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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自潔，脫離卑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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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善事。

提摩太後書二章21節

第一屆IGEC高峰會

　【本報記者綜合報導】第一屆原住民全球經濟
組織（IGEC）高峰會，10月15日在桃園市南方
莊園飯店舉行，南太平洋連同台灣在內10個國家
原住民領袖代表齊聚一堂（圖➁、➂，GOOD TV
提供），彼此交換各國經濟困境及對策，建立互
惠互榮的平台。
　創辦經濟論壇平台的沙巴基督教會理事會主席
Jerry W. A. Dusing牧師（圖➀左），這次率領
一個30人代表團參與其中，他說，很開心在台灣
舉辦IGEC高峰會，讓世界很多不同的原住民聚
集在這裡，要表達一個重要信念，就是縱使來自
不同國家、不同種族的原住民，但我們都是一個
大家庭的家人。藉由高峰會互相提攜，藉由這樣
連結行動，可以減少各國原住民間隔閡，提升彼
此的關係。主責的IGEC創會副主席張以諾牧師
（大溪榮美教會）表示，成立IGEC組織，是讓
各地原住民在全球化經濟趨勢，成為共享共榮的
平台，祝福全球的原住民。
　來自澳洲的提摩太牧師（Timothy Michael 
Edwards）表示，很開心可以跟台灣原住民成為夥
伴，與以諾牧師及其他原民朋友連結。雖然澳洲原
住民與台灣原住民有不同的樣子，實質上卻有許多
相似之處，因為我們在遙遠的以前，有相同的祖先
。相信我們能一起進步，大家一起學習成長。
　「原住民經濟不應被邊陲化、底層化，原住民
絕對有能力當企業主！」原民會副主委江明輝表
示，相較於主流社會的豐盛，原住民是被邊陲化
、底層化的一群，政府以社會福利經濟的思維，

照顧原住民，立意很好，卻容易養成原住民經濟
過度依賴。其實原住民有天份、文化及各種資源
，可以跳脫這樣的依賴，發展部落集體經濟，家
族民宿、部落生態旅遊，藉由封溪護魚，保護溪
流。譬如司馬庫斯的部落經濟，就超越政府的想
像，原住民不是只能做底層的粗工，絕對有能力
可以當企業主，且與全球化經濟脈絡連結，不需
要政府幫助，就能得到更好的發展。
　參與高峰會的宋美花牧師（長老教會馬太鞍教
會）表示，各國都有不同程度的困難，分享彼此經
濟經驗及困境，是很棒的學習經驗。她曾參訪澳洲
當地鄉下的原住民教會，當地仍是農業社會，農人
多，卻因澳洲政府的政策，使得當地原住民喪失特
有語言、文化的特質，且農產品生產全靠政府補助
，讓當地原住民失去自主性，非常貧窮，如同台灣
原住民的處境一樣。因此，她建議台灣政府要注重
原住民人才培育，協助原住民自力發展經濟產業，
吸引年輕都市原住民回流鄉下。
　IGEC高峰會10月15-16日兩天議程，第一天
議程包括馬來西亞團隊談IGEC的異象及果效，
原民會江明輝副主委談原住民自覺與權益發展，
澳洲代表分享原住民傳統領域歸還的情形，巴布
亞新幾內亞分享農產、經濟，各國原住民再開圓
桌座談會。來台參與盛會的國家代表包括澳洲、
南非、紐西蘭、馬來西亞等9個國家55位代表，
其中包括裴濟國家會議主席及夏威夷州的外交部
長，晚上還安排文化之夜；第二天參訪新竹縣尖
石鄉部落產業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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