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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會務大記事 

一、110 年 4 月 3 日、5月 7 日、6 月 5日、7月 2日一次歷屆赴日研修生會議：本會為持續

與歷屆「赴日研修生」交流討論，並互相關懷各自近況，於一個月一次線上茶酒會。

4/3、5/7、6/5、7/2、各舉辦一次。 

二、110 年 4 月 9 日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北區座談：國家人權委員會北區座談，由本會教

育推廣專員：袁佳娣代表出席，並表達：1.目前所提供的個人助理服務，常遇到幾個問

題：整體時數不足、缺乏主體性(障礙者使用個人助理遇到很多限制)。2.身權法第 16

條關於障礙者應考的各種協助並不完整。3.工作權益：沒有足額進用的企業只有繳納貸

金，實際上政府開罰案件過少。4.出版品的無障礙：應比照馬拉喀什條約，使所有的出

版社所出版的各種書籍，都要提供無障礙格式供視障或閱讀障礙者近用。 

三、110 年 4 月 12 日、5月 11 日社救法 539 條款線上會議：本會與友會《高雄市向陽自立

生活協會》線上與婦女新知，討論「社救法 539 條款」相關修法，後續焦點團體事宜。

(因應疫情後續焦點團體暫停) 

四、110 年 4 月 14 日、7月 5日台北市身心障礙權益保障小組會議：本會總幹事：林君潔，

分別在 4/14、7/5 參加「台北市身心障礙權益保障小組會議」。表達身心障礙者相關權

益訴求。 

五、110 年 4 月 21 日、4月 28 日參與「民間長照監督聯盟」會議：本會總幹事林君潔 4月

21 日、4月 28 日出席長照討論會，與家總、婦女新知、TIWA、行無礙等友團開會討論

未來要如何合作倡議修法。 

六、110 年 4 月 27 日長照修法拜會立法委員：本會工作人員：莊棋銘，與「民間長照監督

聯盟」共同拜會立法委員：賴香伶(眾)、吳玉琴(民)、洪申翰(民)等，提出民間長期照

顧法修正版本，將障礙者的權益、需求，參與發聲放入其中，維護障礙者的各項權益。 

七、110 年 4 月 29 日台北市捷運車廂與月台縫隙改善成果發表會：本會工作人員：陳彥廷，

受邀參與縫隙改善成果發表會，從原本 130mm 改善至 85mm 以下。並使用安全材質，不

傷害車體及若遇火源不排放毒煙、濃煙及防燃性材質設計。雖然縮減了縫隙距離，但對



活力季刊:第五十九期 

2 

輪胎較小或是使用柺杖的使用者，仍還是有掉下去的危險。本會還是希望請捷運公司蒐

集其他國家的方式，讓安全更加提升。 

八、110 年 4 月 7 日、4月 14 日校園宣導自立生活：理事長翁玉鈴及總幹事林君潔至台南成

功大學分享無障礙及自立生活議題。 

九、110 年 4 月 12 日、4月 27 日、5月 12 日榮譽顧問徐瑞芳女士有約：本會榮譽顧問徐瑞

芳女士邀請本會總幹事林君潔及工作人員莊棋銘、陳彥廷，與在公部門工作之陳怡帆小

姐對協會有初步的認識，並尋找後續合作之契機。並同時在 4/27、5/12 來本會再度拜

訪。 

十、110 年 4 月 13 日、5月 5日臺大新聞所邱怡瑄小姐來訪：臺大新聞所邱怡瑄約訪本會總

幹事林君潔推動自立生活經驗。分別在 4/13、5/5 進行訪談。 

十一、 110 年 4 月 16 日環球說明會：本會總幹事林君潔與活動企劃陳彥廷到環球科技大學，

下午分享說明會給有意願參與的學生報名。共有研修生 1人、工作人員 3人、環球

科技大學身心障礙者們 18 人、老師 2人；共 24 人參與。目前 7人報名活動 

十二、 110 年 4 月 18 日長照會議(身心障礙版)：《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理事長：張宗

