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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為加強落實人權平等理念及因應高齡化社會趨勢，本所於 97 年開始推動全人關

懷建築科技計畫，將過去以健康成年人為主要考慮對象之作法，擴大包括身心障礙、

兒童、老人等弱勢族群之需求，研究及推動建置適合所有人的建築與都市環境，並配

合相關照顧服務政策與科技計畫，使所有人無論其年齡、性別、身心機能等差異，都

能享有安全、安心、安定的居住環境。 

為達到上述目標，本科技計畫除分成三大方向進行相關研究外，為避免研究計畫

重複及整合相關計畫，特別邀請相關部會代表及學者專家，組成研究團隊，進行本整

合計畫，主要目的為建構計畫之介面平台，以整合相關領域及計畫，俾共同發揮更大

之整體效益。本計畫主要目的如下： 

1.加強各部門相關政策計畫橫向溝通、協調與整合之機制，以善用既有成果，及

避免研究計畫重複。 

2.蒐集及分析各部會之政策計畫，探討其所需要之硬體環境，以作為研訂及推動

全人關懷建築科技計畫之參考。 

3.探討國內外輔具、智慧化建築產業等趨勢發展，分析相關產業與硬體環境之配

合問題，作為未來環境規劃設計之參考。 

4.蒐集及分析各部會目前正辦理之硬體建設計畫，以探討納入無障礙環境理念一

併推動之可行性，以提昇建設效益。 

本計畫除蒐集分析國內外輔具、智慧化建築及 IT 相關產業與全人關懷環境之相

關性及探討其未來發展外，並彙整各部會相關計畫與政策，分析其與本案相關計畫之

關連性，並探討如何相輔相成共同發發揮整體效益後，提出具體之建議納入修正全人

關懷建築科技計畫，並作為後續推動計畫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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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第壹章第壹章第壹章        緒緒緒緒    論論論論    

我國社會正面臨激烈的變化，包括人口、經濟、環境、文化等變遷，

對社會造成極大之衝擊，為因應社會變遷，使大家都可以享有安全、安

心、安定之居住環境，本所於 97 年開始進行「全人關懷科技計畫」，為

整合相關研究計畫及政策方案，以共同發揮最大之效益，爰進行本研計

畫，本章主要說明研究緣起、目的與研究流程及方法。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目的研究緣起與目的研究緣起與目的研究緣起與目的    

一一一一、、、、研究緣起研究緣起研究緣起研究緣起    

20 世紀以來，人類社會及文明開始面臨快速劇烈之變化，在時代的

巨輪下，我國社會無可避免的面臨激烈的變化，包括人口、經濟、環境、

文化等變遷，對社會造成極大之衝擊，為因應社會變遷，為使大家都可

以享有安全、安心及安定之居住環境，本所於 97 年開始進行「全人關

懷科技計畫」，首先簡要說我國正面臨之社會變化與挑戰： 

(一)人口變遷 

依據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人力規劃處「中華民國台灣 97 年至 145

年人口推計」顯示，總生育率已從 1997 年的 1.77 人下降為 2007 年的

1.10 人。預期未來婦女總生育率將呈逐年遞減趨勢，同時，將於 2024

年人口粗出生率等於粗死亡率，人口的成長率等於零，總人口將達到

2380 萬人。之後，將是人口負成長的時代，於 2056 年總人口將降到 2030

萬人；大減 350 萬人，幾乎等於整個台北市的日間人口(圖 1.1.1)。 

不只人口數量在減少，人口組成也將發生巨大的變化；幼年人口占

總人口的比例，將從 2008 年的 17%降為 2056 年的 10%；老年人口占總

人口的比例，將從 2008 年的 10%上升到 2056 年的 38%，因此，未來 15-64

歲工作年齡人口的總扶養比，將從 2008 年的 37.8%上升為 2056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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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最重要者，急速增加的老年人口中，75 歲以上的後期高齡者人

數將超過 65-74 歲的前期高齡者(表 1.1.1)。由於後期高齡者往往需要

較多照顧，將更使已惡化之扶養比雪上加霜。 

 

圖 1.1.1 未來人口成長趨勢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人力規劃處「中華民國台灣 97 年至 145 年人口推計」 

 

      表 1.1.1 未來老年人口趨勢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人力規劃處「中華民國台灣 97 年至 145 年人口推計」 

(二)經濟變遷 

全球化已經是一種無可避免的趨勢，由於科技蓬勃發展，產業的營

運模式也跟著進行改革；隨著網際網路愈來愈發達，產業的原料、生產、

消費過程已經突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變成「地球是平的」。 

全球化的趨勢與科技的發展的結果，產生所謂的「M型社會」。有知

識的人在科技世界中，掌握較多的資訊與技術，具備較高的競爭力，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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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全球的錢，財富也急速攀升；同時，由於資源的重新分配，也使得中

產階級失去競爭力，因而淪為勞動階層。整個社會的財富分配，由常態

的單峰曲線變成 M型的雙峰曲線，中產階級逐漸消失，多數淪為左邊的

勞動階級，少數成為右邊的資產階級；因此，貧富差距愈來愈大。 

台灣目前雖尚無明顯證據證明「M 型社會」的存在，可是其發展趨

勢需密切注意，並未雨綢繆，而促使資源重新公平分配之福祉政策必須

預先規劃。 

(三)環境變遷 

環境的變遷主要來自於：自然、個人與社會，如能妥善處理三個介

面之間的關係，就可以達到環境共生的目標。人對自然資源的要求產生

人與自然之間的環境問題，社會追求高度經濟成長，造成對地球資源過

度使用。如何取得人與環境、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育間的平衡，讓地球資

源永續不絕是目前社會與自然之間的課題；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是福祉問

題，如何公平、效率地分配社會資源，讓社會的每一份子都能獲得該有

的平權與人權是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課題(圖 1.1.2)。 
 

   

 

 

 

 

 

 

 

 

 

    圖 1.1.2 環境共生的理念 

資料來源：陳政雄，2001 

生態環境必須要有環境正義，禁止對人類以外的動物、植物的破

壞；集居環境必須要有社會公義，使弱勢團體可同樣享受應有之社會資

個人 社會 

自然 

(經濟) 

(福祉) 

(環境) 

共生共生共生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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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有了環境正義與社會公義，物性與人性自然合一，才能達到環境共

生的理念，創造世代的福祉，增進我們這一代的生活品質，也留給下一

代更多的資源。 

(四)文化變遷  

台灣由於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以及不同時代背景的影響，因而呈現

多元文化的現象。包括最早的原住民南島文化、漢人閩南文化、客家中

原文化、外省族群文化以及經濟發展之後的外籍勞工文化與非本國籍新

娘文化等。另外，受全球化的影響，生活習慣也受到美國、日本、韓國

及歐洲等文化影響。 

多元文化理念認為：社會上的各種文化價值觀都應該受到同等的容

忍與尊重。當然，也包括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在多元文化的理念下，社

會資源的分配必須顧及各種不同性別、宗教信仰、族群，以及各種不同

價值體系的需求，維護各種不同文化特性，允許多樣價值的存在，使環

境、生活及生命都更為豐富有趣。 

由於前述問題，雖分為四個面向，惟實交相糾葛，即使針對居住環

境之問題，皆須整體思考，方能確實掌握問題現況並作好未來之規劃。  

二二二二、、、、全人關懷建築科技計畫全人關懷建築科技計畫全人關懷建築科技計畫全人關懷建築科技計畫    

﹙一﹚科技計畫重點與目標 

為因應前述變遷，本所餘 97 年開始進行「全人關懷建築科技計畫」，

主要目的即為加強人文關懷，將過去以健康成年人為主要考慮對象之作

法，擴大包括身心障礙、兒童、老人等弱勢族群之需求，研究及推動建

置適合所有人的建築與都市環境，並配合相關照顧服務政策與科技計

畫，使所有人無論其年齡、性別、身心機能等差異，都能享有安全、安

心、安定的居住環境。 

近年來，隨著國內人權平等觀念普及與高齡化之社會趨勢，政府雖

已致力於各項無障礙環境建置、照顧服務政策及相關科技研發等，如「公

共建築物」無障礙化，「加強老人安養服務方案」、「照顧服務福利及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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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發展方案」、「身心障礙醫療復健輔具研發」及推動「智慧化建築」等，

對國內老人及身障者之服務與照顧確有顯著之改善與提升。 

惟照顧服務政策及科技應用若能有適當的硬體環境配合，則將可發

揮更大之整體效益，所以本計畫以建置無障礙生活環境為基礎，並以前

瞻之通用化﹙Universal﹚設計為參考，配合相關福利政策及科技應用，

以建置關懷全人之居住環境為目標。 

本科技計畫短期及長期目標分別說明如下： 

1. 短期目標：藉加強設備及材料檢測、整合輔具、建築、都市及交通環

境界面等，以強化無障礙相關法令技術及提升無障礙設施設備水準，

並逐步推動本土建築資料之建置作為計畫發展之基礎。 

2. 計畫目標：配合相關照顧服務政策與科技，規劃建置適合之硬體環

境，使所有人都能享有安全、安心、安定的居住環境。 

﹙二﹚科技計畫推動重點 

由於為建置關懷全人之建築涉及層面甚為廣泛，為達到前述目標及

考量現有可提供支援之研究及技術能量，本計畫規劃出五項分項計畫推

動辦理，包括建置整體無障礙生活環境、介面環境規劃建構、無障礙材

料及設備檢測認證、本土性建築資料建置及加強國際接軌，說明其辦理

重點如下﹙架構圖如圖 1.1.1﹚： 

1.建置整體無障礙生活環境：綜合設備、建築、都市環境及考慮大眾運

輸之環境介面，作全面性之規畫建置，並進行通用性設計﹙Universal 

Design﹚相關研究。 

2.介面環境規劃建構：配合醫療保健、福祉照顧與相關科技計畫，探討

及規劃其所需要之建築及都市環境，使相關政策及科技研發，更能積

極發揮其整體效益。 

3.推動無障礙設備及材料檢測認證：藉由源頭管制，提昇無障礙設備及

材料品質，確保建築在無障礙相關安全及便利性等規定得以推動落實。 

4.本土性建築資料建置：對障礙者、高齡者及兒童等之人因工學、建築使

用行為，進行系統性之研究調查，以確實掌握本土特性，作為發展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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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人
關
懷
建
築
科
技
計
畫

建置整體無障礙生活環境

介面環境規劃建構

推動認證及檢測制度

本土性建築資料建置

加強國際接軌

建築物無障礙改善

整合建築及都市環境無障礙化

通用化建築及都市環境研究

整合相關照顧福利及科技計畫

配合福利及科技計畫規劃硬體環境

建立無障礙設備認證及材料檢測制度

研訂無障礙設備認證及材料檢測標準

推動無障礙設備認證及材料檢測

國人建築使用行為相關資料研究調查

不同年齡及身心機能特性與使用需求研究

邀請國外相關專家訪問交流

積極參與國際研究組織及會議

性建築科技之基礎。 

5.加強國際接軌：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加強國際交流合作，引進先進知

識與技術，以提昇研究水準及加強產業之創新研發。 

 

圖 1.1.1 全人關懷建築科技計畫推動重點架構圖 

    三三三三、、、、本計畫重點及目標本計畫重點及目標本計畫重點及目標本計畫重點及目標    

本計畫主要即為執行前述科技計畫推動工作中之第二項，建構跨部

會、領域之交流平台，以蒐集國內外相關研究及文獻資料，及國內各部

會相關之計畫與政策方案，避免研究計畫重複、配合醫療保健、福祉照

顧與相關科技計畫，探討及規劃其所需要之建築及都市環境，使相關政

策及科技研發，更能積極發揮其整體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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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計畫內容與預期成果研究計畫內容與預期成果研究計畫內容與預期成果研究計畫內容與預期成果 

一一一一、、、、計畫內容計畫內容計畫內容計畫內容    

硬體環境為推動相關福利政策之舞台，無論是「居家老化」、「輔具

科技推廣」或「智慧化居住空間」或相關社會福祉、健康照護、硬體建

設等計畫或政策，若硬體環境未能配合建設，則各項政策與科技研發應

用都不易發揮其最大效益，因此進行跨部會溝通，強化與整合相關政策

計畫，不僅能減少政策、資源重疊，亦能檢視落實至硬體環境之成果。 

本整合計畫主要重點即為建立全人關懷建築相關介面平台，結合科

技產業、健康照護、住宅政策、社會福祉、硬體建設政策與計畫措施等，

由一組專業團隊檢討現有之各項介面，長期追蹤整合各相關領域，並規

劃建構相關政策與科技計畫所需之硬體環境，以共同發揮更大之整體效

益，達到建置安全、安心、安定的居住環境之目標。因此，本整合計畫

主要目的如下： 

1.加強各部門相關政策計畫橫向溝通、協調與整合之機制，以善用既有

成果，及避免研究計畫重複。 

2.蒐集及分析各部會之政策計畫，探討其所需要之硬體環境，以作為研

訂及推動全人關懷建築科技計畫之參考。 

3.探討國內外輔具、智慧化建築產業等趨勢發展，分析相關產業與硬體

環境之配合問題，作為未來環境規劃設計之參考。 

4.蒐集及分析各部會目前正辦理之硬體建設計畫，以探討納入無障礙環

境理念一併推動之可行性，以提昇建設效益。 

二二二二、、、、計畫內容範圍計畫內容範圍計畫內容範圍計畫內容範圍    

全人關懷建築科技計畫，主要目標之ㄧ為建置安全之居住環境，而

安全的環境涵括範圍相當廣泛，從大環境來看，必須考慮防汎、坡地災

害等，就建築物個體而言，需考慮結構、防火避難、防止跌落滑倒，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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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還包括人身安全、防盜等。 

前述安全相關課題，與人類居住環境息息相關，所以在營建署、消

防署及建築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等單位，無論在法令或進行中之研

究計畫多已涵括，惟因目前的考慮仍多以健康成年人為主要考慮對象，

對於高齡者、障礙者等弱勢族群，因身體機能之限制，為確保其使用之

安全性與便利性，必須做更為周全之考慮，本計畫主要即為彌補上述法

令與計畫之不足，加強在無障礙設備、材料及整體無障礙環境之考慮，

並以涵括所有人之通用性設計為計畫宗旨。 

所以有關結構、防火、防汎等安全或防盜等人身安全，或住宅政

策、福祉計畫等有關福祉工作之推動等，並不在本計畫範圍，本計畫係

著重於弱勢族在建築及都市環境之需求，配合前述法令、政策或計畫

等，在硬體環境部分之配合與協助，以共同發揮整體效益，達到安全、

安心、安定的居住環境為目標。 

三三三三、、、、預期成果預期成果預期成果預期成果    

本研究預期成果如下： 

1.蒐集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及智慧建築、輔具科技資訊，以產業未來發

展作為計畫研訂之參考。 

2.蒐集整合國內醫療、福祉及科技相關計畫與政策。 

3.配合相關部會計畫政策，研擬規劃設計建築及都市環境，以發揮更大

之整體效益。 

4.建構跨領域專業平台，提供後續全人關懷建築科技計畫研擬參考及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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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  預期成果圖 

 

研究資訊交流 

1.避免研究重複 

2.善用既有研究成果 

計畫資訊交流 

相關政策計畫所需之

硬體環境 

各部會目前之硬體

推動計畫 

作為科技計畫未來研究課題參考 

探討硬體建設結合

建立跨領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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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研究方法與流程研究方法與流程研究方法與流程    

一一一一、、、、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組成跨部會研究小組探討政策執行的方式，來分析各部

門相關社會福祉、健康照護、硬體建設的政策現況，並延伸至政策計畫

實際執行在建築都市環境中，所遭遇的問題以及改善建議。與此涉及政

策內容、跨部會間的互動與資源關係，因此，本研究採取文獻收集、研

究小組討論與座談會來進行分析。 

(一) 文獻分析 

    相關社會福祉、健康照護、硬體建設政策分析之基本目的，乃是借

重於社會及政府部門資訊收集的研究方法，以提供實質建築都市環境推

論的技術，相關研究文獻與產業資訊分析也是如此。在政策分析的過程

中，資料轉化分析扮演著關鍵的技術環節，必須提供對於政策性問題的

瞭解與說明，並塑建適時適地的社會現實之寫照（李欽湧，1994）。因

此，本研究將分兩大部分收集文獻：1、以政府相關政策計畫檔案、資

料為主，特別是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內政部社會司、營建署以及其他

相關部會政策計畫。2、蒐集國內外相關輔具、智慧化建築產業等研究

文獻與相關科技資訊。綜合上述二點加以整理、討論、歸納與演繹，以

協助瞭解相關公務部門之間計畫互動的全貌，以及政策與產業彼此間之

影響。 

(二) 研究小組會議 

政府機關、公共組織擬定各項政策都涉及多元方向與不同使命，然

而，政府各機關都是互不隸屬的自主單位，各單位獨立運作，甚至有時

主要工作任務就是保護疆界，勢力範圍或本位主義心態也常成組織運作

常態，因此思索如何跨越建制，強化政策與整合協力關係是增進全人關

懷建築實質成果的主要工作之ㄧ。 

在相關政策計畫整合的協調與統合過程中，成立跨部會研究小組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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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會議的組織，不僅可以透過小組成員間的互動，獲得較真切的資料；

政策計畫資訊易於瞭解，不必再經詮釋；兼之，可快速蒐集到政策計畫

相關資料，做立即討論後，可以進行滾動式修正而獲得充分資訊。 

此一彈性的整合模式經過一定時間蘊釀，逐步建構彼此信任與熱切

的互動網絡、溝通模式，另再配合幕僚聯合作業、資訊平台建立等，將

可凝聚獨特多樣的知識與決策方案，提升相關政策的共同利益與成果。 

二二二二、、、、    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    

 

圖 1-2.1  研究流程圖    

三三三三、、、、研究團隊研究團隊研究團隊研究團隊    

由於本計畫問題著重在全人關懷硬體相關政策執行面，將透過部會

間水平互動關係，來探討政策硬體相關性的問題，將牽涉到中央政府主

管機關包含：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內政部社會司、營建署之相關政策計

畫 ，以及相關產業之現況與未來發展。本計畫將據此為主體，組成研

究團隊，透過研究小組會議，來進行研究、分析，並在有一初步共識後，

擴大召開學者專家座談會，收集更廣泛之意見。預定研究團隊名單如下： 

研
究
結
論
與
建
議 

研
究
目
的
與
範
圍 

國
內
外
文
獻 

各
政
策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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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小
組
建
立 

