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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台灣地理學者研究原住民（族）相關主題一覽表 
時間 作 者 研究題目(出處) 摘    要 

1968 王洪文 南投縣魚池鄉之地理特性 

（國立臺灣大學理學院地理學系研究報

告第五期，66-106 頁） 

該文主要探討魚池鄉之自然地理特性及其影響，以及

部分敘述其人文現況及其將來發展。該文認為山岳區

之開發為該鄉經濟發展之重點，並建議實施農業多邊

經營，重視手工藝，改進高丘區林木與觀光業等。 

1971 李思根 蘭嶼的地理環境與開發前途 

（私立中國文化學院地學研究所碩論）

該文意圖探討蘭嶼地理環境之潛力，並試圖從地理學

之角度探究此離島在台灣經濟發展中，居於何種地

位，以及在開發與移民而論，具有何種可能性。 

1973 林素琴 綠島蘭嶼地理景觀之綜合比較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該文作者以實地調查所得，輔以相關圖書及公部門資

料，繪製圖表整理分析，將兩島（綠島漢人、蘭嶼雅

美族）之自然與人文景觀作綜合比較，並尋求其異同

之處。 

1974 李逢春 苗栗縣山地開發的地理研究 

（私立中國文化學院地學研究所碩論）

該文以研究區（苗栗縣山地區）內絕對高度 500 公尺

為劃分摽準，探討其地理環境之特性並關切台灣山地

最有系統與最合理之開發。 

1975 李逢春 苗栗縣山地區自然環境與農業土地利用

的地理研究 

（私立中國文化學院地學研究所研究報

告第二集，209-257 頁） 

該文透過對苗栗縣山地區的自然環境與農業土地利用

之探討，表達希冀台灣山地資源能有計畫之開發。文

中建議以山胞每一部落為一單位，行農林牧之綜合經

營示範，使山胞就近學習。 

1982 李逢春 苗栗縣泰安、大湖、卓蘭和三義四鄉鎮

山坡地開發的小區域地理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博論） 

該文針對苗栗縣山地鄉泰安鄉進行自然與人文環境之

調查與說明，並依據其地理條件與可利用限度，提出

整體區域規劃因應之道。 

1985 林 玲 台灣山地保留地土地利用變遷之研究─

以秀巒村為個案分析 

（國立台灣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該文以秀巒村（新竹縣尖石鄉）為例探討在民國 55-73

年土地利用上的變化，進而了解其變化的特性，合理

性與原因。作者認為該村每塊土地的混種情形非常

少，就整體土地利用而言，在空間上的連續性低且呈

複雜的形態。而秀巒村發生土地利用變化的主要原因

是聯外道路的開闢，促使貨物與訊息的流通。 

1986 林綱偉 蘭嶼雅美族的環境適應與變遷 

（國立台灣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該文採生態適應的觀點，探究蘭嶼雅美族的文化變遷

現象。其研究結果發現維繫其社會組織運作之傳統人

地關係所涵蘊而生的文化特色，迄今無所變動，改變

的只是適應環境變遷下的維生行為。 

1986 謝明霖 山胞遷村與環境調適之研究－以苗栗縣

南庄鄉遷村計畫為個案研究 

（國立台灣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該文以人與環境相互關係之觀點，藉由苗栗縣南庄鄉

東河村泰雅族山胞遷村計畫之個案，從遷移者在環境

變遷過程中所表現的社會與經濟活動的差異，來探討

其對新環境調適之情形。該文研究顯示大部分山胞對

新環境的調適情形均不太好。 

1986 蔡主恩 臺灣基督長老教會的擴展研究 該文主要是以空間組織及擴散之觀點來探討台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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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長老會之傳入及組織演進過程。作者透過問卷方式，

從教會成立時期、建堂佔地面積、信徒人數、社區服

務性活動等指標，分別討論平地教會與山地教會之區

域特性。。 

1987 張峻嘉 山村生計活動之變遷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該文以生態系統的觀念，探討新竹縣五峰鄉桃山村泰

雅族山胞生計活動的變遷。作者以交通運輸改善、市

場需求的訊息、生產工具革新、山胞政策導入以及宗

教傳入等要素，考量桃山村的生計活動由自給自足的

狩獵活動，逐漸轉換為市場指向的農林活動。 

1987 李建堂 山地保留地土地利用變遷之研究—屏東

縣霧台鄉個案分析 

（國立台灣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該文經由土地利用之變遷，探討台灣光復迄今，山地

保留地內人地關係的演變狀況，並藉由霧台鄉之個案

研究，深入瞭解土地利用在時、空下的變化情形及問

題之所在，以供未來山地發展和政府施政之參考。 

1988 吳豪哲 阿美族山胞城鄉遷移與生活調適之研究

－以原住地東部富田地區及移往地台北

近郊山光社區為例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該文以地理學空間觀點及社區生態系統的觀念，探討

阿美族山胞從原住地農業鄉鎮（花蓮縣光復鄉富田社

區）至移住地工商都市（台北縣汐止鎮樟樹里）之人

口遷移現象，及其遷移到都市以後在生活上的調適情

形。 

1988 蔡炯民 都市地區高山族移入者集居現象與適應

情形之研究 

（國立台灣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該文利用相關文獻的回饋與次級資料的探討，對高山

