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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居住及就業為生活基本需求，由於原住民族因歷史及居住地理環

境因素，使其社經層面較為弱勢，且其文化及族群特色較為明顯，爰如

何滿足原住民族居住及就業需求乃施政重要課題。本文透過統計數據

觀察新北市原住民族居住及就業補助之資源配置，並了解新北市政府

(以下簡稱市府)未來努力的政策方向，以供相關部門施政參考。 

貳、全國與六都原住民族人口概況 

觀察全國與六都原住民族人口及其占全市人口比率，107年底新北

市原住民族人口數 5萬 5,607人，其占全市人口比率為 1.39%，均僅次

於桃園市(7萬 3,874人，3.33%)，六都中屬原住民族人口較多者。再觀

察原住民族人口分布，107 年底新北市非原鄉區1原住民族人口數計 5

萬 2,706 人，在有原鄉區的四都中僅次於桃園市(6 萬 5,258 人)，且新

北市非原鄉區原住民族人口數占全市原住民族人口比率達 94.78%，係

有原鄉區之四都中最高者；綜觀六都之非原鄉區原住民族人口占該市

人口比率均超過七成五，顯示六都的原住民族人口均集中於非原鄉區。

                                                      
1
 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又稱原鄉區)即縣改制為直轄市時，其轄下之山地鄉(以原住民族為主要居民
之地方行政區)改制而成，擁有地方自治權限，六都中現僅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及高雄市等
四都境內有原鄉區，另本文之非原鄉區係指直轄市境內非屬原鄉區的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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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青壯年2人口觀之，107 年底新北市原住民族青壯年人口數為 3 萬

6,260 人，僅次於桃園市(4 萬 6,836 人)，且其占原住民族人口比率為

65.21%，為六都最高(表一)。 

表一 107 年底全國與六都原住民族人口概況 

單位：人、% 

區域別 

原住民族人口 非原鄉區原住民族人口 原住民族青壯年人口 

人口數 
占全市人口 

比率 
人口數 

占原住民族 

人口比率 
人口數 

占原住民族 

人口比率 

全 國 565,561 2.40 398,939 70.54 347,417 61.43 

新北市 55,607 1.39 52,706 94.78 36,260 65.21 

臺北市 16,713 0.63 16,713 100.00 10,637 63.65 

桃園市 73,874 3.33 65,258 88.34 46,836 63.40 

臺中市 34,514 1.23 30,209 87.53 21,685 62.83 

臺南市 7,938 0.42 7,938 100.00 5,053 63.66 

高雄市 34,670 1.25 26,057 75.16 21,794 62.86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若從新北市各行政區看原住民族人口及其相關指標，107年底原鄉

區烏來區之原住民族人口數 2,901人，惟其人口密度因土地面積(321.13

平方公里)為 29 區中最大者，致每平方公里僅 9.03 人。另觀察新北市

非原鄉區之各行政區，107年底原住民族人口數以樹林 6,298人、新莊

5,311人及汐止 4,408人等 3區最多，而原住民族人口密度則以蘆洲每

平方公里 281.10人、新莊 269.07人及樹林 190.11人等 3區最大，相對

其他區而言，上述人口較多及人口密度較大代表民眾在居住方面需求

較大。若由原住民族青壯年人口觀之，107年底原住民族人口達 1千人

以上之行政區，其青壯年人口占該區原住民族人口比率皆達六成以上，

而青壯年人口除生產力較高外，亦承擔家庭扶養責任，爰其就業需求較

                                                      
2
 青壯年係指 15 歲至 54 歲原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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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府相關政策應將原住民族青壯年人口就業需求納入考量(圖一)。 

 

