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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研究訪談名冊 

受訪者編號 性別 族群別／部落別 訪談次數 訪談日期 

Ａ 男 泰雅／鎮西堡 3 

2007/12/16 

2008/01/05 

2008/03/10 

Ｂ 男 泰雅／鎮西堡 2 
2007/12/16 

2008/01/06 

Ｃ 女 泰雅／宇老 1 2008/10/11 

Ｄ 男 泰雅／石磊 8 

2008/03/06 

2008/10/10 

2008/10/11 

2009/01/13 

2009/02/05 

2009/02/06 

2009/04/12 

2009/06/17 

Ｅ 女 泰雅／石磊 3 

2008/03/06 

2008/11/10 

2009/04/12 

Ｆ 男 泰雅／養老 1 2008/10/10 

Ｇ 男 泰雅／錦路 1 2008/10/10 

Ｈ 男 泰雅／泰崗 1 2009/01/05 

Ｉ 女 泰雅／新光 3 

2007/09/11 

2007/12/16 

2008/01/05 

2008/03/10 

Ｊ 男 泰雅／石磊 9 

2008/03/06 

2008/10/10 

2008/10/11 

2008/11/10 

2009/01/13 

2009/02/05 

2009/04/12 

2009/05/15 

2009/05/22 

Ｋ 男 泰雅／馬里光 3 2007/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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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編號 性別 族群別／部落別 訪談次數 訪談日期 

2007/09/12 

2008/03/10 

Ｌ 男 泰雅／馬里光 1 2008/03/10 

Ｍ 男 泰雅／煤源 1 2008/11/21 

Ｎ 男 泰雅／新光 3 

2007/09/11 

2007/12/16 

2008/01/06 

2008/03/10 

Ｏ 男 泰雅／嘉樂 4 

2007/07/14 

2007/12/16 

2008/01/17 

2008/03/10 

Ｐ 男 泰雅／新光 3 

2007/09/11 

2007/12/16 

2008/03/10 

Ｑ 女 泰雅／馬里光 1 2007/09/12 

Ｒ 男 泰雅／泰崗 1 2008/10/11 

Ｓ 男 泰雅／馬里光 1 2008/10/11 

Ｔ 女 泰雅／帛那外 3 

2008/03/05 

2008/11/29 

2009/01/13 

Ｕ 男 泰雅／田埔 1 2008/10/11 

Ｖ 男 泰雅／馬美 1 2007/07/12 

Ｗ 女 泰雅／馬美 2 
2007/07/12 

2008/03/10 

Ｘ 男 
漢人／尖石鄉公所

駐站所人員 
1 2008/01/10 

Ｙ 男 泰雅／石磊 2 
2008/01/17 

2008/03/05 

Ｚ 男 泰雅／石磊 1 2009/01/26 

Ａａ 男 泰雅／石磊 1 2008/03/06 

Ａｂ 男 泰雅／石磊 1 2009/01/26 

Ａｃ 女 泰雅／石磊 1 2009/01/05 

Ａｄ 工人 漢人／水保局雇工 1 2009/04/12 

Ａｅ 男 泰雅／石磊 1 2009/04/12 

Ａｆ 男 泰雅／馬里光 1 2008/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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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編號 性別 族群別／部落別 訪談次數 訪談日期 

Ａｇ 男 泰雅／石磊 1 2008/01/17 

Ａｈ 男 泰雅／石磊 1 2009/05/25 
Ａｉ 男 泰雅／石磊 1 2008/10/19 
Ａｊ 男 泰雅／石磊 1 2008/10/19 
Ａｋ 男 泰雅／石磊 1 2008/10/19 
Ａｌ 男 泰雅／石磊 1 2008/1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