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 次國家報告
有 4 本不同主題的易讀手冊。

這本手冊會介紹
政府做了哪些事
保障身心障礙者的權利。

關於這本手冊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又叫做 CRPD。
這本手冊是國家報告*   CRPD 的易讀版，

總共有 4 本，這本會介紹全部的內容。

*國家報告就是政府向大家報告做了哪些事
*來保障身心障礙者的權利。

手冊主要使用的對象是心智障礙者、

對閱讀文字有困難的人等。

手冊有電子版可以看，

也可以用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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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專家給台灣政府的意見，

就是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結論性意見。

想要了解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2017 年結論性意見，

可以去看這本書。

2017 年台灣邀請 5 位
國外的身心障礙權利專家，

又叫做國際審查委員。

來看看我們國家有沒有
保障 障礙者的權利。

什麼是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國家報告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就是聯合國用來
保障*和支持
全世界障礙者的權利。

*保障就是保護的意思。

很多國家都有使用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台灣在 2014 年開始用。

2016 年台灣提出國家報告，

以後每 4 年都要提出報告，

告訴大家政府做了哪些事
保障 障礙者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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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老師我們是老師

我們是身心障礙者

我們是政府人員

我代表
台灣政府

我們是
身心障礙受刑人*

我們是
社會福利專業人員*

*受刑人：因為犯法要坐牢的人。

*社會福利專業人員：服務身心障礙者的人。

* 社會福利專業人員：例如：社工、教保員。

這本手冊會出現許多人物，

是一起參加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CRPD 的
重要人物。

我代表
台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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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為身心障礙者做到的事
第 1 到第 4 條  一般原則和義務

法律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台灣在 2007 年修改法律，

不再用疾病的方法分障礙者。

政府會檢查法律有沒有符合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政府開始推動各種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的活動，

已經做了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的易讀手冊、

台灣手語影片、點字書和有聲書。

通用設計*
政府已經告訴大家
怎麼做通用設計和無障礙，

例如：開會、上學、交通、

看醫生、建築物等，

都要加入通用設計和無障礙，

讓環境變得更好。

*通用設計是改變家裡、工作和
  大家都會去的地方，

  讓每一個人都能使用。
支持障礙者的服務

政府已經開始邀請
障礙者開會，

一起討論障礙者的權利。

不同需求的障礙者，

可以自己選擇需要的服務。

政府有花錢在保障
障礙者的各種權利。

例如：支持障礙者社會參與、

搭公車比較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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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應該有一樣的機會
第 5 條 平等和不歧視

法律保障每個人
都有一樣的權利

台灣有一些法律有規定
要提供障礙者或身心障礙受刑人
合理調整*。

*合理調整是
*根據障礙者個人的需要，

*一起討論來改變平常的
*做法或環境，

* 讓障礙者能夠做自己想做的事。  

*例如：身心障礙員工和老闆說
*工作步驟太難，經過討論之後，

*老闆提供了易讀的工作步驟，

*讓身心障礙員工可以順利工作。

如果碰到不公平的事，

障礙者可以打電話和政府說。

在台灣可以打      ：1999

但彰化要打      ：04-753-1999

政府已經開始加強大家
對障礙者的認識。

例如：

・讓社區居民和障礙者好好相處。

・老闆不可以歧視身心障礙員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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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條 身心障礙兒童第 6 條 身心障礙女性

1

2

3

支持身心障礙兒童上學

政府會安排老師或醫療人員幫助，

讓身心障礙兒童可以上學、

參加學校會議，

說出自己的意見。

保障性別平等
政府有宣傳性別平等和性侵害防治，

例如：在學校和監獄上課。

早療服務*
政府有保障兒童使用早療服務，

例如：安排老師、辦親子活動、補助錢，

讓住在人口比較少、交通不方便的兒童，

也可以使用早療服務。

*早療服務是給 6 歲以下有障礙的兒童，

*例如：比較晚說話或走路，

*需要專業人員幫助治療或照顧。

重視身心障礙女性上學、
工作的權利。

政府會協助身心障礙女性
可以好好工作和上學。

例如：幫忙帶小孩、補助照護床。

保障身心障礙女性的安全

政府會保障身心障礙女性，

如果被虐待，

可以直接打        113，
會有人陪伴看醫生、

找安全的地方住。

身心障礙女性 身心障礙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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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去大家會去的地方、
可以沒有障礙的知道很多事情

