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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 3月司法院公報刑事裁判選輯(二) 
 
 

‧102 年度台上字第 5093 號 

 

1.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規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

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為落實憲法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利，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

展，建立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0 條規定，政府應保存維護原

住民族文化，第 30 條亦規定，制定法律，應尊重原住民族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

值觀，保障其合法權益等旨。 

2.因此，在依相關法律踐行保障原住民族之基本權利，促進其生存發展時，自應尊重

其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而依同法第 19 條之規定，原住民基於傳統文化、祭

儀或自用，得在原住民族地區依法從事獵捕野生動物之非營利行為，原住民基於此

項需求，非因營利，以自製獵槍從事獵捕野生動物即屬其基本權利。 

3.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第 20 條第 1 項即在尊重原住民族此一權利下，逐步將原住民

為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而製造或持有自製獵槍之行為，從刑事罰改為行政罰，以資因

應。 

4.此所謂「自製之獵槍」係指原住民為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而自行製造本條例第 4 條

具有獵槍性能之可發射金屬或子彈具有殺傷力之槍枝而言，所自製之獵槍裝填火藥

或子彈之方式，法律既未設有限制，無論「前膛槍」或「後膛槍」均應包括在內；

又狩獵係原住民族傳統維生方式之一，並與其祭典文化有關，原住民在狩獵過程

中，可訓練膽識、學習互助精神及生存技能，亦得藉與族人分享狩獵經驗與成果，

獲得認同，提昇在部落族人中之地位，故原住民族自製獵槍獵捕野生動物，乃其傳

統生活習俗文化之重要內容。 

5.惟因社會整體發展急遽變遷，原住民族生活型態亦隨之改變，復因野生動物保育法

獵捕規定之限制，難期其仍專以狩獵維生或以狩獵為其生活主要內容，基於維護原

住民傳統習俗文化及發展之考量，本條項「供作生活工具之用」之解釋，自應因應

生活型態之改變而放寬，只要本於與其傳統習俗文化目的有關而自行製造或持有之

獵槍，即應認係供作生活工具之用，不以專恃狩獵維生或以狩獵為其生活主要內容

者為限，然如溢出此範圍而使用自製獵槍，自不在此限。 

6.從而，中央主管機關上開 87 年 6 月 2 日函釋及依本條例第 20 條第 3 項授權訂定之

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理辦法第 2 條第 3 款將自製獵槍定義為「原住民傳統習慣專

供捕獵維生之生活工具」、「其結構、性能須逐次由槍口裝填黑色火藥於槍管內，以

打擊底火或他法引爆，將填充物射出」等情，增加法律所無之限制，已逾越法律之

授權，法院自不受其拘束。 

7.至原住民既得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而自製獵槍，自包括該獵槍所適用之「自製子彈」，

為本條例第 20 條第一項規定之「隱藏性」要件，此乃法律條文與法規體系之當然

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