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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臺中市視覺障礙者搭乘計程車費用補助性別分析 

113 年 8 月 

壹、前言 

     為落實身心障礙者福利，促進視覺障礙者（下稱視障者）移動便

利性及社會參與，考量視障者相較其他身心障礙類別，於性別安全、

信任度等議題上，較具脆弱性或有所擔憂與防衛心，爰除身心障礙者

敬老愛心卡乘車之交通補助外，另針對中度以上視障者設計由特約計

程車車隊提供載送服務，推動視障者搭乘計程車費用補助措施（下稱

本項補助）。惟依相同性質福利不得重複領取原則，計程車乘車券與

敬老愛心卡等性質相同的交通補助，仍僅能擇一使用。 

    視障者在使用大眾運輸工具上有其不便性，計程車是其外出主要

使用的交通工具之一，然而視障女性外出需擔負更多人身安全顧慮。

因此，為協助視障女性交通服務，透過使用計程車提供點對點交通服

務，更有助於視障女性自立，促進其就醫、就業就學、社會參與的機

會，進而確保視障女性在平等基礎上享有權利及自由。 

貳、性別統計分析     

 

於 CEDAW 第四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第 57 點次，國際審查委

員指出我國身心障礙女性由於面臨多重歧視，勞動參與率低，高失業

率，低薪資，且政府的政策宣傳力度不足，無助於改善身心障礙女性

的困境。另於 CRPD 第二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第 42 點次，國際審

查委員指出 2021 年修正的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仍未能充分解決身心障

礙婦女和女孩面臨的多重形式的歧視，她們更有可能面臨貧窮、剝削、

暴力和虐待。本項補助特別針對視覺障礙者之障礙特徵與需求設計，

期能對視障女性的特殊需求給予適切的資源，本項補助與 CEDAW 相

關條文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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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國家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在政治和公共生活中對

婦女的歧視。提供視障者交通補助可以被視為一種措施，有助於視障

女性更便利參與公共生活，如進行日常活動、就醫等。 

第十二條：該條要求國家確保婦女在醫療保健服務領域享有平等

權利。提供視障者交通補助可以促進視障女性更容易獲得必要的醫療

保健服務，因為此項服務提升其前往醫院或診所的能力。 

第十三條：該條強調國家應採取一切必要措施，消除在各個領域

對婦女的歧視。視障者交通補助可以被視為消除對視障女性歧視的一

種方式，因為可有助於提高其移動的便利性，減少因視覺障礙而遭受

的社會和經濟不利。 

綜上所述，本項補助議題與 CEDAW 相關條文對應，特別於消除

對婦女的歧視、促進機會平等以及確保婦女享有醫療保健等方面提供

支持與協助。 

 

一、身心障礙婦女相較一般婦女醫療檢查使用率仍有落差 

 

參考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統計一般婦女及身心障礙

婦女 111 年子宮頸抹片篩檢成果，年齡 30 歲以上之各年齡

層身心障礙婦女接受子宮頸抹片篩檢率，皆低於一般婦女至

少 10 個百分點，尤以 30-39 歲間身心障礙婦女相對一般婦

女篩檢率落差最大至 22.4％、40-49 歲間身心障礙婦女相對

一般婦女篩檢率落差至 18.7％。另檢視孕婦產前檢查利用率

之統計數據亦可發現，身心障礙孕婦產前檢查之平均利用率

（91.3％）仍低於一般孕婦之平均利用率（95.1％）。觀諸以

上 2 種醫療統計指標顯示，身心障礙婦女相較一般婦女醫療

檢查使用率仍有較大落差，詳細統計數據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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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3年內曾接受 1次子宮頸抹片篩檢成果－按年齡別 

表二 民國 111年身心障礙婦女子宮頸抹片篩檢成果 

表三 孕婦產前檢查利用率 

表四 身心障礙孕婦產前檢查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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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恒昌探究肢體障礙女性在醫療空間的經驗以及從事