第 9 條 無障礙第 8 條 讓大家認識身心障礙者

1

1

2

2
3

讓大家認識身心障礙者

政府有辦課程、拍影片、寫書。

讓大家了解每個人都不一樣。
身心障礙者有知道事情的權利

政府告訴大家
有手語翻譯和聽打的服務可以用，

還有做易讀手冊，

讓障礙者也可以去開會。

不可以歧視身心障礙者

電視節目和網路報導
不可以歧視障礙者。

銀行提供無障礙服務

例如：無障礙提款機、無障礙網頁*。

*無障礙網頁就是把文字放大或
*用簡單的文字、可以用聽的，

*讓更多人可以上網。

支持每個人有不同的需求

在政府工作的人
都要認識障礙者。

政府把人權教育*，
規定為重要的課，

大家都要上。

*人權教育：

*告訴大家每個人都不一樣，

*可是都有一樣的權利。

讓大家認識身心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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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自己決定要活著
第 10 條 生命的權利

政府執行死刑會很小心，

會確定沒有誤會犯人，

才能執行死刑。

如果死刑犯人
是精神障礙者或智能障礙者，

就先不能執行死刑。

如果團體覺得
法院決定死刑的過程有問題，

可以和政府說，

讓政府去檢查有沒有問題。

無障礙環境的法律

法律有規定要推動無障礙。

例如：在學校、搭火車、坐船，

還有在機構、監獄，

都要有無障礙設施。

支持身心障礙者工作

政府推動職務再設計*
讓改善無障礙環境的老闆， 
可以得到政府補助的錢，

支持障礙者工作。

*職務再設計
*改善工作環境、機器和工具，

*或是調整工作方法，

*讓障礙者工作更方便。

4

可以去大家會去的地方、
可以沒有障礙的知道很多事情

第 9 條 無障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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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11 條 危險和緊急情況

3

2

讓身心障礙者收到災害的通知

政府有做這些事：

・有颱風和地震，

    障礙者可以打       119、用簡訊、

    下載 119 報案 app 來報案。

    聽覺障礙者可以看手機有閃光，

    表示有災害發生。

・提供電話和訊息服務，

    大家有災害問題都可以問。

・製作讓障礙者可以懂的
    地震避難練習圖片。

遇到嚴重的傳染病

政府會支持障礙者，

例如：可以申請補助錢、照顧服務。

遇到危險

政府有和障礙者開會，

討論發生危險時要怎麼辦。

練習發生災害時，

障礙者要躲到安全的地方。

還有使用呼吸器的障礙者，

停電時，也要讓呼吸器有電可以用。

危險和緊急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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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以自己做決定
第 12 條 法律保障人人平等

2 沒有受到監護宣告的心智障礙者

可以自己做決定，

保障自己的權利。

例如：要開刀前，

心智障礙者要說可以才可以。

還沒受到監護宣告前，

心智障礙者可以先選好自己相信的人，

幫自己做決定，

這個人是未來的監護人。

監護人做決定的時候，

也要問心智障礙者的意見。

政府有辦課程、做學習手冊，

給監護人參考，

讓受到監護宣告的心智障礙者，

可以有更好的生活。

*監護宣告：有些心智障礙者
*沒辦法了解別人的意思，

*需要自己相信的人當監護人，

*監護人會幫忙做決定，

**例如：簽約、

*幫心智障礙者在銀行開戶。

受到監護宣告*的心智障礙者

台灣的法律還沒有
完全支持障礙者自己做決定。

例如：監護宣告是
監護人幫障礙者決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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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

