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PD 是什麼？基本概念一點通

21 世紀第 1 部人權公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CRPD

【CRPD 是什麼？ 點開轉譯包 基本概念一點通】你有聽過
CRPD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嗎？這部公約是聯合國目前
總計通過的 9 大國際人權公約之一喔。

大家可能會常聽到民間團體說，這項措施應該符合 CRPD！
但是可能不太了解 CRPD 的內容，也會想說，為什麼臺灣
不是聯合國會員國，卻必須履行 CRPD 的規定？

甚至在 2022 年 8 月初，還會有國際人權專家到臺灣開會，
檢視政府是不是真的有遵守這部公約。其實這部公約的精
神、對身心障礙者權利的保障，和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
關。



讓我們用 人權公約關我什麼事圖文轉譯包，3 個主題 10 張
圖文，一起認識「CRPD 是什麼？從哪裡來？」、「臺灣的
CRPD 成績單」，以及「一定要認識的重知識」！
快點開圖片，一起認識 CRPD 吧！ 

人權公約關我什麼事 圖文轉譯包是多多益善 x 臺灣公民對
話協會和國家人權委員會共同合作開啟的「CRPD 多元社會
溝通計畫」的策題之一。帶大家更認識 CRPD 喔！

「CRPD 多元社會溝通計畫」共同合作單位：國家人權委員
會 x Right Plus 多多益善 x 臺灣公民對話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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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CRPD 是什麼？從哪裡來？

1. 從人權意識到宣言 & 公約，人類爭權的漫漫長路

沒有人希望身體受傷或心理生病，但有些人卻只因為受傷
或生病而被討厭，還因為這樣而沒辦法上學、上班，甚至
是去餐廳吃飯！

21 世紀，人類為了改變這樣不公平的情形，一起締造了一
部保障身心障礙者的人權公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CRPD）。
《小辭典》

人權
人權可以說是「每個人應享有的權利」，時間倒轉到 1945
年，人類剛剛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戰，死傷慘重、代價高昂
再加上權利意識興起，大家於是一起約定「國家應負有保
障人權的責任」。

於是聯合國開始訂立與人權有關的「宣言」和「公約」，
來約定每個國家怎麼去保障自己國民的人權，要（施）求
（壓）大家訂定一些規範。



圖中畫有一位拿著白手杖的爺爺，他正要往前走，跨越不同的山脈。 3 座山脈
在圖中由右至左，上面分別畫有拳頭、拿著筆寫字的手、法槌，代表人類從
「人權」往「宣言」及「公約」邁進的歷程。下方有簡答題想要問大家：宣言
和公約，有什麼不一樣？

●宣言
宣言是人類一起把共同的理念、主張，白紙黑字寫下來。
雖然不具備法律效力，卻是每個國家願意共同遵守的承諾
價值和行動方針喔！
像是 1948 年訂定的「世界人權宣言」，就是人類歷史上第
一份，決定要保障全世界「所有」人類基本人權的重要約
定！



●公約
公約是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也是大家一起協議後的結果。
從宣言走到公約，是人類想要更強力實踐約定的發展過程。

例如小茹和小花約好每天放學一起回家，後來小瞇也想加
入，大家就一起互簽了契約書，確保回家的方式和安全性。

公約就是「國家」和「國家」之間的契約書。有加入聯合
國的國家（會員國），就可以透過簽署和批准人權公約，
成為國際公約的締約國，表示它畫押同意要遵守公約！

從 1966 年到 2022 年為止，人類（聯合國）陸續通過了一
共 9 部人權公約，其中一份就是 2006 年通過的 CRPD（身
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它不但是千禧年來第一部人權公約，也是目前在討論如何
維護權利的時候，最明確以身心障礙者為主、從他們的經
驗和視角出發的法律文件喔！

2. 這不是特權！一部思考多元處境的人權公約
其實在 CRPD 誕生前，已經有一些公約在保障人權。既然
受傷或生病的身心障礙者跟你我一樣，都是「人」、是人
權公約保障的對象，那為什麼還需要有一部公約特別討論
身心障礙者呢？