參、新北市原住民族居住服務概況及其成果 

一、出租住宅及建購、修繕住宅補助 

為滿足境內原住民族基本居住需求，市府提供原住民族出租住宅，

以及建購與修繕住宅補助等居住服務。其中，原住民族出租住宅包括三

峽區原住民族安置住宅(147戶)及新店區中正國宅丁區 H棟(56戶)，計

203戶，其 105至 107年(以下簡稱近 3年)均全數出租，此出租住宅提

供設籍於新北市、年滿 20歲且具有原住民族身分之民眾申請，並優先

出租給經濟弱勢者(如：低或中低收入戶、市府列冊之河濱聚落拆遷戶

等身分)。此外，市府亦提供居住 4個月以上之境內設籍原住民族建購

住宅補助(每件補助30萬元)及修繕住宅補助(每件補助上限為15萬元)，

烏來區 樹林區 新莊區 汐止區 板橋區 土城區 新店區 中和區 三峽區 鶯歌區 三重區 蘆洲區 林口區 淡水區 五股區 泰山區 瑞芳區 永和區

原住民族人口數（人） 2,901 6,298 5,311 4,408 4,294 4,180 3,493 2,996 2,991 2,832 2,416 2,090 1,962 1,911 1,872 1,268 1,254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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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107 年底新北市原住民族人口達千人以上之各區人口概況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附  註：除原鄉區烏來區外，僅納入原住民族人口達 1 千人以上之非原鄉區，並以該區原住民族人口數由多至少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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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滿足經濟能力較佳且偏好自力建購及修繕自用住宅原住民族之需求，

近 3 年累計修繕住宅補助金額達 1,370 萬元，累計建購住宅補助件數

53 件，其中原鄉區烏來區累計修繕住宅補助金額達 1,129 萬元，惟未

有申請建購住宅補助者；在非原鄉區中，近 3 年累計修繕住宅補助金

額以汐止 153萬元、新莊 99萬元及樹林 90萬元等 3區最多，累計建

購住宅補助件數則以淡水 13件、瑞芳 6件、樹林及五股均 5件等 4區

最多，綜合觀之，區域人口數、人口密度與居住環境特性，以及各區當

地原住民族之族群特色、經濟條件及居住需求等因素，皆影響原住民族

申請住宅建購、修繕補助之意願，其成因較為複雜(圖二)。 

二、河濱部落安遷計畫 

原位於新北市三鶯大橋下，有近 40年歷史的三鶯部落，因位於行

水區內，依法不得興建屋舍且具有水患等居住安全問題，市府為尊重原

住民族文化差異性及原住民族意願，並納入「都市型原住民族部落營造」

蘆洲區 新莊區 樹林區 板橋區 永和區 中和區 三重區 土城區 鶯歌區 泰山區 汐止區 五股區 林口區 新店區 淡水區 瑞芳區 三峽區

原住民族人口密度

（人 /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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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105 至 107 年新北市原住民族人口達千人以上之各區住宅累計補助概況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附  註：僅納入原住民族人口達 1 千人以上之非原鄉區，並以該區原住民族人口密度由多至少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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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首創河濱原住民族聚落易地遷建方案。此方案採取政府建設公

共設施並推出政策性住宅專案貸款，再搭配原住民族自力造屋，亦即原

住民族自籌款、銀行貸款及政府補助款各占三分之一的「333 模式」，

協力打造三峽原住民族生活文化園區，原三鶯部落原住民族亦於 107年

3月全數遷住至園區內。 

為打造具原住民族人文特色之「都市部落」，市府考量原住民族經

濟發展性，以社區總體營造概念，持續於新北市境內三峽及溪州計 2座

生活文化園區內，建設多功能文化聚會所、部落藝文廣場、環境綠美化

及景觀意象營造等相關工程；另考量原住民族農耕需求，市府亦結合都

會休閒體驗，建置原住民族特色農園，發展原住民族傳統友善耕作。各

園區除提供部落原住民族辦理集會活動、傳統歲時祭儀及藝術展演空

間外，亦為扶老、育幼照護及自主性福利服務之據點，可支持部落發展

生活、生產及生態之三生永續產業(表二)。 

表二 新北市原住民族生活文化園區服務概況 

三峽原住民族生活文化園區 

自力造屋工程 現已全數完成遷住，部分家屋現正進行鋼骨組立及室內裝設。 

部落總體營造計畫 包括多功能文化聚會所、部落藝文廣場、環境綠美化及景觀營造等相關工程。 

溪州阿美族生活文化園區 

第一期公共工程計畫 
包括道路、排水、照明、生活管線、道路擴充及景觀改善等公共基礎設施工程，以

及自力造屋工程。 

第二期公共工程計畫 包括原住民族文化聚會所、第二期公共設施及景觀營造等相關工程。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6 

