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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會務大記 
2024 年 1月 31日~2024 年 3 月 31日 

 

一、2024年 1月 8日－香港共融匯思來訪交流：長期協助失序盟之國外組織

（香港）《共融匯思》陳昕來訪本會交流及討論三月活動邀請。 

 

二、2024年 1月 9日－日本 JDF 政策委員会報告：本會總幹事林君潔受邀上線

向日本 JDF政策委員会分享身心障礙權利公約內國法後對台灣的影響與挑

戰。 

 

三、2024年 1月 12日－日本腦性麻痺障礙者溝通合理調整與個人助理服務分

享會：適逢《日本兵庫縣メインストリーム協会》(main stream 主流協

會)來台灣員工旅遊，新活力邀請遠道而來的夥伴們在 1/12舉辦分享會。

分享關於腦性麻痺者在日常溝通的狀況及合理調整與個人助理分享服務及

制度現況。 

 

四、2024年 1月 16日－銀行公會與民間團體座談：本會教育宣廣專員袁佳

娣，代表本會定期與銀行公會進行座談。當天表達無障礙提款機，在實際

使用上仍有障礙存在。另一個訴求是建議見證人制度取消。銀行公會有提

供障礙者協助技巧的影音課程。 

 

五、2024年 1月 17日、2月 23日－法官學院之錄事、庭務員在職研習會：本

會總幹事林君潔、教育推廣專員袁佳娣接受法官學院的邀請，錄事、庭務

員等法院的工作人員，進行認識障礙者的需求與無障礙服務以及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與司法近 用的宣導分享。 

 

六、2024年 1月 19日~22日－2024 世貿年貨大展 ：延續往年的世貿年貨展公

益團體擺攤活動，與《歐可茶葉》、《十味觀》及吳繼釗老師捐贈等義賣產

品，並藉此宣廣自立生活理念給民眾。 

 

七、2024年 1月 29日－無障礙可及性會議：本次會議針對政府盤點 CRPD 中與

身心障礙者相關之公部門會館，是否有鋪設無障礙相關設施，經盤點後，

本會由自立生活主任尤奇.普佩依代表發言，揭露盤點報告中，原住民相關

會館，並沒有符合無障礙相關規範，讓障礙者參與原民文化困難重重。 

 

八、2024年 1月 31日~3月 31日－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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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段可薇參加《社會救助法修法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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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線上會議，將身心障礙者處境需求納入修法條文。分別在

1/31(一)、3/6(三)、3/13(三)、3/27(三)參加線上聯盟例行倡議策略會

議。 

 

九、2024年 2月 1日－立委就職典禮：范雲立委就職典禮，邀請台自盟、新活

力和五十個公民團體，與范雲一同走紅地毯，象徵為下一代而戰。 

 

十、2024年 2月 1日－自立生活聘用個助等相關權益會議：衛福部招開自立生

活相關會議，會議議題是針對去年提案：1.時數挪用於三個月內、半年、

一年等討論。2.個人助理聘雇制及約聘制的可能與現況差異討論。本會由

總幹事林君潔、自立生活主任尤奇.普佩依、社工段可薇代表出席。 

 

十一、 2024年 1月~2月－落實國家人權行動計畫辦理情形表(第 2次審查會

議)：本次會議分別在 1/23、1/30、2/6召開會議本會自立生活主任尤奇.

普佩依代表協會參與。並針對：37點次「辦理臺灣國際人權影展向民眾宣

導指標性人權議題」、72點次落實原住民族健康權：「建構原住民族獲得醫

療照護資源之可近性」、106點次「降低高齡者及年輕人口群交通事故意外

死亡人數」、110 點次「參考聯合國居住權相關人權標準，全面研議及盤點

居住權保障政策」等議題提出身心障礙者觀點。全內文見：

https://reurl.cc/0vzQlM 

 

