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 年「青年好政-Let’s Talk」計畫執行團隊提案簡章 

附件 1 

1 

 

 

備註： 

1. 討論過程中「現況問題」、「結論或建議」可能有不同部分意見，請視討論結果以適當方

式呈現。 

2. 如內文重點較多，建議可分點呈現。 

 

113 年「青年好政-Let’s  Talk」計畫議題結論報告 

團隊名稱：南青築夢家 

討論議題：行動不便者的友善居住環境關鍵要素 
 

辦理時間：113 年8月31日（星期六） 辦理地點：松柏育樂中心 

一、現況或問題 

(一) 租賃資訊不對稱 

1. 租屋資訊不足： 

行動不便者在租賃市場上面臨嚴重的資訊不對稱問題。租屋平台和房仲廣告通

常未能充分展示房屋的無障礙設施，導致行動不便者在尋找適合的房源時需要

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進行實地考察。此外，符合無障礙需求的房源稀缺且租金

較高，進一步加重了租房困難。 

2. 房源選擇有限： 

市面上符合無障礙需求的房源數量有限，無障礙房舍普遍稀缺且租金偏高，特

別是在租金可負擔範圍內的選擇更為稀缺，這使得行動不便者面臨嚴重的租房

困難。即使政府或 NGO 提供修繕補助，仍需獲得房東同意，而在退租後須恢復

原狀，這對房客來說是一個挑戰。 

 (二) 社會對障礙的誤解、偏見和結構性不平等 

一般民眾缺乏理解與教育，對於行動不便者的理解有限，可能誤解他們的能力、

需求或生活方式。例如，認為身心障礙者無法工作、自理或社交，這些誤解可

能導致歧視和排斥。這些刻板印象導致行動不便者在社會參與中遭遇不平等待

遇，可能導致社區中的排斥或社交隔離。 

(三)法律和政策缺乏支持 

1. 社宅無障礙施作比例未落實： 

社會住宅無障礙空間的設計比例與實際保留比例存在明顯差距。例如，《住宅

法》規定無障礙空間應占 40%，但實際落實中可能連 5%都達不到，顯示出法律

規定和政府政策未能有效保障行動不便者的權益和需求。 

2. 社會住宅未保障弱勢群體名額： 

一般民眾有時會入住無障礙房型，導致無障礙房型未能專供特殊需求群體使用，

這些房型即使在無申請人時也應保留給特殊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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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住宅法未對無障礙車位作出明確規定： 

許多新建的公寓大樓未提供無障礙停車格，導致身心障礙者、孕婦及階段性行

動不便者無法方便地臨時停車。所有公寓大樓在設計時，除了無障礙坡道，至

少應設置一個公共的無障礙停車位，而非僅限於私人使用。此外，社會局與都

發局在跟部會的橫向溝通亟需解決。 

(四) 缺乏無障礙通用設計設施 

1. 通用設計設施落實困難： 

一些新建項目已經引入通用設計元素，但在實際落實過程中仍面臨設計、施工

和資金上的挑戰，這使得部分設施未能達到預期效果。 

2.  新建住宅的無障礙設施普及度低： 

一些新建的住宅大樓和社會住宅開始採用通用設計原則，設置無障礙坡道、無

障礙車位、可調節高度的廚房和浴室設施。然而，這些設施的普及程度仍不高，

且多數集中在新建項目中。同時，仍存在無障礙通道、電梯或坡道不足的情況，

限制了有需求群體的建築物出入和公共空間的使用。 

 

二、結論或建議 

(一) 無障礙租賃資訊不足 

1.改善租屋資訊透明度： 

推動租屋平台與房仲業者合作，在廣告中強制標示房屋的無障礙設施狀況，如

是否設有坡道、電梯、寬門、扶手等。這可以通過建立無障礙設施標準化圖示

來簡化房屋資訊的展示。台灣中小企業處、教育部青年署等政府相關單位辦理

有關社會企業創新獎項納入評估指標進行獎勵表揚。 

2 增設無障礙空間標章至租屋平台： 

可以設立無障礙設施標籤，使房客在篩選房源時能更快速地了解房屋的無障礙

條件，更能讓行動不便者可以更方便地找到符合需求的房源。該平台應包括無

障礙房源的詳細描述(尺寸)、圖片、設施清單等，可以由現有教育部租屋平台，

納入無障礙設施標章，免費刊登至賃居雲端系械，供使用者查詢。 

 

(二) 社會對障礙的誤解、偏見和結構性不平等 

1. 提升房仲和房東的認知： 

  建議開展針對房仲和房東的教育計畫，進行培訓複訓，讓他們了解行動不便者的

實際需求及無障礙設施的重要性，並消除對於維護成本和責任問題的誤解。政府

可強制要求房仲參與此類培訓，並提供支持性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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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善社會認知： 

   推動公共教育，通過媒體、社區活動和教育機構，向公眾傳遞正確的障礙認知，

消除歧視和偏見。建議政府支持相關的宣傳和教育活動，例如：大學可納入 USR

社會參與；高中提供自主學習計畫；國小生活約合課帶入社會參與活動以情境體

驗活動 

以共融居住為目標在社區中建立機制讓障礙者與非障礙者可以在社區中互動共融，

進而改變社會對行動不便者的刻板印象，促進其更全面的社會參與。協助障礙者、

行動不便者、年老者如何適應克服環境以自立生活為目標。降低照顧員人力門檻，

與結合鄰里志工進行結合，與里長倡議教育提升共融居住知識。 

 

(三) 法律和政策缺乏支持 

1.落實社會住宅無障礙施作比例： 

   建立社宅無障礙設施監督機制，設立無障礙設施的專門審查機構或由第三方組

織，定期檢查無障礙設施的落實情況，並向公眾發布報告，確保社會住宅達到法

律規定的 40%比例。可以考慮對於不符合規定的項目給予懲處。 

2.保障社會住宅無障礙房型的分配： 

   建議政府制定政策，保障無障礙房型專供有需求的特殊群體，即使在即使在無

申請人時也應保留房源以備後用。這些房型應保留給有需求的群體。 

3.明確規範無障礙車位的設置： 

    建議修改《住宅法》，明確規定無障礙停車位的設置要求，並對新建公寓大樓

強制要求提供足夠的無障礙停車格(至少一格公共車位)，以滿足身心障礙者、孕

婦及其他階段性行動不便者的需求，比照身障者路邊停車格 僅供以上身份者使用。 

4.鼓勵建商和房東改造現有的房屋： 

建案若有增設無障礙需求，政府可提供稅務減免，以激勵房東和建商進行無障礙

改造。針對無障礙房源稀缺的問題，建議政府制定政策，增加市場上無障礙房舍

的供應量監控租金價格，確保在合理範圍內。 

(四) 缺乏無障礙通用設計設施 

1. 推廣通用設計： 

   建議政府和相關機構推動新建及現有建築採用通用設計原則，並提供技術支持及

資金補助，幫助業主改造現有設施。強化對建築設計規範的執行，確保所有新建

住宅項目必須具備基本的無障礙設施，如坡道、電梯及無障礙衛浴設施。 

2. 提高無障礙設施的普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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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在社區層級設立無障礙設施推廣專案，並在公共建設中強制要求無障礙設施

的配備。鼓勵社會參與無障礙設施的建設與維護，通過合作共建，提升無障礙設

施的普及程度及品質，包括：緊急按扭置、照明反光照、聲控照明設備，走道、

扶手寬度規定、地板材質、氣密窗補助等。確保行動不便者能夠平等地享受公共

設施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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