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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會務大記 
2024 年 7月 1日~2024年 9月 30日 

 
一、2024 年 7 月~8 月-「東吳 X 理律 公益法律實踐學生實習計畫」：實習生李芳

如、徐子淇非常積極協助並參與本會各項例行會議與行政，如：工作會議、公部

門與民間協商會議、參與反歧視法草案討論等。並拜訪正在實踐社區自立生活之

障礙者、協助文件表格整理，以方便視障工作人員與電腦語音閱讀，並協助籌辦

8/13 的「基隆臺鐵無障礙之旅」。8/6 當日實習生指導老師前來本會了解實習進

度及訪視同學實習狀況。 

 
二、2024 年 7 月 3 日、7 月 17 日、9 月 4 日-社會救助法修法推動聯盟會議：本

會總幹事林君潔、辦公室主任莊棋銘、教育推廣專員袁佳娣、社工段可薇參加

《社會救助法修法推動聯盟》線上會議，將身心障礙者處境需求納入修法條文。

7/3(三)參加線上聯盟例行倡議策略會議。下午與社救盟一同拜會衛生福利部陳時

中政委。7/17(三)下午參與衛生福利部修法會議。9/4(三)下午參與衛生福利部修

法會議。 

 
三、2024 年 7 月 4 日-保險工會與障礙團體座談會：本會教育推廣專員袁佳娣參

與每半年例行舉辦的「保險工會與障礙團體座談會」。本次會議主要議題集中於

視障、聽障與心智障礙朋友的需求。例如在視障部分，已經會關注無障礙資料的

格式，不像過去著重在網站本體。過去障礙者就「見證人」議題，常感到自身的

法律行為能力不被肯認，這次會議也有提出未來可能的改善方式。另外最特別的

是，有保險業者願意就障礙者所使用的輔具或導盲犬作為承保對象，對障礙者而

言是多了一個保障的機會。若對會議資料有興趣，保險工會也有提供當日會議的

PDF 檔可供參閱。 

 
四、2024 年 7 月 5 日-社宅盟拜會內政部長劉世芳：本會辦公室主任莊棋銘，與

《社會住宅推動聯盟》一同拜會內政部長劉世芳。表達在合理租金、中央與地方

政府興建社宅不同制、包租代管等議題上交換意見。本會辦公室主任莊棋銘則表

示:「自己目前居住在內湖瑞光社會住宅，各級/各地政府興建社宅美意雖好，但

周遭障礙者朋友，表示租金仍舊太高，以自己居住的瑞光社宅為例，如果非低收

資格者，一個月仍要 9900 元以上租金，對於起薪普遍較低的障礙者而言仍是有

門檻，導致很多無障礙房，往往非肢體障礙者入住，政府美意被打了折扣。建議

未來在租金規劃設計上，以個人所得比例為依據，如此才能在可負擔租金上實踐

居住權。另外，目前社宅交通地點多為大眾運輸較不便利區域，建議在興建社宅

上，可以多考量在捷運可及範圍內。」 

 
五、2024 年 7 月 6 日-精神障礙者社會融合與自立生

活支持中心來訪：共 9 位同儕支持學員、1 位社區民

眾、3 位會員及 2 位工作人員，總共 15 人；浩浩蕩

蕩來到協會交流，由辦公室主任 莊棋銘、自立生活

主任尤奇.普佩依、教育推廣專員袁佳娣一起交流，

彼此生活上的困境和介紹協會從 2007 年倡議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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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其中學員們非常關心自立生活多元型態、資源應用、資訊取得管道等等；

最後 10 分鐘總幹事林君潔還在線上與大家相會，希望有機會實體交流，歡聲笑

語中結束，並收穫滿滿。 

 
六、2024 年 7 月 9 日-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條例施行細則草案：由交通部招集行人

