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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手冊有邀請智能障礙、
自閉症的青年一起討論。

青年在討論時，
會說出自己對 CRPD 的想法，
我們把這些話也放在手冊裡，
看看和你想的一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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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和 結論性意見 ?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就是 CRPD
是聯合國用來保障 *
全世界障礙者的權利。

* 保障就是保護和支持的意思。

2022 年台灣邀請 5 位
國外專家，
來看看台灣政府有沒有 
保障障礙者的權利。

國外專家給台灣政府的意見， 
就是 CRPD 結論性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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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有誰參加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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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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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代表

政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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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專家覺得台灣做得好的地方

政府有一個計畫，
來保障台灣的人權。

台灣有國家人權委員會
負責檢查和幫助政府
讓每個人有一樣的權利。

例如：委員會會提醒政府
無障礙設施要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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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有詳細回答
上一次國外專家的意見。

如果家人不能好好照顧兒童，
讓兒童安全的住在家裡，
政府有幫忙照顧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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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專家建議台灣一定要做的事

政府要修改法律，
讓法律都尊重障礙者。
也要定期檢查，
看各單位有沒有做到。

政府要和障礙者、團體合作，
問障礙者的意見。例如：

．新冠肺炎時需要什麼幫忙。

．買輔具時政府要幫忙付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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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工作的人，
要知道歧視的意思，
還要收集資料，
了解障礙者被歧視的狀況，
不要再發生同樣的事情。

要讓障礙者和團體當老師，
教大家認識障礙者，例如：

讓銀行工作的人可以幫障礙者開戶。

警察要了解障礙者被虐待時，
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還有社工、學校老師、法官，
都要認識障礙者的不同需求。

．

．

．

政府要有專門的電話，
讓障礙者遇到困難時，
例如：工作、家庭、學校、
生活、法律，
可以找到人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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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所有障礙女性不被歧視，
讓大家要尊重女性，
表現自己的能力，
例如：工作、運動。

障礙女性要得到更多支持，
例如：
給障礙女性照顧小孩的輔具。

受到暴力的障礙女性，
可以去安全的地方。

第 6 條  身心障礙女性

不同身分的身心障礙者

小芳說：
一樣的工作，
男生的薪水比女生高，
我覺得這樣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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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支持障礙兒童
可以學習、交朋友、
說出自己的想法。

大人在做決定時，
要先問障礙兒童的需要和感覺。

政府要支持
各種身分的障礙兒童，
例如：原住民障礙兒童、
LGBTIQ 障礙兒童。

學校和社福機構要有電話專線，
讓受到暴力的障礙兒童，
可以打電話求救。

第 7 條  身心障礙兒童

認識 LGBTIQ，
請看第 35、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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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常常討論和開會，
聽不同障礙者的想法，
讓大家可以更尊重障礙者。

政府要答應會想辦法，
做到尊重障礙者。

第 1 ～ 4 條  一般原則和義務 

身心障礙者的各種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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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有平等的法律，
讓所有障礙者在所有地方
都不被歧視，
例如：工作、學校、醫院。

包含 LGBTIQ 的障礙者
也要有法律的保障。

障礙者被歧視時，
可以找法院幫忙，
例如：工作上被歧視的障礙者
可以到法院。

第 5 條  平等和不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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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發現電視或網路內容
歧視障礙者，
要有方法可以告訴政府，
政府要處理。
例如：

政府要和障礙者合作，
討論上課內容，
讓大家認識不同的障礙者。
例如：請視障者分享
           生活中遇到的困難。

有沒有在電視、
網路上看過歧視障礙者的話？

有候選人用「智障」
來罵另一位候選人。 

第 8 條  讓大家認識身心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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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無障礙的交通環境，
包括：公車、人行道、停車位。

要讓視障者可以上網，
也可以用手機。

要讓更多電視節目和
新聞報導，
都有手語、字幕。

要有無障礙的
健康資訊給障礙者知道。

政府要有檢查的方法，
如果有單位沒有做無障礙，
要被處罰。

第 9 條  無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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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對精神障礙者
和心智障礙者
執行死刑。

要有法律
保護大家生重病時
可以自己決定怎麼治療，
不會被家人或其他人影響。

如果我生重病了，
我可以為自己的醫療做決定！
可以看病人自主權利法 易讀版  

第 10 條  生命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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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傳染病時，
要做無障礙資訊，
讓障礙者更快、更方便
知道保護自己的方法。
例如：要戴口罩預防肺炎。

