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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障礙者政策發展 
Development of Disability legislation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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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障礙者政策發展 
Development of Disability legislation in Taiwan 

•法規上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障法：所有障礙者 

 

•精神衛生法： 

•精神障礙者 

 

 

•行政上 

•在中央行政院衛生
福利部： 

•社政＋衛政 

 

•在地方縣市政府： 

•社政ＶＳ衛政 

 



二、台灣障礙者就業現況與政策 
 

2011 
 

2014 2016 

15歲以上障礙者數 
PWDs over 15 

1036,442 1077,249 1126,560 

非勞動力人口 
Non-Labor Force  

838,165 865,078 896,684 

勞動參與率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19.13% 19.7% 20.4% 

失業率 
Disability Unemployment 

rate 
 

12.35% 11% 9.17% 

就業率 
Disability Employment rate 

 

87.65% 89% 90.83% 
 
 
衛福部105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勞動部105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 



台灣障礙者就業現況與政策 
(衛福部105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 

有工作者從事行業以製造業比例最高、批發零售業次之（服務業） 

有工作者從事職業以基層技術工及體力工、服務及銷售人員、事
務支援人員最多 

有工作者受雇用比率七成五、自營作業約二成、政府單位約一成。 

男性障礙者勞動參與率明顯高於女性障礙者。 

有工作者求職管道以親朋介紹最多三成八、自家經營二成三、自
我推薦一成一。 

有工作者工作期間遭遇困難以待遇低、體力無法勝任、工作負荷
重最多。 

但是自認在工作場所不需要協助的佔近八成五。 

非勞動力人口未參與工作原因，以退休或障礙疾病傷害無法工作
最多近五成、因障礙疾病暫時無法工作佔三成六次之。 



台灣障礙者就業現況與政策 

障別之間就業差異大，例如肢體障礙者就業人數和就業率明顯高於智能障礙者數倍 

障礙者就業類型以體力、低技術、低專業較多 

多數障礙者並不理解就業支持是權利 

政府障礙者就業服務、職業重建能量不足 

障礙者靠自己或自我親友網絡完成就業居多 



台灣障礙者就業現況與政策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四章就業權益) 

就業服務法 

公益彩卷發行條例 

散見在各個有關雇用的不同法規中，特別是與限制或隔離
障礙者有關的規定。 



台灣障礙者就業現況與政策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四章就
業權益) 
 

•職業重建服務、職業輔導評量 
•職業訓練、職務再設計 
•就業服務（就業媒合）、 
•支持性就業  
•庇護性就業 
•定額進用、 獎勵雇用、 
•創業輔導、 
•視障按摩、視障者從事諮詢電話

服務 
•視覺障礙者按摩勞動合作社 
•公有公共場所開設零售商點或攤

販保留比例優先核准 
•優先採購 

 
 
 

 
 

• 就業服務法 
• 第24條：主管機關對下列自願就業

人員（….身心障礙者….)，應訂
定計畫，致力促進其就業；必要時， 
得發給相關津貼或補助金 

• 第5條：就業歧視有提到身心障礙
者 
 

• 公益彩卷發行條例 第八條 
• 公益彩券經銷商之遴選，應以具工

作能力之身心障礙者、原住民及低
收入單親家庭為優先；經銷商僱用
五人以上者，應至少進用具有工作
能力之身心障礙者、原住民及低收
入單親家庭一人。 
 

• 國家考試有關身心障礙人員特考 
 
 
 



其他有涉及障礙者的規範散見在各個不同的專業人員法規中，
而且多半是屬於相當歧視性且限制障礙者就業權利者。 

例如社工師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罹患精神疾病不能執業
等等 

另外，在許多國家考試例如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人員、警
察特考都有對障礙者限制應考的規定。 

例如：對視力、聽力的要求、罹患精神疾病或精神狀態違常
不堪勝任職務等等內容。 

台灣障礙者就業現況與政策 



 
 
 