傑，發起討論會議，商討如何在長期照顧法底下。保障身心障礙者各項權益，本會

林君潔、莊棋銘、陳彥廷代表出席。 

十三、 110 年 4 月 20 日線上工作坊設計會議：線上工作坊設計會議本會與日本障礙者復康

協会的那須小姐，與林君潔總幹事、工作人員陳彥廷、袁佳娣透過網路會議討論，

如何設計、工作坊、桌遊推廣自立生活。 

十四、 110 年 4 月 21 日自立生活體驗室服務：赴日研修生拜訪伊甸基金會，表達台中自立

生活支持服務中，個人助理需改進之處，並於自立生活體驗室體驗自立生活。 

十五、 110 年 4 月 22 日拜訪伊甸福利基金會：本會與赴日研修生拜訪伊甸基金會，表達台

中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中，個人助理服務相關問題。 

十六、 110 年 4 月 23 日日本自立生活聯合會議：本會總幹事林君潔、教育推廣專員袁佳娣、

研修生楊正宇等人，受邀與日本 13 個自立生活協會線上分享台灣推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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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110 年 4 月 28 日多扶接送實習生拜訪：多扶帶領實習生來本會參觀自立生活體驗室

及了解自立生活議題。 

十八、 110 年 4 月 30 日明倫高中【共融體驗一日工作

坊】：本會與《明倫高中》舉辦一場城市共融

探險體驗 ，向他們介紹自立生活，並邀請他們

一同坐上輪椅，戴上各種視障眼鏡，一起在社

區環境互動、完成任務。了解環境及人們的阻

礙及討論如何創造美好共融社會。 

十九、 110 年 4 月 30 日立法委員賴香伶立院次級團體「公義社會及勞動政策促進會」成立

大會：由宣廣組長：莊棋銘 參與成立大會。並於大會致詞中表示：「身心障礙者在

無障礙設施、社會住宅、長期照顧...等面向，往往缺乏以障礙者全人需求為出發的

服務。」並期許「公義社會及勞動政策促進會」能與民間各 NGO 團體合作，創造符

合人權、民主、公義的美好社會。 

二十、 110 年 5 月~7 月 31 日線上同儕支持服務：疫情期間很多夥伴的諮商或活動被停掉了，

加上每天大量的資訊、新聞及社會上高壓的氛圍，因此本會開辦線上同儕支持服務。

期間共提供 25 次線上服務。 

二十一、 110 年 5 月 6 日個人助理培訓會議：《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來訪本會辦公室，

商討個人助理培訓課及其自立生活體驗室相關合作。 

二十二、 110 年 5 月 7 日南港展覽館輔具大展：本會工作人員一同參觀南港展覽館輔具大展，

了解最近輔具訊息、設備、發展。 

二十三、 110 年 5 月 10 日、7 月 2 日「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民間影子報告」討論會

議：本會與《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等…多個社福/社運團體，今年初撰寫「身

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民間影子報告」。並透過實體(5/10)/線上會議(7/2)，

討論影子報告撰寫過程可改進事項，商討後續行動，以及日後合作修「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法」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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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110 年 5 月 11 日平安基金會主任來訪：平安基金會主任：陳芬芩女士來訪本會，

並討論日後課程合作事項。 

二十五、 110 年 5 月 14 日美國在台協會官員來訪交

流：《美國在台協會》政治官：黃光杰先生

來訪。了解本會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倡

議、立法上的過程。並討論後續可能的合作

與推廣。 

二十六、 110 年 5 月 17 日~110 年 7 月底因應新冠肺炎警戒提升：因應「新冠肺炎」

(COVID-19)配合政府防疫政策，從 5/17(二級至三級警戒發佈)開始遠距(居家)工

作，並暫停一切實體會議、課程、活動等，至降級或解封。；每兩個星期一次實際

到辦公室巡視、收實體信件。；連結《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送防疫生活物資給需

要之會員、個人助理或障礙者。共十五位受惠，感謝芒草心慈善協會及方里長辦公

室大力協助。；辦公室水電繳費、工作人員薪資以線上方式匯款。 

二十七、 110 年 5 月 25 日、6 月 11 日新冠肺炎疫情服務人員與使用者防護須知：因應「新

冠肺炎」疫情，個人助理需要至前線服務，本會 5/25、6/11，邀請了遠在日本的

《沖繩海豚自立生活中心》夥伴：蔡抒帆小姐，線上為我們個人助理及使用者作防

護培訓。並將培訓摘要放網路供大眾參閱。 

二十八、 全年失序盟會議：與失序盟透過線上(6/4、6/25、6/30)三次會議討論「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CRPD)」後續推廣發展，交流跨障別同儕支持經驗。 

