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障人權，一起守護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陳政智



前言

◦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之意旨包括「不歧視」、

「尊重差異」、「合理調整」、「充分有效參與及融合社

會」等。

◦ 為落實CRPD及身權法規定，應提供身心障礙者適當合理

調整及協助措施，並營造友善及不歧視之環境，以維其權

益。



此障礙者權利公約是21世紀的第一個人權公約，聯

合國期待此公約能帶來巨大改善，促使全球障礙者

得以被平等對待，包括先進國家障礙者運動的訴求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可以真正落實在

更多國家的相關政策。



強調障礙者是「can do」，

而非過去的思維只討論障礙

者「can't do」。



觀看思考的角度

觀看的角度不同

思考的方式不一樣

走老路不會到新地方

抵達新的邊界

需要以新思維走出一條新路



強調障礙者實踐人權與自由的環境可及性層面，包括物理、
社會、經濟、文化環境、健康與教育、資訊與溝通等

主張身心障礙者應能參與政策與方案的決定過程

重視身心障礙者的自主選擇

重視身心障礙者的多元性

障礙議題普及化是國家永續發展的重要策略之一

CRPD與CRPD施行法強調重點（核心價值）



CRPD與CRPD施行法重要意涵
人權

最基本也是最高
價值

積極性的權利

生存權、工作權、
福利權、受教育權

社會參與、政治參
與、平等權（性別

平等）

消極性的自由保
障權利

言論權、自由表達權
、結社權、居住權

• 資料來源：王國羽教授「CRPD 法規檢視架構與範例」網路



CRPD與CRPD施行法：我國施行法的三大實踐原則

公平參與

機會平等

權益保障

幼兒版

兒童版

青少年版



需要您協助捍衛的身障者權益

CRPD的整體內容

9



第0回：什麼是平等？如何不歧視？
第1回：什麼是障礙？誰是障礙者？

(上)篇
第2回：什麼是障礙？誰是障礙者？

(下)篇
第3回：合理調整篇
第4回：無障礙／可及性篇
第5回：融合教育篇
第6回：障礙與性別篇
第7回：參與及代表性：政治權篇
第8回：法律前平等篇
第9回：人身自由與安全篇
第10回：生育及家庭權篇
第11回：工作及就業篇
第12回：自立生活及融合社區上篇
第13回：自立生活及融合社區下篇
第14回：意識提升篇
第15回：實施與監測機制：國家人權

機構篇

需要您協助捍衛的身障者權益
CRPD了解CRPD 條文內容的兩本參考書籍



身心障礙者權
利公約訴求
──
15 種權利

• 擁有法律授予能力的權利（自己做決定）。

• 有自由的權利。

• 有住及生活在社區的權利。

• 他／她生理及心理的完整有被尊重的權利。

• 有免於被酷刑、暴力、剝削及虐待的權利。

• 有被健康照護及在自由與被告知下使用健康服務的權利。

• 有接受教育的權利。

• 有參與投票、公共事務及文化生活的權利。

• 有就業及適當居住生活標準的權利。

• 擁有隱私生活的權利。

• 有接受復健的權利。

• 有結婚、離婚及平等成為子女監護的權利。

• 有生育及使用避孕的權利。

• 有簽訂契約及繼承遺產的權利。

• 有接近公共運輸及公共設施的權利。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強調的重點

• 障礙者的平等自由及尊嚴應該被尊重

• 重視社會的態度、環境因素（社會模式觀點）

• 重視障礙者中的弱勢—女性及兒童障礙者

• 重視身心障礙者的參與（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 強調身心障礙者居住；生活權利（right to life）；生活在社區／自

立生活及社區融合；隱私的被尊重；有結婚、離婚及平等成為父母及

可以有子女監護的權利。



可憐、可惜 同情心 同理心 惻隱之心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第一條 宗旨

本公約的宗旨是促進、保護和確保實現身心障礙者所有人權和

基本自由充分、平等享有，並促進對身心障礙者固有尊嚴的尊

重。

身心障礙者為身體、精神、智力或感覺器官受到損害，且這些

損害使他們在與他人平等全面參與社會的基礎上產生困難。



「障礙」的意涵也隨時代變遷而不同: 