台灣障礙者就業現況與政策 

 
 針對隔別障礙狀況的障礙者例如視障者或智能障礙者或是精神障礙者比較多，「劃

界」的就業取向濃厚。（定額進用、庇護工場、視障者各項政策） 

與合理調整有關的職務再設計採用申請制，實際提供責任未有清楚界定。 

就業場所無障礙並未真正落實相關就業政策與法規。 

各項與專家支持的職業復健設置可及性不夠，例如職業重建、職業訓練。職前
準備制度不存在法規當中。 

提供與障礙者就業和雇用最相關的雇主支持或諮詢也沒有 



台灣障礙者就業現況與政策 

定額進用： 

雖創造一定就業機會，
但是障礙者在職場邊緣
化、被歧視的現象時有

所聞。 

庇護工場： 

雖然提供固定就業機會，
但卻使得障礙者長期留
在工場，轉銜到一般職
場的支持和比例都偏低。 

職業訓練： 

開班授課仍是主要方式，
智能障礙者等其他障別
幾乎沒有職前訓練、職
前準備的職業能力復健

制度。 



比例進用 
（employment Quota system） 



比例進用 
（employment Quota system） 



概況（依據2016年底資料） 

1.義務進用機關1萬6,881家，法定應進用人數
為5萬6,079人。實際狀況：未達義務進用機關
1,496家，暫義務進用機關8.9%。實際進用人數
8萬1,940人，超過應進用人數。 

2.進用人數以男性居多，六成五。 

3.進用人數中，肢體障礙者佔了四成、重要器
官失去功能約一成五。 

4.實際進用以製造業最多約二成六，教育和公
共行政二成四。 

5.企業寧願繳納差額補助費，不願雇用障礙者。 

4.是因障礙而非因能力被雇用，障礙者易受同事
異樣眼光、不被信任。 

3.只雇用足夠人數，但不提供合理支持或足夠合
理支持（職務再設計、工作輔具）。 

2.只雇用足夠人數、只要求障礙者來公司一日工
作。 

1.只雇用足夠人數，但不提供升遷、調薪機會，
也不會被賦予重任。 

台灣定額進用的問題＝質的問題？究竟公私部門
是以何種方式在雇用障礙者？ 



庇護工場 
（sheltered workshops） 

特徵 問題 

當庇護工場成為
就業職場 

1.區域發展不均：行銷販售商品與服務為設立地點的商業經營考量 ，
而非需求服務。（140家有98家在六都，北部比例也明顯偏高） 
2.對員工能力要求提高：政府支持少、工場必須自給自足 
3.庇護工場不再提供訓練與職業能力強化，許多障礙者失去職業重建
機會。 
4.沒有轉銜一般職場的支持，工場成為變相的安置場所 ，障礙者一旦
進入工場，可選擇待到退休。 安身立命之地還是不流動的死水？ 

進入庇護工場須
通過職評(職業輔
導評量) 

因為庇護工場變成就業職場，因此提高對障礙者能力的要求。許多年
輕障礙者無法進入一般職場，也進不了庇護工場。 

產能核薪作為給
薪標準、可低於
基本薪資 

障礙者雖然進入“職場”，但其敘薪方式與一般勞動者有差異。依據
統計顯示，目前約有74.8%的庇護員工低於台幣八千元，僅有5.4%的庇
護員工高於勞基法規範的基本工資。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2009)的實施與角色 

• 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辦法 
 

• 第46條  社區式日間照顧以作業設
施服務及開設課程活動之方式辦理。 

• 第51條  服務提供單位對無法進入
庇護性就業服務場所之身心障礙者，
於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提供服務時，
以作業活動為主，自立生活及休閒
文康為輔。 

