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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隨著全球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及對行動不便者平等權益的關注，國際間的人 

員與物流流動日益頻繁，國際機場與港口作為主要交通樞紐，其無障礙設施的 

完善程度直接影響行動不便者的出行便利性與生活品質。儘管現代社會對於包 

容性設計與無障礙環境的重視不斷提升，在台灣的國際機場與港口中，行動不 

便者仍普遍面臨無障礙設施不足、指示系統不明確、人員培訓缺乏等挑戰。 

 
從未來城市（2024）「車道上被撞，賠償的總是輪椅族？脊損基金會劉金 

鐘：公平不會從天而降」這篇報導中看到：「35 年來，我都希望讓這塊土地成 

為更友善的環境，但人行道上依然堆滿變電箱、燈桿，甚至堆置私人雜物。甚 

至，為了阻擋機車上人行道，不少路口裝設好幾道環狀鐵管，但欠缺考量，一 

樣讓輪椅族上不去。既然無法上人行道，騎樓又充滿各種違建，輪椅族只能走 

車道。因此，在馬路上經常會看到輪椅或代步車「與車爭道」。」 

 
這些問題不僅限制了他們的出行自由，也直接影響了他們的出行體驗。儘 

管無障礙設施的標準與技術已在國際間取得一定進展，台灣的實際運作中仍存 

在諸多亟需改善的方面。 

 
儘管政府及相關機構已推動了一系列無障礙政策與措施，但在實際落地過 

程中，仍存在執行力度不足、資源分配不均以及跨部門協作不順暢等問題，導 

致行動不便者的需求未能得到充分滿足。 

 
本研究期望能夠促進社會的包容性發展，確保行動不便者在國際交通樞紐 

中享有更便捷且尊嚴的出行體驗。藉由對國際先進案例的分析與本地需求的深 

度理解，本研究將為政策制定者提供具體的參考依據，推動交通無障礙環境的 

進一步完善，讓行動不便者能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平等參與跨國移動，享有更多 

出行自由與生活品質的提升。 

 
因此，台灣必須在國際交通樞紐的無障礙設施方面進行全面的檢討與改 

進，以滿足行動不便者的需求，提升他們的出行自由與生活品質。同時，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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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國際先進經驗，結合本地特有的社會文化背景，制定更具包容性和可行性 
 

的無障礙設施改善方案，確保所有人都能在交通環境中享有平等的機會與尊 嚴。 

 
本研究將系統性檢討台灣國際機場及港口無障礙設施的現況，深入探討其 

在設計與管理層面存在的問題，並通過比較國內外在無障礙設計與管理上的成 

功經驗，分析台灣在無障礙交通領域的不足之處。結合台灣特有的社會文化背 

景，本研究將提出具體且可行的改進建議，以期能為提升台灣國際機場與港口 

的無障礙水平提供理論支持與實務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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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全面檢討台灣國際機場與港口的無障礙設施及服務，特別是針 

對行動不便者的出行需求，分析其在設施設計、管理運作、服務支持及政策落 

實等方面的現況與不足。具體研究目的如下： 

 
1. 評估現有無障礙設施的適用性與完備性：調查台灣主要國際機場與港口的 

無障礙通道、登機/登船設施、候機/候船區域等硬體設施的配置情況，分 

析其是否符合行動不便者的需求。 

 
2. 探討無障礙信息與指示系統的有效性：研究機場與港口內標示系統的清晰 

度、可達性及數位化支持，分析其對於行動不便者導航和自助出行的便利 

性。 

 
3. 分析無障礙服務的現狀與挑戰：檢討服務人員的專業訓練與行動不便者支 

援服務的提供情況，探討機場與港口在無障礙服務上的優勢與不足。 

 
4. 評估無障礙相關政策的執行情況：分析國家及地方政策對無障礙交通設施 

的規範與推行，研究政策落實過程中的挑戰和跨部門協作的效率。 

 
5. 基於自身經驗的行動不便者出行體驗分享：基於作為自身行動不便者的經 

驗，分享我在使用大眾運輸時的感受，指出需求未被滿足的部分。透過這 

些親身經歷，更能真實識別無障礙設施和服務的不足，並探討改進方案， 

以提升行動不便者的出行體驗。 

 
6. 提出具體改善建議：結合國內外成功案例和無障礙設施標準，為提升台灣 

國際機場與港口的無障礙水平提出具體且可行的改善建議，促進無障礙交 

通設施的全面發展，提升行動不便者的出行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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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障礙設施現況分析 
 