因為很難面面俱到嘛！像是《兒童權利公約》保障了全世
界的兒童，卻沒辦法花太多篇幅在討論「身心障礙兒童」
會面對的各種情境。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保障了婦女，對身心障
礙婦女的權益保障也不夠完整，但她們在工作或生活中碰
到的困難，常常比一般婦女更複雜。

像這樣同時擁有不同的身分的人，很可能面臨「多重不利
的處境」，所以要從身心障礙者的視角和經驗出發，把不
同的需求在這裡都保障到喔！

訂定人權公約不是為「他們」改東改西讓他們享有特權；而是沒有我們的參與，
不要為「我們」做決定。右下角畫有一位坐在椅子上的男孩，和一位坐在輪椅
上的女孩，在討論事情。象徵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是有障礙者參與其中，一起
討論而訂下的約定。



或者，像身心障礙者常常被當成社會的「依賴者」，不太
有機會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

所以 CRPD 就會很重視去維護他們自己的選擇和決定權，
並且強調他們有權利參與跟他們息息相關的所有事務。也
就是身心障礙者常在說的：「沒有我們的參與，不要為我
們做決定！」
3. 眼鏡仔是身心障礙者？我的障礙，誰說了算？
你曾經有因為「身體限制」而遇到困難的時候嗎？例如近
視的小瞇說，他如果沒有戴上眼鏡，連要去巷口的麵包店
買麵包都沒有辦法。

這時候，「眼鏡」對近視的人來說真的是很重要的輔具吧
你能想像一個沒有（隱形）眼鏡的世界，近視的人要怎麼
生活嗎？

就是因為（隱形）眼鏡已經普遍到讓我們幾乎忘了它的存
在，也不會讓近視的人因此沒辦法上學上班，所以現在沒
有任何人會說，近視的人有「障礙」，是「身心障礙者」。

當然，也不是說你現在把眼鏡拿掉，就突然變成身心障礙
者了！國際上對身心障礙的認定，還是有一些細緻的標準。

只是我們可以理解到，身體上的限制到底會在生活中造成
多大的困難，其實跟外在環境（例如有沒有適當的輔具和
無障礙環境）很有關係喔！

例如，對使用輪椅的人來說，雖然坐在代步工具上，卻還
是有很多地方讓這個輔具卡住，讓使用者一再成為「障礙
者」。



例如，想去餐廳用餐、去書店看書、去髮廊剪頭髮，都可
能因為這些場所只有樓梯或有門檻，而沒辦法自由進出。
圖中畫有一個小男孩跟媽媽說：「媽，我眼鏡掉了，連巷口的麵包店都去不
了！」媽媽回他說：「正好讓你想想，障礙來自於環境是什麼意思？」

也因為大多數的日常活動都無法進入，久而久之就容易被
人遺忘，甚至對他有差別待遇。讓人只是因為身體受傷，
或是心理生病了，就被排除在外。

但如果外在環境、社交場合都很友善，很多身心障礙者又
可以投入社會。這就是 CRPD 在強調的：沒有障礙的人，



只有障礙的環境。
那些因為身心受傷／生病而無法和你我一樣享有各種權利
的人，都是 CRPD 要保障的對象喔！

小補充：所以你應該也發現了，身心障礙者不一定是永久
和唯一的身分，有些人短暫受傷，也可能在當下成為障礙
者喔！

只要外在環境打通、消除社會對於障礙者的偏見和刻板印
象，這些人都可以發揮自己其他的身分，可能是學生、立
委、主播、運動員等，障礙就不再是障礙了。

PARTII：臺灣的 CRPD 成績單

4. 國際公約關我什麼事？沒辦法締約也可以變通

前面有說到，有加入聯合國的國家（會員國），可以透過
簽署和批准人權公約，成為國際公約的「締約國」，表示
同意要遵守公約。

不過大家都知道，臺灣因為國際地位爭議，不是聯合國會
員國，當然也沒辦法成為正式的「締約國」。那怎麼辦？。

你可能會說，「沒怎麼辦啊，不一定要加吧！」

不過，在許多外交、經濟和國家彼此結盟的場合，為了推
廣人權價值，其他國家經常會看你有沒有簽署人權公約，
來判斷你對待自己國民的態度、觀察你有沒有侵害人權，
再決定要不要跟你成為盟友。
所以事關重大！更重要的是，臺灣從 2000 年初，就有民間
力量不斷在催促政府趕快加入保障人權的行列。



