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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事隔二十多年，只因行政院、各縣市政府還沒有辦完，現在交到你手上，就產生適法性如

何的問題，難道以前的院長都違法？以前的內政部長都違法？因為那都是內政部主管的。何必

嘛？ 

羅委員長瑩雪：那不是我的意見，那是其他單位…… 

鄭委員天財：委員長，後面要談的還很多，因為種種因素，現在原住民都懷疑馬總統是不是派你來

削減原住民族的權益，來阻擋原住民族的權益，原住民是這樣看的。 

羅委員長瑩雪：那誤會很大。 

鄭委員天財：委員長，有關原住民自治方面，在馬總統上一屆任期中，包括前任的高政務委員、吳

敦義院長跟馬總統報告後，大家都覺得可以，經過行政院院會通過，送到立法院審查，但因屆

期不連續，又送回行政院，從今年 1 月送到你手上，到現在都還沒有審查。 

羅委員長瑩雪：不是。 

鄭委員天財：10 個月了，那是吳院長在行政院院會通過的，當時的政務委員有多少沒有換，只有

你換而已，現在的院長是當時的副院長，這個法案不是新的東西，你說還有什麼，原住民聽不

懂啦！同樣一個馬政府，卻有不一樣的做法，你怎麼交代這件事？這不是削減原住民族的權益

嗎？今年 9 月 27 日，本席就提出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三十七條修正草案，我上次就跟你講過

，這是原漢不平等的法律，原住民族的土地要先劃為國有土地，然後原住民只有使用權利，被

不當使用時，政府還可以收回，這是不平等的法律，臺灣的山坡地有一百多公頃，為什麼只有

原住民的土地要被劃為國有土地，然後只給使用權，要經過 5 年才能取得所有權，這是什麼法

律？不平等的規定就要刪除，以前外國人侵略中國，簽了不平等條約，讓國人深惡痛絕，這種

不平等的法律當然要刪除，但是你卻在那邊阻擋，你憑著錯誤的觀念，原住民祖先的土地不是

全部是部落的，不是全部都是民族共有，有很多是私人的土地，請問部落可以登記為所有權人

嗎？原住民族有阿美族、排灣族、泰雅族等，他們可以登記為所有權人嗎？地政事務所會受理

嗎？土地法准許嗎？沒有辦法嘛！你那邊沒修，這邊又要阻擋，沒有錯，有一部分是部落共有

的，是民族共有的，民族所有的，但也有很多是原住民私人所有的，憲法說國家應依民族意願

－原住民族的意願，而不是依你的意願，民國 96 年要刪除這個 5 年的規定，當初土海法送到行

政院時就刪除這個 5 年規定，當時行政院都通過了，各部會都同意了，現在只不過因為你－羅

政務委員負責這個案子，因為你的意願不同，而不是依原住民族的意願，我講過，這是對原住

民族不平等的法律，不平等的法律當然要刪除，還留著幹什麼？委員長，土海法還有，11 月 8

日，原住民都會記得你。 

主席：請張委員曉風發言，張委員發言完畢就先休息。 

張委員曉風：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王主委，有一個問題我請教過賴前主委，現在再請

問你一次，過去一千年來，在華人的民族歷史裡，大家共同佩服，覺得可以欣賞、可以效法的

人物是誰？ 

主席：請陸委會王主任委員說明。 

王主任委員郁琦：主席、各位委員。歷史上的人物非常多，其實要看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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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委員曉風：當然既不會是毛澤東，也不會是蔣中正，因為兩岸各自佩服的人不同，但是在過去一

千年之中兩岸及世界華人共同佩服的人物是誰？ 

王主任委員郁琦：請委員指教。 

張委員曉風：這個問題賴主委也不會回答，其實在文化上就是蘇東坡。陸委會協調兩岸之間的事務

，但是未免太著重於商業或政治，我認為在文化這方面比較缺乏。蘇東坡在二十幾年後就一千

歲了，我很希望藉著蘇東坡可以凝聚全球華人對中華文化的認同，而不僅僅是設法如何到大陸

賺錢，或者是對岸設法如何到我們這裡來賺錢，不是說賺錢不重要，但是還是有比賺錢更重要

的東西，就是文化層次的東西。請問你對於文化議題有什麼意見？ 

王主任委員郁琦：其實在陸委會組織之中，文教處本來就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文教處在促進兩