 

各個機場的無障礙設施配置各不相同，其中台北、桃園和高雄機場在無障 

礙設施方面，尤其是與對外大眾運輸工具的連接上，仍有許多需要改進之處。 

接下來，我們將選擇使用率較高的桃園國際機場進行詳細檢視，探討其無障礙 

設施設置上的不足之處，並提出優化建議，以提升行動不便者在使用大眾運輸 

系統時的便利性和整體出行體驗。 

 
桃園機場作為台灣的主要國際航空樞紐，無障礙設施的配置對行動不便者 

來說至關重要。然而，該機場在無障礙設施，特別是與大眾運輸工具的連接 上，

仍有許多需要改進之處。雖然機場捷運和公車接駁服務已經運行，但行動 不便

者在自行前往機場時仍面臨諸多挑戰，尤其是捷運系統中的輪椅空間設計 不足。

此外，機場官方網站上關於無障礙設施的資訊不夠全面或更新不及時， 進一步

影響了行動不便者的出行計劃。接下來，我們將深入探討桃園機場無障 礙設施

的不足之處，並提出具體的優化建議，以提升行動不便者在使用大眾運 輸系統

時的便利性和出行體驗。 

 
我們將特別關注無障礙通道與電梯、交通接駁設施、標示系統以及大眾運 

輸工具的銜接等關鍵環節，並從行動不便者的實際需求出發，提出具體的改善 

建議。無障礙通道的設置是否足夠便捷？捷運和公車站點的無障礙設施是否真 

正滿足行動不便者的需求？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我們相信，唯有從 

行動不便者的角度出發，仔細檢視現有的設施並提出改進措施，才能真正讓每 

一位需要的人享受到便捷、安全的出行體驗。 

 
法律白話文運動（2024）指出：「桃園機場儘管在全球百大機場中排名第 

66 位，但其無障礙服務仍有待改善。身心障礙者面臨服務不到位的問題，航空 

公司申請程序不統一，無法統一提供無障礙服務。建議政府基於憲法與公約精 

神，制定統一指引，改善無障礙設施，保障障礙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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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法律白話文運動（2024）可知，儘管桃園機場提供了相對完善的無障礙 
 

