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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轉眼間又過了一年，不過新冠病毒並沒有因此消失，甚至台灣在今年還遭遇到嚴

重的本土疫情，全國人民的生活及各行各業的產業型態都面臨著巨大的轉變。以

下將探討針對新的生活模式，有哪些更好的、新的、更全面性的解決方案可以減

少障礙者的不便；另外，身為國家未來的勞動主力人口，我們自己能如何參與推

動並監督身障者的福利措施，以及如何發揮自己的力量回饋社會。 

 

貳●正文 

 

一、針對遠距、線上模式的解決方案 

 

記得在三級警戒期間，所有事情都改成線上進行，在這樣的經歷後，我也想到幾

個方案。針對身障學生，教育部可和各校的特教中心合作，提供教學軟體如 Teams、

Google Meet..等的操作教學，並追蹤身障學生的學習狀況，保障身障學生的學習

品質。針對已經就業的身障人士，勞動部及各縣市勞動局也可以提供視訊軟體的

操作教學，並替行動不便的身障者爭取居家辦公，減少移動的障礙。 在生活面，

目前台灣有聽語障者視訊諮詢服務，我認為可以擴大到肢障者， 一些簡單的問

題就可以直接透過視訊得到解決。 

除了以上，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讓障礙者學會使用電子產品、遠距軟體。這時政府

就可和民間團體合作，針對原本就安置在身障相關社福機構或生活重建服務中心

的障礙者，可以開班教授他們如何使用電子產品、給予許多網站資源。如本身沒

辦法操作軟硬體設備的，也可以提供照顧者服務，教照顧者使用。我相信線上化

是未來的趨勢，盡早培養身障者相關能力，我們才能適應新的生活模式。 

 

二、可推動的新措施及持續努力的方向 

 

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及見聞，這邊提出二個我覺得可以引進及改善的措施。第一，

在查詢資訊的過程中，發現荷蘭、德國…等國家已經有針對身心障礙者實施「個

人預算制」的制度。「個人預算制」意即政府把原本提供給身障者的公共服務支

出，轉為個人預算支出，較偏向個人需求導向，可以提升身障者的選擇性、自主

性。當然此制度牽涉範圍廣泛、複雜，不是所有層面皆適用，但我認為在輔具、

醫療器材的購買補助上可以採取此方法。台灣目前的補助方式是身障者先申請，

政府再補助特定輔具或器材，但輔具百百種，這中間又要花不少時間評估、確認；

而身障者本人最清楚自己的需求，如果改成政府直接給付現金讓身障者自行購買，

就可以省去許多時間，提高效率，障礙者也可以買到真正適合自己的產品。第二，

我覺得台灣在障礙者的就業保障方面仍有待改進。其中一個大問題是，在立法方

面看似完善，但實際情況卻漏洞百出。舉例來說，「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規定



不管是公營或民營企業，皆需要進用一定比例的身障人士，但我們時常仍能看到

許多民營企業沒有遵守，甚至寧願被罰也不願聘用身障人士，而政府的處理方式，

也只是消極地公布違反規定的公司名單及處罰。再者，許多身障職缺都是約聘或

兼職性質，給的也是最低月薪，這樣對障礙者仍然沒有保障。我覺得與其不斷修

法、設立制度，不如花點心思去徹底執行，從消極轉為積極，主動和各產業的民

間企業接觸、共同擬定適合身障者的職缺、加強稽查監督，這才是障礙者真正需

要、真正能感受到的。 

 

三、推動福利措施，從自身做起 

 

要如何協助推動障礙者的福利政策?首先，我們可以持續關注「中華民國身心障

礙聯盟」，以連署等實際行動支持相關政策的推動。再者，也可以到相關的民間

機構，如肢體障礙協會擔任志工，透過在第一線直接和其他障礙者互動，了解障

礙者們的需求及難處，再回頭利用機構的力量，推廣更完善的福利措施。 

 

四、利用自己的專業回饋社會 

 

承蒙許多前人的努力，我才可以享有這些福利，順利求學及成長，因此我也想要

以自己擅長的方式回饋社會。我的專業是心理諮商，未來我可以利用業餘時間，

和民間組織合作，提供身障同胞心理支持及諮詢服務，剛好台灣在這方面仍有發

展空間，說不定日後可以成立專門服務身障者的心理諮詢所。每個人的擅長的領

域不同，只要找到自己的專長，我相信我們也都有能力回饋社會。 

 

參●結論 

 

經過了一年多，人們也發展了新的生活模式，即使障礙者受到相對多的限制，但

我相信身障同胞只要為創造更合適、方便的生活環境而攜手努力，我們也有能力

及信念適應這些改變，迎接新時代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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