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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隨著全球化的加速發展，航空和海運等跨國交通成為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

日常需求，而行動不便者（如身心障礙者、長者、或因病受限者）也有著與一

般人同等的旅行、工作及社交需求。無障礙交通設施不僅關乎他們的基本權

利，更是衡量一個國家社會進步與文明水準的重要指標。然而，儘管臺灣在無

障礙設施方面已經有一定進展，針對國際機場和港口的無障礙環境檢討仍顯不

足。 

	 	 近年來，許多行動不便者在搭乘飛機或船隻時，仍面臨如無障礙設施不

足、服務流程不完善、輔具運送過程中受損等困難。這些問題不僅限制了行動

不便者的旅遊自由，還對其安全性和尊嚴構成了威脅。因此，深入探討和分析

臺灣國際機場和港口的無障礙設施及服務現況，並提出改進建議，是促進交通

公平與社會包容的重要一步。 

	 	 此外，隨著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的推行，全球許多國
家已積極加強對無障礙交通設施的重視。臺灣也應與國際接軌，參照國際標

準，進一步強化國內交通設施的無障礙服務，提升其在國際間的競爭力與形

象。 

	 	 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對我國國際機場和港口的無障礙設施和服務現狀的

深入檢討，顯示目前存在的不足之處，並從政策、法規、設施建設和服務優化

等角度提出具體改進方案，以促進我國無障礙交通環境的全面提升，實現「無

障礙社會」的願景。 

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深入檢討臺灣國際機場及港口針對行動不便者（包括身心障礙

者、長者、及臨時行動受限者）所提供的無障礙交通設施與服務，系統性分析

其現況及潛在問題。透過此檢討，本研究期望達成以下目的： 

一、評估現有無障礙設施與服務現況	

	 	 詳細調查我國主要國際機場及港口的無障礙設施，涵蓋物理設施（如無障

礙通道、升降設備、無障礙廁所等）及相關服務（如輪椅協助、特殊旅客服務

等），以了解其是否符合國際標準及使用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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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識別設施與服務的不足與挑戰	

	 	 分析當前無障礙設施和服務中可能存在的問題，包括設施不夠完善、使用

不便、資訊公開不充分、工作人員專業訓練不足等，並探討行動不便者在實際

使用過程中面臨的挑戰。 

三、提出改進策略與政策建議	

	 	 基於研究結果，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和設施優化方案，以促進臺灣國際機

場及港口無障礙設施的改善。這些建議將涵蓋硬體設施升級、服務流程優化、

資訊透明化、以及專業人員培訓等方面，目標是提升行動不便者在交通方面的

旅遊體驗。 

四、推動社會對無障礙交通的重視	

	 	 藉由研究的結果與建議，促使社會大眾、政府機構及交通運輸業界更加關

注行動不便者的需求，推動政策執行與社會意識提升，最終實現「交通無障

礙」的目標。 

參、資料蒐集	

一、目前機場或港口有哪些無障礙設施或服務是你覺得不足的地方？要如何督

促政府改善？確保身心障礙旅客搭機搭船完整的無障礙服務程序應為何？	

	 	 以下將從實際不足之處、政府監督與改進的策略、以及完善無障礙服務程

序的具體建議分別敘述之： 

（一）機場或港口無障礙設施與服務的不足之處	

1. 無障礙設施數量不足與分布不均： 

	 	 許多國際機場和港口的無障礙設施數量不足，特別是在登機口、等候區和

行李提取區域。一些無障礙通道設計不夠寬敞或存在斜坡過陡等問題，對輪椅

使用者造成不便。此外，無障礙廁所和升降設備的分布也不均，有些設施位置

不明顯或距離過遠，增加了行動不便者的移動困難。 

2. 輔具運送保障不足： 

	 	 行動不便者隨行的輔具（如輪椅、助行器等）在運送過程中經常遇到損壞

或遺失的情況，且目前針對輔具運輸的保護措施不足。機場與港口對輔具的處

理缺乏明確的安全運送標準，無法保證行動輔具的完好無損。 

3. 無障礙服務資訊不透明、不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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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的機場和港口未能向行動不便者提供充足的服務資訊。許多旅客在旅

