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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會務大記 
2023 年 10月 1日~2023年 12 月 31日 

 

一、2023年 10月 4日－法扶律師來訪：法扶律師來訪協會與本會總幹事林君

潔討論障礙者隱私權被侵犯問題以及未來倡議方向的可能性。  

 

二、2023年 10月 4日－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公聽會：本會自立生活主任

YUKIH‧PUPUY，代表協會由洪申翰委員、蘇巧慧委員、許智傑辦公室共同主持

公聽會召開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公聽會，表達道路交通無障礙之需求。 

  

三、2023年 10月 5日－台北市自立生活中心來訪 ：台北市自立生活中心來協

會討論自立生活制度和不同障礙者的協助模式與人力支持討論。  

 

四、2023年 10月 6日、10月 12日－扶輪社智能居家建置地點拜訪：由總幹事

林君潔、自立生活主任 YUKIH‧PUPUY拜訪新北障礙團體，確認其他相關輔具合

宜建置之需求。   

 

五、2023年 10月 13 日－教育電台【超級公民 GO】節目：本會總幹事林君潔受

邀參加教育電台【超級公民 GO】節目，分享國際身障日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CRPD)的核心精神概念。  

 

六、2023年 10月 14 日－第七屆破浪勇者決選：破浪勇者第七屆決審會議，被

推薦人：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許朝富先生。會後討論後續破浪勇者之相關政策

會議相關方向，例如：無障礙、自立生活、輔具等討論。 

 

七、2023年 10月 14 日－【新活力的實習生│東吳 X 理律實習成果發表會】：

本會在 2023年 6月~8 月十分榮幸受邀參與「東吳 X 理律公益法律實踐學生實

習計畫」，辦公室主任莊棋銘代

表參加成果發表會。實習生謝伯

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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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聯盟會員大會、公部門

與民間協商會議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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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本

會拍攝 youtube影片，並協助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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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福隆臺鐵無障礙之旅」。這次發表會，伯均分享兩個月在新活力的所見所

聞。障礙者有權利在社區生活，不應身體無法自理而被社會隔絕。特別台灣在

2014年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理應保障社區生活權益。目前台

灣的身心障礙者個人助理制度，缺乏足夠完整的支持，使需要人力支持的障礙

者難以在社區生活。伯均實習期間也參與相關法規、訴訟等準備，實習內容回

扣法律專長。藉由協助本會會議、會務、籌辦活動、參與權益倡導，法條與實

務應用。相信伯均實習這兩個多月，有滿滿的收穫。本會在此感謝伯均期間大

力幫忙。相信透過法律專業和障礙專業的結合，在我們未來推動平權的路上將

會有更多力量及多元的色彩。 

 

八、2023年 10月 17 日－社會住宅無障礙住宅單元設置比例專家會議：本會辦

公室主任莊棋銘參加中原大學的「社會住宅無障礙住宅單元設置比例專家會

議」討論社會住宅，要有多少比例的無障礙房。會中表達在法定的基礎上，無

障礙通用房至少到 8％以上。其他房型應該保留通用化設計（門檻消除、門寬

大）預留修繕可能等具體建議。 

  

九、2023年 10月 18 日－聯合勸募方案外聘督導（1）：聯合勸募『推廣個人助

理服務暨障礙者自我探索計劃』方案外聘督導鄭智偉老師，和自立生活主任

YUKIH‧PUPUY、社工員段可薇討論計畫內容。 

  

十、2023年 10月 18 日－【國際講座｜障礙者平等近用司法權利-聚焦刑事司

法程序與精神衛生法變革】：本會總幹事林君潔、辦公室主任莊棋銘、自立生活

主任 YUKIH‧PUPUY參加由《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舉辦的【國際講座｜障礙

者平等近用司法權利：聚焦刑事司法程序與精神衛生法變革】，由 Oliver 

Lewis主講（利茲大學法律和社會正義的客座教授）了解如何增進台灣障礙者

司法近用之權益。 

  

