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蘭縣111年度第1次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4月 18日（星期一）下午2時

地點：宜蘭縣政府第202會議室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名冊）

主席：林主任委員姿妙（林副主任委員茂盛代）                 紀錄：林宛萱

壹、主席致詞：略

貳、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報告（詳如會議手冊）

決定：

案次一：同意解除列管。

案次二：同意解除列管。

案次三：請交通處將本縣無障礙公車辦理情形納入下次會議報告事項，本案

        同意解除列管。

案次四：請秘書處及建設處共同研擬評估縣政府大樓電梯空間改善問題，在

        建築法的容許下可採外加附掛方式評估；三樓空間無法互通部分，

        若非為民眾洽公局處可採變通方式於一樓大廳設置服務台，本案持

        續列管。

案次五：同意解除列管。

案次六：同意解除列管。

案次七：同意解除列管。

參、各業務單位工作報告

一、社會處報告（略）

徐委員薇雅：

1.淡江大學視障資源中心每年提供12小時講師資源，愛盲基金會亦有提供定向

  訓練、生活重建等講師資源；兩單位服務與縣府辦理的視障生活重建方案相

  仿，均是由服務老師到府服務，外縣市僅需支付講師交通費；針對目前方案服

  務老師資源不足部分，建議可與該單位洽談合作。

2.建議結合外縣市資源，拓展宜蘭縣視障者服務，如:展藝視障天使協力車協

  會、視障者路跑協會等，提供視障者更多元的服務。

3.肯定社會處辦理視障者相關課程、團體活動，唯因視障者所需的協助多，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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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後辦理相關活動時，可媒合志工或安排多一些工作人員，俾利活動順遂。

吳委員芳淑：

1.社會處業務除津貼類補助外，執行率低於 60%項目至少有五個，請社會處說明

  原因。

2.機構式日間照顧 144人，入住率 48%，機構常接到有入住需求的諮詢電話，而

  非無入住需求，請問入住率偏低的原因；另請問長照所目前長照日間照顧的

  人數多寡。

社會處回應：

1.未來將與外縣市各相關服務單位聯繫瞭解不同的服務方式，精進視障生活重建

  方案。

2.110年考量疫情因素服務暫緩數月，導致執行率偏低，已研擬相關配套措施，

  111年將精進相關服務，提升執行率。 

長照所回應：

110年長照日間照顧服務執行率為 97.4，入住率90%。

決定：

1.有關視障生活重建方案，請社會處參考並結合外縣市做法並推動。

2.請社會處瞭解機構式日間服務入住率偏低原因，並提高相關方案執行率。

二、勞工處報告（略）

徐委員薇雅：

1.建議至公部門單位、學校等辦理職務再設計說明會。

2.110年失業者職業訓練班共有11人參訓，請補充說明參訓者分別為那些障別。

  另若有視障者參與該訓練班，建議提供口述影像等服務。 

吳委員芳淑：

勞工處職務再設計補助相關輔具資源(如：高活動型輪椅)與長照所業務所轄之輔

具服務，兩者間是否有合作，避免資源重疊。

陳委員佩琪：

職業重建辦理就業前準備講座，其是否有包含面試技巧等類型講座。

勞工處回應:

1.職務再設計宣導目前以企業為主，並已於3月15日辦理1場次企業宣導，未

來將與公部門、學校等單位進行宣導。

2.失業者職業訓練班 11人參訓障別部分，將於會後提供資料予社會處；針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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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者參訓過程中，若有口述影像等輔助需求，可提前提出申請並提供服務。

3.職務再設計補助的輪椅會針對就業需求進行審查並與長照所進行勾稽避免重複

補助。

4.有關就業前準備講座，111年已於3-4月份辦理1場次，內容為面試技巧、工

作心態調整等。

長照所回應：

每周進行兩次的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會議，於會中討論並檢視職務再設計之服務

個案，避免資源重複。

社會處補充回應：

勞工處於會後提供110年失業者職業訓練班 11人參訓障礙類別如下：第一類(慢

性精神病)7個、第一類(智能障礙)1個、第六類(重大器官泌尿失去功能)1個、

第七類(肢體障礙)2個。 

決定：請勞工處持續精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暢通之服務，使資源可以讓更多身心障

礙者知悉使用，餘洽悉。

三、衛生局報告（略）

徐委員薇雅：

身心障礙者生活輔具針對視障者提供擴視機、報讀機等輔具補助，惟隨著高科技

世代變化，手機功能且使用率偏高，建議縣府向中央提議身心障礙者生活輔具可

將「手機」納入補助項目，更貼近身障者實際需求。

陳委員明正：

身心障礙者生活輔助器具(如：電動輪椅)雖已有相關補助，惟自付金額仍偏高，

身心障礙者經濟負擔大，建議縣府可否另外編列相關經費補助或媒合企業民間資

源，減輕身心障礙者經濟壓力。

吳委員芳淑：

針對二手輔具再利用、輔具維修維護等，建議於下次會議中報告執行情形。

衛生局回應：

1.近日中央針對輔具服務召開相關研商會議，將於會後向徐委員瞭解相關資訊文

件，並於中央會議中具體建議提出手機是否可納入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具補助。

2.輔具補助相關規定仍有補助上限，未來將努力媒合尋求外部資源，減輕身障家

庭支出壓力。

3.下次會議將納入二手輔具再利用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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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1.請衛生局向中央積極爭取相關輔具經費及補助項目(如手機)或尋求外部資源。