⚫ 過去稱「殘廢者」= 無能力參與生產過程

⚫ 現在稱「身心障礙者」（Peoples with disabilities）

=個人生理/心理有損傷

⚫ 未來稱「處於障礙情境中的人」（People in disabling 

situations）



「交流」包括口語和手語、文字顯示和盲

文、觸覺交流、大字本、書面文字、音響、

無障礙多媒體、普通語言、朗讀員和其他輔

助或替代性交流模式、手段和形式，包括無

障礙的資訊和通信技術。



「合理便利」是指在根據具體情況，在不造成過度負

擔的情況下，按需要進行必要的適當修改和調整，以確保身

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享有或行使所有人權和基

本自由。



是指盡可能讓所有人可以使用，無需作出調整或特別設計的產

品、環境、方案和服務設計。「通用設計」和「包容性設計」

不排除在某些身心障礙者需要輔助之處提供輔助用具。

「通用設計」和「包容性設計」



需要您協助捍衛的權益
CRPD第 3 條：基本概念



需要您協助捍衛的權益

CRPD第 5 條：平等和不歧視



需要您協助捍衛的權益

CRPD第 7 條：身心障礙兒童



需要您協助捍衛的權益

CRPD第 8 條：社會宣導



需要您協助捍衛的權益

CRPD第 9 條：無障礙



需要您協助捍衛的權益

CRPD第 20 條：保障個人行動的能力



需要您協助捍衛的權益

CRPD第 22 條：尊重隱私



需要您協助捍衛的權益
CRPD第 24 條：教育權

最少限制的環境才能爭
取最大潛能的發揮！！



特教

服務

相關
專業
服務

個別化教育
計畫IEP

需要您協助捍衛的權益

CRPD第 26 條：適應、提供復健



法律的規定只涉及基本的平等而已，並未觸及公平

的問題。公平是一個超越平等的概念，涉及對處

於弱勢情境者提供特別服務。



身障服務趨勢

◦ 正常化、常人化（normalization）

◦ 社會參與

◦ 通用設計、包容性設計

◦ 在地老化

◦ 權利（人權）維護

◦ 服務支持者更積極的傾聽回應障礙者

實際的生活想望

◦ 測量個人成效回應服務成果



難道是只從周圍來調整環境，
服務對象什麼都不用做嗎？

個案的努
力（能力）

環境的協
助

個案的實
際狀況



做好心理調適：心理的調適包括了接受事實，以平常心和包容心

去面對， 保持樂觀，盡力而為。

堅定心中信念：包括

(1) 相信應該尊重個別差異

(2) 相信身心障礙者的潛能

(3) 相信自己對服務對象負有責任

(4) 相信沒有特教、社工、OT等專業背景也可以勝任，因為服務

原理相通，只要有研習機會及其他專業人員的支援，應該不

是核心問題。

與身心障礙服務對象相處之道



採取行動策略：

(1) 建立良好的專業關係

(2) 提供服務對象參與的機會

(3) 展現服務對象個人的價值

(4) 注意特殊性與平常心的適當拿捏

(5) 適性的調整服務

(6) 靈活應變的處遇策略



多方面開發資源、儘可能尋求所有協助：

盡可能為服務對象多方面的開發社會資源，

利用既有的服務機制、政府資源、身心障礙

團體、志工、社會人士、職場的同事、服務

對象的家屬、機構同仁、相關專業人員等，

協助進行服務對象的支持。



有效溝通是減

少誤會最好的

方法

• 多體諒服務對象，適當時讓他們自行處理

生活事物。不要無謂地剝奪他們學習的機

會，或增加他們的挫折感。

• 不強求服務對象做超過他們能力範圍的事，

以免製造或增加他們的挫折，使他們害怕

學習新的事物。

• 把一件事分成數個步驟逐一地教導，使服

務對象容易學習。



•多給服務對象信心去學習事物，多鼓勵，少責難。

•同樣的行為，多示範少指揮，給服務對象可以模仿的對象。

•多給服務對象練習的機會，靠著反覆的練習，可以幫助他們

牢牢地記住所學的事物。

•服務對象有不適當的行為出現，先想辦法瞭解他們的動機。

還沒弄清楚他們的意思之前，請不要隨便做不好的解釋。



障礙者運動的訴求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可以真正落實在更多的相關政策。



權益倡導可歸納為：

(1) 提供進入及參與的機會

(2) 提供清楚、正確而易懂的資訊

(3) 澄清需求者與提供者之間的權利義務和角色

(4) 支持與倡導（support and advocacy）

(5) 承諾與建立結構（commitment and structures）



政府積極建立無障礙生活環境之重點工作

1.無障礙的學習環境，包括建築障礙、社會障礙、學習障礙

2.無障礙的社區環境，包括居家環境、公共設施

3.無障礙的交通環境



無障礙

• 資訊的：公共指引、訂票系統、號誌辨識，或展館的語音、

報讀，甚至口述影像服務等

• 物理環境的：鋪面、格柵、標誌或多元路徑安排

• 交通運輸的：開車運具、大眾運輸與接駁安排

• 設施服務的：公共場所無障礙設施的落實



「障礙來自環境」

• 交通運具確實規畫、公共設施在

符合「使用者經驗」的方式下仔

細設計、資訊揭露與數位使用都

能用心顧及，人便不會成為「有

障礙的人」。

• 對多數人而言，障礙者往往被認

為是少數，且被選擇性的「看不

見」。只是，他們真的是少...

• 真正讓我們不願意去做的，往往

不是「做不到」，而是覺得「不

必要」



•很顯然，當「人」被看見時，

他的「需求」才會被正視。

•看不見，真的就不存在了嗎？

•障礙與無障礙，都取決於人



必須確保身心障礙者能夠自主，並

增加其對服務的選擇權。

結語



尊重身障者的「自我決策」！



實踐CRPD的「五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