十一、2023年 10月 20日－法學系所學生來參訪：本會總幹事林君潔、教育推

廣專員袁佳娣接待政大孫迺翊老師以及學生來訪協會。過程中介紹協會的發

展、自立生活的發展以及障礙者與法律的關係等。 

 

十二、2023年 10月 22日－《法律論述在障礙運動中的角色》：本會總幹事林

君潔參加學術演講《法律論述在障礙運動中的角色》。本學術講座是在分享：

「法律作為障礙權益和障礙運動的一種倡議工具，面臨的實際效益與侷限是什

麼？在以法律作為論述、以法律行動主張權利的同時，是否可能反而限縮障礙

運動的想像與可能性？從 CRPD 內國法化以來，臺灣的障礙法治究竟有何進

展，又遭遇了哪些批判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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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2023年 10月 22日－《花蓮自立生活協會》自立生活工作坊：本會自

立生活主任 YUKIH‧PUPUY 受邀到《花蓮自立生活協會》一起整天的交流工作

坊，從認識自立生活、障礙認同、認識協會、有用的資源、政策與推動等。透

過這次的交流發現到不同區域障礙的處境，希望未來大家都能好好生活，需要

大家一起努力。 

  

十四、 2023年 10月 24日、10月 25日－「智能及發展障礙者在社區中的居

住、生活、參與」研討會：本會總幹事林君潔參與「智能及發展障礙者在社區

中的居住、生活、參與」研討會。學習到許多美國民間組織與政府部門，對於

積極促進讓智能及發展障礙者達成正常化社區生活所做的努力。 

 

十五、 2023年 10月 24日－漢聲廣播電台 45度角的天空節目採訪 ：本會自

立生活主任 YUKIH‧PUPUY，依接受余秀芷邀請至漢聲廣播電台談有關原住民與

障礙身份交織議題，並於 11/5播出。 

 

十六、 2023年 10月 28日－2023年第 21 屆台灣同志遊行：本會總幹事林君

潔、工作人員莊棋銘、袁佳娣、YUKIH‧PUPUY.一同參與第二十一屆同志遊行，

支持性平議題。 

  

十七、 2023年 10月 31日、11月 22日－自立生活展籌備會：本會工作人員

總幹事林君潔、自立生活主任 YUKIH‧PUPUY、社工員段可薇，於 10/31、11/22

到剝皮寮場勘及開技術協調會，討論自立生活展相關籌備內容。 

  

十八、2023年 10月 31日－臺北市社會福利委員會第 13屆第 2次委員會會

議：本會總幹事林君潔出席社福委員會提出智能家居運用及增列至輔具補助一

案，獲得立案，將持續追綜進度、研議。 

  

十九、 2023年 11月 1日－機場通用無障礙會議：本會總幹事林君潔參與民

航局機場通用無障礙會議，討論機場設備設計移位機等相關事宜。  

 

二十、2023年 11月 2日－黑紙革命－立法怠惰，立即兌現承諾！重啟障權法

修法：本會參與《臺灣障礙者黑紙革命聯盟》於立法院群賢樓前行動，共同表

達：正當政治人物們忙於選舉造勢之際，卻有一群障礙者的生存乏人問津。我

們將在街頭上在立法院外，用最微小的力量，做最大的反抗。1.修法程序不正

義，利害關係人有未充分參與的機會。2.忽略無障礙及個人助理服務，障礙者

寸步難行無法自主生活，偏重機構修法，忽略社區需求，無障礙缺乏系統性規

劃及強制力，讓障礙者的生命每日陷於危機四伏受侵害風險之中。3.合理調整

應明確入法且有強制力。應依身心障礙者個別需求，在不造成不成比例或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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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之情況下，進行必要及適當的合理調整，義務承擔方若無法提供亦必須負

舉証責任，才不構成歧視。 

  

