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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0 年 1 月~3 月 31 日長期照顧會議：本會總幹事林君潔 1 月 4 日、1 月 21 日、3 月 

10 日出席長照討論會，與婦女新知、TIWA、行無礙等友團開會討論未來要如何合作 

倡議。 
 

二、110 年 1 月 1 日~3 月 31 日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民間影子報告：本會與《人權 

公約施行監督聯盟》等… 多個社福/社運團體，共同在 1/22、1/25、1/26、2/3、2/5

、 2/8、2/10、2/19 線上或實體會議，撰寫「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民間影子

報 告」。將本會多年來實務/倡議經驗，寫進民間報告，以期政府能真正落實身心障礙

者 權利公約。 
 

三、110 年 1 月 6 日校園宣導自立生活：總幹事林君潔至實踐大學社工系分享自立生活議 

題。 
 

四、110 年 1 月 6 日、2 月 8 日環球科技大學-徐瑞芳老師來訪：1/6 環球科技大學徐瑞芳 

老師來訪、2/8 徐老師邀請訪客曉雁阿姨贊助。去年透過本會工作人員陳彥廷的邀請參 

加《障礙自立‧ 社企給力》活動，對協會有初步的認識，並想要找合作的契機，並討論

後 續。 
 

五、110 年 1 月 6 日台中同儕會議台中公車推動聯盟：台中公車推動聯盟會議，討論台中 

公車及台中高鐵一事，並諮詢總幹事林君潔的看法與意見。 
 

六、110 年 1 月 15 日~18 日世貿年貨大街公益擺攤：延續 

往年的世貿公益團體擺攤義賣活動，促使本會今年也有 

機會參與四天的賣義並藉此宣廣自立生活理念給民眾。 
 

七、110 年 1 月 20 日失序盟來訪：失序盟的工作人員林昭 

生來訪本會辦公室，交流跨障別不同的生活經驗，並討 

論「障礙客廳」後續如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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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10 年 1 月 21 日感恩基金會申請說明會：參加感恩基金會線上說明會議。包含：時 

程、如何線上預約、單位資料填入、確認合作等說明。 
 

九、110 年 1 月 21 日南港區參與式預算：台北市從去年開始邀請協會去參加區域的參與式 

預算，希望可以將身心障礙者的想法在那個活動中給更多人了解認識。並體現身心障礙 

權利公約精神。本會陳彥廷代表參與。 
 

十、110 年 1 月 22 日吳玉津訪談：網路 you tube 頻道「蜻蜓與阿毛的小星球」吳玉津訪 

談莊棋銘障礙經驗。 
 

十一、110 年 2 月 4 日教材開發線上會議：與日本障礙者復康協會開會討論未來開發工作 

坊設計。 
 

十二、110 年 2 月 23 日拜會台北市社會局科長：今年有申請扶輪社的費用，主要目的是 

3/23 記者會邀請局長、科長一同參與了解人工智慧體驗室，另外要求台北市自立生 

活承辦單位可以擴增。 
 

十三、110 年 2 月 24 日萬國律師團會議：本會總幹事林君潔及倡議專員袁佳娣參與會議討 

論障礙者訴訟及權益受損案例。 
 

十四、110 年 3 月 5 日校園宣導自立生活：輔大資源教室拜訪宣傳自立生活服務及個人助 

理培訓課程。 
 

十五、110 年 3 月 5 日、3 月 18 日社會住宅推動聯盟春酒/例行會議：《社會住宅推動聯 

盟》舉辦友團春酒晚會。並邀請多位民意代表出席。本會莊棋銘代表出席並交流。 

並在 3 月 18 日參加社會住宅聯盟例行會議，討論住宅法民間版。 
 

十六、110 年 3 月 5 日場地勘檢淡水漁人碼頭：淡水漁人碼頭路阻阻擋輪椅一事，總幹事 

林君潔，工作人員陳彥廷到場與漁民處的劉柏廷先生討論路阻如何拆除。 

 

十七、110 年 3 月 12 日法律扶助基金會拜訪：本會與友會《高雄市向陽自立生活協會》拜 

訪法律扶助基金會，討論「社救 539」相關修法，後續焦點團體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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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110 年 3 月 15 日活動行前拜訪：由於瑞芳老師與贊助人的支持，並受邀到環球科技 