一直到 2009 年，我們終於規畫出一個專屬於臺灣的變通方
式（只要有心，什麼聯合國身分都不是藉口啦），那就是
公約施行法模式。
圖中有一個長髮女孩，憂慮的看著聯合國旗幟說：「就說了幾百遍我們不是聯
合國會員國」；另一個綁馬尾女孩則拿著大聲公說：「政治可以下回分解，人
權等不及啦！」！

簡單來說，想要在臺灣推動一部國際公約叫做《CRPD》，
我們可以在臺灣制定一部叫做《CRPD 施行法》的法律。

這個「施行法」會明確規定政府（為了實踐公約）要做的
事和義務。這樣臺灣就算不是公約締約國，還是必須遵守

公約的規定！



在這之後，臺灣陸續用這個方法通過了４部國際人權公約
施行法喔！其中就包括 2014 年通過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施行法！

5. 4 步驟看懂國際審查
如果一個國家是人權公約的正式締約國，他們會需要定期
「交報告」給一群專家檢查。這群專家（聯合國的條約監
督機構）專門負責看報告，確定每個國家真的都有遵守公
約！

那臺灣呢？沒辦法進入聯合國締約，要讓誰檢查報告？

所以我們又很聰明的規畫出獨特的交報告機制：定期邀請 5
到 10 位國外的人權專家到臺灣，讓他們檢查臺灣有沒有遵
守公約、督促政府進步。

這就是 CRPD 在 2022 年 8 月的重頭戲、每 4 年一度的公約
國際審查。（臺灣現在有６部公約是要進行國際審查的，
不過有些公約是５年一次喔）



圖片中畫出４個小圈圈，寫上這４步驟是「報告、提問、審查、追蹤 」。右下
角有一個男生拿著大大的放大鏡，要跟大家一起回答下面２個選擇題： A. 每４
年發生一次的大事是什麼？1. 總統大選 2. CRPD 國際審查 3. 奧運 4. 以上皆是；
B.下一次國際審查是什麼時候？1. 2022 2. 現在 3. 馬上 4. 以上皆是

自從 2017 年第 1次審查後，2022 年是 CRPD 第 2次國際
審查。整理４個審查步驟，認識臺灣政府要怎麼對國際審
查委員交出自己的人權成績單：

1.寫報告：報告有２種，一種是國家寫的報告，由政府寫出
臺灣有遵守公約的地方。
另一種是平行報告（又叫替代報告），是由民間團體／



NGOs／獨立運作的國家人權機構（例如國家人權委員會）
等，寫出政府隱匿的、沒注意到的事情。
2.問題統整：人權專家看過報告後，會把國家報告漏寫的事
情，還有專家認為特別重要的問題，列出一份「議題（問
題）清單」，要求政府針對這些問題補充說明。
民間團體／國家人權機構，也可以回答這些問題，或是就
政府的說明提出回覆。
3.正式審查：人權專家會先閱讀完所有資料，然後開始連續
好幾天的馬拉松審查會議（通常長達 5、6天，2022 年 8
月的 CRPD 審查就有 6天喔）！
會議中會分別和臺灣政府、民間團體、立法院、國家人權
委員會等代表對談。
4.建議與追蹤：審查過後，人權專家會提出結論性意見與建
議，告訴政府需要具體改善的地方。

