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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名：社團法人台北市新活力自立生活協會    

地址：台北市南港區昆陽街 157 巷 9 號 1 樓 

『我們不要靠爸靠母』自立生活大遊行，感謝各位的支持～ 

 

1. 2012 年 10 月 14 日：本會舉辦「我們不要靠爸靠

母！！自立生活大遊行」，強調障礙者為獨立個

體，亦有權利自立生活，非只能單靠家屬照顧，

或於機構度過一生。需要的是政府提供適切的支

持系統，完善的經濟安全，任何障別都有權利自

立生活。本次遊行約一百二十名各界人士、身心

障礙者、志工參與。還有遠從高雄、花蓮、台中、

台南、嘉義、桃園等地的夥伴熱情參與。途中隊

伍高喊『捍衛權益，我要自立』等口號，表達我

們熱烈的訴求。最後遊行至內政部大門前，遞交

陳情書（陳情書請見本會季刊內容）。後續我們

將持續追蹤內政部反應，逐步改善內政部公告之

自立生活支持服務內容。非常謝謝各位踴躍參與

本次遊行。本次遊行共有十六篇電子、平面媒體

報導（詳見本會臉書社群，有相關連結）。 

2. 2012年10月7日：本會舉行第二屆 第九次 理

事監事聯席會，本次理監事聯席會 共十一位

理事、監事出席。 

3. 2012 年 9 月 22 日～23 日：本會舉辦第四屆 身

心障礙者 種子培訓營本次共十三名學員參

與。本次有來自新北市、台北市、台中市、

桃園、彰化等地學員報名，感謝各界參與！

期許未來自立生活發展，日益茁壯。 

4. 2012 年 8 月 18 日：本會為推廣自立生活觀念，

以及本會這些年來所作的努力。並介紹服務

的身心障礙者，他們接觸本會之後的改變，

藉此強調同儕力量，以真實的故事點出自立生

活於社區的重要性與自主性。為此，本會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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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8 月 18 日特別舉辦『自立生活，主體在我』宣廣課程。本宣廣課程，共 27 名各界朋友參與

（不含講師、工作人員），謝謝各位的支持參與。 

5. 2012 年 7 月 20 日：本會在台北市身心障礙者福例會館舉辦「台日障礙者交流會」，我們特別

邀請來自日本大阪的夢宙自立生活協會朋友馬渡先生、平下先生，及三位個人助理來台分享。

本此活動約有三十位朋友參與，謝謝支持。 

6. 2012 年 8 月 3 日～5 日：舉辦「第十四屆 個人助理培訓會」，約 30 名學員上課。 

7. 2012 年 9 月 7 日：舉辦「愛玩俱樂部之中秋烤肉」，在松山區 饒河夜市旁 彩虹橋舉辦。共有

共 36 名 志工、身心障礙者參加。8 月 11 日舉辦「愛玩俱樂部之 桌遊遊戲」，共 6 名參與者

參加。 

8. 街頭募款：為籌措本會營運、服務、宣廣資金，本會申請 101 年度至 102 年度公益勸募，街頭

募款。總計九月至十月共舉行三次街頭募款，分別在忠孝新生站旁、松山煙場旁、台北車站旁，

共募得：新臺幣 26,064、發票 86 張。 

 

■□■□■□■□■□■□■□■□■□■□■□■□■□■□■□■□■□■□■□■□■□ 

 

我們不要靠爸靠母，自立生活大遊行圓滿成功！！ 

 
 

結束了這場「我們不要靠爸靠母」的自立生活

大遊行，我感到與有榮焉，因為這是一場艱鉅的遊

行。過去我們沒有主辦過一次倡議遊行，也不清楚

如何透過街頭行動，來表達我們的訴求，一切靠摸

索，以及過去參與其他街頭抗議吸取的經驗，拼湊

出這次遊行的輪廓。身為總召，心情是激動且亢奮

的。 
其實早在去年上半年，我就跟新活力協會的同

伴，提出了今年想舉行自立生活大遊行的提議。

2011 年 2 月立法院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中，

新增自立生活支持服務，但按照過去與公部門開會

經驗，政府部門施政無法盡如人意，往往以「資源不足」、「將會檢討改進」的方式打太極拳，無

論倡議行動結果如何，總該出招，讓內政部、社會大眾，看見『我們的存在』；這是必要，也是一

種使命。更是回應自立生活運動是障礙者主體的社會運動，不單單只是一種服務的想像。 
曾經有不少人對我說過，在台灣推動以障礙者為主體的「自立生活」是困難的，一來國情不同，