二十九、 110 年 6 月 17 日歐可茶葉合作會議：因榮譽顧問徐瑞芳女士介紹，本會總幹事林

君潔與活動企劃陳彥廷，與歐可茶葉科技有限公司阮嬿蓉小姐討論合作模式，希望

開創未來活動的新方式。 

三十、 110 年 6 月 2 日新冠疫情相關政策建議：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於 5/19 提升

三級警戒。本會接獲身心障礙者陳情內容整理，並與「台灣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聯

盟」聯名，呼籲中央、地方政府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以及《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針對身心障礙者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持續給予適當支持與服務、紓困…等權

益保障。並將訴求內容遞交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議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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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視障的困境 

撰文/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 教育推廣專員袁佳娣 

  這次的疫情可說是把台灣殺得措手不及，不只障礙朋友感到十分困擾，其實連一般民眾

也適應得頗辛苦呢。因筆者本身身為視障者，現在，就透過筆者的視角，親身感受一下疫情

中的障礙吧！ 

一、疫情導致生活上的困難 

  這種風聲鶴唳的情境下，視障者所面臨的挑戰其實是全方面的。舉凡購物、交通、就醫、

網路資訊、工作等等都受到不少衝擊。而為什麼這麼嚴重的主要原因是，障礙者平常的生活

中有很多部分是需要協助者共同協力才能完成。另一個部分是，許多無障礙設計其實長期以

來都忽略了視障者的特殊需求，在非疫情的狀況下，或許我們還能四處找人協助，無論是居

服系統、個人助理或親朋好友，但現在我們卻經常得面臨獨自想辦法的窘境。 

  接下來我就一一介紹生活各種層面實際碰上的麻煩事吧！ 

二、困境的實況轉播 

1.障礙者居家辦公的合理調整 

這段主要是討論障礙者在疫情期間的通勤問題，當然交通不只與就業相關，他就是生

活型態的一種串聯。雖主要談的是視障者，但其實這觀點的覆蓋率應該可包含更多障

別。特別是中、重度的障礙者。普遍來說，大多數的障礙者其實多仰賴大眾運輸工具，

雖然有人會說肢障者還是可以騎改裝的機車或開車，但那畢竟是少數。而視障就更不

用說了，等無人車發明上市，疫情可能都結束好多年。視障搭乘大眾運輸的危險在於，

除了本來就因大眾運輸的密閉環境容易感染外，另個原因是很多視障者都需要乘車引

導；好啦！所謂乘車引導就是視障者把手搭在引導人員的手臂或肩膀上，兩個人的距

離可說非常接近。再起站、轉乘、出站的單趟行程就會接觸三、四個服務人員，上下

班通勤來回最少也接觸個五、六人。光是上下班就避不開陌生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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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濟陷入危機 

跟著上面「工作」的議題，視障者多數也因疫情而影響到收入。特別提到「收入」，

是因大約 80%左右的視障者多從事按摩業，而按摩業是需要長時間、近距離與人接觸

的工作，自然在疫情爆發沒多久就進入停業狀態。 

另一個視障者營生的行業是音樂表演，各種活動停擺的狀態下，也不會有演出邀約，

收入大減也是可預料的狀況。 

3.日常生活 

這裡來分享關於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兩個大議題： 

(1)採買日用品：自從實聯制上路後，對視障朋友就是各種應變能力的考試。 

除了利用簡訊、疾管家等 APP 軟體外，有些店家也會使用 Line 這邊提供的登入系

統，總之紀錄的方式五花八門不說，光是要找到 QR code 的位置也很困擾。大多數

使用者表示，QR code 多在店家入口的左、右側，高度大概相當一般人臉的位置，

這還算是有點規律的，但有些店家可能只是在建築物的某處或某層樓，不見得有向

商店那麼清楚的「門」，這要找 QR code 也是傷腦筋。而進入店家後若沒有人陪同，

自己要選購商品也很困擾，像我家附近的藥局已經不讓顧客進入，通常都是顧客指

定一個清單，店員包好的出來，如果買例行的日用品或許還好，但若對所需商品不

熟又沒有人協助解說，對視障者來說就很辛苦了。萬一遇上缺貨跑個兩三家都找不

到要的東西，那真的是求助無門。 

(2)外送平台：自從禁止店內飲食之後，外送可說是最佳選擇，且不用出門也可降低感

染風險。但沒有信用卡的視障者而言，線上付款就變成了一個大困擾；有時線上付

款的系統對一些不擅長使用 3C 的視障者來說也很不方便。外送的另一個問題是，

餐點只能送到大門口，若有大樓管理員的或許還可以協助代收，但有些人住在公寓，

公寓的大門口的環境有時並沒有適當位置可放置餐點，對某些視障者來說就還是得

親自到門口守著，不太可能完全不接觸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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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就醫困難 