設施資源，但乘客若要實際使用這些服務，仍需通過聯繫所搭乘的航空公司來 

獲得協助。正如法律白話文運動（2024）提到的：「航空公司通常不會直接拒絕 

提供無障礙服務，但由於許多服務無法到位，障礙者在搭機過程中仍面臨諸多 

困難。例如，桃園國際機場雖然明確標示地勤服務人員會協助推輪椅、攜帶行 

李及通關服務，但旅客如需使用這些服務，仍需聯繫航空公司。」 

 
由此可見，問題的根本不僅在於機場本身，而主要來自航空公司（以下簡 

稱航司）。儘管機場內設有豐富的無障礙設施和服務，例如專用通道、無障礙廁 

所和輪椅協助等，但如果航空公司不配合或未能提供相應的無障礙服務，這些 

設施的效用將大打折扣。航空公司在提供預定的無障礙服務，如登機協助、機 

上特殊設備和旅客需求的滿足，都扮演了關鍵角色。 

 
無障礙設施的完善程度不僅關乎身心障礙者的日常便利性和安全性，更涉 

及他們在整個出行過程中的尊嚴和平等權益。例如，若無障礙服務在機場和航 

空公司之間缺乏有效對接，身心障礙者可能在登機、過安檢、安坐機艙等過程 

中遇到重重困難。這不僅影響了他們的出行體驗，還可能使他們感受到不平等 

待遇，進而對整體交通系統的包容性產生負面影響。 

 
此外，作為台灣的國際門戶之一，桃園機場在無障礙設施資訊的公開和更 

新上也存在不足。許多關鍵的無障礙設施規定在官網上難以找到，甚至缺乏即 

時更新，這使得身心障礙者無法提前獲取準確的出行資訊，從而增加了他們的 

出行困難。這些缺失與桃園機場作為國際交通樞紐的地位不符，顯示出台灣在 

無障礙交通規劃和設施管理上仍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在 yahoo 新聞（2024）報導中指出「今日記者會上，身障民間團體指出， 

身心障礙者在搭飛機時常常遇到很多困難，像是無障礙服務不齊全、資訊不 清、

電池規範不一、拒絕機邊托運、移位輔具與機場設施設備不足、地勤人員 重複

詢問需求等，甚至在遇到不同的工作人員會有不一樣的限制及處理方式。 對此，

民航局回應，為服務身心障礙旅客，民航局除要求各航空站與民航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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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在官網設置專區，也在民航局官網建立平台連結相關網頁。同時，為了持續 
 

推動無障礙空運環境，民航局已與桃機公司共同成立通用化無障礙交通環境推 

動小組，身障團體統一指引的建議，將盡速由小組討論。」 

 
由此可見，無論是機場內的設施配置，還是航空公司對無障礙服務的配 合，

甚至是相關資訊的透明度，都是影響行動不便者出行體驗的關鍵因素。完 善這

些細節，例如增設便捷的無障礙通道、提升捷運與公車站點的無障礙設 施，並

確保資訊的及時更新，將有助於進一步提升行動不便者的出行便利性， 並創造

一個更加友善和包容的交通環境。這不僅有助於提升機場的整體服務質 量，也

對保障身障人士的尊嚴與便利出行至關重要。因此，解決上述問題對於 提升桃

園機場的無障礙服務水平，並促進台灣在全球無障礙交通領域的進步具 有深遠

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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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機場資訊查詢困難與政策管理層面的無障礙挑戰 
 
 

在全球交通樞紐中，無障礙設施是保障行動不便者能夠順暢出行的關鍵。 

然而，許多機場在無障礙設施的資訊公開和管理上存在顯著不足，尤其是在線 

上平台。對於需要無障礙設施的旅客而言，提前查詢相關設施的位置與使用規 

定是出行計劃的關鍵步驟。然而，台灣的多個國際機場，包括桃園、松山和高 

雄機場，常常面臨無障礙資訊難以查詢的問題。 

 
首先，許多機場的官網缺乏全面且詳細的無障礙設施資訊。無論是無障礙 

通道、專用廁所的具體位置，還是無障礙交通工具的相關說明，這些資訊往往 

不夠明確，甚至難以找到。即使網站上列出了相關設施，信息也可能未能及時 

更新，導致旅客面臨設備無法使用或位置變動等實際問題。這樣的情況給行動 

不便者帶來了極大的不便，增加了他們在機場中的移動困難和壓力。 

 
根據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2024）報導：「無障礙服務不齊全、資訊不 

清、電池規範不一、拒絕機邊托運、移位輔具與機場設施設備不足讓地勤人員 

難以協助…等，都是我們常遇到的問題。我們認為不論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障法、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的基礎上，台灣的民航局應擬定明確有 力

的規範，以確保所有人都可安心無礙地空中旅行。」機場的無障礙政策和管 理

層面也面臨諸多挑戰。 

 
依前段的報導來看，無障礙服務的不完整、資訊的不清晰以及規範的缺 

失，顯示出台灣在無障礙設施的實施與管理上存在資源分配不均和監督管理不 

足的問題。儘管政府不斷提供新制完善相關法規，但許多設施的設計仍然只是 

形式上的應付法規要求，未能真正滿足身心障礙者的實際需求。這些問題不僅 

體現在設施的數量和質量上，也影響到服務人員的培訓、突發情況的應對以及 

跨部門協作的效率。因此，為了確保所有乘客都能享有安全、便利的空中旅 

行，台灣的民航局需要根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 

約》（CRPD）的精神，制定更加明確且有力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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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機場與大眾運輸工具之間的無障礙銜接問題也是一大挑戰。根據公 
 

