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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會務大記 
2023 年 7月 1日~2023年 9月 30日 

 

一、2023年 6月至 8 月－東吳 X 理律公益法律實踐學生實習計畫：本會 6月~8

月十分榮幸參與「東吳 X 理律公益法律實踐學生實習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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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電腦語音閱讀、參與本會拍攝 youtube

影片，並協助籌辦 8 月 10日的「福隆臺鐵無障礙之旅」。另外，7月 24 日當日

實習生指導彭美英老師前來本會了解實習進度。  

 

二、2023年 7月 9日－美國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之志願者倡導方案研討會：本

會社工段可薇參加「美國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之志願者倡導方案研討會」。本研

討會講述特殊教育 IEP 計畫的評估撰寫，要考量到不同面向、程度的需求，需

要第三方工作者來協助與學校溝通。另外，也提到非暴力溝通的重要性，讓在

討論時可以讓參與者思考如何一起共同解決問題及面對問題。 

 

三、2023年 7月 12日－障礙者為什麼要自立生活? 讓未來有更多可能性：透

過本這活動，讓障礙者更認同自己，不是因為自己有障礙，而是轉換成環境有

障礙。就像人在海裡不能生活、到深山裡也不能自由一樣。那為什麼我們卻要

生活在有障礙的環境？透過活動互相討論自己的處境，然後理出一些方向，漸

漸地，自己認清有障礙是環境。我們就像高矮胖瘦，不是自己的問題！不管怎

麼樣我們的生活方式就是不同！也是有不一樣的方式生活。 

  

四、2023年 7月 14日－弱勢居住輔導訓練課程：本會辦公室主任莊棋銘參加

《崔媽媽基金會》舉辦的弱勢居住居住輔導訓練課程，了解如何協助弱勢民眾

租屋相關法律、簽約、看屋、入住等事宜。  

 

五、2023年 7月 18日－《想學教育》共融一日體驗：本會與《想學教育 

Wanna Education》 的孩子們一起完成共融體驗。起初從共融公園、視障、輪

椅障礙體驗及無障礙廁所等，讓大家充分理解障礙者的生活，並了解透過不同

的方式也能生活。大家都玩的非常開心，也在最後討論反思許多問題障礙與環

境問題。透過活動讓「共融」從小開始做起。  

 

六、2023年 7月 18日－家總長照會議：本會總幹事林君潔參與家總長照會

議，討論到目前長照 2.0的問題以及未來可以遊說長照政策 3.0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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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023年 7月 20日－《千日綠能股份有限公司》來訪：本會自 2021 年 12

月開始與《千日綠能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推出【東新區民活動中心-陽光自立點

亮生活】全民電廠。除了開放給民眾認購太陽能板外，部份收益也作為本會服

務與活動推廣等經費。7月 20日當天《千日綠能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業務

部經理、行銷部彭小姐三人來訪，暢談未來可能的合作方向。除了持續開發新

的全民電廠外，也積極尋找一般民眾屋頂加設太陽能板的可能性。在全球暖化

日益嚴重的今日，各國政府紛紛大力開發綠能，期待在 2050年能達到淨零碳排

的目標。本會身為社會一份子，除了提供服務、議題倡議外，同時也期許透過

綠能公益合作方案，能為地球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盡一份心力。 

 

八、2023年 7月 21日、7月 24日－法官學院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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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法官、書記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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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透過互動式的活動、試戴特製的視障效果眼鏡，以及挑戰

口述報讀服務，來實際感受障礙情境。  

 

九、2023年 7月 26日－自立生活運用的小撇步─談自立生活可能的辛苦與方

法：本會邀請靜靜、阿宇跟大家分享他們自立生活實踐經驗中所遇到的阻礙，

然後使用什麼方式來讓自己的生活。靜靜透過馬斯洛理論，跟大家討論自己追

求的狀態與關係，互動中找到大家所喜歡及追求的人生目標。阿宇談了很多透

過個人助理、輔具、無障礙環境、自己發明的小輔具，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有趣

及做自己想做的事。從他們的分享，看到每個人個別化需求，我們每個人都會

因為環境、身分而交織出困境。進而發展出自己的小撇步！透過他們的分享，

希望大家也能發現自己生活中的小撇步，讓生活越來越好。 

  

十、2023年 7月 28日－《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來訪：《中華民國身心障礙