十二、 2024年 2月 20日－還路於民 Vision Zero Taiwan 籌備大會：本會

由自立生活主任尤奇.普佩依參加還路於民 Vision Zero Taiwan 籌備大

會，緣由是去年還路於民大遊行，本會參與籌備團隊之一，尤奇.普佩依代

表參與，遊行圓滿落幕後，有許多共識的人們籌組協會，希望可以針對行

人議題繼續發聲。 

 

十三、 2024年 2月 20日－交通部鐵路局無障礙相關會議 ：本會由自立生活

主任尤奇.普佩依參加交通部鐵路局無障礙相關會議，鐵路局因民營化後，

積極改善無障礙措施，包括路阻、接送區、停車格等進行討論，並報告台

鐵障礙者添購車票 APP，告知在場委員如何使用，並給予意見改善。 

 

十四、 2024年 2月 21日－台南夢城總幹事來訪 ：《台南市夢城自立生活協

會》總幹事陳龍愛來訪。討論後續就業工作坊、自立生活展、聯盟大會等

事宜。 

 

十五、 2024年 2月 22日－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修法拜會：自立生活主任

尤奇.普佩依與台自盟理事長林君潔、一同拜會范雲，希望障權修法可以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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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執行，范雲在討論中也承諾會優先把五大訴求納入：障礙主流化、障礙

者當事人參與、真正的無障礙(硬體、軟體)、合理調整、服務資源系統整

合、高科技輔具及維修補助。希望能在今年排審會議。 

 

十六、 2024年 2月 22日－氣候變遷對於障礙者影響之訪談：本會總幹事林

君潔、自立生活主任尤奇.普佩依、社工段可薇參加國外氣候變遷研究訪

談，分享了自己在生活中受到氣候改變之影響。 

 

十七、 2024年 2月 24日~25日－職場視力協助增能課程：本會教育宣廣專員

袁佳娣，透過兩天課程，包含報讀技巧、文書處理、以及排版校對、製作

PTT，或圖表轉換成純文字檔。另外還有實作課程，在各種公共空間使用人

導法，協助視障者行動。 

 

十八、 2024年 2月 24日－鐵道攝影紀錄片：本會自立生活主任尤奇.普佩依

與徐瑞芳顧問參與【療癒特急‧只見線】首映會，透過 星野老師的鏡頭，

認識日本只見線，透過攝影讓只見線起死回生，並會後交流。 

 

十九、 2024年 2月 27日－陳俊翰律師公祭 ：本會自立生活主任尤奇.普佩

依、自立生活聯盟理事長名義參加的林君潔、秘書長莊棋銘，參加對障礙

者人權推動不以餘力的陳俊翰律師告別式公祭，表達慰問之意。 

 

二十、 2024年 2月 27日－臺北市社會福利委員會第 13屆第 3次會議：本會

總幹事參與社福委員會提出輔具辦法補助增列 A I智能控制系統以及政府

因應 C R P D（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具體作為和規劃。 

 

二十一、 2024年 2月 29日－身心障礙者活動參與及環境因素(de碼)納入

身心障礙等級調整說明會：本次會議由總幹事林君潔、自立生活主任尤奇.

普佩依、社工段可薇一同參與，在場專家學者報告未來 de碼及 sd碼如何

交織，來讓障礙者的生活具有更多面向討論。但在場許多障礙團體表示，

這樣的交錯分析還是未打到障礙者真正的核心價值，比如說住在原住民部

落的身心障礙者，是不是就可以享有更適切的資源了呢?在場的學者還是無

法回應這類等問題，僅希望未來可以擴大討論並納入意見。 

 

二十二、 2024年 3月 6日－婦女及性別團體與立委之新春茶會：本會社工

段可薇參與，當天發言內容：今天很感謝婦女新知的邀請讓我們有機會參

與茶會以及委員們對於我們議題的關心。在身心障礙者性別議題上，我們

認為需要從學校教育開始做起，才能來提升身心障礙者女孩及婦女的性別

意識。在日常生活中，身心障礙者會需要他人協助而不清楚身體界線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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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忽略了身體界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身心障礙者兩性議題被視為禁

