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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七彩湖野生動物保護區劃設案人倫部落場次公聽會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9年 2月 19日下午 6時 00分 

貳、會議地點：南投縣信義鄉人和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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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大林道周邊生態資源豐富，108 年行政院已宣布山林全面開放，

若丹大林道山區無適切的加以管制，任何人皆可進入，甚至破壞環

境，保護區劃設能保護部落的祖居地，並限制外人隨意進入。 

二、一般外地民眾須透過公部門輔導的單一窗口申請進入許可，也讓部

落族人有專屬導覽解說權，並透過總量管制保護該區域。 

三、劃設保護區對族人原有權益不受影響，然最終劃不劃設仍是由族人

自己來決定，大家可以多發表意見，至於分區規劃之核心區選定亦

可由部落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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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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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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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月 13及 16日於雙龍及潭南辦理 2場次公聽會，花蓮處亦已辦

理 4場次說明會，今天在人倫部落召開公聽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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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落會議主席-田東憲：  

第一、丹大林道法規的部分，涉及水

利法、水源水質保護區、水土保持

法、森林法及劃設保護區，是由哪些

機關負責?  

第二、所謂經營夥伴關係是建立在雇

傭抑或委託關係? 

第三、核心區、緩衝區及永續利用區 3

個分區，法律位階的界定，由何單位或

法源來執行監督? 

 

處長： 

第一、水利法及水源水質保護區主管

機關分別為經濟部水利署及行政院

環保署，水土保持法為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水土保持局主管，森林法及劃設

保護區的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林務局，本局亦為統籌的角色。 

第二、保護區成立初期先由部落推舉

代表組織諮詢委員會，續將組織共管

會，以討論相關事項，為夥伴關係。 

第三、劃設野生動物保護區主管機關

為林務局，其分區是依據野生動物保

育法來劃設。 

王秋菊： 

各區域顏色分別是甚麼? 

 

丹大站孫宗志主任回應： 

核心區僅不能打獵，其他原有權益不受

影響，並可作為保護動物的區域；永續

利用區及緩衝區可打獵 。 

金馬嵐副主席： 

族人進去裡面不用申請，那開車呢?  

人倫分站何時可以進出? 

處長： 

之前族人進去丹大林道或許多少都有

限制，現已全面開放山林。另，能不能

開放開車，丹大林道目前算是危險的，

因應保護區的劃設及導覽解說的需

求，政府機關可編列經費，讓道路通暢

及安全，未來道路可否供車輛通行，需

要與各公部門持續協調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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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發言 回應 

丹大站孫宗志主任補充： 

人倫分站，為本處水里工作站轄區，有

開放的彈性時間，將請水里工作站主任

聯繫村長進行說明。 

捌、主持人總結： 

非常謝謝大家，今天辦理公聽會的主要目的尌是來聽聽大家意見，村

長及意見領袖都表示繼續走下去，謝謝大家熱烈鼓掌表示〝同意贊成〞

保護區的劃設，感謝大家與會蒞臨。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下午 8時 00分。 

  



4 

附錄：與會人員發言紀要 

一、部落會議主席-田東憲： 

第一個部分丹大林道法規的部分，涉及水利法、水源水質保護區、水

土保持法、森林法及劃設保護區，這部份法律是有哪些機關負責 ，

第二夥伴關係，所謂經營夥伴關係是建立在何種法律關係，是雇傭關

係還是委託關係，這邊林管處還要再研議，第三有設定三個區域為核

心區、緩衝區及永續利用區，法律位階的界定在哪裡，如果未來族人

有使用需求，未來公權力的介入，由何單位或法源來執行監督，此部

分與鄉親息息相關，在哪區做了甚麼，會觸犯甚麼法律，由誰來監督

執行，甚至誰來負責訴訟工作的協調或幫助，任何行為都有一個法律

基礎，如果現在沒有法規保護的話，所有鄉親在這個範圍的所有行為，

是不是還有重輕緩，是否有相關的行為規則，這些都要考慮，在哪些

區域從事哪些行為，以及觸法時要處罰到甚麼程度，相關辦法應研擬，

以及希望居民做到甚麼程度，才不會觸法。 

處長回應：  

謝謝主席的意見，第一、剛講到所涉及的法規，保護區的統籌單位為

林務局，涉及到的許多法規，例如：水利法及水源水質保護區分別為

經濟部水利署及行政院環保署，水土保持法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主管，森林法及劃設保護區的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

