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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該如何接棒推動「環境無障礙」!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系研究所三年級 李佩真 

 

壹、前言 

    隨著《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推行，越來越多人關心身心障礙者的權

益以及權利，相關政府單位也推動一連串的法律方案或設施，但其所執行的

法律或者設施真的符合身心障礙者的需求嗎？本文將依自身之觀察、資料之

查詢以及文獻之探討，深入了解現今政府推動「環境無障礙」之成效以及遇

到的困難有哪些？並且研討如何持續推動「環境無障礙」以及如何去改善現

今困境。 

貳、正文 

一、無障礙定義 

    依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定義提到，無障礙環境是指為使

身心障礙者有能力獨立生活和充分參與生活的各個方面，應採取適當

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無障礙地進出物質

環境，使用交通工具，利用資訊和通信。 

二、無障礙環境設計 

    由前段可知，無障礙環境最主要為讓身心障礙者能夠更好的融入社

會，並達成可以獨立生活、獨立完成各種生活所需之情事。台灣無障礙

設計應依身心障礙者的角度去出發，知道身心障礙者的想法、感受以及

需求，並設計出符合身心障礙者需求的設施及建築。 

    在(邱,2009)的文獻中提到，無障礙環境建構過程中經常被提及的

基本要求為「可及性」和「可用性」。前者指的是比較能由客觀來衡量

的事物，而後者其實屬於比較主觀的評斷。廣泛來說，可及性是指身心

障礙者可以接觸的身心障礙環境，而可用性則是指身心障礙者可使用之

設施，其兩項原則缺一不可。若以一個無障礙環境來說，可及性不足，

可能使身心障礙者無法去使用，例如百貨公司僅有手扶梯及樓梯，並未

設有電梯，但對於坐輪椅的身心障礙者來說，其可及性就不足。可用性

是指無障礙設施被身心障礙者正確使用，例如電梯的設計，雖可以讓身

心障礙者使用，但若未設計樓層點字，那對於視障的身心障礙者來說，

其可用性就不足。 



    而「可及性」或許可以透過法規的制定和執行來達成，但「可用性」

卻必須在實際施工條件下將使用者的社會關係屬性納入考量。同樣的損

傷在不同的社會脈絡下，對不同社會位置的個體具有不同的意義與影響，

因此個人的障礙經驗以及「可用性」的評估也會不同。由此可知，一個

好的無障礙建築，必須符合上述兩點，其缺少一個就會使身心障礙者無

法完善利用無障礙環境。 

 

三、相關法規規定(陳,2016) 

1.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 

    其中第五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各級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

辦理無障礙環境服務，以協助身心障礙者參與社會」；第五十七條

第一項規定：「各項新建公共建築物、活動場所及公共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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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符合

規定者，不得核發建築執照或對外開放使用。」且本法的五十三條

至五十七條分別依大眾運輸工具、人行道、道路標誌、停車位、公

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之無障礙設備及設施提出相關規範。 

2. 憲法增修條文 

    第十條第七項規定：「國家對身心障礙者的保險與就醫、無障

礙環境的建構、教育訓練與就業輔導及生活維護與救助，應予保障，

並扶助其自立與發展。」為落實憲法保障身心障礙者人權的要求，

現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中對身心障礙者的醫療復健、教育、

就業、福利等皆做全面的保障。政府將無障礙環境之建構列入憲法

中，成為制定各種法律時的最高指導原則。 

3.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於九十七年四月十日訂定，經歷三

次修正。依照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規範及兒童權利公約之權益保障，

其目的為維促進行動不便者自立及發展，因應使用需求，以達公平

使用參與社會之機會，其對於平面道路、室內走廊、坡道、扶手、

階梯、欄杆、廁所、停車格、警示標誌、引導標誌、無障礙標示等

皆有明確規範，也是建築物建立無障礙設施之規範準則。 

四、現今無障礙環境使用之困境 

    雖政府建立相關法律，並著手於無障礙設施的建立，但邁向完善的

無障礙環境仍有一些困境，以下舉例說明： 

1. 路面過多的障礙 

    在台灣有著「行人地獄」的稱號，這代表行人連走在馬路上都

非常不安全了，何況是需要輪椅的身心障礙者，路面不平、過多的

階梯、人行道擺滿機車、障礙物皆是阻礙輪椅前行的障礙，這導致

身心障礙者往往要冒更大的風險出門及在路面通行。 



2. 過陡的坡道 

    現今社會，常會發現越來越多地方有設置無障礙坡道，但有些

無障礙坡道之設置太斜太陡，其坡度的設置沒有符合法規中規範的

坡道之坡度不得大於 1/12(坡度：上下兩端之高度與水平長度之比

值)，其往往會造成身心障礙者使用上的不便，甚至造成使用上的

危險。 

 