忌的話題，多數人是避而不談的，往往等到問題發生才緊急處理。因此，

若發生危險事件，身心障礙女性會不知道自己遭遇到什麼或是不知道如何

表達，甚至會不知道如何求助。綜合上述，為提升身心障礙者女孩及婦女

的性別意識提升，並且應該要有對身心障礙女性學生的正向與正確的性別

教育的推廣，如兩性關係、如何使用生理用品，以及面對危機時的方式。

(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第 43點次 a指出：「採取積極措施，保

護身心障礙婦女和女孩不受歧視，並確保婦女被賦予權力，她們的能力得

到發展，她們的地位得以提高。」)(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第 79

點次 c建議指出：「引入措施，保一起護身心障礙者免受家庭暴力、親密伴

侶和性暴力以及虐待兒童事件的影響。」)因此，如果從學校教育裡面的宣

導做起，才能有辦法預防危機發生，而不只是做到危機處理而已。 

 

二十三、 2024年 3月 8日－【為防汽機車，新北市府拒拆路阻！身心障礙

團體批：他人犯錯，抓障礙者抵罪】：《鄭豐喜文化教育基金會》記者會號

召破浪勇者一同到監察院發聲，自立生活主任尤奇.普佩依與台自盟理事長

林君潔，一同到場分享障礙處境，並討論為何路阻會影響障礙人權。最後

至監察員與監察委員王幼玲一同午餐討論，將路阻最根本的問題回應。 

 

二十四、 2024年 3月 10日－新竹個人助理培訓課程：本會自立生活主任

尤奇.普佩依、教育推廣專員袁佳娣受邀《社團法人新竹市身心障礙者聯合

就業協會》分享認識自立生活運動與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個人助理的權利

與義務、視障者協助技巧及雙向溝通之技巧。 

 

二十五、 2024年 3月 13日－ 障礙、性別團體交流分享會議：本會自立生

活主任尤奇.普佩依、社工段可薇受身心障礙聯盟邀請參與障礙、性別團體

交流分享會議，在討論過程中分享自己在性別議題的經驗與想法。 

 

二十六、 2024年 3月 13日、29日－建築技術規則與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

計規範：建築技術規則與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修法，由自立生活主

任尤奇.普佩依代表參加。目前討論到圖標、機械停車位等相關討論。 

 

二十七、 2024年 3月 13日－「身心障礙者近用司法協助指引」座談會：

本會教育推廣專員袁佳娣參與了司法院所舉辦的「身心障礙者近用司法協

助指引」座談會。該指引是司法院針對障礙者參與司法程序時，會需要哪

些協助而製作的資料，目前是擬定草案，並徵詢民間團體的意見，作為日

後改善的依據。#當日協會針對指引內容提出以下幾點建議：1.指引中針對

障礙者的協助，可徵詢專業人員的意見，作為協助模式的依據，但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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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徵詢專家意見的比重偏高，建議還是需同時與障礙當事人充分溝通。

由於障礙者的樣態多元，個別差異大，指引僅能提供原則性的建議，許多

細節，在雙方充分討論下，才能讓障礙者更便利的近用司法系統。2.針對

視障者的協助技巧，每個章節、訴訟種類的內容建議要統一。同時，針對

重要的協助技巧(人導法)、文件、網站的無障礙格式進行具體的舉例說

明。3.訴訟中的書訴繕本的送達，除紙本郵寄外送達方式是否可多元？以

確保通知到本人，例如曾有視障者反應，家人收到法院文件，但未轉交或

告知，影響他的訴訟權益。障礙者會因為許多阻礙因素而導致資訊落差，

因此必須研議更能確保的方式送達。以上為會議中大致的建議內容，由於

參與者眾多，無法透過一次會議完善所有建議，司法院承諾後續還會持續

辦相關座談，而新活力也會持續了解改善進度。 

 

二十八、 2024年 3月 15~20日－「身心障礙行動研究的小規模論壇」：本

會總幹事林君潔受《共融匯思》及 Ability Beyond Borders (互力國際）

邀請至香港參加「身心障礙行動研究的小規模論壇」分享在台灣推動自立

生活運動及個人助理服務經驗。 

 