務局，林務局居中協調溝通，劃設保護區的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林務局，涉及的法規為野生動物保育法，農委會體系底下的法規

分的很清楚，推動保護區的主管機關為林務局，其他涉及的法規我們

要尊重其他機關，包含原民會的原基法，這次我們為什麼會來做部落

會議的說明，尌是踐行原基法第 21 條的諮商同意權，得到部落的同

意，並依程序執行。第二、後續保護區劃設後會成立共管會，所謂夥

伴關係是雇傭或是委任關係，我們會先組織諮詢委員會，並由族人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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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代表參與，相關特約及制定事項會經過約定，並以白紙黑色訂下任

何人不能任意更改，若要更改需要經過委員會的同意，我們是夥伴關

係共同來管理保護區，其實共管是部落拋出議題出來，例如狩獵、漂

流木、林產物的採取，很少針對真正的議題去做共管，這會是我們跟

部落後續共管的模式，所有的東西都是要經過共管會議決定，包含進

出的人數及環境教育解說的收費。第三、劃設野生動物保護區是依據

野生動物保育法來劃設，並依施行細則第 12 條細分核心區、緩衝區

及永續利用區分區執行，主管機關為林務局，以後很多事項會透過共

管會議或是特約來決定及協調。 

二、王秋菊：  

各區域顏色分別是甚麼? 

丹大站孫宗志主任回應： 

粉色區域為核心區，僅不能打獵，可作為保護動物的緩衝區域，其他

原有權益不受影響。綠色區域為永續利用區及橘色區域為緩衝區，可

以打獵。 

三、金馬嵐副主席： 

族人進去裡面不用申請，那開車呢?族人應該可以直接開車進去，只

要憑原住民身份文件，另外，人倫分站何時可以進出?。 

處長回應： 

之前有誤會，族人進去丹大林道或許多少都有限制，現已全面開放山

林，我們在林務局算是步調比較快的，過去的不愉快，不會讓他再發

生。開門? 

另外，能不能開放開車，丹大林道目前算是危險的，因應保護區的劃

設及導覽解說的需求，政府機關可編列經費，讓道路通暢及安全，未

來路可否供車輛通行，需要各公部門持續協調維護，前陣子我們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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摔了兩個，道路安全的問題是我們相當重視的。 核心區緩衝區永續

利用區對於族人來說，林產物依然可以自用，只有十二種林產物需要

部落會議同意，才可利用，以上簡單說明。 

丹大站孫宗志主任補充： 

有關丹大林道車輛進去，族人尋根皆可進入，以及公務上使用， 

非汛期時，可以藉由成立共管會的機制，由部落族人決定討論， 

至於人倫分站，為本處水里工作站轄區，有開放的彈性時間，將請水

里工作站主任聯繫村長進行說明。 

賴鵬智老師 : 

我跟郭老師一同輔導大家，並成立丹大布農生態旅遊協會，選出理事

長，金財富理事長於前陣子連任，南投林管處為了推動並保護丹大林

道的資源，不要讓外人隨意進出，如果不限制通通開放，外面的漢人

很會做生意，為了保護族人權益，如果大家在保護區隨意丟棄垃圾，

透過劃設保護區可以保護族人傳統領域，僅核心區不能有狩獵行為，

緩衝區及永續利用區，而核心區的動物繁衍後，可以在跑到緩衝區及

永續利用區。將來是以共管會的形式，為將來第一個由原住民與政府

機關共同保護的典範，林務局為幫忙我們復興文化的好朋友以及發展

生態旅遊的好朋友。 

四、原住民族委員會-邱家豪： 

今天來聽聽大家的意見，後續需經過部落會議同意才可以劃設，並將

大家意見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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