擴
大
交
流
與
諮
詢
會
議 

各
分
項
計
畫
政
策
撰
擬 

硬
體
環
境
需
求 

有
助
硬
體
改
善
計
畫 

政
策
、
產
業
與
硬
體
環
境
整
合 

修
正
及
審
查
會
議 

政策計畫交流政策計畫交流政策計畫交流政策計畫交流    文獻峵顧文獻峵顧文獻峵顧文獻峵顧    整合分析整合分析整合分析整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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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  研究團隊一ំ表 

ᙍ    稱 ۉ      名 ᏼ  任  工  作 

計畫主人 何所長明ᒸ ᝢ劃及ࡰᏤ研究計畫 

共同主人 尭組長康 協助ᝢ畫及推動研究計畫 

研究員 國民健康局彉ୋ局長ॕڷ 蒐集及ኗ寫保健、健康促進相關計畫及政策 

研究員 陳教政雄 

1. 蒐集分析及ኗ寫國內外相關智慧化建築、

JU 產業等研究文獻與相關科技資訊。 

2. 蒐集分析及ኗ寫智慧化住宅相關計畫 

研究員 營建署ླྀ科長ণ維 蒐集分析住宅、ࠤໂ等營建相關計畫及政策 

研究員 社會司ᎄ專門委員文義 
蒐集分析老人、障礙者及兒童照顧等照顧服務

相關計畫及政策 

研究員 ᄃ簡任研究員慧ᐪ 
1. 蒐集分析國內外相關輔具研究文獻及資訊 

2. ኗ寫整合相關政策及計畫 

研究助理 ৪ऊ罷ᙍ務代理ֻϘ 
1. 資料༼整 

2. 行政٣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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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第貳章第貳章第貳章            相關研究文獻與科技資訊相關研究文獻與科技資訊相關研究文獻與科技資訊相關研究文獻與科技資訊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國內外相關國內外相關國內外相關國內外相關輔具輔具輔具輔具    

人因為先天性、後天受傷生病或因年齡增加，造成肢體或感知缺陷，而彌補機能

不足的方法就是使用「生活輔具」，另外尚有部份設備為改善環境的障礙，如消除高

差設備等，合稱為福祉器具。 

近年來，因科學進步，開發出許多便利的「輔具」及「設備」，可協助確保生活

的獨立自主，或減少照顧者的負擔，對於提升行動不便者日常生活之安全、便利與舒

適，及對於生活無法自理者，協助減少照顧者之負擔，確實有極大助益。 

另外，由於住宅高差，往往造成行動不便之老人無法進出家門，如同囚禁在家，

所以如何消除高差，亦為提高行動不便者生活樂趣之重要福祉器具之一。 

本研究將福祉器具概分為兩大類，在生活輔具部份泛指非固定之福祉設備，另外

將固定於建築物之福祉設備，歸類為環境改善福祉器具，分別介紹如下。 

一一一一、、、、生活輔具生活輔具生活輔具生活輔具    

生活輔具主要為考慮身體機能之限制，協助其自行步行、移動等，以提昇其獨立

生活之能力；或由他人協助進行水平、垂直移動或移位等，以提昇被照顧者之安全及

舒適程度，同時減輕照顧者之負擔。 

本節分別就步行輔具、會爬樓梯的輪椅、移位輔具及入浴輔具分別介紹如下。 

﹙一﹚步行輔具 

步行輔具為協助尚可獨立走，惟平衡較差之行動不便者，設計以多功能設計為考

慮重點，包括：設有袋子﹙籃子﹚可供購物；可當坐椅，提供休息；及考慮不同使用

場所之需求，如於住宅中使用較輕巧，且材質及顏色階與住宅較為協調之木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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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研究流程圖步行輔具 
圖 2-1.2  特別考慮在室內使用，除

使用木製外，亦較輕巧 

﹙二﹚會爬樓梯的輪椅 

高低差為行動不便者極大之障礙，在硬體環境不作變動情況下，可使用輪椅爬梯

機或輕便型之爬梯機，以克服高差之問題。 

 

 

圖 2-1.3  會爬樓梯的輪椅 圖 2-1.4  輪椅上下樓梯之方式 

﹙三﹚移位輔具 

    本輔具為針對無法自行移位之失能者，圖 2-1.5 以照片說明其操作程序，為先將

其移位於該輔具上，再旋轉該輔具，達到移位之目的；圖 2-1.6 為協助無法行動者在

室內之移動，如從床鋪移到浴室或輪椅等，主要為減輕照顧者之負擔，及使受照顧者

更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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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協助移位之輔具 圖 2-1.6  協助移動位置之輔具 

二二二二、、、、改善環境之福祉設備改善環境之福祉設備改善環境之福祉設備改善環境之福祉設備    

    推動「在宅老化」及「社區老化」之政策，所以住宅及社區環境必須符合身體機

能退化之老年人之使用需求。惟當居住者在原居老化時，配合年老身體機能退化，住

宅必須因應改善，方能避免「困居斗室」，繼續享有生活之樂趣，同時在身體機能更

退化需要他人協助進行日常生活時，也可以因為適當的設備減輕照顧負擔，尤其因高

齡人口極多，原居老化者多為高齡配偶，所以減輕照顧者負擔具極大意義。 

    綜合目前各型各色之環境改善設備，從日常生活中必須使用之移動式、固定式設

備，或甚至於緊急時可使用之外陽台升降設備等，可概分成 4類，說明如下： 

1.改善 1公尺以下高低差：入口平台高低差多在 1公尺以下，其改善方式主要為設置

坡道﹙採臨時性坡道﹚、設置輪椅升降台等方式。 

2.室內樓梯高差之對應：對於室內樓梯高低差之問題，則有樓梯昇降椅或設置小型之

昇降機等。 

3.增設扶手：在浴室、室內走道或有梯階處增設扶手，以提供行走或變換姿勢之用。 

4.其他：特別考慮高齡者之動作遲緩、力量較小、行動及逃生反應能力較差等問題，

而有對應之設備。 

﹙一﹚克服 1公尺以下高差之設備 

    居住環境中的高差，為影響肢體障礙者日常生活便利性的關鍵因素，因此如何克

服高差，為福祉設備重要功能之一，目前克服較小高差之設備，除前述可上下樓梯的

輪椅外，在硬體環境改善部分包括：輪椅昇降台、臨時坡道、掛於樓梯扶手之升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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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臨時坡道 

 

 

 

 

圖 2-1.7  可移動式坡道，側邊設提把， 

         兩塊板摺疊後可提動。 

圖 2-1.8  可捲起移動式之臨時坡道 

2. 輪椅昇降台 

 

 

 

 

圖 2-1.9  垂直上下輪椅昇降台 圖 2-1.10  斜行上昇之輪椅昇降台 

﹙二﹚室內樓梯昇降椅 

 

 

 

 

圖 2-1.11  室內樓梯昇降椅之一  圖 2-1.12  室內樓梯昇降椅之二 

﹙三﹚簡易扶手 

    對身體平衡不佳之高齡或行動有障礙的人而言，扶手為協助其水平移動及垂直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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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姿勢之重要輔助設備。惟在一般住宅，當年齡漸增需增設扶手時，往往有不易增設

之問題，例如牆壁之支撐力不足、或無適當之牆壁可供設置等，本簡易扶手可提供較

具彈性之作法。 

1. 室內扶手 

 

 

 

圖 2-1.13  利用地面及天花板之固

定之扶手 

圖 2-1.14  容易安裝之扶手 

2.浴室扶手 

    由於使用馬桶及浴缸時，必須變換身體姿勢，因此設置扶手協助使用者，更為必

要，圖 2-1.15 為簡易之增設扶手方式。 

 

 

 

 

圖 2-1.15  提供衛浴設備協助 

           變換姿勢之扶手一 

圖 2-1.16  提供衛浴設備協助 

           變換姿勢之扶手二 

﹙四﹚其他 

    除前述設備外，幾乎所有住家中之設備巨細靡遺，皆特別考慮高齡者之動作遲

緩、力量較小、行動及逃生反應能力較差等問題，而有對應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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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7  附掛於陽台之昇降平台， 

適用於機構設施之緊急逃生 

圖 2-1.18  拉桿手把且所需之拉力 

           極小利於使用 

三三三三、、、、從實用到美觀從實用到美觀從實用到美觀從實用到美觀    

    福祉器具除協助各種身體機能之不足，及減輕照顧者負擔外，器具更朝向美觀舒

適及客製化，同時提昇生活之樂趣，分別介紹如下。 

﹙一﹚輔具美觀化 

     輔具製造已從實用進化到兼顧美觀，同時考慮到儘量使不便者可從事運動及各

種活動，且由完全一致之產品提升到客製化。 

 

 
 

圖 2-1.19  運動用輪椅，較為輕巧穩

當，同時提供極多顏色，可

自行選擇搭配 

圖 2-1.20  各種顏色的手杖，提供 

           多元選擇 

﹙二﹚更方便的交通工具 



 第貳章  相關研究文獻與科技資訊 
 

 
 

19

     為因應行動不便者，尤其是乘坐輪椅者搭車之便利，以符合其行動需求及拓展

其生活圈，各大知名汽車廠牌皆積極推出各種可載運輪椅之福祉汽車。 

 

 

 

 
圖 2-1.21 汽車設有斜板方便輪椅上下 圖 2-1.22  設置輪椅昇降台之汽車 

﹙三﹚創造有趣的生活 

    除必要之生活輔具，提升高齡者獨立之生活能力或減輕照顧者負擔外，尚有考慮

高齡者之體能，研發適合之運動器材；另為增加高齡者動腦及活動四肢，設計簡單有

趣的電腦遊戲，這些器材設備，可鼓勵高齡者活動其四肢、頭腦，減緩失智症及創造

有趣的生活。 

 

 

 

 

圖 2-1.23  可輕易操作的運動器材， 

         適合身體機能較差者使用 

圖 2-1.24  特別為高齡者設計之電腦

遊戲 

四四四四、、、、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綜合目前的輔具及福祉設備發展，可以總結為下列幾個重點： 

1. 輔具配合失能﹙障礙﹚程度，發展出適合不同使用需求之輔具。以協助入浴

器具為例，為配合老人失能（障礙）程度、居家衛浴空間、機構規模大小不

同，分別有「順送式」、「懸掛式」、「坐式」或「淋浴式」等入浴輔助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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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考慮受照顧者之需求外，減低照顧者負擔亦為思考重點。如協助入浴器具，

主要目的除了要讓使用者享受清潔、沐浴舒適外，更為照顧者考量，以免造

成職業傷害，或因工作不易，而減少清潔工作。 

3. 輔具發展已跨越基本之機能要求。目前的輔具發展已從輔助身體機能之不足

的必要性輔具，進一步考慮到舒適美觀的需求，及創造提升生活樂趣，如各

形式及色彩之運動輪椅、洗澡及泡澡之設備、適合老人之電腦遊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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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智慧化建築智慧化建築智慧化建築智慧化建築 

一一一一、、、、背景分析背景分析背景分析背景分析    

    我國高齡化社會的現象正快速進行中，小孩子越來越少，老人越來越多，平均壽

命越來越長，三代同堂越來越不可能，婦女就業越來越普遍。 

(一)人口結構轉型 

    我國的人口轉型是世界上少有的例子之一，從多生多死轉型到多生少死，再到少

生少死，只花了 5-60 年的時間。1920 年之前為多生多死的轉型前期，1920-1951 年

之間為多生少死的轉型初期，1952-1977 年之間為少生少死的轉型後期。1977 年之後，

人口轉型進入尾聲，我國人口結構逐漸呈現老化現象(陳寬政、王德睦、陳文玲，1986)。 

    1993 年 9 月，我國正式進入「高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行政院經濟建設

委員會 2008 年的中推計顯示，我國將於 2017 年邁入「高齡社會」(aged society)。

從高齡化社會進入高齡社會的時間只有 24 年，我們不能不提出更多、更有效的方法，

以因應高齡化社會特有的現象，改造我們現有的生活環境。 

(二)平均壽命延長 

    依據內政部統計處「中華民國 46-95 年台閩地區簡易生命表」顯示，我國國民的

「平均壽命」(life expectancy)，從 1957 年的男性 59.73 歲、女性 63.25 歲延長到

2006 年的男性 74.57 歲、女性 80.81 歲；49 年之間我國國民的平均壽命增加了 17 歲，

已進入「人生 80 時代」。我國國民將有 2-30 年退休後的第二人生，我們不能不好好

規劃晚年的居住環境，以確保老年的尊嚴與自立的生活。 

(三)家族型態改變 

    人口轉型的後期，少子女高齡化時代來臨，子女成家之後，就會造成「年輕核家

庭(young nuclear family)」與「高齡核家庭(aged nuclear family)」的家族型態。

高齡核家庭中的兩老，其中有 1人往生之後，就可能造成一個獨居老人。 

    依據內政部統計處每次的「老人狀況調查報告」指出，家庭仍然是最可靠的退休

場所，養兒防老仍然是最可靠的退休準備，大部分的老人都與子女同住而安渡晚年。

但是，依據資料也顯示，老人與子女同住的狀況呈現逐年降低，夫婦同住的高齡核家

庭則呈現增加的狀況。因此，如何協助高齡者安全、安心、安定地度過晚年，是個不

容忽視的問題。 

(四)雙薪家庭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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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經濟的發展與產業的轉型，增加了許多就業機會；女性受僱者的薪資水準逐

漸調升，導致婦女留守家中的機會成本增加，因而也激發婦女參與勞動市場的意願。

尤其，社會政策致力於男女教育、就業機會之均等、提倡男女同工同酬、消除已婚婦

女就業障礙等，更具有激勵婦女參與勞動市場意願之作用。 

    未來，我國因經濟產業持續的發展、教育水準的均等、生育率的繼續降低，將會

有更多的女性投入勞動市場，產生更多夫婦兩人同時就業的「雙薪家庭」。從前，絕

大部分由女性擔當的養育兒女、照護家人、家庭勞務等活動，將因此而發生人手短缺

與時間不足等問題。如何兼顧家事與就業，將是未來每個家庭的共同問題。 

    因而，在生活方式急速轉變中，越來越需要依靠更有效率的智能來輔助日常生活

的活動；也讓我們不能不重視科技應用與創新產業，以滿足安全、健康、便利、舒適

與永續的生活環境。 

二二二二、、、、智慧化智慧化智慧化智慧化建築建築建築建築(Smart Architecture)(Smart Architecture)(Smart Architecture)(Smart Architecture)的內涵的內涵的內涵的內涵    

(一)智慧化建築的定義 

    美國智慧建築學會(AIBI)的定義：智慧化建築是建築、設備、服務、經營等四個

要素，各自優化、相互聯繫、全面綜合，並達成最佳組合，以獲得高效率、高功能與

高舒適的建築物。 

    1989 年，阿姆斯特丹自由大學(the Free University in Amsterdam)的環境經濟

學教授傑羅恩(Jeroen van den Bergh)發表了一個公式：P=W×O×E。其中，P：環境壓

力、W：地球平均福祉、O：地球人口總數、E：物質與能源效率。他認為：到了 2030

年時，當地球人口增加 4倍，平均福祉增加 5倍，還要保持環境壓力等於 1的話，我

們就必須增加 20 倍的物質與能源效率(Ed Van Hinte, Marc NEELEN, Jacques Vink, 

Piet Vollaard, 2003)。 

    「智慧化建築(smart architecture)」提供一個綜合的答案，以因應各種環境壓

力，包括：自然、空間、資源、材料的最佳利用，以及科技與美學等。有時候，一個

簡單的答案就可以回答所有的問題，那是一種圓滿而優雅的成果；但是，也有一些不

可信任的科技，卻會造成許多錯誤的答案。因為，智慧化建築不只要回應週遭的物理

環境，例如：氣候、景觀等條件，同時也要回應社會環境，包括：政治、經濟、歷史

等狀況。 

    智慧化經常與高科技掛上等號，智慧化建築需要科技智能，經常在建築物上設置

了許多先進的感測、偵查，以及自動反應系統等設備或材料，構成「智慧化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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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buildings)」。因而，未來的建築物將具備複雜而聰明的環境控制系統，未

來的科技也將被用來改善目前科技的缺點，建築物內將有許多的電子產品。但是，不

一定要花太多的錢，卻能忠實而機靈地完成任務。否則，就不是我們所要的智慧化建

築。 

      

 

 

 

                      圖 2-2.1 省能的無尾熊 

    無尾熊的例子告訴我們：智慧是一種解決狀況問題的正確答案。無尾熊的腦袋比

胡桃還小，而且腦袋裡都是液體，卻能夠演進生存於低養分的環境裡；腦袋越大需要

越多的養分，越多的養分需要越多的食物。無尾熊居住於低養分的尤加利樹上，吃的

是有毒的尤加利樹葉。自然界為這沉默的動物找到一個最有智慧的答案，讓牠在這兒

生存了好幾百萬年(圖 2-2.1)。 

(二)智慧化居住空間(Smart Living Space) 

    智慧化建築可以涵蓋「智慧化住宅(Smart house)」、「智慧化社區(Smart 

Community)」、「智慧化都市(Smart Urban)」，或總稱為「智慧化居住空間(Smart Living 

Space)」。這些都必須以建築為「載體」，透過資訊的基礎設施與自動化設備，結合

ICT 產業與其他電子產業之「應用技術」，建構主動感知與反應系統，以滿足「使用

者」生活型態的需求，享有安全、健康、便利、舒適、節能與永續的智慧優質生活環

境。 

    2005 年，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的產業科技政策會議提出，落實智慧化居住空間各領

域所應投入的整合方向如圖(圖 2-2.2)(溫秀玲，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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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建構智慧居住空間各領域所應投入整合之方向 

             資料來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2005 年產業科技政策會議 

落實智慧化居住空間各領域所應執行的幾項重點方針如下： 

1. 建置智慧居住空間之電資通產業共通服務平台。 

2. 發展關鍵技術，強化居住空間之智慧化與永續化。 

3. 創新開發服務應用軟體，提供個人化使用需求。 

4. 政府主動建立示範機制推動落實應用。 

5. 以公領域環境率先落實應用，並建立產業價值鏈模式。 

6. 鼓勵建築與電資通業界成立跨產業之智慧化生活空間推動聯盟。 

    行政院 2006 年產業科技策略會議，強化智慧化居住空間定義為：建築物導入永

續環保觀念與智慧化等相關產業技術，建構主動感知及滿足使用者需求之建築空間，

以創造及享有安全、健康、便利、舒適、節能與永續的工作及生活環境。 

(三)智慧化建築物(Smart Buildings) 