二十九、 2024年 3月 15日－拜會考試院：本會自立

生活主任尤奇.普佩依、自立生活聯盟理事長名義的林

君潔理事長、袁佳娣教育推廣專員、徐瑞芳榮譽顧

問、 暢曉雁顧問、兩位個人助理一同前往拜會。針對

訴求與黃榮村院長、劉建忻秘書長、王秀紅委員、伊

萬.納威委員、考選部許舒翔部長會面討論。不同障別

考試的必要交通、考試場所之不同障別的無障礙設

施、不同障別的應試流程與時間、考試需求評估提供

必要之合理調整、考試的報名簡章、公務人員考試錄

取的各項保障業務及訓練、障礙者共同參與討論相關政策…等議題提出建

議，並進行討論。內容全文見：https://reurl.cc/Wx4yZZ 

 

三十、 2024年 3月 15日－

原住民身心障礙者－超越

文化健康，人權記者會暨

共識營：由《新竹市原住

民身心障礙者協會》舉

辦，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

生學院協辦、WSICC 暐順

國際會議中心（新竹高鐵

站旁）公益贊助。本會自

https://reurl.cc/Wx4y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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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生活主任的尤奇.普佩依也到場分享原住民障礙者處境表示：原住民族健

康法還是要有多元意識，不應該將原住民身分和其他身分做權益切割。造

成原住民障礙者在部落或偏鄉、偏遠地區有更多不利處境，申請資源四處

奔波。《花蓮自立生活協會》周雪子也到場表達在花蓮的原住民障礙者，時

常因為資源申請不到，因此受到立委、議員的關切，但也有很多時候這些

在地有力人士，詢問當地區域政府時，目前未有任何進展，讓原住民障礙

者還是無法獲得適合的資源。希望這場活動能聽到我們的聲音。 

 

三十一、 2024年 3月 16日－

身心障礙者經濟安全建構工作

坊（3/16場）：本會透過《聯

合勸募協會》補助，舉辦了

「2024年身心障礙者經濟安全

建構工作坊 3/16 場」。本會很

榮幸邀請《中華民國聾人協

會》牛暄文常務理事、《台南

市夢城自立生活協會》總幹事 

陳龍愛、《中華民國視障者家

長協會》藍介洲 秘書長、隋靖祖 先生等四位不同障別（聽障、肢障、視

障、心理社會障礙）講者，分享在現有的法律制度下，身心障礙者面臨經

濟處境有哪些？未來在制度上，政府該如何建立適切符合不同障別需求的

「經濟安全」制度？身心障礙者要能夠自立生活於社區中，不至於被環境

「隔離」，舉凡食、衣、住、行、休閒娛樂等等，都需要運用金錢來維持生

活。對身心障礙者而言，種種限制與不便，要能夠自由出門受到完整教

育，找到工作有穩定收入是更為困難的。但擁有工作收入是否為人生存在

這社會上的必要條件？若難以取得到工作的人們，又該如何保障其基本人

權？政府的角色又是什麼？目前各項補助是否補滿、補夠，申請流程是否

簡明？合乎實際需求？以現行制度來看，政府的補助，往往有繁瑣流程，

過於嚴苛的資格審查（例如看家庭總收入），看得到，補不到司空見慣。在

2022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CRPD國家報告國際審查委員- #結論性建

議」第 104點次也建議國家：「a.確保為身心障礙者提供最低收入，以保證

他們有足夠的生活水準。b.統計生活在貧窮中的身心障礙者人數，發布公

開報告並採取行動。 c. 根據個人收入而不是家庭收入來評估資格。」由

此可見，國際審查委員也觀察到，目前我國的各項經濟補助，並未回應到

身心障礙者真實面臨的經濟「不安全」，容易使障礙者陷入長期貧困且不利

之生存處境。工作坊內容摘要見：https://reurl.cc/Wx4yQZ 

 

 

https://reurl.cc/Wx4yQ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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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 2024年 3月 17日－臺北大巨