2.下次會議請納入二手輔具再利用、輔具維修維護辦理情形，餘洽悉。

四、教育處報告（略）

徐委員薇雅：

1.視障學生學習用書有大字書資源，針對視障教師部分是否有提供大字書資源。

2.親子共學活動增進家庭關係，活動中是否有視障者參與並於活動中提供口述影

像服務；另有關辦理親子共學電影欣賞活動部分，建議可參考公視口述電影方

式，邀請導讀者或以口述影像方式，讓一般的老師學生家長亦可瞭解到視障者

的需求，以達共融共學。

吳委員芳淑：

本縣尚有多少校園無障礙環境工程未改善，另教育處是否會要求學校依限改善。

教育處回應：

1.有關視障者相關學生活動部分，相關活動均有視障巡迴老師陪同視障者參與；

口述影像部分，會建議視障巡迴老師納入視障學生休息活動課程，另教育處未

來辦理活動，會將其納入規劃辦理。

2.大字書資源部分有需求之教師及學生均可提出申請並提供該資源。

3.民國97年針對縣內學校進行無障礙環境總檢，逐年進行改善。另依據特教評

  鑑委員建議，會將需改善的學校優先納入隔年申請無障礙改善的計畫經費中；

  而針對當年度有腦性麻痺或肢體障礙入學者，會優先將該校無障礙改善納入計

  畫經費中，其餘部分則依照本處規劃期程辦理。

決定：針對視障者口述影像及校園無障礙環境改善，請教育處持續推動，餘洽

悉。

五、建設處報告（略）

徐委員薇雅：

110年第一次會議中討論無障礙廁所固定所內之各項設施位置，可採觸覺及口述

聲音地圖方式放置廁所入口處，或由地板顏色差讓低視能障礙者能簡易辨別，請

建設處說明後續辦理情形。

陳委員明正：

依現行法規規定，小型便利商店及餐廳無強制規範需設置無障礙斜坡道，建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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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處可訂定獎勵辦法，以鼓勵方式提升相關商店設置無障礙斜坡道，以利身心障

礙者進出。

建設處回應：

1.未來將於無障礙場所審查會議中要求於無障礙廁所入口處設置觸覺地

  圖，俾利視障者瞭解廁所內各項設施位置。

2.依中央法規規定，餐廳樓地板面積 300平方公尺以上須進行無障礙環境改善，

  本縣目前清查符合上述規定約 20幾家，將要求各業者於今年年底前完成改善

  計畫並於明(112)年要求改善完成。針對300平分公尺以下之場所，將研議獎

  勵方式，以提升本縣無障礙環境，俾利身障者使用。如有需改善之餐廳場所名

  單，請委員於會後提供給本處，本處將派員瞭解其無障礙環境情形。

決定：

1.請建設處依委員建議，提報內政部無障礙廁所內之各項設施固定位置事宜。

2.針對300平分公尺以下之場所，請建設處研議獎勵方式，以提升本縣無障礙環

  境，俾利身障者使用，餘洽悉。

六、交通處報告（略）

徐委員薇雅：

1.友善空間及校園步道規劃，目前多以水泥石板鋪設，石板與石板間間隙，對明

眼者可輕而易舉跨越，對視障者而言，卻成為障礙容易跌倒，建議可在步道旁

另外鋪設平順的路徑，俾利視障者行走。

2.以人為本思考建設無障礙人行環境，惟常在人行道上有花圃或停放車輛，常造

成視障者不便且不友善。

陳委員惠玲：

宜蘭及羅東後火車站人行道無障礙設施規劃佳，惟羅東火車站前站的商家人行道

常擺放機車且地磚有剝落狀況，另商家騎樓亦常擺放物品不利身障者使用。針對

肢體障礙者或視障者而言，已無法使用騎樓，建議針對商家進行規勸或將人行道

部分規劃機車停放在同一側，俾利身障者使用。

交通處回應：

1.本縣新設立及修繕的人行道均依照營建署相關規範施工及審議，並邀請身障者

委員進行勘檢，以利身障者使用。

2.人行道無障礙空間被占用部分，將請警察局交通隊進行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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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1.請交通處轉知所屬公園或公共設施場域，若有設置平地步道，需以帶狀密接方

  式處理，餘洽悉。

2.有關人行道無障礙空間被占用部分，請交通處轉知警察局加強巡邏取締。

肆、提案討論：無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4時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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