    1920 年代，現代建築大師柯布(Le Corbusier)認為：建築物是給人住的機械。1970

年代，加入了科技的議題。1980 年代，則是考慮能源效率的問題，運算技術帶給智慧

化建築物具備自動化控制及預知的資訊系統。 

    1980 年代早期，智慧化建築物的高科技觀念就被引進美國，從此智慧化建築物使

用大量的電子與高科技相關的設備。事實上，美國華盛頓的國家科學院(the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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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y of Sciences in Washington, DC)曾將智慧化建築物視為「過度電子化

(electronically-enhanced)」的建築物。 

    從電子工程的角度認為智慧化建築物必須具備：能源效率、安全系統、通訊系統、

自動化系統。至今，如何把這四個條件整合在一個設計系統裡，一直是智慧化建築物

的夢想；智慧化建築物的管理者，需要極大的運算能力，而且必須由物理性空間的管

理轉換為數據性空間的管理。 

    目前，這四個條件已被分為兩部份：其一是，設施管理，包括：能源與安全。其

二是，資訊系統。 

    智慧化建築物的智能，必須降低能源到最低的使用量。因而，需要大量的應用電

腦運算。例如：建築物自動系統(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 5 BAS)、能源管理

系統(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EMS)、能源管理與控制系統( Energy Management 

and Control System, EMCS)、中央控制與監視系統( Central Control and Monitoring 

System, CCMS)，以及設施管理系統(Facilities Management System, FMS)等。這些

系統可以做很多事，例如：計畫開始與計畫停止、任務循環與自動設定、自動需求控

制與調適控制、最佳化溫度控制與最佳化能源使用等。 

    智慧化建築物的安全系統必須使用高科技，以最少的費用達到最佳的安全系統。

例如：門禁控制、刷卡控制、閉路電視、偵煙系統、緊急警示、電梯緊急控制、HVAC

系統、一般電力供給(UPS)等。 

    智慧化建築物在數據、音響及影像通訊方面，必須以低廉的費用，提供業主許多

數據與電通服務。例如：高速網路、區域與遠距服務、PBX 電話系統、有線電視、視

訊、電子郵件、直接衛星通訊、複合高速上網、電視會議設施、複合長途電訊、災害

支援與重建等資訊系統。 

    21 世紀的智慧化建築物將預測使用者的需求，提供更舒適、更多的控制，使能源

更有效率。過去，建築物是人類的堡壘、遮體。今天，建築物是通往夢幻世界的門戶。

顯然，智慧化建築物是建築物的未來，在合理的市場下，智慧化建築物將因為提供更

多的服務而更容易被使用，也會產更多的產業效益。 

    目前，智慧化建築物計畫大都針對現代的新建築物。雖然，既有建築物也很需要

在既有系統中加入智能系統。但是，對應這個問題卻又難以處裡。 

    智慧化建築物的科技內容包括：VOIP、數據網路、影像配置、A/V 系統、影像監

視、進出控制、HVAC 控制、電力管理計畫、照明控制、設施管理、管線基礎建設、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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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系統等技術。綠建築(Green Building)的科技內容包括：永續基地、水資源效率、

能源與大氣、材料與資源、室內環境品質、創新與設計程序等技術。之外，智慧化建

築物與綠建築(Green Building)的有其共通科技內容，包括：最佳能源使用、附加的

任務、計量與認證、CO2 監測、控制系統、持續的監視系統、創新設計等(Jim 

Sinopoli ,2007)(圖 2-2.3)。 

 

 

 

 

 

 

 

  

 

圖 2-2.3 智慧化建築物與綠建築 

資料來源：Jim Sinopoli ,2007 http://www.automatedbuildings.com/ 

    美國綠建築委員會(The U.S. Green Building Council, USGBC)所提出的「能源

與環境設計指南(The 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

將綠建築分級系統(Green Building Rating System )分為設計、施工、經營等三部

份的國家級檢定計畫，提供建築物所有權人即時而預見建築物的衝擊，提升建築物的

永續性。其中：永續的基地、水資源利用、能源與大氣、材料與資源、室內環境品質、

更新設計程序等六種主要評估項目(江哲銘，2004)，也都是智慧化建築物必須達成的

任務；智慧化建築物使綠建築更綠，綠建築使智慧化建築物更智慧化。 

(四)智慧化住宅(smart house) 

    智慧化住宅設計必須滿足一些基本的住宅使用條件，包括：物理環境變化(聲音、

採光、溫度、空氣、水質、電磁波)、使用者需求(數位生活、通用設計)，以及特殊

的需求(高齡者、身障者的居家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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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化住宅內設置了電腦與資訊科技，能夠預知與反應使用者的需要，讓使用者

自由選擇；也能夠透過電腦與通訊科技對外溝通，透過技術整合及網路與世界連絡，

以提升安全、健康、便利、舒適的居家生活。其人機介面必須以方便使用與偵測狀況

的互動最佳化，其系統層級必須依據使用者需要、建築類型，以及最後的成本效益而

定。 

    智慧化住宅的內容，包括：智慧材料(Smart Materials)、智慧技術(Smart 

Tech.)、智慧設計(Smart Design)所完成的智慧表皮(Smart Skin)、智慧生活(Smart 

Life)、智慧管家(Smart Care)或智慧照護等系統(邱茂林，2005)。 

三三三三、、、、國內外智慧化建築的相關計畫國內外智慧化建築的相關計畫國內外智慧化建築的相關計畫國內外智慧化建築的相關計畫    

    人類應用智慧發展自己的文明，自古而然。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生於

1452 年，不但是個天才畫家，也是一位橫跨生物、天文、科學、機械、建築等領域的

發明奇才，至今還有許多解不開的密碼。現代人，應用許多更高科技的計畫，讓自己

過得更安全、健康、便利、舒適，而且更永續化。 

(一)美國智慧化建築的相關計畫 

    1930 年代，美國家庭自動化(home automation)的契機逐漸形成，許多人開始購

置洗衣機、中央空調、電視機、遙控器等家用設備。1980 年，美國國家住宅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ome Builders, NAHB)提出智慧化住宅計畫(Smart House 

Project)，包括：將電力系統、電話線、有線電視線路、電燈迴路、電器用品迴路的

監控線路整合成一條電纜，以達到避免觸電、自動斷電、感測災害等安全問題。 

1984 年，為了提升國際競爭力，順應資訊時代的來臨，美國康乃迪克州(Connecticut)

的哈特福特市(Hartford)以一棟既有金融大廈改建成為世界第一座智慧大樓，稱為

「都市大廈(City Place Building)」。 

    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建立「在宅老化感應

屋(Aware Home for Aging in Place)」，探討如何感測、追蹤在家居住的高齡者之

各項活動，從而提供所需的服務，提升生活品質與自立能力(徐業良，2008)。 

    2004 年，美國麻省理工學院(MIT)建築系與 TIAX 科技公司合作的 House_n 計畫，

建立一個 100 平方英呎的模擬住宅 PlaceLab，讓使用者居住一段時間。研究如何幫助

使用者控制環境、節省能源、維持生理與心理活動，還可以保持健康。經由感測系統

監測使用環境，研究者可以明察使用者對新設備、新系統的反應，以擬定住宅設計的

策略(圖 2-2.4)(資料來源 http://architecture.mit.edu/house_n/)。其研究項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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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圖 2-2.4 House_n 計畫的模擬住宅 PlaceLab 

資料來源：http://architecture.mit.edu/house_n/ 

1.在實驗屋裡，有什麼會影響人的行為？ 

2.長期下來，科技在實驗屋裡能產生什麼效益？ 

3.科技與建築設計能激發人的生命力，並改變人的行為？ 

4.在家裡的活動能否有效地計量，能否因而創造出新的電腦運算應用？ 

5.現在或是未來，科技能否被精簡地應用，以節省能源並改善健康？ 

6.什麼條件會影響使用者改變家中的新環境？ 

7.在實驗屋裡，使用者學到了什麼？ 

8.在我們每天居住的家裡，什麼是最重要的改變，讓我們提出新的改革？ 

    微軟(Microsoft)總裁比爾蓋茲(Bill Gates)花費 35 億美元，在美國西雅圖，以

7 年時間打造的科技大宅(Big House)，可以使用手機或網路遠端遙控室內的各項設

備，例如：調節照明、開啟空調、將浴缸放滿熱水、烹飪等。在住宅中，可以利用語

音與系統溝通互動。之外，還利用每位訪客必須佩帶的無線射頻識別(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胸章追蹤訪客位置，記錄訪客對環境的喜好。例如：燈光照

度、空調溫度、音樂與影像等。除了提供量身訂作的個性化最佳服務之外，還具備保

全功能等(徐業良，2008)。 

    美國智慧化建築發展的特點，以環境節能控制自動化、安全、高齡者居家照護、

使用者介面為主，並積極推動綠建築生態社區(行政院 2006 年產業科技策略會議資

料)。 

(二)日本智慧化建築的相關計畫 

    特龍智慧化住宅(The TRON Intelligent House,1989)與豐田夢之屋－帕匹

(PAPI-Toyota＇s dream house,2004)是少數整合資訊與感測技術的智慧化住宅計

畫，由東京大學的阪村 健教授籌劃設計。1984 年，第一棟原型屋 TRON 先於 1989 年

12 月在東京六本木完成，15 年後的 2004 年底又完成名古屋豐田博物館前的「豐田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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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屋－PAPI」。這兩個計畫都在印證“安適空間＂的實驗，以活化的先進資訊科技驗

證更好的設計彈性(圖 2-2.5、圖 2-2.6)(阪村 健，2005)。 

    1984 年，本計畫的目的稱為「無所不在的運算」(Ubiquitous Computing, UC)

或稱為「遍佈運算」(Pervasive Computing, PC)。特龍智慧化住宅(The TRON 

Intelligent House)是一個裝有 100 個運算器，嵌入 333 平方公尺樓地板內的未來屋；

遍佈運算的基本觀念是運用網路裝置與嵌入式運算器，分別專職負責每一個部份，同

時也相互協同連結。例如：紅外線感測器、冷凍空調、照明、保全系統、熱影像感測

器(The Thermal Imaging Sensor)等；於生活環境中嵌入許多運算器，並用網路將它

們連結起來，隨時隨地分享與操作情境資訊、使許多裝置的最佳化控制得在最低開支

下進行。結果，設備操控性獲得改善，不會有到處都是開關的麻煩，生活環境也變得

更舒適。 

 

 

 

 

 

 

圖 2-2.5 特龍智慧化住宅(The TRON Intelligent House,1989) 
資料來源：a+u 200512 月臨時增刊 p-57 

 

 

 

 

圖 2-2.6 豐田夢之屋－帕匹(PAPI-Toyota＇s dream house,2004) 

資料來源：a+u 200512 月臨時增刊 

    資訊可以經由感測器取得，例如：是否有人在家、冷凍空調、光線調節，以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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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系統等，都能共同使用一個運算系統時，其平均成本就會降低；只要不會太貴，這

類設備是可以被應用於不同的系統。並且，有機會改裝更靈敏的感測器，以建立、分

享各種感知情境。基於這種想法，整個房子就是一個系統；被不同類型的裝置和設備

所組合、並用網路將它們連接在一起；它知道如何建造一個可調適的生活環境，以適

應不同的使用者。 

    手機可以作為具備 IP 的電話一樣，就像一個智慧型可攜式終端機。因而，UC 成

為強而有力的溝通裝置，能夠使你與人、你與實質物件，在任何場所進行溝通。它在

環境中就像使用者的電子代理者。例如：當你在 UC 環境中移動時，你可以設定需要

的照明、空調、音效環境；它會隨著你的移動，跟著你到達下一個要去的房間。UC

環境就是可以做到：享受最佳的環境而不需考慮到操作，這就是 UC 可愛而有人性的

地方。 

    PAPI 設計了一百種以上的最新科技，這些都是由豐田集團開發的產品。例如：利

用有機物太陽能電池、燃料電池、光觸媒、洋麻材料等，以及最新的無所不在的運算

科技，應用於智慧型的自動門戶、小型購物車、儲存系統、安全系統、家庭電梯、窗

簾系統、細網紗窗、空調系統、室內自然塗裝、LED 與 HID 照明、家與車的網絡、混

合波導連結車的緊急供電系統、太陽能熱水暖氣系統、太陽能染色牆面，以及家庭劇

場、優質臥室等。由於印刷技術的進步，已使得大面積的太陽能電池的價格降低。由

於隔熱等高機能玻璃的應用，提供了資訊科技以外的新建築之可能性；PAPI 大量使用

光觸媒玻璃，使得雨後的建築外觀清澈無比。在地面層沒有開窗的部份也使用光觸媒

玻璃牆面，效果閃耀動人、十分漂亮。 

    PAPI 的模矩安排，以日本風格的迴廊、軸線，讓人們可以繞著房子漫步；提供居

住者最舒適的空間為首要原則，而非浮華的外觀造型。沿著平面的核心配置必要的生

活空間，可以移動的家具作為隔間，還設置可以迴遊的走廊。不但，反應和式的「J

元素」精神。同時，也從大面的玻璃窗反映出連續的室內設計，形成 PAPI 特殊的外

觀，及簡單、簡約 (less is more)之意。 

    在傳統建築設計裡，大都專注於「靜態的造型」，有些人甚至認為：設備和機能

對建築的美是一種罪惡。但是，未來的房屋設計已經不能把設備與機能視為建築的附

屬品。反而，必須先考慮未來的房子裡有許多嵌入的電腦，我們必需將建築視為空間，

同時也是時間。換句話說，機能必需同時考慮空間軸與時間軸。 

    必須記住：在網路連結的房子裡，電腦控制裝置不能脫離其它設備而獨立。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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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從這個實驗屋所學到的：當你設計未來網路連結的房子時，你必需同時設計「時

間與空間」。 

    日本松下(Panasonic)的 E.U. House，強調與環境共生的生態(Ecology)及通用化

設計(Universal Design)的原則，以三代同堂家族為使用對象，實現「生活品質增加

2 倍，環境影響減少 0.4 倍」為目標(圖 2-2.7)。採用「Eco Life 住宅」的概念，包

括：安全、安心、健康、舒適、節能等，以環保建材及居家節能設施建造住宅，達到

環境保育與地球永續的願景。 

    日本智慧化建築發展的特點，以節能及控制自動化為主，長年推動環境共生住宅

的理念(行政院 2006 年產業科技策略會議資料)。 

 

 

 

 

 

圖 2-2.7 松下 E.U. House 及風力、太陽能發電的風海歐 

(三)韓國智慧化建築的相關計畫 

    2000 年，韓國家電 LG 生產世界第一部數位網路冷藏庫。2001 年，自行開發家庭

網路資訊系統。2004 年，提出 HomNet 計畫，提供住宅網路的四大系統：服務平台與

解答、通用化遙控、PDP、社區服務與關係等。提出住宅與社區的八大服務項目，包

括(http://global.dreamlg.com/)： 

    家庭作業(Home Tasking)：控制設備、照明、熱水爐、電子窗簾、生活步調、室

內無線電系統，以及從室外控制室內設備等。 

    居家管理(Home Management)：遙控儀表與擺設、自動缺失報告等。 

1. 家庭娛樂(Home Entertainment)：分享數位音樂、數位警鈴、網路家庭劇場、

分享廣播節目等。 

2. 居家安全(Home Safety)：家屬門禁控制、一般門禁控制、外出時的訪客告知、

防止侵入、火災警報、瓦斯安全等。 

3. 居家資訊(Home Communication)：無線電連絡、鄰居影像通知、居家通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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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等。 

4. 社區管理(Community Management)：挨家挨戶的通知服務、車輛抵達告知、

公共區域監視、保全與災害防止、公共區域出入控制、眼臉辨識系統、電梯

服務等。 

5. 居家福祉(Well-Being)：整合協調控制、整合空調、高齡者與虛弱者的照顧、

室內 U-健康檢查、社區 U-健康檢查等。 

6. 社區大門(Community Portal)：線上社區服務、每日生活資訊、地區資訊服

務等。 

    HomNet 計畫將依據使用者的需求，提供量身訂做的服務，提供資訊交流、健康

監測、居家生活等三大功能(徐業良，2008)。 

1. 資訊交流：以住宅內的數位電視(digital television)與具有無線傳輸功能

的「HomNet Pad」為平台，作為使用者與住宅之間的資訊互動媒介。 

2. 健康監測：以 Magic Mirror 為中心，由健康監測設備，將血壓、血糖、膽固

醇等紀錄無線傳輸到 MM，以顯示即時的健康資料，並主動提供資訊給家庭醫

生。 

3. 居家生活：以 HomNet 作為家中智慧家電的控制中樞，預測使用者的行為，做

出適當反應。 

    LG 以冰箱作為家庭的數位中心，擁有上網、視訊電話、收發 e-mail，操控電視

機、音響、維波爐、洗衣機等家電。LG 也研發具有障礙感知、自主行為、自動導引充

電、自動規劃路徑等能力的吸塵器機器人，象徵著具有智能機器人的到來。 

    LG 的 HomNet 計畫希望帶來新的生活文化，滿足人類長久以來的夢想，包括：以

更便利的資訊達到更「溫馨的生活」(Comfortable Life)、以 HomNet 的科技達到「安

全的生活」(Secure Life)、以和諧的人機介面達到「快樂的生活」(Joyful Life)、

以更大的附加價值達到「富裕的生活」(Affluent Life)等四大生活需求。 

    韓國智慧化建築發展的特點，以數位生活與自動化為主，在無所不在網路社會

(UNS)的架構下，推動智慧化建築(行政院 2006 年產業科技策略會議資料)。 

(四)我國智慧化建築的相關計畫 

1.產業科技策略及發展目標： 

    2002 年 5 月，行政院核定實施「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將影像顯示

產業、數位內容產業、通訊產業、資訊服務產業等智慧化建築的相關產業列入指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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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中。 