下一次審查前，政府就要依照專家建議提出追蹤報告（管
考報告），明確指出每一個需要改善的地方由哪些部會負
責，並且持續追蹤改善進度喔！

2022 CRPD 國際審查已提出的報告：
國家報告
https://us.rightplus.org/rp

民間團體提出的平行報告
https://us.rightplus.org/prp1

國家人權委員會提出的獨立評估意見
https://us.rightplus.org/prp2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us.rightplus.org%2Fprp2%E2%80%8B%3Ffbclid%3DIwAR3-mJqk696iCE8oQBNfL_CHJhzwXhm7kjM_SPr1ZUFMrMgJoqVo34qqmoM&h=AT2Iv5qjbBpr00EWGEMgS4oKBfNunHRAzFCmHSjAsza4ZcZAEgfSQMRtwjnxe5WMul8_1UpncBXM8mfuWqXPdLacDSvPzz288q2iBk9XCN3XfbFBFumiclmVCCch-gv1xU7XAx4&__tn__=-UK*F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us.rightplus.org%2Fprp1%E2%80%8B%3Ffbclid%3DIwAR3wI4qbN3_WJaChPCxMmI0LKZxrZU-Nktv1jAkCnHAbawjWyjY9qddXWvA&h=AT0qlSQqct08jbHeqgOTTxaQv4FaZ-szBUW376SgkRRSyqmFzPZDkrE0onjJaCXkafYYMmIsSW-NJtbB0aone6GRtNF3LoAcsCzjMUz2iA8wiaMFPdWvyN4s6nWBPue9ZkwAO_w&__tn__=-UK*F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us.rightplus.org%2Frp%E2%80%8B%3Ffbclid%3DIwAR1DRsjf_8JWmwt_Bb2TL7EgOem9fr2QuKffJLV0WYc6fljax6E803nHJuA&h=AT0lkaHWIjqSBRYZO-iczPtiLs5xgXhhvsjuDpIK3T118GJ3v-wAl9YEIbgSIWZGW345HxhO4FmsU90laFrhKZ3hbaRjhrMlnImZl3wY63yrgUQN6_mok2K030iV4sPcKCKtxWw&__tn__=-UK*F


人權專家提出的問題清單
https://us.rightplus.org/Q

參考資料：
1.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https://us.rightplus.org/CRPD

2. 邁向兩公約的漫漫長路：人權政策＆施行法篇
https://us.rightplus.org/law

3. 聯合國九大核心人權公約
https://us.rightplus.org/UN

4. 【懶人包】人權期中考：聯合國人權公約審查在台灣？ 
https://us.rightplus.org/TW

6. 先別管眼鏡仔了，你聽過消失的 230 萬人嗎？
前面有說到（第 3 張圖），因為身體受傷或心理生病，就
被排除在外，沒有辦法自由活動、生活的人，都會是 CRPD
要保障的身心障礙者。

但是在不同國家、不同法律中，我們還是需要白紙黑字寫
下來，「符合什麼樣條件的人，是身心障礙者」。

為什麼呢？因為政府會需要知道，大概有多少人需要協助
像臺灣已經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這部法律裡面
說的「身心障礙者」，就是指有符合某些條件、有領到身
心障礙證明的人。

https://us.rightplus.org/TW?fbclid=IwAR0iNHmx2SVP7XEM2nTlcwNWNKcW8-yfzFECiQZrU0z4c5LEKqzc_ALvj_s
https://us.rightplus.org/UN%E2%80%8B?fbclid=IwAR0cc_qLRTGik1R3sewPR3r4FEX2v4BJ37n1s6kM4O0ShGamzHaPnW9wpTE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us.rightplus.org%2Flaw%E2%80%8B%3Ffbclid%3DIwAR2T9NjLo2wtZKpAsX18Af3dxeJonheVgzN8pjHIP-pB6w2jyxalyNtX5ls&h=AT1z1C3nLmdEyjAD0ju7OC9kh63DgToZIh_4G3SDDykAaq_qp-MHeDWqFWDAALXu67FWFqgUbp9Z7Ohb3BbNuBO499VjloEfJ78a20r7C5yMBetpbKTHJcySKp_wneq-oswip0w&__tn__=-UK*F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us.rightplus.org%2FCRPD%E2%80%8B%3Ffbclid%3DIwAR2MouIkldJqF9URP0bRn49qqZhPdU1dLcA5oiHx8mCq8JsqL_u5pGKbXI4&h=AT05Ku-ACmL45M6cDUUOZnTm61jdLrzPMGumxa_wxImiQg4RlekemhZjlIUiiLuB4lM0y_JJq2XH8v2nw082IM0abbfEvR1pSmWUZ4t3ZVi_4ncQ1Q6aK0c1Mj4vmzHg-Af7okQ&__tn__=-UK*F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us.rightplus.org%2FQ%E2%80%8B%3Ffbclid%3DIwAR2T9NjLo2wtZKpAsX18Af3dxeJonheVgzN8pjHIP-pB6w2jyxalyNtX5ls&h=AT0Q7eQMRVfzbLO0T61ZDml9babOw7uqWQHzPBGDubleKNcnti8YnTz_UrADLCkblS180_lFCPZHz9obU9lQ-ffbSI8wTrVQ_YpqNMlaZZ2kd3AmHJVkm_eiWmWtXKXxFb_DGRg&__tn__=-UK*F


