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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前診所無障礙環境的狀況 

 

根據我在網上查詢可知，所有的營業場所都需遵守「建築物無

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但我想這個也只是針對新建築的規範，舊有

的社區公寓大樓都不需要照做，而大多數的診所就是因資金不足、

才剛起步，只能經營小診所，自然而然都是承租老舊大樓，如果是

租的還必須經過房東同意才能夠改建，由此可知，診所無障礙環境

當然缺乏。雖然衛生福利部在去年有提出醫療機構設置標準，會將

診所依據面積分為三個等級，而據新聞所說，全台百分之九十以上

的診所都不超過九十坪，多數診所在無障礙廁所方面只需設置坐式

馬桶跟扶手，對於輪椅族群來說是遠遠不夠。 

 

 

貳.身障者對無障礙診所的想法 

 

一. 比起小診所身障者偏向去大醫院的原因：目前身障者可以上衛

生福利部的網站來查詢「全國無障礙診所的就醫環境之資訊」，

對於身障者而言應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但就我經驗而言，我

從來都不會去使用此資訊來查詢，這點從衛生福利部的網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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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全國醫療無障礙資訊」的點擊率也是挺低的，要不是為

了寫此文，或許我根本不會上來觀看，代表政府對於無障礙診

所的宣導不足，即便是有需要的人也不知此網站。而身為身障

者的我通常會下意識直接去大醫院就診，或是聽取家人的建議

到可以就診的診所，寧願舟車勞頓到更遠的醫院得到更好的醫

療服務與無障礙環境，也不願在不友善身障者的診所看診。還

有，身障者在從未看過該診所的前提下，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預

約的醫生門診是否在一樓，要是醫生的門診在二、三樓，而診

所也沒有電梯，而身障者只好取消看診，這樣就會導致時間被

浪費，且白跑一趟，根本沒有達到看診所快速、方便的效果，

所以多數身障者無論大病、小病都會選擇大醫院。就是因為目

前的診所的無障礙不夠友善，擔心來到不適合輪椅及環境不友

善的空間，反而會讓身心靈更加疲憊，害怕踩更多地雷進而浪

費更多時間，導致身障者寧願去大醫院跟許多人排隊看門診，

也不願意到人少、快速的小診所來就醫。 

 

二. 推行無障礙診所的重要性：之前為了施打疫苗，我到我家附近

的小兒科診所來施打疫苗，因為診所環境過小，診所內候診與

施打疫苗完等待的人太多，導致診所內狹小到無法進入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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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家人希望能夠在車上施打疫苗，結果看到醫生與護士都

全副武裝拿著看診工具來到車旁替我施打疫苗，雖然路上周遭

開始投射注目的眼光，即便診所環境的不友善，我仍被診所醫

護人員的舉動感動到。我相信在台灣還是有許多人願意來幫助

身障者來克服缺乏無障礙的地方，如曾經我就遇過善心人士願

意幫我抬輪椅越過門檻、階梯……等，但誰又能保證在抬輪椅

的過程就不會發生意外，就我所知，由學校同學背著「玻璃娃

娃」學生摔下樓梯的案例。即使有許多人願意幫助身障者，但

我還是希望能夠從最根本的問題來解決，只要改善無障礙環境

就能不枉費他人的善心，減少彼此的時間，讓整體社會更加融

洽，身障者更能被社會接納。尤其在這疫情期間，減少去大醫

院還能夠避免在大醫院感染的機率，能將醫療資源留給重症患

者。況且，診所還包含一般小兒科、中醫科、家醫科、耳鼻喉

科、牙科、復健科、皮膚科還有婦產科，一般人都需要去的診

所，身心障礙者也很需要，能夠快速、近距離的解決病患的小

病痛，不論病患的性別、年齡、障礙等級都有就醫的權利，才

是診所設置的初衷，所以身心障礙者不該被排外，推行無障礙

診所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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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公務員推動無障礙診所的態度 

 