醫療活動的困境（戴靖芸，2023）。研究結果顯示，許多診

所缺乏無障礙設施，迫使障礙女性不得不前往大型醫院就醫。

除了從住家到醫院的長距離移動外，即使是住家附近診所的

診療過程，如移動至診療椅或診療臺，對於障礙女性來說也

是充滿困難。尤其於婦產科領域，這些障礙更剝奪了障礙女

性在醫療品質、可近性和選擇權上的權利。因為樓梯等障礙，

使得部分障礙女性難以使用乳房攝影、子宮頸抹片篩檢的巡

迴服務車；而移位的限制迫使部分障礙女性需事先拍攝身體

隱私患部，進而影響醫療品質。在懷孕生產方面，產檯的使

用也需要家人的協助。除此之外，媽媽教室、孕婦瑜珈以及

宣導育兒知識也未曾考慮到障礙女性的特殊需求。 

由於醫療場域缺乏適當的無障礙設施，導致障礙女性的

醫療使用率受到影響，使她們不得不選擇前往距離較遠的大

型醫院就醫。為此，本局特別針對障礙者增加計程車交通補

助。此外，計程車可與陪同者共乘，這不僅可有效提高視障

女性就醫之便利性，亦增強她們的安全感受，並提升其醫療

使用率。 

 

二、全國視覺障礙人口及性別統計 

    112 年全國計有 5 萬 4,155 人領有視覺障礙身障證明，

其中視障男性 2 萬 8,572 人（52.76％），視障女性 2 萬 5,583

人（47.24％）。 

表五 112 年全國視覺障礙者人數 

單位：人 身心障礙人數-性別 - 統計值 (112 年 ~ 112 年) 

障礙類別  視覺障礙者 

新舊制別  領身心障礙者證明(新制) 

性別 總計  男  女 

112 年 54,155 28,572 25,583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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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市身心障礙人口及性別統計 

    統計截至 113 年 3 月底止，本市身心障礙者總計 13 萬

3,271 人，男性 7 萬 3,348 人（55.04%）、女性 5 萬 9,923 人

（44.96%），其中視障者（多重包含視障）總計 7,263 人，男

性 3,912 人（53.86%）、女性 3,351 人（46.14%）；另查本項

補助 112 年申請人數總計 1,225 人，男性 674 人（55.02%）、

女性 551 人（44.98%），從統計數據顯示視障女性仍較少使

用本項補助。 

 

四、112 年申請本項補助人數年齡概況分析 

    針對申請者各個年齡區間及性別進行統計，統計 0 至

100 歲，以 10 歲為區間統計人數，如圖一 112 年臺中市視

障者計程車費用補助人數年齡概況之統計數據顯示，各年齡

層申請人數大致呈現女性略低於男性的情況，符合本項補助

申請人數之性別落差。惟查 40-49 歲、50-59 歲年齡區間之

男、女性視障者申請人數呈現較大落差，視障女性申請補助

顯著低於視障男性。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圖一 112年臺中市視障者計程車費用補助人數年齡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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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2 年本項補助區域概況分析 

    係指針對本市地理區域統計申請與使用本項補助人數，

本指標之地理區域將本市劃分為 4 大區域，分別為都心區、

屯區、海線及山線，該區所含括之行政區詳述如下；另因山

線各行政區中呈現申請人數分配較大落差，爰特別針對山線

各行政區之申請人數進行分析。 

 

(一)都心區：東區、西區、南區、北區、中區、北屯區、西

屯區、南屯區。 

(二)屯區：烏日區、大里區、太平區、霧峰區。 

(三)海線：大安區、外埔區、大甲區、大肚區、清水區、梧

棲區、沙鹿區、龍井區。 

(四)山線：豐原區、潭子區、大雅區、后里區、神岡區、新

社區、石岡區、東勢區、和平區。 

     

    依區域申請人數統計數據顯示，各區域呈現視障男性申

請人數略高於視障女性，無明顯差異情形。都心區申請比率

較高，海線區域雖含括 8 個行政區範圍，但申請本項補助比

率最低，且相較其他區域落差較大，詳如圖二、圖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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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探究山線之申請人數雖然排名第二，但經深入辨析統