二來台灣民主、人權概念還不夠扎實，一般勞工、平民百姓的人權、自主性，都未必受到重視了，

哪有可能個別化的支持一位『重度障礙者』？每當我聽到這類的言詞，我不會加以反駁，相反地我

會認為，在最艱難的環境下，創造出我們的故事與傳說，遠比溫室中長出美麗花朵，還要值得歌頌。



活 • 力 • 季 • 刊 

 

 3

我的夥伴們，無論是新活力、外縣市自立生活團體，還是一直默默支持我們的朋友，都是相信一個

信念『人人都是平等，應該有尊嚴、自主的生活』為目標，相互支持前進。縱然我國制度、風情不

像其他國家一樣，可以重視人的差異性，並加以尊重。不過抱怨是無法改變什麼的，行動吧！訴說

吧！倡議吧！唯有如此，這片土地、這個國家才能邁向我們心中那個美麗的願景前進。 

「自立生活」是個很不容易操作的議題，因為一位重度的障礙者，他想自主生活於社區，需要

太多支持，從輔具、人力、無障礙、經濟安全、同儕支持等等都有可能需要，議題不容易聚焦，而

讓大眾瞭解『身障者到底要什麼？』也因此，這個議題過去並未有人當作遊行主軸，因此在遊行訴

求上的設定，我們也是耗費心力。因為要精準讓媒體、大眾、公部門理解我們的想法，且馬上進入

狀態，是不簡單任務。光是這次遊行的論述、口號、主打標語，我就在去年深深思索，多虧我的夥

伴與我集思廣益，最後才能在遊行前定調。也謝謝志工參與，協助拿布條、旗幟、拍照、還有協助

身障者移動。不然光靠障礙者，也是無法完成這次遊行的。 
這條路很慢長，也不是一次遊行，就能天翻地覆的改變制度與大眾觀念。但凡事總有個開始，

這一場遊行，很成功的舉辦，大家也熱血的在兩小時的路程中，呼喊『捍衛權益，我要自立』等等

口號，事後媒體熱烈報導，參與者熱情分享，以及每位參與者事後激動的情緒，都證明這次大遊行

議題操作的成功。我為大家的表現感到非常光榮。希望未來還有機會，繼續與各位創造自立生活的

奇蹟。開創自由、人權、美好社會而努力。謝謝～各位，辛苦了！ 

 

 

文/ 遊行總召 莊棋銘 

 

■□■□■□■□■□■□■□■□■□■□■□■□■□■□■□■□■□■□■□■□■□ 

 

陳  情  書 

請政府正視身心障礙者生命生活自主權 

保障身心障礙者權利 
 在台灣，大部分身心障礙者（以下簡稱障礙者）在早期因國內生活物資缺乏及生活水平不高，

故被迫與家人同居便於被照顧或送至收容機構安養直至老死！至今國內蓬勃發展，是全球科技業不

容小覷之國家！但為何獨有障礙者的窘境，歷年來難見較大之改變呢？隨著台灣社會高度發展，人

權意識抬頭，主權在民的思想日益深耕，我們認為障礙者所面臨之困境如：無障礙不足、就業、就

學遭受環境歧視，人力支持缺乏、經濟安全趨於弱勢，是政府施政時應考量的重大民生議題。 

近年來社團法人台北市新活力自立生活協會推廣「障礙者自立生活」之理念及實踐，其精神強

調「不管多麼重度的障礙者，都可藉由人力協助、無障礙空間與輔具的改善，以自我選擇、決定、

負責的方式，生活於社區中。」其中人力協助更以尊重障礙者自主權的＂個人助理＂為主，其目的

在於發展自我選擇、決定、負責的能力與態度。在推廣及實踐此觀念之時，經中華民國殘障聯盟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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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推動立法後，內政部公佈「自立生活支持服務試辦辦法」，然而公告內容仍以過去傳統思維由專