岸文化交流這部分過去透過獎勵、補助，讓民間許多單位可以互相交流，在兩岸交流過程中，

我們一定不會只重視商業、經濟，文教也會是我們的工作重點。 

張委員曉風：但是口頭說和實際投入人力、財力是不一樣的。假使我們訂定蘇東坡節的話，其實不

是個人財力所可以做到的，譬如我們要設計蘇東坡相關的旅遊點，可能就會一直推到海南島，

也可能要從四川眉山經過秦嶺到長安，又或者是蘇東坡流放的路線，如何到黃州、惠州等等，

涉及整個國家的投資，所以我們應充分的跟對岸合作，希望他們能夠好好規劃蘇東坡的紀念活

動。雖然在二十幾年前規劃好像有點太早，但是如果要興建蘇東坡紀念館，或要在旅遊景點修

路，都是比較複雜的工作。我們這邊可以提供的大概就是人才、思維或電影拍攝等等，我們不

能讓韓劇獨佔世界文化的詮釋權，其實在這方面我們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陸委會有想過嗎？ 

王主任委員郁琦：我們在文教方面明年就編列了六千七百多萬元預算，所以文教方面的經費可能比

其他處室的經費都還要高，表示我們對文教工作相當重視。像剛才委員提到的構想，當然有一

些在其他部會或民間團體推動時，其實我們可以扮演一個角色，就是提供經費上的獎補助，或

者文教處的同仁可以參與。其實如果委員的構想能夠有一個具體的規劃，陸委會都會樂觀其成

，而且在我們經費允許的範圍之內都會予以贊助。 

張委員曉風：可以請文教處來跟我詳談嗎？ 

王主任委員郁琦：好的。 

張委員曉風：事實上，台灣對於推動某一個文化節日、活動或構想，有很多人才，蘇東坡傳如果拍

得好的話，應該會比大長今更能夠推廣中華文化。為什麼中國大陸的人會非常欣賞蘇東坡呢？

就是因為他們在長期的政治鬥爭中，那些受過痛苦的人會發現蘇東坡在受到政治鬥爭時的痛苦

、隱忍、退讓和最後的清白，這一點鼓舞了很多大陸的讀書人，所以經過近千年，蘇東坡還是

他們非常佩服的古代文人，在他們破盡四舊之後他們還是認同蘇東坡。而在海外的華人則讚賞

蘇東坡的才華及他帶給我們的生活哲學，所以這應該是我們真正要推動的根本工作。 

王主任委員郁琦：會後我會再請同仁向委員請教。 

張委員曉風：雖然今天有一些委員的意見，指蒙藏委員會占了太多的預算，但是我覺得你們應該為

了做更多的工作而編列更多的預算才對，雖然是蒙藏委員會，但是蒙藏事務不見得僅僅是內政

，它還是外交的延續。今天我們立法院雖然把外交和國防放在一起，事實上我們不太能發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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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的力量，但是我們不妨多發揮外交的力量，我想陸委會應該可以承擔一部分外交工作，是不