一. 推動無障礙診所的態度要強硬：我看到許多關於無障礙設施的

法規是不溯及既往的，雖然可以藉此減少反對的音量，但我認

為對於改善無障礙環境的速度太過緩慢，如果北市能夠在短短

幾年快速實行人行道普及，將原本同一條柏油路面，畫上顏色

不同的區域，快速將人行道與馬路做區分，保障路人的用路權

益，那我認為對於無障礙環境就應該像此強硬的態度比照辦理，

不單單只是為了保障身障者之權益，也能保障老人的權益，對

已邁入高齡化社會的台灣，在台灣的身心障礙者加老年人數也

占了快四分之一，而且未來還有持續增高的趨勢，並不亞於台

北的用路人的人數，因此這項推行不只需要地方治宜，應該要

全國統一實行，若此法案能夠推動必能造福許多身心障礙者與

老人。 

 

二. 聽取多方的意見，並積極解決每群人的問題：我在去年的新聞

有看到衛生福利部要針對診所的面積分為三個等級來推動無

障礙廁所，此時就出現了正反兩面的意見，希望此法案通過的

社福團體希望不應該有「先求有、再求好的想法」，針對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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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坪的診所只需設置坐式馬桶加兩個扶手即可，雖然這個法

案對於身障者是造福了某些族群，但對於輪椅族群，無障礙廁

所空間不足，這樣的廁所還是無法使用，此時社福團體會希望

要做此法案就必須做到最好，我非常能體悟這樣的感受，既然

都想要改善無障礙的環境那麼就必須徹頭徹尾做好，否則像我

家比較偏郊區，附件所有的小診所都還是我輪椅族無法去使用

的廁所，那麼對我而言，診所的無障礙設施根本沒有任何的改

善，依然還是要去車程半小時的大醫院就診。而不希望此法案

通過的是醫生公會的人，他們主張「若規定診所要增加無障礙

廁所，但並非所有建築有足夠環境條件能夠改善，還會讓醫生

創業困難，導致診所開設艱辛，失去原本開設是為了就近提供

醫療的目的」，我認為對於這樣的問題，可以利用獎勵的方式

來鼓勵診所設置無障礙設施，對於新增無障礙設施的診所給予

獎金的補助，如此以來應該能緩解創立診所的困難，還有可以

與施工單位協助了解建築是否能擴增無障礙設施，環境評估過

後不能改善的診所也不給壓力，相信若達成正反兩方的同意，

那麼推行診所無障礙的方案實施才不會窒礙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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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政府能做到的政策 

 

一. 確實要求身障者所需的無障礙環境：我認為有許多診所雖然在

衛生福利部的網站上面是有標示有無障礙服務窗口、無障礙通

路、廁所與提供不同障礙者其他共同服務，但我認為有許多無

障礙服務需要提供。例如，門口的大小與種類要能夠讓輪椅族

通過，還要確保門口沒有階梯與斜坡的斜度能讓輪椅上坡，而

且在郊區的人行道都會被許多機車擋住，診所人員要確保持門

口的無障礙斜坡通暢，走道寬敞能讓輪椅族迴轉，且保留輪椅

專用的座位，才能不讓輪椅族在等候時擋在走道，避免輪椅族

與人群擠來擠去，最後，醫生的診間也必須保持夠大的空間，

才能讓身障者舒適看診。希望以上這些規範，都能由政府來監

督，畢竟我看過許多無障礙設施都年久失修，如斜坡的表面有

時會有剝落的情況，需要定期修補，才不會讓輪椅族的輪胎卡

在斜坡上，除了政策上對於無障礙的規定，也需要如同檢查消

防安全設備般的方式來監督無障礙設施的修繕。 

 

二. 利用補助金鼓勵診所設置無障礙設施：我認為多數診所之所以

沒有設置無障礙設施，除了是政府沒有強硬規定之外，在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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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也是一大考量，無障礙設施的設立會耗費不少錢，在一開