二十一、2023年 11月 3日－《臺北市身心障礙服務中心》一樓多功能區將移

作他用：今年七月份，本會接獲來自《臺北市身心障礙服務中心》公告，自民

國 113年起「一樓多功能活動區」不再對外開放場地租借。本會深表疑慮。為

此曾去函台北市政府社會局、並提交陳情給《台北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

小組》，懇請台北市政府保留該「身心障礙服務中心-一樓多功能區」原始用

途，但台北市政府依然堅持將原有二樓輔具中心的辦公區、展示輔具等部份業

務轉移到「一樓多功能區」，並釋出原有二樓展示區提供租借。但釋出的展示區

空間將比一樓多功能區小的多，且無舞台設施，加上是古蹟，嚴禁飲食。我們

理解輔具服務的重要性，並非反對市府提供更優質的輔具服務，但輔具服務與

現有無障礙活動場地，不應成為二選一的互斥選項。11/3（五）下午透過台北

市議員 林亮君 助理與台北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礙福利科長、多位台北市身心

障礙者權益委員、民間單位代表等，召開協調會。市府代表身心障礙者福利曾

科長依然沒有正面積極回應。科長認為本會連署建議一百多位僅有幾位建議是

可以採納。有民眾建議：「輔具中心可搬到市政府裡面」，就沒有辦法處理。科

長認為一樓多功能區使用率僅 48％（扣除疫情期間），使用率低將會被市議會

檢討，所以市府仍維持原案。明年一月一日起「身心障礙者服務中心-一樓多功

能區」將作為輔具中心辦公用途，不再對外作為活動場地。對此本會表達遺

憾。經反覆討論協商結果，此案將放入《台北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

組》列管，請社會局持續尋找新的活動空間。  

 

二十二、2023年 11月 5日－《廣青文教基金會》「第二十三屆圓缺之間－身心

障礙者影展」：本會辦公室主任莊棋銘，受邀擔任 《廣青文教基金會》「第二十

三屆圓缺之間：身心障礙者影展」之「我們同行（When We walk）」映後座談的

分享人。座談中，除了講述棋銘當年如何透過同儕幫助，走出家門，在外頭租

屋、找室友，後來居住社宅的過程。同時也提到，台灣與美國在制度上的不

同。  

 

二十三、2023年 11月 7日－【我要自立生活？】：本會透過聯合勸募補助方

案，舉辦【我要自立生活？】分享會。透過線上分享，我們強調『在我們的生

活當中都有自己「想要嘗試、想要完成」的事情，比如做什麼不想依賴家人、

可以吃自己想吃的東西、買想買的東西、想要獨自跟朋友出去，但也會聽到不

同的聲音，像是身為障礙者真‧的‧可‧以‧嗎？』這可能是許多障礙者內在

的自我懷疑……這次的分享者是哲凡、雅瑩，他們都是想要自立生活的夥伴，

現階段也許還在努力中。不過，雅瑩、哲凡的生命歷程不同，從他們的分享當

中，可以看得出他們【最初】想要自立生活的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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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2023年 11月 11日－「台北市社宅經驗的反思與提升」論壇：本會辦

公室主任莊棋銘受邀參加民眾黨智庫的「台北市社宅經驗的反思與提升」論

壇，莊棋銘以使用者觀點，表達社宅設施、設備、租金、社區服務、租約期限

仍有進步的空間並提出相應的改善目標。 

  

二十五、2023年 11月 15日－【重障者爭取個人助理服務使用權】：本會支持

【重障者爭取個人助理服務使用權】第四次準備程序「國家以已雇用外籍看護

為由，拒絕障礙者使用個人助理服務，因此提起訴訟救濟。」並於台北高等行

政法院第四法庭招開。 

  

二十六、2023年 11月 16日－玩轉力量演講：本會社工段可薇參與師大特殊教

育中心的玩轉力量演講。此演講說明到「玩」是人的基本權利，對每個人的發

展都是重要的。在分享中也提醒我們不要忽略身心障礙者，不論是兒童還是成

人都擁有「玩」的權利和契機，更是一種社會融入。 

  

二十七、2023年 11月 16日－刊物採訪：衛福部社區發展季刊前來採訪總幹事

林君潔從個人至社群、團體推動自立生活歷程及未來展望。 

  

