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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原民專庭

• 司法院101年10月8日院台廳司一字第1010028460號函。

• 司法院指定臺灣桃園、新竹、苗栗、南投、嘉義、高
雄、屏東、臺東、花蓮等9所地方法院自102年1月1日
起設立原住民族專業法庭（股），並請於101年11月
底前選定辦理該事務之法官，俾參加研習，另審理案
件範圍及案號字別如附件，請查照。

• 按原住民族基本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政府為保障原
住民族之司法權益，得設置原住民族法院或法庭。另
各級法院法官辦理民刑事與行政訴訟及特殊專業類型
案件年度司法事務分配辦法第13條第2項亦定有司法
院得指定法院設置原住民族專業法庭或專股之明文。
審酌原住民事務之特殊性，並考量尊重原住民族之傳
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爰請依旨揭事項配合辦理。





司改國是會議會議決議回顧

2017年5月13日，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

會議第一分組第三次增開會議。

決議主旨：

政府相關院部應建立有效保障原住民族司法權益機制，提高司法專

業人員對文化衝突之敏感度及原住民族相關專業法律知識，以落實

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2項、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及原住民

族基本法等保障原住民族司法權益之精神。



短期部分

培養司法相關人員之文化衝突敏感度，
落實保障原住民族之司法權益：

(1) 針對辦理原住民族案件之司法人員(含法官、
檢察官、律師及警察等)，各機關除定期舉辦在
職訓練等系統性課程外，宜安排至部落辦理實
務工作坊，實際深入部落了解其文化及生活。

(2) 針對未來原住民族專庭法官之選任，建請司
法院研議原住民法官專業證照制度，鼓勵法官
取得證照，且以取得證照之法官優先擇用為原
住民專庭法官。

(3) 應以政策(例如研議於律師考試以「原住民
族法律」為選考科目之一)鼓勵各大學法律學院
系所增設原住民族研究之相關課程，瞭解文化
衝突案件之判斷基準等等。



中期部分

•檢討原住民案件審理事件範圍，研擬增設原住民族司法諮詢委
員會、人民參與審判制度應考量原住民案件的文化因素。

• (1) 司法院應檢討原住民族專庭審理事件範圍，將未具原住民
族身分但屬於文化衝突案件亦納入原住民族專庭審理。並研議
規劃原住民案件巡迴法庭制度。

• (2) 建請原住民族委員會研議增設原住民族司法諮詢委員會，
於認定案件是否為文化衝突案件有疑義時，得請原住民族司法
諮詢委員會出具諮詢意見或提出文化抗辯是否成立之意見，作
為辦理案件參考依據。

• (3) 司法院於研擬人民參與審判制度時，應將原住民案件之文
化因素納入立法考量(例如參考國外法例，引入長老或部落代
表參審之精神)。



長期部分及
其他決議

我國應參酌各國立法例，研議承認

原住民族習慣法及設置原住民族法

院之可行性，以實踐原住民族司法

自治之精神。

司法院應加強宣導工作，利用電視、

廣播，以及電子媒體方式宣傳原住

民族人權利，藉此提高族人使用此

機制之意願，並且警政單位應確實

告知族人權利，提醒當事人得以電

話進行其案件法律諮詢。





原住民族傳統紛爭解決機制

• 金箔在雅美族社會，常被視為賠償罪責的代價。
一整塊金片，可作為賠償被誤殺者一人之象徵。
（實體規範）。

• 賠償條件談妥之後，約定日期由犯罪者之父母或
兄弟，攜帶賠償之金箔及豬隻，由促成和解之人
陪同到被害者家裡。豬隻放在門口，先交付賠償
之金箔。兩方直系血親皆受邀參加，雙方男性親
屬各持槍（Teinalulut）參加並圍著豬隻，由被害
者一方對豬念咒語後以槍刺殺之，然後抬到野外
堆草燒熟去毛後，在抬回分解煮熟，分肉共食
（程序規範）。



程序與實體的呼應

• 原住民族司法體系特色之一，在於「實體
與程序」的融合。

• 現代司法制度的核心觀念，則是「程序正
義」與「實體正義」分離並重。

• 原住民族司法體系之建立，必須程序與實
體相互呼應。國家法制吸納原住民族規範
精神後，才能建立符合部落法意識的司法
制度。



建立原住民族司法體系之芻議（一）

• 「不修法的原則」，可能無法建構符合部落規範
體制的原住民族司法體系。

• 在既有國家司法體制下，設置原住民族專庭，只
能回應部分「實體規定」。但仍與原住民族之傳
統「程序規定」有別。

• 美國學者James Yaffe曾說：「定作的正義，正如
定作的衣服一樣，只有在裁縫能夠投入大量的時
間，並且充分地尊重顧客的情況下，才能合乎實
際。」



建立原住民族司法體系之芻議（二）

• 從「偶然的」櫸木案到「必然的」多元司
法體系的契機。

• 立法院第7屆第5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3
次全體委員會議委員建議事項：最高法院
98年度台上字第7210號及臺灣高等法院98
年度上更（一）字第565號判決，就泰雅族
原住民之傳統文化及生活習慣闡述甚詳，
請司法院轉請臺灣高等法院檢送上開判決
供法官參考。



結論

• 探究各個族群之司法體系，包括程
序規定與實體規定。

• 思考原住民族司法體系，在國家法
制中之定位。

• 讓「櫸木案」從偶然轉變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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