望接駁車服務回歸給部落執行，該公司

會找監理站了解有無解套方式，並希望朝部落接駁的方案，以上。 

七、全得志：  

願景是文宣還是計畫內容，我們已經進入核心的討論，希望可以看到

具體計畫，第一個是老師說的山林開放，第二是分區經營管理，道路

暢通應該是保證，希望這次談的是實質的，不是只談願景，願不願意

讓我們重回部落，建立部落遺址，讓我們有安全回家的步道，我們丹

社要下去十九林班那條路，根本沒路可以走，走崩塌地都要冒很大的

危險，我希望可以看到保護區的管理辦理及具體承諾，例如山林共管

的部分及如何保護部落傳統領域。 

處長回應： 

 我們已擬定詳細的保育計畫，如何執行的事項皆有說明，並請專家

學者審視，另外剛提到的可以怎麼做的部分，計畫裡面亦有說明，剛

講的承諾或特約都會再計畫內詳細說明，例如要對該區域環境面積或

任何行為，會透過該諮詢委員會議決定，並非單由公部門決定，保育

計畫條約皆有紀載，希望計畫大家幫忙檢查，若有可以修正的地方再

請大家提出。 

丹大站孫宗志主任補充： 

此次公聽會只是將內容節錄，詳細保育計畫已公布於處網，請大家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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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檢視。 

八、金泰吉代表：  

建議七彩湖野生動物保護區應該改名字，丹大是布農族傳統領域，名

稱可以改丹大布農文化野生保護區，可以同時保護原住民文化及動物。

二分所的小門希望不要關起來，大門九點以後可以關，上次立委協調

會時有講到機車通行的問題，希望林務局讓小門暢通無阻，到祖居地

不要被管制。 

處長回應： 

謝謝代表的意見，名稱可以納入討論， 並提送相關會議討論，不管

是要做文化、部落或傳統領域，這部分要符合法令規定，適合的名稱

有對應的法規，可以調整以有更好的表現方式。 

丹大站孫宗志主任補充： 

二分所管制，我們值班人員凌晨也可開門，但同仁也要休息，因為白

天要上班，若有緊急狀況，我們皆會配合。 

九、幸國光村長： 

有共同機制管理的話，才可以保護原住民傳統領域，管制登山遊客。 

十、平文雄理事長： 

今天看到老中青都有，或許以前的年代有不安全感及不愉快，我們現

在應該學會放下放開心胸，這件事情不會因為一場公聽會尌被騙，隨

著年代的變遷，年輕人教育程度高，我們不要有太多私仇，尌我的立

場我保持開放的心態，但是我尊重你們的意見，看要跟不要，目前這

些為規畫執行階段，還未彙整各原住民部落意見，這些會送中央及審

計部去審，如果覺得有甚麼不妥，目前已舉辦五場說明及公聽會，我

們都知道甚麼是行不可行，未來村落會比照跟採礦一樣舉辦部落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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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家投票共同決定，並實現實質上的共同經營。再來，此部分會破

壞嗎，有封山淨山，配合非汛期開放，剛講到司馬庫斯並非保護區，

而是內部的分享，他們已經快經營不下去了。 

十一、全文才議員： 

公聽會為部落型態，我們有五個村的理事長，部落會議及鄉民代表，

案子開始是由林務局開始召開會議，剛簡報所提的內容，可以到網路

上看保育計畫，我比較擔心橋的問題，這也是我跟林務局提說橋太久

沒修，孫海橋和道路及租居地是我所關注的，是否之後做一些安全便

道，讓族人可以回家，我會努力在這個橋的部分，現在的構思可能要

做吊橋，讓貨車可以過，因為中央的政策的問題，不會做水泥橋，其

次吊橋的部分原民局及原民會已經在做鑽探測詴何處適合做橋墩，丹

大的道路很難修復，在這裡很感動大家的參與，有你們的參與，我們

才有動力繼續下去。 

十二、處長補充： 

這是一體的兩面，如果沒有計畫林務局很難跟審計部爭取經費，因為

有保護區，村民因尋根需要修復道路，否則只能維持現狀，原民會對

於家屋租居地亦無法籌措經費修繕或修路，因為有保育計畫，經費才

可以到位，是一體兩面的，因族人有生態導覽解說的需求，讓道路通

暢及可以特許族人進出，而其他的人需要透窗口或自行申請才可以進

去，大概是這樣的因果關係，提供給大家參考。 

十三、松光輝主席:  

希望把諮詢委員會的具體成員寫出來，另外名稱可以加上丹大布農文

化野生動物保護區，我知道這計畫裡面有一個對部落友善環境的空間，

希望加上保護布農文化的部分，另外大家想看具體條例的部分，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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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南投處網站看草案計畫，如果有意見可以再商量，接著希望三月部

落會議大家一起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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