聯盟》秘書長洪心平與兩位障盟同仁來訪。我們一同談到目前的法定「自立生

活支持服務」，仍有很大進步空間，但要如何設計出合乎障礙者切身需求，又能

跟現有制度資源接軌的服務？這是很大的工程。因此從「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

調查計畫」開始《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將公開共享調查結果及相關資料，

歡迎大家取用倡議，創造出最適合台灣身心障礙者的制度與服務。本會總幹事

林君潔與本會其他同仁，分享了本會多年來的服務經驗，以及倡議論述。強調

在修法制度設計上，障礙者的參與討論及決策十分重要，且實際服務使用經驗

更該被重視與看見。在現有的「長照」服務方面，也應考量到身心障礙者的不

同年齡層、性別、區域的個別需求，提供全人支持，而非僅有照顧跟安養的角

度。這是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未來，結合公民社會、團體的力量！創造共好

社會！是重要且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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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2023年 7月 31 日－友善服務溝通會議：「中華民國銀行公會」召開「友

善服務溝通會議」，本會教育宣廣專員袁佳娣代表出席。會議中反應無法簽名的

障礙者，可參考民法第三條規定，透過蓋章的方式（類似印鑑的概念），可替代

簽名的法律效力。另外提款機的增設，建議優先從便利商店普及。許多號稱無

障礙的提款機型，事實上仍無法讓輪椅使用者順利使用，有待改善。 

 

十二、2023年 8月 5 日、8月 23日、9月 9日－DET培訓課程：本會社工段可

薇參加「DET培訓課程」，並在 8月 23日於本會試做 DET活動內容，且於 9月 

9日完成課程取得結業證書。本培訓透過社會模式的概念，引導參與者可以了

解社會文化及環境的設計如何影響了障礙者的日常，可以怎麼提升障礙者或是

一般人對於障礙者的認識及反思。 

  

十三、2023年 8月 9 日－台灣社會心理復健協會 / 精神障礙者社會融合與自

立生活中心來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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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來訪，來了解障礙當事人團體(DPO；Disabled People's 

Organization)的特色與運作。另一方面由本會總幹事林君潔分享障礙者的處

境，以及社會排除的部分，以及協會及未來推廣的工作，讓大家引起共鳴。 

  

十四、2023年 8月 9 日－障礙者如何運用個人助理服務讓生活變得更有活力：

本會邀請周倩如與阿滋兩位身心障礙者，跟我們分享在她們的生活中如何與個

人助理搭配與合作。倩如是肌肉萎縮症的障礙者，過程中分享了她如何運用現

代網路科技製作相關的服務招募表單及表格以及教學影片，讓來服務的個人助

理更能夠了解在生活中面對不同的事情可以如何協助。也分享到與個人助理搭

配時，需要有充分的溝通與雙向的理解，也要了解個人助理的狀態與習慣，在

彼此的討論裡找到一個平衡互動的方式。阿滋則是分享了她因為心理社會障

礙，所以在生活中會遇到一些的困難與不容易。她分享到在日常生活中的身心

狀態，從「暖機」到「開機」所需要的時間是比較長的，並且在這樣的情緒自

我梳理與轉換過程中，很需要個人助理的陪伴與協助。此外，阿滋也說到：「看

見自己的需求且說出自己的需求並不可恥，只是社會有需多的規則、規範，我

們得要照著這些規範方式去做每件事。所以，我們都不太敢說出自己的需求，

因為一說馬上就被打槍！ 」這次透過他們的分享，讓大家對個人助理在生活中

有哪些的方法、模式及可能性。 

  

十五、2023年 8月 13 日－台南夢城協會十週年慶：本會總幹事林君潔、辦公

室主任莊棋銘、自立生活主任 YUKIH‧PUPUY受邀參與友團《台南市夢城自立生

活協會》十週年與會員大會。當天亦參加台南路權行動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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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2023年 8月 14 日－自立服務與行政部門協調會：本會總幹事林君潔至

洪申翰委員辦公室和衛福部討論個人助理薪資調高及夜間加乘方案與時數不足

問題。 

 