    2005 年，行政院產業科技策略會議提出六大推動相關政策。包括：智慧化車輛產

業體系發展策略(經濟部)，智慧化居住空間發展策略(內政部)，智慧型機器人發展策

略(經濟部)，軟性電子系統發展策略(經濟部)，RFID 應用發展策略(經濟部)，奈米科

技生活化應用策略(國科會)等。同時，行政院科技顧問會議也以永續能源發展為推動

目標。 

    2006 年，行政院產業科技策略會議提出四大推動相關政策。包括：智慧化車輛產

業之檢視與前瞻(經濟部)，軟性電子產業之檢視與前瞻(經濟部)，智慧化居住空間發

展之檢視與前瞻(內政部)，ICT 平台事業之檢視與前瞻(經濟部)等。同時，行政院科

技顧問會議也以發展服務隨手可得知優質網路社會為推動目標。 

    依據「行政院 2005 年與 2006 年產業科技策略會議，智慧好生活─智慧化居住空

間發展策略議題、智慧化居住空間檢視與前瞻議題」之重點結論與建議處裡原則，其

發展策略目標為(王榮進，2008)： 

1) 短期目標(2007 年-2009 年)：以安全監控、能源管理、健康照護系統為優先，

建構基礎設施，帶動 ICT 設備及系統產業發展。 

2) 長期目標(2010 年以後)：以亞熱帶智慧化居住空間為整合載具，建構其內需

市場及外銷能量，並帶動其他加值服務產業。 

2.政府推動政策與發展的落實策略： 

1) 推動智慧化居住空間的基礎建設 

(1) 架構居住空間內部寬頻通訊基礎建設，引進智慧化、自動化系統。 

(2) 建立安全監控、能源管理、健康照護等防災保全、自動化與資通訊系統

的共通平台及標準。 

(3) 培植智慧建築規劃與系統整合設計人才。 

2) 運用產業優勢，擴大智慧化居住空間應用。 

(1) 新建築：籌組智慧化居住空間設計團隊，啟動公私部門建築智慧化設計

規劃示範建置。 

(2) 既有建築：成立諮詢服務團隊，補助既有建築導入智慧化居住生活設施。 

(3) 積極參與國際相關 ICT、安全監控、節能、健康照護等國際大展，展現

我國智慧化居住空間相關產業能量。 

3) 消除推動瓶頸、誘發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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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檢討修正建築技術及電信設備裝置規則，推動智慧建築認證制度。 

(2)  評選示範社區，提供獎助機制，以帶動相關廠商共同投入，建構完整

的智慧化居住空間。 

(3)  提供貸款優惠、稅賦減免及保險費率降低等政策誘因，鼓勵新建築及

既有建築整建導入智慧化設施。 

4) 整合我國優勢的技術研發能量，強化產業競爭力。 

(1) 導入電資通產業技術，建立智慧化居住空間及高效能環境所需要的評

估及檢測標準。 

(2)  發展智慧化水電瓦斯數位讀表系統核心技術及示範應用之平台。 

(3)  科技專案優先支持智慧化居住空間技術與整合應用研發。 

(4)  建立智慧化居住空間創新產業價值鏈，促動新興產業。 

(5)  培植安全監控、能源管理、健康照護之服務產業。 

(6)  發展智慧化居住空間物業管理產業，建構智慧化管理服務平台。 

(7)  成立具體解決方案能力之旗艦型廠商，開創台灣自有品牌，提昇產業

技術與價值。 

(8)  檢討建築營建流程及價值鏈，成立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流程及專業職

能。 

3.2006-2007 年時程，已完成執行部分為： 

1) 推動辦公室之運作：成立推動辦公室於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2) 國際合作與交流。 

3) 成立科技產業推動聯盟：2007 年 5 月 29 日正式成立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聯

盟，作為政府與業界溝通之橋樑管道，以及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交流平台。 

4) 建立與維護專屬網站：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主辦、工業技術研究院承辦，成

立智慧化居住空間發展策略專屬網站，提供計畫簡介、產業研究分析、活動

快 訊 、 產 業 服 務 、 諮 詢 服 務 、 相 關 連 結 等 項 目

(http://www.ils.org.tw/industry_2.aspx)。 

5) 智慧化居住空間情境模擬建構：製作模擬影片，分為四大主軸：智慧永續節

能、安全防災監控、健康照護、便利舒適等。 

6) 智慧化居住空間示範應用展示：於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材料實驗中心大樓成立

智慧化居住空間整合應用展示中心，於展示空間全區建構綜合佈線系統、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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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區域網路系統、ZigBee 環境感測系統、CCTV 監視系統等。 

7) 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發展推廣。 

4.2007-2008 年時程，現正執行部分為： 

1) 提出願景。 

2) 設立短、中、長期目標。 

3) 提出效益評估機制。 

4) 消費者需求與實際生活應用情境研究。 

5) 整體營運價值鏈分析及建構。 

6) 智慧化居住空間基礎建設策略規劃。 

7) 產業發展策略規劃。 

8) 智慧化居住空間產品與服務出口策略規劃。 

9) 國際標竿及競爭分析。 

10)國際交流及合作規劃。 

11)藍圖 PDCA 推動機制規劃。 

5.智慧建築標章 

    我國於 2004 年開始推動「智慧建築標章」，透過智慧建築標章之推廣，促使我

國建築自動化之技術更快速的成長與應用。建築物之管理更具人性化與智慧化。進而

延長建物之壽命，節省能源、節約人力，並降低建物日後之營運費用。其評估指標項

目如下： 

1) 資訊通信指標－評估網路資訊及通信系統，提供資訊通信服務能力。 

2) 安全防災指標－評估自動偵測系統與「建築防災」及「人身安全」之防護設

施。 

3) 健康舒適指標－評估「視、音、溫熱、安全、水」與電磁」環境等維護健康、

舒適之自動化對策。 

4) 設備節能指標－評估建築物之空調、照明與動力設備等系統節約用電與省能

的手法，與利用再生能源之效益。 

5) 綜合佈線指標－評估一建築物或建築群之傳輸網路，含語音、數據和控制信

號連結，架構智慧化建築神經系統。 

6) 系統整合指標－評估應用於建築物之各項控制系統之整合作為、介面與整合

技術，與平台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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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設施管理指標－評估「使用管理」與「建築設備維護管理」績效，服務品質

與設施管理人員之表現。 

四四四四、、、、智慧化建築的科技應用與創新產業智慧化建築的科技應用與創新產業智慧化建築的科技應用與創新產業智慧化建築的科技應用與創新產業    

(一)智慧化建築的科技應用 

1.智慧化建築的五大功能與八個層次 

    隨著科技的進步，資訊通訊系統從主動到互動、從感測到預測，可以隨著使用者

的意願，選擇不同的服務，提供不同的功能。 

2003 年，Aldrich 提出智慧化住宅的五大功能(徐業良，2008)： 

1) 具有智能的設備。 

2) 具有智能的通訊系統。 

3) 遠距監控與資訊服務功能。 

4) 紀錄使用者喜好進而調整環境。 

5) 利用現有資訊預測使用者行為。 

2.智慧住宅的科技應用的八個層次 

    依據科技應用的複雜度，Mann & Milton 於 2005 年提出智慧住宅的功能分為八個

層次(徐業良，2008)： 

1) 提供基本通訊功能：以語音、文字、數位影像等進行溝通、尋求服務、排遣

寂寞、呼叫救援。 

2) 對居住者從室內或外部發出的簡單指令做出反應：以近距、遠距遙控，由紅

外線、語音、網際網路、手機等方式，控制門窗、燈光、空調、家電、保全

等。透過網路攝影機(web camera)及時間看家中狀況。 

3) 家庭自動化功能：定時開關家用電器、吸塵器機器人等。 

4) 追蹤使用者的位置、行為模式、健康指標：以紅外線、RFID 或影像辨識身分

與位置，以感測裝置紀錄睡眠模式、健康狀況參數等。 

5) 分析數據、做出決策、採取行動：可以學習、了解居住者對環境的喜好，開

始有智慧，主動調整環境，以文字、聲音、圖像提醒使用者。 

6) 為日常生活提供資訊與提醒：藉由網路資料提供，擔任日常生活資訊提供者，

如：天氣資訊、烹飪食譜、用藥提醒等。 

7) 回答問題：經由適當的人機介面設計，整合在智慧住宅的功能裡，如：以語

音、文字接受居住者的問題，搜尋答案後回覆問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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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家庭事務管理：規劃設施維護時間、追縱冰箱食物存量、協助準備餐食、清

潔工作等服務型機器人等。 

(二)智慧化建築的產業範疇與創新產業 

1.智慧化建築的產業範疇 

    智慧化產業的範疇很廣，可以分為四類： 

1) 建築材料與構件：建築物本身所需要的本體建材、外牆建材、遮蔽材料、裝

潢材料、門窗、玻璃、五金等，皆須符合綠建築規定。 

2) 建築物基本運作所需要的基礎建設系統：給排水、電氣、瓦斯、通訊網路、

資訊網路系統等。 

3) 建築物運作所需要的系統與設備：大樓自動化系統、安全自動化系統、通訊

自動化系統、能源管理系統、再生能源系統、資訊整合系統等運作系統，以

及能源、家電、照明、家具、衛浴、平台、監控、資通、空調、水電、廚具

等設備。 

4) 服務方面：自動讀表、能源管理、物業管理等社區大樓服務，以及健康照護、

宅配物流、電子商務、線上娛樂、遠距學習、寬頻接取等加值服務。 

2.智慧化建築的創新產業 

    隨著社會的現代化與科技的進步，智慧化建築產生許多創新的產業，其項目如下： 

1) 智慧生活創意設計產業：情境設計、互動設計、介面設計、自動化流程設計

等設計產業。 

2) 智慧材料、構築、家具工程科技產業：智慧外牆、健康材料、彈性隔間、系

統家具等科技產業。 

3) 智慧建築設施管理產業：IP、OSGi、ZipBee、X10、RFID、Phidget、Arduino

等設施管理產業。 

五五五五、、、、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1. 由於人口結構轉型、平均壽命延長、家族型態改變、雙薪家庭增多等社會變

遷，越來越需要應用科技來輔助日常生活的活動，以達到安全、健康、便利、

舒適與永續的生活環境。 

2. 智慧化建築是由建築、設備、服務、經營等因素的最佳組合，以獲得高效率

的舒適生活環境；簡單的操作、明確的答案、便宜的價位是智慧化建築的基

本條件，以達到安全、健康、便利、舒適、節能與永續的智慧優質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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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來的智慧化建築有許多嵌入的電腦，設計者必需將建築視為空間，同時也

是時間。換句話說，滿足使用者需求的生活機能必需同時考慮空間軸與時間

軸。 

4. 智慧化建築必須具備智能的設備、資通訊系統，可以遠距監控環境。同時，

可以紀錄使用者的喜好、預測使用者的行為；以提供資訊通訊、全自動化、

回應指令、分析數據，事前提醒、事務管理、回答問題等智慧功能。 

5. 智慧化建築產業的範疇包括：材料構件、基礎建設、系統設備、服務管理，

以及智慧生活設計、系統家具設計、智慧設施管理等創意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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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資訊通訊科技產業資訊通訊科技產業資訊通訊科技產業資訊通訊科技產業    

一一一一、、、、背景分析背景分析背景分析背景分析    

    21 世紀集居環境的現象正激烈變化中，小孩子越來越少，老人越來越多，資通

訊越來越發達，生活越來越自由，產業越來越全球化，環境越來越重視永續化。 

(一)少子女高齡化 

    依據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民國 97 年的中推計顯示，我國將於 2017 年進入「高

齡社會(aged society)」。2014 年，粗出生率將等於粗死亡率，人口的成長率等於零；

也是我國人口最多的時候，總人口將達到 2380 萬人。之後，將是人口負成長的時代，

我國總人口將於 2056 年降到 2030 萬人；相差 350 萬人之多，幾乎整個台北市的白天

人口不見了。 

    而且，人口組成也會發生巨大的變化；幼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將從現在的 17%

降為 2056 年的 10%；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將從現在的 10%上升到 2056 年的 38%。

也就是說：到了 2056 年時，要扶養的依賴人口將從現在的 27%上升到 48%。而且，老

年人口是幼年人口的 3.8 倍。同時，生產人口將從現在的 73%降為 2056 年的 52%；照

顧老人比照顧小孩難得多，照顧人手又顯然不足。 

    如何尋得人工以外的方法，將是越來越重要的課題；ICT 產業是否可以做為一張

解決問題的王牌？將是個值得注意的議題。 

(二)交流資訊化 

    20 世紀後期，資訊與通訊科技(ICT)明顯的改變了我們的生活。科技的發展可以

提升政府行政效率之外，由於產業科技的進步，提供全民的安全、健康、便利、舒適、

永續的生活環境，也提升國民的生活品質。 

    由於高速資料傳輸的功能，解決了交通運輸的問題，改變了空間的結構，縮短了

世界的距離，人們可以不必集中居住在一個都會；人們可以住在不同的地方，山上或

海邊，國內或國外，形成散居的現象。誰都可以藉由資訊通訊的科技，在不同的地方

得到相同的資料，城鄉的差距變得越來越小。居住與工作場所也不一定要分開，在家

上班的夢想越來越可行。 

(三)生活休閒化 

    生活時間量的重新分配，影響了人們的生活方式。約束時間的減少、自由時間的

增加，形成生活休閒化的結果；休閒與娛樂是人類的本能需求，為了走更長的路，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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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從工作中得到暫時的喘息。 

    資通訊科技的發達，創造生活中的虛擬實境，引導人們時空交叉、發現新大陸。

智慧化建築在數據、音響、影像及通訊方面，提供人們許多數據與服務，滿足了居民

的休閒與文化活動；聰明的數位科技可以分析數據、做出決策、採取行動，可以學習、

了解使用者對環境的喜好，再以文字、聲音、圖像、動作與使用者互動。甚至，經由

適當的人機介面，以語音、文字接受居住者的問題，搜尋答案、回答問題，讓寂寞、

發呆從此絕跡。 

(四)產業全球化 

    「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詞，大約發生在一九六 O 年代以後。目前，全

球化已經是一種無可避免的趨勢。其原因有很多，依據英國社會學家 Giddens 的說法：

全球化最有影響力的因素是通訊革命，而非經濟因素。由於科技蓬勃發展，產業的營

運模式也跟著進行改革；隨著網際網路愈來愈發達，產業的原料、生產、消費過程已

經突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因而，資通訊科技的興起，網際網路的普及帶動了全球化

的趨勢。 

    全球化的結果，也是「知識經濟」時代的來臨；以知識激發智慧，創造有價值的

產品或理念，獲取更多的財富，建構更大的經濟實力。因此，勢必產生「三流現象」；

其一為「人流」：有知識的專才隨著經濟洪流到世界各處貢獻所學，不可能一輩子在

一個地方上班；其二為「物流」：一種商品的各種部件，在世界各地分工製造，然後

送到一個地方組裝，再交由代理商負責銷售；其三為「金流」：一種商品的成本是由

許多不同的貨幣所組成，金融的利用將由多種方式所構成。這些，都得依賴資訊通訊

的科技應用才能順利完成。 

(五)環境永續化 

    環境永續化的內涵，包括：生態環境與集居環境，兩者同時並進、環環相扣。否

則，很難達到世代永續的目標。生態環境的法則，包括：物物都有本性、物物都有關

係、物物都有因果，都不要去破壞它，物物自然保持平衡。集居環境的現象，包括：

少子女高齡化、交流資訊化、生活休閒化、產業全球化、環境永續化等，順之則成、

逆之則敗。 

    生態環境必須要有環境正義，禁止對人類以外的動物、植物的破壞。集居環境必

須要有社會公義，防止對弱勢團體的衝擊。有了環境正義與社會公義，物性與人性自

然合一，達到環境共生的理念。才能創造世代的福祉，增進我們這一代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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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留給下一代更多的生活資源。 

二二二二、、、、資訊通訊科技產業的內涵資訊通訊科技產業的內涵資訊通訊科技產業的內涵資訊通訊科技產業的內涵    

(一)資訊科技產業的定義 

    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一詞，傳統的說法只包括：電腦硬體及

軟體產業。美國資訊科技協會(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sociation of America, 

ITAA)定義為：研究、設計、開發、執行、支持或管理有關電腦為基礎的資訊系統，

包括電腦硬體，例如：半導體、電子零組件等。另外，軟體應用包括：運算、轉換、

儲存、防護、程序、傳達，以及安全地收發資訊等。 

    近年來 IT 科技早已擴大到其他相關的高科技電子產業，例如：電腦、通訊、消

費電子等領域。現在，IT 科技產業已經比從前涵蓋更多電腦技術的範圍，包括：網路

系統、電子資料庫、數據管理等。 

    我國資訊科技產業的範疇，主要包括電腦硬體產業、通訊產業、半導體產業、光

電產業、軟體與數位內容產業、網際網路服務產業等，  

    由經濟部工業局擔任主管機關。至於，非屬網際網路服務業之電信服務業，其主

管機關為交通部，因此並不包含在我們所定義之資訊科技產業範疇之內。  

(二)資訊通訊科技產業的定義 

    資訊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是資訊與通

訊科技相關技術的總稱，與 IT 的定義類似。資訊通訊科技包括：資訊運作與傳輸技

術，也就是：利用資訊科技，獲得相互交流的具體表現；藉由網路通訊，共用資訊與

知識。國際上，大都使用 ICT 一詞。 

    有些報告顯示，資訊通訊科技對減少 CO2 發散的衝擊，比其他的傳統問題更大。

日本遠距通訊科技委員會(The Japanese Tele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mmittee)

於 2008 年 4 月在京都綠色 IT 中也證明：在日本有將近 90%對京都議定書的指責是針

對資訊通訊科技的應用而來。 

三三三三、、、、國內外資訊通訊科技產業的相關計畫國內外資訊通訊科技產業的相關計畫國內外資訊通訊科技產業的相關計畫國內外資訊通訊科技產業的相關計畫    

(一)日本資訊通訊科技產業的相關計畫 

1.發展沿革 

    1990 年代後期，資訊通訊技術急速發展，所謂「IT 革命」廣為人知。日本於 2000

年 11 月發布「IT 基本法」，2001 年 1 月設立 IT 戰略本部，策定「e-日本戰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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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設定於 2005 年成為世界最先端的 IT 國家。包括：1,000 萬戶超高速網路(FTTH)

