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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第 2次臺中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會議紀錄 

壹、時間：103年 11月 20日(星期四)10時 

貳、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01會議室 

參、主席：王副主任委員秀燕 

肆、出席人員：（如后附簽到冊）                               記錄：邱泓彥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一)第一案：請無障礙業務主管單位，落實轄內加油站之廁所盥洗室，供行 

                   動不便者使用設施之改善。 

            決議：繼續列管，請都發局將複查中 6家加油站，於下次會議中提供複 

                  查項目及改善結果。 

      (二)第二案：提升臺中市無障礙環境品質，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是否確切嚴 

                  格執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88條」。 

            決議：同意解除列管，請都發局將本案及以下三點改列為工作報告。 

               1.請宣導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2.輔導業者改善無障礙環境品質。 

               3.獎勵優良改善無障礙環境業者。 

      (三)第三案：建請勞工局每年協助推廣庇護工場商品時，不再將優先採購平台 

                  上的非庇護工場(商店)之身障團體排除在外。 

            決議：同意解除列管，請勞工局於會議後檢附輔導身心障礙者就業管道 

                  及執行情形。 

      (四)第四案：103年底早療日托中心非屆齡身心障礙幼兒轉介安置案。 

            決議：同意解除列管。 

      (五)第五案：建請討論降低身心障礙者退休年齡，並發函請勞動部研議。 

            決議：同意解除列管。 

 

    二、各局處工作報告(主席裁示事項)： 

      (一)社會局:  

          1.臺中客運無障礙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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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社會局彙整臺中客運無障礙公車租車管理辦法等相關資料，並統計本 

市身心障礙者及團體租借成效，另行召開會議研議。 

           2.手語翻譯服務：請於會議後提供以下四點相關資料。 

            (1)手語翻譯服務請以場次表示。 

            (2)提供本市聽語障民眾有多少人及服務哪些類型。 

            (3)機關單一手語翻譯服務窗口。 

            (4)建立手語翻譯人力資料庫及資源網絡。 

       (二)教育局： 

           1.辦理身心障礙者體育活動： 

            (1)請將世界殘障桌球公開賽，列入年度身心障礙運動活動表中。 

            (2)請檢視例行性年度身心障礙運動活動，並於活動前充分聯繫各相關單 

               位。 

           2.辦理身心障礙成人教育： 

            (1)請調查一般社會大眾，針對身心障礙成人教育（例如：進修學校、社 

               區大學等）需求列入工作報告中。 

            (2)廣邀各身心障礙機構、團體參與納入身心障礙成人教育實施計畫。 

       (三)警察局： 

           1.失蹤身心障礙者協尋之規劃： 

             請各派出所宣導如有需求者，可向戶籍所在地區公所申請本市愛心手 

             鍊。 

           2.保障身心障礙者其他權益： 

             請列出處理聽障案件有幾件，並主動告知可申請手語翻譯服務中心手語 

             翻譯員協助。 

 

柒、討論提案： 

案號一 

提案單位:潘委員信宏 

案由：建請各局處，於下次身權會召開前一個月，完成「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 

      第 10條規定之實施計畫，並行文全市身障團體。計畫中應含聯絡窗口、實施期 

      程等。實施進度應於每次身權會召開時，列入業務報告，計畫實施過程，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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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條文中「法規增修、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應徵詢身心障礙團體意見」之 

      規定，確實讓身障團體有充分表達的機會，提請 討論。 

說明： 

一、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已於 103年 8月 1日三讀通過，103年 8月 20 

    日總統府公告，並定於 103年 12月 3日實施。 

二、本法第 10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公約規定之內容，就其所主管之法規 

    及行政措施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提出優先檢視清單，有不符公約規定者， 

    應於本法施行後三年內完成法規之增修、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並應於 

    本法施行後五年內，完成其餘法規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 

    之改進。未依前項規定完成法規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 

    改進前，應優先適用公約之規定。第一項法規增修、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 

    進，應徵詢身心障礙團體意見。 

三、建請市府各局處依據第 10條規定於下次身權會召開前一個月，完成實施計 

    畫，以確定臺中市能在規定的二年、三年、五年的期程內完成制（訂）定、 

    修正或廢止。 

四、檢視制（訂）定、修正或廢止，應依本法立法精神，參考立法院提案說明 

    進行，避免僅照法條字句解讀。 

五、實施計畫中應含各階段工作實施期程、計畫聯絡窗口、徵詢身心障礙團體 

    之方法等。 

六、本計畫實施進度應列入每次身權會業務報告中。 

決議： 

一、請社會局下次會議召開時，研擬相關措施。 

二、各級政府機關依公約規定之內容法規增修、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並徵詢身心 

    障礙團體意見。 

 

案號：二 

提案單位:潘委員信宏 

案由：建請教育局研擬臺中市聽障生雙語雙文化教育的實驗計畫，提請 討論。 

說明： 

一、臺灣的聽障教育始於 1915年到明年 2015年，就滿百年了，1915年於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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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的聽障教育主要是從日本聘請老師以日本手語教學，1969年臺灣聽障 