身心障礙證明是一張像卡片的東西，上面寫有自己的姓名
資料，有領到這張卡片的人，才會是這部法律保障的對象。
那，你知道全臺灣有多少身心障礙者嗎？根據統計，全臺
灣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的人，現在大約每 100 人中有 5 人。
圖片右上角畫有一個長捲髮女孩，她坐在地上、蜷縮身體，讓雙手抓住雙腳小
腿、頭側靠在雙膝上。可以看見她臉頰正滑落下一滴淚水。圖片中間畫有好幾
個透明小人，但只有其中一個人的一半身體，用白色填滿。身體透明的人，代
表「不被看見」的人。下方有填空題要問大家：全世界每 100 人約有 15 人是
身心障礙者。在臺灣，這個比例只有 5 人，因為其他 10 個人很難領到（請填
空），所以沒辦法得到幫助。



但是，世界衛生組織（WHO）估計全球的身心障礙者，約
是每 100 人中約有 15 人，如果看各國自己的統計其實也都
差不多。

那為什麼臺灣這麼少呢？其中很大的可能是，評估「誰是
身心障礙者」的方法和標準不一樣。

WHO 評估身心障礙的方式，叫做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
分類系統（ICF）。評估標準包括：

1.人們受傷或生病的狀況 
2.人因為受傷、生病，在生活中碰到的困難

表面上（！），我們使用和 WHO 一樣的方法，實際上在
臺灣，多半只由醫生判斷第１項（受傷狀況），而沒有考
慮第２項（人在生活中碰到的困難）。

所以有些人可能一直都遇到困難，可是因為行動不便、要
持續看醫生更困難，沒辦法通過評估。

或者，有人平時要上學上班，如果要申請身心障礙證明，
就需要先請假，到特定的醫療院所進行鑑定評估。

對有些人來說，為了申請證明所要花費的時間和金錢成本
高過於申請到證明後，能夠獲得的權益保障；

或者因為擔心如果申請到證明，反而會受到討厭、排擠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icf?__eep__=6&__tn__=*NK*F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9C%8B%E9%9A%9B%E5%81%A5%E5%BA%B7%E5%8A%9F%E8%83%BD%E8%88%87%E8%BA%AB%E5%BF%83%E9%9A%9C%E7%A4%99%E5%88%86%E9%A1%9E%E7%B3%BB%E7%B5%B1?__eep__=6&__tn__=*NK*F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9C%8B%E9%9A%9B%E5%81%A5%E5%BA%B7%E5%8A%9F%E8%83%BD%E8%88%87%E8%BA%AB%E5%BF%83%E9%9A%9C%E7%A4%99%E5%88%86%E9%A1%9E%E7%B3%BB%E7%B5%B1?__eep__=6&__tn__=*NK*F


（汙名化），因此選擇不去申請。

所以實際上，有領到證明的人，不等於所有遇到困難的身
心障礙者。

上一次，人權專家來臺灣檢查我們有沒有遵守公約的時候
就在結論性意見裡強調，臺灣應該要改變身心障礙的認定
方式。

不然沒有辦法保障所有遇到困難的身心障礙者，也沒有辦
法努力消除社會中的障礙和歧視。

參考資料：
1.110 年 3 月底我國身心障礙者人數統計
https://us.rightplus.org/data

PART III：一定要認識的重知識

7. 無障礙不只電梯和坡道，４種無障礙打通全世界

大家一定都看過「無障礙設施」，那是方便有需求的人進
入使用的。
例如百貨公司裡面，有斜坡和電梯，就可以讓沒辦法爬樓
梯的人、坐輪椅的人，或是走路一拐一拐的老奶奶，都能
夠安全方便的逛百貨公司。