族在當時社會的處境及其移入都市地區的經驗加以了

解。作者以汐止鎮山光社區阿美族及新店市溪園路之

高山族集居區為研究對象，藉由問卷調查確定集居現

象的存在，分析其成因，並說明其與適應情形之關係。

1989 徐君臨 台灣東部漁民漁場空間認知與漁撈活動

之研究 

（國立台灣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該文以時間地理學的觀念，探討花蓮縣豐濱鄉磯崎村

阿美族漁民，如何在時間與空間資源之限制下，與魚

群結合而達到豐漁的目的。另一方面作者藉由環境識

覺的概念，解釋漁民如何區分、命名漁場空間以及辨

識漁場（或漁船）的位置。  

1990 汪明輝 阿里山鄒族傳統社會的空間組織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該文分別從人—社會結構與地—空間結論二途徑掌握

阿里山鄒族的社會空間組織，亦即兼顧空間法則與主

體性意義之空間組織。 

1990 連玉龍 阿美族漁村人口遷移及其影響－以台東

縣成功鎮芝田和基隆市八尺門為例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該文以移住基隆地區、充當遠洋漁業船員的阿美族山

胞為研究對象，擇定台東縣成功鎮芝田和基隆市八尺

門為原住地與移住地的代表區域，透過地理學空間觀

點和生態適應的概念，探究兩地間人口遷移的過程和

其影響。 

1990 張文傑 排灣族與雅美族的農耕及生計適應－以

士文村及朗島村為例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該文透過兩個不同文化之研究區－排灣族的屏東縣春

日鄉士文村與雅美族之台東縣蘭嶼鄉朗島村，探討其

農耕活動如何因內部生態及外部環境之影響，而產生

適應與變遷，並做一比較性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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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張燦穩 蘭嶼椰油村雅美族人漁場利用形態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該文透過地理學的人地關係的觀點，探討蘭嶼椰油村

雅美族人之漁撈活動形態，及其與生態環境及經濟、

社會及文化等層面之關係。 

1991 張玓 泰雅族北勢群山胞的生活空間－以苗栗

泰安鄉象鼻村為例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該文以苗栗縣泰安鄉象鼻村泰雅族山胞為研究對象，

以系統概念從事小區域研究。透過對該地生活方式的

探究，了解其生活空間的變化過程。並以游耕狩獵期、

定耕自给農業期、商品經濟期三個階段為分期，分別

從墾作、狩獵與社會等空間角度觀察其生活特性。 

1992 鄭全玄 臺東平原的移民拓墾與聚落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該文主要在探討台東平原移民、拓墾與聚落的發展過

程，以究明在以漢人為中心的台灣開發歷史中，東部

開發所具有的地區特殊性。文中首先就平原的自然條

件，土著部落（阿美族、卑南族）的生活形態，荷據

時期至清道、咸年間與外界的接觸過程，清季官方於

特殊理由考量下所推動的移民拓墾嘗試，乃至日人領

台初期的理番、移民政策等加以說明，以瞭解移民拓

墾活動遲緩的主要原因。 

1992 汪明輝 Hupa:阿里山鄒族傳統的領域 

（師大地理研究報告第 18 期，1-52 頁）

該文以社會—空間辯證的概念以及人文主義的觀點探

討阿里山鄒族傳統領域即 Hupa 之意義本質及其轉

變，以企圖廓清 Hupa 之空間結構範式乃符應於社會結

構形式，不僅反映社會結構，同時亦可以解釋社會變

遷。 

1992 張家菁 花蓮市街的空間演變臺灣東部一個都市

聚落的形成與發展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該文主要是探究花蓮市空間的形成與發展。時間範圍

從清光緒元年羅大春領兵開後山北路起，到民國 73 年

花蓮市成為東部區域計畫之區域中心為止。東部臺灣

邊陲性的地理位置，曾使清廷封山百餘年之久。禁令

解除後，絕對的地點所在雖仍偏避，位置的相對涵意

則因政治、經濟、文化、生態影響而逐步調整。因此，

當每個階段的都市機能與意義在不斷改變時，同時也

建構出不同的空間型態與內涵。 

1993 陳憲明  

汪明輝 

台灣山地鄉的酒類消費與飲酒問題 

（師大地理研究報告第 20 期，57-100

頁） 

該文是從 30 個山地鄉和其中的 200 個行政村來探討酒

類消費的區域特性問題，其研究方法採因子分析與群

落分析為主，並選擇花蓮縣秀林鄉秀林村和嘉義縣阿

里山鄉樂野村做為酒類使用的觀察對象村落。 

1995 焦元輝 樹林鎮圳福社區原住民生活調適之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碩論） 

該文透過地理學空間分析的方式及社區生態系統之概

念來了解一個具有半封閉性質的阿美族原住民社區。

作者透過官方資料，實地訪問及問卷調查，分析原住

民與原住地（花蓮縣、台東縣）間之互動情形及其移

入都市後生活上的調適情形。 

1995 蘇森源 桃園縣復興鄉巴陵旅遊聚落的形成歷程

（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碩論） 

該文透過文獻之回顧與實地之訪察，配合土地利用的

型態與分布，企圖對巴陵聚落的發展作一描述。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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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來訪遊客之資料統計與分析，對巴陵成為旅遊聚