計數據後發現，申請人大多集中於豐原、潭子、大雅等較繁

榮區域，相較新社、石岡、東勢及和平等偏遠行政區之申請

人數仍有顯著落差，詳如圖四所示。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圖二 112年臺中市視障者計程車費用補助區域概況 

圖三 112年臺中市視障者計程車費用補助人數占視障者(中度以上)百分比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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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12 年本項補助使用目的調查分析 

本指標主要調查本項補助之使用狀況，了解申請者使用

於就醫、就業就學或社會參與等目的（可複選），回收有效

問卷總計 184 份。統計發現高達 55.43%（102 人）的申請者

主要使用目的為「就醫」，其次有 40.76%（75 人）的申請者

主要使用目的為「社會參與」，僅有 11.96%（22 人）的申請

者主要使用目的為「就業就學」，惟性別間並無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圖五 112年臺中市視障者計程車費用補助使用目的調查概況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圖四 112年臺中市視障者計程車費用補助山線概況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9 
 

參、規劃&目標                          

    一、政策規畫 

    本項補助為落實「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之就業、經濟及

福利推動策略、人身安全及醫療領域，確保國家福利策略涵

納不利處境者，例如身心障礙女性，特別針對中度以上視障

者設計由特約計程車車隊提供載送服務，政策目標期能提升

視障女性申請本項補助人數之比率以促進性別平等，並減少

身心障礙者的移動障礙，提升身障者社會參與的機會。 

 

二、發展方案 

(一)方案一：建構視障女性人身安全保護網。 

依據賴怡安（2009）計程車搭乘恐懼量測與影響因

素之探討指出，一般民眾於搭乘計程車時通常最重視安

全性議題，計程車犯罪問題會影響民眾選擇使用計程車

之恐懼感。林佩君（2022）成人視覺障礙者搭乘計程車

狀況之調查研究發現，家人對男性成人視障者搭乘計程

車的支持度顯著優於女性成人視障者；男性成人視障者

搭乘計程車的頻率較密集，且人數亦較女性成人視障者

為多，此種差異可能與安全考量有關。研究亦發現女性

成人視障者比男性成人視障者更在意駕駛的性別，且仍

然有女性遇到肢體騷擾的情形。 

視障女性搭乘計程車須與駕駛員共同留置於暫時密

閉的移動空間，當一般女性遇到人身安全緊急狀況時即

不易快速反應，遑論視障女性若要使用手機求助，就必

須靠聲音報讀，但因此更容易被加害人發現並阻撓。視

障女性因無法知道加害人的位置，使用防狼噴霧器防身

效果有限，目前市售的防身輔具亦欠缺有效且針對視障

女性需求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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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建構視障女性安全搭乘，以有效提升視障女性申

請本項補助，使用計程車乘車券，並促進其自立生活和

社會參與目標，本局擬提出下列實施策略： 

1.針對駕駛員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訓練，於業務稽核輔導

時直接與駕駛訪談並宣導如何友善提供視障者乘車服

務。 

2.鼓勵車行派遣女性駕駛，提升女性駕駛服務量能，除促

進女性參與駕駛員就業率，期有效促進視障女性搭乘

計程車之意願與動機。 

3.針對簽約計程車隊加強管理、稽查及輔導措施，以確保

服務品質與安全性，藉以有效提升視障女性申請使用

率。 

(二)方案二：減輕身障女性的照顧負擔，提供家庭支持服

務。 

由圖一 112 年臺中市視障者計程車費用補助人數年

齡概況，顯示 40-49 歲、50-59 歲年齡層之男、女性視障

者申請人數呈現顯著落差情形，依據勞動部 108 年身心

障礙者勞動狀況報告調查，「有工作能力且有工作意願之

身心障礙非勞動力未去找工作之主要原因」的調查項目

中，身心障礙女性未去工作的原因有 19.5%在於家庭照

顧（照顧長者、小孩等），比起身心障礙男性的 7.4%，顯

示身心障礙女性肩負更多的照顧工作，而無法投入職場

就業。 

參考姜貞吟、洪惠芬、張菁芬、郭惠瑜（2023）針

對 COVID-19 疫情下中高齡女性的處境與福利支持研究

中指出，許多中高齡身心障礙女性也是家庭照顧者，長

照系統中的居家照顧服務、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以及

身心障礙個人照顧支持服務，如個人助理服務都應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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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障礙女性家庭照顧工作，以減輕障礙女性的照顧負