二十八、2023年 11月 17日－身心障礙者就業支持工作坊-身心障礙者組織

(DPO)職場工作模式建構：我們很榮

幸邀請本會林君潔總幹事、《嘉義市

新世界自立生活協會》張育瑄總幹

事、《中華民國聾人協會》牛暄文前

理事長、《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

吳鴻來秘書長等，四位不同障別的

身心障礙組織(DPO)工作者，分享如

何在組織內建立良好的互助工作模式，使身心障礙者組織成為一項工作選項，

以及建立適合身心障礙者的工作模式。在台灣，我們對於身心障礙者就業，往

往僅有考公職、庇護性就業，或透過企業法定進用身心障礙者名額等管道進入

職場。但早在 1980年代，許多社福前輩，就以自身障礙面臨的生活困難。藉此

議題組織協會團體，除為自己發聲外，亦可成為一種職業選擇。時日今日，在

身心障礙者組織工作，卻不是障礙者就業選擇中常見選項。為此，我們邀請四

位在身心障礙者組織 (DPO)擔任要職的工作者，暢談組織工作的發展與願景。

本次工作坊全程採線上/實體雙軌進行，使不同縣市的朋友，方便參與工作坊，

免去舟車勞頓之苦。感謝過去四場工作坊大家的支持，後續本會仍會在「身心

障礙就業」這塊領域持續發聲，期待與各界一同建立適合身心障礙者有多元職

業選擇性的「就業平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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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2023年 11月 20日－聯合勸募方案內部督導委員：本會聯勸督導蔡貞

慧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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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1月 22日、11月 23日－國家人權委員會之「氣候變遷對人權

的影響」及「優化國家人權機構之運作效能」研討會：本會總幹事林君潔、辦

公室主任莊棋銘參加「國家人權委員會」舉辦的「氣候變遷對人權的影響」及

「優化國家人權機構之運作效能」為主題之研討會。第一天講氣候變遷造成的

人權侵害，例如太平洋島國，有些被海水淹沒。另外夏天越來越長，對於老

人、身心障礙者會有影響，二氧化碳空氣污染等，也會影響健康與生存權。第

二天則是探討人權委員會如何監測、申訴，發揮功效。 

 

三十一、2023年 11月 23日－國土署研商建築物、騎樓、人行道無障礙/可及

性專案會議：本會自立生活主任 YUKIH‧PUPUY 代表參加國土署研商建築物、

騎樓、人行道無障礙/可及性專案會議，表達騎樓人行道無障礙之相關需求，並

要求針對身心障礙者在馬路受傷害之統計，以及盤點騎樓無障礙施作範圍相關

地圖盤點。  

 

三十二、2023年 11月 23日－健保署健保快易通 APP測試會議：本會總幹事林

君潔、教育推廣專員袁佳娣參加健保快易通 APP無障礙功能說明測試會議。會

議中討論了功能的使用、實機操作的狀態與問題以及綜合討論等。  

 

三十三、2023年 11月 26日－鄭豐喜基金會獎學金頒獎典禮：112年度「鄭豐

喜獎學金頒獎典禮」於台北 CITYLINK松山壹號店頒獎，本會由自立生活主任

YUKIH‧PUPUY，代表本會接受「優質公益團體獎」領獎。  

 

三十四、2023年 12月 1日~12月 9日－

多元生活方程式-障礙者自立生活展：本

會由一群多元障別、族群的障礙者組成組

織主體，是個自倡議組織。我們自成立以

來，最關注的議題莫過於「障礙者」的

「自立生活」。而這又是怎樣的一個人權

議題呢?我們將透過展覽帶大家深入了

解。本次展覽是新活力第一次策劃，我們成立於 2007年，推動障礙者自立生活

概念已經邁入第 16個年頭！16年間，為了實踐我們倡導的觀點，本會推動了

很多政策與法案的改革，即使艱困卻不輕言放棄。由一群障礙者互相支援，辦

起了一個專屬自身文化的展覽，你對這個展覽、甚至是這群人又會有怎樣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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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呢？一連九天在剝皮寮歷史街區展出不同障別朋友的作品，以及六場主題講

座。 

 