業人員主導障礙者服務與需求，不僅資源投入甚少，且個人助理人力支持僅提供有每月六十小時的

服務。造成『殘補式』自立生活服務上路，無法真正使障礙者透過服務獲得社區居住之自主性。雖

多次表達公告內容不足之處，內政部卻始終視而不見；其忽視民意，官僚作風與「主權在民」之我

國立國精神差距甚遠。 

我們認為，隨著高齡化社會到來，障礙者早已突破百萬之眾，但多數需求處境受到政府漠視，

認為「照顧責任」應落在父母、子女、家屬身上，導致障礙者在家庭中長期負上「家族之負擔」罪

名，被迫長期仰賴日益年邁父母，相互耗盡精神與體力，使得家庭經濟困頓、照顧壓力日增，甚至

一同走上絕路!。我們主張，身心障礙者不想，也無須「靠爸靠母」，只要改善環境，提高相社會支

持措施，身心障礙者也能「自立生活」。然而政府思維仍認為大興土木、建造機構，是解決障礙者

去處唯一途徑。造成障礙者僅有被送進安養機構一途，缺乏完整獨立的自主人生，政府如此卸責，

難辭其咎。 
我們強力主張「無論多麼重度的障礙者，都有回歸社會之可能性」，只要政府開源節流，建立

公平稅制，富者增稅、平民減稅、弱勢免稅，藉此提高政府社福預算，減少貧富差距，提高我國人

權立國之軟實力，才是國家永續發展的重點。內政部的「身心障礙者自立生活支持試辦計畫」雖然

在框架上模仿「新活力自立生活協會」三年來所提供的「自立生活支持服務」，但其內容過度迷信

專業，漠視身心障礙者主體需求、忽略身心障礙者（服務使用者）的聲音，以資源控管的角度，提

供不切實際的服務。因此我們要求政府施政時應聽取身心障礙者（服務使用者）意見。沒有障礙

者的參與，就不要為障礙者決定！我們具體主張如下： 
 
一、 盡速公告會議已決議內容 

       各縣市政府已於七月陸續開始招標「身心障礙者自立生活支持試辦計畫」，但礙於中央態度

消極，行政效率怠慢，遲不公佈服務人員訓練課程標準，造成各地服務無所適從，窒礙難行。

請盡速公告「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練及管理辦法」中已決議內容之「人員訓練課程標準」

給各縣市政府，以利服務執行。 

 
二、 修改現行「身心障礙者自立生活支持試辦計畫」之專案人員資格限制。 

自立生活支持服務強調障礙者自我選擇、決定、負責，尊重障礙者主體，如專案執行人員

僅有社工、心理、復健等專業背景而無相關自立生活訓練或身心障礙領域工作經驗者，難以了

解障礙者特質與需求，「身心障礙者自立生活支持試辦計畫」其「專案執行人員」資格，不應

限定社工、心理等科系畢業者才能從事，而是將具有身心障礙團體實務經驗滿三年以上者，亦

可成為專案人員。 

 

三、 修改現行「身心障礙者自立生活支持試辦計畫」，增加個人助理服務時數，取消補助上

限，依身心障礙者實際需求給予服務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身權法）第五十條明文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依需求評估結果辦理下列服務，提供身心障礙者獲得所需之個人支持及照顧，促進其生

活品質、社會參與及自立生活」而其中第八項即為自立生活支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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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於內政部民國 101 年公告之身心障礙者自立生活支持試辦計畫申請補助規定，其內容有違身