落及其未來之發展企圖作一番詮釋與建議。 

1995 蔡主恩 台灣基督長老教會之地理分布及其土地

使用之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博論） 

該文以問卷、訪問與統計等調查方法，說明基督教長

老教會中之平地與山地教會（太魯閣中會、阿美中會、

排灣中會、泰雅中會、布農中會、東排區會、鄒族區

會、蘭嶼區會、魯凱區會），其教會數目、空間分佈、

信徒人數、奉獻金額、土地使用狀況與社會服務等情

形。 

1995 鍾郁芬 南澳山地之聚落發展─從清代至光復後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該文以時間為軸，透過各個時期官方政策的演變，來

探究南澳山地聚落形成與發展過程及族群與族群間

（泰雅人、漢人、平埔族）、族群與土地間的關係，以

及居民在此關係影響下所呈現的生活方式和聚落發

展。 

1995 林聖欽 花東縱谷中段的土地開發與聚落發展

（1800～1945）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該文發現其研究場域直到西拉雅族移入，並開拓土地

維生後，花東縱谷中段的土地開發與聚落發展開始有

了新的轉變。爾後隨著遷入族群的嬗替姓，如阿美族、

漢人、內地人的移入與分佈，以及土地條件的複雜化，

皆呈現出不同的過程。 

1995 邱世宏 花蓮地區人口遷移的時空變遷 

（國立台灣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該文透過歷史文獻資料，探討花蓮地區人口遷移的時

空變遷，從清代的漢人入墾、平埔族的移入、清政府

的招墾移民、日本政府的農業移民與番社集團移住、

光復初期日人的遣返與大陸撤退轉移至近年的城鄉遷

移等，在時間與空間的過程中，隨政治經濟型態的轉

變而產生不同類型的遷移現象。 

1996 黃瓊慧 屏北地區的聚落型態、維生活動與社會

組織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該文研究區為屏東北部（高樹鄉、鹽埔鄉、長治鄉、

麟洛鄉、里港鄉與九如鄉）、研究對象為閩南、客家與

平埔族群。作者首先釐清土地拓墾與街庄形成的過

程，並以地方行政區劃的演變，作為討論地區分化與

重組的指標；進而經由地方行政系統的建立，討論社

會網絡的建構和族群間的互動關係，最後歸結行政區

成形過程中，不同地域生活方式的特色。 

1996 周業登 台東泰源盆地的區域變遷－族群空間關

係與生計型態的解釋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該文透過不同族群進入台東縣東河鄉北源村泰源盆地

（阿美族）的歷史脈絡中，建構其生活領域之族群空

間關係的變遷，以及族群生計型態角色扮演之取向，

來探究其研究區之區域變遷。作者特別強調文中對於

部分原住民稱謂之用語，所使用之番、蕃、土著、高

砂、山地諸詞彙，僅是時代背景、引用文獻上之稱呼，

以便行文及避免混淆，絕無任何歧視之意味。 

1997 李敏慧 日治時期台灣山地部落的集團移住與社

會重建－以卑南溪流域布農族為例 

該文企圖透過卑南溪流域布農族的個案研究，暸解日

治時期臺灣山地部落集團移住的實質內容，探討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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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施過程以及對原住民社會產生的影響。 

1997 蔡清寬 屏東隘寮地區原住民保留地土芒果專業

區之形成機制與族群經營特性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該文認為屏東隘寮地區（屏東縣瑪家鄉三合村）原住

民保留地土芒果專業區的發展歷程，係源於原住民保

留地的自然環境及相關政策之長期作用影響；保留地

內土芒果園的經營族群（魯凱族、排灣族）因自身條

件的差異及經營策略的選擇，而形成經營之區位空間

以及經營型態類型。 

1997 江美瑤 日治時代以來臺灣東部民移民與族群關

係－以關山.鹿野地區為例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該文研究時間以日治到民國 52 年為止，作者希冀透過

關山、鹿野地區移民與族群關係的研究，探討臺灣東

部族群複雜之移民社會的社會空間特性與意涵：族群

分類或族群融合。首先分別探究清代、日治、光復後

三個時期的移民拓墾與聚落發展，了解本區從無人居

住之境，經歷不同時期各族群如平埔族、閩、客、阿

美族、卑南族、日人、外省人等移民拓墾。 

1997 盧聖真 泰雅族宗教變遷的地理意涵－以桃園復

興鄉三光村為個案研究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該文藉 Hagerstrand 等學者的擴散過程概念著手去瞭

解三光泰雅族宗教變遷中基督宗教傳播過程及與環境

變動間的辯證關係。此外，更進一步透過時空地理學

概念，藉空間組織的結構觀點詮釋主體人即信徒，在

整個敬拜活動過程所型塑出來的點、路徑與教區在時

空上所具有的意涵。 

1997 鍾瑾霖 林邊溪中游的拓墾與聚落發展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該文以屏東平原南部的林邊溪沖積扇及力力溪沖積扇