遊前無法提前查詢無障礙設施的位置或如何預訂相關服務。這導致行動不便者

在旅遊過程中遇到額外的困擾，缺乏預期準備和支持。 

4. 專業服務人員的訓練不足： 

	 	 雖然有些機場和港口提供輪椅服務，但服務人員的專業水平參差不齊。有

些工作人員缺乏足夠的訓練，無法及時、正確地協助行動不便者，導致服務品

質不穩定，並在某些情況下造成延誤或不便。 

（二）督促政府改善無障礙設施與服務的策略	

1. 法規完善與執法強化： 

	 	 政府應進一步完善現有的無障礙設施相關法規，並強化執法力度。具體而

言，應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交通無障礙規範》中明確規定機場和

港口必須配置的無障礙設施數量、標準和維護要求，並定期檢查各機場和港口

的無障礙設施是否符合要求。 

2. 設立專責機構進行監督： 

	 	 建議設立專責機構或指定政府部門負責監督無障礙設施和服務的執行情

況，並定期向社會公布檢查結果。此機構應負責處理行動不便者的投訴，並確

保問題得到及時解決。此外，該機構還應根據使用者的回饋，不斷修訂和更新

無障礙服務標準。 

3. 促進民間參與與透明度： 

	 	 鼓勵公民社會組織、行動不便者代表團體和專家參與無障礙設施的監督過

程，並提供意見。政府應在無障礙設施的設計與運營中積極聽取民間的聲音，

確保設施和服務能夠切實符合使用者需求。此外，應提高資訊透明度，定期發

布無障礙設施的改善情況及未來計劃，讓大眾更清楚進展。 

（三）確保身心障礙旅客搭機搭船的完整無障礙服務程序	

1. 事前準備與預約服務： 

	 	 行動不便者應在訂票或預訂旅程時能夠透過網站或應用程序輕鬆選擇無障

礙服務，如輪椅協助、特定座位、登機輔助等。該預約系統應簡單易用，且清

楚說明服務的範圍、流程與聯繫方式，確保旅客能夠提前準備並安排相應協

助。 

2. 無障礙接待與引導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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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行動不便者到達機場或港口後，應有專門的無障礙服務接待櫃臺，提供

輪椅、助行器等設備，並安排專業人員陪同旅客辦理登機或登船手續。接待櫃

臺應設置在醒目且方便的位置，並有明確的標識引導行動不便者到達。 

3. 登機或登船的輔助服務： 

	 	 機場或港口應為行動不便者提供專門的登機或登船通道，並配備升降平臺

或其他輔助設備，確保行動不便者能夠順利登機或登船。工作人員應接受專業

訓練，確保在輔助過程中能夠妥善照顧旅客的安全與舒適。 

4. 航行中的協助： 

	 	 在航行過程中，機組或船員應具備基本的無障礙服務技能，能夠及時回應

行動不便者的需求，如協助使用洗手間、提供餐飲服務等。座位應符合無障礙

標準，提供充足的腿部空間和便利的移動空間。 

5. 抵達後的輔助與輔具運送保障： 

	 	 在抵達目的地後，應有專業人員協助行動不便者下機或下船，並協助他們

快速、安全地領取行李和輔具。針對輔具運送，機場和港口應提供專門的運輸

設備，確保輔具在運送過程中不會損壞。若發生損壞，應有即時的賠償和替代

方案，避免旅客出現行動困難。 

	 	 以上這些改善措施和無障礙服務程序的優化，能確保行動不便者在旅遊時

得到全程無憂的支援，並促進我國國際機場和港口無障礙設施與服務的進一步

完善。 

二、政府及民間應提供哪些無障礙資訊給身心障礙乘客參考？	

	 	 依據資訊的透明度、可得性，以及便於身心障礙者使用的特點。以下主要

討論政府和民間應合作，確保無障礙資訊涵蓋全面、清晰易懂，並且能透過多

種管道傳達給需要的旅客。 

（一）無障礙設施的詳細指南與地圖	

	 1. 提供全方位設施介紹： 

	 	 政府和機場、港口管理方應提供詳細的無障礙設施指南，包括輪椅通道、

無障礙廁所、電梯、升降平臺等設施的具體位置和使用說明。這些資訊應有線

上和線下兩種版本，旅客可透過機場或港口官網等移動應用程式查閱，也可以

在現場服務櫃臺獲得印刷地圖和指南手冊。 

	 2. 提供即時的設施使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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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手機應用或網站，旅客應能即時查看無障礙設施的使用狀況，例如無

