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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閱讀本學期《演算法統治世界》這本書時候，看到彼得菲利用演算法大舉改

變了金融界的市場生態，也創造了許多獨創性裝置來取代傳統人力，為了突破須

隨時報價而不能離開交易場的限制，彼特菲設計出了手持式的電腦，進一步改善

了接收訊息的方式，取代了專員，辦事員的手勢換成了一根一根發光的色管，藉

此可以更清楚地傳達交易訊息，「走告人」的工作也被攜帶資料的電話專線取代，

資料的更新也更便利、快速。讓我看見了科技的無限可能性，以及如何發現需求，

利用資訊整合、去解決問題、開創新的可能。 
 
  科技的迅速發展，不論是鐵路、捷運、網路、電話到手機，從各個層面讓人們

的生活越來越便利，而對於身體機能受限的障礙者來說，也透過各種新式的科技

輔具及電腦程式，突破生理上的限制，讓他們可以和一般人接收到一樣的資訊，

過著一樣的生活。 
 
  透過這次論文，想要介紹一些科技輔具、APP，對障礙者帶來的生活上的影響，

如同彼特菲利用演算法改變金融界一樣，現代科技如何改變身心障礙者的生活型

態，是本次論文想要討論的。 
  



2. 正文 
 無障礙 APP 介紹 

   

  現代經濟發展快速，全球也開始提倡「通用設計」的概念，台灣也在相關法規
1

訂定規則，但是仍有許多民營機構或餐廳因為本身屋齡過舊、或場地坪數未達需

改建之標準(300 平方公尺以上才需強制改建)，沒有無障礙空間的規劃，導致許

多使用輪椅的身障朋友無法享有一樣的權利，近幾年來開始有ㄧ些企業或機構開

始注意到這個問題，著手開發相關的輔具、並因為智慧型手機的普及，也開發出

視障朋友使用的APP，以及提供擁有無障礙空間之場所資訊的相關程式，以下就

介紹幾款APP程式及輔具和其功能。 

 

1. 友善台灣 APP 

  此APP是由林崇偉教授於2012年結合交通大學服務學習與問題導向創新課程，

帶領跨 12 校學生團隊進行智慧生活場域實證，與身障團體解決無障礙資訊服務

問題。 

 

  而其代表作品「友善台北好餐廳 APP」整合雲端資料建置、智慧行動平台，設

計出提供各地擁有無障礙設置的餐廳，輪椅嬰兒車、孕婦柺杖族、眼睛不方便、

聽力不太好、無障礙廁所與停車位等友善餐廳資訊(如圖 1)。這個 APP 的誕生，

是運用現代資訊科技來滿足各種身障類別服務需求和社會創新。 

 

  而那些無障礙場所的資訊收集，是聘用身心障礙者來擔任「友善特派員」來收

集各種城市無障礙資訊與資源引導智慧服務，不但一方面解決自身需求，創造新

的就業機會，多種層面達到一種社會實踐的目的。 

                                                      
1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7 條，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law.moj.gov.tw/Index.aspx 



(圖 1：轉貼自「友善台灣。萬众一心」FB 社團) 

 

 

2. 語音隨身助理  

  由淡江大學視障資源中心工程師張金順等人於 2012 年研發的盲用 app，是一套

提供語音的隨身助理，透過文字轉語音系統，讓視障朋友使用「盲用注音輸入法」，

只要手指頭碰觸到鍵盤的注音符號，語音系統就會告訴你發音，再放開手指頭就

輸入成功了，讓視障者輕鬆操作智慧型手機。此外，因為設計者為視障者，較能

符合視障者的需求。 

 

  除了能閱讀手機上的資訊以外，盲用 app 還結合簡訊匣、GPS 定位等等功能、

其中的「網路博覽家」的功能是與淡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的主機資料庫做連結，

可以看報紙、看股票、看電子書、查字典等功能。視障者若想閱讀報章雜誌，以

往需透過旁人報讀，現在有了盲用 APP 的協助，只要手指輕輕觸碰新聞標題，

語音助理就會逐字逐句地開始朗讀，還可調整朗讀速度。讓視障朋友比起以前能

夠接收到更廣泛的資訊。 

 

透過類似的科技輔具，讓視障者也能使用智慧型手機，降低數位落差。      

                 

 

  



3. SIGNCHAT 

  此款 APP 是由台灣「駟馬科技」所推出的手語輸入法，這款輸入法可以視為

一款專為聽障者設計的翻譯軟體。透過將手語和文字的轉換，一般人也可以將想

要表達的話，透過翻譯成手語來讓聽障者了解。 

 

