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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從 2019年底就開始肆虐全球，直到現今還

持續擴散中，對於全球人民都造成不便，台灣對於此次病毒做的因應措施可謂世

界名列前茅的國家，不僅保護國民，也實施口罩外交幫助他國。雖然台灣此次危

機處理得當，但總有那麼美中不足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身心障礙者的權益。此

次的防疫措施對於一些身障者較不友善，例如室內保持安全距離 1.5公尺、室內

必須戴口罩等。         

    本研究訪問兩位身障者 COVID-19對他們所帶來的不便，其中一位是肢體障

礙者、另一位是聽力障礙者，兩位都說道 COVID-19確實對他們生活造成不便。 

肢體障礙者表示他日常生活需要人在旁邊協助，防疫距離 1.5公尺使自己無法被

幫助；聽力障礙者表示自己在與人對話時，有時需要靠唇形來了解內容，室內人

人戴口罩使自己無法分辨對方唇形。 

    本研究有四種討論方向：第一，身障者生活的改變與應對方法；第二，政府

應對身障者反應之措施；第三，身障者中標病毒及居家隔離之應對措施；第四，

吸取過往經驗。有些身障者本身抵抗就比一般人弱、老化的也可能比一般人早，

因此政府更應該加強身障者權益，不要讓他們處在危險境界。 

 

 

 

關鍵詞：身心障礙者權益、身障者生活的改變與應對方法、政府應對政策、身障

者居家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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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各國在 COVID-19的侵襲下已大受打擊，無一國家能倖免於此，包含美國、

歐洲等大國都不知道何時才能將病毒消滅、恢復以前的光景。「伴隨新冠病毒蔓

延，有大量的人開始面臨被隔離於正常生活的孤立感覺，不幸的是，對於老年人

和全世界 13億殘疾人口而言，這種隔離和排斥的日常經歷卻是一種常態。」

(Caroline Casey)，台灣雖然防疫措施做得非常好，但總會有沒顧及到的地方，

例如身心障礙者的生活在此次疫情中大受影響。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就在

2020年三月接獲一名身心障礙者反映自己在買口罩上遇到的難題，因為自己及

老公都是肢體障礙者，領口罩的地方卻沒有無障礙排隊動線、也找不到無障礙廁

所，使無法久站、容易頻尿的他們備受煎熬，因此向衛福部反映，最後卻遭無視。

在事件發生後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聯盟向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建議身心障

礙者「口罩實名制」的相關配套措施，後來指揮中心同意修改口罩發放標準。 

    本研究為研究者與肢體障礙朋友在聊天時剛好聊到 COVID-19對他生活有何

影響後，訪問兩位身障朋友的實際經驗所得之研究成果，一位是肢體障礙者、一

位是聽力障礙者，原本在我身上我感受不出 COVID-19對我生活的影響，經過訪

談後我才知道原來有些身障者深受其擾。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主要了解 COVID-19對身障者所產生的影響—

以肢障、聽障為例，並研究在疫情下身障者及政府如何面對及解決危機。 

 

1 

第二章    研究方法與結果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訪中山大學兩名身障學生，一名為肢體障礙學生、一名為聽力障礙

學生，分別了解 COVID-19對他們所造成的影響。 

 

第二節 研究結果 

    第一位同學是肢體障礙學生，他本身需要輔具才能行走，左腳已比右腳萎縮

許多，因此在行走時需要耗費很大的力氣，但在 COVID-19發生後，政府要求每

個人在室內都需要戴口罩，他認為這對他是一大不友善之舉，因為他本身走路就

需要比別人多花兩到三倍的力氣，若是要戴著口罩走路他簡直不能呼吸；再來，

因為他上廁所需要人幫忙他，而政府下達室內需保持 1.5公尺的安全距離這條規

定，讓他深感不便，因為 1.5公尺這個距離他根本不能被幫助，且因為疫情人心

惶惶、人人自危，他曾經有發生過一次經驗是自己跌倒了，但因為疫情，沒有人

敢上前來拉他一把，最後他自己非常吃力的爬起來。 

    第二位同學是聽力障礙學生，他本身左耳較聽不見，平常不太需要戴助聽器

就能與人對談，但某些時候他還是得讀對方唇形來得知對方的意思，自從政府下

達室內須戴口罩這項規定起，他就覺得非常不便，因為每次和陌生人對談聽不清

楚時，就要再請對方再說好幾次，讓他覺得很不好意思。 

    因此不管是肢體障礙或者聽力障礙者皆受 COVID-19所影響。 

 受 COVID-19影響 

肢體障礙受訪者 1. 戴著口罩走路讓他呼吸不順。 

2. 1.5公尺的防疫距離根本讓他不能被幫助。 

聽力障礙受訪者 1.戴口罩使他無法讀別人唇形接收訊息。  

2 

第三章    衍伸議題 



    本研究對於在世界大流行病下，障礙者如何「堅持自立生活、挑戰新環境的

障礙」、政府該如何因應障礙者的需求，以 COVID-19為世界大流行病為例，有以

下四點敘述： 

 