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2024）的報導，儘管桃園機場等提供了捷運接駁服 務，

但輪椅空間的設計不足，以及無障礙通道的設置不夠便捷，都顯著增加了 行動

不便者的出行困難。這些問題不僅揭示了設施規劃與實際需求之間的落 差，也

反映出台灣在推動交通無障礙化進程中的政策執行力度仍有待加強。要 解決這

些挑戰，需要針對無障礙設施的規劃與實施進行全面檢討和改進，確保 所有交

通服務能夠真正滿足身心障礙者的需求。 

 
綜上所述，無論是在無障礙資訊查詢上還是在政策管理層面，機場的無障 

礙設施仍面臨諸多挑戰。根據前述資料，桃園機場的無障礙設施雖然數量可 觀，

但實際應用中仍存在資訊不全、設施設計不足和政策執行力度不夠等問 題。機

場提供的無障礙設施若未能與航空公司和大眾運輸系統有效銜接，將無 法真正

滿足身心障礙者的需求。此外，網站上無障礙資訊的缺乏及更新不及 時，進一

步加劇了出行者的困難。 

 
因此，完善的網站訊息、提供即時更新的無障礙設施資訊，並加強政策的 

執行與管理，是提升機場無障礙服務品質的關鍵。這些改進將有助於確保行動 

不便者能夠享有更為便利、尊嚴的出行體驗，並使機場更好地履行其作為國際 

交通樞紐的責任。只有在這些方面取得實質性改進，才能真正實現公平和包容 

的出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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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動不便者的實際出行體驗 
 
 

身為行動不便者之一，我在實際出行後體驗到許多不便與挑戰。無論是使 

用輪椅、拐杖或其他輔具，公共交通和人行道的無障礙設計經常不足。雖然許 

多公共場所設有無障礙設施，但在實際使用時，常常會遇到坡度過陡、空間狹 

小或設計不合理的問題。以搭乘公車或鐵路系統為例，雖然有專門的無障礙座 

位，但上下車時的高度差與狹窄的通道，讓行動不便者倍感困難。此外，許多 

城市的行人道缺少坡道或寬度不足，迫使我們不得不冒險走上馬路，與汽機車 

共用車道。 

 
以機場捷運的無障礙車廂為例，雖然名義上設有專為輪椅使用者預留的空 

間，但實際使用時卻發現這些空間過於狹窄，對於行動不便者來說並不方便。 

一些車廂的輪椅停放區域設置得非常靠近車門或其他座椅，使得輪椅進入和停 

放時需要特別小心，尤其是在列車啟動或停止時，行動不便者的安全感相對較 

低。 

 
此外，這樣的設計也限制了輪椅的靈活性，行動不便者不僅要擔心車廂內 

是否有足夠的空間，還要避免輪椅卡住或無法順利進出。對於使用電動輪椅或 

體型較大的輔助設備的乘客來說，這樣的空間設計更顯不便。有時，當車廂內 

有其他乘客站立或行李佔據空間時，輪椅幾乎無法順利停放，甚至可能導致乘 

坐過程中與其他乘客產生摩擦或不便。 

 
這樣的經驗讓人感受到，雖然機場捷運的無障礙設施已經邁出了一步，但 

實際上，設計的細節仍需更多考量。無障礙車廂不應只是象徵性的存在，而應 

真正考慮到輪椅使用者在不同情境下的實際需求，讓我們能夠安心、自如地出 

行。 

 
更理想的設計應該提供更寬敞的空間，並考慮到輪椅使用者上下車的動 線，

避免輪椅被侷限在狹窄的區域中。車廂內的扶手、支撐點以及輪椅鎖定裝 置，

也應更加人性化，確保輪椅在車輛行駛過程中不會滑動或傾倒，這樣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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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讓行動不便者在出行時感受到便利和尊重。除了物理設施上的挑戰，社會 
 