三十五、2023年 12月 5日－聯合勸募方案外聘督導（2）：聯勸外聘督導林惠

芳老師，採線上督導 112年度聯勸「身心障礙者就業支持、經濟安全倡議計畫

(兩年計畫)」方案執行現況，並針對方案兩位專職/兼職人員如何搭配與執行給

予建議。 

 

三十六、2023年 12月 6日－第 2期錄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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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七、2023年 12月 12日－「黑紙革命」障權要修法，衛福別裝傻：本會參

與《臺灣障礙者黑紙革命聯盟》於衛生福利部前行動，共同表達：去年「身心

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際審查會議」召開之前，主管單位《衛生福

利部》，在六月搶先提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強調住

宿機構管理與交通無障礙，但對於民間長期倡議的「障礙者政策參與」、「社區

生活支持」、「個人福利帳戶」、「降低法定服務/輔具自付額」等重要的「直接支

持」反而琢磨不多，僅在第十條，讓各地方的身心障礙權益委員名額上略有進

步。由於政院版的修法與民間期待差異太大，因此去年《臺灣障礙者黑紙革命

聯盟》率先進行倡議，並在媒體投書的壓力下，整部「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審議暫停下來，原本期待後續主管單位可以提出更符合《身

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的草案。 

  

三十八、2023年 12月 13日－【東吳 X 理律─公益法律實踐學生實習計畫】：

東吳大學邀請本會自立生活主任 YUKIH‧PUPUY分享自立生活「障礙是改變社會

進步的力量」。從介紹協會在到協會做的事情，以及推動的議題、法律訴訟(玉

姊案)，最後分享過去四屆的實習生，和協會如何一起共事及改變環境的過程。 

 

三十九、2023年 12月 18日－拜訪沖縄県自立生活センター・イルカ：本會自

立生活主任 YUKIH‧PUPUY和榮譽顧問徐瑞芳女士一同到沖縄県自立生活セン

ター・イルカ（ＮＰＯ法人）參訪交流。感謝事務局長蔡抒帆 分享自立生活制

度和派遣的經驗交流。 

  

四十、2023年 12月 20日－保險業與身心障礙團體溝通座談會：本會教育推廣

專員袁佳娣參與《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會議。會中提及以下事

項：一、視障在企業進用時不能納入團保。可研議適切的單次性保險。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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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會議有表達應統計障礙者受意外的相關統計，作為保單設計的科學依據，但

受限健保資料庫管制，委託民間又會有數據太少的問題，仍有待解決。後續主

辦單位表示，未來會議仍會讓民間單位多參與表達意見及真實需求。  

 

四十一、2023年 12月 26日－景文科技大

學資源教室分享：景文科技大學資源教室

老師邀請本會社工員段可薇與資教學生分

享「自立生活」的概念。每位障礙者想要

開始「自立生活」的契機都不太一樣，可

能都在不同的狀態裡面去尋找屬於自己自

立生活的樣貌以及生活中不同的可能性。

在分享過程中慢慢的帶著學生去思考障礙

與自己的關係、自立生活的契機、障礙與

社會的關係、在學校工讀可以如何累積自己就業的能力以及可以如何運用相關

的資源等面向。期待每個人都可以在日常中可以嘗試不同的方法，找到適合自

己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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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生活方程式-障礙者自立生活展 

文/段可薇 

 

2023年 12月 1日於萬華區的剝皮寮歷史街區開起了新活力協會第一次的

展覽之旅，【多元生活方程式-障礙者自立生活展】就此開幕。 

 

  這次展覽是由一群障礙者發起及互相支援，辦起了一個專屬自身障礙文化

的藝文活動。當大家看到「障礙者」的「自立生活」時，會有什麼想像呢？ 

在推行障礙人權議題及政策的同時，我們也希望與社會大眾對話，用策展這種

比較平易近人的方式，與社會大眾聊聊，大家對於「障礙者自立生活」的想

像。 

  本次整個展覽從提案、展場設計、展場佈置、藝術創作、互動遊戲的設計

等區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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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講座中分享他們的觀察、推動經驗及