因疫情升溫，服務提供者擔心工作時被傳染，特別是要協助視障者進入醫療場所，更

加深了染疫的疑慮。有些派案單位也怕工作中染疫的雙方發生糾紛或責任歸屬的問題，

於是在不研議各種防護措施就貿然停掉所有服務。 

但這對視障者來說卻相當困擾，有些視障者是因慢性病而導致視障，這種需固定看診

追蹤的人，若忽然少了協助者，加上現在醫院又有各種管制措施，在無法用視覺得知

各種就診指引的狀況下，可說寸步難行。 

5.視訊軟體無障礙問題 

線上課程、會議因系統不同，需花時間摸索。其實這又要回歸到資訊無障礙的議題，

政府對於大眾所使用的網站、軟體、手機 APP 的無障礙介面，除訂定特別需遵守的設

計原則之外，這些「無障礙」介面的普及也是很重要的。 

6.求援不易 

獨居的視障者其實人數相當多，特別是在雙北、台中、高雄等大都市，且多數獨居的

原因多是為了工作，而家人往往都居於外縣市，近日因疫情的緣故，很多人都留在工

作地沒返鄉，獨自生活的視障者若身邊沒有居服或個助的協助，生活確實會陷入困境，

當需要採購日用品、就醫等，也不太可能拜託朋友或同事協助。付費的服務都沒人有

意願，更何況義務的協助，但當障礙者求助無門時，不就違背了 CRPD 第 11 條「遇自

然災害時仍須保障障礙者安全」，以及第 28 條「適足生活」的精神嗎？所以疫情期

間，不分障礙別，凡有使用居服系統或自立生活系統的協助人力都該維持穩定。 

7.不為人知的小困擾 

雖然是個小困擾，但在我參考的問卷中有讀到一段很細微的資訊： 

「視障者其實很多都有『障礙覺』，就是當有障礙物靠近我們的臉時，我們會發現。

另一件事是，我們也會用鼻子來辨認周圍環境。當戴著口罩的時候，這些感受就會大

幅下降，有時候會變成分辨環境的一種小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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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在需要降低「人與人連結」的現在，若環境、設施能做到更多無障礙的規劃，或許對視

障者或其他類的障礙者都會有很好的支持。 

 

延伸閱讀：《COVID-19 下個人助理服務的應對政策》 https://reurl.cc/Nreg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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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 4 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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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4 月 1 日 陳依雯 捐款 2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6 日 無名氏 捐款 2,56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9 日 劉鏞 捐款 5,0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13 日 林君潔 捐款 2,0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14 日 公益信託佛乘宗弘法基金 捐款 101,0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14 日 財團法人佛教佛乘宗基金會 捐款 100,0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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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4 月 15 日 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 
單位

補助 
80,0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16 日 陳芬芩 捐款 2,0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16 日 李敏瑜 捐款 5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17 日 無名氏 捐款 1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17 日 李敏瑜 捐款 1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19 日 林君潔 捐款 14,5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20 日 明倫高中 104 班家長 捐款 4,8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21 日 佳思特文創企業行 捐款 2,0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26 日 古家全 捐款 1,0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29 日 陳俊愿 捐款 56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1 日 陳依雯 捐款 2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3 日 聯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捐款 100,0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4 日 無名氏 捐款 2,56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10 日 
蚵仔之家「敦化店」－ 

善心人士 
捐款 229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13 日 
菲之軒時尚烘培館－ 

善心人士 
捐款 3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16 日 李敏瑜 捐款 5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21 日 佳思特文創企業行 捐款 2,0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25 日 古家全 捐款 1,0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27 日 陳寶漣 捐款 10,0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1 日 陳依雯 捐款 2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12 日 許雪英 捐款 10,0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16 日 李敏瑜 捐款 5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21 日 佳思特文創企業行 捐款 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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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25 日 古家全 捐款 1,0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25 日 財團法人士心文教基金會 捐款 100,000 元 
本季捐款總計新台幣 646,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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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