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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13 聯合國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此公約確實得來不易。請

嘗試談談，既然聯合國已經存在一系列人權保障條款，又為何還需 CRPD ？ 

我們必須承認，台灣社會對於身心障礙者權利長期被嚴重忽視；不論是生活

各層面、環境無障礙、法令的內涵與執行等，總讓人覺得多停留於表面居多。

常見當局很努力，但障礙者很抱怨，是不時在發生的現況。 

身為障礙者，請就 CRPD 的八項原則提出個人見解；探討現階段台灣對身障

者權益保障該有的努力方向。 

也請提出如何做才能提升「障礙者權利保障」意識，讓 CRPD 全面紮實運行

於整個社會。 

 

當完成此小論文時，個人對個人權利的捍衛是否已經發生不同看法？範圍有

哪些？可以如何做？ 

 

 



 

前言 

CRPD 為 21 世紀第一個人權公約，影響全球身心障礙者之權利保障。 

為聯合國促進、保障及確保身心障礙者完全及平等地享有所有人權及基本自

由，促進固有尊嚴受到尊重，降低身心障礙者在社會上之不利狀態，以使其

得以享有公平機會參與社會之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領域。 

因為我們身障者本身處於弱勢和總總的原因多數會讓我們沒什麼自信及敢

於嘗試，不敢要求太多就更不用說為自己爭取本應該有的權利了，隨著年代、

文化、教育及人情還有言講媒體傳播，才慢慢被更多 

人了解跟包容，但在社會中尤其在公共場合旁人的眼光讓身障者依舊突兀。 

 
 
 
 
 
 
 
 
 
 
 
 
 
 
 
 
 



 

文獻討論 

身心障礙者的現實生活：從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談起 

類似的事件幾乎是天天上演，若我們沒有特別留意，可能會認為世人對身心

障礙者的歧視好像是發生在很久以前或者是歷史中的事件，例如聖經中的痲

瘋病人或是法國文學中的鐘樓怪人。不過若是時常留意周遭事務，或是看新

聞媒體報導，就會發現，對身心障礙者歧視的事，每天都在上演。例如公車

看到坐輪椅的身心障礙者故意過站不停，甚至上車後遇到咒罵、學校因為遊

覽車沒有無障礙席位，所以坐輪椅的身心障礙學生不能參加畢業旅行、求學

的過程若是在普通班級容易受到嘲弄，到高中和大學不知道要念什麼科系、

看電視需要手語翻譯，偏偏多數節目都沒有手語翻譯……等。 

 

由於仍然有這麼多的歧視發生，聯合國才特別制定一部專屬於身心障礙者的

權利公約（CRPD），這是因為在全世界許多國家，仍然持續上演著對身心障

礙者歧視與偏見的生活場景。因此，身心障礙者的人權必須要特別提出討論，

不僅以一般的人權普世價值為基礎，還需要關照身心障礙者的特性。 

包含食、衣、住、行、育、樂等層面，由於特別強調身心障礙者者的潛能、

發展性和社會貢獻，因此在第三條中提到八項重要原則，並從此八大原則

再發展出後續各項條文內容： 

(a)尊重固有尊嚴、包括自由作出自己選擇之個人自主及個人自立； 



 

(b)不歧視； 

(c)充分有效參與及融合社會； 

(d)尊重差異,接受身心障礙者是人之多元性之一部分與人類之一份子； 

(e)機會均等； 

(f)無障礙； 

(g)男女平等； 

(h)尊重身心障礙兒童逐漸發展之能力,並尊重身心障礙兒童保持其身分認同

之權 。 

基本八項原則中，從教育推廣中包容個別差異尊重他人，身命教育體驗很重

要不應該因校內還有很多事而被犧牲忽略。 

黃金教育期在：中小學，在這時期教導正確的觀念，每學期至少要兩次的教

育或體驗，體驗個種障礙類別的生活從中了解更體貼他人珍惜自我。 

 

根據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只要是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者鑑輔會