所組成的聯合沖積扇為研究對象，研究時間著重於清

代及日治時期，探討在此演育完整的沖積扇地形中，

不同的族群（平埔族、生番與漢人）為何分別住在扇

頂、扇端及扇央區？ 

1997 黃躍雯 蘭嶼國家公園決策過程之分析 

（地理學報 23 期，13-31 頁） 

該文從國家/社會的互動，分析蘭嶼國家公園的決策過

程。作者試著釐清蘭嶼國家公園遭瓦解的原因，認為

除了國民政府歷年來在蘭嶼地區空間決策的失當，導

致雅美人的反對外，各個政策利害關係者的介入運

作，及營建署的態度，也都是很重要的原因。 

1998 黃躍雯 台灣國家公園建制過程之研究 

（國立台灣大學地理研究所博論） 

該文依據國家公園建制過程具有關鍵性的事件，結合

台灣整體政經發展不同階段中的政體特質，劃分成四

期。文中論述國家公園建制各期潛隱的環境意識的演

變，及其權力運作過程。作者特別說明國家對園區漢

住民及原住民的政策，並以蘭嶼事件為例。 

1998 陳淑萍 南賽夏族的領域歸屬意識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該文以苗栗縣南庄鄉的南賽夏族為研究對象，其研究

目的是探討現今南賽夏族的社會究竟是如何延續其社

會組織特性，進而維持社會認同與持續；如何在姓氏

制度與地域不一致的情況之下，整合部落完成族群認

同？賽夏族的領域歸屬究竟是如何產生與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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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林俊強 開闢運輸道路影響原住民部落發展之研

究－以新竹縣尖石鄉司馬庫斯為例 

（國立台灣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該文以 1995 年新竹縣尖石鄉司馬庫斯（泰雅族）通車

的案例，釐清開闢運輸道路對原住民部落發展之影

響。文中以人文生態學為基礎，收集戶籍、地籍、航

空照片，採取參與觀察與深入訪談作為研究方法，探

討開闢運輸道路對原住民部落在人口、土地利用、社

會組織上的影響。 

1998 汪明輝 台灣原住民地名的意義 

（第三屆台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

會，279-298 頁） 

該文的目的，乃以鄒族為例，探討其生活空間中場所

地名之意義及其對鄒族社會重建的意涵，以作為台灣

其他原住民族群之參考。 

1998 張峻嘉 基督教在原住民部落之空間傳播—阿里

山鄉鄒族部落之初探 

（第三屆台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

會，491-505 頁） 

該文以空間傳播的觀點，來描述阿里山鄉鄒族部落中

的三個基督教派（天主教、長老會、真耶穌教會）空

間傳播的途徑，及一個因宗教而聚集強化的部落—新

山部落（茶山村一鄰）。 

1998 汪明輝 原住民的空間策略─分享與共有台灣：

一個內在研究者關於原住民領域的幾點

思考 

（台灣原住民文化與教育之發展，

205-246 頁，台灣師大人文教育中心） 

該文以一名鄒族原住民的身分提出其看法與立場，文

中由台灣之族群空間與原住民主體性空間、關於原住

民土地問題及其解決主流之觀點及其批判、保留地政

策對原住民之衝擊以及原住民之空間策略等方面，來

闡述一名鄒族地理學者的想法。 

1998 張峻嘉 台灣原住民族宗教研究之回顧與展望 

（台灣原住民文化與教育之發展，41-52

頁，台灣師大人文教育中心） 

該文以台灣光復後，學術界對原住民族（以政府核定

的九族為主）的宗教研究的統計分析做一回顧。其宗

教的研究主題區分為：崇拜對象、儀式與祭典、神話

與傳說、巫術及生命禮俗等方面。 

1999 蔡迪清 集團移住與宗教變遷對部落環境行動之

影響─以太魯閣三棧部落為例 

（國立台灣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該文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以三棧部落（花蓮縣秀林鄉

景美村，屬太魯閣族）為個案，探究集團移住與宗教

變遷，在部落居民面臨環境災害而採取行動時所造成

的影響，文中說明三棧部落的形成是一種政治力作用

的結果，並且部落居民在面臨環境災害時，並不以共

守 gaya 而採取集體行動，而是透過利害考量來考慮是

否參與行動，而宗教信仰所產生的新認同界線，也成

為動員時的因素之一。 

1999 汪明輝 台灣原住民民族主義的空間性：由社會

運動到民族發展（師大地理研究報告第

31 期，83-110 頁） 

該文旨在引介原住民民族發展理論，並指陳該理論兼

具社會與空間雙重性。文中論述焦點置於民族發展之

空間性探討。 

2000 林志秋 佛祖、太祖與耶穌：羅漢內門宗教信仰

之地域性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該文從宗教面向，透過空間觀點探討並存於內門地區

（台南縣內門鄉）的民間信仰、祀壺信仰和基督教長

老會三者，在人地互動關係中所呈現的空間意涵和地

域的差異，並由此地域性彰顯當地由文化內涵與歷史

脈絡所形構的區域特色。該文主要研究對象為漢人與

平埔族。 

2000 陳怡如 東埔社布農族的宗教信仰變遷 該文說明傳統的東埔社布農人（南投縣信義鄉）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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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地理教育第 26 期） 仰是由傳統的生命禮儀與歲時儀祭所組成的，這和其