可以自己決定去哪裡
第 14 條 自由和安全

有權利了解法律、
遇到跟法律有關的事情時獲得支持

第 13 條 法律和司法*的保護

1

1

支持身心障礙受刑人的需求

身心障礙受刑人
如果要看醫生或有特殊需求，

監獄會幫助身心障礙受刑人。

法律保障身心障礙者的自由

長時間照顧障礙者的機構，

不可以限制障礙者的自由，

要讓障礙者可以和外面的人說話。

如果沒有做到，

政府會對機構罰錢。
2

2

身心障礙者在法院的權利

政府要讓警察和法官多了解身心障礙者。

法院已經開始做，

有需要無障礙服務的人，

可以和法院的工作人員提出。

也會對障礙者的需求做合理調整，

例如：讓障礙者
有比較多的時間準備資料。

在法院的時候，

可以有社工和心理師在旁邊支持，

聽覺或語言障礙者，也要有翻譯的人。

台灣法律規定
受監護宣告的心智障礙者，

如果監護人做不好，

可以換監護人。

保障精神障礙者的健康和安全

警察發現有會傷害自己或別人的
精神障礙者，

不可以隨便限制精神障礙者的自由。

政府會關心精神障礙者
有沒有好好治療，

也會注意回到家裡和社區的狀況。

政府努力增加到家裡幫忙的服務、

還有一整天都可以打的電話。

*司法就是用法律在處理事情。

*例如：身心障礙者的東西被偷，

例如：  報警後警察會把事情寫下來，幫忙找到小偷，法官會懲    罰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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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欺負身心障礙者
第 16 條 不被利用和虐待

每個人都應該被好好的對待
第 15 條 不能做殘忍的處罰

1 1

好好對待身心障礙者

政府每年會檢查
長照或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看機構的人員有沒有
好好對待障礙者，

例如：要訓練有困難的障礙者
學習上廁所。

工作人員也要學習保障 障礙者的權利。

法律會處罰
欺負或虐待受刑人的工作人員。

政府規定學校、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政府單位等，

要有性侵害防治的處理方法。

老師、工作人員都要固定時間去上課，

如果發現工作人員對障礙者
有性侵害、性騷擾等暴力的行為，

這個人就不能繼續工作。

政府會邀請專家、障礙者一起
開家庭暴力、性侵害防治有關的會議。

有些障礙者可能
被打或性侵害，

可以打       113 或傳簡訊，

或是打       110，請警察局幫助。

2

2

身心障礙者自己做決定

要做人體試驗*
應該要得到障礙者的同意。

*人體試驗
*例如：

*讓生病的人吃還沒開始賣的藥，

  看藥有沒有用。

協助被欺負的身心障礙者

有些人會被騙、被賣掉，

政府會固定時間檢查
有沒有障礙者被欺負，

幫助和保護被欺負的障礙者。

有人做犯法的事情，

例如：障礙者被人打，

被欺負的障礙者可以找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問各種法律和生活上的事。

        0800-005-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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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說可以才可以

台灣的法律規定
要做絕育手術*要經過障礙者的同意，

障礙者說可以才可以。

受到監護宣告的人，

也要有監護人協助做決定。

*絕育手術是讓人做了手術後，

*就不能生小孩了。

1

1

有權利得到身體和心理*的平等尊重
第 18 條 進出台灣的自由和拿到身分證第 17 條 維持完整身心的權利

障礙者只要帶符合規定的文件，

就可以自由進出我們國家。

台灣的法律規定
障礙者
拿到身分證的規定
都和大家一樣。

2

2

保障精神障礙者的健康和安全

政府調查沒有精神障礙者
被強制拿掉小孩。

*心理是指心裡的感覺和想法。

*例如：開心、難過，感覺別人很尊重我。

進出台灣的自由和拿到身分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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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自己決定要住在哪裡
第 19 條 自立生活和社區融合