 

肆、新北市原住民族就業服務概況及其成果 

一、職業訓練 

觀察新北市原住民族勞動參與狀況，107年勞動力參與率 66.3%，

且 100至 107年(以下簡稱近 8年)勞動力參與率均達六成三以上；107

年失業率 4.3%，且近 8 年失業率除 100 年外均低於 5.0%，惟起伏較

大。若與同期間人力資源調查之新北市整體勞動參與狀況比較，雖近 8

年原住民族勞動力參與率均高於新北市整體，惟其失業率與整體相較，

除互有消長外，起伏變動亦較整體明顯，爰此，為降低及穩定原住民族

失業率，市府除提供職訓資源協助原住民族累積就業技能外，亦提供就

業訊息以提高原住民族求職媒合機會(表三)。另依 107年「原住民族就

業狀況調查」結果顯示，全國 15歲以上原住民族就業者主要從事之行

業為「製造業」(女性為主)及「營建工程業」(男性為主)，而其主要從

事之職業為「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女

性為主)及「技藝有關工作人員」(男性

為主)，整體而言，原住民族主要工作型

態屬於低技術性及勞力密集型，爰其易

受到經濟景氣、產業外移及移工政策等

就業市場環境因素影響，致原住民族失

業狀況較易起伏。 

表三 107 年新北市整體及原住民族勞動
參與概況 

單位：% 

年別 
勞動力  失業率  

參與率 原住民族  原住民族 

100 58.8 64.6 4.4 5.3 

101 59.2 67.7 4.2 3.2 

102 59.2 63.4 4.2 4.6 

103 59.2 64.7 3.9 3.1 

104 59.2 64.7 3.7 4.1 

105 59.1 68.7 3.9 3.9 

106 59.0 64.0 3.8 3.8 

107 59.1 66.3 3.7 4.3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調查報告、原住民族就業狀況調

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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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鑑於原住民族就業型態多屬低技術性及勞力密集，爰持續透

過職業訓練厚植原住民族就業技能。觀察近 8 年新北市原住民族取得

技術士證照獎勵金補助人次，歷年累計達 2,760人次，且以女性為主(除

106年外)，再觀察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申請人次，歷年累計達 391人次，

亦以女性較男性多，顯示除市府歷年皆提供資源鼓勵原住民族參與職

訓外，原住民族對於職訓資源亦有穩定需求，尤以女性較男性高，後續

相關政策宜將此現象納入考量(圖三、四)。 

 

二、各項相關經建服務 

原住民族文化為臺灣重要資產，若能以其豐厚的傳統文化內涵及

特色結合相關產業，將使原住民族擁有展現創意及發展經濟之機會。爰

市府為扶植原住民族表演藝術產業，舉辦「新北市原 Band大賞」及《高

砂戀歌》音樂劇；為推廣原住民族農事文化，興闢原住民族特色農園；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取得技術士證照

獎勵金補助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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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 406 393 351 351 286 282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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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歷年新北市原住民族技術士證照補助概況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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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歷年新北市原住民族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補助概況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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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動泰雅族編織技藝傳承，設立泰雅族織藝推廣據點；另建置原住民