    教育開始有重大改變，一方面受 1880年在義大利米蘭召開的第二屆國際聾 

    人教育會議決議捨手語而改以口語教育聽障者的影響，開始提倡回歸主流 

    教育，主張聽障生應從特殊學校回歸到普通學校就讀，並以口語教學，另 

    一方面留在啟聰學校的學生，「自民國七十年代中期起，陸續採用國外的綜 

    合溝通理念，實施口手語並用溝通的教學實務」（邢敏華，1995）。近百年的 

    聽障教育常引自國外的理論和經驗，然而歐美各國在近二十年間，雙語雙 

    文化教育的興起，臺灣並沒有迅速跟上，雙語雙文化共融教育成功的提升 

    了聽障者語言學習與社會適應的能力，進而在 2010年 6月的溫哥華第 21 

    屆世界聾人教育會議中，否決了米蘭會議的決議，並正式向全世界的聾人 

    道歉。這些改變都建基於對身心障礙者基本人權的尊重，特別是語言權， 

    因為對許多聽障者而言，自然手語是他們的母語(native language)。 

二、2006年聯合國大會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並於 2008年 5月 3日生效， 

    而立法院則於 2014年 8月 1日三讀通過了「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    

    並將在今年的 12月 3日實施，在立法院的提案說明裡談到『公約內容主要 

 在揭示身心障礙者的平等自由及尊嚴的普世性原則，並以社會模式的觀點看待       

 身心障礙者，將身心障礙經驗視為社會歧視與偏見的結果，認為身心障礙經驗    

 應以移除外在環境與制度的障礙為主，而非要求身心障礙者改變自己，以符合 

 社會對所謂「正常人」的想像。』 

三、國內有關的研究或實驗 

  (一)100年，臺南大學聽障教育雙語雙文化模式國際學術研討會 

  (二)101年，臺南大學特教系邢敏華教授於台南大學附聰幼稚園進行雙語實驗。 

  (三)103年，中山醫學大學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劉俊榮助理教授，在台中市南區和平 

      國小，進行繪本閱讀的雙語教學(國科會補助)。 

  (四)即將於 104年 3月 7日，在臺南大學舉辦 2015臺灣聽障教育百年國際學術研討 

      會。 

四、建請教育局結合臺中相關領域的聽障老師及特教老師，研擬本市聽障生雙語雙文 

    化教育的實驗計畫。 

決議： 

一、請教育局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及提案人開會，研擬臺中市聽障生雙語雙文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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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實驗計畫可行性，並納入未來特殊教育規劃之參考。 

二、104年 3月 7日在臺南大學舉辦 2015臺灣聽障教育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請教育 

    局參加。 

捌、臨時動議： 

案號一 

案由：建立臺中市全面的無障礙投票所，提請 討論。 

說明：投開票所缺乏無障礙設施是老問題，因為多年來一直無法達到全面無障礙，因 

      此每逢選舉必須提出行使公民投票權的需求，許多肢體障礙或坐輪椅的老人家 

      ，因投開票所障礙重重，投票意願低落，無法行使他們的權利。許多投開票所 

      設在廟宇，階梯是最大的阻礙，肢體障礙者要進到廟裡面投票，險象環生，萬 

      一摔倒，責任誰負? 

決議：請依據 103年第 2次臺中市無障礙環境促進小組會議（玖、臨時動議：案號二） 

      決議：「請社會局以市府名義發函給臺中市選舉委員會，並依據注意事項改善投 

      開票所無障礙環境設施。」辦理 

 

案號二 

案由：確實核發身心障礙者停車證，提請 討論。 

說明： 

一、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6條規定：公共停車場應保留百分之二停車位，作為行 

    動不便之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車位未滿五十個之公共停車場，至少應保留一 

    個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非領有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明者，不得違規占用。 

二、然於施行細則中並無針對為何行動不便者進行界定，本市計近有 12萬名領有身心 

    障礙手冊或證明者，如依目前無障礙停車證之發放現況，將使有限資源無法落實 

    於真正需求者。 

決議： 

一、請社會局將「中央界定何者為行動不便者等相關規定」轉知本市各身心障礙機構、 

    團體知悉。 

二、身心障礙鑑定(ICF)需求評估如有爭議案件，將召開專業團隊會議受理申覆案件審 

    查。 



6 

 

 

案號三 

案由：建請依法加速全面推動友善之無障礙環境，提請 討論。 

說明：無障礙環境是「面」的需求，行動不便者（含永久性及暫時性）在跨出家門參

與各類的社會活動時，不管是縱向的從下車後由馬路銜接人行道、騎樓直至目

的地，或是由橫向人行道、騎樓到達目的地，人行動線無阻礙的暢通；將就醫、

就學、就業及各類休閒活動各種場域連結成一個面的動線網絡。 

辦法：建請督促各權責單位依法作為於無障礙公共環境改善之外，建議可仿效環保單

位之檢舉違規給予獎勵之方式，鼓勵身心障礙者或一般民眾發現違規事實時，

明確的舉證告發，經主管單位確認後予以裁罰，並將一定比例之罰鍰發給與檢

舉者。此一措施不僅可以有效的督促權責單位重視無障礙環境(設施)的改善與

管理，同時也可增進身心障礙者對自身權益的維護及經濟收入。 

決議：請各權責單位依法辦理無障礙公共環境改善，施行先期應以宣導、輔導及獎勵

方式為主，再予以裁罰。 

 

玖、散會：同日 11時 4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