大學共同討論，參與討論人員：創辦人、校長、校長秘書、學務長、諮商輔導中心老 

師。總幹事林君潔率領，本會工作人員陳彥廷、袁佳娣一同前往。亦初步了解校園無 

障礙環境與學生狀況，做後續討論及規劃。 
 

十九、110 年 3 月 16 日參與權益倡導會議：本會參與吳沛憶辦公室召開「平等參與、共創 

多元」台北市身心障礙者權益座談會。 
 

二十、110 年 3 月 17 日校園宣導：本會工作人員陳彥廷至長庚大學座校園宣導，對象是大 

一到大三。宣導自立生活協會之運作和倡議，並認識障礙者和障礙生活。 
 

二十一、110 年 3 月 19 日拜訪《衛生福利部》陳 

時中部長：立法委員：洪申翰，邀請「衛生 

福利部」陳時中部長與會，本會與多個障礙 

團體，針對防疫措施與醫療服務無障礙等， 

提出建言。 
 

二十二、110 年 3 月 23 日【專業人力協助身障者 

日常生活 扶輪社發展個人助理培訓計畫】 

體驗室揭牌記者會：「台北市新活力自立 

生活協會-自立生活體驗室」3/23 舉行揭 

牌儀式，由台北華山扶輪社主辦，當天並 

慎重介紹「國際扶輪全球獎助金個人助理 

培訓計畫」，目前與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和得力手足(香港)有限公司合作研發智 

能家電，將所獲經費初步在台北市與新北市執行及台灣各地，預計辦理五場，並讓 

有需求的身心障礙者體驗自立生活中生活所需的智能家電。 
 

二十三、110 年 3 月 31 日桌遊設計說明會：上午與日本障礙者復康協會開網路會議討論桌 

遊設計。了解設計活動所需要注意的相關內容，例如：人、事、時、地、物。活動 

中的重點、活動結束的回饋及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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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別人的職場做什麼？以及為何投入職場助理 / 文 徐乾智 
 
 

說起來，和障礙者 早有接觸是在高中，開始有意 

識是在大學，實際參與國會質詢材料準備、修法與遊說 

素材整理、偕同民間團體專家學者和行政單位開協調會 

爭取障礙平權，則是在短暫的職場繞路期間，但這一路 

並沒有白走，所有的經驗，都促成我在待業閒暇期間自 

我進修各種課程，因緣際會多了一個「職場助理」的身 

份。 
 
 

然而，實際從障權意識涉獵到自立生活的實際內 

容，又是很久以後的事了。 
 
 

去年三月，有一部紀錄片在 Netflix 上架了，片名叫做《CRIP CAMP: A Disability 

Revolution》（台譯：希望之夏—身心障礙革命），那是一部令人大開眼界，解放想像力的 

一部有趣的紀錄片，提供了一個具備高度可行性的歡樂人生樣貌，讓障礙者甩開慈善與悲 情

，用熱情擁抱人生，用生命去體驗真實社會生活與人際關係，甚至進一步團結起來捍衛守 護

這一切權利與平等，非常瘋狂、浪漫、可愛、壯烈又溫馨的作品。 
 
 

我好像還沒介紹我自己，我是 

一位影視工作者，就是個拍片的傢 

伙。在看到這部紀錄片之前，早就 

已經受夠正能量、慈善公益、福 

利、醫療模式的傳統上對於障礙議 

題的表現方式，而力求拍攝破除固 

有想像，點出「只有障礙的環境， 

沒有障礙的人」的課題，呈現以社 

會設計來克服障礙的案例之無障礙 

議題創作；以及嘗試協助障礙者善 

用影音工具，透過網路自媒體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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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權，講述第一人稱的多元生命故事。當時好幾個想法都沒有獲得贊助者或補助的支持而 

中止，看到這部紀錄片時實在相當振奮，這就是我希望障礙者們呈現在社會大眾前的面貌。 

懂得生活，懂得享樂，懂得自身的優勢和不足在哪裡，並且 大程度地發揮 大價值。 
 
 

其實每個人都一樣，終其一生，都在找尋生命的意義、自我的定位、值得投身的事業和 

志業、理想的伴侶... ... 但是現實世界本身就充滿各種各種殘酷的障礙和挑戰，縮小夢想與現 

實之間的距離實在是太難了，要能夠過上理想的生活品質實在是需要一點機運和緣份。對於 

好手好腳各種感官精神都好的人是如此，對於身心障礙者來說，人生 online 這個遊戲更是 

直接開啟困難模式，雖然不同障別不同個別狀況的條件和需求不同，但很多障礙者其實比自 

己甚至是他人想像的更有能力和想法，為了實踐各種目標和好好過日子，他們不乏莊敬自強 

的努力精神和實際付出，只是更多時候他們為了完成一件一般人很快就可以做好的事情或動 

作，就耗費上大半天的時間和體力，以學術研究中的障礙者平均餘命來說，這樣的成本與代 

價實在是太高了，這種效率，並不符合現代工業社會的期待。 
 
 