但是無障礙其實不只這些！對身心障礙者來說，日常生活
中還有很多地方、很多事情會碰到困難。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us.rightplus.org%2Fdata%E2%80%8B%3Ffbclid%3DIwAR1ZMTcCL9oglc6TxqOMhO6jNlVru2kMHpJKi3He-q2mW7lw7i49vmZ4d-U&h=AT1gYMHHBzSDxTDFwp4GldEhAVVFm9147ZS5MVz2kWl13AiOoN4iI2nOR5THdHmbI9B8IZD-0Yky3fgN3iCJl9j7z-esdxnhDrbWSJ8W7yMZw2UiMtS0Czjv9U7ZcjKD7nl8HPU&__tn__=-UK*F


所以，CRPD 裡面說的「無障礙／可及性」其實包含我們日
常生活的 4 大層面：① 物理環境 ② 交通工具  ③ 資訊及通
訊 ④ 公共設施和服務。
圖片中間有４個圈圈圖像，由左至右，舉例生活中有「無障礙」措施的例子：
畫有一隻比著「OK」手勢的手、一輛公車、一臺正在上斜坡的輪椅、一臺筆電
畫面，正顯示著有替代文字的資訊圖表。下方有選擇題要問大家：下列哪一種
是無障礙設計？① 防疫記者會手語翻譯 ② 低底盤公車 ③ 螢幕報讀軟體 ④ 以
上皆是

除了大家比較熟悉的百貨公司電梯和斜坡，其他還包括低
底盤設計的公車、防疫記者會上的手語翻譯員、即時聽打



字幕，或展覽會場和演藝廳的口述影像等，都是各種各樣
的「無障礙」喔！

總之，CRPD 規定政府必須訂下規則、讓大家知道無障礙措
施該怎麼做、盡可能考量到不同的需求，讓每個人都能參
與各種活動、去各種地方。

這包括社區診所、餐廳、旅館等營業場所，都要根據相關
規定設置無障礙措施。

目前臺灣的規定還有許多地方不符合 CRPD。

例如餐廳和旅館到達一定面積後，都需要遵守無障礙規範
但同樣大小的診所和藥局卻沒有相關規範，因此迴避掉設
置無障礙措施的責任。

也有很多規定是分散給不同的政府單位管理，常常導致執
行和處罰的標準不一致。

關於無障礙，臺灣還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

8. 讓障礙生念普通班卻沒有支持配套，是只做半套的融合
教育
小華是國中生，因為智能障礙的關係，他在上某些課時會
到「資源班」（特別針對身心障礙學生，設計課程的班
級）上課；在某些課，又會回來原本所在的班級。

他回到班上上課時，有時候沒辦法專心坐在位置上，老師
就會大聲提醒他不要影響到其他同學。



班上也有些同學會討厭他、笑他都跟不上進度，考試分數
很低，分組也沒有人想要跟他一組，覺得他只會把事情搞
砸。

有些同學也覺得，小華在班上都被排擠，為什麼不去資源
班就好呢？

讓障礙生念普通班卻沒有支持配套，是只做半套的融合教育。問題：試選出符
合 CRPD精神的描述？1.學校如果沒有足夠的無障礙設施，可以拒絕身心障礙
生入學 2.融合教育就是，把障礙生放進普通班一起上課就好 3.學校有責任調整
教學內容和考試方式，確保所有學生的受教權。



這是因為，上課、學習，是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平等享有的
權利。

所以不管是像小華這樣的智能障礙同學，或是坐輪椅，或
需要戴助聽器等不同狀況的同學，都有權利和大家在同一
個班級中學習、交朋友。這也是 CRPD 規定的事情喔！
可是，小華雖然有和大家在「同一個班級」上課，但還是
格格不入阿！這樣對他真的好嗎？