  由於不少聽障者的文字識別能力不佳，對於文字的理解度不高，透過將文字翻

譯成手語，可以更精確的讓聽障者理解確切的意思。這款鍵盤依照使用的手指數

目、手勢所要移動的方向、以及會使用的手勢位置，來提供用戶輸入不同意思的

字句。 

 

 

(圖二：SIGNCHAT 利用手語圖示和文字交互翻譯，達到與一般人溝通的目的 

轉貼自自由時報-http://3c.ltn.com.tw/news/22728?page=1) 

 

 

  

  



 無障礙 APP 興起原因分析 

 

1. 行動通訊裝置的普及，APP 功能的多樣化 

  拜現在智慧型手機、平板日漸普及之賜，加上價格越來越平民化，幾乎成為人

們生活的必需品，加上用戶可依個人需求安裝不同功能的 APP，多樣化的功能、

及其便攜性，讓身障朋友不用花費太多力氣即可隨身攜帶。 

 

 

2. 大數據(BIG DATA)的興起 

  所謂的大數據的定義是 3V Volume（容量）、Velocity（速度）和 Variety（多樣

性）或者有人另外加上 Veracity（真實性）和 Value（價值）兩個 V，它與傳統資

料的不同在於資料來源多元、種類繁多，大多是非結構化資料，而且更新速度非

常快，導致資料量大增。 

 

  大數據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特性，就是它可以發現非傳統的、且未被發掘的資料。

對於無障礙資訊還尚未完善的台灣來說，可以透過大數據的分析，找出擁有無障

礙設施的場所，加以整合，提供給使用者更充分的資訊。 

 

 

3. 台灣無障礙環境規畫不足 

  雖然「通用設計」的口號及理念在台灣推行多年，但因許多因素(如屋齡過於

老舊，改建會有危險疑慮，或是改建費用過高，店家不願額外花費…等)，擁有

完整無障礙設施的店家或建築仍然有限，因此，透過現在的行動通訊以及雲端儲

存等概念，整合這些對身障朋友有利的數據，透過手機或平板等提供給需要的使

用者。 

 

  



 Marcuse 發達社會，與「不自由」的形成 

 

  在《單向度的人》提到：「工業的發達及科技的進步，支配和協調的體制，

創造出各種生活和權力形式。」不論是各類民生用品，到政府訂定的政策，

生活被大量生產及消費充斥，我們的物欲太容易被填滿，看不見真實的需要，

而是被生產方套牢，創造出一種「虛假」的需求。 
 
     比如在《群體性孤獨》中，手機、簡訊、到社群網站的發明，讓人們可以  更
及時的傳遞接收訊息，但久而久之，好像對這種即時性的訊息接收方式陷入一種

無法自拔的狂熱，就掉入馬庫斯所謂的「虛無選項」之中。 
 
    「虛假」的需求是那些透過特定社會利益，強加於個人身上的壓抑：這些需

求使勞苦、侵略性、悲慘與不公平得以延續。這類需求具有某種社會性的內容和

功能，由個人無法控制的外在力量所決定；這些需求的發展和滿足是他律的，在

這個社會中，佔支配地位的利益要求壓抑一切。 
 
    現在的生產方看似提供多樣的選擇，不同的價格、更強的效能，讓消費者有

更多選擇的權利，其實是漸漸被簡化成一種單向的思想模式，被工業及科技所創

造出來的「虛無需求」給制約住，而且將這種創造出來的需求「社會化」， 
如因為 fb、line 的流行，大家都在使用，訊息交換很方便、及時，若不使用就會

與社會脫節，就會造成這種對資訊科技的依賴性，所以也就可以解釋現在為何人

手機不離身這種「看似自由卻不自由」的結果了。 
 
 
 
 
  



3.   結論 
隨著智慧型手機、平板等行動裝置的普及，愈來愈多服務得以透過 App 這種方

便民眾使用的方式，來讓更多人可以享受到以行動裝置帶來的便利。但由於多數

產品設計之初，缺乏對身心障礙者使用情境的考量。因此開始有很多社會企業及

新創團隊開始針對各類身障朋友的需求，打造出符合他們能夠使用的 APP，讓他

們可以克服地形、語言、及生理上的限制，有更多社會參與的機會，加上近年來

大數據(BIG DATA)的興起、以及對通用設計的日漸重視，讓無障礙環境能透過資

訊科技的力量，落實社會平權。 
 
我們必須在這個安逸、舒適的社會，不時去思考、質疑我們的物慾、或需求是否

是我們真正需要的，還是我們只是被產品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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