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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於 2006 年通過，本公約闡明並描述了各種

權利應如何適用於障礙者，為了能促使障礙者有效行使其權利，點明哪些領域

應要調整，若障礙者權利受到侵犯，也增加改善並強化對障礙者權利的保障。

貳、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發展歷程

一、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發展歷程

包括《世界人權宣言》在內的各項聯合國核心人權公約都適用於障礙者社

群。理論上障礙者得以一般人之身分適用這些人權條約，事實上聯合國也不斷

提倡各種人權條約適用於障礙者之必要，然而，在障礙者的處境與人權實踐

* 全文請見簡慧娟、宋冀寧、李婉萍，2017，〈從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發展脈絡看臺灣身心障

礙者權利的演變――兼論臺灣推動「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歷程〉，《社區發展季刊》157：
15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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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仍需要有特別的考量。因此，聯合國另有與身心障礙權利相關的宣言與法

案持續發展，最後於 2006 年通過了身權公約。

身權公約以障礙的社會模式為基礎，因此強調國家與政府應消除有礙障礙

者社會融合的阻礙，無論是物理環境或是態度上的限制，身權公約致力於消除

造成障礙者社會排除與邊緣化障礙者的機制。

二、從社會福利觀點到人權取向

聯合國有關障礙者服務與權利的工作，大致可分成兩個階段。

（一）障礙復健與社會福利觀點階段

在 1955 年以前，聯合國的工作主要為醫療復健取向；1955 到 1970 年代

則屬於社會福利推展的年代，採取復健與預防的立場。

（二）人權觀點階段：身權公約

1.  身權公約的特色與人權觀點

在人權觀點上，身權公約意味著聯合國接受與主張身心障礙者作為一個世

界公民的一份子，其人權保障的特殊屬性，與兒童、女性、少數民族一

樣，都需要聯合國會員國家採取必要的措施給予協助，此公約也顯示人權

領域的多樣與異質發展。

2.  身權公約的內容與重點

(1) 強調國家的責任

就權利模式而言，身權公約除了第 17 條採絕對保障模式，第 15 條同時

強調權利保障及國家義務模式外，餘皆採取國家義務模式。國家既然有

義務要保障障礙者權利，就必須在合理的時間內採取措施，除了立法

外，亦應包括司法救濟途徑，即便國家資源有限，國家亦有義務確保在

資源限制下，障礙者仍儘可能擁有最高的權利。

(2) 整合權利保障

身權公約最重要貢獻，並非賦予身心障礙者新權利，而是將既有權利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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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加上特別需要關注的權利，總合形成以身心障礙者為主體之完整條

約。

(3) 建構監督機制

身權公約所建構的實踐機制包括兩個層面，一個是各國在國內建立主管

機關及監督機關，同時確保民間團體充分參與監督過程。另一個則是身

權公約的任擇議定書中所設計的個人申訴制度，以及聯合國身心障礙者

權利委員會的主動調查機制。

參、我國身心障礙者相關立法歷程與人權的結合

一、醫療與慈善觀點階段

我國於 1980 年頒布《殘障福利法》，並於 1980–1997 年間進行兩次修

訂。無論是最初的法案與後來的修訂，均以福利與慈善觀點為主要立法精神。

另外，1992 年修憲時的增修條文第 18 條第 4 項以維護障礙者在醫療、教育、

就業，以及生活救濟為主，仍是以個人能力觀點為主。

二、人權觀點

（一）人權觀點入法

1997 年，《殘障福利法》更名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開始提到維護障

礙者權益，並保障其公平參與社會生活的權利；同時強調政府責任的多元性，

理念上強調保障身心障礙者基本權利，內容也呼應聯合國身心障礙者人權宣言

的主張。

（二）權益與權利階段

此階段可以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 2007 年《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更

名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在身心障礙者的醫療保健、教育、就業、支

持服務、經濟安全、人身安全等權益上均有保障。第二部分是《身權公約施行

法》的頒布。2013 年，內政部（現衛福部）召開公聽會，討論是否應簽署聯

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同年 11 月，民間團體召開記者會，主張國內雖然

有身權法，但未全面涵蓋障礙者人權，且我國雖已通過數個國際公約施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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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無法涵蓋身權公約之主張。最後，民間團體透過多位立法委員聯署提案，於

2014 年 8 月通過《身權公約施行法》。

肆、執行現況與挑戰

一、《身權公約》執行現況與發展

（一）教育訓練

自施行法通過至今，已初步完成相關教材編撰，並以三階段方式進行教育

訓練。另外也舉辦國際研討會，邀請國際學者來臺分享推動身權公約的經驗，

藉由分享交流與各界對話，提升國內各界對身權公約及國內身心障礙政策發展

之認識。

（二）初次國家報告

我國初次的身權公約國家報告係依據聯合國身權公約國家報告準則撰寫。

2015 年開始，政府即針對相關部會人員進行撰寫報告的教育訓練；2016 年 5
月完成報告並於網路公布徵詢各界意見。行政院另籌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國家報告審查諮詢小組」進行審查，並於全國各地舉辦 10 場公聽會聽取各界

意見。

初次國家報告的內容依據身權公約的四個核心價值��平等、自主、參與及凝

聚��逐一檢視國內身心障礙者各個生活面向，統整生活、就醫、就業、教育與無

障礙空間等實施情形。

（三）法規檢視與建置填報系統

依據《身權公約施行法》第 10 條，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內容，就其主管之

法規及行政措施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提出優先檢視清單。經清查，初步確立列

入優先檢視法規及行政措施清單計有 372 部（90 部法規、282 部行政措施），

共 674 條條文須優先研議修正，而下列三者列為本次優先推動修改之目標：1.  
影響身心障礙者權益；2. 涉及不當與歧視性文字；3. 符合公約，使保障更臻完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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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後續行動

除上述任務外，後續行動包含：1. 持續發展身心障礙人權指標與檢視機

制，以及法案影響評估機制；2.  強化人員教育訓練；3. 積極宣導提升意識。

二、後續挑戰

（一）主管身心障礙者權利與服務的業務單位眾多

在身權法中，涉及的相關權責機關多達 17 個，代表有更多行政單位需要

協調。為統合並督導各部會及地方政府落實各項政策及措施，各界多期待提升

層級，建立專責單位與機制。

（二）與其他國內公約施行法及相關身障法規的整合

雖然身權公約係保障障礙者基本人權，但內容多與其他公約有所關聯。由

於公約無法直接從公約條文中導出具體措施，人民也無法依照公約直接向行政

機關或法院具體主張權益，因此在實踐上仍舊要回到國內現行法規是否具備公

約的精神與內涵。

（三）監督機制與權利救濟管道的建立

現行身權法規定各級政府成立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推動小組，受理身心障礙

者權益受損協調事宜，但性質上與行政救濟尚有差異，而身權公約則強調主管

機關及獨立監督機關之區別。

伍、未來發展

我國身心障礙從福利推展到權利建置發展歷程，與聯合國身心障礙權利主

張脈絡類似。未來中央與地方政府將共同推動，讓身權公約的精神及內涵在我

國廣為落實，為我國身心障礙者建立一個友善無障礙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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