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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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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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 研究動機 

當前台灣有 119.8 萬人持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佔總人口的 5.1%。根據

衛生福利部的統計數據，截至 2021年 3月底，相較於前一年同期，這一人數增加

了 1.2萬人，增長了 1.0%。而相對於 2017年底，則增加了 2.8萬人，增長了 2.4%

（見圖一）。此外，根據障礙類別的觀察，截至 2021年 3月底，屬於「神經系統

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類別的人數最多，達到 35.3 萬人，佔總數的 29.5%。其

次是屬於「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類別的人數，達到 35.2

萬人，佔總數的 29.4%。總結而言，身心障礙者的數量逐年增加，而大多數屬於上

述兩個類別（見圖二）。 

考慮到未來身心障礙者人數的增加和社會高齡化等趨勢，台灣將需要更多的

無障礙環境，以滿足有需求的人群。然而，目前台灣雖然政府積極推動無障礙環境

的計畫，但很少有身心障礙者使用。這主要是因為無障礙環境與身心障礙者的實際

需求存在差異。因此，本文旨在探討無障礙環境存在的問題，以及如何有效推動無

障礙環境的建設和使用。 

 

（圖一）身心障礙人數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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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110年 3月底身心障礙者人數及占比-按障礙類別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二、 研究目的 

身心障礙者每天都面臨著克服行動障礙的挑戰，實現「快快樂樂出門，平平安

安回家」似乎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美夢。政府已經實施了多項無障礙環境政策，如無

障礙公車、扶手、導盲磚、電梯和緩坡等，鼓勵身心障礙者融入社會生活。然而，

儘管政府希望做得更好，但往往卻未能真正解決身心障礙者所面臨的問題，包括軟

硬體解決方案，反而使身心障礙者感到被歧視。這種情況相當普遍，值得深入探討。 

此外，台灣存在著許多違反法律的無障礙問題和設施，但卻長期存在。這個問

題一直反覆出現，需要我們深入思考。現有的社會資源包括民間社團，可以被充分

利用來形成監督政府的力量。但我們應該如何善加運用這些資源呢？在過去，解決

身心障礙者行動問題曾被列為政治人物的重要政見，但近年來似乎這些議題變得

不太受關注。是時代已經轉變，社會也跟著改變了嗎？透過本次討論，我們希望能

夠明確提出推動「環境無障礙」的方向，並提供政府可行和有利的解決方案，以改

善身心障礙者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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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探討 

(一)我們當然都知道政府很想把工作做好，但往往不是在解決我們的障礙(包括軟

硬體解決方案)，反而讓障礙者感覺被歧視了。這樣的態樣很多，值得探討。 

無障礙環境的議題中可能有出現一些問題，包括：政府部門和相關機構可

能缺乏對身障者需求的深入了解和敏感性，這可能導致不夠周到的政策和解

決方案。還有政府和相關機構可能面臨資源有限的情況，無法提供足夠的資金

和支持，以創建真正無障礙的環境。總之，無障礙環境議題的失敗可能源於多

種原因，包括了解不足、資源限制、法規不足、文化障礙和參與不足等。要解

決這些問題，需要政府、機構和社會各方共同合作，提高對身障者需求的認識，

制定有效的政策和解決方案，以確保每個人都能參與社會和經濟生活。 

(二)為什麼那麼多違反法律的方案或設施，卻安然存在?這又是個長期存在的問題，

障礙的消滅和新生，反反覆覆! 

在時代的變遷下，無障礙環境的設置越來越好，立法機關也設計出符合時

代變遷的無障礙法案，但是可能因為一些因素（經濟考慮），讓無障礙設施不

夠完善，即使不符合法規規定的無障礙設施，依舊會讓身心障礙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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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存的社會資源包括民間社團，能否善加運用形成監督政府的力量，來推動無

障礙環境? 

我們可以善用現有的社會資源來推動無障礙環境和監督政府的工作，而

有些方法可以作為參考，例如:1.通過宣傳，提高公眾對無障礙環境問題的認

識，藉此促使政府採取相應的行動，並讓無障礙環境的議題能受到更多關注。

2.可以收集數據，向公眾披露政府在無障礙環境的表現，並提出改進建議。3.

另外也可以採取法律行動，代表身障者提出訴訟，迫使政府履行其法定無障礙

環境的義務。 

(四)解決障礙者行動的問題，過去曾經被政治人物列為重點政見，近年好像幾乎不

見了;難道社會變了? 

政治議題在不同時期和地區都會發生變化，我歸類出一些可能可以解釋

為什麼近年來身心障礙者在政治議題上不再那麼突出的原因：政治人物通常

會根據當前的重要問題和選民關注的議題來調整他們的政治議程，若其他問

題（例如經濟、健康、安全等）更為迫切，政治人物可能會將精力和資源投入

到這些問題上，而對身心障礙者的問題關注可能會相對減少。另外過去的政策

和立法可能已經在無障礙環境的問題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從而減少了政治

上的緊迫性。儘管無障礙環境的議題不再向之前那麼突出，但這不代表社會變

了或不再關心這個問題。身障者的權益依舊非常重要，現今的社會資源，包括

民間社團、社會運動、媒體、學術界等，都可以推動政府和政治人物重新關注

無障礙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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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回顧 