其實是因為，學校並沒有真正做到 CRPD 說的融合教育。

「融合」不是「只」讓身心障礙同學在一般的班級裡上課
就好！還必須有足夠的無障礙措施。

像是添購「點字」課本，讓眼睛看不見的同學，也可以上
課；老師也要接受相關訓練，了解可以怎麼教小華，讓他
更能吸收課堂知識。

臺灣現在學校裡的無障礙設備還很不夠，老師通常也沒有
受到足夠的訓練，也沒有資源，沒辦法調整成適合身心障
礙同學的教學方式。

所以很多班級裡的身心障礙同學都還是會跟小華一樣喔！
久而久之課業就跟不上同學、不想再去學校了！

除了義務教育，還有學前教育、高等教育，或者像許多爺
奶一樣活到老學到老的社區大學，在身心障礙融合、一起
好好學習這方面，都還有很多很多的進步空間。



參考資料：
1.2021 CRPD 平行報告
https://us.rightplus.org/prp1

2.國家人權委員會就 CRPD 第二次國家報告之獨立評估意
見 https://us.rightplus.org/prp2

https://us.rightplus.org/prp2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us.rightplus.org%2Fprp1%E2%80%8B%3Ffbclid%3DIwAR2tEUwBr728MccWqzRWy9EPMEcTliXMkJZ61IZJ3DUP5u_hLaBq5wJNVxA&h=AT0W0cHfdQ38AGiDNT8ODcv8i2xdY8-tpdJ4s6l6v_zv9epyBK-3o5e5q1SfeHmazbDNS_KQij4gGKP0TC803hjmo9sCgB6UtkeCFIqagSz7ZWHajs0ecxwGIvu1ORVIdji2eMM&__tn__=-UK*F


9. 無障礙只是最基本，合理調整才是真公平
每個身心障礙者的身心狀況都不同，生活遇到的困難其實
也很不同，所以 CRPD 就規定，我們需要有合理調整的機
制，為不同的身心障礙需求做出可以負荷的調整。

舉例來說，有人因為有憂鬱症、思覺失調症，或其他心理
疾病，有時候生活和工作的狀況都很不好。

這種時候，學校或公司就應該調整考試標準或驗收工作績
效的方式，讓同學或員工即使遭遇心理疾病，也保有充分
的權利，用適合他的方式繼續維持學業和工作。



無障礙只是最基本，合理調整才是真公平。
雇主：我的員工受傷了要長期坐輪椅，我應該可以解雇他吧？
女生：等等，你能證明他要求的工作調整不合理、你也無法負擔嗎？

CRPD 也規定，無論何時何地，身心障礙者只要遇到有障礙
的狀況，都可以提出「調整」的請求。

而對方有責任和身心障礙者一起想辦法，善用政府的補助
資源和評估人員（例如職業輔導評量員），做出適合的調
整（例如職務／動線／流程再設計等）。

例如，蟹老闆漢堡店的員工小蝸因為出車禍受傷，工作都
需要坐輪椅。小蝸就向老闆提出要求，可不可以調整做漢
堡的流程和餐廳的產製動線呢？
這種時候，除非蟹老闆能證明這個要求不合理或造成「過
度負擔」，否則就有義務和小蝸一起討論後，做出調整。
例如更改產製的流程和動線，讓小蝸繼續發揮工作產能。

但如果小蝸要求的是「加倍提供員工餐」，這跟他坐輪椅
遇到的困難沒有關係，老闆就可以不調整。

所以，如果我們一直用「同樣」的標準來要求「不一樣的
人」，是不符合 CRPD 精神的。

有了「合理調整」，才有實質上的平等。如果有人無故拒
絕調整，根據 CRPD 的規定，就是對身心障礙的歧視喔！

國際人權專家已經建議臺灣政府，要把這些原則確實規定
到各個法律中，才能落實實質平等，保障身心障礙者好好



生活的權利。

參考資料：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合理調整專區
https://us.rightplus.org/ac

10. 自立生活不等於獨自生活，最重要的是自由的選擇權
想想你每天的生活，都可以自由選擇做喜歡的事、安排自
己的每一天。

但是，對身心障礙者來說，大多數都不能自己決定。像是
無障礙交通車幾點才有、哪些地方沒有無障礙廁所不能去
能去的地方和能出門的時間，都要配合外在環境。

有些住在照護機構裡的身心障礙者，更有可能從每天要幾
點起床、早餐午餐吃什麼、哪時候能出門散步，都被機構
規定好，沒有辦法自己安排。想要搬出去，卻又無處可去。

CRPD 反對這些失去個人自主權的生活。強調障礙者有權利
決定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而國家有義務要提供協助，包
括在社區中佈建多元的服務和設施。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us.rightplus.org%2Fac%3Ffbclid%3DIwAR0qzeK3bB6RMAjRikrRUiidj_VlmRRRNK7Bpn9JonxYeTepdT_LqSo_pkY&h=AT0pubp72ztGjrwwCcVf9CWVpd7zJSxeoSeWm3RHoXwi-E8r1Zyg5-3vplgFWPrPWokLLcQhxew2ECATE2p4gMfZowFwlD7NLywWROd8vFFEUeA-6ElFjf5PSnLPpRmq7WeqlCg&__tn__=-UK*F


