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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委員世嘉：（在台下）我們要求將國民黨立委的提案…… 

主席：你們全部都這樣「ㄏㄨㄟ」！現在休息。 

休息（9 時 12 分） 

繼續開會（11 時 4 分） 

主席：報告院會，因正在協商中，請行政院相關首長先行離席，俟協商後再行列席備詢。下午 1 時

50 分處理臨時提案，現在休息。 

休息（11 時 4 分） 

繼續開會（13 時 53 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處理臨時提案，每位委員發言時間 1 分鐘。 

現在進行第一案，請提案人孔委員文吉說明提案旨趣。 

孔委員文吉：（13 時 54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孔文吉、鄭天財等 12 人，鑑於追求自治

是原住民族長久追求的理想與願景，國家應該依據原住民族的意願，保障其地位與政治參與，從

而承認原住民族選擇自治制度表示民族意願的方式。 

原住民族自治法在上一屆的最後一個會期沒有通過，全國原住民對此都感到非常遺憾，這是

馬總統原住民族政策白皮書的第一項，在立法院也討論了二年。原住民族自治法是原住民鄉親最

希望、最關切法案，因為屆期不續審原則，我們希望這一屆的朝野黨團能夠捐棄成見，支持原住

民族自治法送到立法院來審議。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一案： 

本院委員孔文吉、鄭天財等 12 人，鑑於追求自治是原住民族長久追求的理想與願景，國家應依據

原住民族之意願，保障其地位、政治參與及民族發展權，從而原住民族一旦選擇以自治制度為其

表示民族意願之方式，國家即應承認並保障原住民族自治之權利。惟「原住民族自治法」於立法

院第七屆會期尚未完成立法，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三條法案屆期不連續之規定，建請行政

院立即重新提出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並儘速送至立法院審議，以利於原住民族自治法的持續推

動與完成立法。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原住民族自治已成為現今人權國家原住民族政策重要之一環，聯合國之原住民族權利宣

言第三條及第四條揭示：「原住民族享有自決權。依此權利，原住民族可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

並自由追求其經濟、社會及文化的發展。」「原住民族行使自決權時，於其內政、當地事務，及

自治運作之財政，享有自主或自治權。」實行原住民族自治，符合國際潮流。 

二、台灣為順應世界原住民族自治之潮流，實現原住民族自治之願景，於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四條中規定：「政府應依原住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平等地位及自主發展，實行原住民族自

治；其相關事項，另以法律定之。」此即為原住民族自治之立法依據。 

三、爰此，原住民族自治不僅符合世界潮流，更是實現原住民族自決，更包含了族群認同、

傳統文化的延續。縱使立法院第七屆未完成立法，於新會期（第八屆）行政院應儘速將原住民族

自治法草案送至立法院審議，以利原住民族自治法的持續推動與完成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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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孔文吉  鄭天財 

連署人：林正二  簡東明  吳育仁  陳碧涵  李貴敏  

林鴻池  廖正井  張嘉郡  邱文彥  蔡錦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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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第二案，請提案人蔣委員乃辛說明提案旨趣。 

蔣委員乃辛：（13 時 55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潘委員維剛等 24 人，有鑑於社會頻傳妻、

父母久病，親人為助其解脫而用外力致死的不幸新聞，本席等不禁要問：「政府為什麼不能避免

類似的悲劇一再地發生」？台灣什麼時候才能建立一套完善的「長期照護制度」？「老有所終」

的大同社會何時才能實現？為了落實照顧老年人、植物人及各類身心障礙者等弱勢族群，本席要

求行政院檢討與改進現行十年長照計畫，加強通報與訪視等工作；及早完成長期照護等相關法案

的修法工作。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二案： 

本院委員蔣乃辛、潘維剛等 24 人，有鑑於社會頻傳妻、父母久病，親人為助其解脫而用外力致死

的不幸新聞，本席等不禁要問：「政府為什麼不能避免類似的悲劇一再地發生」？台灣什麼時候

才能建立一套完善的「長期照護制度」？「老有所終」的大同社會何時才能實現？為了落實照顧

老年人、植物人及各類身心障礙者等弱勢族群，本席要求行政院檢討與改進現行十年長照計畫，

加強通報與訪視等工作；及早完成長期照護等相關法案的修法工作。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根據聯合國的定義（各國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口，佔總人口數的 7 %，可稱為高齡化社

會）。根據中華民國台閩地區人口統計顯示，82 年 9 月底台灣地區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為

1,485,200 人，占總人口之 7.09%，已達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所訂的高齡化社會指標；97 年底，

老年人口增加到 2,402,220 人，占總人口的 10.43%。另依據行政院經建會推估，至 114 年左右老

年人口將達總人口的 20.1%，即每 5 人中就有一位是老年長者，成為超高齡社會。因此未來民眾

對於長期照護的需求將不斷的升高，預期老人照護所衍生的家庭與社會問題更將層出不窮。因此

，老化雖是個人問題，但如同生病一樣，家人的經濟、就業及作息都會受到波及，所以老化基本

上也是一種社會問題。再加上老化狀態無法逆轉，且無人可以避免；為避免不幸的事件一再發生

、捍衛資深公民「尊嚴老化」的權利，儘速落實「長期照護制度」將是政府責無旁貸的首要工作

。 

二、根據本席瞭解，荷蘭是全世界最早實施社會保險式長期照護制度的國家，之後德國也是

透過社會保險的方式來籌措長期照護的財源，而鄰近我國的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亦已陸續以社

會保險方式來實施長照保險。隨著身心障礙人口及老年人口不斷的增加，民眾對於長期照護的需

求與日遽增，為避免老人長期照護所衍生的家庭及社會問題、有效管理私立安養機構，並減輕政

府的財政負擔，建議政府應儘速開辦「長期照護保險」，提供民眾更健全的保障。 

三、本席認為，長期照護不僅包含老年人，也包含植物人以及各類身心障礙者，這些都是我

們的同類，我們的同胞；不管是從功利主義的最大幸福原則、最小苦難原則，或者是基於普遍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