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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促進原住民就業自治條例」修正草案影響評估報告 

 

一、法規必要性分析： 

  （一）修法背景 

1. 臺北市促進原住民就業自治條例於民國八十八年十

二月十三日制定，係為促進臺北市原住民就業，增加

經濟所得、改善並提高其生活水準，茲因本市匯集外

縣市之原住民，共同為本市奉獻心力，且實務中有原

住民雖未設籍本市，然已居住本市多年，故擬放寬適

用對象，以嘉惠在本市工作之原住民。 

2.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於民國九十年十月三十一日

制定，為使本條例內容符合當前實際運作情形，並與

中央法規統一用語，增訂市政府之工程採購，依政府

採購法之得標廠商未依規定僱用原住民，應繳納代金

之規定，以解決實務運作無法執行之現況，並將差額

補助費改為代金，以與中央法規統一用語。 

3. 依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及性別平

等大步走-落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計畫，

增訂進用比例任一性別不得低於三分之一，以加速實

現男女事實上的平等，並於採行之初以鼓勵性質替代

處罰，不列入繳納代金範圍。綜上，爰修正本自治條

例。 

 （二）本法案之政策目的： 

為促進臺北市原住民就業，增加經濟所得、改善並提高

其生活水準，特訂定本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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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規替代方案審視：  

  (一)可否由民間自行處理： 

       「臺北市促進原住民就業自治條例」係規範臺北市議會、

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暨事業機關，及市政府之工

程採購，依政府採購法之得標廠商，不宜由民間自行處理

。 

  (二)可否訂定相關計畫輔導民間處理： 

       「臺北市促進原住民就業自治條例」係規範臺北市議會、

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暨事業機關，及市政府之工

程採購，依政府採購法之得標廠商，故不宜訂定相關計畫

輔導民間辦理。 

  (三)有無其他替代方案及其利弊分析： 

       臺北市促進原住民就業自治條例，係依據地方自治法規制

定之業務，故無其他方案可替代。 

       又本市促進原住民就業自治條例自民國88年首創，已成為

本市進用原住民之特色，中央雖自90年起亦制定原住民族

工作權保障法，惟本市規定範圍不同，故並無可替代或重

疊情形。   

 

三、法規影響對象評估： 

 (一)擴大適用對象為具有原住民身分者:依行政院原住民族委

員會103年1月統計資料，全國原住民共計53萬4,007人，本

市為1萬5,270人，本自治條例擴大適用對象為具有原住民

身分者，並不會排擠設籍本市原住民進用機會，除可嘉惠

在本市工作之原住民外，並可減少應進用原住民單位之進

用障礙。 

 (二)增列性別比例規定: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3年1月

統計，本市男女原住民比率約1:1.36，而本府進用男女原

住民比率則為1.58:1，有3%以上落差，故增列性別比例規

定以加速實現男女事實上的平等，並於採行之初以鼓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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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替代處罰，不列入繳納代金範圍，影響層面相對較小。 

 (三)新增繳納代金規定: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十二條規定

依政府採購法得標之廠商，於國內員工總人數逾一百人者

，應於履約期間僱用原住民，其人數不得低於總人數百分

之一。得標廠商進用原住民人數未達標準者，應向原住民

族綜合發展基金之就業基金繳納代金；本市規範範圍雖與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不同，惟於實際執行時，因未訂有

繳納代金規定，廠商未依規定辦理而無相關補救措施，爰

參照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新增繳納代金規定，以利規定

執行，而廠商得以繳納代金為補救措施，故影響程度低。 

  

四、法規成本效益分析： 

   本自治條例修正執行程序無更改，未增加守法及執法成本。  

 

五、公開諮詢程序 

      本自治條例修正內容已依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 8 條規

定：市政府各機關擬訂自治規則，於送市政府法規委員會審

議前，除情況急迫，顯然無法事先公告周知者外，應於市政

府公報或新聞紙公告…」，於 102 年 8 月 15 日刊登本府 102

年第 154 期公報辦理公告週知，完成公告程序，期間並無任

何人提供意見。 

 

http://www.law.taipei.gov.tw/taipei/lawsystem/showmaster01.jsp?LawID=P27B1001-20060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