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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個角度看世紀大瘟疫 

—— 地球大變，台灣翻轉，發覺障礙者的新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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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Change 與 Chance 只有一字之差！對於大多數人而言，改變往往意味著

充滿變數、脫離舒適圈，然而在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裡，「唯一不變的就是

改變」！尤其經過了疫情的反覆、病毒的變種，全世界都在學習與疫情共存

的新生活型態。台灣雖然說贏在了起跑點，但如何將這次疫情下不得以為之

的應對措施，轉變為造福人民、發覺障礙者的新契機，帶領大眾一同奔向「平

等融合、力量無限」的美麗新世界，值得政府及人民一同思考與努力。 

 

 本文 

一、 面臨的困境 

1. 居住 

  三級警戒實施以來，父母居家辦公、孩子遠距教學，許多民眾

越發感覺家庭空間有限，甚至影響到購屋條件的優先順序。然而對

於肢體障礙者而言，別說購屋，就連租房也是相當困難的事。房東

對於肢體障礙者可能存有偏見，而不願出租，更可能為了逃避繳納

稅金，不願提供報稅證明，使障礙者無法申請補助。 

  即使解決了人的問題，環境的問題往往更難處理。對於肢體障

礙者來說的「宜居」，往往需要更順暢的動線、更大的空間、更合

理的格局以及更多的無障礙設施，這些要求對於小資族的居住空間

而言都已不易達成，若再考慮交通便利因素，租金的負擔勢必更加

高昂。 

 



2. 工作 

  疫情期間許多行業的工作都遭到波及，然而街賣者受到的影響

更為巨大。由於民眾減少外出，甚至是擔心傳染的風險，都降低其

與肢體障礙者購物的意願。就算疫情逐漸趨緩、振興券推出，民眾

也可能因為經濟考量，更願意將五倍券花在刀口上，減少做公益的

次數與額度。 

  另一方面，雖然政府鼓勵企業進用身障員工，然而自從身心障

礙者權益保障法施行以來，十一年皆未開罰，可說是毫無實際效益。

即使肢體障礙者如願獲得相對穩定的工作，卻也可能因自身的生理

因素導致無法適應，如需使用輪椅的下肢障礙者，長時間久坐或維

持固定姿勢作業，皆可能導致身體損傷。 

 

二、 改進的方案 

1. 自身 

  改變從自身做起，肢體障礙者可利用仲介網站先篩選可能合適

的房子，再建立熟悉、可靠的仲介人脈，媒合租房業務，並對房東

表達出對於租屋的強烈需求，以及證明自己有穩定的收入來源，甚

至透過有公信力的公益單位背書，保證房東可以收得到租金，進而

降低房東對於障礙者經濟能力的疑慮。 

  肢體障礙者需要讓面試官、主管、同事們明白自己身體的限制，

以及可以完成的任務，良好的事先溝通可以讓對方更同理自己。肢

體障礙者雖然身體有許多限制，也不像一般員工能爆肝工作，但腦

袋的靈活程度往往是過之而無不及，若是能勇於分享自己的所知、

所想，將可與團隊碰撞出精彩的火花。 

 

2. 政府 

  雖然政府規劃了社會住宅，提供有需要的身心障礙者申請，但

是數量完全供不應求，甚至出現肢體障礙者的順位較後，以致選不

到特別設計的無障礙房型，都必須再加以檢討。此外，新推出的「公

益出租人」政策，也應該多加宣傳，使租賃雙方能更加安心、開心

的締結契約。 

  若要保障肢體障礙者的工作權，政府單位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首先了解各機關或企業的運作模式，媒合合適的肢體障礙者面試，

在障礙者到職後盡速提供支持方案，以及監督工作環境的無障礙設



備齊備與否。此外也可參考疫情時的遠距辦公，鼓勵各單位釋出在

家工作的職缺，提供障礙者更多元的選擇。 

 

 結論 

  危機就是轉機！疫情打亂了人們生活的腳步，甚至造成難以抹滅的陰影，

然而我們不能停滯不前，勇於改變才能創造新的機會。當肢體障礙者願意從

自身做起，無論是學著踏出舒適圈，或是嘗試爭取自己的福利，都能讓旁人

不只明白障礙者的決心，更佩服我們的能力。政府也應該善盡服務人民的功

能，為障礙者的居住與工作權多想一些、多做一些，如此一來，不僅能提升

障礙者的生活品質，更能營造出彼此互助、溫馨有愛的社會氛圍。當我們同

心合意攜手向前，疫情會過去，美好的影響卻會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