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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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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長期以來，原鄉部落因為受外來文化

的影響，不同的經濟作物進入部落耕地種

植，同時由於飲食文化的改變，導致原有

傳統作物逐漸改為現代較具經濟效益的農

作物種類，也使得以芋頭為主食的族群受

到衝擊，傳統芋頭的種植日益減少，日常

飲食和傳統文化逐漸受影響和改變。原鄉

部落傳統作物芋頭，以栽培子芋用品種 (俗

稱”山芋”)為主，多分佈於山區，由民國

90年統計資料顯示屏東縣原鄉部落栽培面

積達 425公頃，而民國 110年的統計資料

顯示，原鄉部落栽培僅剩約 40公頃，可知

芋頭產業減少了 9成的面積，經由訪查及

文獻調查顯示，栽培傳統芋頭意願降低，

增加了種原流失的風險，故原鄉傳統芋頭

有其保種的必要性與急迫性。面對原鄉部

落傳統芋頭種原的流失，部落、民間團體

及政府單位紛紛投入保種的工作，本文希

望透過問卷瞭解受訪人員對原鄉作物、生

態及文化的保種認知，也作為我們未來規

劃推動保種以及永續利用的參考。

二、調查方法

本調查以參加本場 111年農民學院植

物種苗類訓練課程之學員為對象，採電子

問卷方式進行調查。問卷內容主要分為二

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討受訪者對

原鄉傳統文化傳承的看法與態度。第

二部分可分為 4小項：第 1項是關於原鄉

傳統芋頭保種的看法與態度，第 2、3、4

項分別為芋頭種原保存與里山的生態效益

可以保有「原住民文化永續功能」、「供

給生態服務功能」及「供給旅遊服務功能」

的看法與態度。最後再進行學員基本資料

調查。總計發出 72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計 44份，回收率計 61.1%。

三、原鄉傳統芋頭保種及保育認知

分析

本次進行受訪的學員以男性居多佔

84.1%，女性佔 15.9%；年齡以 45-54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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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4歲各佔 27.3%，屬於中生代居多，其

次為 25-34歲年輕族群佔 20.5%（圖 1）。

受訪學員的教育程度以高中職佔 29.5%專

科及大學 45.5%，研究所以上佔 25%（圖

2）。從事職業部分以農業、畜牧及水產養

殖為最多佔 41%，其次為商業約 20.5%及

服務業佔 15.9%（圖 3）。

本次問卷分析之正面意見包括非常同

意與同意的比例加總，負面意見包括非常

不同意與不同意的比例加總，透過問卷調

查得知絕大多數的受訪學員對於過去原鄉

部落擁有豐富的傳統作物、山林知識、文

化祭儀及生態保育觀念（97.7%）

與原鄉部落長期面臨人口流失、

老化及語言文化凋零之問題均表示同意

（100%），可知大家都認同過去原鄉文

化、資源豐富，但目前卻面臨文化傳承及

人口外流而衍生的問題，是無法避免的宿

命。對於過去原鄉部落所在之處適合長期

居住，亦持正面同意（75%）。另外，受

訪者同意移居離開部落的原住民仍能保有

及延續傳統文化（68.1%），但有 22.7%持

不同意，認為在地傳承與文化結合仍有其

重要性，同時認知族群文化的傳承意願與

成員的觀念意識有關（100%）。受訪者認

同可藉由外部資源或現代科技投入有助原

鄉傳統文化的保存與傳承部分（100%）。

90%的受訪者同意投入文化保存傳承工作

的有志之士不多，同時認為只要願意投入

保存傳承工作，現在還來得及且有機會把

原鄉傳統文化傳承下去（表一）。

調查原鄉傳統芋頭保種的看法與態度

部分， 45.5%受訪者不知道芋頭是原住民

重要的傳統糧食作物，再深入探究係為魯

凱族、排灣族和達悟族等族群所使用及原

鄉種植旱芋、水芋的情形時，不知道的比

例可達 5-6成（表二），可見就算是從事

農業居多的學員也對原鄉傳統的芋頭不了

解，但受訪者認知芋頭種原 (品種 )流失對

圖 1.受訪者年齡分佈圖

圖 2.受訪者教育程度分佈圖

圖 3.受訪者職業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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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原鄉文化傳承有重大的影響（86.4%）；芋

頭種原的流失或消失，對我個人沒有影響

有 36.3%同意，無意見的比例也達 25%，

而有 38.7%表示不同意，顯示受訪者認同

感表現消極，可能受訪者為非原住民且對

芋頭是原鄉傳統糧食作物並不熟悉緣故，

因而無法切身感受傳統種原的重要性。受

訪者認同芋頭種原流失是因為當地長期以

來無種植或利用的需求（75%）及其他經

濟或糧食作物的引進（86.3%），是導致芋

頭逐漸被淘汰及不再種植的原因之一；同

時亦認為原鄉部落居民願意種植芋頭對其

保種非常重要（88.7%），更認同恢復芋

頭與傳統文化的鏈結具重要性（90.9%）。

受訪者同意政府對投入芋頭保種的研究非

常重視（66%）並高度認同芋頭保種可以

結合公、私部門的力量去推動（97.8%）

（表三），故顯示原鄉傳統文化、芋頭及

保種工作需全面性的推動及資源投入方能

落實。

表一、對原鄉傳統文化傳承的看法與態度

問卷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 過去原鄉部落擁有豐富的傳統作物、山林知識、文化
祭儀及生態保育觀念。

