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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該如何接棒推動「環境無障礙」！ 

—— 歷經數十年努力推動，台灣社會的環境風貌已發生重大改變；

看似處處可見無障礙設施，也不時見到障礙者參與在社會各種活動

中。但這樣就滿足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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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於探討從三種不同的無障礙環境設計原則，探討台灣無障礙環境的

挑戰與發展。本章共分二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問

題。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台灣從 2007年起將《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改名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並採用世界衛生組織的身心障礙人口定義系統（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 Disability and Health，以下簡稱 ICF），象徵台灣對障礙的新

觀念，以「功能限制」取代「障礙」，也將障礙經驗視為動態的歷程，或是普同

的健康經驗，人在任何階段都有可能發生障礙的狀態。然而台灣的無障礙環境之

設計與發展似乎進展較慢，多數還是認為只有身心障礙者需要使用，卻忽略了台

灣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這些無障礙環境的設計也方便了功能退化的高齡者、功

能尚未發展的小孩子，或是任何身心上功能受限的人。故研究者很好奇，無障礙

環境的法規是如何規定的？有參考那些設計原則？台灣的無障礙環境還可以如

何發展呢？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依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是現有的文獻理解台灣的現況，

並從不同的無障礙環境設計原則分析現況，找到台灣得以改善與發展的方向。 

基於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研究問題為： 

一、無障礙環境設計有哪些原則？ 

二、台灣目前的無障礙環境法律與規範為何？ 

三、台灣的目前的法規符應哪些設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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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 

為達到上述研究問題與目的，本研究採取文獻分析法，此種方法旨在深入探

討特定研究目的或議題。文獻分析法包括收集相關市場資訊、調查報告、產業動

態等文獻資料，以獲得對所研究問題的全面且準確的理解。蒐集的內容通常需要

涵蓋廣泛且多樣，然後將從各處獲取的資料進行分析、綜合和歸納。 

在文獻分析法中，研究人員會仔細研究政府部門的報告、工商業界的研究、

文件記錄資料庫、企業組織資料、圖書館中的書籍、學術論文、期刊文章、報章

新聞等等。通過這種方法，研究人員可以分析事件的起源、原因、背景、影響以

及其意義，從而更好地理解研究的主題或問題。文獻分析法的重要性在於它能夠

提供對過去和現在的訊息進行深入探討，以支持研究的結論和結果。 

因此本研究蒐集與無障礙環境的相關研究文獻外，接著展開對無障礙環境相

關規範及法令的蒐集整理，運用無障礙設計的不同理念，去了解台灣對無障礙環

境設計的規範與現況，並提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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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結果與發現 

第一節 無障礙環境設計 

無障礙環境設計總共分三類，分別是無障礙設計、通用設計與融合設計。以

下逐一說明（王國羽、林昭吟、張恒豪，2019）： 

一、無障礙設計（Barrier Free Design） 

    無障礙設計包含可及性和可用性，最容易理解的可及性可能是物理空間

上的可及性，也就是環境設計有助於身心障礙者獨立抵達，然而卻忽略了資

訊的可及性、社會空間或服務的可及性。例如路上的導盲磚或許幫助視障朋

友順利抵達某棟建築物，然而抵達後如何找到對應的空間，就再也沒有其他

指示可以輔助。可用性指主觀上能否有效的幫助人到達特定環境完成某些目

標。 

二、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 

通用設計則是指將設計主要考量的對象從「身心障礙者」，擴及到多數的「所

有人」，也就是考量所有年齡、性別、能力的人，方便不同的使用者使用，

保障不同使用者的權利，包含以下七原則（李重毅，2011）： 

1. 平等使用（Equitable Use）： 任何年紀、性別、能力都可以安心安全的使

用。 具體指標有四項，分別是「能平等的使用、感覺不到差別、有準備

其他可選擇的東西、感覺不到不安」。 

2. 彈性使用（Flexibility in Use）：個人可以依據個人的喜好和能力，選擇使

用方法，提供足夠之使用彈性。具體指標有四項，分別是 「選擇使用方

法、不分慣用手、緊急時也能使用、環境改變也能使用」。 

3. 簡單易懂（Simple and Intuitive）：設計上需要容易操作，不論何種使用者

都可以憑直覺就了解如何使用。 具體指標有五項，分別是「不會太複雜、

靠直覺就能使用、使用方法易理解、使用時有反應或回饋、容易瞭解的

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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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訊簡明（Perceptible Information）：無論個人感官能力之差異，都要提