傳染病發生時，
不可以隨便隔離
在機構裡的所有障礙者。

阿宏說：
在疫情的時候，政府要保護大家。

第 11 條  危險和緊急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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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法律問題該怎麼辦？
我可以去找法律扶助基金會

不能把犯法的精神障礙者
一直關起來，
政府要想辦法，
幫障礙者回到社區。

讓精神醫院的障礙者
可以自己決定離開醫院，
不需要有家人簽名同意。

政府要想辦法
支持障礙者自己做決定，
不能幫障礙者做決定。

第 12 條  法律保障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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昱誠說：
法律人員應該要上課，
要認識、知道怎麼幫助障礙者，
讓障礙者知道犯了什麼罪？
會接受什麼樣的處罰？

政府要教在法院工作的人
知道如何幫忙障礙者。

要讓障礙者在進出法院時
都有無障礙交通服務。

在傳染病發生時，
要讓住在機構中的障礙者
可以和律師通話、視訊。

第 13 條  法律和司法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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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住在精神醫院的障礙者，
都可以有自己想要的出院計畫，
讓障礙者得到幫忙，
回到自己想住的地方。

政府要幫忙
少年矯正學校* 裡的
障礙青少年。

例如：提供學習的機會、
生活訓練。

*少年矯正學校是讓 18 歲以下
  犯罪的少年上課的地方。

第 14 條  自由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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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一直把障礙者關起來，
要去問住過精神醫院的障礙者，
討論怎麼做比較好。

政府要檢查所有單位
有沒有隨便處罰障礙者、
隨便把障礙者關起來，
或是給障礙者吃不適合的藥。

政府要檢查障礙者
在學校、機構、工作時
有沒有被欺負、被虐待。

政府要有法律保護障礙者
不被虐待。
發現有人虐待障礙者時，
大家都可以和政府說。

第 15 條  不能做殘忍的處罰

第 16 條  不被利用或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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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者要同意
才可以做流產和絕育手術*，
別人不可以幫障礙者決定。

醫生不可以建議障礙者
做流產和絕育手術*，

*絕育手術是
  讓人不能生小孩的手術。

第 17 條  維持完整身心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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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修改法律
讓有精神疾病的外國人
可以來台灣。

外國人如果想要成為台灣人， 
不會因為家裡有障礙者， 
例如：障礙兒童， 
政府就認為這個家庭沒錢生活， 
所以不能成為台灣人。

第 18 條  進出台灣的自由和拿到身分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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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幫助障礙者，
例如：提供個人助理*，
讓障礙者可以自己決定
要住在那裡、和誰住。

*個人助理 是協助障礙者生活的人。 

政府要確定不同單位
會一起幫助障礙者，
例如：畢業後找工作、
從家裡出來自己住。

阿坤說：
希望可以自己搬到外面住，
因為沒有限制。

第 19 條  自立生活和社區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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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了解障礙者
花很多錢買輔具影響生活的情形。

政府要出錢提供
更多輔具服務，
包括修理、保養輔具。

發明輔具的時候，
要讓更多障礙者參加。

第 20 條  保障個人的行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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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種和政府聯絡的方式
都要有無障礙的服務，
例如：視訊通話、手語翻譯。

政府要給聽覺障礙兒童的家庭，
相關的支持和資源，
例如：教家長用手語
和聽覺障礙兒童溝通。

政府要檢查所有網站，
有沒有做好無障礙。

阿雅說：
想出去玩，查旅遊景點，
但看不懂內容。

第 21 條  保障言論自由和容易取得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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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廣說：
我不想給別人看我的信。

小玲說：
不喜歡別人看到我在用愛心卡，
被知道我是障礙者。

小理說：
不喜歡陌生人問我
幾歲、身高、體重。

精神醫院的醫生和護士
只有確定精神障礙者
會嚴重傷害自己或別人的時候，
才可以不讓他打電話給其他人。 

如果醫生和護士
不讓精神障礙者打電話，
政府要支持精神障礙者
找律師幫忙。

第 22 條  尊重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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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LGBTIQ 障礙者
有談戀愛、結婚、
生小孩的問題，
要有人可以問，
也要有人幫忙。