對行動不便者的理解和包容程度也會影響我們的出行體驗。一些行人可能會因 

為缺乏理解而無意識地佔用無障礙通道，或在公共交通上忽視我們的需求。出 

行時，我們往往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精力，甚至要依賴他人的幫助來完成本 

該輕鬆的活動。 

 
這樣的情況使得我們在出門之前都需要提前計劃，確保目的地的設施符合 

無障礙標準，甚至為了應對突發情況做好心理準備。整體而言，出行對我們來 

說不僅僅是到達目的地，更是一場需要勇氣與耐心的過程。 

 
每次出行，雖然挑戰如影隨形，但這也讓我深刻體會到，不論是對自身的 

認識，還是對社會的期許，這些經歷都塑造了我的堅韌。對行動不便者來說， 

出行不僅僅是到達目的地，更是持續尋求理解與支持的過程。未來，隨著社會 

逐步完善無障礙設施，我們的出行之路將不再是孤軍奮戰，而是與社會共同邁 

進、彼此扶持的旅程。 

 
最終，對於我們這些行動不便者而言，出行不僅是前往某個地方，更是一 

場充滿挑戰和克服困難的旅程。這場旅程需要勇氣、耐心，以及不斷調整的策 

略。但我也相信，隨著社會不斷進步，我們的出行體驗將變得更加順暢、更加 

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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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國際對比與成功案例分析 
 
 

在全球推動無障礙交通設施的浪潮中，許多國際機場已經走在前列，為行 

動不便者提供了更為完善的服務體系。為了探索台灣桃園國際機場在無障礙設 

施上的進步空間，本章將通過與日本羽田機場的對比，來分析兩者在無障礙設 

施的規劃、管理、服務質量等方面的差異。羽田機場長期以來被視為亞洲無障 

礙設施的典範，尤其在無障礙資訊公開透明、設施便捷性、多語言服務以及跨 

部門的協同合作上，都有著十分成熟的體系。相比之下，桃園機場雖然在硬體 

設施上逐漸有所完善，但在資訊公開、服務的便利性和可操作性等方面，仍存 

在諸多不足。透過這樣的國際對比分析，本章希望能從設施布局、服務流程及 

管理層面，為桃園機場提供具體的改善建議，進一步提升其無障礙設施的友善 

度與實用性，最終打造一個更包容的交通環境，讓行動不便者能夠享有更加平 

等、安全和尊嚴的出行體驗。 

 
根據每日頭條（2018）調查顯示，日本作為台灣的鄰近國家，一直在無障 

礙設施領域扮演著先驅角色。無論是在政策制定、設施規劃還是服務落實方 

面，日本都將無障礙環境的建設視為重要的社會責任。尤其在機場、車站等公 

共交通樞紐，日本不僅注重無障礙設施的全面覆蓋，還強調服務的細緻化與人 

性化。他們不僅將無障礙作為設施標準的一部分，更將其視為一種全方位的服 

務理念，旨在確保行動不便者、老人和其他有特殊需求的旅客能夠在出行過程 

中感受到平等、尊重與便利。 

 
在每日頭條（2018）中提到「日本公共空間的無障礙設計並非一蹴而就。 

20 世紀 60 年代末，日本殘障人士發起了無障礙運動，希望能向歐美的殘障人 

士一樣自由上街出行。他們在不同城市檢查無障礙情況，繪製無障礙地圖，從 

仙台市開始『輪椅市民全國集會』，通過交通工具逐漸擴大到京都、名古屋、東 

京等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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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到 1992 年是聯合國「殘障者十年計劃」，日本政府將無障礙運動從 
 