障礙廁所是否維護中、升降機是否運作正常等，幫助旅客及時規劃行程。 

（二）無障礙服務的預約與申請資訊	

	 1. 明確的預約流程說明： 

	 	 無障礙服務（如輪椅協助、專人陪同登機、登船、專用交通工具等）的預

約流程應當簡單明瞭，且須在網上清楚說明。政府應督促機場和港口提供線上

預約系統，並說明預約時間、服務範圍和如何聯繫專門的服務人員。 

	 2. 多語言支持與無障礙網站設計： 

	 	 所有的無障礙服務資訊應提供多語言版本，尤其應涵蓋國際旅客常用語

言，並確保網站或應用程序本身符合無障礙設計標準，方便視障者或其他障礙

者使用。 

（三）無障礙交通接駁資訊	

	 1. 提供交通接駁的詳細資訊： 

	 	 應確保為身心障礙者提供從市區到機場或港口的無障礙接駁資訊，包括無

障礙巴士、出租車或捷運的時間表、票價和預約方式，並在官網和交通服務中

心設立專區，方便查詢。 

	 2. 整合城市交通網路： 

	 	 無障礙交通資訊應涵蓋多種交通工具，並能夠一站式查詢，方便身心障礙

者快速了解各種旅遊選項，並做出最適合的選擇。 

（四）緊急聯絡方式與協助資訊	

	 1. 緊急服務聯絡資訊： 

	 	 應在顯眼位置提供機場和港口的緊急聯絡電話或在線客服，並配備專門人

員，隨時協助處理身心障礙旅客在旅遊過程中的突發情況。這些聯絡方式應包

括電話、簡訊服務、電子郵件、以及即時在線聊天工具。 

	 2. 協助流程與回饋機制： 

	 	 旅客如遇設施故障、服務問題或輔具損壞，應能夠迅速聯繫到專業人員，

並透過簡便的程序獲得解決。同時，政府和民間應設立回饋機制，讓旅客能夠

反映在無障礙旅遊中遇到的問題，並及時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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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輔具運輸與保障資訊	

	 1. 運送輔具的詳細程序說明： 

	 	 針對行動不便者隨行輔具的運送，政府與航空或航運公司應提供清晰的運

輸規定與操作流程，讓旅客能夠提前了解如何妥善安置和保護輔具，避免損

壞。此外，應提供有關運輸輔具的保險資訊，以便旅客能夠在運輸過程中獲得

更全面的保障。 

	 2. 損壞賠償與協助資訊： 

	 	 政府應要求航空公司、航運公司和機場、港口提供明確的輔具損壞賠償規

範，並有專門的聯絡窗口，協助旅客在輔具損壞後快速獲得補償或替代輔具，

確保旅遊不受影響。 

（六）無障礙旅遊資訊與推薦	

	 1. 無障礙旅遊資源： 

	 	 民間團體和政府應合作提供無障礙旅遊資訊，例如適合行動不便者的景

點、飯店和餐飲場所，並結合交通資訊提供完整的旅遊指南。這樣可以讓身心

障礙旅客在旅遊前有更多選擇，並能夠事先規劃好行程。 

	 2. 與民間組織合作： 

	 	 政府應積極與無障礙旅遊相關的非營利組織和協會合作，共同開發並更新

無障礙資源，確保這些資訊能夠覆蓋廣泛且具有實用性。 

	 	 這些無障礙資訊的提供將確保身心障礙旅客能夠充分了解並獲得所需的服

務，減少旅遊的壓力與困難，提升他們在機場和港口的整體旅遊體驗。 

三、如何確保障礙者隨行輔具在運送過程中的安全無礙？應有什麼樣的機制，

在輔具運送過程中發生損害時提供協助及賠償？	

	 	 以下針對如何加強輔具運送的安全、運輸標準的制定以及損害發生後的補

償與協助機制分別說明： 

（一）確保障礙者隨行輔具在運送過程中的安全措施	

1. 明確的輔具運送流程與標準： 

	 （1）制定專業的輔具運送流程：航空公司和航運公司應設立專門的運送流
程，以保證輔具在運輸過程中的安全。這包括在旅客登機或登船前，專人負責

收取和檢查輔具，並將其妥善保管、固定，防止在運送過程中受到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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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使用專用設備運輸輔具：機場和港口應配備專門設計的運輸設備，如輔
具專用的貨架、輪椅固定架和防護墊，確保輔具在托運過程中穩固不會移位或

