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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行政體系與政策機制」

現場發言記錄

主持人：江明修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

發表人：范振乾 副教授（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

評論人：丘昌泰教授（台北大學公共行政系）

發表人：施正鋒 教授（淡江大學公共行政系）

評論人：陳金貴 教授（台北大學公共行政系）

羅能平（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提出：

對於范振乾教授的論文第5頁談到陳水扁總統陣營承諾台灣客家事務公共協會要求條件，當初是我
當總幹事，我們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不會用會的名義，但是用「台北市客家界陳水扁競選市長
後援會」  的名義，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本身是做母語的民主各方面的參與，但支持的時候我們是
超黨派的態度，在第12頁的地方我們是要建構市場行銷理念時，以台灣的主體來講，台灣有400萬客
家鄉親，以市場學來說，整個市場要擴大，大概有八千萬的客家人在全世界，假如要說到公共投
資，光考慮台灣是死路一條，不要只侷限在400萬的人口部分當作我們的政策，要提高更多一點人
數，這是有根據的。

未具名者：

美濃鄉親面臨建立美濃水庫的危機，客家人應該也是面臨這個，但是我們卻沒感覺，所謂語言就
是客家文化，應該像愛鄉協進會一樣去運作，而今天的議題是客家行政體系與政策機制，客家文化
會流失，我覺得我們要負百分之80的責任，政府要營造出使用語言的環境，像這兩年培訓母語師資的
環境，我就覺得這方面辦的很好，可以帶動客家母語學習的環境。

劉永斌談到客委會成立是總統的政見之一就是希望成立義民大學，客委會的任務就是復甦客家語
言文化，最終目的是希望把台灣建造一個世界客家文化中心，要怎樣做到！當然有很多步驟，客家
義民大學是非常重要的一環，第一個學院是語文學院，包含客語跟原住民語和閩南語，第二個是族群
學院，希望在台灣能夠把族群的問題研究出一套有效的辦法，第三是休閒產業服務學院，這個是客
家鄉鎮農業的轉型，以後其他的則是科技學院等。如果大學成立的話，可以舉辦世界性大型的會議
來帶動客家人起來，而這學校用的語言不是客家話，而是通用的語言，招的學生並不限定是客家
人，黑人白人任何人可以來就讀，但是客家話是希望是必修的，讓這個學校的學生都能講客家話。



楊聰榮（香港大學）提出：

第一點就是范振乾教授所提到的「全球戰略」，這點我很欣賞，怎樣來利用契機，把眼光放到全球
的可能。特別是我接觸比較多東南亞及原鄉及香港的客家人，這整個範圍是視野很大的，台灣現在
有這個機會，應該也可以。還要施正峰教授所提出來的「多元文化」這個概念，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在
這個國家法制的程序上還有條例底下，這點提出來是非常重要，兩個文章共同提到一件事情是在族群
研究上是非常重要的，關於「族群識別」，那我的建議是說：是否在族群識別，單獨再做更細的政
策上面的建言，兩位的理想性都非常的高，但是在族群識別中在各方面都有相當大的爭議，特別是
對弱勢族群來說，有時被特意的識別出來，會造成歧視，那麼要怎樣讓他又有權利的概念、又有可以
自由選擇，有時候又不希望特別突顯，這是我希望會有一點細部的政策。

未具名者：

針對行政體系做些補充，剛才范教授介紹了整個行政體系，我希望我們大家了解一下行政院底下
的部和會不一樣，部和會最大不一樣在哪裡呢？部主管的權利大，像農業單位它的部下面就有營業
局、經濟部有建設局，而下面以後是空的，我們要承認這點，後主管法律的只有工程委員會，所以我
提客家委員會是「會」，不是「部」啊！假如國家重視這個「會」的話，是政務委員兼主委，那就
是權力大了，若要行使客家政策，必須和客委會底下的外圍組織聯合，來和主計處施壓，這樣才有
辦法。