蛋無障礙環境設施勘檢意見書：本會常

務監事楊博宇、理事莊富凱、總幹事林

君潔、教育宣廣專員袁佳娣，針對剛落

成之台北大巨蛋相關動線設計、無障礙

設施、資訊無障礙、座位設計、逃生通

道等多項設備，給出障礙者使用建議。

堪檢全文請見：https://reurl.cc/aqlR29 

 

三十三、 2024年 3月 19日－特教議題

座談會：本會由自立生活主任尤奇.普

佩依代表出席當天發言：一、針對特教

法身心障礙教育蠻多與會先進，也有提

到個人助理、居家服務、在學助理等需

求。希望這些服務在學生身上可以 #資

源整合，目前障礙者若要在校園尋求人力資源，會需要不同單位去評估，

曠日廢時才得以找到適合的協助人員；另外輪椅以及相關輔具的補助，應

回到當事人為中心，而不是行政體系為中心，例如補助是針對障礙者的個

別需要，而非到同一個單位，然後再另外分配，這樣的做法會比較實質協

助到協助障礙者的需求。保障障礙生的受教權益。二、特教法目前沒有提

到【校園退場身心障礙者的轉銜與資源挪移】對應到 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

辦法第 3條，目前內容沒提到 #校園退場機制，少子化的趨勢，校園退場

是未來要面對的，針對這個部分待退場的校園，如何協助身心障礙者轉

校，困難重重。目前有些學校接到重度且即將畢業的學生，認為還未有安

置名單，從兩年前就已經接受輔導、去年已確定退場，這兩年的時間所有

的人力、物力、資源都還未有一個整體性的配套，讓學生及家長人心惶

惶，光是這樣已經影響到學生受教權益。安置的校區不確定性，讓許障礙

生擔憂不知道適不適合、及學生建立關係及信任原本就較長、硬體設施調

整無障礙設施並不是這麼快、人力協助的資源非常難尋。不知道學生未來

該何去何從？應要提出「 #校園退場身心障礙者轉校機制」保障受教權。 

 

三十四、 2024年 3月 19日－社宅租金不

能開倒車，內政部應依收入訂定分級收費

原則記者會：本會辦公室主任莊棋銘在參

加由友團《社會住宅推動聯盟》舉辦的

「社宅租金不能開倒車，內政部應依收入

訂定分級收費原則記者會」其發言如下：

各位先進：大家好！跟各位報告！我因為

https://reurl.cc/aqlR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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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家庭的萬華老家沒有電梯（有電梯大樓太貴，家庭負擔不起），因此居

住在四樓公寓，難以自行上下樓，在租屋市場漂泊超過十年，期間找房/換

房，為了找到願意承租給輪椅使用者的房東，打上二三十通電話被打槍是

常有的事。自從我在 2021年 9月入住台北內湖瑞光社宅後，深深感受到社

會住宅對於我們弱勢群體，特別是急需無障礙(通道、有電梯)的身心障礙

輪椅使用者而言，實在太重要了。我們不必在一般租屋市場碰運氣，找到

願意出租的好房東，也可以避免高昂的房價/房貸的困境。但周遭的障礙

者，聽聞我一個月仍要近一萬元房租，仍感卻步。許多我認識的障礙者，

往往因障礙程度較高，可獲得的職種選擇性少，即使幸運能就職，往往僅

能擁有法定基本薪資。不然就是從事街賣、賣彩卷維生等等，收入極不穩

定，因此設計出低於每個人所得收入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合理租金)尤其重

要。特別是身心障礙者還有額外的輔具（如輪椅、助聽器、手杖）等耗材

支出，或者相關的醫療、長照、個人助理等支持人力成本，這些也未必獲

得政府全額補助，經常是需要負擔一定比例的自付額，因此針對特定族群

更是需要精準計算出合理的租金，應回歸所得可負擔能力。我們期許內政

部積極回應「住宅法」立法精神，督促各級政府社宅，能夠在可負擔租金

大原則下實踐居住正義。 

 