使用數，3,000 萬戶高速網路(DSL/CATV)使用數。 

    2003 年 7 月，IT 戰略本部正式推行「e-日本戰略 II」的第二期 IT 革命，以重整

醫療、食品、教育、行政服務等的 IT 活用為重點，以「活力、安心、感動、便利」

為目標。 

    2004 年 3 月，總務省舉辦「實現無所不在網路社會政策懇談會」，5月提出下世

代戰略的基本方向的「u-日本構想」。「e-日本戰略」重點在充實通訊技術的基礎建

設，「u-日本構想」著重於利用、活用，以創造新的價值。 

    「u-日本構想」為實現 2010 年無所不在網路社會的基本構想，依據經濟財政諮

詢會議的「基本方針 2004」擬定之「經濟活性化之重點政策」，分為：重整無所不在

網路環境、實現高齡者與障礙者踴躍參與 IT 社會、「u-日本構想」具體化等三個項

目。 

    2004 年 12 月發布「u-日本構想」政策大綱，為擴大溝通交流的重要性，將「IT

政策大綱」變更名稱為「ICT 政策大綱」。依據經濟財政諮詢會議提出「u-日本」概

要。 

    「ICT 政策大綱」的四大主軸為： 

1) 實現任何時間、任何地方都可以順暢利用網路的社會。 

2) 實現世世代代都有創新商業、創新服務的社會。 

3) 實現誰都可以安心、安全生活的社會。 

4) 展現個人活力的社會。 

2.「u-日本」的理念 

    為實現無所不在網路社會，總務省實施「u-日本」(2006-2010)，推展資訊通訊

技術。其理念包括：「Ubiquitous」(無所不在)、「Universal」(通用化)、

「User-oriented」(以使用者為中心)、「Unique」(獨一無二)等四「u」。 

1) Ubiquitous：所有的人或物都可以聯結在一起。 

      (1)任何時間、任何地方，誰都可以簡單地上網。 

      (2)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都可以連結在一起。 

2) Universal：大家以善良的心相互接觸。 

      (1)不論是機器或網路，誰都可以簡單地使用。 

      (2)由於使用 ICT，高齡者與身障者都可以踴躍地參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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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心與心的相互接觸，完全沒有世代與地區的隔閡。 

3) User-oriented：融入使用者的觀點。 

      (1)接近使用者，以使用者的便利性為主。 

      (2)強調結合需求的技術開展服務。 

      (3)因網路的力量，讓生產者與消費者都能滿意的社會。 

4) Unique：展現個人化的活力。 

      (1)容易實現個人夢想與挑戰的社會。 

      (2)不斷創出的新社會系統、新商機、新服務。 

      (3)避免一致，實現創意十足的地區再生。 

      (4)具體的目標：重整通信的基礎建設、充實系統或內容、充實安全對策。 

3.「u-日本」的政策 

    為了使日本於 2010 年成為世界最先端的 ICT 國家，u-日本的政策方向如下： 

1) 重整無所不在網路：2010 年全國國民都可以使用高速或超高速網路的社會。 

(1)重整有線與無線的無縫接取環境：電波開放、固定與移動融合、通信與廣

播合作等。 

(2)重整全國的寬頻基礎建設：消除異質、地區資訊化、數位廣播、良性競爭

政策等。 

(3)確立生活網路：電子標籤、感測網路、資訊家電、ITS、無所不在網路末端

等。 

(4)重整網路合作的基礎：平台、相互運用性、高信賴性、電子商交易等。 

2) 高度活(3)用 ICT：2010 年全國國民的 80%都可用 ICT 解決問題與評估的社會。 

(1)以 ICT 改革社會系統：社會與經營改革、制度改革、電子政府與自治體等。 

(2)促進數位內容的創造、流通與使用：流通與結算、數位資料庫、內容創造、

軟體設計等。 

(3)促進通用化設計：智慧代理者技術、使用者介面、資訊可及性等。 

(4)活用 ICT 人才：人才育成、促進投資、教育改革、市民參與等。 

3) 重整使用環境：2010 年全國國民的 80%可以安心使用 ICT 的社會。 

(1)推動 ICT 安心與安全的 21 世紀戰略：提出對應 21 世紀優先性的議題，提

示對應策略等。 

(2)制定無所不在網路社會憲章：整理基本原則與共同認識，以憲章方式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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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發布。 

    「u-日本」的國際戰略為：放眼國際市場或網路來推動政策(推動亞洲寬頻計畫，

使亞洲成為世界的資訊據點)，技術戰略為：在開發戰略性重點領域的研究與標準化

的同時，也要促進持續性發展的改革，並提升國際的競爭力。 

(二)韓國資訊通訊科技產業的相關計畫(Sangwon Lim,，2008) 

1.發展沿革  

1980 年，韓國開始發展資訊通訊科技產業，其發展沿革分為四期： 

1) 1980 年，開始期： 

‧第一期管理電腦主要計畫(1978)(1st Administrative Computerization 

Master Plan)。 

2) 1981-1990 年，追趕期： 

‧第二期管理電腦主要計畫(1983) (2nd Administrative Computerization 

Master Plan) 

‧第一期國家電腦網路主要計畫(1987)(1st Nation Computer Network Master 

Plan)。 

3) 1991-2000 年，擴大期： 

‧高速 ICT 基礎建設(1995) (High-Speed ICT Infra. Master Plan) 

‧第一期資訊主要計畫(1996)(1st Information Master Plan ) 

‧韓國電腦 21(1999)(Cyber Korea 21)。 

4) 2001 至今，成熟期： 

‧e-韓國 2006 願景(2002)(e-Korea Vision 2006) 

‧u-IT839 策略(2004)(u-IT839 Strategy) 

‧u-韓國主要計畫(2006)(u-Korea Master Plan)。 

2.「u-IT839 策略」的內容 

    2004 年 11 月，韓國情報通信部發布「u-IT839 策略」，作為實現 u-Society 的

基礎，提升產業在全球化的環境之競爭力，內容包括：8種服務、3 大尖端基礎建設、

9大新成長動力等。 

1) 服務： 

(1)高速無線傳輸與第三代行動通訊技術(HSDPA A/W-CDMA) 

(2)無線寬頻(WiB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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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寬頻匯流服務(Broadband convergence service) 

(4)數位多媒體廣播及數位電視服務(DMB/DTV service) 

(5)無所不在網路居家服務(u-Home service) 

(6)無線數據通訊系統與基地台服務(Telematics/Location based service) 

(7)無線射頻辨識技術與無所不在感測網路應用(RFID/USN application) 

(8)資訊科技服務(IT service) 

2) 尖端基礎建設： 

(1)寬頻匯流網路(Broadband convergence Network) 

(2)無所不在感測網路(U-sensor network,USN) 

(3)網際網路協定六版(IPv6) 

3) 新成長動力： 

(1)行動通訊與無線數據通訊系統 

(Mobile communication/Telematics devices) 

(2)寬頻與居家網路設備(Broadband/Home network Device) 

(3)數位電視與廣播(Digital TV/ Broadcasting) 

(4)下世代電腦設備(Next-generation computing Peripherals) 

(5)智慧型機器人(Intelligent robot) 

(6)無線射頻鑑別技術與無所不在感測網路設備(RPID/USN devices) 

(7)資訊科技系統晶片與匯流零件(IT Soc/Convergence parts) 

(8)崁入式軟體(Embedded software) 

(9)數位內容與軟體(Digital content/software solution) 

3.韓國 e-政府 

1)韓國 e-政府計畫的目標： 

  (1)革新服務方式 

  (2)促進效率與透明度 

  (3)加速參與度 

2)韓國 e-政府計畫的類別與項目： 

  (1)革新政府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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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 e-傳輸 

    ‧擴大管理資訊共享 

    ‧商業程序服務方向再開發 

  (2)革新服務 

    ‧提昇市民 e-服務 

    ‧提升商業 e-服務 

    ‧擴大 e-參與 

  (3)資訊資源管理 

    ‧鞏固資訊資源 

    ‧加強資訊安全 

    ‧增加 IT 人力與組織 

  (4)法律結構 

    ‧法律與機構再建構 

(三)我國資訊通訊科技產業的相關計畫 

1.發展沿革 

    2002 年，我國開始發展資訊通訊科技產業的應用計畫，從「e-台灣」到「M-

台灣」到「u-台灣」(無所不在的網路社會，Ubiquitous Networked Society, 

UNS)，分為三個階段： 

1)e-台灣(2002-2007)： 

  以發展資訊服務為主，包括：e-政府、e-產業的基本建設等。 

2)M-台灣(2005-2008)： 

  以發展行動服務通訊產業為主，包括：寬頻與基礎建設，雙網路服務世

界第一。 

3)「u-台灣」(2007-2011)： 

  以發展無所不在網路社會 ITES 為最終目標，包括：感測網路、網路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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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法律等。例如：食物追蹤、ITS 與遠距通訊、智慧化住宅、緊急救

助、政府服務等 

2.「e-台灣」計畫(林劍秋，2007) 

    2002 年，我國開始發展「e-台灣」計畫，希望於 2007 年以前，由「政府開

始」做起，於 6年內完成無線 LAN、IPv6 升級、國家安全系統、中小企業寬頻

等公共建設，以期達到「全民分享」的 6百萬人寬頻使用者，成為亞洲 e-化的

領導者。包括四個項目： 

1)e-生活：數位學習、數位資料庫、數位休閒、發展網路文化、偏遠地區

服務、中小企業 e-學習、農業 e-學習、房地產投資資訊中心等，給國民

最有用的資訊等。 

2)e-產業：e-設計合作、農業知識管理、中小企業經營管理、國際 e-商業

合作計畫等，支持產業競爭力等。 

3)e-政府：單一窗口、G2B2C 文件交換、影像會議網路、IP 資訊系統、居

家登記、災害緩和中心、災害緩和資訊系統等，最有效率的政府等。 

4)e-機會：城鄉平衡、SME 平衡、國際事務平衡等，給國民平等與最佳的

機會等。 

3.「e-政府」計畫(宋餘俠，2007) 

    臺北市因推動網路新都計畫成功，於 95 年 6 月榮獲 ICF 組織所頒發的「2006

年智慧城市首獎」。並於民國 96 年 3 月 28 日於台北市舉辦「2007 國際智慧城市 ICT

論壇」，以無線寬頻城市及智慧型政府為主題，說明如何藉由 ICT 技術成功打造電子

化國家(e-Country)與建置高科技服務島的理想。 

    推動「e-政府」的目的在提供多樣服務，豐富生活品質，普及通訊服務，強調

社會照顧，加強國民交流，擴大 e-參與等。其主要計畫有九項： 

1)政府服務網路(Government Service Network) 

2)取得服務(e-Procurement Service-e) 

3)繳稅服務(e-Tax Servic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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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府檢定資格(Government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5)e 政府窗口 (The e-Government Portal) 

6)官方文件交替(Official Document Interchange) 

7)交通服務(e-Motor Vehicle Service-e) 

8)e-農村服務(e-Village Service) 

9)e-就業服務(e-Job Service) 

為提升國民對 e-政府服務效益的認知與滿意度，「e-政府」計畫採取的五 I策略： 

1)整合的(Integrative) 

2)當下的(Instant) 

3)革新的(Innovative) 

4)雙向的(Interactive) 

5)獨立的(Individual) 

4.「M-台灣」計畫(謝戎峰，2007) 

    行政院科技顧問小組、內政部、經濟部共同推動「M-台灣」計畫，以「行動台

灣、應用無線、商機無限」為發展願景，規劃建設全島寬頻管道，以加速固網業者

投入光纖到府建設；整合行動上網與無線上網，建置全國雙網無縫環境；並結合政

府與民間資源，共同推動行動生活、行動服務、行動學習、行動偏鄉等一系列標竿

之無線寬頻應用服務。 

    「M-台灣」的計畫目標為解決寬頻「last mile」(最後一哩)之問題，由政府投

資興建管道，預計於五年內(2004-2008 年)佈建 6,000 公里之管道，供業者鋪設寬

頻纜線及加速光纖到府建設(FTTH)，最終達成「加速我國寬頻網路建設，打造全球

第一雙網應用環境，帶動我國第三個兆元通訊產業發展」。「M-台灣」的策略為： 

1)創造寬頻無線環境： 

  (1)無線寬頻服務城市 80-90%、鄉村 30-40%。 

  (2)八百萬使用者的無線網路環境。 

  (3)解決農村的數位裝置與 S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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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善通訊設備產業的能量：50%的家用設備。 

3)創造行動數據服務產業：建構家用行動數據服務生態系統。 

4)加強市場競爭力： 

  (1)選擇 WiMAX 的網路操作者。 

  (2)創造行動服務，整合數據、影像、數位電視。 

    行政院科技顧問小組的 WiMAX 發展藍圖認為：WiMAX 科技將是未來台灣 IT 產業

的焦點，也是實現「M-台灣」的最佳選擇。可以讓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都

可以享受無線寬頻的服務。 

5.「u-台灣」計畫(林劍秋，2007) 

    2006 年，我國正式啟動「u-台灣」計畫，主要是應用 RFID 技術，以無線網路

技術，透過光纖網路為骨幹傳輸，依涵蓋範圍及寬頻需求劃分，發展不同的無線網

路技術，發揮無所不在的功能。其目的在推動隨手可得的「e化服務」，包括：重整

優質網路、建立完備「u-台灣」的發展環境及推動 u-化生活應用。 

    發展「u-台灣」的目標：在以輕鬆利用資訊通訊科技來提升生活環境，使我國

成為一個安全、便利、有效率的社會。包括：健康照護、社區安全、交通系統、學

習、日間照顧等，以建構無所不在的網路社會。 

    「u-台灣」的特徵，包括：「馬上取得」、「永遠連結」、「即時回應」、「多樣行動」

等服務。並且，從使用者角度出發的「客戶導向」為原則。期望最終成果如下： 

1)高速(30Mbps 以上)聚合網路達到 80%。 

2)50%國民享用 ITeS 服務且達 80%的滿意度。 

3)55%國民享用 e-政府服務且達 60%的滿意度。 

4)30 億物件在網路上連結。 

5)ITeS 產值達到一百萬兆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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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資訊通訊產業的科技應用與產業範疇資訊通訊產業的科技應用與產業範疇資訊通訊產業的科技應用與產業範疇資訊通訊產業的科技應用與產業範疇    

(一)知識密集服務產業(Knowledge-intensive services, KIS)」(王弓，2003) 

    依據美國商務部的定義：「知識密集服務業提供服務時，將融入科學、工程、技

術等產業，或協助科學、工程、科技推動之服務業。例如：通訊與電腦服務、新技

術的載具、新技術的整合生產者，又如：電腦、軟體、通訊與電信之整合服務等多

元角色等都屬於「知識密集服務業」。由於「知識密集服務業」廣泛運用 ICT 及電子

商務技術等，也衍生許多新的服務業，例如：數位學習、資訊服務、知財鑑價、研

發服務等。 

    知識密集服務業因高度運用 ICT 及電子商務技術等，使得提供的服務得以突破

傳統時間、空間的限制，例如：儲存於光碟片中的影音及資料等，可以維持一定的

服務品質不斷使用。同時，ICT 科技的發展，也使得服務的提供越傾向技術密集的

服務，並可能改變服務的特質與服務提供方式，也促使生產成長率的提高。 

(二)ICT 應用於服務產業的角色(范長康 2003) 

1.物流服務產業：物流公司提供客戶線上詢價、報價、自助型服務，讓顧客選擇服

務方式，更透過 RFID 技術結合 GPS 全球定位系統，隨時告知顧客托遞郵件之狀況。 

2.照顧服務產業：打造高科技照顧住宅與社區環境，提供隨處連網服務與個人醫療

照護連往醫療器材，讓老人或部份失能者可隨時由電腦以語音提醒醫囑內容。 

3.產業研發服務：提供線上專利資料庫與線上專利授權交易服務，以及專利法律及

訴訟資料庫，協助企業對專利訴訟作最完全的準備與最快的反應。 

4.產業顧問服務業：提供資訊產業之產品、技術、市場剖析與預測，讓企業研擬經

營或產品發展策略時，有更多客觀之參考依據。 

5.產業通訊加值服務：提供行動通訊、娛樂、電子交易與資訊服務，讓人們即時在

行動中也隨時可享通訊與資訊加值服務。 

6.數位內容產業：娛樂產業內容者串流電影、音樂、動畫，提供給娛樂產業服務業

者運用與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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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產業財務服務：提供企業及個人網路財務投資及理財建議與操作，讓投資者掌握

更精準豐富的理財時機與資訊，創造更多投資機會與利潤。 

8.產業教育服務：提供網路 e-learning 學習與認證課程，讓學習者可以自我安排技

術課程訓練，擴大經驗交流，取得技術能力認證。 

(三)長期照護服務的周邊產業 

1.輔具研發製造產業(林寶樹，2003) 

依據開發的困難度，我國的輔具產品有輪椅、電動輪椅及代步車、兒童輪椅、

義肢、環境控制輔具 ECU、復健特教玩具、運動輔具、電刺激器、顏面損傷輔具、

復健評估輔具、特殊鞋、視聽者溝通器、身障者電子書包及控制介面、擺位輔具、

居家監視系統、弱視強化系統、微機電助聽器等。 

2.「e-健康(e-Health)」產業(徐業良，2008) 

1)「e-健康」產業泛指所有應用資訊通訊科技，結合醫療照護專業，透過

網路系統實施健康照護或遠距居家照護服務。例如：使用 IC 健保卡、電

子病歷，以及遠距居家照護，例如：疾病預防、疾病診斷、遠距協助、

臨床研究、傳輸影音資料等，提供在家病人健康管理與照護服務等。 

2)遠距居家照護不一定涉及醫療行為，傳遞、接收健康資訊的人，可能是

醫生、使用者、家人、護理人員、照護者或其他醫療照護專業人員。其

目的，讓病人或高齡者能夠有尊嚴地在家中居住、生活，維持的時間越

久越好，同時可以接受到完整、高品質的健康照護。 

3)目前，遠距居家照護的困難與挑戰： 

  (1)生理訊號量測裝置、通訊技術已成熟，但無法為一般使用者廣泛接受。 

  (2)傳輸路徑長，資料可靠性不佳。 

  (3)基礎建設投資大，成本高，月費費用高。 

  (4)各產業整合困難，系統建置難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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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如何確保使用者的信任，保證個人資料的安全性、隱私性。 

  (6)服務的永續性。 

五五五五、、、、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1. 由於少子高齡化、交流資訊化、生活休閒化、產業全球化、環境永續化等 21