3. 空間不足或者過少的無障礙廁所 

    無障礙廁所內的淨空間應設置直徑 150公分以上之迴轉空間，

且出入口淨寬不得小於 80 公分，但現今很多地方之無障礙廁所，

其設置並沒有符合標準，這使得身心障礙者使用上之困難，輪椅族

無法在狹小的空間迴轉，甚至連門口進出都有困難，而現今甚至很

多地方根本沒有無障礙廁所或者設立數量遠遠低於身心障礙者之

需求。 

4. 常年失修或者未保養的無障礙設施 

    無障礙設施被設置後的維修、清潔也是一個問題，有些無障礙

坡道的路面堆滿落葉或者被放置各種障礙物，甚至一旁的欄杆已經

損毀，這些都會影響身心障礙者使用上的困難與危險，政府設置了

無障礙設施就應該定期去保養、整理，而不是讓其損壞，這讓政府

當初設立無障礙設施的美意大大折扣。 

    其實現今身心障礙者遇到的問題，遠遠不只上面這些，因篇幅關係

僅舉例一些常見的來說明，雖然無障礙設施之設置實為一個立意良善的

出發點，但確實且用心的考量身心障礙者需求是一個很大的要素，且其

設置應遵照法規之規定，並且設置了無障礙設施，就應該時經常去保養、

整理，免得淪為一個身心障礙者無法使用且不能使用的設施。 

五、如何達成完善的無障礙環境 

1. 定期稽查 

    政府應派人定期檢查設施是否老舊、損壞，可以與其他相關單

位或者民間團體一起合作，派人去檢查無障礙設施是否符合標準，

或者是否被堆滿障礙物，這樣才能給予身心障礙者一個符合標準、

可以使用且安全的無障礙環境。 

2. 完善法規 

    重新檢視現有法規，逐一查看法規中是否有不完備的地方，並

考量每位不同身心障礙者的需求，並在法規訂定前，多方聆聽身心

障礙者的想法，訂定一個符合大部分身心障礙者需求之法規，法規

中應要求實質平等，使身心障礙者，能擁有一個完善的身心障礙環

境，避免身心障礙者被現今社會排擠或者無法融入。 

3. 擴大實施 



    加強無障礙環境的推行，政府提供獎勵，或者於法規中強制規

範，讓無障礙環境可以普及，而不是在特定的地點或者地方才有無

障礙設施的環境，要讓每個身心障礙者皆可以安全、自信地走出社

會，融入社會，就如同無障礙環境中定義的，讓身心障礙者可以自

由進出於每個地方。 

4. 設身處地 

    政府設立無障礙環境時，皆應該設身處地的為身心障礙者思考，

考量身心障礙者的需求，例如無障礙空間的設置是否可以讓輪椅族

正常使用，其空間是否可以讓輪椅迴轉，其實現今還是有部分無障

礙空間的設立是無法讓身心障礙者使用，其根本原因為無障礙環境

設立前並沒有完善考量身心障礙者的需求，甚至有些無障礙坡道的

前方竟是樓梯等狀況出現，其無障礙環境是為了身心障礙者可以更

方便、安全的融入社會，享受身為公民可行使之權益，而部分無障

礙設施的設立，是為了設立而設立，其根本無法讓身心障礙者使用，

故其設立時，應該設身處地，評估身心障礙者的需求。 

5. 論壇會 

    定期舉辦論壇會，聆聽身心障礙者的想法，檢討無障礙環境中，

需要改善，或者不合理之地方，讓政府可以時常聆聽身心障礙者的

心聲，並設計出一個讓身心障礙者感到舒適且安心地的無障礙環境。 

參、結論 

    綜上所述，雖政府正努力推動無障礙環境及相關法規之設立，但其設置

還是有些不完善的地方，其無障礙環境的設置應考量「可及性」和「可用性」，

並設身處地的為身心障礙者考量，且政府須定期稽查老舊破損、不合規定之

無障礙設施，且無障礙設置的法規應該隨時間逐漸更新並普及，然後政府應

該定期設置論壇會，聆聽身心障礙者的想法，讓政府設置之無障礙環境確實

符合身心障礙者的需求，並且擴大實施無障礙環境，讓身心障礙者可以真正

的無障礙的前往社會的每一個地方，讓身心障礙者可以無礙的參與社會中的

每個活動，而不會被限制、被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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