• 第53條  有意願且經作業設施服務
提供單位評估可參與作業活動之身
心障礙者，作業時間以每日四小時，
每週二十小時為原則。 

• 第55條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提
供單位應配置社會工作人員及教保
員。 

• 第56條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提
供單位應訂定合理之獎勵金計算基
準。 
 

台北市 20 

新北市 20 

桃園市 11 

台中市 10 

台南市 27 

高雄市 28 

基隆市 1 

新竹市 4 

嘉義市 3 

新竹縣 4 

苗栗縣 12 

彰化縣 2 

南投縣 2 

雲林縣 8 

嘉義縣 2 

屏東縣 10 

宜蘭縣 6 

花蓮縣 3 

台東縣 7 

澎湖縣 2 

總計 187  



完整障礙者就業措施 

1.就業促進：障礙者尚未進入職場，此階段
是協助障礙者進入勞動市場，先具備能力、

後創造機會。 

1)教育、職訓、實習、見習、職能強化、職
業前準等（具備職業能力：國家財源）。 

2)就業媒合、機會保留、優先僱用、補助工
資、反歧視法等（創造就業機會）。 

2.勞動保障：障礙者已進入職場的平等待遇
保障。 

1)保障其在職場中有關薪資、升遷、在職訓
練機會、其他各項勞動條件與待遇， 

2）能獲得合理調整（工作環境改善、職務
再設計、輔具、工作助理等）支持等措施
（透過反歧視法可部分達成、但在此國家或

雇主支付合理調整的財源是關鍵）。 



障礙者就業政策四大面
向 

台灣障礙者就業政策 問題 

進入職場前職業能
力復健服務 

職業重建、職業輔導評
量、職業訓練、 

服務量能少 

促進工作機會 定額進用、支持性就業、
庇護性就業、優先採購、

公益彩卷 

定額進用：障礙者工作
品質的問題 
庇護工場：著重就業安
置、缺乏重建和轉銜的
支持機制 

進入職場後的勞動
保障 

身權法：同工同酬、不
得為歧視待遇。 
就業服務法第5條 

 

沒有歧視的操作定義和
對抗方式。歧視在地方
委員會認定比例偏低。 

進入職場後的工作
環境調整與支持 

職務再設計 採用申請制，也不是障
礙者一定可以獲得的權
利。職務再設計到何種

程度也沒有規範。 



三、CRPD第27條障礙者就業原則 
 

Charity model Medical model 

Social model   human rights model 

Disability policy 
models  

20 



三、CRPD第27條障礙者就業原則 
 

UNCRPD（國際公約/障礙者政策全球化） 

各國障礙者政策架構：對障礙者的文化態
度、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服務輸送等 

各國實施CRPD後的政策狀態（公約全球在
地化） 



ＣＲＰＤ第27條障礙者就業原則 

•依據UNCRPD中與就業最直接相關的第27條，障礙者就業政策
原則如下： 

 

• (1) 障礙者有權在一個融合式職場工作、而非封閉式職場。 

• (2) 禁止歧視障礙者，障礙者在職場皆應被平等對待如薪資、升遷等。 

• (3)勞動市場應提供障礙員工可及性（accessibility）及無障礙設備。  

• (4) 雇主應提供障礙者合理調整措施（reasonable accommodations）以
支持其就業。 

• (5) 障礙者有權利得到職業訓練機會  

• (6) 政府應儘可能設法促進障礙者就業機會，包括公私部門及開放性
勞動市場。 

• (7) 政府應該協助障礙者創業。 
 



四、從CRPD觀點檢視台灣障礙者就業政策 

 
•結論性意見 



四、從CRPD觀點檢視台灣障礙者就業政策 

•結論性意見 



需改善問題 改變的挑戰 

創造公私開放性職場的機會 
（特別是女性） 
 

即使對非障礙者的開放性職場機會創造也是一
個難題，整體就業市場對障礙者能力的偏見與
歧視仍是一個難以突破的結構難題。 
而促進障礙女性的就業機會，是一個障礙與性
別交織的雙重困境。 

進入職場前的訓練、實習、
實作、工作場所適應等機會
建構 

增加職業復健的多元項目和增加服務量，代表
著更多的政府支出、專業人員、配合的企業單
位。 

優惠性差別待遇取代定額進
用 
 

透過定額進用進入職場的障礙者需要更多機制，
例如反歧視法、工會等，來確保他們在勞動條
件上的平等對待，而這些機制與結構在台灣目
前是沒有的。 

四、從CRPD觀點檢視台灣障礙者就業政策 



需改善問題 
 

改變的挑戰 

（僅提供就業安置型的）庇
護工場應逐步退場 

如何說服期待成年障礙子女終身留在庇護工場
的家長團體，以及開創開放性職場就業機會以
便能讓庇護工場轉銜成功是艱難的工程。 

就業場所合理調整 釐清職務再設計的責任、執行程度、成本負擔，
需要更多由政府勞政單位主動發起的溝通與修
法作為。 

身心障礙者生活費用補助不
以資產調查為核發標準 

台灣障礙者生活費用補助並非障礙者津貼制度，
而是社會救助制度。如何釐清社會救助制度和
障礙者津貼之間功能的差別，又須和就業意願
一起考量，是社政單位和勞政單位必須共同討
論的課題。而跨部會的合作在台灣向來是最困
難的課題。 

提供保障障礙者就業權的公
民團體法律資源 

目前法律服務基金會即將提供障礙者相關的法
律服務。 

四、從CRPD觀點檢視台灣障礙者就業政策 



四、從CRPD觀點檢視台灣障礙者就業政策 

政府單位 

政府資源
resources 

企業態度 

Attitude of 
private companies 

障礙者相
關團體 

福利架構 

Welfare structure 

結構文化 

Cultur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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