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治時期高山族原住民族的現代法治初體驗： 

以關於惡行的制裁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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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在殖民地台灣的統治初期，即以高山族原住民族不具有法律上之人

格，非帝國臣民等為由，連最形式意義的法治原則都不願施行；從而在實踐

上確立了對於高山族原住民族「不適用一般法律」的作法。按 1900年台灣

總督府表示：被告為高山族原住民的刑事案件起訴與否須經其同意，即明白

排除現代法上法治原則之適用，並漸次確定由行政機關對高山族原住民事務

自由裁量的統治機制。1915 年理蕃事業結束後，絕大部分蕃地已被納入國

家的有效統治範圍內，蕃人亦被承認為帝國臣民，但前述「蕃人不適用一般

法律」的作法，僅對於劃歸普通行政區域的高山族原住民族（多數為在東部

的阿美族）略有所調整，而對於在蕃地的高山族原住民族則始終維持著。直

到 1930年霧社事件後，日本統治當局為加強對高山族原住民族的「教化」，

方擬使其「漸次適用一般法律」，但尚不及實施即戰敗離台。 

日本殖民統治當局對於高山族原住民惡行的制裁，大概可分「進入司法

體系適用一般法律」、「行政機關自為裁量」、「依舊慣或社內規約」等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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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進入司法體系者少之又少，在部分時期還需經過總督之同意，故「行政機

關的自為裁量」以及「依舊慣或社內規約」，才是處理高山族原住民惡行的

主要手段。關於行政機關的裁量，也僅台東廳曾制頒「蕃人懲罰內則」，有

較明確的判斷基準，其餘州廳幾乎就是聽任官員就個案自由處斷。「舊慣」

在 1930 年代之後逐漸成文化為「社內規約」，但其之執行亦須得到警察的批

准。因此這兩種類型的懲罰，其實都是由基層的理蕃警察所掌握。而理蕃警

察的處置方式，實參雜了現代法的元素以及原住民族的傳統習慣。就此而

言，高山族原住民族在日治時期已曾接觸過現代法律觀念，只不過其所生的

影響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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