地方提升至國家層面，但考慮到成本，並不是整個社會都願意為達到聯合國的 

目標立刻推動無障礙，相應的環境建設非常粗略，只停留在硬體方面。 

 
直到進入 1990 年，日本社會結構發生改變，進入老齡社會。此後，無障礙 

不再只屬於少數殘障群體，其對象擴展到老齡者、孕婦、幼兒等，形成社會問 

題，才被日本大眾廣泛接受和支持。」 

 
每日頭條（2018）看到日本這種無障礙設施的重視，不僅僅體現在硬體設 

備的完善上，還包括了服務人員的專業培訓、資訊的透明公開，以及多語言的 

即時支援，這些措施都為身障者提供了更加全面和無憂的出行保障。這種以人 

為本的無障礙理念，使得日本成為全球無障礙環境建設的標竿之一，也為周邊 

國家提供了重要的借鑒經驗。 

 
根據遠見雜誌（2012）的報導「日本是目前世界人口老化最嚴重的國家之 

一，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 22.7％，達 3000 萬人。早在十幾年前、當老年人 

口 10％時，日本就啟動各項措施迎接老化。其中重要的一環，就是將適合各年 

齡層與各種身體狀況人使用的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理念，融合到住宅、 

居家裝潢、公共設施和各項日常生活用品中。」 

 
依據行政院（2024）的最新調查「我國老人人口於 82 年 9 月達 149 萬人， 

 

占總人口比率超過 7%，成為高齡化社會；於 107 年 3 月有 331 萬 2,024 人，超 
 

過 14%，成為高齡社會；迄 112 年成長為 429 萬 6,985 人。另依據國家發展委 

員會推估，至 115 年老人人口將達總人口 20.8%，成為超高齡社會。」 

 

日本早已將社會即將面臨的老齡化挑戰與無障礙需求視為社會基本需求的 

一部分。他們不僅在政策上積極推動無障礙設施的普及，還將其融入城市規 劃、

公共建設以及交通運輸系統中，以確保所有人，包括老年人和行動不便 者，都

能夠享有便捷、安全的出行環境。這種前瞻性的規劃反映出日本社會對 於老齡

化與無障礙議題的重視，並逐步成為國際上無障礙設施發展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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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們已經探討了桃園機場和航空公司在無障礙服務上的一些優點與不 
 

足之處。現在，我們將進一步分析日本羽田機場，了解其在無障礙設施方面的 

運作方式。羽田機場作為日本主要的國際樞紐之一，不僅在硬體設施上投入大 

量資源，還在服務細節上特別關注行動不便者的需求。從無障礙通道的設置到 

專業的地勤人員培訓，羽田機場在保障無障礙出行體驗方面有許多值得借鑒的 

成功做法。這些措施不僅提升了行動不便者的便利性，也體現了該機場對無障 

礙服務的高度重視。 

 
在羽田機場的官網詳盡列出了多項針對行動不便者或其他障別旅客的服 務。

舉例來說：「電動車、交通行動服務、筆談板・溝通支援板、助聽器、電話 中繼

服務專用亭、觸覺導引圖・點字小冊子、廁所、多功能廁所、協助犬廁 所、電

梯、引導磚、航班資訊看板、甚至設有情緒安撫室。」這些細節都清楚 標示在

網站上，方便旅客查詢並預先安排。 

 
相比之下，台灣的機場也有不少無障礙設施和服務，但關鍵問題在於，這 

些服務是否同樣透明且易於在機場網站上查詢。目前，許多無障礙設施的資訊 

仍未在台灣機場的官網上完整呈現，導致行動不便者在出行前無法獲取準確與 

即時的相關信息，增加了他們的出行難度。這顯示出台灣在無障礙資訊透明化 

和公開化方面仍有改善空間，若能效仿羽田機場的做法，無疑將大幅提升旅客 

的便利性與體驗。 

 
綜合以上比較，雖然台灣的機場在無障礙設施方面已經有一定的基礎，但 

與日本羽田機場相比，仍存在資訊公開不足和服務透明度欠缺的問題。若能在 

官網上完整標示相關設施與服務，並確保信息的即時更新，將能更好地滿足行 

動不便者的需求，減少他們出行的不便。同時，也有助於台灣無障礙交通服務 

的進一步提升，讓更多旅客能夠享受更加便利與尊重的出行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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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針對台灣國際機場和港口的無障礙設施進行了深入檢討，發現雖然 

