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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旨研究主旨 本計畫以區域整合的概念，從體制、民族傳統知識、生態旅遊與部落經濟等面向，藉花蓮縣秀林鄉富世村『同禮部落』為個案，探討在地社區與國家公園夥伴關係的建置。
大同 (Sakadang)、大禮 (Huhus) 為200年前即遷入、數個部落多次遷入遷出的太魯閣族部落，位於太魯閣國家公園範圍東側之清水山系、立霧山稜脊與砂卡礑溪流域上游 (圖1)。1979、80年間部落居民大多遷移至民樂社區，目前僅有廿餘戶居住山上部落農耕，其中箭筍的產值最高。民樂社區約300餘人，年輕人多外出工作。本研究以PPGIS工作坊記錄部落的遷徙與在地居民跟環境資源的關連，顯現同禮部落豐富的人地關係與生態知識。從其傳統地名的分類可歸納出同禮部落漁獵、農耕與山林經營的線索與故事 (遷徙路線與傳統地名如圖2)，其在生態旅遊及國家公園的經營管理有相當的貢獻潛力。同禮地區原即為原住民族保留地，1986年太魯閣國家公園成立時，被規劃為遊憩區，於2001年變更為一般管制區。

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兼採量化與質性研究法，運用文獻回顧、問卷調查、參與觀察、訪談、焦點團體或參與式工作坊、個案研究與公眾參與式地理資訊系統 (PPGIS) 等方法，以同禮部落為個案，從國家公園治理、原住民族傳統知識、生態旅遊與部落社區經濟發展等主題與面向，收集資料、分析議題與探究與原住民族建構夥伴關係的可能機制。
同禮部落同禮部落

圖1 同禮部落位置圖 圖2 Sakadang、Huhus部落之遷移路線與傳統領域地名

社區發展組織社區發展組織部落居民有心維持山上土地功用，以發展經濟產業，復振文化。2004年底大同大禮兩部落共同成立『同禮部落自然生態自治協進會』，成為部落居民與公部門間的對話及聯繫窗口。因部落內部人群關係錯綜複雜，產業與土地利用彼此競爭，協進會雖有一定的動員力，尚無較全面性的影響力。

太管處在同禮部落的投入太管處在同禮部落的投入太管處為促進與地方居民彼此的互信與互動，成立「太魯閣國家公園原住民文化發展諮詢委員會」，推行砂卡礑部落地圖繪製計畫，委託研究夥伴關係的建置，聘請在地居民進行溪流巡護，以及舉辦文化傳承研習如傳統籐編、織品創作、太魯閣口簧琴製作等。並與協進會合作舉辦部落音樂會、箭筍嘉年華、呼喚祖靈的系列活動包括小米播種之旅、部落傳統生活體驗和箭筍季等。
生態旅遊的推展生態旅遊的推展太管處陸續委託了生態旅遊細部規劃案，砂卡礑及大禮大同地區生態旅遊行動計畫之研究，生態旅遊整體規劃研究，以及大禮大同地區生態旅遊遊程之規劃研究：以跟著獵人走─目擊式狩獵活動為例，及培訓原住民解說人員，企劃以一日體驗為主的生態旅遊活動。

議 題 分 析議 題 分 析

� 太管處理解部落發展的意願，希望藉過境式的生態旅遊，在維持環境與資源品質的前提下，引進遊客與經濟誘因。但太管處尚無具體的生態旅遊政策方針，相關計畫尚待整合與發揮。
� 同禮部落雖有強烈的文化復振與傳統權利的認知，擁有豐富的在地知識與文史資產，然內部凝聚力不足，組織運作未成熟。
� 目前為太管處與部落皆重視跟投入的生態旅遊，有著客源不穩定、專業訓練不足、遊程及相關軟硬體配置皆未到位等問題。
� 雖缺乏部分相關的變數與數據，但模式分析可發現管理處與部落社區合作的可能效益與方式。
� 田野結果顯示同禮地區的發展定位可能是國家公園與在地原住民部落夥伴關係的核心議題。

結 論 與 建 議結 論 與 建 議

� 以促進互動、實質操作與展望未來為夥伴關係建置的階段性考量，本研究建議以生態旅遊的發展作為太管處與同禮部落對話與互動的近程目標，中、長期的定位則可朝生態社區做思考。
� 彙總太管處內部的計畫，設置單一窗口，築構部落對太管處建立夥伴關係的信心。
� 釐清後續生態旅遊發展的範疇、目標與可能的操作，逐步培力社區部落，以穩固部落與國家公園的正向連結。
� 善用諮詢委員會的機制，引進生態承載量概念，討論生態永續社區的可能，與在地部落社區共同發展同禮地區的願景。
� 檢討同禮地區在國家公園計畫與經營管理裡的位置，配合生態旅遊發展，從發展綠色能源、節能減碳、廢棄物處理、山區巡護與急難救助、在地作物等面向切入，考量簡易休憩站的設置、整體規劃土地利用等，可兼顧保育與社區發展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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