政府要聽障礙兒童的想法，
要幫忙父母，
讓兒童可以在原本的家裡長大，
減少被國外家庭收養。

如果障礙兒童
剛好是雙胞胎，
也要在同一個家裡長大。

小玉說：
如果有男朋友的話，
也想生小孩。

阿仁說：
想知道怎麼找對象。

第 23 條  尊重家庭和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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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沛說：
受教權應該是平等的，
即使是障礙者，
也應該要有同樣的教育品質。

政府要讓普通班老師
和學校的人知道，
每個學生都有不一樣的需要 ，
要讓大家一起上課，
不要分是不是障礙的學生。

政府要讓障礙學生和父母
能得到足夠的支持，
例如：安排助理、輔具、補助，
讓障礙者有更好的校園生活。

政府要讓做錯事被處罰的
障礙少年和兒童可以學習，
不能只有被處罰。

第 24 條  教育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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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和診所要有
無障礙的設施和服務。
例如：用圖片告訴障礙者
檢查怎麼做。

有無障礙服務的醫院和診所，
可以得到政府的補助。

阿坤說：
醫生以為我聽不懂，
所以很多我想知道的事情都沒和我說。

第 25 條  健康的權利

獄監獄   和矯正機構裡的障礙者
也可以看醫生。
有傳染病發生，
障礙者也可以得到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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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讓需要的人都可以做
生活訓練和復健，
也讓障礙者可以在社區生活。

政府要讓
住在鄉下、城市的障礙者
都可以去復健。

政府要讓精神障礙者
可以參加社區活動，
也可以互相幫忙。

第 26 條  提供生活訓練和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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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必須協助障礙者
有機會從庇護工場*
回到一般的工作場所。

*

政府要讓障礙者
更容易找到工作，
也要確定有幫忙
到精神障礙者。

家家說：
能自己賺錢、存錢很重要。

阿貴說：
工作很難，但很開心，因為有錢。

庇護工場 是依照障礙者的工作速度
和能完成的工作，
來決定可以領多少薪水的地方，
而且會有就服老師幫忙。

第 27 條  工作和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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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了解有多少
生活困難的障礙者，
讓障礙者有足夠的錢生活。

政府給障礙者錢，
要看障礙者自己的收入，
不可以因為障礙者的家人有錢，
就不給障礙者錢。

小芳說：
政府應該要補助，
因為找房子、吃飯都很貴，
我的薪水又不高。

第 28 條  保障適當的生活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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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有
無障礙的投票資料和環境， 
讓障礙者可以自己決定要投給誰。
要讓所有障礙者
也可以當候選人。

如果住在機構裡面不能出去，
政府要想方法
讓障礙者可以投票。

兒童遊戲場和運動中心
要有無障礙，
讓障礙者也可以玩和運動。

政府要教表演和比賽地方的人，
怎麼安排好輪椅座位，
讓障礙者可以順利、
安全的參加。

第 29 條  參加政治的權利

第 30 條  參與文化生活、娛樂、休閒和運動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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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有一個單位，
定期收集障礙者的資料，
例如：工作、社會、教育和健康，
再用簡單的方法
讓大家知道和障礙者有關的資料。

政府和其他國家合作時，
要注意有沒有符合 CRPD，
例如：開會要有手語翻譯
和易讀資料。

也要支持障礙者和團體
和國外的團體合作。

讓國家人權委員會
在檢查政府
有沒有做到 CRPD 時，
可以不受到其他單位的影響。

第 31 條  統計和收集資料

第 32 條  國際合作

第 33 條  國家執行和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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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性別
我的身體是男生還是女生，
例如：男生有陰莖、
女生沒有陰莖。

性別認同
我覺得我是男生，
或我覺得我是女生。

L 女同性戀
我是女生，我喜歡女生。

G 男同性戀
我是男生，我喜歡男生。

認識多元性別 LGBT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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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雙性戀
我是男生，
我喜歡女生也喜歡男生。
我是女生，
我喜歡男生也喜歡女生。

T 跨性別
我的身體是女生，
我不覺得自己是女生。
我的身體是男生，
我不覺得自己是男生。

I 雙性人
我的身體不是男生，
也不是女生。

Q 酷兒
我有可能不想被分在前面的
LGBTI 裡，
但我認同 LGBTI，
我就算是酷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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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說我身體不好，要住院。
醫生要和我說清楚病情。

想知道更多，可以看第 29 頁



我覺得心智障礙者、
精神障礙者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不要判死刑。

想想看

想知道更多，可以看第 15 頁



我的背不好，
想和家人討論該怎麼治療，
我再自己做決定。

想知道更多，可以看第 15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