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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經過上個世紀、整整一百年的努力，勉力維繫生態環境之平衡、減緩破壞之速度以及防止文明污染繼續擴大，已經成為二

十一世紀人類廣知且接受之普世價值，「生態保護區」、「自然環境維護區」、「生態敏感區」等概念即在這樣的氛維下

產生，而設置「國家公園」（national park）則為許多政府最常使用的方式或手段之一，在環境政策中佔了相當大的比例

。 然而，正因國家公園乃「生態保護區」所衍申之概念，所以國家公園具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與「限制開發性」，對

於原本生活在其範圍內的當地居民造成極大的影響。除此之外，因設置國家公園所帶來的觀光人潮及觀光需求，也衝擊著

當地原有的生活形態與傳統產業。以台灣為例，目前已設置六座國家公園加上研議中的馬告國家公園，除了位居都會近郊

的陽明山國家公園，海洋型的墾丁國家公園，以及戰地色彩濃厚的金門國家公園外，其餘四座國家公園大多屬於「高山型

國家公園」 ，其範圍也往往與原住民「傳統領域」重疊。然而「國家公園」之設置必然涉及政策推展和公權力行使，因國

家公園法相關規定與原住民既有生活方式、傳統價值信仰相左，成為日後爭議與衝突之導火線。 筆者以立法委員的身份，

同時長期加入內政及民族委員會，參與國家公園法修法審議之相關工作，因此得以近距離瞭解國家公園法之修正演變與歷

程、不同利益團體之角力與遊說過程。此外筆者亦從哈伯瑪斯的溝通理論出發，希望藉由溝通理論的適用及討論，調整公

民參與公共政策研討的可能性，希望能做為未來正府在制訂公共政策時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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