荷。 

綜上，本局擬提出申請使用本項補助時可併同申請

家庭支持服務，以促進中高齡視障女性申請本項補助動

機與使用率。 

(三)方案三：開發海線簽約計程車行，挹注偏鄉資源，縮

短城鄉差距。 

依據圖五調查申請本項補助使用目的發現高達

55.43%（102 人）的申請者主要使用目的為「就醫」，顯

示視障者在獲得有限的交通補助下，申請者超過半數優

先選擇滿足醫療需求。另依據圖二補助區域概況顯示，

海線行政區及偏遠山線區域申請本項補助人數偏少。考

量身障者普遍存在較高的健康風險，但偏遠地區醫療設

施較不足，醫療人員與醫療設備也相對缺乏，使居住於

偏遠地區的身障者難以獲得適時和高質量的醫療服務，

造成健康狀況惡化並增加因疾病或傷害而導致的風險，

本局擬提出下列改善策略： 

1.開發海線簽約計程車行，提供簽約誘因，例如載送偏遠

區域視障者補助加倍等，期增加配合的車行及駕駛以擴

充服務量能。 

2.簡化本項補助乘車券核銷程序，以減少計程車駕駛因

兌換不便而拒絕載送視障者，提升其服務的意願。 

3.獎勵並表揚載送偏遠區域視障者之駕駛員，營造熱忱

及友善的服務環境。 

 

三項發展方案的具體目標及改善策略詳如表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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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三項發展方案之比較分析 

發展方案 
方案 1：建構視障女

性人身安全保護

網。 

方案 2：減輕身障女

性的照顧負擔，提

供家庭支持服務。 

方案 3：開發海線簽

約計程車行，挹注

偏鄉資源，縮短城

鄉差距。 

具體目標 建構視障女性安全

搭乘，促進自立生

活和社會參與目

標。 

協助障礙女性家庭

照顧工作，以減輕

照顧負荷。 

提升醫療可近性以

降低健康風險。 

改善策略 1. 針對駕駛員辦

理性別平等教

育訓練，於業務

稽核輔導時直

接與駕駛訪談

並宣導如何友

善提供視障者

乘車服務。 

2. 鼓勵車行派遣

女性駕駛，提升

女性駕駛服務

量能，除促進女

性參與駕駛員

就業率，期有效

促進視障女性

搭乘計程車之

意願與動機。 

3. 針對簽約計程

車隊加強管理、

稽查及輔導措

施，以確保服務

品質與安全性，

藉以有效提升

視障女性申請

使用率。 

申請使用本項補助

時可併同申請家庭

支持服務，以促進中

高齡視障女性申請

本項補助動機與使

用率。 

 

1. 開發海線簽約

計程車行，提供

簽約誘因，例如

載送偏遠區域

視障者補助加

倍等，期增加配

合的車行及駕

駛以擴充服務

量能。 

2. 簡化本項補助

乘車券核銷程

序，以減少計程

車駕駛因兌換

不便而拒絕載

送視障者，提升

其服務的意願。 

3. 獎勵並表揚載

送偏遠區域視

障者之駕駛員，

營造熱忱及友

善的服務環境。 

 

 

三、延伸議題 

(一)議題一：建構友善、無障礙之醫療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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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政策須保障身心障礙女性的健康與就醫權益，

避免醫療延宕，充分支持婦科檢查、產檢、生育過程需

求，建構完善的就醫無障礙設備設施。 

(二)議題二：身障育兒輔具社會資源連結。 

本局委託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

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家寶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透過整合性輔具服務輸送系統辦