提供照顧的服務

政府有提供障礙者家庭照顧服務，

也可以讓行動不方便的障礙者
在家看醫生。

政府有多一點點錢
給照顧比較辛苦的機構，

還有在人口少、交通不便的工作人員薪水。

政府會幫助因為意外或生病
變成視覺障礙者的人，

學習定向行動訓練，

可以安全的自己到外面走。

2支持身心障礙者在社區生活

政府開始問住在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的人，

要不要搬到社區去住，

也會支持失智症的人參加不同的活動。

政府會輔導
沒辦法控制自己情緒的障礙者，

也會幫助障礙者的家人學習怎麼照顧障礙者。

政府每年有花更多錢提供照顧服務，

例如：會有工作人員到家裡照顧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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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種方式去想去的地方
第 20 條 保障個人行動的能力

癇癲

癇癲

3 重視身心障礙者開車的權利和
道路的安全

障礙者有開車的需求，

可以改變車子的設備考駕照。

政府也邀請專家、障礙者，

一起討論
可以讓 2 年沒有發作 癲   癇   * 的患者考駕照。

*癲     癇   是一種生病的現象，

*發生時，身體可能會發抖或暈倒。

29

1 2提供身心障礙者
在生活、看醫生、工作、上課時，

補助輔具的錢和服務

政府開始了解障礙者對輔具的需求，

提供補助給需要買輔具的障礙者或
改善住家環境，

教育輔具中心也會提供輔具
給需要的身心障礙學生。

比較貴的輔具，也可以用租的，

讓障礙者有自己行動的權利。

政府公佈輔具的分類，管理各種輔具，

例如：幫忙生病的人有更舒服的醫療輔具、

生活更方便的行動輔具、

還有可以表達的溝通輔具等。

政府也鼓勵發明更多輔具，

新的輔具會邀請障礙者測試、給意見，

讓輔具變得比較好用、好看。

補助導盲犬的訓練
政府有補助導盲犬的訓練，

保障視覺障礙者的權利，

讓大家知道導盲犬很重要。

個人醫療輔具 個人行動輔具 溝通和資訊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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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條 尊重隱私

說自己的想法和容易得到資訊
第 21 條 保障言論自由和容易取得資訊

2

2

提供無障礙服務

例如：口述影像*的節目、

無障礙指引手冊、銀行的無障礙網頁。

*口述影像就是把看到的說出來， 
*例如：畫面上有什麼東西或動作等。

看醫生的隱私

每個人的資料要受到保障，

只有障礙者同意，

才可以給別人看。

例如：

醫生經過我的同意，

才可以看我以前生病的資料。

政府也會檢查
精神科醫院的電腦，

看有沒有保障病人的隱私。

1 1台灣已經把台灣手語
訂為國家語言

政府已經開始告訴大家認識台灣手語。

學校會有手語課和活動，

讓家長和聽覺障礙的小孩可以溝通。

也會讓有需要的聽覺或語言障礙者
可以申請手語翻譯和聽打員。

電視新聞播出重要的活動時，

電視螢幕要符合規定，

手語翻譯員不可以被遮住。

保護隱私

沒有障礙者的同意，

不可以讓別人知道障礙者的個人資料。

例如：在機構廁所和房間不能錄影。

如果要看的話要說原因，

遵守規定才能看。

如果政府要用到我的資料，

要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使用。

學校會教身心障礙學生，

要保護好自己的隱私權。

尊重隱私



33 34

支持身心障礙者自己決定結婚、生養小孩
第 23 條 尊重家庭和家人

2 政府調查絕育手術

障礙者做絕育手術的比例，

每年有變少。

法律規定
做手術要和病人說為什麼要做、

會有什麼危險，

要病人簽同意書才可以做。

1 每個人可以
自己決定要不要結婚、
要不要生小孩。

政府有做性教育的手冊，

讓老師、家長
教障礙者正確的性教育。

政府已經開始做
生小孩的易讀手冊和
家長親職的易讀手冊，

知道生小孩、照顧小孩
要注意什麼。

政府會幫忙沒錢、沒辦法照顧小孩的人，

補助錢或幫忙小孩住到新家庭，

並教新家庭怎麼照顧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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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好、心情好的權利
第 25 條 健康的權利第 24 條 教育的權利