生活及信念息息相關的特質至光復後開始改變，布農

人的社會至光復後開始接受西方所傳入的基督長老

教，其間的轉變則與生態環境及生活狀況的改變緊密

相關。 

2000 汪明輝 鄒族之民族發展－一個台灣原住民族主

體性建構的社會、空間與歷史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博論）

該文以民族發展之社會、空間、歷史三元辯證架構，

分別從巨觀歷史觀點與微觀之主體行動研究，以歷史

文獻法、深入訪談、參與觀察以及行動研究法，以社

會空間（領域）為主軸，多角度考察以試圖廓清鄒族

過去長時期之發展形貌以及近數十年來生成之各個領

域層次之民族主體性建構運動。 

2000 廖秋娥 台東縣大武地區的區域形成與轉變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博論）

該文主要探討大武地區（即現今台東縣太麻里鄉、大

武鄉、達仁鄉、金峰鄉）的區域形成與演變，經歷了

怎樣的過程，形成怎樣的特色。亦即大武地區內的人

群（東排灣族）與土地，人群與人群，在歷史的長河

之中，產生了什麼樣的交互作用，而塑造出本區的區

域特色。 

2000 楊宗穆 卓蘭地方的拓墾與聚落發展（1790～

1945）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該文主要在探討位於大安溪中游北岸的卓蘭地方土地

開發與聚落發展的過程，文中就研究區內的自然條

件、北勢番的生活方式及其土地利用型態、巴則海平

埔族的移墾過程等加以說明，以瞭解漢移民正式拓墾

之初本地土地開發與聚落發展的情形。 

2000 黃躍雯 原住民部落生態旅遊模式的建構－一個

方法論的初擬 

（中國地理學會會刊第 28 期，55-76 頁）

該文基於時空發展脈絡，分別從北、南、東臺灣各選

取司馬庫斯（泰雅族）、達那伊谷（鄒族）、布農文化

園區（布農族）等部落，各就其空間與社會辯證，考

察、比較並分析各部落運作及經營模式的異同，做為

未來在規劃發展部落生態文化旅遊模式更深一層的思

考。 

2000 施雅軒 清代原漢通婚與區域競爭之關係 

（中國地理學會會刊第 28 期，77-92 頁）

該文利用官方文書來說明清時期（1683-1895）原漢通

婚的結果，以及政府對此所採取的阻隔性政策。文中

強調漢人來臺初期，利用母系社會的文化結構進入原

住民地域，而原漢通婚將是漢人破壞原住民區域主宰

權的開始。 

2001 施雅軒 竹苗原住民區域的變遷歷程—新區域地

理的歷史分析 

（國立臺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學研究所

博論） 

該文以新竹、苗栗地區的原住民為研究對象，試圖在

歷史發展的脈絡下，透過原住民社會關係的討論，來

看待臺灣原住民區域的變遷歷程。 

2001 汪明輝 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回顧與展望 

（師大地友第 52 期，2-12 頁） 

作者說明台灣原住民族運動是對台灣長期歷史發展結

果的反應，台灣原住民族運動可以說是原住民民族主

義，其目的在於謀求民族地位及其作為民族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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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權利。 

2001 黃躍雯、

張長義 

國家與社會的互動：國家公園的建制與

臺灣原住民的自主意識 

（地理學報 30 期，1-18 頁） 

該文主要從國家、社會的相關理論，透過田野調查與

深度訪談方法，發現在威權體制下國家公園的設立，

幾乎都是國家意志的展現，並未尊重原住民的自主意

識。但在社會轉型後，原住民參與政治空間變大，以

及台灣社會運動的聲援等，因而能有效地杯葛國家公

園的設置。 

2002 宋莉瑛 觀光對原住民環境衝擊之研究--以屏東

霧台鄉為例 

（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碩論） 

該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討屏東縣霧台鄉原住民（多

為魯凱族、排灣族）對環境衝擊的認知，並提供未來

的可行性方向，將觀光朝向生態觀光發展與永續經營

的理念。該文研究結果顯示：一、霧台鄉原住民認為

觀光對經濟及社會文化衝擊正面多於負面；在實質環

境上卻已經是負面衝擊多於正面。二、霧台鄉原住民

對於擴大發展當地的觀光事業、生態觀光、文化觀光

及產業觀光大多表示贊同。 

2002 張瑋蓁 東山鄉吉貝耍聚落居民的生活方式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該文以人地傳說中的文化景觀與生活方式為主要的研