議題相關團體討論，行人路權草案，本會由自立生活主任尤奇.普佩依參與討論，

表達障礙者在行人上遇到的困境以及需求，並要求將無障礙及通用設計概念納入

草案當中。 

 
七、2024 年 7 月 10 日-監督落實 CRPD 機制專家諮詢會議：由監察院國家人權委

員會邀集有參與人權議題相關之障礙團體代表參與討論 CRPD 優先處理之優先順

序。本會由自立生活主任尤奇.普佩依表達人力支持會是障礙者必要之協助，以及

無障礙等相關需求，還有合理調整之納入法規當中。 

 
八、2024 年 7 月 17 日-台北市人行斜坡道會議：由台北市議員接到民眾陳情，有

人行路段因出入關係無法讓人行道平整，因此需要將無障礙與平整道路做平衡討

論，本會由自立生活主任尤奇.普佩依表達意見，最後決議有類似情形，優先以平

整人行道為優先，但不設人行道高度，以及路緣不可高於六十公分，阻礙兒童視

線為考量。 

 
九、2024 年 7 月 18 日、7 月 22 日-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既有公寓大廈垂直動線

無障礙與替代改善實務研究」委託研究計畫會議：由自立生活主任尤奇.普佩依參

與討論「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既有公寓大廈垂直動線無障礙與替代改善實務研究」

委託研究計畫第五次座談會議」垂直動線無障礙替代方案，還是需要電梯協助，

目前樓梯式升降機有許多狀況，使得障礙者有危險之疑慮。 

 
十、2024 年 7 月 19 日至 28 日高雄自立生活展（駁二）：在推行障礙人權議題及

政策的同時，我們希望與大眾聊聊，並且有更多的互動。讓大家對於「障礙者自

立生活」更多元的想像。而這次延續去年在台北萬華剝皮寮的展覽，今年在高雄

駁二八號倉庫舉辦，將納入新的元素在展覽中。並與《社團法人高雄市向陽自立

生活協會》、《社團法人台灣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聯盟》合辦。除了靜態展出之

外，也有講座與談時間。這次系列講座邀請不同議題推動的夥伴或障礙者個人創

作來分享，也有遠從日本而來的夥伴分享，在講座中分享他們的觀察、推動經驗

及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這次，我們採用展覽方式來跟社會大眾對話，希望更多民

眾能透過展場中的一個空間、一張床、一台輪椅，走進障礙者的生活世界，感同

身受地去體會我們日常生活中承受著各種有形無形的歧視與阻礙，依舊能夠找尋

人生可能的出路，好好地生活。 

 
十一、2024 年 7 月 29 日-演講精神障礙中心（自立生活演講）：本會總幹事林君

潔受邀至精神障礙者自立生活中心分享自立生活運動及身為障礙團體推動的重要

性，以及目前台灣的服務現況。 

 
十二、2024 年 8 月 2 日-精神障礙者公民培力系列講座：本會辦公室主任莊棋銘

與教育推廣專員袁佳娣受邀《台灣社會心理復健協會/精神障礙者社會融合與自立

生活中心》的「精神障礙者公民培力系列講座」，以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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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條工作權、二十八條適足生活，分享公約內容與倡議過程，作為障礙者

對自己權益倡導的培力分享。 

 
十三、2024 年 8 月 3 日-障權會身心障礙者議題論壇：本會總幹事林君潔與自立

生活主任尤奇.普佩依參加障權會舉辦無障礙討論，由許朝富、孫迺翊分享障權運

動與無障礙之看法，並邀請大家今年可以再次舉辦大遊行，讓更多人了解障礙者

的需要。 

 
十四、2024 年 8 月 7 日-萬國律師團會議：本會每月定期參與萬國律師團會議討

論目前訴訟案件進度，以及交換反歧視法及障權法修法之意見。 

 
十五、2024 年 8 月 14 日-「監察院為調查觀光列車未規劃身心障礙座位」等調查

案：由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實際調查，王幼玲委員主持會議，本會由自立生活

主任尤奇.普佩依參與討論障礙者在觀光列車中會需要哪些服務，以及過去在與主

管機關陳述時對方回應之內容在會議中表達。後續國家人權委員會，會繼續做後

續追蹤，並要求主管機關要再召集障礙者當事人團體表達意見，並取得共識。 

 
十六、2024 年 8 月 20 日-拜訪《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秘書長洪心平：本會自

立生活主任尤奇.普佩依與代表台自盟秘書長林君潔、副秘書長莊棋銘，一同拜會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秘書長洪心平，討論新國會會期，針對衛生福利部於