世紀的集居環境，造成人手不足、時空差距縮小、自由時間增加、知識經濟來

臨、人與環境共生等現象。 

2. 2001 年，日本策定「e-日本戰略」，目標設定於 2005 年成為世界最先端的 IT

國家。2004 年，提出下世代戰略的基本方向的「u-日本構想」。為實現無所不

在網路社會，實施「u-日本」(2006-2010)，推展資訊通訊技術。其理念包括：

「Ubiquitous」(無所不在)、「Universal」(通用化)、「User-oriented」(以使

用者為中心)、「Unique」(獨一無二)等四「u」。 

3. 2004 年，韓國情報通信部發布「u-IT839 策略」，作為實現 u-Society 的基礎，

提升產業在全球化的環境之競爭力，內容包括：8種服務、3 大尖端基礎建設、

9大新成長動力等。 

4. 2002 年，我國開始發展資訊通訊科技產業的應用計畫，從「e-台灣」(2002-2007)

到「M-台灣」(2005-2008)到「u-台灣」(無所不在的網路社會，Ubiquitous 

Networked Society, UNS)(2007-2011)。「u-台灣」以發展無所不在網路社會

ITES 為最終目標，包括：感測網路、網路聚合、制定法律等。例如：食物追蹤、

ITS 與遠距通訊、智慧化住宅、緊急救助、政府服務等。 

5. 未來 ICT 應用於服務產業的發展甚廣，包括：物流服務產業、長期照顧服務、

產業研發服務、產業顧問服務、產業通訊加值服務、數位內容產業、產業財務

服務、產業教育服務等。其中，不乏全人關懷建築相關之軟硬體服務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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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未來發展趨勢與硬體環境之因應未來發展趨勢與硬體環境之因應未來發展趨勢與硬體環境之因應未來發展趨勢與硬體環境之因應    

一一一一、、、、智慧化建築與資訊通訊科技產業的未來發展趨勢智慧化建築與資訊通訊科技產業的未來發展趨勢智慧化建築與資訊通訊科技產業的未來發展趨勢智慧化建築與資訊通訊科技產業的未來發展趨勢    

(一)智慧化建築的未來發展趨勢 

    依據無線感知網路的應用，智慧化生活環境可分為五個等級：(林瑞堂，2006) 

S 級：也是最高等級，具有學習的功能，可自行變更或創造出運行的規則。

但是，必須檢討中止計畫。 

A 級：可依編寫的劇本情境演出，可進行節點群的集體化動作。但是，必

須進行智能化。 

B 級：可搜尋控制節點，可回報狀況並介紹自己。但是，必須進行網路化。 

C 級：具有數位式多元控制系統，可感知並做數位式的多元判斷，可進行

多元的動作。但是，必須進行數位化。 

D 級：是最簡單的等級，具有開關、輸入輸出的二元控制，可感知並動作。 

    未來的智慧化建築必然由最基本的 D級逐步提升到 C級、B級、A級，最終達到

最高的 S級的程度。但是，在資訊通訊科技的應用上，必然越來越複雜，也越來越

困難；有如倒吃甘蔗，越來越甜，卻越來越硬。這有賴於政府與民間的通力合作，

才能完成時代的任務。 

    全錄帕拉奧圖研究中心 (Xerox PARC;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的馬克魏

瑟 (Mark Weiser)博士，在 1988 年提出「無所不在的電腦運算 (Ubiquitous 

Computing)」概念，被公認為 Ubiquitous Computing 之父。他認為：「Ubiquitous 

Computing 將會是電腦運算的第三波。第一波是多人分享的大型主機 

(mainframe)，第二波是個人運算的桌上型電腦時代，人與機器對看。接下來，將是

Ubiquitous Computing，或稱為寧靜技術 (calm technology) 的時代。此時，科技

將會隱居在幕後，無聲無息。」 

    他所倡導的 Ubiquitous Computing，強調電腦運算應該是看不見的，是無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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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運作於人類生活之後。這樣的理念，發自「以人為中心」的徹底反思；讓人在

使用科技時，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就如：打電話、開車、吹冷氣一樣，這些「過時」

的科技，不只簡單、有效，而且無所不在地遍佈於日常生活中 

(http://promotion.fetnet.net/pmt/ess_epaper0714/p32.html)。 

    未來的智慧化建築就如馬克魏瑟 (Mark Weiser)博士所說：科技就隱居在幕

後，無聲勝有聲。看不到開關，見不到銀幕；只要您願意，說一聲或看一下，智慧

化建築就會以您為主，開始動作。簡單來說，目前我們已經處於 e-化的社會，以個

人電腦( PC)及網際網路( Internet)為主的第二波，正要邁入無所不在的第三波 u-

化社會。 

(二)資訊通訊科技產業的未來發展趨勢 

    我國寬頻網路的現況與發展過程，最早的 Cable Modem 時代，大都由第四台影

像業者同時提供服務。接著，進入 ADSL 的時代，為多數的 ISP 業者使用。隨然傳輸

距離較長，但是頻寬較小。目前，正由政府及中華電信大力推廣中的 VDSL+FTTB(光

纖到建築物)頻寬較大。但是，傳輸距離較短。未來，FTTH(光纖到府)的頻寬較大，

傳輸距離也較遠。但是，成本較高(余景賢，2006)。 

    依據政府的「M-台灣」計畫，解決寬頻「last mile」(最後一哩)之問題，由政

府投資興建管道，提供業者鋪設寬頻纜線，即可加速光纖到府的建設。最終，我國

必須邁入無線上網的 Wireless 時代，應用 RFID 技術，以無線網路技術，透過光纖

網路為骨幹傳輸，依涵蓋範圍及寬頻需求劃分，發展不同的無線網路技術，具有免

除佈線，發揮無所不在的功能，達成「u-台灣」的目標，以輕鬆利用資訊通訊科技

來提升生活環境，使我國成為一個安全、便利、有效率的社會。 

    為了實現 Ubiquitous 無所不在的社會，提昇資訊通訊科技產業的發展，目前先

進各國皆已著手建構 u-化社會。同時，資訊通訊科技產業也極積開發各種 u-化的新

技術，提供落實 u-化社會的具體基礎。未來最根本的共同目標是：建立一個有線與

無線通訊整合的網路環境，包括：電話網路(PSTN)、網際網路、非同步傳輸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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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訊框傳送網路 (FR)與無線網路等，以建立資料與語音的共通平台。 

    在此共通平台下，任何資訊與服務都可透過共通平台進行傳輸。簡單地說，未

來你的行動通訊設備，例如：手機等，除了可以打電話之外，還有電腦、提款卡、

收音機、電視機、醫療診斷器、危機警示器等許多功能。 

    為了讓您自由自在地分享資訊通訊科技產業的成果，未來的資訊通訊科技將

是：小型化、省電設計的電腦硬體晶片，情境模擬個人化的資訊軟體，無線化通訊

協定的通訊網路，再配合其他週邊的感測器、ID Tag 等，達成高度資訊通訊的環境，

包括：預防電磁波、網路安全、干擾抑止等。 

    遠距教學、視訊會議、醫療照護、遠距照護、老人照顧、遠距環境控制等遠距

服務產業的通訊方式，也會有重大的改革；在「遍佈運算」(Pervasive Computing, 

PC)的模式下，人們能夠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以任何方式進行訊息的接取、處理、

傳送。 

    建築物監測與管理產業上，建築物設施管理將更慎重考慮節能、建材選擇、設

施管理等。建築物環境將會更個人化，例如：照明、資訊家電、空調等設計。建築

物內也將更具自動化，以監控、預測環境變化等環境共生的永續問題(梁淑芸，2006) 

二二二二、、、、智慧化建築與資訊通訊科技產業的硬體環境之因應智慧化建築與資訊通訊科技產業的硬體環境之因應智慧化建築與資訊通訊科技產業的硬體環境之因應智慧化建築與資訊通訊科技產業的硬體環境之因應    

(一)智慧化建築的硬體環境之因應 

    21 世紀的建築計畫應該創造更人本、更多元而舒適的居住生活空間，以智慧化

的生活空間反應資訊通訊科技的成就，以滿足居住者的個性與特性。 

    一個成功的智慧化建築，必須成功地整合「智慧化材料」、「智慧化技術」、「智

慧化設計」等三個領域。將智慧化材料、技術、內容與原本空間特性整合，將可擴

增空間的特性，提升生活的品質，甚至能配合永續環境(邱茂林，2005)。 

    其中，「智慧化設計」是指：其本質是解決生活空間的問題，將空間元素與不同

的系統與功能整合，產生具創意的特色，屬於建築領域的規劃與設計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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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化建築可以涵蓋「智慧化住宅」、「智慧化社區」、「智慧化都市」，或總稱為

「智慧化居住空間」。 

    在「智慧化設計」的範疇裡，如何滿足未來生活的情境模擬、室內舒適的環境

控制、安全環境的營造、資訊的取得與傳遞、家務的代勞功能、家戶的智慧控制平

台、資訊家電設備的發展等，將是未來「智慧化住宅」設計的課題。 

    在「智慧化設計」的範疇裡，如何滿足安全的門禁系統、住戶與訪客的辨識系

統、掛號信函的收發系統、垃圾自動分類與收集系統、社區公共空間的監視系統等，

將是未來「智慧化社區」規劃的課題。 

    在「智慧化設計」的範疇裡，如何滿足都市資訊網路的基盤建設，都市機能管

理中心的建置，智慧化交通系統的導入，智慧型防犯罪系統的導入，政府行政的電

子化，都市智慧控制平台的建置等，將是未來「智慧化都市」規劃的課題(林澤勝，

2007)。 

(二)資訊通訊科技產業的硬體環境之因應 

    在硬體環境的使用上，相關於資訊通訊科技產業的範疇有「智慧化材料」與「智

慧化技術」兩者。「智慧化材料」是指：具有感知環境刺激，對之進行分析、處裡、

判斷，並採取一定的措施，進行適度回應的智慧特徵之材料。「智慧化技術」是指：

源自資訊通訊技術、感測技術、材料科學、人工智慧等，包括硬體與軟體。智慧化

技術應能夠與使用者互動，發展具有涵構察覺的條件。 

    目前，比較常用的社區網路與家用網路為「有線電視網路(CATV)」。對建築物而

言，具有容易佈建的優勢。CATV 網路提供的社區新機能，例如：整合於電視及網路

的社區監控系統 IP 化、社區視訊佈告欄、社區頻道、社區公共區域 WiFi 上網、社

區公共設施自動化控制、視訊會議應用等。CATV 網路所提供的家庭新機能，例如：

語音、數據、視訊三合一服務(每戶最高頻寬 100M 雙向，高畫質視訊服務)、數位高

畫質電視與互動服務(即時互動式的影音體驗)、居家保全監控系統(警局連線、遠端

監控住家、瓦斯安全偵測、雙向影音互傳系統)、智慧化家庭自動控制系統(IP 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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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控制平台、遠端控制家中電器設備、家電自動排程管理機制)、居家醫療照護系統

(醫療單位連線、居家無線照護監測心跳及血壓、提醒用藥並提供諮詢、異常狀況緊

急救護機制、透過戶外無線平台將照護功能延伸到共區域)等。 

    「光纖到府」是智慧化建築物即將實現的資訊通訊科技，可由個人通訊或網路

監控，以現場操作或遠端操控，手動或遙控、集中控制或走動操作，連結智慧化建

築物的控制系統，完成：結合門禁與保全、情境氣氛與場景控制、預約定時與環控

偵測等安全防盜、照明燈控的功能。也可以整合家電，包括：建立紅外線家電平台(空

調、音響、影像、電視)、隔間或隔層遙控、遠距遙控或預約定時啟動、環境偵測控

制、保全設備與家電聯動等功能。另外，搭配 RFID 可導入物業管理系統，包括：登

錄使用期限、保養維修頻率、排定維修時程及路線、察知設備異常狀況、直接掃描

盤點等功能。 

    目前，市場常見的系統有：集中配線的訊號控制(有線式)，安裝較為困難，適

合使用於新的建築物。另外，無線傳輸訊號控制(紅外線遙控式、無線射頻搖控式、

電力載波搖控式、其他(WiFi/Bluetooth/ZigBee)等無線網路技術，安裝較為容易，

新建築物與既有建築物都容易佈建(曾隱棠，2006)。 

    ZigBee 是一種小而美的短距離無線傳輸的技術，低耗電、低成本、佈建容易，

適合行動照護設備的通訊載具。可以搭配 GPRS, 3G, WiMAX, ADSL 等長距離寬頻數

據網路，把感測或定位資訊透過 Gateway 等設備與網際網路相結合以作為完整的應

用。例如：以無線環境乾置系統，可以偵測空氣品質(CO, CO2, O3,溫度、溼度、苯、

甲醛)。連結生理設備與 STB，可透過 CATV 網路可將生理訊號傳送到照護服務端。

使用者發生意外時，ZigBee 室內定位系統可偵測使用者位置，判定非正常靜止不

動，且心跳體溫下降，即可前往急救。睡眠狀態中，偵測器會持續偵測使用者之心

跳、血壓、體溫，確保使用者生命安全(史宣平，2006)。 

    無線射頻辨識系統(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將大量取代條碼

辨識系統，應用於物流領域、醫療與藥品保護、智慧型商務與軍事上。RFID 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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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供更多即時的資訊、智慧型的判斷、自動化的控制等應用。在智慧化建築物

上，可以作為：建材資訊管理、設計情報管理、修繕履歷管理、管線配置管理、再

資源化管理、拆除資訊管理等追縱管理功能。在公共工程上，可以作為：管線資訊

管理、管線配置管理、管線修繕管理、管線定檢履歷等記錄管理功能。在行動路線

規劃上，可以作為：學生或老人動線、自行車出租管理、保全巡邏路徑、物流路線

管理、人員進出履歷、車輛進出履歷等行動服務功能。在環境保護上，可以作為：

廢棄物管理、清潔車出入履歷、廢棄物清運履歷、資源回收及分類、再資源化履歷

等環境管理功能(梁淑芸，2006)。 

    WiMAX(Worldwide Interoperability for Microwave Access)是一種都會型無

線區域網路通訊技術，其目標市場為：居家及 SOHO 族高速連網、中小型商場的聯網

服務、行動通訊基地台的骨幹應用、公共安全與專用網路的應用等。可以用在：健

康照護、教育、公共安全、e-政府、財務、無線 ISPs、娛樂休閒、建築物與營造等

(陳安誼，2006)。 

    以上，資訊通訊科技產業的「智慧化材料」與「智慧化技術」對環境的貢獻，

將因「智慧化設計」的不同而有所差異。雖然，資訊通訊科技使建築物更具智慧化。

但是，也讓建築物變得更複雜；一旦建築物智慧化，必將影響建築物設計，因此，

在建築規劃設計之初，即必須事先作整體性之考慮，使智慧化材料與技術可以充分

與建築結合，以確實達到提升人類福祉及居住環境品質之目標。 

三三三三、、、、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1. 未來的智慧化建築，必然由最基本的開關、輸入輸出提升到數位多元控制系統，

再進階到可回應的程度，越來越複雜。在資訊通訊科技的應用上，有賴於政府

與民間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時代的任務。 

2. 一個成功的智慧化建築，必須成功地整合「智慧化材料」、「智慧化技術」、「智

慧化設計」等三個領域的整合，以提升生活的品質、配合永續環境。 

3. 「智慧化材料」與「智慧化技術」對硬體環境的貢獻，將因「智慧化設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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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而有所差異。雖然，資訊通訊科技使建築物更具智慧化。但是，也讓建築

物變得更複雜。況且，還有經濟規模與降低價格的大課題要解決。 

4. 遠距教學、視訊會議、醫療照護、遠距照護、老人照顧、遠距環境控制等遠距

服務產業，也會有重大的改革；在「遍佈運算」(Pervasive Computing, PC)

的模式下，人們能夠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以任何方式進行訊息的接取、處

理、傳送。 

5. 建築物環境將會更個人化，建築物將考慮節能減碳、建材選擇、設施管理等，

也會考慮自動化監控、預測環境變化等環境共生的永續問題。這些，都是全人

關懷建築必須達成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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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日本面對高齡社會之因應對策日本面對高齡社會之因應對策日本面對高齡社會之因應對策日本面對高齡社會之因應對策    

由於我國社會高齡化之速度與趨勢與日本相近，只是日本發生的時間較早，所

以本計畫在國外文獻回顧部份，特別蒐集日本面對高齡社會，針對居住環境部分，

如何提出因應對策及評估其對策之成效，以作為我國推動相關計畫之參考。 

一一一一、、、、日本高齡化社會現況及未來推估日本高齡化社會現況及未來推估日本高齡化社會現況及未來推估日本高齡化社會現況及未來推估    

探討日本政策之前，必須先了解日本目前社會高齡化現況，作研究之基礎。依

據日本厚生省統計，日本 2006 年 10 月 1 日總人口為 1億 2777 萬人，其中 65 歲以

上高齡人口為 2660 萬人，佔總人口比例為 20.8％，相對於前一年的 2657 萬丮 20.1

％。 

65 歲以上高齡人口性別比例為男性 1131 萬人，女性 1529 萬人，男女性別比

例為 73.9 比 100。進一步分析，前期高齡者﹙65-74 歲﹚人口為 1444 萬人﹙男性

678 萬人、女性 766 萬人，性別比 88.4％﹚，佔總人口比例為 11.3％；後期高齡

者﹙75 歲以上﹚人口 1217 萬人﹙男性 458 萬人、女性 763 萬人，性別比 59.4％﹚，

佔總人口比例為 9.5％。 

 依據 2006 年 12 月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之推估，以出生率及死亡率

中推估，預測未來之人口統計變化如下。 

1.總人口變化：2025 年，總人口 1億 2000 萬人；2046 年，總人口 9938 萬人；2055

年，總人口 8993 萬人。 

2.高齡人口總人數變化：「團塊世代」﹙1947-1949 年戰後出生高潮﹚，在 2012

年將使高齡人口遽增為 3000 萬人；2018 年，達到 3500 萬人，2014 年達到巔峰

3863 萬人，隨後逐漸減少。 

3.高齡人口比例變化：由於總人口逐年減少而高齡人口卻逐年增加，所以在近年內

高齡人口比例將急速增加。2013 年，高齡人口佔總人口比例將達到25.2％；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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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達到33.7％，2042年以後雖高齡人口總數逐漸減少，惟因出生率降低，比例仍持

