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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不便者交通無障礙：檢討我國國際機場/ 

港口無障礙問題面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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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交通無障礙為何重要？如同引言所述，涉及到的是旅行、出差、探視親友等，

然而，更為本質上而論，交通，實為障礙者的基本人權，CRPD第九條即有明示

交通工具等室內外環境、設施均須無障礙，以利障礙者使用。從交通這個概念往

外推，可以發現，交通往往是一個途徑，從最基礎的個人行動能力，到工作與就

業，教育、健康等，這些看似廣義的人權條文，落實到障礙者的日常生活，交通

往往是連結這些要件的基礎，我有幸於今年 7、、8月到達澳洲雪梨進行社工實習，

體驗兩個月的國外生活，我深刻地感受到，交通，實則是維繫到障礙者基本的生

存。 

從這樣的視角回看交通無障礙，著實是交融在障礙者的生活中，既然兩者間

有密切的互動，本文將以國內機場（桃機）電輪機邊托運為例，以及自身經驗來

檢視國內機場的無障礙情形。 

貳、 檢視桃園機場無障礙：以電輪機邊托運為例 

根據近年透過身障民團的倡議，可知機場無障礙的不足在於各個面向，其中，

從障礙者進入機場進行托運時、，即會面到到尷尬的窘境、。以體體障礙為例，根據



報導，目前障礙者很有可能會被拒絕電輪機邊托運以及領取，導致障礙者必須乘

坐機場所配置的基礎輪椅、，動動到機機口、，這衍伸出一重要的問題，輪椅的適配

型對於障礙者相當的重要，可謂「量身打造」，然而當障礙者因為制度而必須脫

離自身「手腳」，其實對於障礙者的身體是相當具風險的！原因在於輪椅不只在

「坐」，依據使用者身理狀態，配合使用習慣、，更有其細膩的調整於其中，但是，

我在閱覽國內相關法規上，並沒有找到相關針對於障礙者在機場動動過程中、， 

遇到安全問題時，該如何補救以及賠償的措施，這凸顯另一個問題，也就是背後

隱涵了三種意涵：第一，當無法使用自己的電輪，而必須配合使用一般輪椅，如

造成任何損傷或輔具損壞，後果將自行承擔，換言之、，將障礙者生理損傷回到到

個人（或家庭）層次，而不檢討制度該如何調整。再者，這樣的制度底下，也同

時假定了障礙者需要有人陪同的這個想像，而不檢視制度如何更適配地回應障礙

者，如同視障者可能因為隨行明眼人數過少的緣故，發生可能被拒絕機機的後果，

這顯然是歧視，最後，即便有了責任到屬，障礙者其實不易事先預防，報導稱，

由於航空公司的規定不一，包含能不能機邊托運，以及電池瓦數符不符合貴定等，

導致許多的狀況是障礙者「當下」需要馬上應變的。 

我自行上網查詢規定，政府在這方面並沒有明確訂定統一規範，僅是綱領式

的條列，雖然我是外行人，但這也顯示了政府在這方面的資訊過於離散且分散，

我認為應該彙整障礙者實際碰到的問題，進行細則的規範。承接上述例子，就資

訊透明的部分，我認為在提供無障礙服務的資訊時，應建立統一規範的資訊網頁，

並符合各障別需求，讓障礙者一目瞭然，另外，同步進行 App的設計，使資訊在

隨時隨定進行閱覽，實現資訊可進性的需求。 

參、 無障礙專法訂定的重要性 

綜覽國內無障礙相關法規，從一開始〈殘障福利法〉到了〈身心障礙者保護

法〉，2014 年政府將 CRPD 內國法化，走到了現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一路走來，國內障礙者人權靠著各方努力，持續進步中，在法規訂定上，著實不



是沒有設計，而是僅處理綱要式的法條，但是於細則上，卻不盡然有強制的約束

力，進而導致法規與實務上產生落差，再者，各部會又針對障礙權利意識的態度

及認知不足，導致落實上似於「靠運氣、當幸運」。去年 12月，我參與了障礙倡

議團體在立法院外的抗議，凸顯地就是在法規離散、不一，且認知不同的狀況下，

受到限制的就會是障礙者。因此，我認為應該逐步朝著立無障礙專法的目標前進，

以避免障礙者需迫於制度而屈就的窘境。 

肆、回到自我經驗，對於自己的意義 

作為一名腦性麻痺輕度的我而論，現階段還尚未 遇到電輪機邊托運被拒絕

的問題，然而，之所以強調現階段的用意在於，身體之損傷其實是流動性的，我

目前的人生階段尚未 遇，不代表未來不會。時至研究所階段，過去曾經歷經身

體再度變化的我來說，逐漸地意識到了「障礙」對於我的影響，以及意義為何，

用腦麻輕度來作為理由，而忽視自己其實應該有的權利，其實一方面也認同了他

們的作法，開始認知到障礙權利意識後，逐漸知道，一昧的屈就、配合健常人的

要求、行為、作法，其實是對我們的壓迫，我們的聲音消失了，也習慣不被重視，

其實，不應該是這樣的，反思我自己的生命歷程，實然有很多的逞強、、壓，， 

他人說沒關係、我可以的背後，我直問自己：「真的可以嗎？真的不需要別人嗎？

不需要進行調整嗎？」這些疑問的背後，其實是對於自己心靈的拷問。往後 許

多同為障礙者的朋友聊天後，才驚覺，許多的經驗是共通、相似的，那時我記得

有一位老師就提醒著我：「這就是障礙者共同 遇到社會壓迫的集體經驗。」聊

天的過程中，我感受到被同理、被支持，原來，我並不是一人在 遇到如此在日

常生活當中發生的不正當對待，進而慢慢地思索，當障礙者聚集起來，是不是會

形成力量，而共同對抗，我相信會的，如此，我也正朝向這個努力漫漫前行中，

也持續地反思我的損傷狀態，如何 這個社會進行，而我該如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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