三十五、 2024年 3月 23日－個人助理培訓課程：本會受「台北華山扶輪

社」贊助，並與《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合辦；於 3/23、3/24、3/30、

3/31舉辦為期四天的個人助理培訓課程。 

 

 

三十六、 2024年 3月 25日－原住民身心障礙者拜會范雲立委：本會自立

生活主任尤奇.普佩依，因原住民族健康法，未納入原住民族身心障礙者，

因此原住民身心障礙者協會，邀請尤奇.普佩依一同拜會，希望未來修法不

排除及切割身心障礙者原住民身分，在這部法律當中。 

 

三十七、 2024年 3月 25日－聯合勸募委員期初督導：聯合勸募委員期初

督導：聯勸督導委員蔡貞慧老師來訪，督導本會今年度聯合勸募計畫執行

概況，並針對方案兩位專職/兼職人員如何搭配與執行給予建議。 

 

三十八、 2024年 3月 31日－新增新活力官方 you tube影片：「【新活力】

台彩徵選經銷商爭議事件│ft .粉小資」。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3Dut9NrT_bE?si=B6H-12bM4bGwAf7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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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久失修的障權法該何去何從？ 

文／本會總幹事林君潔 

 

1、 台灣所稱的「身心障礙」在特殊教育或精神醫療等不同領域都有各自的定

義，障權法應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定義來說明誰是「身心障礙者」?不應只

以醫療模式的角度決定，更考慮社會環境及態度所帶來的阻礙，應不以持有身

心障礙者証明為限。在其他領域被認定有生活上影響、困難者，在障權法中應

該也要承認其身心障礙身分。 

 

2、 障權法裡首先須要先明訂歧視種類、定義，拒絕合理調整的效果及舉証責

任，以及和障礙者同行或生活的家人朋友等受到連帶歧視等等議題。並且須要

有明確的請救權基礎，應在障權法內制訂定請救權基礎的條文（可參考障權公

約施行法第 8條的條文，或性平、原民相關法規。）以及須要明訂條文確保司

法近用的權利，否則難以救濟。 

 

3、 有關參與的部分，在制定相關政策、法令、指引時，要資訊公開並且有效

傳達，讓關心此議題的障礙本人及障礙自倡導團體（DPO）及相關團體、個人獲

得充足資訊。讓大家有參與、表達、決策的機會與管道，以符合身心障礙者權

利公約的核心精神，特別是有關我們障礙者的事務都要讓障礙者參與決策。在

初期政策規劃擬定時，就必須要有障礙者的參與或密切合作的機制。我們不希

望只是形式上參與，而是實質的參與，為什麼易讀版的指引有明定，易讀格式

或教材要有多位心智障礙委員一起進入編輯、討論，甚至到最後完成後也要由

不同的心智障礙委員做檢測的工作，才較能確保指引或教材可用性。而且這一

些都是有編列費用聘請、諮詢。這樣的模式也不應只限於心智障礙者領域使

用，而是各障礙者相關事務，都要能確保充分參與。才能符合公約提到精神，

因此再請研擬有效參與機制。 

 

4、 參與之外，有關申訴機制，目前有各縣市身權小組受理申訴，但是首先要

從小組裡面的委員代表比例修訂，可以參照性平委員會（女性委員人數應占全

體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以上；政府機關代表不得逾全體委員人數三分之一）或者

原民委員會（委員會三分之二之委員席次，由原住民族各族按人口比例分配）

保障名額。相關機制可參照性平、原民委員會、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等運作方

式制定出適合我們的機制。在功能部分，身權小組僅有勸導、協調機制，並無

太大效力。應授權其有調查、事實認定後開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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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障權法需協助消除、減輕社會結構為障礙者所帶來的阻礙，我國憲法亦明

定政府應建構保險、就醫及各項無障礙環境等保障，因此政府應致力建構無障

礙環境，不論硬體、軟體、資訊無障礙等需求納入保障範圍，不應僅以友善、

獎勵方式推動。亦應將通用及無障礙概念普及化，建置日常生活各領域中，以

減少為障礙者所帶來的不平等不利益對待。 

 