十七、2023年 8月 17 日－身心障礙者就業支持工作坊-勞動權益認識與職場合

理調整 ：本會透過《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支持，舉辦了「身心障礙者

就業支持工作坊-勞動權益認識與職場合理調整（8/17場）」，我們邀請新活力

教育推廣專員袁佳娣分享職場上受雇者應有的勞動權益。以及邀請《台灣身心

障礙者自立生活聯盟》理事長林君潔講述《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中的

「合理調整」。本會教育推廣專員袁佳娣表示：「身心障礙者進入職場中，有相

關例假、休假、特休等權益，雇主在加班方面應尊重員工意願，依法給予加班

費。另外，也不能無故解僱身心障礙者。並且在身心障礙者年滿六十歲可申請

退休，以年資獲得退休金。」台灣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聯盟理事長林君潔則表

示：「合理調整對台灣社會來說，是比較新的概念，其實適用對象不限於身心障

礙者。如：老人、孕婦或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等都應可提起，以保障自身權

利。另外，雖然台灣目前有「職務再設計」，但是由專業人員對障礙者進行評

估，透過審查會議決定其可以得到什麼服務，也未必會給予足夠支持。不作為

也沒有罰款，因此稱不上合理調整。而合理調整強調義務承擔者（如雇主或店

家…等），在不造成過度或不當負擔下，因應不同需求、狀態，和提起人對話協

商討論，給予個別化支持，拒絕提供合理調整即為歧視。若有困難時應負舉証

責任，其中也包含外部資源連結，而非義務承擔人單方自行認定過度負擔，即

可免責。最後也介紹合理調整在台灣的法源以及過去爭取成功數件案例，讓大

家參考。也提醒合理調整是很個別化的，不會有制式的解答或一定的作法。」

本次工作坊全程採線上進行，使不同縣市的朋友，可以方便參與工作坊，免去

舟車勞頓之苦。 

 

十八、2023年 8月 17 日－國立故宮博物院無障礙用地會議：台北市議會招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無障礙用地」建置電梯及無障礙通道之相關討論，種共有三

個方案，第一個是在捷運旁邊開一條無障礙通道，搭建電梯直接連通故宮博物

院；第二是從外圍設無障礙通道、斜坡通往第二層樓；第三是維持現狀，但加

開公車及班次。故宮博物院立場偏重第一個方案，最後決議以一、二方案看如

何綜合，另外會找一天找相關委員一同勘查。由本會自立生活主任 YUKIH‧

PUPUY出席參與。 

 

十九、2023年 8月 18 日、11月 28日－社會救助法焦點團體：本會辦公室主任

莊棋銘受邀參與衛生福利部委託《臺灣社會工作人員專業協會》舉辦兩次的

「社會救助法-焦點團體」。表達社救法常見的問題有：1、很多身心障礙者的社

會服務，或者輪椅輔具補助要免費都跟低收資格綁定。2、因為跟家人收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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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導致障礙者要仰賴家人經濟，造成被視為負擔，長久下來關係變質。3、身

心障礙權利公約第一次國際審查，也建議各補助應以個人實際收入計算。4、低

收者也擔心資格被取消，不敢工作，甚至民間的補助；活動講師費也不敢拿導

致貧窮循環，因此制度設計上應有針對身心障礙者特性的設計。5、虛擬收入造

成排擠實際無收入者請領低收門檻。 

 

二十、2023年 8月 20 日－820還路於民大遊行：這次《行人零死亡推動聯盟》

臺灣行人宣言的第四點，融入無障礙設計打造共融社會。提到台灣於 2014 年

通過《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國家有義務協助障礙者生活，在道

路設計上具體減少歧視，創造無障礙公共空間，保障障礙者平等參與社會之權

利。障礙者是一個狀態，每個人在

任何時候，都可能因為暫時性和隱

性需求，成為障礙者。政府需將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精神納入

《交通安全基本法》與並將通用設

計原則具體寫入《道路設計規範》

中，打造無障礙及通用道路環境。

並在交通相關修法、施行、驗收過程，主動邀請障礙者團體參與討論。本會支

持本次遊行的五大訴求：「健全人行設施」、「改革駕訓制度」、「執法捍衛行人

路」、「重建交通法制」、「臺灣零死亡願景」。本會號召北中南東部的障礙者，在

這天到場，讓更多人看見障礙者的需求。對此這場活動本會一起投入規劃無障

礙措施，期許讓所有人都可以參與。讓很多人看見障礙者一起改變環境的動

力！ 

 

二十一、2023年 8月 21日－內政部營建署會議：本會總幹事林君潔因公受傷

而衍生的無障礙道路修法問題，前往營建署會議討論。 

 