權法第五十條立法精神！個人助理補助時數明顯違反立法意旨，因其僅補助極重度障礙者每月

最高六十小時的個人助理時數，平均下來一天僅可使用兩小時。 
一位極重度障礙者，基本生理需求：吃、喝、拉、撒、睡皆須有人協助，但一天只有兩小

時的個人助理時數，連基本需求都無法滿足，何來身權法所提之：促進障礙者之生活品質、社

會參與進而自立生活？身心障礙者在社會上，往往處於機會不平等的狀況下而成為經濟弱勢一

群，依內政部規定極重度障礙者每月只能獲得 60 小時的個人助理服務補助，這不僅無法自立

生活，也有經濟階級的歧視！只有經濟能力好的障礙者才不為所限，能享有生活自主性及人權。 
一天 24 小時，一個月就有 720 小時，若依現行規定完全無法讓障礙者多元發展、自主生

活，我們要求應去除補助時數上限，依身心障礙者實際需求給予服務。 
 
四、修改現行「身心障礙者自立生活支持試辦計畫」，提高個人助理時薪及各項勞動條件! 
 

居家服務員薪資每小時 180 元；視力協助員每小時 160 元；職場個人助理每小時 160 元，

唯獨個人助理勞動條件未受重視與保障，依內政部規定每小時僅補助 120 元，無法確保服務品

質及服務人員勞動權利。應提高個人助理各項勞動條件，以吸引更多人從事協助身心障礙者的

工作。 
五、修改現行「身心障礙者自立生活支持試辦計畫」，提高同儕諮詢補助次數，以達到協助自

立生活之目的! 
身心障礙者自立生活支持試辦計畫申請補助中規定，同儕支持員對於同一身心障礙者每年最高

個案諮詢費僅補助 10 小時。但一位身心障礙者由於長期以來處於被保護與被限制的環境，在自立

生活計畫執行的初期，是需要同儕支持員付出大量時間，幫助他多次擬定或修改計劃，連結各種資

源、陪伴嘗試各種可能的生活形態，才能建立信心找尋出想要的生活模式。每年僅有 10 小時的補

助，根本無法實現設置「個案諮詢」之目的，應依服務使用者個別實際需求提供補助次數。 
 

六、身心障礙者自立生活支持試辦計畫勿偏離國際上對自立生活之定義與精神! 
 
國際上對於自立生活有嚴謹的定義，強調身心障礙者藉由同儕支持，凝聚力量，使其自我倡議，

相互支持，經驗傳承。因此，承辦自立生活支持服務之單位，應以障礙者主導之協會承辦，建議採

納國際慣例，其承辦單位之理監事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為不同障別之障礙者擔任，以符合國際上普遍

對自立生活(團體)之定義。如現有團體難以達到此標準，應舉辦教育訓練，補助各縣市障礙者成立

跨障別之自立生活協會(團體)。 
 

七、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各項身心障礙者相關之補助與服務，應以個人為單位，其計算方

式應與父母或親屬脫勾，視身心障礙者為獨立之個體，保障其人格及合法權益。 

 
八、發揮聯合國身心障礙者權利公約精神，保障身心障礙者各項權益，諸如經濟安全、社會住

宅、無障礙設施，並落實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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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民國 101 年度 07 月～09 月份捐款名錄 

 

 

 

 

 

 

 

 

 

 

 

 

 

 
 
 
 
 
 
 
 
 
 
 
 
 

 

感謝以上個人、團體捐款！也歡迎各界繼續支持 社團法人臺北市新活力自立生活協會！！ 

 

 

民國一百零一年度 

九月～十月募款 

忠孝新生募款 15,166 
松山菸廠募款 6,937 

台北車站 3,961 

民國一百零一年八月份 
陳瑞燕 2,000 
周國雄 5,000 

民國一百零一年七月份 

廉田俊二 300,000 
劉文正 500 
不具名 300 
許淑婷 600 
不具名 1000 
楠全 10000 

民國一百零一年九月份 
許全玲 5,225 
朱芳瑤 1,000 
林慶苗 50,000 
方月華 3,000 

 歡迎會員提供短文及訊息 活力月報歡迎會員以一千字左右之短文投稿，稿件以電子檔或書面皆可。文

章內容，舉凡身障議題，與本會有關之感想等都歡迎投稿。 

投稿請 E-mail：nfo@vitality.org.tw  或郵寄文章至本會會址。   訊息聯絡人：莊棋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