但這不是障礙者所願，也非障礙者的錯，而老實說，非親非故的旁人也沒有義務每次都 

幫忙，有時候過於熱情但缺乏障礙意識的「幫忙」反而伴隨著受傷或加重症狀的風險，也不 

可能總是讓家人、同學、朋友整天在旁邊待命，這些照顧者本身也有自己的生命和角色要活 

出來，甚至一些家中有罕病或重度障礙者的失能家庭因為照顧的需求繁重，亟需喘息的服 

務—也就是以替代的人力暫時換手讓原本的照顧者得以休息喘口氣。經濟能力好的家庭也許 

負擔得起聘請外傭或看護，狀況不那麼困難的障礙者則不見得一輩子和家人在相同的空間裡 

你瞪我我瞪你，真實世界裡是沒有相看兩不厭這種事的，多少人倫悲劇就來自於長期照顧下 

的心理壓力和情緒累積？ 
 
 

於是，有一種模式應運而生，在日本，一種叫做「介助人」，也就是職場助理的概念和 

相關規範也早在上世紀 80 年代隨著自立生活的思潮席捲日本，很快地透過民間組織在日本 

落地生根，並且發展成一套相當完善的體系，而介助人的角色在台灣的體制中則分成居家服 

務員和個人助理的角色，以及職場助理、校園學伴的角色，分別在不同的理念和脈絡下，由 

不同的主管機關管理，有償、有時數、有補助地提供有需求的使用者在部份或全部自費的前 

提下，聘請具備資格、有默契的夥伴來協助自己在居家、校園和職場更有效率地執行自己想 

做的事，將時間做更精準地運用。其中居服員、個人助理是需要受訓結業，登錄接受媒合與 

派遣的，居服員與個助則有精神或哲學上的區分，也因此衍生出不同的適用場合與計費方 式

，學伴與職助則不需要特別受訓，只要是就近能幫上忙的人，甚至本身不必是該職場編內 



活力季刊:第五十八期

6

 

 

 
 

的員工，都可以提供直接協助，概念上簡單來講比較類似工讀生吧。畢竟是有薪資的工作， 

使用這些支持人力的障礙者不再需要有心理的負擔，有什麼想法，在人權模式的前提下都可 

以與這些夥伴溝通服務內容，以獲得 佳的協助。 
 
 

我個人則是在個助培訓的課程中，因為比較會吃便當（？）而被其中一堂課的講師相 中

，而成為他在台北的三位職場助理之一，也因此得以應用在個助培訓課程中建立的自立生 活

的核心概念來提供適當的服務。等等，三位職場助理？聽起來超厲害的啊，也許你老闆會 請

個副手、特助再來個祕書，難道我的使用者也生意做很大嗎？並不是喔，而是雖然我國的 障

礙者可以申請各種支持服務，但其實會經過需求評估來擬訂補助的有限時數，很多時候實 際

情況是這些時數仍不足以讓障礙者充分從事所有日常需求，而且前面也提到，職場助理的 角

色更像是工讀生，而工讀生本身可能也有本份（學業、正職）或兼差要忙，不見得每次提 出

需求的檔期都有辦法配合，因此才會有同一位使用者有多位助理輪替接班的情形出現。 
 
 

起初我能協助的部份以社會參與的部份，或是說外出行程為主，多為幫忙做一些拿取或 

移動物品、操作、場佈整理儀容啊清潔之類的，有時候待命的時間多一點，甚至為了待命的 

時間多而感到心虛，但其實就像任何服務業一樣，待命的時間不代表不是在工作狀態，而是 

為了接踵而來的重大責任與體力活動給自己放鬆充電，以維持更好的精神狀態之必須，不

必 緊緊張張，擔心自己做得還不夠。 
 

職場助理的價值，就在於在不時之需發生的當下，使用者的身邊有你存在。 隨著配合

默契逐漸增長，我的使用者也開始讓我處理比較涉及身體接觸或者比較隱私的 

操作，例如移位、上廁所和洗澡，沒錯，如廁這件事雖然很多時候我的使用者可以自己完 
成，但外出時總會碰上有些空間設計不是很友善，而需要一些協助。雖然起初會有點不好意 