供正確、必須且易懂之資訊。 具體指標有兩項，分別是「有許多傳達方

式、資訊簡單明瞭地整理出來」。 

5. 容差納誤（Tolerance of Error）：設計時須降低使用者操作錯誤時的風險，

誤用時有對應的保護措施。 具體指標有四項，分別是「可以察覺到危險、

防止事故發生、即使錯誤使用也安全、操作失敗也能回復原先狀態」。 

6. 節省體力（Low Physical Effort）：使用者在運用極小的力量操作，以減少

使用時對身體的負擔。 具體指標有四項，分別是「以自然姿勢使用、不

須多於動作、對身體負擔少、可以長時間使用」。 

7. 空間尺寸可及性及易使用性 （Size and Space for Approach and Use）：不

論何種體型、姿勢的使用者，設計上都能提供適當的大小及足夠的操作

空間。具體指標有四項，分別是「廣泛的被使用、適用所有體格、能和

看護者一起使用、好搬運又好吸納」。 

 

三、融合設計（Inclusive Design） 

融合設計，又稱包容性設計，是一種結合了不同層面和領域的設計方法，包

括無障礙設計和通用設計。它的目的在於設計更具包容性的產品、服務或環境，

同時考慮到不同的需求、文化、能力和背景。融合設計強調整合和平等，希望能

讓更多的使用者使用。另一方面，融合設計希望透過設計拓展人類身體經驗，讓

更多的感官參與，而不使僅透過視覺、聽覺等單一感官來理解，避免過度依賴單

一感官，失去後反而無所適從，故融合設計降低對單一感官的依賴，提高其他感

官的功能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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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無障礙環境相關法律 

與無障礙環境相關的法律包含《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的第 57 條，規定

新建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應規劃設置便於各類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

及設備。而對於設置無障礙設備及設施確有困難的特定機構，亦規定提出替代改

善計畫以核定。而無障礙建築物的細則亦詳細說明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十章、《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

業原則》、《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建

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公共建築物建造執照無

障礙設施工程圖樣種類及說明書應標示事項表》等規範中。 

除了對公共建築物的規定外，亦有對住宅訂定規範之《住宅法》第 41 條中

提及住宅計畫中亦須納入無障礙空間之營造及改善，第 46 條中規範主管機關訂

定無障礙住宅之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第 54 條保證任何人不得拒絕或妨礙住宅

使用人進行居住或公共空間無障礙修繕、飼養導盲犬、導聾犬及肢體輔助犬，第

55 條中亦保障前述權利之申訴權益。而內政部亦對無障礙住宅提出對應辦法與

要點《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新建無障礙住宅標章申請及使用作業

要點》、《原有住宅改善無障礙設施申請補助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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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現行規範中的設計理念 

從閱讀無障礙設施的規範中可以看出對於各項無障礙設施的規範主要還是

考慮特定身心障礙使用者的使用需求而設置，在理念上可能比較傾向「無障礙設

計」。然而為了使用輪椅或輔具的肢體障礙者設置無障礙坡道，但這同時也提供

了其他高齡者或行動不便的使用者使用，就結果而言，確實有符應「通用設計」

的理念。不過若對於特定身分的使用者才能使用的無障礙設計，如無障礙車位、

無障礙廁所或無障礙客房等，似乎就無法拓展到一般行動不便的其他身心障礙者。 

而在無障礙住宅的規範中，可以明顯感覺到規範仍然是以肢體障礙的使用者

為主，對於視覺障礙者的扶助上只有電梯中的點字，然而如何找到求助鈴，或其

他避免受傷和動線引導的裝置並未在規範中描述；以及對於聽覺障礙者，也缺乏

視覺輔助的火災警示等裝置，減少聽覺障礙者的風險。故以無障礙住宅的規範而

言，似乎仍然停留在對於個別障礙的特殊需求去設計的「無障礙設計」理念，距

離通用設計的理念還有滿大的落差，更枉論融合設計的理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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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無障礙環境」是一個不斷演變的過程，它並不單純地依賴於現代科技或僅

僅依靠法規和設施的制定和購置。而是一個需要持續協商和調整的過程，需要持

續的監督和管理，以實現其效益。故隨著不同的設計原則，以及科技和社會制度

的變化與發展，需要使用無障礙設施的早已不只是身心障礙者了，故對於無障礙

環境的政策與法規必須不斷修改，服膺新的無障礙設施的設計原則，逐步朝向滿

足所有人需求的「融合設計」，各種設備和設施也必須跟著調整，以確保遵循公

平正義的原則。 

 建議未來在身心障礙者的權益與無障礙環境的政策上，可以多考慮不同需

求的使用者，並參考「融合設計」的設計原則，制定相關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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