6、 有關自立生活與個人協助服務：發展多元社區服務，提供各類別障礙者自

立生活於社區所需服務，如同儕支持服務、會所、個人協助服務、支持性決策

服務、無障礙資訊服務…等等。為尊重身心障礙者固有尊嚴及自主性，應視身

心障礙者實際需求，尊重其意願與選擇決定服務類型，使其自主決策安排生

活。特別是個人協助服務，是支持障礙者自立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力服

務，應和職場人力協助、居服、在學助理服務等作串連整合，以當事人為中心

提供，有效運用資源。確保障礙者之日常生活、工作或教育等各項需求能獲得

支持，使其實踐社會角色，並且平等參與各項社會，以提升自主性，達到自立

生活目標。各項服務應視障礙者個人經濟狀況提供補助，並且降低自付額，以

提高服務近用性、可負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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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度 1月～3 月份捐款名錄 

捐款日期 捐款個人/單位 捐款用途 捐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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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4 日 林君潔 捐款 1,171元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8 日 黃烈瓏 捐款 5,0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9 日 陳昕 捐款 1,0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9 日 莊棋銘 捐款 2,0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12 日 日本主流協會員工 捐款 17,0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12 日 善心人士 捐款 34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15 日 林倞民 捐款 85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15 日 威鵬科技有限公司 捐款 4,17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16 日 李敏瑜 捐款 5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17 日 王孝家 捐款 2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21 日 丘安 捐款 5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22 日 趙正媛 捐款 5,0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22 日 善心人士 捐款 2,0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22 日 林哲凡 捐款 3,0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22 日 林君潔 捐款 1,16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23 日 陳慧芬 捐款 5,44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24 日 安盛法律事務所 捐款 3,0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24 日 陳俊誠 捐款 5,0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25 日 千日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捐款 2,988元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26 日 陳逸嫻 捐款 1,6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26 日 陳慧芬 捐款 1,0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26 日 葉倍宏 捐款 6,3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29 日 莊采婷 捐款 85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29 日 安盛法律事務所 捐款 100,0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30 日 沈柏均 捐款 1,8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2月 1 日 王修梧 捐款 3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2月 2 日 王妏姿 捐款 2,8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2月 6 日 蘇楠 捐款 1,25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2月 7 日 尤奇．普佩依 捐款 5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2月 9 日 陳依雯 捐款 5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2月 12 日 余睿騰 捐款 2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2月 16 日 李敏瑜 捐款 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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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3年 2月 17 日 王孝家 捐款 2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2月 17 日 林君潔 捐款 705元                      

中華民國 113年 2月 21 日 丘安 捐款 5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2月 22 日 趙正媛 捐款 5,0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1 日 王修梧 捐款 3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1 日 社團法人中華佛乘宗法界弘

法協會 

捐款 100,0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1 日 財團法人佛教佛乘宗基金會 捐款 100,0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1 日 公益信託佛乘宗弘法基金 捐款 100,0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5 日 袁佳娣 捐款 1,5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5 日 吳明蘭 捐款 50,0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6 日 朱俊英 捐款 2,000,000 元                           

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8 日 洪育增 捐款 5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12 日 善心人士 捐款 360,0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14 日 葉智盛 捐款 1,0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14 日 劉鏞 捐款 5,0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16 日 李敏瑜 捐款 5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16 日 隋靖祖 捐款 5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16 日 藍介洲 捐款 2,0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16 日 善心人士 捐款 1,25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17 日 王孝家 捐款 2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21 日 丘安 捐款 5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22 日 趙正媛 捐款 5,0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25 日 千日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捐款 2,778元   

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28 日 林君潔 捐款 14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30 日 張心慈 捐款 100元                             

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31 日 朱昌進 捐款 1,500元                      

本季捐款總計新台幣 2,917,392元 

感謝以上個人、團體捐款！！！ 

~~~也歡迎各界繼續支持我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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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帳號：中國信託（822）2555-4014-1465 

電子發票捐款碼：1210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