思，但可能我也有一點照顧長者的經驗，直接就進入狀況，協助移位、穿脫衣物的肢體接觸 

也不是什麼問題。 
 
 

有些朋友也許會覺得每個人的私領域界線不太一樣，對於肢體接觸也會有心理障礙，但 

只要想想，對方都能夠做好心理建設開口尋求協助了，自己有什麼好不好意思的呢？有的人 

會對於性別和性向有所顧慮，甚至近期新聞常討論性騷擾，但其實別想太多，職場助理的角 

色就是向使用者詢問要如何協助他，有經驗的使用者就會具體的告訴你，先做什麼動作，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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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裡去，下一步再怎麼做。剩下的，就是給對方一點時間和空間，別走太遠，免得聽不到使 

用者呼喚你的聲音。 
 
 

而不同的障別和不同的個體都有 

不同的注意事項，雖然好像很需要戰 

戰兢兢，但其實原則都是大同小異。 

先詢問需求，再循著指示提供服務。 

如果自己評估自己的狀況（也許臨時 

受傷不方便或是心理壓力大）不適合 

做某些服務內容，也可以如實與使用 

者商量。申請這些支持服務之前，使 

用者都會經過同儕支持服務的輔導， 

建立自立生活的觀念與學習表達自己 

的意願，至少我個人目前尚未遇上無 

法溝通的狀況，然而在個助受訓時講師們也提示了不是每個使用者都理解自立生活的精神以 

及個助正確的使用方法，但個助與使用者是對等平行的關係而非上下垂直的關係，應該設法 

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或技巧性地引導使用者做出適當的思考與決策。這裡雖然一直在 

講個助，但我個人是打算完全挪用個助的原則來從事職場助理的工作，一方面是自我要求， 

一方面是學以致用，即使超過職助原本的標準也沒關係，不過事實上，對於正職需要面對業 

主、客戶、創作夥伴，考慮許多創意上、技術上、社交上、商場上、行銷企劃層面、田野調 

查、財務會計和結案報告等等繁雜大小事項的我來說，職場助理的工作期間反而是讓自己大 

腦放鬆休息的時間，單純的付出、各種無形的回報，在精神方面是滿足的。 
 
 

對啦，我以前就曾經因為職場上的空虛，選擇在閒暇時去各種單位做志工以充實心靈。 

開始利用彈性時間作職場助理以後，不但一樣心靈富足，還有基本時薪，不無小補。有職場 

助理經驗的夥伴其實蠻推薦再去進修個人助理課程，到所在縣市自立生活派遣單位登錄接受 

媒合的話時薪稍高喔！有興趣的話可以去了解更多日本的制度，然後一起向台灣的當局爭取 

更多的補助時數和薪資待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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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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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1 月 1 日 

 

陳依雯 

 

捐款 

 

2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5 日 

 

無名氏 

 

捐款 

 

2,528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8 日 
蚵仔之家「敦化店」－

善心人士 

 

捐款 

 

171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11 日 林君潔 捐款 1,0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11 日 
菲之軒時尚烘培館－ 

善心人士 

 

捐款 

 

5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13 日 徐瑞芳 捐款 2,0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17 日 廖岫湘 捐款 2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18 日 胡庭碩 捐款 2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19 日 林榆芬 捐款 2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25 日 古家全 捐款 1,0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1 日 陳依雯 捐款 2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 日 無名氏 捐款 2,24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5 日 古家全 捐款 1,0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1 日 陳依雯 捐款 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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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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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3 月 5 日 

 

莊棋銘 

 

捐款 

 

2,5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6 日 

 

陳俊宇 

 

捐款 

 

1,0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8 日 
蚵仔之家「敦化店」－

善心人士 

 

捐款 

 

213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8 日 無名氏 捐款 2,56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11 日 

 

俊慶股份有限公司 

 

捐款 
2,000,0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12 日 
菲之軒時尚烘培館－ 

善心人士 

 

捐款 

 

3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21 日 

 

佳思特文創企業行 

 

捐款 

 

2,0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22 日 

 

張心慈 

 

捐款 

 

500 元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25 日 

 

古家全 

 

捐款 

 

1,000 元

本季捐款總計：新台幣 2,020,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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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