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透過展覽，大家可以感受到障礙者獨特的工作與生活方

式，如同你我一樣有不同的喜好與方式，障礙者也是多元社會組成的一份子，

但卻有許多阻礙。事實上，障礙者也期待融入社會，並享有適足的生活條件。

然而，要達到這些目標，我們需要使用不同於普羅大眾的方法。 

 

  踏入展間的第一刻，我們可以

看到作者徐芳薇(又名：單耳兔）

的繪圖創作的作品，藉著《我喜歡

這樣的你》系列創作。這些作品透

過步的社會，讓簡單的文字與圖畫

讓社會大眾可以了解障礙者的生活

處境，以及更好的互動及環境設計

的方式。 

  而在另一邊則是由作者郝天行(又名：天天）的繪畫創作，這些作品都是天

天在日常生活不同的樣態，讓觀展人用不同的視角來認識她。 

 

    本次展覽有許多不同的區域，讓社會大眾從多元的面向來理解障礙者的自

立生活。在展場的第一區，描述著新活力在台灣推動自立生活的發展歷史與足

跡。從 2007年至今走過了哪些路、做了哪些事情，以及有著哪些改變。 

     

    進入到第二個展區，講述著「何謂自立生活 ?」。而在講自立生活之前，講

述著障礙者的生活經驗。在生活中可能會遇到許多不同的挫折或是難題，以及

許許多多被拒絕、被排除在外的經驗。那些感受、那些情緒，始終伴隨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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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中，而我們每天面對著......。那到底何謂「自立生活」呢?談到自立生

活，傳統社會認為要過「自立」的「生活」要完全依靠自身力量，不仰賴他

人，但是這樣的觀念，放在身心障礙者身上，就顯得充滿障礙了。其實，身心

障礙者與社會上任何人一樣，都有「食、衣、住、行、就學、就業、就醫、社

會參與」等全人的需求，只是生活中需要的方式與設備、服務稍有不同，且需

要依據每個人不同的障礙狀況及條件做不同程度的調整。 

 

  再來，進入到了展區三「你都如何運用時間呢?」描述著不同障礙者的生活

樣態對照以及如何運用一天時間的差異，讓大家對於時間的運用可以有不同的

思考。舉例來說，可能都是肢體障礙者，但因為身體狀況、條件或是生活樣態

的差異，會帶給他們在一日生活時間使用上有很大的差異。然而，進入到展區

四則是在講述「我們面對的生活」。此區則是運用了照片及文字，來呈現大環境

造成的障礙有哪?這其中也同時包含物理環境及態度的障礙，像是路被堵住、沒

有無障礙廁所、道路高低差所照成的危險、公車拒載或是跌倒、文化的歧視等

面向。 

 

  再來，進入到了展區五的「生活小撇步」及「視障體驗區」。這一區是在描

述一些障礙者在生活裡的小道具，而這些小道具可以讓我們的日常生活更為便

利。此外，不同類別的障礙者在生活的小道具上也都有許多不同的創意。然

而，展區六則是在敘說身心障礙者的「就業甘苦談」及「我們與錢的距離」。對

身心障礙者而言，「自立」代表生活選擇上的自主性。但舉凡生活中的種種選

擇，無不緊扣「經濟安全」議題上。障礙者經濟收入，不外乎來自政府補助、

就業薪資兩大來源。 

 

  再來，進入到了第七個展區「大家的心聲與小故事」，這區展了一位心理社

會障礙者小時候的醫療病例及口述的生命經驗。再來，則是一些學員分享了因

為接觸了自立生活，而有許多不同的探索，以及許多不同的看見。另一方面則

是展了「玉姐的故事」，講述著玉姐的生活及透過行政訴訟爭取個人助理時數的

過程。最後，則是心理社會障礙者，透過畫作及詩集的創作來描敘日常生活的

狀態。 

 

  展覽的最後，是溫馨的留言區以及送給大家的單耳兔名信片，讓大家可以

留下看完展覽的回饋。 

 

  此外，展覽期間也有一些作者講座的分享。第一場是「躁.鬱星球~迅猛龍

姐、雷龍妹」講述著他們在日常生活理如何與自己的身心狀態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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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是「障礙平權路遙遙－ CRPD當