二十二、2023年 8月 22日、8月 24日－亞太地區障礙者的生活與災害對策-不

遺落任何人 (SDGs)國際研討會：本會總幹事林君潔、社工段可薇參與本次研討

會。針對近年來自然災害日益增多的情況，討論障礙者在發生災害時面臨的問

題以及讓每個人都能感到安全的防災工作。另一方面則是由來自各個國家的障

礙者分享他們自己國家的災害處境，像是預警系統、接收訊息的方式、避難所

的無障礙空間、如何協助不同的障礙者等等，都是不同國家共同會遇到的災害

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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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2023年 8月 25日－《社團法人

臺北市以馬內利老幼協會》參訪：《社團

法人臺北市以馬內利老幼協會》帶了十

位五歲以下學齡前的小朋友來到協會參

訪。告訴小朋友如何在眼睛看不到的狀

況下找公車，以及走路到自己要的方

向，還有如何閱讀書籍，一起討論書中

的故事，以及告訴小朋友如何協助行動不便的朋友如何使用輪椅？！從互動交

流中，使小朋友了解身心障礙者。 

 

二十四、2023年 8月 27日－《真礙診療室》培訓活動成果發表：本會辦公室

主任莊棋銘、自立生活主任 YUKIH‧PUPUY受邀參加《真礙診療室》培訓

podcast課程成果發表會，並致詞給予主辦單位祝福與鼓勵。 

 

二十五、2023年 8月 28日－與社福賴在一起全國社福界賴清德見面會：本會

總幹事林君潔、辦公室主任莊棋銘、自立生活主任 YUKIH‧PUPUY受邀參與「與

社福賴在一起：全國社福界賴清德見面會」。本會總幹事林君潔以《台灣身心障

礙者自立生活聯盟》理事長表達障礙者社區生活之支持重要性。 

 

二十六、2023年 8月 29日－協助事業單位群組進用身心障礙者試辦計畫雇主

說明會：「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為協助雇主尋找適合職能的身心障礙者，特

別舉辦「協助事業單位群組進用身心障礙者試辦計畫雇主說明會」，說明如何將

雇主工作重新分配，以開發新的工作內容，因應不同障礙者的適性工作方式。

此次會議由本會教育宣廣專員袁佳娣代為出席。 

 

二十七、2023年 8月 31日－障礙婦女就業焦點團體：本會總幹事林君潔出席

障礙婦女就業焦點團體，討論目前障礙女性在就業實所遇到的現況及處境。 

 

二十八、2023年 9月 1日－台灣醒報十五周年慶：本會辦公室主任莊棋銘、教

育宣廣專員袁佳娣代表協會受邀參加「台灣醒報十五周年慶」，致詞表達祝賀。 

 

二十九、2023年 9月 1日－高鐵會議：本會總幹事林君潔、自立生活主任

YUKIH‧PUPUY至洪申翰委員辦公室討論高鐵網路購票議題，高鐵態度強硬不願

改善。但與委員助理現場測試，意外發現輪椅族可以高鐵台鐵透過手機取票且

購票方式。 

 

三十、2023年 9月 1 日－聯勸 113年線上方案說明會：本會社工段可薇參與聯

合勸募 113年度方案線上說明會，了解方案申請流程與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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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2023年 9月 5日－杜絕客房變倉庫身障權益誰來顧記者會：本會總幹

事林君潔及自立生活主任 YUKIH‧PUPUY受邀參與時代力量記者會，針對無障礙

客房不足，且往往通過檢查後就改建倉庫一案，出席發言分享實務困境與建

議。本會自立生活主任 YUKIH‧PUPUY參加本記者會並表示：「疫情過後國內無

障礙旅遊大幅退步，原本有無障礙房型的旅館，疫情過後拆除或直接不提供。

現有無障礙房型的旅館多為高單價國際觀光旅館，障礙者們被迫選擇高單價旅

遊，政府務必將《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納入無障礙認證標準，讓友善

認證逐漸往無障礙認證為目標。畢竟無障礙旅遊不分國界，應讓世界看得

見。」 

 

三十二、2023年 9月 6日－有限責任臺北市創融共生勞動合作社拜訪協會：合

作社創辦人來訪協會討論長照居服人力派遣結合個人助理模式的可能性。 

 

三十三、2023年 9月 7日－元培大學學生來訪：元培大學學生參訪《日本夢宙

自立生活協會》並參加線上座談會與本會總幹事林君潔結識，回到台灣來訪本

會，了解自立生活。我們交流討論如障礙者身分交織、個人助理議題，也分享

他在日本的所見所聞和台灣的現況做結合等。 

 

