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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鄭豐喜獎學金」社福論文 優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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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志漢 

大同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前言 

 

交通無障礙是一個國家衡量社會進步與包容的重要指標之一，尤其是對於

行動不便者來說，無障礙設施的完善與否，直接影響我們的出行體驗和生活質

量。我們不應該將行動不便者的需求視為少數群體的問題，因為無論是日常生

活、工作，還是探親訪友，行動不便者都同樣需要便捷、舒適且尊重人權的交

通服務。 

 

我自己也是一名多重障礙者，因為動靜脈畸形從小經歷了許多身體和生活

上的挑戰。從國三發病後，眼睛神經部分受損，使得我成為了一位多重障礙人

士。在我生病後，搭乘飛機成為了我常常面對的挑戰之一。我曾多次搭乘國內

外航班，深刻感受到不同航空公司在提供無障礙服務時的差異與不足之處。這

些經歷使我更加深刻地理解行動不便者在交通出行中所面臨的困難，也讓我對

改善現行的無障礙交通服務有更多的思考。 

 

本篇論文將以我的個人經歷為切入點，探討臺灣國際機場和港口在無障礙

設施方面的現況、存在的問題，並提出相關建議，以期能促進政府和民間力量

的合作，進一步完善身心障礙者的出行權利。 

 

 

一、目前機場及港口的無障礙設施與服務不足之處 

 

1. 輪椅使用者的乘機流程簡化不足 

 

根據我的親身經歷，每次搭乘飛機時，我都需要在抵達機場後，向航空公

司報到並申請輪椅服務。一般來說，地勤人員會迅速派出工作人員將輪椅推送

至我身邊，並將我送到登機艙口。我會成為第一位登機的乘客，並且在最後一

位下機。這樣的安排對我來說十分便利，也能避免與其他乘客擁擠時發生意



2 
 

外。然而，這種安排在不同航空公司之間存在很大差異。有些航空公司會更主

動和貼心，例如：提供進一步的協助，像是在廁所門口幫忙開門或問詢是否需

要鎖門，甚至在上機後先跟空服人員說明用餐不便，需提供刀切服務，而有些

航空公司的服務就相對簡單且缺乏靈活性。 

 

輪椅使用者在登機和下機時的過程看似相對簡單，但其中涉及到的無障礙

設施和服務環節，往往並不完善。舉例來說，有些機場的輪椅通道設計得過於

狹窄，如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的航廈的手扶梯輪椅難以通行；有些航空公司的登

機口並沒有專門為行動不便者設計的登機梯，這些不便對於行動不便者來說可

能是一個不小的挑戰。因此，我認為現行的輪椅使用者乘機流程需要進一步簡

化和標準化，以確保身心障礙者的出行更加順暢。 

 

2. 無障礙廁所設施與標準欠缺 

 

另一個常見的問題是無障礙廁所的設計與布局。雖然機場內的無障礙廁所

的數量有所增加，但很多廁所的設計仍不夠人性化。例如：無障礙廁所內的扶

手位置可能過高或過低以及單邊扶手，空間過於狹窄，如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的

第二航廈的電梯，無法讓輪椅使用者輕鬆轉身。部分廁所內甚至缺乏緊急呼叫

按鈕，這意味著如果行動不便者在廁所內發生意外或需要協助，無法及時求

救。 

 

此外，在飛行途中，航空公司提供的廁所服務也存在差異。有些空服人員

會主動協助我進入廁所，甚至在我進入後詢問是否需要將門鎖上，這樣的細節

體現出服務的貼心。然而，也有一些航空公司缺乏這種主動的服務意識，讓我

不得不自行處理，這在空間狹小的飛機廁所中，對於行動不便者來說是一大挑

戰。 

 

3. 無障礙交通設施的管理與維護不夠完善 

 

機場和港口的無障礙設施在設計時可能已經考慮了基本需求，但在實際運

行和管理過程中，這些設施常常因為缺乏維護或管理不善而無法發揮應有的作

用。例如：無障礙通道經常被其他物品或行李占用，無障礙停車位也常常被非

障礙人士的車輛占用，這些情況都會給行動不便者的出行帶來極大的困難。 

 