自立生活不等於獨自生活，最重要的自由的選擇權，也就是身心障礙者能在適
當的協助下，選擇並掌握自己想要的生活型態。自立生活並非一個人生活，不
再需要幫助。

由此可知，前提是要有足夠的「支持」，才能保障身心障
礙者和你我一樣能自立生活。

「自立生活」並不代表只能「自己一個人生活」、「不需
要任何人幫助」喔！而是讓人在生活中能擁有自我選擇權
控制權。



其中所需要的支持類型包括：

①社區支持：社區裡要有特別提供給身心障礙者的服務，
例如復健服務、就職訓練服務；除此之外，給一般大眾使
用的公共設施，也要讓身心障礙者都能夠方便抵達、使用。

②個人助理服務：個人助理是針對身心障礙者，提供一對
一服務的職業。

但協助的過程中，並不是由助理決定要吃什麼、做什麼事
而是由身心障礙者當雇主，根據自己生活的需求，來決定
助理可以怎麼協助他。

③家屬支持：政府要能提供家屬適當的支持、喘息服務，
以及各種照顧資訊或知識，才能減輕他們照顧家人的壓力
也能避免一個家庭長期處於高壓、緊繃、疲憊的狀態。

④居家服務：由受過訓練的專業人員，到身心障礙者家中，
提供身體照顧（例如，協助沐浴、進食等）、家務服務
（例如，居家環境清潔、換洗衣服等）、居家護理、居家
復健等服務。

有了這些支持，才能確保身心障礙者可以自由參與社會、
做想做的事。不用長期待在家裡，或者住在封閉式的照護
機構裡。

很遺憾的是，目前臺灣很多身心障礙者，還是必須由家人



獨自照顧，能使用到社區服務的人很少，個人助理和居家
服務等制度和申請標準也還有許多缺失。（詳情請鎖定多
多為你持續關注喔！）

不是有了公約權利就能落實，打造共融社會一起來

恭喜你！如果認真看到這裡，表示你對 CRPD、身心障礙者
權利有一定的認識了！

但你一定也發現，雖然 CRPD 努力為我們描繪出大家都能
平等、自由生活的世界

如果我們仍然遮住雙眼、關上耳朵，不去關心身邊的人、
不理會這些事，那我們生活的地方，並不會因為簽訂了公
約，就突然變成自由、平等的地方。



圖片右側畫有使用行走輔具的老爺爺、在後方協助爺爺走路的長髮女孩；左側
有一位坐著電動輪椅的女孩，女孩腿上有一隻橘色貓咪陪伴著她，他們都很開
心的笑著。

從前面的例子就可以看到，如果臺灣的法律、政策，不能
夠好好採納公約裡面的約定，那麼在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層
面，都還是沒辦法確保每個人在這裡有尊嚴的過日子。

還有，我們在決定和身心障礙者有關的事情時，有沒有聆
聽他們的需求和意見呢？這也是 CRPD 強調的事── 法律、
政策的制定、修改和檢討，都應該要有身心障礙者的參與。



最後很重要的是，如果我們總戴著「歧視」、「偏見」、
「刻板印象」的有色眼鏡看待和我們不一樣的人，那麼縱
使簽訂再多人權公約，也沒辦法打破社會的障礙。

例如，即便有些公車已經有無障礙的低底盤設計，但如果
公車司機仍然覺得要協助輪椅乘客上下車、固定座位是
「麻煩的事情」

甚至有其他乘客也認為「坐輪椅出門只會麻煩到別人！」
那麼即使有再多的無障礙措施，仍然無法保障身心障礙者
最基本的權利。

我們除了需要監督政府有沒有努力落實保障人權的約定，
也要觀察我們每天生活中，例如學校、公司、各種公共場
所，有沒有照顧到需要協助的人；

你會發現，我們其實都是一樣需要被友善對待，有權利得
到尊重的人。那我們才有可能一步步打破重重障礙，邁向
公約所描繪的那個共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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