究概念，試圖透過對台南縣東山鄉吉貝耍聚落居民（漢

人與西拉雅族）物質、制度、精神層面的探究，具體

呈現文化接觸與變遷的結果，並建構其區域特色。 

2002 吳健蘭 大台北地區原住民聚落分布與地形之相

關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碩論） 

該文以平埔族（凱達格蘭族）與高山族（泰雅族）為

研究對象，主要研究區是以台北地區（包括台北縣、

市及基隆市）為範圍，彙整並分析全新世時期的自然

環境資料，以了解地形環境變遷歷程，並蒐集台北地

區各時期的原住民遺址報告及村社研究文獻，藉以分

析各時期聚落的所在地形環境及空間分布情形，進而

判斷地形環境變遷對各時期原住民聚落分布的影響。

2002 張長義 原住民族傳統土地與傳統領域調查研究

報告 

（國立台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學系） 

該研究計畫採取推動部落繪製地圖的方法來進行，將

地理資訊系統與全球衛星定位系統運用在部落地圖

上，使文化記錄保存提升到結合時間、空間的新境界。

該計畫共計完成十一族 30 個部落的調查。 

2002 李政修 復興鄉華陵村居民觀光衝擊識覺之研究

（國立臺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學研究所

碩論） 

該文利用問卷與實地觀察、訪談的方式，透過對桃園

縣復興鄉華陵村個案的研究中，發現：不同社經及空

間屬性的居民會對觀光業產生不同的認知；地區觀光

發展程度、自然與人文特色與居民參與觀光規劃程度

的空間差異也會影響居民的觀光衝擊識覺。文中受訪

族群多為泰雅族人，其他為非泰雅族原住民，客家、

閩南人等。 

2002 陳毅峰 921 地震對原住民土地權益與地方認同

重構的衝擊 

（地理學報 31 期，1-15 頁） 

該文說明台灣原住民的土地抗爭經常連接到族群文化

傳統的維護、在地資源的經理、以及地方認同與地方

感的建構。作者透過 921 地震及其重建過程，重新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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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漢人、國家、原住民（泰雅族）三者之間的土地權

糾結，以及部落與社區重建過程中的地方認同轉變。

2002 黃躍雯 新竹縣尖石鄉司馬庫斯部落休憩空間的

形構過程 

（地理學報 32 期，1-18 頁） 

該文以新竹縣尖石鄉司馬庫斯的泰雅族部落為研究地

區與對象，作者試圖從主要的空間作用者：國家、遊

客、當地居民等的施為，來掌握形塑該休憩空間的動

態過程，解釋在資本邏輯運作下，該部落觀光發展已

經而且可能繼續面對的挑戰。 

2002 施雅軒 清代臺灣山地行政區的擴張 

（環境與世界第 6 期，71-91 頁） 

該文以清政府的南疆為例，說明不同性質的邊陲區域

（原漢衝突），在單一的中央政府行政體系下，如何調

整行政區位的劃設，以達到施政的目的，進而產生空

間上的差異。 

2003 蕭惠中 一個抵抗空間的建構－馬告國家公園運

動脈絡下的部落繪圖實踐 

（國立台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學研究所

碩論） 

該文採行動研究，研究對象為泰雅族。其文指出「部

落繪圖」作為一個利用空間呈現自然環境與人文活動

之間關聯的溝通與部落組織工具，所抵抗的是撕裂人

與土地之間、人與人之間共存共榮關係的壓迫結構，

包括人與自然二元對立的思考、西方的客觀科學典範

以及國家體制。 

2003 陳丁祥 屏東縣瑪家鄉三和村的空間拼湊：原住

民集體移住與生活調適之能動論述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該文是關於原住民（排灣族、魯凱族）集體移住後的

生活調適之研究，研究地區為屏東縣瑪家鄉三和村。

文中主要著重於生活調適歷程中能動者的分析，以更

確切地掌握原住民經移住後的調適歷程，以及驅動新

空間區域的內涵轉變，企圖回顧、瞭解原住民在現今

社會中，當面臨被迫移住的決策時，所展演出來的反

動與調適行為。 

2003 詹舒雅 宜蘭市空間結構變遷之研究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該文以歷史脈絡來探究宜蘭市從噶瑪蘭族時期聚落的

發展演變為今日宜蘭市的空間結構。作者將宜蘭市的

空間演變歷程分為四個時期：噶瑪蘭族期、清領時期、

日治時期與光復後時期。 

2003 吳宗瓊 部落觀光衝擊認知的探討－居民參與以

及觀光發展階段影響之論述 

（中國地理學會會刊第 31 期，13-30 頁）

該文以阿里山鄉山美村與茶山村居民為研究對象，其

研究結果顯示整體而言，部落居民對觀光發展給予偏

向正面的肯定，居民是否參與觀光發展的決策歷程確

實會影響其對觀光衝擊的認知。 

2004 藍淑琪 原住民部落生態旅遊遊客識覺與行為之

研究─以新竹縣尖石鄉司馬庫斯為例 

（國立臺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學研究所

碩論） 

該文以新竹縣尖石鄉司馬庫斯為個案（當地居民多為

泰雅族），文中指出生態旅遊是強調資源保育及永續利

用、經濟利益與當地社區發展平衡及強調參與者行為

自律的旅遊方式，已成為新興旅遊方式。同時，越來

越多的遊客前往原住民部落旅遊，結合自然景觀資源

與原住民多元民族文化的旅遊方式，將可作為台灣發

展生態旅遊最大特色。 

2004 顏愛靜、 傳統制度與制度選擇：新竹縣尖石鄉兩 該文意在討論原住民地權流失的邏輯，並對兩個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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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大偉 個泰雅族部落共用資源自主治理案例分