1

2

每個人都有看醫生的權利

政府有做調查，

有快一半的障礙者有做健康檢查。

依照障礙者的需求，

提供看醫生的服務，

需要做復健或治療，

健保會幫忙付錢。

每個人都有買保險的權利

政府鼓勵保險*公司
讓障礙者可以買保險。

*保險就是簽約，

*發生意外或生病會給障礙者錢。

不可以因為是障礙者，

就對障礙者有不公平的對待。

也會調查拒絕障礙者買保險的公司。

買保險時，遇到不公平的對待
可以打       ：1998

1

2

每個人都可以去上學

政府已經開始幫助
沒有繼續上學的障礙者
可以繼續上學。

例如：可以去考試、上大學、提供輔具。

讓不一樣的人都在一起上課

政府已經開始依照學生的需求，

讓學生到適合的學校和班級上課。

在學校，包括少年矯正學校*，
學生可以和老師
一起討論自己的學習計畫，

獲得幫助、改善學習內容。

*少年矯正學校
*是讓 18 歲以下犯罪的少年
*上課的地方。

老師也要去上課，

了解怎麼讓不一樣的人
一起學習。

教育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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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無障礙的看醫生流程和環境

台灣至少有 7 間醫院提供
視覺或聽覺障礙者特殊看醫生的服務。

例如：可以申請手語翻譯員、專人陪同。

乳房檢查設備也有升降功能，

讓身心障礙女性可以做檢查。

政府已經開始鼓勵醫生
到人口少、交通不便的地方看病。

失能*不方便出門的人，

會有車子接送到醫院做復健。

特殊狀況會用電話或視訊的方式看醫生，

或有醫生到家看病。

*失能就是沒辦法
*自己吃飯、上廁所、洗澡、穿脫衣服、移動，

*需要別人照顧或幫忙做家事。

身心障礙受刑人進去監獄時
會做健康檢查。

如果醫生覺得身心障礙受刑人
不適合住在監獄，

會讓生病的身心障礙受刑人住在醫院。

3 看醫生的資訊

政府已經開始
讓醫療工作人員去上課，

加強對障礙者的健康照護服務。

也有網站、不用錢的電話、健康手冊，

讓障礙者可以去問生小孩要注意什麼。

當障礙者或精神障礙者在醫院時
要先知道會有哪些檢查和治療，

讓障礙者可以自己做決定。

例如：易讀版的醫療同意書。

政府已經告訴大家
藥盒外面要有可以掃描的資訊，

讓視覺障礙者知道是什麼藥。

身體好、心情好 的權利
第 25 條 健康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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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和上班
第 27 條 工作和就業

支持身心障礙者照顧自己的能力
第 26 條 提供生活訓練和復健

2 支持身心障礙者工作

政府鼓勵讓領生活補助費的障礙者，

也可以去工作、領薪水。

領到薪水的障礙者，

還是會有生活補助費。

會辦各種工作訓練，

增加障礙者工作的能力。

不方便出門的障礙者，

也會有網站
讓障礙者用電腦上課。

政府調查
有工作的身心障礙女性
有變多一點點，

也有越來越多障礙者
參加政府的考試，

到政府上班。

1

政府已經開始做各種服務，

提供障礙者支持和照顧。

例如：早療服務、輔具和復健服務。

更多資訊請看
第 7 條、第 20 條、第 24 條、第 25 條、第 27 條

鼓勵公司讓身心障礙者工作

例如：政府會提供補助、

職務再設計等服務。

工作和上班
第 27 條 工作和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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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投票、參選和成立團體的權利
第 29 條 參加政治的權利