8/7 公布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草案》，交換意見。  

 
十七、2024 年 8 月 21 日-金融機構友善服務溝通會議：本會教育推廣專員袁佳娣，

參與了「金融機構友善服務溝通會議」，針對無障礙金融服務進行各項討論。本

次會議中，中華郵政、國泰世華銀行分享了他們如何優化電子金融服務的介面，

使視障者與一般人能有接近的服務品質。而台新銀行 推出了銀行業務的易讀版，

方便心智障礙者未來到銀行洽公時，能有更清晰的了解。而針對易讀版的服務指

南，聾人團體也表示樂觀其成，因為聾人在使用文字資訊上，也受聽覺經驗影響，

不像聽人那樣容易理解大量專業術語。針對提款機部份，也反應觸控介面沒有鍵

盤，使得有些肢障者不易操作，畫面太高或反光的問題有被提出。民間團體還是

希望銀行業者再改善服務時，能多邀請障礙當事人協助，釐清使用需求，避免花

大量成本卻達不到好的效益。此外，銀行業者表示，若洽公地點、服務過程、網

路介面等有出現使用障礙，原則會先以業者本身作為反應對象。最後，大家在使

用各種金融服務上若遇到問題又無法尋求解決管道，也可在協會粉專提出（或私

訊），透過半年的會議將問題帶給金融業者們。但在反映問題，請將詳細的人、

事、時、地、物提供給我們，方便溝通時能對症下藥。 

 
十八、2024 年 8 月 23 日-反歧視法國際論壇：本會總幹事林君潔、社工段可薇參

與由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與人約盟及彩虹大平台共同舉辦的《反歧視法國際論

壇》。本次論壇邀請到國內外的專家代表來做分享，先是說明了反歧視法立法的

重要性。早上是人權會、勞動部、原民會等代表來報告；以及有性別、原住民、

身心障礙、宗教、青年等團體代表來表達對於反歧視法修法的看法及對公部門有

所提問。然而，歧視的種類很多種，包含公部門的法令措施，個人在就業、商業、

教育等領域的「差別待遇」，個人的「攻擊或騷擾行為」，種族歧視言論/文化挪

(誤)用等的行為類別。下午則是有一系列的專題講座；第一場次是「專責平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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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與救濟制度 」，邀請到國際人權律師來分享在專責平等機構的相關方法，如何