族文創聚落平臺，做為原住民族推動創意經濟、人才培育及產業合作之

據點(表四)。 

另，市府為促進原住民族經濟發展並提升其競爭力，在創業方面，

除成立原住民族經濟顧問團以提供創業輔導服務外，亦輔導原住民族

申辦各項創業貸款；在就業方面，開辦各項專業人員培訓班並輔導學員

獲得相關技術證照，培力原住民族專業技術能量；另於烏來、板橋及淡

水區設置計 3 處原住民族商場，以推廣及販售原住民族風味料理及文

創商品，可增加就業機會並產生經濟效益(表四)。 

表四 新北市原住民族經濟發展服務概況 

推動原住民族創意經濟發展 

新北市原 Band 大賞 
於 107 年 8 月 5 日辦理第 8 屆大賽，計 29 組樂團報名參賽。除透過網路媒體線上直播賽

事外，並於賽後媒合 18 個原住民族樂團參與商演計 43 場次，以增加各樂團演出機會及

其知名度。 

《高砂戀歌》音樂劇 

透過試演會海選招募演員計 41 名，並提供其 200 小時培訓課程，於 107 年 9 至 10 月間

採售票方式辦理 4 場音樂劇、計 1,500 人次觀眾到場，另榮獲臺灣師範大學所主辦之知音

大賞音樂劇大賽共 4 座獎項。 

原住民族特色農園 
為推廣原住民族傳統農事文化，於三峽及鶯歌區興闢原住民族特色農園，參與農事原住民

族計 99 人，另辦理農業輔導課程計 28 小時，聘請友善耕作專家分享相關實務。 

泰雅族織藝推廣據點 
為推動泰雅編織技藝之傳承及其文化，於烏來區設立推廣據點，除作為烏來泰雅民族博物

館教育推廣場所外，亦辦理工藝文化研討及織品展示等活動，現有 166 件文物展示。 

  跨界交流座談會 
邀請國際時尚圈知名臺灣服飾設計師潘怡良、金屬配飾設計師李令言及原住民文化設計師

阿瑪亞‧賽斐格，連袂分享如何運用傳統工藝結合時尚及發展相關產業，計 50 位民眾參

與。 
  服裝展示秀 

透過走秀發表潘怡良老師及 30 位在地編織工藝匠師之服飾作品共 30 套，以展現泰雅傳

統編織技藝結合流行時尚之設計概念，計 200 位民眾參與。 

原住民族文創聚落平臺 
將新北市立五峰國民中學舊校長宿舍閒置空間再利用，於 107 年 8 月建置原住民族文創

聚落平臺，成為原住民族推動創意經濟、人才培育及產業合作之據點。 

提升原住民族經濟競爭力 

原住民族經濟顧問團 
敦聘專家、學者及績優事業體負責人擔任顧問，提供新北市原住民族事業體經營管理或創

業諮詢等輔導服務。 

輔導申辦創業貸款 

除協助原住民族申請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外，107 年 7 月起輔導境內微型及中、小

型原住民族事業體申辦「原住民族創業及所營事業信用保證融資貸款」計 3 件（核貸金額

計 70 萬元）。 

開辦專業技能訓練班 

除開辦原住民族大客車駕駛人、托育人員、導遊人員等專業人員培訓班外，於 107 年 7

至 8 月間辦理「原住民族特色風味餐點訓練班」共 120 小時，參與學員計 21 人，並成功

輔導 4 人獲取中餐烹調葷食丙級技術士證照。 

原住民族商場 
於烏來、板橋及淡水區設置原住民族商場，由原住民族企業或工坊承攬經營，以推廣及販

售原住民族風味料理及文創商品，而能創造商機並增加就業機會。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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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政策建議 

為推動原住民族居住及就業服務，市府於 107年 12月 6日在三峽

原住民族生活文化園區舉辦「新北市原住民族群事務會議」，邀請境內

族群領導人、團體代表、部落法人及原住民族族人，分享歷年推動原住

民族相關政策之成果，亦說明樹林區南園段原住民族社會住宅的建設

規劃，參與者約 250 人。透過此會議一方面建立原住民族溝通交流平

臺，讓各族群的寶貴意見或訴求轉化為實質原住民族政策方案，以協助

市府推動各項原住民族居住、教育、文化、經濟及福利政策；另一方面

提供各族群充分表達意見的場合，以達「族群平等、多元共榮」之目標。 

展望未來，市府除持續落實「新北市保障原住民族就業自治條例」

及「新北市促進原住民族經濟事業發展自治條例」，以保障境內原住民

族就業及發展經濟的權利外，亦將定期召開族群事務會議，以加強各族

群文化事務合作協同機制，並做為推動原住民族永續發展之重要基礎；

更進一步，藉由規劃南園生活文化園區及原住民族天使基金等相關政

策，以建置富有原住民族文化特色、符合原住民族生活習慣而又現代化

的原住民族社區，以及提供原住民族品牌、研發、培訓及獎勵等相關資

源，以發展原住民族特色產業、安定就業，戮力打造新北市成為原住民

族安居樂業的福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