受到撞擊損壞。此外，應確保在搬運和存放過程中，輔具始終保持在一個適當

的保護狀態。 

2. 訓練專業人員處理輔具： 

	 （1）工作人員專業訓練：機場、港口、航空以及航運公司的工作人員應接受
專門的培訓，了解如何安全搬運和存放行動輔具，特別是對於電動輪椅、助行

器等精密設備的特殊需求。這些訓練應包括正確操作步驟、搬運方式以及如何

處理不同類型的輔具，以避免不當操作導致的損壞。 

	 （2）設立輔具管理專員：建議設立專門的輔具管理專員，負責在旅客辦理時
進行專業評估，確認輔具的狀況，並在運送過程中密切監控輔具的安全狀態。 

3. 輔具運送保障的法律與規範： 

	 （1）建立輔具運送保險制度：政府應推動輔具托運保險制度，航空公司、航
運公司應為輔具提供基本的保險保障，並允許旅客根據輔具價值購買額外保

險。這能確保在輔具遭受損壞時，旅客能夠及時獲得賠償或替代輔具。 

	 （2）訂立具體損害賠償標準：機場、港口以及運輸公司應有明確的損害賠償
標準，並符合國際慣例。應該規定輔具在運送過程中損壞的賠償範圍與程序，

讓旅客在事前了解自身權益。 

（二）損壞輔具時的協助與賠償機制	

1. 即時的輔具損害報告與評估機制： 

	 （1）即時通報與評估：如輔具在運送過程中發生損壞，航空公司或航運公司
應設立快速反應機制。旅客可在到達後即時報告損害情況，並由專業技術人員

現場進行損害評估。評估應快速進行，以確保問題能夠及時解決，避免影響旅

客的後續行程。 

	 （2）現場輔具修理或替代方案：若損壞程度較輕，應提供現場輔具修理服
務，確保旅客能繼續使用輔具。如損壞嚴重，航空公司或港口應提供臨時替代

輔具，確保旅客在等待正式賠償或修復的期間不會因此行動受限。 

2. 賠償機制的運作程序： 

	 （1）快速賠償流程：政府應強制要求航空公司和航運公司提供明確的賠償流
程，讓行動不便者在輔具損壞後能迅速獲得賠償。賠償應包括輔具的修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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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替代輔具的費用以及因損壞造成的不便補償。公司應在一定時間內處理賠

償申請，避免長時間拖延。 

	 （2）確保透明與公平的賠償標準：賠償應根據輔具的價值和損壞程度制定透
明的標準，並向旅客提供詳細的賠償說明，確保他們充分了解自己應得的賠償

範圍和權益。此外，政府應制定一套標準賠償規範，要求所有運輸公司遵守，

確保一致性。 

3. 法律支援與申訴管道： 

	 （1）提供法律援助與申訴管道：如旅客在賠償過程中遇到問題，應提供便捷
的申訴管道，讓他們能夠透過政府或消費者保護機構提交申訴，並獲得法律支

持。此外，政府應為行動不便者提供免費的法律諮詢服務，協助他們在損害賠

償的爭議中維護自身權益。 

	 （2）國際合作與保護措施：在國際航班或航程中，政府應與其他國家合作，
確保在不同司法區內，行動不便者的輔具能夠得到同樣的保護和賠償機制，避

免因國際間法律差異而產生的權益受損問題。 

	 	 透過上述的安全保障措施與賠償機制，可以有效確保障礙者隨行輔具在運

送過程中安全無礙，並在發生損害時提供即時有效的協助與合理的賠償，進一

步提升身心障礙者的旅遊體驗。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透過對臺灣國際機場和港口的無障礙設施與服務現況的調查，顯示