析 

（地理學報 37 期，27-49 頁） 

社區合作，管理共用資源、創造集體利益的泰雅族部

落（新竹縣尖石鄉），進行案例分析。該文透過新制度

經濟學的觀點，討論內在制度對社區凝聚力影響的作

用，以及 gaga（一種泰雅族的傳統制度）內涵的演變。

2004 洪廣冀、

林俊強 

觀光地景、部落與家：從新竹司馬庫斯

部落的觀光發展探討文化與共享資源的

管理 

（地理學報 37 期，51-97 頁） 

該文透過對司馬庫斯部落觀光發展的民族誌分析，發

現部落泰雅族人的「共同經營」不但是服膺觀光市場

之競爭邏輯的經營團隊，同時也是延續傳統上「一個」

「同一」（qutux）等觀念的「社會範疇」。 

2004 陳丁祥、

蘇淑娟 

國家發展大計下的原住民移住聚落：屏

東縣三和村拼湊的地區內涵 

（地理學報 37 期，99-122 頁） 

屏東縣瑪家鄉三和村為國家主導下的原住民移住地，

地方景觀呈現多元且不整合的拼湊貌，該文藉由聚落

發展過程的回溯，釐清這些不整合景觀存在的機制與

地方內涵變遷。 

2004 林文信 屏東縣來義鄉原住民就業狀況及其歸因

之研究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地理學系碩士班碩

論） 

該文以屏東縣來義鄉原住民為對象，探討當地原住民

的就業狀況與就業狀況的歸因。作者提出「資源」、「個

人條件」、「傳統文化」、「溝通」與「經濟變化」等五

個因素作為原住民就業狀況改善的建議。 

2004 梁炳琨 原住民族地區觀光文化經濟與地方建構

之研究--鄒族山美社區之個案 

（國立臺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學研究所

博論） 

該文以地方文化(知識)與觀光地景生產兩研究對象，探

究近年台灣原住民族地區（以阿里山鄉鄒族山美社區

為例）在全球文化經濟環境中，如何以地方文化(知

識)，透過文化經濟運作的策略，進行觀光地景的生

產，回應市場經濟與國家政策，並且在觀光發展中，

如何進行地方建構。 

2005 梁炳琨、

張長義 

原住民部落觀光的文化經濟與社會資

本：以山美社區為例 

（地理學報 39 期，31-51 頁） 

該文選取鄒族山美社區為個案，以文化經濟研究取

向，探討部落發展觀光的文化經濟過程，並且以認同、

社會關係與創新的競爭策略，理解文化經濟工作的因

素。 

2005 葉爾建 臺灣總督府的蕃地政策與環境變遷－以

頭前溪上游地區為例 

（環境與世界第 11 期，83-119 頁） 

日人領臺之初，頭前溪上游地區除少數漢人入山伐樟

製腦外，多為泰雅、賽夏兩族原住民從事游耕、狩獵

活動的「蕃地」。日本政府透過臺灣總督府各項施政的

推展，確立了「國土利用上の經濟」的蕃地治理方策。

該文認為在原住民和漢人維生活動交互作用過程中，

人文生態系統隨之發生改變，環境亦易面貌，而其變

遷的趨勢則反映出日本治臺時期國土經濟利用之蕃地

經營政策的特色。 

2005 王凱弘 Tumpa Daingaz:一個台灣原住民族布農

族的抵抗空間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該文主要探討一個台灣布農族部落的抵抗空間性之形

成脈絡，作者藉由文獻爬梳、參與觀察與深度訪談等

研究方法，鋪陳傳統布農族社會文化織理，並分析抗

爭行動者的運動歷程，藉以了解抗爭行動者如何運用

抵抗策略、makavas（抗爭／出草）文化，建構一個

布農族部落的抵抗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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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張健輝 高雄縣山地鄉的區域變遷歷程 

（國立台灣高雄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碩

論） 

該文將高雄縣山地鄉的歷史脈絡分成清代、日治時代

兩個階段，探討國家力量進入後的轉變。以區域研究

的方法，進行文獻分析、訪談與田野調查，討論經由

時間的演變，或是經由不同時期的國家施為，試圖釐

清高雄縣山地鄉過去長時期之發展歷程，藉以呈現原

住民區域的特色。 

2005 馬志堅 南山村農業活動時空配置之研究 

（國立台灣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該文以時間地理學的觀點，進行菜農農耕活動與環境