續上昇，推估2055年將達到40.5％。  

由前述人口變化推估，顯示在可預見的未來，日本的高齡人口無論在總數或占

總人口之比例上，皆將持續上升，而其中更令日本困擾的是後期高齡者急遽增加，

依據推估未來增加的高齡人口主要是以後期高齡者為主，而後期高齡者由於身體機

能之退化，所需之照顧人力、物力及醫療資源更為可觀，凡此皆為日本目前迫切需

預為因應之課題。 

 

                                                                        圖 2-5.1 日本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圖 

                        圖來源：「高齡社會白皮書」p.4 

二二二二、「、「、「、「高齡社會白皮書高齡社會白皮書高齡社會白皮書高齡社會白皮書」」」」之生活環境對策之生活環境對策之生活環境對策之生活環境對策 

     日本因應高齡社會之問題，制定有完整之「高齡社會白皮書」，除針對高離社

會況之問題多所闡述外，主要為提出政府全面之因應對策，包括高齡者之健康、福

祉、就業等，其中針對生活環境部分，提出全面性之都市建設、住宅計畫、結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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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政策，使高齡者可享有安全、安定又安心之居住環境。依據日本 2007 年出版之「高

齡社會白皮書」，有關「生活環境」領域相關部分簡要說明如下
註 2
： 

﹙一﹚確保安定舒適的居住生活 

為使高齡者享有安定舒適的生活，主要策略包括： 

1.促進提供良質住宅：具體措施包括計畫性取得自有住宅及努力改善自有住宅、充

分運用推動優質民間租賃住宅之支援制度、提供妥適之公共租賃住宅及改善住宅

市場環境等。 

2.因應多樣化之居住形態：具體措施包括自有住宅同居等之需求、推動高齡者順利

入住民間租賃住宅、提供因應高齡者需求之公共租賃住宅及協助換住適合高齡期

之高齡者住宅。 

3.整頓考量自立生活及照護因素之住宅：具體措施包括推動建設及改造因應高齡者

自立生活及照護因素之住宅、公共租賃住宅無障礙化、全面加強住宅與福利政策

之配套措施。 

﹙二﹚全面推動符合通用設計概念之都市建設 

為使高齡者及所有公民均能參加社會活動，擔負社會責任，為實現生活充滿自

信及驕傲喜悅之社會，主要策略包括：  

1.全面推動考量高齡者需求之都市建設：推動改善從自家住宅至交通機構、至街道

之硬體及軟體兩面之無障礙環境建構，全面推動都市規劃，以整體之角度展開全

面整頓。 

2.公共交通無障礙化、建構步行空間及交通環境之整頓：具體措施包括制定交通無

障礙法、訂定無障礙交通指針、協助公共交通機關之無障礙化改善、建設無障礙

步行空間、整頓道路環境及為實現交通無障礙化，相關軟體面之配討措施。 

3.建築物及公共設施等之改善：具體措施包括對不特定多數人員或高齡者所使用之

特定建築物之新造及增改建時，推動強制無障礙化規定，及推動改善優良建築計

                                                 
 
註 2 生活環境之整體政策詳如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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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可享有補助制度、融資制度、稅制上之優惠等措施；及推動公園無障礙化等改

善計畫。 

4.結合福利政策推動相關環境改善計畫，及推動結合通用設計觀點之無障礙化政策。 

﹙三﹚確保交通安全及免於犯罪、災害等 

為確保高齡者交通及人身安全，同時降低災害危險，主要策略包括： 

1.確保交通安全：推動高齡步行者、高齡自行車使者等之交通安全對策；高齡駕駛

者之交通安全對策；市民參與型之交通安全活動及為加強高齡者保護，建立符合

通用設計概念之道路交通環境等。 

2.避免犯罪、踐踏人權、欺騙推銷等：對高齡者進行巡訪，並與地方公共團體合作，

協尋患有高齡癡呆症等疾病的獨居老人並建立保護制度等。 

3.推動防災措施：災害發生時，高齡者較容易受到波及，特別強化災害時需保護者

警戒及避難體制等。 

﹙四﹚營造舒適充滿活力的都市環境 

為營造舒適且充滿活力的都市環境，主要策略包括： 

1.營造舒適的都市環境：營造任何人都臨近自然之舒適環境。 

2.建設有活力的農埸漁村：具體措施包括創造能發揮高齡者餘力的條件、接班人制

度之落實及推動接班人教育培養、推動生活環境之整治等。 

﹙五﹚推動調查研究 

由於科學技術之研究開發及其活用，可大幅解決高齡者課題，因此應推動高齡

者特有疾病及健康增近相關之調查研究，主要策略包括： 

1.推動各種形式之調查研究：高齡者特有疾病及增進健康之调查研究等、福祉器具

之研究開發、生活用品等通用設計之研究開發、有關資訊通信靈活運用的開發研

究 

2.改善調查研究等基礎：完善研究促進体制、研究人才培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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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住生活基本法住生活基本法住生活基本法住生活基本法    

由於住宅為生活之根本，因應高齡社會，住宅須符合各種不同身體機能之需

求，以確保安定舒適的居住生活。在提昇居住水準，推動住宅市場環境整頓之同時，

需因應與父母同居、鄰近居住等多元化居住形態。為因應隨著年齡增長身體機能下

降，推動普及老人自立生活、考量照護需求之住宅，及不拒決高齡者入住之住宅環

境，必須透過與福利政策配套，推動提供生活支援功能之住宅。 

除前述政策白皮書所提出有關生活環境部分，面對少子高齡化社會，日本在

2007 年 6 月訂定了「住生活基本法」(2007 年法律第 61 號)，本節就為確保高齡者

可享有安定舒適的居住生活，主要之推動策略，包括制定住生活基本法及後續之推

動計畫，說明如下。 

﹙一﹚ 住生活基本法 

「住生活基本法」針對確保住生活安定及推動促進方面，提出四項基本理念： 

1.提供現在及將來住生活基礎之住宅等。 

2.形成讓居民引以為傲及熱愛之良好住宅環境。 

3.建構充分運用民間活力及既有資源之市場並維護消費者利益。 

4.確保低所得者、高齡者及有幼兒家庭之居住穩定。 

5.為實現基本理念訂定各相關機關之責任義務及基本方針等。 

﹙二﹚ 住生活基本計畫 

為將基本理念及基本方針更為具體化，同年 9月由內閣訂定「住生活基本計

畫(全國計畫)」之基本計畫，主要包括： 

1.促進提供良質住宅：針對計畫性取得自有住宅及努力改善自有住宅，提供協助；

充分運用推動優質民間租賃住宅之支援制度；提供妥適之公共租賃住宅；改善住

宅市場環境 

2.因應多樣化之居住形態：自有住宅家屬同居等之需求；推動高齡者順利入住民間

租賃住宅；提供因應高齡者需求之公共租賃住宅；協助換住適合高齡期之高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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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 

3.整頓考量自立生活及照護因素之住宅：推動建設及改造因應高齡者自立生活及照

護因素之住宅；推動公共租賃住宅之無障礙化；全面加強住宅與福利政策之配套。 

四四四四、、、、促進高齡者與身障者便利使用建築物與交通相關法律促進高齡者與身障者便利使用建築物與交通相關法律促進高齡者與身障者便利使用建築物與交通相關法律促進高齡者與身障者便利使用建築物與交通相關法律     

日本早在 1949 年即制定身體障礙者福利法，但社會上真正開始關心「無障礙生

活環境」的問題，並制訂相關規範及推動鼓勵措施是在 1970 年代。因受「居家福祉」

理念之影響，1969 年由仙台市發起呼籲擴大障礙者生活圈，「揭開了推展「無障礙

生活環境」的序幕，隨後，因高齡人口比例急劇增加，因此「無障礙生活環境」結

合「福祉鄉鎮建造」，急速在全國展開。 

   日本在 1968 年頒布身障者福利法，惟該法令並未涉及無障礙生活環境，針對無

障礙環境之法令，主要為 1994 年頒布之「促進高齡者與身障者便利使用特定建築物

相關法律」﹙又稱為愛心建築法﹚，該法並於 2006 年整合「促進高齡‧身障人士等順

暢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移動之相關法律」(交通無障礙空間法)，修正為「促進高齡者

與身障者便利使用建築物與交通相關法律」。 

﹙一﹚新法概要 

1. 立法目的：制定本法之目的，乃鑒於確保高齡人士、身障人士等自立營日常生活

及社會生活之重要性，透過採取針對大眾運輸工具之旅客設備及車輛等、道路、

路外停車場、公園設備以及建築物之構造及設備的改善措施；以及在特定地區中

針對旅客設備、建築物等以及其間動線所構成之道路、站前廣場、通道及其他設

備進行整體性之整頓事業；俾促進高齡人士、身障人士在移動上及利用設備上之

便利性及安全性之提升，以增進公共福祉。 

2. 規範之範圍：包括道路、公園、路外停車場、大眾運輸工具、建築物等。 

﹙二﹚新法與舊法之比較 

    與過去的愛心建築法、交通無障礙空間法相比，新法主要具備下列特點： 

 1.擴大涵括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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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過去在愛心建築法、交通無障礙空間法中認定為適用對象的建築物、大眾交

通工具外，新法另行規定高齡、身障人士等於日常生活及社會生活中常使用或常利

用的道路、路外停車場、都市公園於新設置時亦有進行無障礙空間化的義務。而在

大眾運輸工具方面，也在現行之交通無障礙空間法中所規定之旅客設備、車輛之外，

另行指定特定的福祉計程車適用新法，並規定對既有之特別特定建築物應儘量進行

無障礙空間改善之義務。 

2.擴充交通無障礙空間之範圍 

    過去交通無障礙空間法的「無障礙計畫」乃以特定旅客設備(旅客設備中 1日平

均使用者數原則上超過 5000 人者)為中心的一定徒步區為範圍。然而，為了包含建

築物等設備，以進行更具整體性的無障礙空間化業務，在新法中亦將旅客設備週邊

徒步區外的地區、不具有旅客設備的地區也納入無障礙計畫中一併考量。 

     另外，隨著第ㄧ點中對象的擴充，關於特定事業的範圍亦有變更。過去的交通

無障礙空間法中只限於大眾運輸工具、道路、交通號誌等三種分類，然而在新法中

特定事業的範圍亦包括建築物、路外停車場、都市公園等。 

3. 創設當事人參與制定「無障礙計畫」之制度 

    為了促使無障礙空間化的業務能夠反映當事人的需求，在新法中特地設立二個

鼓勵當事人參加的制度。第一是將協議會制度加以法制化。在制定無障礙計畫時所

進行的協議，以及實施無障礙計畫時所需的聯絡統整工作，皆由此協議會進行。新

法制定後，以各級鄉鎮市為中心進行意見統整的場合將受到法律保障，並且透過活

用此一制度，可以針對基於無障礙計畫所實施的各種事業之實施狀況進行追蹤。 

    第二則是高齡人士、身障人士等之利害關係人，將能對各級鄉鎮市提案，建議

制定或變更無障礙計畫。為了確保此制度有其實際效用，連帶規定了接受提案的各

級鄉鎮市具有公告評估結果的義務，或在不接受提案時有說明理由的義務。 

4.創設使移動順暢化之動線協定制度 

    若土地所有人與當事人間達成共識，欲整頓改善具備整體性、連續性的無障礙

空間動線時，需將此事制定為協定，在經各級鄉鎮市長認可後將賦予其繼承性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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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就是即使所有者有所異動，其效力仍然保留，以確保協定內容的穩定和永續

性。 

5.明確規定各關係人之責任與義務 

    各關係人，包括國家、地方公共團體、設備設置管理者等以及國民在推動無障

礙空間化時所應扮演的角色，於新法中新設責務規定加以明記。 

    例如國家應和關係者一起，隨著無障礙空間化政策的計畫、檢驗、實行的各個

流程）的進行，以達成階段性、持續性的發展為目標持續深化努力(Spiral Up)，並

尋求國民的協助以促進無障礙空間化的推行(發自內心的無障礙空間化)。另外，對

確保高齡人士、身障人士等之自立的日常生活及社會生活的重要性，國民也必須加

深認識。 

五五五五、、、、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綜合由前述日本面對高齡社會，在居住環境整備部分之因應對策，主要可供參

考之處包括： 

1. 研訂整體性之政策：政府將照顧老年人視為第一要務，由需求者之觀點，整合相

關政策，包括福利政策、住宅政策、介護保險制度等，整體規劃居住環境，並因

應各種不同需求，提供不同住宅類型供選擇，為日本推動老人福利的基礎。 

2.無障礙環境法令：2007 年修正頒布之「促進高齡者與身障者便利使用建築物與交

通相關法律」，整合建築、道路、公共設施、都市環境及大眾運輸系統，消除介

面銜接問題，作為規範建置整體無障礙生活環境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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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叁章第叁章第叁章第叁章            相關計畫與政策相關計畫與政策相關計畫與政策相關計畫與政策    

為使相關政策及計畫，有適合之硬體環境以發揮更大之整體效益，本研究擬彙整

相關政策、措施及計畫等，探討其所需要之建築及都市環境，配合規劃建構相關福政

策及科技計畫所需要之硬體環境，加強各部門相關政策計畫橫向溝通機制，避免政策

資源重複，以建置適合於所有人且能使各項計畫充分發揮其效益之建築及都市環境。 

本研究計畫擬整合三大面向之相關政策，包含： 

1. 醫療、照護、保健、健康促進等健康促進相關計畫及政策。 

2. 國內老人、身心障礙者及兒童照顧等福址相關計畫及政策。 

3. 國內住宅、都市、景觀等營建相關計畫及政策。 

    

  表 3-1  三大面向與相關政策計畫彙整表    

面向 政策計畫名稱 撰擬單位 

健
康
促
進 

健康ࠤ市計畫 

國҇健康ֽ 

Ӽӄޗ計畫 

健康環境與ޜ໔營 

健康ᙍ酏 

健康促進Ꮲਠ與ӼӄᏢਠ計畫 

照
顧
服
務 

 福ճ政策ᆜሦޗ

 љޗ

 醸照顧Μԃ計畫ߏ國ך

老人福ճ機構Ѩ醳ੱ老人照顧၂ᒤ計畫 

Ѩ醳ੱ老人ი體ৎࡂ၂ᒤ計畫 

身心障礙者ޗВ໔照顧୍ܺ၂ᒤ計畫 

營
建
相
關 

整體住宅政策ჴ施Бਢ 

營建 
人α政策қҜਜ 

 ๓計畫ׯ有市ၰၡ景觀與人Չ環境ࡽ

ค障礙ғࢲ環境୍࿎ᏤԵਡ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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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健康促進相關計畫與政策健康促進相關計畫與政策健康促進相關計畫與政策健康促進相關計畫與政策    

、、、、    健康ࠤ市計畫健康ࠤ市計畫健康ࠤ市計畫健康ࠤ市計畫        

)* ጔଆ： 

1. 人αזೲӦ۳都市ύ：ਥᏵШࣚፁғಔᙃ)XIP*ޑ資，Ⴃ計ډ 2111 ԃ，

Ᏹ有 2111 人αࠤޑ市ஒၲډ 26 ঁǹډ 2126 ԃਔ，ӄШࣚஒ有 71ʘޑ人

α住ӧࠤ市㚊。 

2. 都市ϯԋᝄ重ޑ健康ୢᚒ：ଯࠤޑࡋ市發，ஒ面ᖏӭޗ、環境、ፁ

ғ及ғᄊБ面，包ࡴ人αஏࡋၸଯ、Ҭ通Ᏹᔒ、ғࢲᆙ、ό಄合ፁғޑ

Нک१ࠔ、Ԧޑࢉғᄊ環境、ኪΚ及্等ୢᚒ，ᝄ重Ӧુ࠶人ᜪޑ健康。

ӢԜ，XIP 醋کߏԋ、֎ڥ、ࢲঁᔮჴ體，更ᔈԋ為ғࢂ市όѝࠤᢣڥ

৹ғޑڮჴޜ໔。 

3. ଓ健康ࢂ都市ύ所有部門ೢޑҺ：ቹៜۚ҇健康ޑӢનࡐࢂ複ᚇޑ，ჴ有

Ѹ要整合政۬各部門ޑΚໆ，包ࡴፁғ部門ک其дՉ政部門，及ߚ政۬ಔ

ᙃ、د營Ҿޗک本身，Զ健康ࠤ市ёڐշᑜ市政۬ዴᇡ施政Ьື，

ၸၠ部門合բ與ޗୖ與ޑ機制整合相關資源與Չ策ౣ，建ҥ健康、҉

 。ոΚٰߏԋک發ޑ市ࠤϦӅ政策，Ӆӕ為ޑុ

)Β* Ҟ： 

XIP 醚рགྷޑ健康ࠤ市ᔈ၀ڀ有Πӈ 11 項ф能)Ibodpdl 及 Lvim- 1:97*： 

1. ଳృ、Ӽӄ、ଯࠔ፦ޑғࢲ環境。 

2. ᛙۓ且ុ發ޑғᄊس。 

3. 強Զ有Κ且相ϕЍޗޑ。 

5. ჹቹៜғکࢲ福ճ،策ڀଯୖࡋ與ޗޑ。 

6. 能ᅈࠤى市ۚ҇ޑ୷本需。 

7. 市҇能ᙖӭϡᆅၰᕇளόӕޑᡍک資源。 

8. ӭϡϯ且ࢲڀΚ及鄪ཥޑ都市ᔮࢲ。 

9. 能保੮ᐕўђᙬ٠酥重ӦБЎϯ。 

:. 有ࠤ市ᇻ景計畫，ࢂঁ有Յࠤޑ市。 

11. 醚ٮ市҇有ࠔ፦ޑፁғ與醫療୍ܺ。 

11. 市҇有ؼӳޑ健康ݩ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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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ᒤ機關： 