理臺中市各區輔具資源中心。輔具資源中心提供身障育

兒輔具協助身障父母於育兒過程更順利。身障育兒輔具

考慮到身障父母的特殊需求進行設計，提供了更多協助

與支持，並增加育兒過程的安全性和便利性。視障女性

可使用本項補助至住所附近的輔具資源中心，經專業評

估與連結獲取適合的育兒輔具，有效支持其育兒過程中

之需求。 

肆、結語     

本節分別就協助女性障礙者，促進實質性別平等、涉及機關數及

成本等面向，針對前開三項發展方案進行分析。為達性別平等政策目

標，有效提升視障女性申請使用率，且可由本局執行，無涉及其他機

關配合事項，亦無增加預算之需求，爰評估方案一：建構視障女性人

身安全保護網為較佳發展方案，下列針對該方案提出具體建議，以供

未來推動本項補助政策之參考。 

一、針對駕駛員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訓練，規定每年須接受至少 3

小時之性別平等教育訓練，於業務稽核輔導時直接與駕駛訪

談並宣導如何友善提供視障者乘車服務。 

二、鼓勵車行派遣女性駕駛，提升女性駕駛服務量能，除促進女

性參與駕駛員就業率，期有效促進視障女性搭乘計程車之意

願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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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針對簽約計程車隊加強管理、稽查及輔導措施，以確保服務

品質與安全性，藉以有效提升視障女性申請使用率，管理方

式說明如下： 

(一) 合約管理：簽訂詳細的委託服務合約，明確範定計程車

隊與機關之間的權利與義務，包括服務範圍、營運時間、

收費標準、乘客安全等條款。 

(二) 駕駛員管理：簽約車隊應確保駕駛員持有有效的職業駕

駛執照和其他必要的資格證書，如執業登記證，並進行

背景審查。 

(三) 服務質量控制：設立服務質量監控機制，如服務滿意度

調查、秘密客查核、申訴處理等。 

(四) 安全管理：建議駕駛員需參加安全培訓，掌握基本的急

救知識和自我保護措施，以因應突發事件。另辦理無障

礙教育訓練，介紹視障者之特質並宣導乘車需求，並參

考臺中市公車駕駛員服務視障者上下車標準作業程序

（112 年 10 月 6 日修正）內容，讓駕駛員學習視障者乘

車服務之相關知識及技能。 

為確保方案的有效實施和持續改進，本局建立後續評估機制和性

別分析工作成果評估系統，並根據評估結果持續修正運作方式。具體

建議如下： 

一、設立評估機制 

(一) 獎勵機制： 

1.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車行每年提報駕駛員接受至少

3 小時性別平等教育課程之成果，若達到半數以上

駕駛員完成目標，將予以公開表揚。 

2. 載送視障女性乘客表現：對於年度載送視障女性乘

客最多的優秀計程車行，將予以表揚和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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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定期調查：定期進行對駕駛員和視障者的滿意度調查，

重點關注視障女性的乘車經驗和安全感受。 

(三) 數據收集與分析：收集視障者申請補助的人數和使用情

況，特別關注視障女性的使用率，並進行性別分析。 

(四) 意見反饋機制：設立專門的意見反饋渠道，方便視障者

反映問題和提出建議，確保反饋得到及時處理和回應。 

二、持續修正運作方式 

(一) 工作小組評估：成立專門的工作小組，定期審查調查和

反饋結果，分析存在的問題和不足，提出改進建議。 

(二) 培訓改進：根據調查和反饋結果，調整和改進駕駛員的

教育訓練課程內容和實施方式，確保培訓能夠實際解決

問題，提高服務質量。 

(三) 政策調整：根據評估結果，適時調整和優化相關政策，

如增加補助範圍或改進管理措施，確保政策能夠更好地

滿足視障女性的需求。 

(四) 檢討報告：撰寫性別分析工作成果報告，總結實施情況、

存在問題和改進措施，為未來政策制定提供參考。 

     

為確保上述建議與管理措施的有效落實，期透過完善的評估機

制及持續修正建議方式，本項補助簽約車隊將能夠提供安全且可靠

的運輸服務，進一步提升視障者的滿意度與信任感，特別是滿足視

障女性的安全與乘車需求。這不僅有效構築了視障女性的人身安全

保護網，亦促進性別平衡，持續推動本項補助政策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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