每個人都要可以吃飽、穿暖、有地方住
第 28 條 保障適當的生活水準

1

2

透過不同方式，

告訴身心障礙者選舉資訊

例如：有聲的選舉公報、

易讀版的投票指南手冊。

也有做各種無障礙投票的服務，

例如：障礙者可以優先投票、

還有視覺障礙者的投票輔助器。

台灣已經修改法律，

障礙者可以選擇家人
或相信的人來陪障礙者投票。

身心障礙者
可以自己選要參加什麼政黨*
或自己成立政黨

例如：有聽覺障礙者自己成立的政黨。

*政黨是團體的一種。

*政黨是有一樣想法的一群人
*想要改變很多事情。

1 保障身心障礙者的基本生活權利

參加政府的考試，

到政府上班的人，

工作滿 15 年，有 55 歲，

符合身心障礙重度或失能，

可以提早辦退休，

領全額的月退休金。

政府會支持需要幫忙的人，

例如：實物銀行會提供食物、

生活用品給需要的人。

政府有提供社會住宅，

會有固定的數量，

租給經濟或社會弱勢者。

例如：沒有工作的單親爸爸或媽媽。

也會看身心障礙家庭的狀況，

提供租房子、修房子的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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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去博物館、電影院、公園和運動場
參加活動

第 30 條 參與文化、娛樂、休閒和運動的權利

2 保障身心障礙者參加文化活動的權利

例如：提供易讀手冊、手語等服務。

政府鼓勵障礙者創作，

作品會有無障礙版本讓大家閱讀。

國立台灣圖書館
有很多無障礙的書、設備。 

展覽也有增加視覺障礙者接觸作品的機會
例如：口述影像、 觸摸導覽、通用設計等。

政府有訓練一些人做口述影像， 
也補助各種節目提供口述影像。

台灣已經開始推動文化平權，

讓每個人都有參加文化活動的權利

政府已經開始補助看表演的地方，

改善無障礙的空間和無障礙服務，

也會讓服務人員了解障礙者。

有各種鼓勵障礙者參加活動的方式，

例如：門票的優惠、

可以參加展覽、旅遊等。

旅館、國家風景區、

看電影、看表演的地方和
古蹟*都要有無障礙設施。

*古蹟就是很久以前，

*留下來的建築物。

古蹟可以看適不適合
增加無障礙設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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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問身心障礙者問題，

結果會和大家說

台灣要和外國合作

第 31 條 統計*和收集資料

第 32 條 國際合作

政府每過一段時間，

會有問卷來收集障礙者的資料，

最後會把結果和大家說。

台灣目前會收集的資料
有障礙者生活和工作的狀況、

身心障礙受刑人的資料。

社區裡、監獄裡的障礙者，

都一樣重要、都需要關心。

3

4

保障身心障礙者運動的權利

政府一直有推動  
讓所有人一起參加的體育活動。

還有設置適合障礙者使用的
無障礙運動設施。

保障身心障礙兒童
玩遊戲的權利

政府會檢查公園的無障礙環境，

也會告訴大家共融*遊戲的重要性，

*共融是讓所有人可以一起參加。

例如：共融遊戲場是
所有兒童都可以一起玩的地方。

政府支持障礙者參加各種活動，

例如：到國外參加健康計畫的討論會議。

*統計就是收集和整理資料。

可以去博物館、電影院、公園和運動場
參加活動

第 30 條 參與文化、娛樂、休閒和運動的權利

可以去博物館、電影院、公園和運動場
參加活動



47 48

專家和身心障礙者要看
政府有沒有做到答應身心障礙者的事

第 33 條 國家執行和監督

為了要推動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政府要認識障礙者人權，

也要負責和其他單位溝通，

會爭取費用在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的活動。

國家人權委員會
有專家和障礙者參加，

監督政府、保障 障礙者人權。

政府設立的身心障礙者權益小組，

要有專家和障礙者參加，

要保障 障礙者的權利。

*申訴管道
*讓碰到不公平事情的障礙者
*打電話或寫信，

*告訴政府自己遇到什麼事。

  在台灣可以打       ：1999

  但彰化要打       ：04-753-1999

有沒有遇到不公平的事情
讓我很生氣

想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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