三十四、2023年 9月 14日－陳正芬老師來訪：長照與個助的討論本會總幹事

林君潔、自立生活主任 YUKIH‧PUPUY和陳正芬教授討論個人助理及台灣照顧工

作服務如何結合與未來發展的對策。 

 

三十五、2023年 9月 15日－蘆洲國中分享：國教署引薦本會自立生活主任

YUKIH‧PUPUY至蘆洲國中分享自立生活。請每位小朋友分享接觸身心障礙者的

經驗。我們一直相信其實社會對障礙者無形的距離來自不了解、不認識，所以

這個講座做了很多討論。 

 

三十六、2023年 9月 18日－台北市第五屆第三次身心障礙權益保障委員會

議：本會總幹事：林君潔出席《台北市第五屆第三次身心障礙權益保障委員會

議》。 

 

三十七、2023年 9月 20日、9月 22日、9月 28日－《社會住宅推動聯盟》拜

會三位總統候選人：本會辦公室主任莊棋銘與友團《社會住宅推動聯盟》及其

團體會員，一同草擬民間版社宅政策白皮書，於 8/24發表白皮書內容，並後續

安排拜會三位總統候選人。我們分別在 9/20拜會賴清德主席、9/22拜會柯文

哲主席、9/28拜會候友宜市長。訴求當選後，應持續社宅多元興辦模式、增闢

財源以落實可負擔租金、社宅營運地方為主，中央為輔、推動社宅居住福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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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社宅入住採用「輪候制」、通盤檢討包租代管機制等六大主張。本會認為，

社會住宅是「居住正義」重要一環，特別處境困難的身心障礙者，常常面臨房

東不願出租，居住環境沒有無障礙、租金太高，任由房東喊價等不利處境。弱

勢民眾不易獲得適合住所，這是不分黨派須面對處理的重要議題。後續我們將

持續跟友團在社會住宅上努力，持續監督各黨派、各級政府興辦社宅，以及租

金、入住制度、法規等完善。 

 

三十八、2023年 9月 24日－租客聯盟成立大會：本會辦公室主任莊棋銘受邀

參與《租客聯盟》成立大會，期許除社宅興建外，在租賃市場也能保障租客權

益。 

 

三十九、2023年 9月 27日－台北城市大冒險：大家來自四面八方，討論分組

及場地優先順序、透過抽任務卡，並說明兩個地點都會有紀念章；任務及章蓋

滿後，才算完成！ 活動結束後大家對於某個環節忿忿不平，在大家的討論下，

發現除了硬體設備外，服務人員的態度也是無障礙很重要的重點。例如：若有

設計無障礙相關通道及設備，但服務人員一句話：「沒有！」可能當下就會阻擋

想要共同參與的障礙者！這次城市大冒險就是要從沒有中找到有可能一起參與

的方式？第一站任務館

場在二樓，夥伴們從一

樓看到服務鈴按鈕，按

下去後就會有人引導走

秘密路線至電梯，然後

就可以到二樓參觀（正

常情況下）；但這次活

動，服務人員用很多說

法想要讓我們知難而

退。不過也因為遇到這

個狀況，顯示出其實還

是有很多人對於身心障

礙者的出現會有不禮貌

的言語。再來是第二站任務場館，他們的服務人員態度就比較和善，需要協助

都會有人協助，輪椅動線也安排的不錯，雖然還是有一些高低落差需要注意，

還有語音導覽需要加強，但整體上，會讓人有一種舒服的感覺。結束後，大家

互相分享及總結心得。希望透過這個活動，可以跟社會有共融的對話，讓更多

人習慣障礙者也是社會中的一份子，期待未來社會當中，障礙者都能順利進出

任何地方，包括每個人交流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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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還路於民大遊行 

文/新活力協會自立生活主任 YUKIH‧PUPUY 

 

在我們每天的生活中，只要出門就會穿梭在大大小小的馬路及街道上，道路、

交通、人行道的議題，也發生在我們每天的生活中，所以開始表達、發聲及行

動! 