證明的學生，學校總成績達到七十分以上，每年便能夠向學校申請最

少兩千元以上四萬元以下的獎助學金。此外，除了固定由教育部給獎

助學金外，各障礙類別也能依循該障礙類別的基金會，進行額外的獎

學金申請。由身心障礙者服務資訊網的刊登，就有五十個相關獎學金

的資訊。上述看出如有某些障礙資格，或成績能維持於一定標準，大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80062


 

約為均標左右，一年努力一點申請想能到五萬元以上的獎學金不會是

問題。  

上述並非要強調身心障礙者的獎學金多麼豐盛，也不是要批評國家或

社福單位浪費資源，而是想探討國家對於身心障礙學生的政策，只能

停留於發放獎學金嗎？此外，這樣的作法是否會讓其他同學認為：因

為他是身心障礙者才有錢拿。讓身心障礙學生於校內被其他同學給貼

上標籤。 

在「不能一起玩的校外教學意義何在？」一文，可以看出校內的障礙

者，想參加這類型的團體出遊活動是困難重重的，從要求無障礙的遊

覽車，到需事先場勘看該地是否有無障礙設備，還要有家人陪同等等

的困難。而如果今天家人並不是像文中一樣積極的話，可能這些障礙

者一輩子一次的畢業旅行，就因為「麻煩」所以就沒有了。 

我們也可以發現，到了大學，周圍的身心障礙同學，卻都可以趁著每年拿到

的獎學金於暑假時一起規劃出國玩。這樣的方式，是令人感到弔詭的。特殊

教育這二十年來不停強調的是「融合教育」，但是能夠創造最多回憶的旅行，

卻讓他們再次回到障礙的生活圈內。並不是想表達障礙者跟障礙者出遊

不好。而是回到現實，我們還是會面對跟普通生相處的問題，於社會

上始終是被異樣對待的。像是我們無法去畢業旅行，像是因為學校沒

http://disable.yam.org.tw/archives/4012


 

電梯所以只能在一樓的班級，像是因為無障礙廁所不足所以想上廁所

要多兩倍的時間。 

 

總結 

似乎政府面對這樣子的問題，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頒發一筆獎學金

給我們。 

如果獎學金是為了彌補社會對於障礙學生的不足，我想有更好的方式。

像是去瞭解障礙者學生真的要的是什麼，也許是校內的無障礙可以做

到是跟普通生相同的，障礙是因環境而生，如果環境不構成障礙，我

想今天對於障礙者學生也沒有發放獎學金的理由了。畢竟現今，我們

將障礙者獎學金特別劃分出來，就像是證明我們是社會較弱勢的人一

般。 

很多時候，因沒辦法讓我們體驗或是做到我們需要到的，這時大多會讓我們

身障者以優惠券或愛心票等金錢上的折扣補償，但在那一時刻也只是稱為彌

補，為設施及輔具的不周全做為的應變，未必解決真正問題，還有在公共欣

賞區，像是電影院、圖書館、看展覽，我們都只能在就近方便平台之地在一

旁觀賞，但這些位置可能都在出入口旁、走道旁或靠近廁所附近的相關位置，

可是難得跟親友出來到達目的地卻還是只能分開坐或依就近好照顧的位置



 

一起坐，這些原因難免造成雙方被照顧者與照顧者的勞累與負擔，更使身障

者外出活動機會和意願減少。 

 

要真正找出原因和問題是要從教育方面，校園裡的生命教育靠著講座教導學

生們了解真正意義與如何友善的相處互動。 

社工的多方面關心和協助，生活溝通資料處理及建議再與專業治療師觀察評

估，接著和工程設計施作協調改造，最後向政府機關做說明和申請爭取權益。 

政府這塊非常重要，政府必須擔起資訊福利推廣，案件追蹤、金錢助援最後

實施計畫，但現今的政府不管金錢助援和案件上的追蹤及福利的推廣都做的

非常有限，更別說幫忙設計排除生活中的障礙，所以實在很難在社會上過的

輕鬆自在，一定要由自己或親友努力爭取才可能獲得。 

 

 

 

 

 

 

 

 

               資訊協助來源: 

https://twstreetcorner.org/2018/06/26/panpeychun/ 

https://www.storm.mg/lifestyle/397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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