是這樣？ 

主席：請蒙藏委員會羅委員長說明。 

羅委員長瑩雪：主席、各位委員。文化的力量往往比政治甚至武器還來得強，本會這麼多年來看起

來似乎是一個很小的單位，其實我們很努力的在默默耕耘。 

張委員曉風：因為蒙、藏都是很大的族，雖然人數不是很多，但是他們所佔的土地非常廣大，像藏

族還不僅是在西藏，四川西北就有藏民，所以我們應該跟他們多一點互動。我月初到不丹去，

不丹其實也是藏族的延長，蒙藏委員會在不丹應該也有工作，可是蒙藏委員會好像只有在印度

設代表，駐印度的代表有時候會去不丹，現任的代表就任以來只去過一次，我認為是不夠的，

如果能夠在不丹也做一些工作，等於是一魚兩吃，既可以和不丹建立關係，也可以和全世界到

不丹去的背包客建立關係，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這一點？ 

羅委員長瑩雪：委員講的正切中我們的核心問題，因為雖然我們有 63 人，但是 101 年度的業務費

只有四千多萬元，102 年度還要降到三千多萬元，所以我們的經費是嚴重不足，所有的活動幾乎

都要拜託其他的機關或民間團體來支援，但是我們的同仁還是非常努力，譬如為西藏藏人社區

培養青年志工，希望大家願意去那邊服務，我們做的效果也不錯，所以今年還多增加一梯次，

培訓了 280 位志工。這些事情我們是結合了其他機關和民間的力量，希望能把蒙藏委員會的力

量發揮到最大。 

張委員曉風：我只是要提醒你，不丹也是一個可以活動的領域，當然可能會有錢的困難，我也是自

己花錢去的，因為沒有預算。我跟著國家公園的人員去，其實我們的國家公園可以幫助不丹的

國家公園，還有我們的農業也可以去幫助不丹的農業，當然幫助蒙、藏的農業也是我們的重要

義務，一般來說漢族的農業相較於蒙族、藏族是比較先進的，特別是在蔬菜、水果方面，可以

提供他們很多的幫助。所以，內政延伸到外交，外交延伸到農業，這些都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希望你們有錢就用那個錢，沒錢就像乞丐一樣沿門托缽，要錢來加強這部分的工作。 

羅委員長瑩雪：我們很感謝很多單位很幫忙，因為蒙古環境特殊，在農業發展方面，外交部也和農

委會協議願意提供協助。所以在文化、教育甚至弱勢團體的職能訓練方面，我們都很努力，希

望能夠把台灣的…… 

張委員曉風：其實不丹並不像我們所了解的那麼快樂，因為在過去三十年中，按照數字來看，他們

的人口減少了 40%，在全世界人口增加的浪潮中，他們竟然減少了 40%的人口，剩下 70 萬人，

所以可能他們有他們辛苦的地方，我們作為一個想要拓展外交的國家，應多做這類的事情。 

羅委員長瑩雪：謝謝。 

主席：現在休息。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請孔委員文吉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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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爰提案要求行政院應立即通令中央及地方防災機關確實就防災、救災機制及設備先行整備

檢查完竣，以捍衛民眾生命財產安全。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四十一案： 

本院委員王進士、蘇清泉等 15 人，鑒於颱風季節將臨，又因全球氣候異常，風雨釀災之情形亦日

益嚴重，為避免八八風災之憾事及救災爭議再度發生，爰提案要求行政院應立即通令中央及地方

防災機關確實就防災、救災機制及設備先行整備檢查完竣，以捍衛民眾生命財產安全。是否有當

，請公決案。 

說明： 

一、因全球氣候異常，極端氣候之發生讓世界各地天災頻傳，台灣於 2009 年莫拉克颱風帶來

之重災影響仍歷歷在目，氣候異常帶給台灣近年之瞬間豪大雨量亦相當容易釀成災禍。 

二、政府施政主要為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為避免災害釀禍，中央及地方災害防救機關應

於颱風季節來臨前先行完成整備，相關之防救災機具亦應保持隨時出勤之良率，以捍衛民眾生命

財產安全！ 

提案人：王進士  蘇清泉 

連署人：張慶忠  羅淑蕾  陳雪生  廖國棟  江啟臣  

李貴敏  徐耀昌  盧嘉辰  林滄敏  楊玉欣  

呂學樟  徐少萍  陳碧涵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四十二案，請提案人李委員昆澤說明提案旨趣。 

李委員昆澤：（17 時 45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李昆澤、許智傑等 16 人，鑒於高雄市於

縣市合併後，面積居全國之冠，且南北短而東西狹長，惟東西向的大眾運輸系統卻非常缺乏，該

地區居民通勤上班必需仰賴國道十號往返。然而，未來國道實施計程收費後，國道全部路網全部

要收費，包括原來不用收費的東西向國道均得計程收費，等於增加南部鄉親的負擔．基於國道十

號全線在高雄市範圍內，是高雄旗山、美濃等山區市民進入市區的重要管道，與高雄市區道路無

異，爰此，要求交通部將國道十號納入免計程收費路段。是否有當，請公決。 

第四十二案： 

本院委員李昆澤、許智傑等 16 人，鑒於高雄市於縣市合併後，面積居全國之冠，且南北短而東西

狹長，惟東西向的大眾運輸系統卻非常缺乏，該地區居民通勤上班必需仰賴國道十號往返。然而

，未來國道實施計程收費後，國道全部路網全部要收費，包括原來不用收費的東西向國道均得計

程收費，等於增加南部鄉親的負擔．基於國道十號全線在高雄市範圍內，是高雄旗山、美濃等山

區市民進入市區的重要管道，與高雄市區道路無異，爰此，要求交通部將國道十號納入免計程收

費路段。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國道十號於又稱「高雄支線」或「高雄環線」，雖屬第二高速公路計畫中的支線，經查

當初興建的目的主要是在改善高雄都會區公路整體容量的不足．並兼作國道一號與國道三號間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