始診所裝潢時就需考慮到輪椅的路線，要確保座位等待區與櫃

檯高度符合輪椅族使用；而對於已裝潢好的診所要全部重新規

劃一次。因此，我認為政府的補助能讓診所更有動力去實行，

同時政府也能在網站上認可診所的無障礙規劃，給予一定的表

揚，並告訴民眾有哪些診所是完全符合政府規定的診所，並多

多宣導民眾若有需要能往這些診所來看診，而且透過以上規劃，

政府還能清楚了解各家診所的無障礙空間的狀況，讓一定區域

範圍裡都能有幾家無障礙空間完善的診所，提高診所無障礙的

密集度，對於比較偏鄉的診所，給予更多幫助與建議，讓診所

無障礙設施徹底落實在日常生活當中。 

 

三. 改成視訊看診與外送服務送藥：視訊看診已經是現在疫情時期

的新趨勢，我認為不如就趁現在把視訊看診發揚光大，前陣子

我有確診過，認為這項政策非常方便，未來身障者只要有些小

病就能利用視訊看診，減少身障者出門不便的問題，拿藥的部

分也可以請親友帶領或是用外送平台送藥，也能利用處方籤到

附近藥局領藥，未來達到不需身障者出門看診，也能將小病看

好，那麼診所有沒有友善的無障礙空間就不重要了。 



9 
 

伍.總結與我的反思 

 

我以前其實不太關心診所有沒有無障礙空間的議題，透過這次

社福論文讓我有不一樣的體悟，我認為不單單只關心診所是否有無

障礙空間，而是無障礙環境應該還要包含餐廳、旅館、校園……等

很多地方，否則若焦點只管制在診所，開診所的醫生肯定會感到萬

分無奈，並不是歧視身障者或是不願為身障者提供更好的就醫環境，

而是一個大環境都沒有人關心無障礙的議題，要的話就必須讓所有

場合都有無障礙設施，所有單位同步改進，這樣整體社會的無障礙

環境才能更加進步，大家都應該有著不只有身心障礙者會使用到這

些設施，而是每個人在老的時候，都有機會會使用到這樣的無障礙

設施，大家該為了自己老年生活更加努力打造一個無障礙環境。 

 

 

陸.資料來源 

 全國醫療院所無障礙就醫環境資訊   

https://mcia.mohw.gov.tw/openinfo/B100/B101-2.aspx?MOD=DOWNLOAD&FB_SEQ=47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https://www.cpami.gov.tw/%E6%9C%80%E6%96%B0%E6%B6%88%E6%81%AF/%E6%B3%95%E8%A6%8F

%E5%85%AC%E5%91%8A/10518-%E5%BB%BA%E7%AF%89%E7%89%A9%E7%84%A1%E9%9A%9C%E7%A4%99%

E8%A8%AD%E6%96%BD%E8%A8%AD%E8%A8%88%E8%A6%8F%E7%AF%84.html 

https://mcia.mohw.gov.tw/openinfo/B100/B101-2.aspx?MOD=DOWNLOAD&FB_SEQ=47
https://www.cpami.gov.tw/%E6%9C%80%E6%96%B0%E6%B6%88%E6%81%AF/%E6%B3%95%E8%A6%8F%E5%85%AC%E5%91%8A/10518-%E5%BB%BA%E7%AF%89%E7%89%A9%E7%84%A1%E9%9A%9C%E7%A4%99%E8%A8%AD%E6%96%BD%E8%A8%AD%E8%A8%88%E8%A6%8F%E7%AF%84.html
https://www.cpami.gov.tw/%E6%9C%80%E6%96%B0%E6%B6%88%E6%81%AF/%E6%B3%95%E8%A6%8F%E5%85%AC%E5%91%8A/10518-%E5%BB%BA%E7%AF%89%E7%89%A9%E7%84%A1%E9%9A%9C%E7%A4%99%E8%A8%AD%E6%96%BD%E8%A8%AD%E8%A8%88%E8%A6%8F%E7%AF%84.html
https://www.cpami.gov.tw/%E6%9C%80%E6%96%B0%E6%B6%88%E6%81%AF/%E6%B3%95%E8%A6%8F%E5%85%AC%E5%91%8A/10518-%E5%BB%BA%E7%AF%89%E7%89%A9%E7%84%A1%E9%9A%9C%E7%A4%99%E8%A8%AD%E6%96%BD%E8%A8%AD%E8%A8%88%E8%A6%8F%E7%AF%8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