在設施規劃與基本配備上已逐漸提升，但在實際使用與服務層面仍存在諸多問 

題。桃園機場作為台灣的國際門戶，在無障礙設施的便利性、可用性以及資訊 

透明度等方面，與國際先進機場如日本的羽田機場相比，仍有明顯差距。這些 

不足使得行動不便者在出行過程中面臨多重障礙，不僅影響他們的便利性、安 

全性，還損害了他們在旅行中的尊嚴和權益。 

 
具體問題包括無障礙設施數量不足、標示不明、資訊不透明等，而這些問 

題不僅限於機場內部，還涉及航空公司與機場間協作不力，導致行動不便者在 

無法提前獲知或申請所需服務時，增加了出行的困難。此外，無障礙設施雖在 

法規要求下有所配備，但實際運作中，缺乏專業人員的輔助，常讓這些設施無 

法發揮應有的作用。反觀日本機場，不僅在硬體設施上做得完善，還注重無障 

礙服務的細節，如貼心的導引系統、充足的無障礙設施資訊、以及服務人員專 

業化培訓，這些都為行動不便者提供了極大便利。 

 
為了改善這些現狀，並為行動不便者提供更具包容性和尊嚴的出行體驗， 

本研究提出以下具體建議： 

 

1. 增強無障礙設施設計與維護：台灣機場應大幅增加無障礙設施的數量與配 

置，確保每個重要位置都能方便行動不便者到達和使用，包括無障礙通 

道、多功能廁所、電梯等。同時，需確保這些設施的定期維護，避免因設 

備故障而給身心障礙者帶來不便，影響他們的出行。 

 
2. 提升資訊透明度與易得性：加強無障礙設施與服務的資訊透明化，並將相 

關訊息清楚地呈現在機場官網及其他數位平台上。所有設施的位置、服務 

申請程序及即時狀況都應清晰易懂，便於行動不便者提前查詢、計劃並申 

請所需服務。同時，應提供多語言支持，確保來自不同國家的旅客也能方 

便獲取這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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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強航空公司與機場協作：航空公司與機場的合作至關重要，兩者需建立 
 

無縫對接的服務機制。例如，機場提供的無障礙設施應與航空公司提供的 

登機輔助和機上無障礙設施緊密銜接，確保行動不便者在整個出行過程中 

都能順暢無阻，減少因協作不力造成的出行障礙。 

 
4. 強化服務人員的專業培訓：針對機場及航空公司的服務人員，應加強無障 

礙服務的專業培訓，讓他們能夠正確理解行動不便者的需求，並提供及時 

有效的幫助。這包括如何使用無障礙設施、如何協助乘客處理突發狀況， 

以及如何與行動不便者進行有效的溝通。 

 
5. 借鑒國際成功案例，提升整體無障礙水平：借鑒如日本羽田機場等國際領 

先的無障礙服務標準，並結合台灣的實際需求，制定更加完善的無障礙服 

務標準。這包括硬體設施的設計與升級、服務質量的保障、資訊公開的優 

化，以及跨部門協作的強化，讓台灣的機場和港口達到國際一流水準。 

 
6. 強化政策與法規的執行力：無障礙服務的提升離不開政府的推動與監督。 

台灣民航局應加強對無障礙設施的監管力度，並在政策上予以更多支持和 

推動，制定具體的法規要求，強制機場及航空公司提供符合標準的無障礙 

服務，確保身心障礙者的權益能夠獲得充分保障。 

 
綜合以上建議，若這些具體改進措施能夠有效推行，台灣的機場與港口將 

大大提升對行動不便者的友善度，為他們提供更加便利和尊嚴的出行體驗。這 

不僅有助於改善國內外身心障礙者的旅行條件，也將提升台灣在國際無障礙交 

通領域的競爭力，推動台灣朝向更加包容、公平的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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