陸緋雲（香港嶺南大學）提出：

台灣的客家研究是很特別的，因為我是嶺南大學族群海外經濟研究部的，所以客家研究也是我們
研究的一個方面，我覺得台灣的客家研究它的特點已經進入到公共行政的架構，那我們所做的客家
研究，是羅香林博士的資料去延伸的，傳承客家文化，推動經濟發展的路向，接下來我跟大家來分
享我們客家學研究的情況：在這樣的研究過程中，我們完全沒有得到任何的資源，而是由客家族群
的團體來推動的，本身的研究中心也是由客家團體募捐的錢成立的，而成立的客家研究中心也不光
光只是研究客家，在族群間的民間團體和學界、教育界結合推動下，再90年度到現在已經辦了九屆
的國際客家研討會，所以客家學的研究已經成為一種顯學，台灣在一個有利的條件下，可進入到公
共政策的制定範圍，在資源這一方面是否來推動文化建設及文化發展。

張志賓（中興大學行銷學系）提出：

剛才范振乾教授有提到客家行銷的一些看法，行銷這方面首重「溝通」，而我把它分成兩個層次
怎麼來跟客家族群做個溝通，再者怎樣來跟非客家族群來做個溝通：首先跟我們自己客家族群溝通
時，就好像說剛才教授有提到自己的兒子說為何要學客家話這個問題，然後學客家話、講客家話的
價值到底在哪裡？而我從台中趕過來聽了今天的言論，我接受客家文化，我接受到了什麼價值？我
希望那個價值不單單只是選票而已，這價值在哪裡？我們要提供出來，提供給客家族群的人，進而
提供非客家族群。

范明龍（桃園縣復興鄉巴崚國小校長）提出：

我從小就教育孩子講話要用客家話，我想一定要用實質的誘因在升學及就業方面來促使孩子們學
習客家話，我是覺得說要獎勵客語常用家庭，在日本時代皇民化的政策曾經推動而且效果蠻不錯
的，再者就是客家人要創新，創新會有更減，但是不創新威脅更大。

陳金貴教授回應：

很高興聽到大家那麼熱烈的回應，我認為客家委員會一定要得到這個社會、國家公平的對待和機
會，我這篇文章不是給專家學者看的，而是給所有人看的，而這篇是以宏觀的角度來看客家人的問
題，客家人要繼續的存在而活下去，剝削十幾年的是客家中下層去做客家反社會運動，甚至逼政



府、逼政黨面對客家的存在，而客家的菁英都還沒有站出來，站出來都非常有限，如果將來重視客
家教育的客家人，教育出那麼多的博士及優秀人才，卻沒有回饋給即將消失的客家族群，若客家的
知識份子願意走出來，研究客家，帶領客家的文化復興，客家是光明的。再來就是客委會和原委會
的差異，原住民的現況是什麼？在學術上、行政上非常完整，這跟客委會到今天可預見的未來是很
困難，客家人有多少？不知道！什麼是客家人？不知道！客家特色是什麼？不知道！我希望是能用
一個很輕鬆的話題去談這些問題，但很難。

未具名者回應：

基本上我會比較傾向客委會是因為我把它當成國家體系的代表，當然不排除其他方面的展現，印
地安保留區是美國族群政策中最不好的，我不認為我們客家人是這樣子的，那我同意原委會和客委
會不同，我們可以看到10位原住民立委在搶原民會的預算，但是我們客家人的政治立委還有其他部
分都看不到此情形，再來第一部要做的是：桃竹苗這邊有個研究中心，我比較想的是像全民中學，從
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研究所，我想像中的理想是客家話為中心的，但是不是用族群來變
大，而不是排外性的，也歡迎非客家族群的人來學習。我覺得它是一個整合性、促進溝通的，它又
跟研究中心不一樣，當然這是一個長期的，我是把它放在短期，我有點擔心我們義民大學會變成東華
大學類似的樣子。

丘昌泰教授回應：

今天有了良好的第一步，要繼續的推動，不要會議結束了，什麼都沒有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