一般人可能未曾察覺，但對身心障礙者而言，公共場所往往充滿障礙。只有當

個人親身體驗或有身邊的親友是身心障礙者時，才能真正理解這些挑戰。此外，高

齡長者也是受益於無障礙環境的群體，特別是在台灣即將進入超高齡社會的情況

下。隨著老年人口的增加，無障礙設計的重要性不僅僅關乎身心障礙者，還擴及到

高齡長者。然而，台灣的現有無障礙環境是否足以滿足身心障礙者和高齡長者的需

求，讓他們能夠自如地生活和旅遊呢？ 

身心障礙者不應因身體不便而失去參與社會的權利。過去，身心障礙者外出往

往困難重重，即使是看似普通的街道，也可能充滿障礙，有時候他們只能被拒於門

外。有些容易被忽視的無障礙問題包括台階、樓梯、門檻、不平整的路面等。對於

輪椅使用者來說，不平整的路面可能會帶來不適，甚至危險。例如，一些餐廳位於

二樓，如果沒有電梯，對輪椅使用者來說可能無法前往。即使在一樓的店家，也可

能因門檻或台階等因素而讓他們難以進入。此外，一些地方雖然設有斜坡，但人行

道上經常有違停的機車、電線桿等，阻礙輪椅使用者的通行。這些地方對於多數人

來說是輕鬆可達的地方，但對於輪椅使用者來說充滿了障礙。 

然而，幸運的是，這種情況正在逐步改善。越來越多的城市和縣市政府開始認

識到無障礙環境的重要性，並采取措施改進。許多餐廳也更加關注輪椅使用者的需

求，增設斜坡或提供活動式斜坡板。大多數百貨公司也開始規劃無障礙坡道和無障

礙廁所，以更友善地對待輪椅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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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儘管越來越多的場所意識到無障礙環境的重要性，但由於缺乏了解或因

應不同需求群體的能力有限，無障礙設施的品質和符合度仍然存在不足之處。例

如： 

1. 對於電動輪椅使用者來說，坡度過大的斜坡可能危險，甚至有滾落的風險，

手推輪椅的使用者也可能難以應對。 

2. 一些人行道雖然設有斜坡，但經常受到違停的汽機車、電線桿等的阻礙，

使輪椅使用者難以通行。 

3. 一些無障礙廁所可能不符合使用者的需求，存在著不足之處。 

總之，雖然無障礙環境的改進是積極的，但仍需要更多的努力，以確保它們真

正符合身心障礙者和高齡長者的需求，讓他們能夠享受無阻礙的生活和外出旅遊。 

參、 結論與建議 

一、 建議 

(一)身心障礙者面臨的環境障礙問題 

1. 無障礙設施不足：許多公共場所仍然缺乏足夠的無障礙設施，如坡道、手

扶梯、輪椅通道等，這使得身心障礙者難以進入和使用這些場所。 

2. 交通障礙：公共交通系統中存在的障礙，如高床巴士、缺乏無障礙車站和

交通號誌不容易識別，限制了身心障礙者的流動性。 

3. 數位無障礙：隨著科技的發展，數位世界也存在著一系列障礙，包括不適

當的網站設計、不易使用的應用程式和無障礙技術的不足，這些因素限制

了身心障礙者在線上參與的能力。 

4. 社會障礙：身心障礙者經常面臨社會障礙，包括歧視、偏見和缺乏理解，

這些障礙可能限制他們參與社交和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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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世代障礙者角度的推動策略 

1. 教育與意識提升：增強對無障礙事務的認知和教育，將其納入教育體系，

從學齡前到高等教育，以培養新世代對身心障礙者需求和挑戰的理解。 

2. 積極參與政府和組織：新世代障礙者應積極參與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的工

作，參與政策制定和倡導活動，以確保無障礙法規的制定和執行。 

3. 倡導無障礙技術：新世代障礙者可以推動無障礙技術的發展，鼓勵軟體和

硬體開發者考慮無障礙性，使數位世界更加包容。 

4. 建立社會支持體系：建立完善的社會支持體系，包括職業培訓、輔助工具

提供、心理支持等，以幫助身心障礙者實現更多的獨立性和自主權。 

(三)推動「環境無障礙」的方向 

促進身心障礙者的環境無障礙是一項重要的工作，需要新一代身心障礙者的

積極參與。這些人可以在推動變革和打破障礙方面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以下是可

以帶頭促進環境無障礙的方向： 

1. 媒體宣傳和意識建設：利用社交媒體和網路平台來提高對身心障礙者面

臨的環境障礙的認識，並消除刻板印象，同時分享知名人士的個人經歷以

加深理解。 

2. 教育和賦權：追求相關領域的高等教育和專業知識，以成為無障礙環境改

善的行動者，同時引導其他身心障礙者了解自己的權利並宣傳無障礙的

重要性。 

3. 政策倡導和參與地方政府：參與政府職位或諮詢委員會，以影響與無障礙

相關的政策，並在城市規劃和基礎設施決策中為身心障礙者發聲。  



10 
 

4. 無障礙交通和公共空間：改善大眾交通和公共空間，包括交通工具和文化

場所的無障礙化，並與相關專業人士合作，促進通用設計原則的應用。 

5. 合作項目和舉措：政府和民間企業以及身心障礙者權益組織之間的合作，

通過無障礙審核和項目來解決無障礙問題，如無障礙遊樂場和坡道，以提

高無障礙環境。 

通過採取這些行動並積極參與促進環境無障礙的努力，新一代身心障礙者可

以為打破障礙並為所有人創造一個更加包容和無障礙的世界做出重大貢獻。 

二、 結論 

我們可以透過多種方式更深入地理解身心障礙者所面臨的環境挑戰，並動用

社會資源的力量，監督政府的行動，以推動無障礙社會環境的實現。然而，實現這

一目標需要各個社會層面的共同參與，包括政府、教育機構、企業，以及每一個人。

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更加包容和無障礙的社會，確保每個人都能平等地享有參

與社會活動的權利，實現他們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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