(一)身障者生活的改變與應對方法 

    身障者和一般人的生活在某部分不太一樣，例如走路時需要被協助、對談時

需要讀唇語、無法久戴口罩等等，發生疫情後，身障者的生活更受影響，以社交

為例，聽障者無法在對方戴口罩後辨別其唇形、肢障者無法在 1.5公尺的社交距

離請求他人協助自己；以休閒活動為例，電影院要求每位入場觀眾都要戴口罩，

但小耳症、失智症、心智障礙者皆無法久戴口罩，這項規定變相的在將他們拒於

門外；以就醫為例，因為疫情關係許多醫院及診所均表示隔離室不能有陪同者，

有名脊髓性肌肉萎縮症患者，平時以電動輪椅代步，因為連續發燒 3天到大醫院

檢查，院方以防疫為由拒絕其陪同者入內，且隔離處未設置無障礙流動廁所，使

該名病患在毫無遮蔽的透明帳篷中如廁，自尊心受損。以上種種都是 COVID-19

對身障者帶來的不便之處。 

    既然發生了就得面對它，以德國為例，一位 15歲的德國高中生架設

「CoronaPort」網站，網站中充斥著許多願意在疫情中提供幫助的人，他們提供

共乘車輛給需要的長輩、病患、身障者，這種方式大大改善在疫情時人們的困擾；

英國、美國超市則是結合政府數據，優先把生活用品給弱勢與老年人。而台灣則

發起領口罩的口號「我 OK，你先領」；嘉義新港鄉社區的人民組成防疫團隊並透

過網絡傳遞防疫訊息讓民眾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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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應對措施 

    疫情爆發時政府先是請民眾至藥局或超商領取口罩，後來又增加規則變成實



名制，再到後來增加網路預約口罩，一次一次都在改進，但身障者的權益有被改

進嗎？排隊沒有無障礙動線、超商網路預約口罩沒有顧及視障、聽障人士等等漏

洞該由誰來把關呢？理應是政府。因此已有相關機構建議政府可以採取的措施，

例如；請服務人員到府幫身心障礙者送口罩或者防疫用品，日本就曾經發生過身

障者群聚感染的事件，因此台灣政府應該引以為戒，不要重蹈覆轍；為了紓困，

政府也提出 600億的紓困預算並通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

條例》。另外，申訴管道也應該暢通，不該發生吃案情形，畢竟這關乎全體人民

的健康安全，不可以有差錯。  

 

(三)身障者中標病毒及居家隔離之應對措施 

    有些身障者需要人協助起居生活，而隔離病房的協助者不一定完全知道病患

的習慣，此時就會使身障者有不適的情況出現。再來，居家隔離的規定是須留在

檢疫場所中，不得外出，身障者本身行動就比較不方便，如果要留在特定檢疫場

所，也需要有人照看，平常協助身障者的人無非是家人或是看護，他們本身的防

疫器具就沒有很充足，因此政府必須配給他們充足的防疫工具，讓他們可以安心

照顧身障者，使自己跟身障者處於安全狀態。 

 

(四)吸取過往經驗 

    此次病毒來勢洶洶，全體人民都有了防疫經驗，也不斷修正錯誤，而身障者

的權益也在一次次的經驗中提升，不管是身障者本身應對疫情的能力，或是政府

對於身障者在疫情中的權益，都有進步，未來若不幸再次發生疫情，全體人民都

知道該如何自保及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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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的受訪者之一是肢障者，不方便在室內戴口罩；另一位是聽障者，不

能讀戴口罩的人的唇語，他們都在此次疫情中全身而退，因為即使不方便，他們

還是會戴口罩，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沒有人是疫情中的局外人，大家必須記取

教訓、在經驗中成長。另外政府的角色也很重要，除了防疫外，也需要顧及全體

人民的權益，唯有把大家照顧好，才能一起面對未來更多的挑戰! 

 

第二節 研究貢獻 

    整理完研究結果衍伸議題後，本研究可以提供的貢獻如下: 

 

(一)政府作為 

    政府可以在醫院或領防疫用品處設置流動性無障礙廁所、無障礙排隊空間、

領取防疫用品的 app要加設無障礙使用裝置等等，這些都是可以讓身障者防疫更

方便的措施。另外。也要兼顧申訴管道，讓有意見要反映的民眾可以快速告訴給

政府知道。 

 

(二)身障者作為 

    身障者遇到困難時要積極且善用申訴管道，不要使自己的權益石沉大海。唯

有自己先把自己保護好，才有能疫保護別人。 

 

 

 

5 

參考資料 

英文文獻: 



Caroline Casey (2020), COVID-19's isolated world is the norm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中文文獻: 

發生 COVID-19(武漢肺炎)確定病例之應變處置建議(2020)。衛生福利機構

及相關服務單位因應。 

新冠肺炎疫情突顯政府對身障者及弱勢族群的認識僅只於表面(2020)。障盟

研發專專員 林恩淇。 

健康不平等在疫情蔓延時(2020)。 陳惠萍。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