從執行、推廣、研究、教育等面向來做為執行機構的關鍵模式。另外則是伴侶盟

理事長分享相關的案例中的司法救濟制度與積極平權措施。第二場是「言論自由

與平等權界線 」，邀請到 HRC 的法務副總以及國際特色組織公民及司法的工作

者來做分享，從美國的相關案例去做分享宗教、性別等歧視之間的關聯與現況；

以及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仇恨言論更容易擴散，這與言論自由之間的界線需要透

過反歧視法來做平衡。 

 
十九、2024 年 8 月 25 日-「生存的底線障礙者租屋議題探討」分享座談：本會辦

公室主任莊棋銘受邀參加「我對你愛礙愛不完」主辦，「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贊

助的「生存的底線障礙者租屋議題探討」分享座談。莊棋銘表示：「早年因家境

並不寬裕，居住在萬華舊公寓大樓，沒有適合的行動輔具（輪椅）導致跟社會隔

離。後來跟社運團體一路倡議居住正義、社會住宅；一直在租屋市場輾轉多年，

直到 2021 年才入住瑞光社會住宅至今。一般市場的租金較高，無障礙空間不足，

房東擔心你繳不出房租，獨居發生意外，所以在租屋市場很弱勢。政府的社宅有

無障礙空間，最多可續租 12 年，相對有保障。但有家庭（個人）所得收入、家

戶房產等限制。目前社宅的量能仍不夠，雖然《住宅法》規定有 40%保留給法定

弱勢民眾，但有需求者人未必可以透過評點制進入社宅，且租金對收入不穩定者

也不是有利的，這些都在訂定合理可負擔租金上持續努力。」 

 
二十、2024 年 8 月 29 日-無障礙診所勘檢：由醫師公會，委派行無礙推動聯盟邀

請有無障礙設施設備之相關經驗的障礙者來到不同的醫療診所勘檢，從門口進出、

通道寬度、醫療台方便度來檢視障礙者醫療的權益。本會由總幹事林君潔和自立

生活主任尤奇.普佩依協助勘檢。 

 
二十一、2024 年 9 月 5 日-臺北市社會福利委員會第 13 屆第 5 次會議：本會總幹

事林君潔出席台北市社福委員會，提案智能家居補助試辦案執行計劃。社會局表

示研議中，會再找提案委員一同討論。 

 
二十二、2024 年 9 月 6 日-去機構化議題社會溝通正式會議：本會社工段可薇參

與由《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主辦的去機構化議題社會溝通系列正式會議的說明

會。到年底會有那些場次的工作坊以及討論怎樣的形式是比較好的模式，又該如

何把機構議題的利害關係人的聲音都可以被聽見，都是未來需要被考量到的。 

 
二十三、2024 年 9 月 9 日～9 月 12 日-個人助理培訓：共有 82 位報名，由於場

地及課程受限，篩選後有 30 位個人助理前來上課，並為期四天。並在新巨輪場

地辦理，最後僅有 26 位順利拿到個人助理資格。期許未來大家都能夠服務讓需

要的人好好的自立生活。 

 
二十四、2024 年 9 月 14 日-婦女新知四十二週年活動：本會教育推廣專員袁佳娣

參與婦女新知四十二週年活動，期間聽取婦女新知爭取女權的過程，以及學習許

多與大眾溝通理念的技巧。協會除障權議題爭取外，不忘關注其他族群的權益，

畢竟障礙者也有多元的身分交織處境。 

 
二十五、2024 年 9 月 14 日-國際障礙學者來台交流：透過張恆豪老師，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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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hew Harrison 教授和 Angharad Beckett 教授和我們一起認識台灣 DPO 的現況，

本會總幹事 林君潔、辦公室主任 莊棋銘、自立生活主任尤奇.普佩依，規劃出自

立生活的交流路線。從台灣自立生活運動緣起、認識台灣社會住宅中的無障礙房

間、大稻埕、台灣街賣者的 DPO 團體。 

 
二十六、2024 年 9 月 20 日-參加衛福部自立生活玉姐案討論會：本會總幹事林君

潔針對玉姐案後續參與會議討論，衛福部長照司與社家署同意資源整合。在不擴

增預算的前提下，有效運用現有資源，做試辦方案。具體執行細節將擇日召開會

議討論。 

 
二十七、2024 年 9 月 21 日～9 月 24 日-日

本國會議員《舩後靖彥》來訪：本會與台灣

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聯盟，共同邀請日本參

議員舩後靖彥來臺參訪。於 9/22（日）下午

在集思北科大 3 樓-西格瑪廳舉辦「台日障

礙者社區生活與政策交流會」與民間團體辦

理交流座談，我們邀請來自《中華民國運動

神經元疾病病友協會》理事長屈穎與輔仁大

學呼吸治療學系楊式興老師&曾惠筠老師等

分享。9/23（一）透過立法委員：范雲、洪申翰、林月琴引薦，舉行「身心障礙

者權益：日本台灣國會議員交流」。兩場交流，舩後議員透過助理報讀，將從政

過程、理念、以及目前日本身心障礙處境等，進行交流。 

 
二十八、2024 年 9 月 23 日-十大傑出青年記者會：本會自立生活主任尤奇.普佩依

獲選本年度十大傑出青年。辦公室主任莊棋銘代表出席，表達慶賀之意。 

 
二十九、2024 年 9 月 23 日-人事異動：本會社工段可薇因獲得日本《愛之輪》基

金會「身心障礙者赴日領導人才培訓」計畫獎學金，將於 9/23 起暫時留職停薪預

計至明年六月中旬回國。 

 
三十、2024 年 9 月 30 日-去機構化議題社會溝通系列會議－北區場：因應身心障

礙者權利公約精神，以及結論性意見。衛生福利部透過《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協助辦理溝通會議，召集北部工作者、家長及障礙當事者、政府官員等討論對於

未來去機構化的想法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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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生活方程式—障礙者自立生活展（高雄場）》 

