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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文之後，蔣介石的代表被逐出聯合國，台灣因

在中華民國政府統治之下也因此受害成為所謂的「國際孤兒」，既無聯合國的席位，也

無法參加聯合國體系下的國際組織。儘管如此，台灣原住民族展現他們傳統的精神，並

未因此而放棄爭取任何參與聯合國原住民事務的機會。 

  國際社會對於原住民族權益以及原住民所面對種種問題之關注，乃是隨著聯合國對

人權保護意識的提升與擴張而來。聯合國於1993年通過決議提出「世界原住民族國際

年」（International Year for the World’s Indigenous People）開始，1994年為凸顯原住民族

議題的重要性，通過決議將1995～2004年定為「世界原住民族國際十年」（International 

Decade of the World’s Indigenous People），進一步尋求國際合作解決各國原住民族在文

化、教育、保健、人權、環境與社會發展等領域所面臨的問題。 

  2002年5月聯合國首度召開「原住民族議題常設論壇」（UN Permanent Forum on 

Indigenous Issues，簡稱UNPFII）作為各國原住民族意見溝通與對話合作的平台，同時提

供原住民專家諮詢意見給經濟暨社會理事會（ECOSOC）參考。2005年聯合國再推動第

二個「世界原住民國際十年」（Second International Decade of the World’s Indigenous 

People）計畫，繼續推動各國原住民族在跨國社會與經濟議題的合作。2007年9月聯合國

大會通過「原住民權利宣言」（UN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正

式確認、促進與保護原住民族的基本權利與自由的重要性。 

  回顧台灣原住民朋友過往爭取權利的軌跡，參與國際組織與國際會議是其中不可或

缺的一環。透過國際參與的機會，不但有助於引進國際原住民權利發展的最新思維，也

可以讓台灣原住民族的議題國際化。這也就是為什麼在中國政府的外交打壓下，台灣的

原住民代表自2002年起仍積極爭取參與「聯合國原住民族議題常設論壇」的主要原因。

透過參與論壇的機會，台灣的原住民朋友們展現高度的自信，不吝將國內的經驗帶到國

際場域分享，同時也吸取其他國家原住民族的寶貴經驗，在持續的參與、互動交流的對

話與討論過程中，激盪出不同的思考方式與行動途徑，最後再納入作為政府制訂政策的

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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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9日是「世界原住民國際日」（ International Day of the World’s Indigenous 

Peoples），在聯合國的積極推動及鼓勵下，各式各樣的原住民運動蓬勃發展，一再提醒

各國政府原住民族是不能被漠視的一群，同樣的，台灣原住民族在這塊土地上奮鬥的故

事，值得我們的肯定與學習，台灣原住民族的久遠歷史及豐富的文化內涵更不應該被國

際社會所忽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