出了行動不便者在旅遊過程中仍面臨多項挑戰。研究發現： 

（一）無障礙設施雖有改善，但分布不均、品質不穩定	

	 	 臺灣的國際機場和港口在無障礙設施建設上已有一定的進展，如無障礙通

道、輪椅服務等設施基本齊全，但設施的分布、品質和維護情況仍存在不一

致。例如，一些機場無障礙洗手間數量不足，或者部分升降設備不夠靈活，導

致行動不便者在使用時遇到不便。 

（二）服務流程不夠完善，資訊透明度不足	

	 	 針對行動不便者的無障礙服務流程仍有待改進。許多行動不便者反映，無

法事先取得充足的服務資訊，例如如何預約輪椅、特殊協助的流程等。此外，

服務人員的專業訓練不足，導致服務品質參差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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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輔具運送保障有待加強	

	 	 行動不便者隨行的輔具在運送過程中容易發生損壞，且現有的損害賠償機

制不夠完善，導致旅客在遇到問題時難以及時獲得補償和支援。 

（四）國際接軌不足	

	 	 雖然臺灣已制定了相關法規，但與國際間先進國家的無障礙標準相比，仍

有較大差距。國際機場和港口的無障礙設施與服務應進一步強化，以提升臺灣

在全球交通無障礙方面的競爭力與形象。 

二、建議	

	 	 基於以上研究結果，以下是針對我國國際機場和港口無障礙設施與服務提

出的具體改進建議： 

（一）提升無障礙設施的普及度與品質	

	 1. 全面檢查與改進設施： 

	 	 政府應推動對各國際機場和港口進行全面的無障礙設施檢查，確保設施數

量充足、維護良好，並符合國際標準。具體包括增設無障礙洗手間、升降平臺

等，並定期進行維護與檢修，確保設施的可靠性。 

	 2. 優化設施佈局： 

	 	 無障礙設施應合理分布，考慮到行動不便者的實際使用需求，確保在旅客

的主要活動區域（如登機口、等候區、海關區）都有足夠且方便使用的設施。 

（二）強化無障礙服務流程與資訊透明度	

	 1. 改善預約與協助系統： 

	 	 建立簡單易用的無障礙服務預約系統，允許行動不便者在訂票或登機前提

前預訂所需的服務，例如輪椅協助、登機口接送等，並確保服務準確無誤。 

	 2. 提高資訊透明度： 

	 	 加強無障礙服務的資訊公開，機場與港口應透過官網、手機應用程序和實

體標識等多種管道，清晰提供服務說明、預約流程和設施位置，並且多語言呈

現，方便不同需求的旅客查詢。 

（三）加強輔具運送保障與賠償機制	

	 1. 制定輔具運送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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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行動不便者隨行輔具的運送，制定專門的操作流程與標準，確保輔具

能在運輸過程中得到妥善的保護，避免損壞。 

	 2. 建立即時補償與支援機制： 

	 	 若輔具在運送過程中損壞，應有明確且快速的補償程序，同時設置緊急輔

具替代方案，保障旅客的旅遊不受影響。 

（四）加強服務人員的專業培訓	

	 1. 提高服務水準： 

	 	 機場和港口的工作人員應接受專業的無障礙服務訓練，包括如何協助行動

不便者、正確操作無障礙設施、以及應對突發情況的能力，確保服務品質一

致。 

	 2. 推廣無障礙服務意識： 

	 	 提升全體機場和港口人員對無障礙服務的認識，讓他們了解行動不便者的

特殊需求，並在日常服務中積極主動提供協助。 

（五）與國際接軌，參考最佳實踐	

	 1. 學習國際標準： 

	 	 參考國際間無障礙交通設施的先進標準與最佳實踐，如歐洲、美國、日本

等國家在無障礙交通方面的經驗，並將這些經驗應用於臺灣的機場與港口建設

中，縮小與國際標準的差距。 

	 2. 推動法規完善與落實： 

	 	 政府應進一步修訂並強化無障礙交通的相關法規，並加強執法力度，確保

無障礙設施和服務能夠全面落實到位。 

	 	 這些建議著眼於提升臺灣國際機場與港口的無障礙設施及服務品質，並著

重於國際化標準和國內法規的推動。最終目標是確保行動不便者能夠享有與一

般旅客同等的旅遊便利和安全，實現真正的交通無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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