59.1% 38.6% 0% 2.3% 0%

2. 過去原鄉部落所在之處適合長期居住 29.5% 45.5% 18.2% 6.8% 0%

3. 原鄉部落長期面臨人口流失、老化及語言文化凋零之問題 56.8% 43.2% 0% 0% 0%

4. 移居離開部落的原住民仍能保有及延續傳統文化 29.5% 38.6% 9.1% 22.7% 0%

5. 族群文化的傳承意願與成員的觀念意識有關 43.2% 56.8% 0% 0% 0%

6. 藉由外部資源或現代科技投入有助原鄉傳統文化的保
存與傳承

43.2% 56.8% 0% 0% 0%

7. 願意投入文化保存傳承工作的有志之士不多 29.5% 61.4% 6.8% 2.3% 0%

8. 只要願意投入保存傳承工作，現在還來得及，有機會 36.4% 61.4% 2.3% 0% 0%

表二、您對原鄉傳統芋頭保種的看法與態度（一）

問卷題項 知道 不知道

1. 你知道芋頭是原住民重要的傳統糧食作物嗎 ? 54.5% 45.5%

2. 你知道以芋頭為主要傳統糧食作物的是魯凱
族、排灣族和達悟族嗎 ? 40.9% 59.1%

3. 你知道蘭嶼達悟族種植以水芋為主、少部分為
旱芋，其他原住民族則是旱芋嗎 ? 43.2%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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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對芋頭種原保存與里山的生態

效益可以落實於日常生活的飲食、歲時祭

儀活動與傳統語言對接，認同可以保有「原

住民文化永續功能」（93.2%）（表四），

同時有 93.2%以上的受訪者表示芋頭種原

保存可以恢復芋頭種植生態系的食物鏈，

維持生物多樣性、使生態系統平衡，減少

栽培時之病蟲害發生，亦可因應氣候變遷，

生產滿足在地糧食需求等保有「供給生態

服務功能」（表五）。另外，有 88.7%以

上的受訪者表示芋頭種原保存可以提供生

態及農業休閒旅遊帶來經濟效益，鼓勵有

機友善農耕，維護生物多樣性等保有「供

給旅遊服務功能」（表六），故對未來保

種工作可以朝上述三個面向的服務功能提

供方向與參考的作法。

表三、您對原鄉傳統芋頭保種的看法與態度（二）

問卷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芋頭種原 (品種 )流失對原鄉文化傳承有重大的影響 36.4% 50% 11.4% 2.3% 0%

2.芋頭種原的流失或消失，對我個人沒有影響 13.6% 22.7% 25% 27.3% 11.4%

3.芋頭種原流失是因為當地長期以來無種植或利用的需求 29.5% 45.5% 18.2% 6.8% 0%

4.其他經濟或糧食作物的引進，是導致芋頭逐漸被淘汰
及不再種植的原因之一

31.8% 54.5% 11.4% 2.3% 0%

5.原鄉部落居民是否願意種植芋頭對其保種非常重要 36.4% 52.3% 11.4% 0% 0%

6.如何恢復芋頭與傳統文化的鏈結，對其保種非常重要 38.6% 52.3% 9.1% 0% 0%

7.政府對投入芋頭保種的研究非常重視 20.5% 45.5% 29.5% 4.5% 0%

8.芋頭保種可以結合公、私部門的力量去推動 40.9% 47.7% 9.1% 2.3% 0%

表四、芋頭種原保存與里山的生態效益可以保有「原住民文化永續功能」

問卷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可以落實於日常生活的飲食 40.9% 54.5% 4.5% 0% 0%

2.可以展現於歲時祭儀活動 40.9% 56.8% 2.3% 0% 0%

3.可以與傳統語言對接 36.4% 56.8% 6.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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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四、結論

針對本次受訪者對原鄉芋頭保種議題

問卷分析結果顯示，有 5成的民眾對芋頭

（山芋）為原民作物、傳統的糧食作物及

使用的族群並不了解，後續研究會對原鄉

傳統芋頭加強宣導及宣揚保種理念。即使

民眾對原鄉芋頭不了解，但都正面支持政

府部門及外部資源或現代科技投入，有助

原鄉傳統文化的保存與傳承，更是認同芋

頭應用在原鄉日常生活及文化傳承、保有

供給生態及旅遊服務功能，還有可因應氣

候變遷而維持原鄉生物多樣性的功能，問

卷結果顯示與我們規劃的保種方向是一致

的。值得一提的是，願意投入文化保存傳

承的有志之士是推動保種最重要的推手，

期望與部落人士合作及共同推動芋頭保種

工作，只要肯做，現在還來得及且成功的

機會很大。

表五、芋頭種原保存與里山的生態效益可以保有「供給生態服務功能」

問卷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可以恢復芋頭種植生態系的食物鏈，維持生物多樣性 38.6% 59.1% 2.3% 0% 0%

2.可以使生態系統平衡，減少栽培時之病蟲害發生 34.1% 59.1% 4.5% 2.3% 0%

3.可以因應氣候變遷，生產滿足在地糧食需求 34.1% 59.1% 4.5% 2.3% 0%

表六、芋頭種原保存與里山的生態效益可以保有「供給旅遊服務功能」

問卷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可以提供人們心靈及精神的滿足 36.4% 52.3% 9.1% 2.3% 0%

2.可以提供生態及農業休閒旅遊，達到文化及教育功能 40.9% 54.5% 4.5% 0% 0%

3.可以透過生態旅遊帶來經濟效益，鼓勵有機友善農
耕，維護生物多樣性及遊憩場域的安全性

45.5% 50% 4.5% 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