互動關係的討論，利用文獻資料蒐集、參與觀察法和

深度訪談法的方式，記錄南山部落（宜蘭縣大同鄉）

土地利用活動的時空間配置，進而瞭解菜農的栽培管

理時序的建立，從而找出菜農的時空律動，並且利用

這種規律下形成的菜農雇工組織，同時深入探討原住

民與平地人不同族群的菜農的時空間配置之差異。 

2005 翁培文 地理資訊系統與歷史地理的結合：噶瑪

蘭土地利用變遷與人口成長 

（國立臺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學研究所

碩論） 

該文藉由 GIS 與地理統計的協助，重構 1796~1895

年噶瑪蘭地區的土地利用，計算原住民、旱田、水田

三種土地利用的面積，經轉換後求出環境負載力，並

與人口史料進行比較。結果顯示，大部份的時間二者

相當接近，少部份則因自然增加須一段時間才能接近

環境負載力而有較大的差距。 

2005 林俊強等

六人 

運用公眾參與地理資訊系統於原住民族

傳統領域之研究～泰雅族司馬庫斯個案 

（地理學報 41 期，65-82 頁） 

該文以新竹縣尖石鄉司馬庫斯泰雅族為個案，作者認

為原住民族傳統領域環境資源的治理應基於在地社群

對於傳統領域的領域性與傳統知識。 

2005 林俊強 原住民族傳統領域之研究---泰雅族司馬

庫斯個案 

（國立臺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學研究所

博論） 

該文透過心智圖繪製、公眾參與地理資訊系統

（PPGIS）、參與觀察與深度訪談具體分析泰雅族司馬

庫斯部落傳統領域，討論國家與原住民族傳統領域間

的互動關係及不同行動者取用與控制資源的形式與機

制，並藉由 GIS 科技平台的整合，讓原住民族得以跟

國家和科技理性展開新的互動。 

2005 康培德 臺灣原住民史—政策篇 

（國史館出版） 

該書討論荷蘭人、西班牙人及鄭氏王朝於十七世紀佔

領臺灣時如何治理原住民。 

2006 陳曉玲 太魯閣族生活方式之變遷－花蓮縣秀林

鄉水源村之個案研究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碩論）

該文以花蓮縣秀林鄉水源部落為個案，探討在維生活

動改變下太魯閣族生活方式的變遷過程，以及變遷過

程中人與人、人與地、地與地的關係如何轉變。 

2006 陳錦鴻、

張長義、

劉英毓 

原住民部落居民對民宿業發展衝擊的環

境識覺差異分析－以司馬庫斯、新光部

落為例 

（華岡地理學報第 19 期，85-110 頁）

該文主要是深入剖析新竹縣尖石鄉司馬庫斯部落與新

光部落（兩地居民皆為泰雅族）居民對民宿業發展衝

擊的認知與態度的差異，以作為資源管理者之參考。

2006 鄭踴謙 運用參與式地理資訊系統於部落地圖繪

製之研究 

（國立臺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學研究所

該文選擇新竹縣尖石鄉馬里光部落、司馬庫斯部落以

及屏東縣牡丹鄉高士部落作為觀察對象，以地理資訊

系統平台進行實地操作。作者認為此平台能有效地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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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論） 進群體資訊互動以及提高知識轉化的速度，並結合相

關多媒體功能協助儲存多樣化的傳統知識體系，繪製

出完整的部落地圖。 

2006 史育禎 社區林業作為部落自然資源管理之應用

－以新竹縣尖石鄉司馬庫斯為例 

（國立臺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學研究所

碩論） 

該文企圖由司馬庫斯部落在共同經營制度下的自然資

源管理方式與目前林務局所推行之「社區林業－居民

參與保育共生計畫」作比較，了解（1）原住民的傳統

生態知識如何運用在現代自然資源管理的模式中；（2）

原住民傳統生態智慧對自然資源管理的方式以及原住

民對森林經營的需求與主張。 

2006 李玉芬 馬蘭社阿美族集會所的區位、功能與臺

東平原社會環境的變遷 

（地理學報 45 期，73-94 頁） 

該文在探討台東市馬蘭社阿美族社會組織運作基地

「集會所」，在區位和功能上，隨著台東平原的社會環

境變遷，而轉變的過程。 

2006 梁炳琨 原住民族觀光發展的地方建構：鄒族山

美社區個案 

（師大地理研究第 44 期，35-58 頁） 

該文主要探討台灣地區原住民族發展部落觀光所衍生

的地方建構，作者從新區域地理學研究取向，選取發

展觀光達 20 年的鄒族山美社區作為個案研究。 

2006 陳錦鴻 原住民部落居民對民宿業發展 衝擊的

環境識覺差異分析 －以司馬庫斯、新光

部落為例 

（國立臺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學研究所

碩論） 

該文深入剖析司馬庫斯與新光部落居民（兩地皆位於

新竹縣尖石鄉，居民絕大多數為泰雅族）對民宿業發

展衝擊的認知與態度，以作為資源管理者之參考。作

者建議發展民宿業時，應讓部落居民共同參與部落事

務，確保因民宿業發展所帶來的經濟利益由部落獲

得，重視原住民傳統文化逐漸喪失的議題、加強部落

環境保育及解說導覽服務並落實環境影響評估，嚴格

劃定不准開發環境脆弱地，建立部落特色作為永續發

展主要目標。 

本研究整理而成（表中粗體為本文作者強調所示）                                   資料來源：國家圖書館暨地理相關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