路標」邀請到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執行長黃怡碧來做分享。在過去九

年，CRPD這四個英文字母成為了各方

人士在障礙平權路上最重要的依靠與

指南。但 CRPD是否帶來了正向改變？

又有哪些挑戰需要我們一起克服？請一起來聽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的分享。

第三場是「透過另一扇窗看「智能障礙」」邀請到江雅雯分享她的經驗。今天將

透過講座帶大家從另一扇窗以及另一個不同的角度來看「智能障礙」族群，一

起來討論這個社會可以怎麼做會更好？ 

  此外，第四場是「與障礙者同行--

和障礙者一起籌備行人路權大遊行」邀

請到 散步台灣的粉專版主一閑

（Yixian）來分享，她長期關注台灣行

人路權議題，也是 820 還路於民大遊行

的主要籌備人。這次將會分享路權和障

礙者的關係，以及和自立生活協會成員

一起籌備遊行過程中所學習到的經驗。

第五場是「單耳兔的行動劇之發聲練

習」邀請到徐芳薇（Hoper’s ART）來分享。很多時候障礙者來不及開口表達

需求，就被擠到邊邊去，非障礙者也不知道可以怎麼幫忙或協助發聲，面對障

礙者被忽視或異眼看待的情境，大家該究竟該怎麼做才好？ 

  最後，第六場是「走吧！翁子趴趴走的輪椅世界-專業的無障礙旅遊玩

家 」邀請到翁玉鈴分享她的經驗。從事 30 多年社福工作的翁姐，堅持每一次

的挑戰都是成長的動力、堅持在工作中也要有無障礙生活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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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度 10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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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 10月 1 日 王修梧 捐款 3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0月 4 日 無名氏 捐款 5,04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0月 11 日 廖岫湘 捐款 5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0月 11 日 張獻忠 捐款 10,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0月 17 日 王孝家 捐款 2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0月 18 日 鄭智偉 捐款 1,5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0月 19 日 莊棋銘 捐款 2,5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0月 19 日 錄佳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捐款 50,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0月 20 日 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 單位補助 20,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0月 20 日 林君潔 捐款 2,5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0月 20 日 LAZAS SHANLEY ANNE 捐款 35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0月 21 日 丘安 捐款 5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0月 22 日 趙正媛 捐款 5,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0月 25 日 尤奇．普佩依 捐款 2,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0月 26 日 古家全 捐款 1,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0月 31 日 薛雅心 捐款 2,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1月 1 日 王修梧 捐款 3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1月 11 日 廖岫湘 捐款 8,5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1月 15 日 王健安 捐款 50,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1月 15 日 威鵬科技有限公司 捐款 27,77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1月 16 日 李敏瑜 捐款 5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1月 17 日 王孝家 捐款 2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1月 18 日 王育慧 捐款 5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1月 21 日 丘安 捐款 5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1月 22 日 趙正媛 捐款 5,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1月 22 日 千日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捐款 4,377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1月 24 日 余嘉莉 捐款 1,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1月 26 日 財團法人鄭豐喜文化教育基金會 捐款 36,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1月 27 日 古家全 捐款 1,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1月 30 日 財團法人明怡基金會 捐款 100,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1 日 王修梧 捐款 3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5 日 翁玉鈴等 9位 捐款 5,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5 日 林惠芳 捐款 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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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6 日 黃怡碧 捐款 2,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6 日 吳瓊玲 捐款 72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6 日 張獻忠 捐款 2,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6 日 吳秋芬 捐款 2,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8 日 徐菊容 捐款 2,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12 日 銘傳國小孝班 捐款 3,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13 日 張獻忠 捐款 5,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13 日 蘇嘉冠 捐款 2,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16 日 李敏瑜 捐款 5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16 日 陳威融 捐款 2,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17 日 王孝家 捐款 2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18 日 康世昌 捐款 30,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21 日 丘安 捐款 5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22 日 趙正媛 捐款 5,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26 日 古家全 捐款 1,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28 日 段可薇 捐款 4,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29 日 財團法人明怡基金會 捐款 100,000元 

本季捐款總計新台幣 507,2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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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