「捲動」與「踏實」，我們在這當下一起走過了這條路 
 

文/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  社工  段可薇 

  
「捲動」是一個契機，讓大家有

機會參與，並使障礙者與非障礙者有

一個空間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相互理解

與交流。我覺得那不只是捲動了參展

者、觀展者，還有駁二場地的工作者

們、高雄聽打及手翻人員們、志工隊

的志工們，在這些一來一往的溝通與

互動的過程中。在那些互動與彼此回

饋的過程中，其實滿滿感動呀！ 

「踏實」是從頭到尾的全身投入

策展中，踏實地、紮實地做了一次

「策展人」。「策展團隊」包含了台北新活力的大家、高雄向陽自立協會的大家

以及台自盟的大家。有大家在背後的支持，讓我可以親身投入與經驗了這些過程。

好好地沈澱了一段時間，我發現我需要好好書寫，才有「完成感」、「結束感」。 

那時候說外縣市辦展時，根本沒有想太多，就卯起來做！ 

其實是蠻大的挑戰的。在短短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真的完成了一件大事。 

在這些不容易的過程中，讓我深深感動的是與大家互動的種種。每個人在生

活中的狀態與需求都有所差異，表達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我們要如何把這些好好

的紀錄，且轉化呈現出來，是非常珍貴的過程。還有透過講座的分享，藉此認識

到大家生活中不同的樣貌，在多元的社會環境中，有屬於自己獨特的生活模式及

力量！ 

展覽之間還有遇到颱風影響展期的隨機應變的學習，打亂很多原本的安排，

要臨時溝通及確認一些事情。心情複雜是覺得影響展期蠻可惜的，但卻有不同的

看見與理解，要如何好好安放當下的感受，也持續往前進著。 

各種謝謝！謝謝所有投入這次展覽的所有的夥伴們！未來也一同努力著！ 

最後，這次有夥伴幫忙邀請到 you tube《四輪人生》來做影片拍攝，也非常

感謝。影片連結：自立生活展在展什麼？｜障礙者的多元方程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LNtMFaRXrQ&t=77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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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 7月～9月份捐款名錄 
捐款日期 捐款個人/單位 用途 捐款金額 

中華民國 113 年 7 月 1 日 王修梧 捐款 300 元                   

中華民國 113 年 7 月 16 日 李敏瑜 捐款 500 元                   

中華民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王孝家 捐款 200 元                             

中華民國 113 年 7 月 18 日 張洋瑞 捐款 500 元                       

中華民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周耕妃 捐款 600 元                             

中華民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財團法人高雄市三洋維士比集

團教育基金會志工 

捐款 357 元                   

中華民國 113 年 7 月 21 日 丘安 捐款 500 元                             

中華民國 113 年 7 月 22 日 趙正媛 捐款 5,000 元                           

中華民國 113 年 7 月 22 日 新垣正樹 捐款 2,000 元                            

中華民國 113 年 7 月 22 日 新竹縣幸福城市推動協會 捐款 20,000 元                           

中華民國 113 年 7 月 23 日 沖繩縣自立生活中心 iruka 捐款 37,715 元                           

中華民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善心人士 捐款 100 元                             

中華民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陳淑萱 捐款 500 元                   

中華民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林文花 捐款 500 元                         

中華民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林蓓玲受託信託財產專戶 捐款 170,000 元                           

中華民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華都清旅有限公司 捐款 3,000 元                             

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1 日 王修梧 捐款 300 元                             

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5 日 福永英司 捐款 1,000 元                   

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9 日 千日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捐款 4,361 元                             

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尤奇．普佩依 捐款 600 元    

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李敏瑜 捐款 500 元                        

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楊宛琳 捐款 450 元                         

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陳松伯 捐款 150 元 

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善心人士 捐款 1,200 元                   

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17 日 王孝家 捐款 200 元                           

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22 日 趙正媛 捐款 5,000 元 

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29 日 徐芳薇 捐款 5,000 元                            

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31 日 華都清旅有限公司 捐款 3,000 元                  

中華民國 113 年 9 月 1 日 王修梧 捐款 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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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3 年 9 月 15 日 蔡心于 捐款 200 元                      

中華民國 113 年 9 月 16 日 李敏瑜 捐款 500 元                        

中華民國 113 年 9 月 22 日 趙正媛 捐款 5,000 元                           

中華民國 113 年 9 月 22 日 善心人士 捐款 6,000 元                      

中華民國 113 年 9 月 27 日 善心人士 捐款 200 元 

中華民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華都清旅有限公司 捐款 3,000 元                       

本季捐款總計新台幣 278,733元 

感謝以上個人、團體捐款！！！ 

~~~也歡迎各界繼續支持我們~~~ 

捐 款 資 料 

戶名：社團法人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 

郵政劃撥：50022397        

電子發票捐款碼：1210203 

銀行帳號：中國信託（822）2555-4014-14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