 

我自己在 2013年發生過車禍，當時也因為人行道規劃不足，不得不走在馬路

上，而被機車追撞，過了這些年，身邊很多朋友，也有發生類似的事件，理由

是我們日常生活所見如：變電箱、交通號誌、警示號誌，再來是汽機車違停、

腳踏車亂放、路阻等，又或者人行道地磚破損、水溝蓋空隙太大、斜坡過斜、

花草樹枝散落一地、人行道邊緣沒有做警示處理、高低落差等，讓我們的日常

處處是危險，沒想到，就連走在人行道也都這麼危險，那更別說障礙者可以怎

麼外出？到底我們的環境怎麼了？ 

 

我們一直強調障礙者自立生活，但除了障礙者本身從身體協助、到外出、人際

互動、參與活動等，都是在消彌與社會的隔閡。我們可以看到 2022年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國際審查委員在可及性/無障礙中，「改善都市及鄉村地區的環境

和公共空間，包括人行道。使其對不同身心障礙者來說，都是安全且無障礙

的。」就有點出其重要性。 

 

現在，我們還是每天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那到底還要等多久，才會有完善的

環境，可以讓我們不再受到阻礙，可以和一般人一樣好好的生活在台灣這片土

地。 

 

因此，締造共融社會，免於危險當中，我們希望在未來修法過程中，可納入對

於身心障礙者行走在人行道及馬路上的基本權益之重點： 

 

1. 將《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精神納入《都市人本交通道路規劃設計手冊》內

以及身心障礙者權益暨無障礙之相關規章 

 

2. 將無障礙斜坡道、變電箱、路燈、停車格等設備，充分設計及規劃，並加大

行人通行空間，推行以人為本還路於民的理念，打造無障礙及通用設計環

境。 

 

3. 具有過高的高低差人行道邊緣，或是色差過小者，均應在邊緣漆上警示線，

使視線角度較低的行人產生警戒。 



11 
 

4. 人行道紅綠燈應增加聲響，讓視覺障礙者辨別方位及過馬路方向。 

 

5. 於設計或施作時讓障礙者有充分參與並表達意見的機會，建議將來針對相關

法規修法時，以及工程驗收等，納入保障身心障礙者參與、表達意見的機

會。 

 

6. 驗收工程階段應邀請團體推薦之身心障礙者，尤其是使用輪椅的障礙者、視

覺障礙者、聽覺障礙者等，前來勘檢，指出疏漏或需要再加強的位置，並交

由施工單位在期限內改進，更能防範未然，預防將來有行人因設施上的缺陷

而發生事故。 

 

若環境及設備完善後，更可以大幅減少協助成本，達到社會共融，我呼籲政

府，一定要從公部門開始做起，保障每個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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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度 7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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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1日 陳依雯 捐款 2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7月 1日 王修梧 捐款 3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7月 3日 無名氏 捐款 3,36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7月 4日 吳明蘭 捐款 50,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7月 5日 無名氏 捐款 1,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7月 19日 善心人士 捐款 15元 

中華民國 112年 7月 19日 善心人士 捐款 2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7月 21日 劉鏞 捐款 10,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7月 21日 千日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捐款 4,732元 

中華民國 112年 7月 21日 丘安 捐款 5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7月 22日 趙正媛 捐款 5,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7月 26日 古家全 捐款 1,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8月 1日 陳依雯 捐款 2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8月 1日 王修梧 捐款 3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8月 1日 無名氏 捐款 3,36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8月 7日 林蓓玲受託信託財產專戶 捐款 209,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8月 11日 袁佳娣 捐款 1,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8月 17日 林紫婷 捐款 5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8月 21日 丘安 捐款 5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8月 22日 趙正媛 捐款 5,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8月 28日 古家全 捐款 1,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8月 30日 張佳瑜 捐款 1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9月 1日 王修梧 捐款 3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9月 4日 無名氏 捐款 3,36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9月 8日 林君潔 捐款 2,5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9月 11日 廖岫湘 捐款 1,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9月 15日 千日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捐款 5,524元 

中華民國 112年 9月 15日 莊棋銘 捐款 2,5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9月 17日 王孝家 捐款 2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9月 19日 李惠薰 捐款 2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9月 19日 陳慧芬 捐款 100,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9月 20日 陳根榮 捐款 5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9月 21日 丘安 捐款 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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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2年 9月 22日 趙正媛 捐款 5,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9月 26日 古家全 捐款 1,000元 

中華民國 112年 9月 28日 日本主流協會 捐款 390,338元 

中華民國 112年 9月 28日 蘇稚婷 捐款 3,000元 

本季捐款總計新台幣 813,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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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