 

二、如何促使政府改善無障礙設施與服務 

 

1. 完善立法與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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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當強化相關立法，進一步規範和標準化機場和港口的無障礙設施。

例如：應對無障礙通道、廁所、電梯、登機設備等進行嚴格的設計規範，並定

期進行檢查和維護。此外，應當建立一個有效的監管機制，確保無障礙設施在

日常運作中不會被占用或損壞。 

 

2. 提高服務人員的無障礙服務意識 

 

政府應與航空公司、港口管理單位合作，提升相關服務人員的無障礙服務

意識。服務人員應接受專業的無障礙服務培訓，了解如何協助行動不便者，並

且能靈活應對他們的需求。這樣，無論是在機場、港口還是飛機上，行動不便

者都能得到及時且合適的幫助。 

 

3. 推動公共參與和意見反饋機制 

 

政府應建立一個更加透明且有效的公共參與機制，讓行動不便者和相關團

體能夠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通過定期舉辦公聽會、研討會等方式，政府

可以更深入了解身心障礙者在出行過程中面臨的具體問題，並根據這些意見進

行政策調整。 

 

 

三、無障礙資訊的提供與透明化 

 

1. 設立無障礙出行資訊平台 

 

政府和航空公司應合作建立一個專門的無障礙出行資訊平台，供行動不便

者查詢各種無障礙設施的狀況。例如：該平台可以包括機場內的無障礙通道、

無障礙廁所的位置，輪椅租借服務的申請流程，及其它相關的無障礙設施使用

指南。 

 

2. 提供即時無障礙資訊 

 

針對無障礙設施的運行情況，應提供即時的更新資訊。如果某些無障礙設

施因故障或維護暫時無法使用，行動不便者應能夠提前獲知這些信息，並根據

實際情況調整出行計劃。 

 

3. 提供多語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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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國際旅客的多樣性，無障礙資訊應該以多種語言提供，並配備清晰

的圖示說明。這樣無論是本地或外國旅客，都能輕鬆獲取無障礙設施的信息。 

 

 

四、如何保障輔具的運送安全與賠償機制 

 

1. 完善輔具運送流程 

 

對於依賴輔具的行動不便者來說，輔具的安全運送至關重要。航空公司和

港口應建立標準化的輔具運送流程，確保輔具在運輸過程中不會受到損壞。應

當有專人負責輔具的裝載與卸載，並確保輔具能夠完整交付給旅客。輔具在運

送過程中，不僅需要安全無損地到達目的地，還應當保障隨行輔具的使用便捷

性。例如：航空公司應設有專門的輔具存放區域，並在飛機抵達時優先處理行

動不便者的輔具，以避免等待時間過長或造成不便。 

 

2. 建立輔具損壞賠償機制 

 

目前，輔具在運送過程中損壞的案例屢見不鮮，但相關賠償機制往往不夠

完善。航空公司應當制定具體的輔具損壞賠償規則，並提供快速處理渠道，確

保行動不便者在遇到輔具損壞時能夠及時獲得賠償和替代設備。同時，政府也

應督促相關部門與企業確保輔具運送的賠償過程公開透明，以保障消費者權

益。 

 

結語 

 

無障礙交通設施的完善，不僅是為了讓行動不便者的出行更加便捷，更是

整體社會文明進步的一個象徵。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企業，都應意識到這個問

題的重要性，並在政策和服務中體現對行動不便者的尊重與關懷。 

 

透過我多次搭乘飛機的經歷，我深刻體會到無障礙交通服務的不足與潛在

改善空間。臺灣的機場和港口雖然在無障礙設施上已有一定的進展，但仍有許

多需要提升的部分。唯有透過政府、企業與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實

現對行動不便者的友善交通環境。 

 

隨著科技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我們相信未來的無障礙交通服務會越來越

完善，行動不便者將能夠享有與一般人無異的出行體驗。透過政策的推動、服

務的提升和設施的完善，我們可以為交通無障礙的未來邁出更堅實的一步，確

保每個人都能夠平等、安全地享受出行的自由與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