1. Ьᒤ單位：Չ政ଣፁғ國҇健康ֽ 

ጪᑜ政۬與ଯ市、市政۬、भਪᑜ政۬ࠄᒤ單位：國ҥԋф大Ꮲ、ᆵ܍ .2

政۬。 

)Ѥ* 計畫醸ำ：҇國 :5�:8 ԃ 

)ϖ* 計畫重ᗺ： 

                  表 3-1-1  健康ࠤ市計畫重ᗺ表 

໒ۈ醸 ಔᙃ醸 Չ醸 

1、建ҥਡ心ი໗ 

2、Αှ健康ࠤ市ཷۺ 

3、Αှࠤ市ݩ 

5、酦 

 構ࢎಔᙃۓ،、6

7、ྗ鄠計畫ਜ 

8、ᕇள市۬܈܍ᒍ 

9、ԋҥہ 

:、分計畫ޑೀ境 

11、ዴۓ計畫Һ୍ 

11、ҥ計畫ᒤϦ࠻ 

12、建ҥ計畫Չ策ౣ 

13、建ҥ計畫之能Κ 

15、建ҥڀ體ޑຑ機制 

16、ቚ加健康Ծ 

17、ঀᏤ策ౣ܄計畫 

 ϯၠ部門Չࢲ、18

19、ቚ進ޗୖ與 

1:、促進ॠཥ 

21、ዴ保健康ޑϦ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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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Ϥ* 都市建築環境相關 

表 3-1-2  健康ࠤ市計畫都市建築環境相關彙整表    

 ᒤ單位ڐ體措施 πբ項Ҟ Ьڀ
計畫所需之硬體環境 / 有շ硬

體環境ׯ๓內 

醸

ำ 

Ȩ健康ࠤ

市計畫ȩ

與Ȩ健康

市ᖄ࿉ࠤ

計畫ȩ 

ၮբ健康ុ .1

ࠤ 市 ᖄ ࿉ ಔ

ᙃ，ᘉ大ᖄ࿉ಔ

ᙃԋୖ與。 

2.建置健康ࠤ市

ӄ國ࡰ܄相

關資。 

ᆢ護及更ុ .2

ཥ健康ࠤ市ύ

मЎᆛઠ，醚ٮ

XIP 健康ࠤ市國

ሞ鄦ཥ資ૻ及

Ѡࠄ市健康ࠤ

市ࢲ、Ӧ及

酧資ૻ。 

5. рހ健康ࠤ市

Ꮲт，և

ၸำᡍ與่

݀。 

6. ჴӦڐշ、ᇶ

Ꮴ各ᑜ市

健康ࠤ市πբ。 

7. 促 進 國 ሞ 合

բ，加強與

XIP 健康ࠤ市合բ

ύ心之Ҭࢬ。 

1.Ьᒤ單位：Չ

政ଣፁғ國

҇健康ֽ 

 ：ᒤ單位܍.2

)1*國ҥԋф大

Ꮲ 

)2*ᆵࠄ市政۬ 

)3*Ѡчᑜ政۬ 

)5*Ѡч市政۬ 

)6*भਪᑜ政۬ 

 ጪᑜ政۬*7(

各ᑜ市發健康ࠤ市ਔ，制ु

有շ於硬體環境ᅱ釱與ׯ๓之

 ：ࡰ

Ȑ1ȑ健康ᜪࡰ： 

-ค環境ኧໆ 

Ȑ2ȑ環境ᜪࡰ： 

-Н፦  

-ԦНೀ  

  ፦ࠔοݞ-   

-Ϧ酳ᔠ通ၸ 

-ᆘᙟ  

-Ϧ༜ᆘӦё及܄  

-ၮҶ໕施  

-২  

-ဌ፯ًҔၰ  

  Ӧ整ԭ分Кޜ-

，ݩރӦ規劃與使Ҕޜ-

相關資包ࡴ： 

ǸӈᆅޜӦኧໆȐೀȑ 

Ǹ環境ᆘऍϯኧໆȐೀȑ 

Ǹᖏਔଶً酏ኧໆȐೀȑ 

Ǹᙁܰၮౚ酏ኧ Ȑໆೀȑ 

Ǹᙁܰ᛬Ўࢲቶ酏ኧໆ

Ȑೀȑ 

-人Չၰޜ໔К  

-人Չၰ與᚛ኴค障礙ׯ 

๓ 

-人Չၰޜ໔與通ᄣࡋ  

-᚛ኴ通ᄣຉᇡኧ  

-ᆘ建築ԋߏ 

-፶ًؓ٦有ၰၡ面ᑈ  

-ଶًޜ໔  

Ȑ3ȑޗᜪࡰ： 

-Ўϯ施ኧໆ與ԋߏ 

      -ђᙬ與ᐕў建ނኧໆ 

:2

ԃ-

ّ

Ϟ 

鄠ຏ：1.相關ࡰ߯ᄔԾȨѠࠄ市健康ࠤ市ȩ與ȨѠ健康ࠤ市ᖄ࿉ȩ等計畫。 

2.ୖ Եᆛઠ：Ѡࠄ市健康ࠤ市ᆛઠ：http://www.healthycities.ncku.edu.tw/index.htm 

 /市ᆛઠ：http://healthycity.tcu.edu.twࠤጪᑜ健康

भਪᑜ健康ࠤ市ᆛઠ：http://healthycity.miaoli.gov.tw/ 

Ѡч市健康ࠤ市ᆛઠ：http://healthycity.taipei.gov.tw/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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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ΒΒΒ、、、、    Ӽӄޗ計畫Ӽӄޗ計畫Ӽӄޗ計畫Ӽӄޗ計畫    

)* ጔଆ： 

1. ȨӼӄޗȩࢂ項ၸޗ以ቶӼӄ健康及্Ⴃٛޑӄౚ܄計畫。 

2. 1:91 ԃж，ӧШࣚፁғಔᙃȐXIPȑȹIfbmui gps bmmȹޑ釣ϼق࠹之٣，ࡕ

第ԛ҅ԄӦӧВ內ۺཷޑȩޗ重ຎ，ԶȨӼӄޑ國ሞ໔ډڙۈ্ٛ制໒ࡺ

ґᖐᒤޑȨ第ۛࡺ٣্國ሞ研討ȩύ҅Ԅ࠹醤，且ډڙቶޑݱ討ፕ。 

3. XIP ᝢಔȨШࣚፁғಔᙃޗӼӄቶύ心ȩ，ڐշӄШࣚޗவ٣Ӽӄ促進ޑ

πբ。 

5. XIP ޗΑȨӼӄۓոΚुޑ以ȨӼӄȩ為ंޗӼӄቶύ心為Αᄆᡉޗ

ȩޑոΚྗ٠，߾以Ϧ໒ᇡޑБԄҢ，ᙖԜቶޗӼӄ促進ޑ٠，ۺ

 。ᆛȩޗȨӼӄޑ܄ԋШࣚ

)Β* Ҟ： 

1. ӼӄޗѸڀ鄠ঁ୷ᘵࢎ構，Ԝࢎ構ࢂҗၠሦୱޑი體，ၸ合բ與უՔ關

߯ԋҥ 

2. ӼӄޗѸڀ有ߏ醸ޑ܄ុ҉ک܄計畫Ѧ，٠且要఼ᇂ所有܄ձ、ԃសቫ、環

境کݩ 

3. ӼӄޗѸ要有以ଯӒᓀဂکଯӒᓀ環境為Ҟ ჹຝ，以及ჹܰڙ্ޑ

ဂቶӼӄޑ計畫 

5. ӼӄޗѸ能醚ٮ্ᓎکচӢޑЎҹ計畫 

6. ӼӄޗѸჹ計畫內Չၸำ及ׯ๓效݀ޑຑ 

7. ӼӄޗѸ能ୖޑ܄ុ與國內ک國ሞޑӼӄޗᆛ๎ޑᡍҬࢬ 

 加強ᑜ市內資源整合，ࢬ合Шࣚዊ߆ .8

9. 醚ϲᇶᏤ溝通效
ຏ 5 

)三* ᒤ機關： 

1. Ьᒤ單位：Չ政ଣፁғ國҇健康ֽ 

 。ޗ্ႣٛᄤӼӄ促進Ꮲ)UJQTQB*與各ࡺᒤ單位：Ѡ٣܍ .2

 

 

 

                                                 
 
註  。ࡰ國ሞᇡޗϤ項Ҟ要ᗺ為Ӽ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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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3  Ӽӄޗ計畫ᒤ機關表 

 

 

 

 

 

 

 

 

 

 

 

 

 

 

 

 

 

    

)Ѥ* 計畫醸ำ：҇國 :1 ԃ 8 Д-ّϞ 

)ϖ* 計畫重ᗺ： 

1. Ӽӄޗ計畫߯Ӄ發政策চ٠，߾ᙖҗޗՉЍ，ుΕ୷ቫ 

2. Ӽӄޗ計畫ѸԵቾӦݩރ及需௦ҔӦёՉޑ技ೌ 

3. ִ๓၍ញࡺ٣্之Ўϯ及ޗᔮङ景Ӣન 

5. 計畫఼ᇂᚒ： 

)1* ্ᅱ釱 

)2* 環境܄੯ੰ)૰ᆃ、ύ醲、ե體ྕ、এ等*  

)3* ۚৎӼӄ)Ѵ兒與老人ۚৎӼӄ-Ⴃٛຳॹ0ቜပ、ᐨᐭ、਼ϯᅹύࢥ*  

)5* НୱӼӄ)ྔНٛ制*  

)6* ၭ٣Ӽ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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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Ծఠٛ制 

)8* ၰၡҬ通Ӽӄ)兒童ԾՉًӼӄ*  

)9* ᏢਠӼӄ)ၯᔍ施ᆅ、៙ঐٛ制*  

):* ਸဂࡺ٣্ٛ制)ᐱۚ與১༈老人、Ѧᝤ配ଽηζ及১༈兒童Ӽӄ*  

)11*釂݅ٛО…等 

)Ϥ* 都市建築環境相關 

表 3-1-5  Ӽӄޗ計畫都市建築環境相關彙整表    

體ڀ

措施 
πբ項Ҟ 

Ьڐᒤ 

單位 

計畫所需之硬體環境  / 

有շ硬體環境ׯ๓內 
醸ำ 

Չ

ȨӼ

ӄޗ



計

畫ȩ 

1.91-96 ԃӼӄޗ計

畫֡җ國҇健康ֽ࿎

ᏤѠࡺ٣্Ⴃٛ

ᄤ Ӽ ӄ 促 進 Ꮲ 

(TIPSPA)及各ޗ。  
2.ନ 4 ঁςᇡ之Ӽӄ

Ѧ，ќ鄊ុᇶᏤޗ

包ࡴᓐࠤᙼ、ᐞᙼ

等15ঁޗୖ加Ӽӄ

 。計畫ޗ
3.ѠӦ以酏ୱ之觀

ᗺ，ޗӼӄၮ

。  
4.ঀᏤ與整合ӧόӕ酏

ୱ(ޗ、Ꮲਠ、ᙍ酏

與ۚৎ)ޑӼӄᚒ。

以ჴ為୷ᘵޑ্

ႣٛᄤӼӄ促進策ౣ

(evidence-based injury 
prevention and safety 
promotion strategies) 

5.97ԃӼӄޗ計畫ׯ

җፁғ國҇健康ֽ

及চ҇ံշ各ᑜ市

ፁғֽ，ᇶᏤᗄ內

29ঁӼӄޗ計畫。 

1.91-96
ԃ：җ國

҇ 健 康

ֽ ࿎ Ꮴ

Ѡ  ٣

ࡺ  ্

Ⴃ ٛ ᄤ

Ӽ ӄ 促

進 Ꮲ 

(TIPSP
A) 及 各

 。ޗ
2. 97ԃ-ّ

Ϟ：җ各

ᑜ 市 ፁ

ғ ֽ Ь

Ꮴ ٠ ԋ

ҥ  ্

Ⴃ ٛ ᄤ

Ӽ ӄ 促

進 ہ 

，ᇶᏤ

ᗄ  內

Ӽ ӄ ޗ

 計

畫，以醚

ϲ ᇶ Ꮴ

溝 通 效

。 

1. ਥᏵШࣚፁғಔᙃޗ

Ӽӄቶڐ進ύ心

之建，於Πӈ酏ୱ

ࡰۓ： 
Ȑ1ȑ ᏢਠӼӄ促進 
Ȑ2ȑ 老人ຳॹٛ制 
Ȑ3ȑ ۚৎӼӄ促進 
Ȑ4ȑ НୱӼӄ促進 
Ȑ5ȑ ၮӼӄ促進 
Ȑ6ȑ 兒童Ӽӄ促進 
Ȑ7ȑ ၮᒡӼӄ促進 
Ȑ8ȑ ϦӅ酏所Ӽӄ促

進 
2. ጓᇙȨѴ兒ۚৎӼӄ環

境ᔠຎЋнȩ，ёբ為

Ӽ ӄ ۚ ৎ 環 境 之 ୖ

Ե，ӵኴఊ與و酲ޑ

計、ѠืЊ等ೀ所，

醚ٮ醚ᒬ٣項與ׯ๓

建。 
3. ጓᇙȨ保ٛڮຳسӈ—
ۚ ৎ 環 境 Ӽ ӄ 與 ׯ

๓—ՉЋнȩ，ჹ於

ۚৎ環境Ӽӄ，ፏӵታ

、ኴఊ、࠻ޮ、࠻、܊

ႝఊ…等ೀ所之計

๓建ׯٮѲ置，醚܈

ǹќߕ有ۚৎ環境ຑ

表，ёբ為ղᘐۚৎ

環境ӼӄୖޑࡋԵ。 
 
 

91ԃ-
ّ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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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ȨӼ

ӄޗ

計

畫ȩ 

1.ԋҥᑜ市্Ⴃٛᄤ

Ӽӄ促進ہ。 

2.ঀᏤ與整合ӧόӕ酏

ୱ(ޗ、Ꮲਠ、ᙍ酏

與ۚৎ)ޑӼӄᚒ。

以ჴ為୷ᘵޑ্

ႣٛᄤӼӄ促進策ౣ

(evidence-based injury 

prevention and safety 

promotion strategies) 

3. 97ԃӼӄޗ計畫

җ各ᑜ市ፁғֽׯە

ЬᏤԋҥ্Ⴃٛᄤ

Ӽӄ促進ہ，ޔௗ

ᇶᏤᗄ內Ӽӄޗ

計畫，以醚ϲᇶᏤ溝通

效。 

擬ׯҗ各

ᑜ市ፁғ

ֽЬᏤԋ

ҥ্Ⴃ

ٛᄤӼӄ

促進ہ

，ޔௗᇶ

Ꮴᗄ內

Ӽӄޗ

計畫，以醚

ϲᇶᏤ溝

通效。 

Ⴃ計97ԃቚ加4所ޗᕇ

國ሞᇡ，及ቚ加 22所Ӽ

ӄޗ，ߏ醸Ҟஒុ

ᘉ大及Ӽӄޗ計

畫，以醸建ҥѠӼӄޗ

ᆛ๎，फ़եࡺ٣্ԝ

Ϋ。 

97ԃ-

ّϞ 

 

鄠ຏ：有關計畫相關內，ёୖԵȨѠޗӼӄቶύ心ȩᆛઠ         

           iuuq;00xxx.tbgfdpnnvojujft.psh.ux0joefy.qiq 

三三三三、、、、    健康ᙍ酏健康ᙍ酏健康ᙍ酏健康ᙍ酏        

)* ጔଆ： 

Ѡ面ᖏౢזೲᡂᎂ，Ҿғޑࢲӄౚϯ、酧ࠠᄊޑӭኬϯ等πբ環境ޑᡂ

，ᙍ酏健康ޑ面向ҭ需配合ፓ整，ࡺ本ֽ為ᙍፁғ保健πբ，வ以۳Ԅ

釥Ͽᙍ੯ੰޑ發ғ，ᙯϯ為ᑈཱུȨᙍ酏健康促進ȩ。 

)Β* Ҟ： 

ᙍ酏健康促進計畫，ନΑჹπբ酏所ё能發ғ之ᙍӒ্ୢᚒ，醚ٮπ更

有效之ᙍੰႣٛ、ፁ௲及ᒌ၌Ѧ，٠醸ఈၸπୖ與，配合ᙍ酏բኳԄ、ಔ

ᙃЎϯ，發ڀᙍ酏Յޑ健康促進ᚒ，以營健康ᙍ酏環境，ᐟ發ᙍ酏πЬ

ୖ與，建ҥᙍ酏Ӆӕᜫ景及健康Ӽӄ之Ѝ環境，醚ܹπ健康。 

)三* ᒤ機關： 

1. Ьᒤ單位;Չ政ଣፁғ國҇健康ֽ 

 ;ᒤ單位܍ .2

)1* чᇶᏤύ心：ύ國鄬πӼӄፁғᆅ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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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ύᇶᏤύ心：ѶӀ科技大Ꮲ。 

 。醫ଣۺइکύߕᇶᏤύ心：ଯ醫Ꮲ大Ꮲࠄ *3(

)Ѥ* 計畫醸ำ：҇國 :6-ّϞ 

)ϖ* 計畫重ᗺ： 

1. ᐟ發ᙍ酏πЬୖ與，建ҥᙍ酏Ӆӕᜫ景及健康Ӽӄ之Ѝ環境，保障π身

心健康。 

2. ᑈཱུคᙍ酏。 

3. ჹ於ᙍ酏醚ٮ健康促進及্ٛ制之相關ᇶᏤ，ڐշ建ҥ健康ޑᙍ酏環境，ᙖҗ

၀ᇶᏤ計畫之Չ，建置ᙍፁғ保健及ᙍ酏্ٛ制୍ܺᆛ๎，醚ٮᙍ酏相關

ᒌ၌、ፁғ௲ػ及૽ግ。 

5. :7 ԃᒤ健康ᙍ酏ԾЬᇡ，ुۓ健康ᙍ酏ԾЬᇡຑ᠘ྗ，以Ⴔᓰ٣單位

ᑈཱུပჴᙍ酏ค措施及健康促進。 

)Ϥ* 都市建築環境相關 

 表 3-1-6  健康ᙍ酏計畫都市建築環境相關彙整表    

體措ڀ

施 
πբ項Ҟ Ьڐᒤ單位 

計畫所需之硬體環境 / 有շ硬體環境

 ๓內ׯ

醸

ำ 

 

Ȩ ᙍ

酏 健

康 促

進 ᄤ

 ্

ٛ 制

ᇶ Ꮴ

ύ 心

1.ԋҥч、

ύ、ࠄ三

Ȩᙍ酏

健康促進

ᄤ্ٛ

制ᇶᏤύ

心ȩ。 

2.ჹ於ᙍ酏

醚ٮ健康

1. Ь ᒤ 單

位;Չ政

ଣፁғ

國҇健康

ֽ 

ᒤ單܍.2

位; 

)1* чᇶ

Ꮴ ύ

1.่合ᙍ酏健康促進及্ٛ制，Ϧ໒

ቻૼہԋҥч、ύ、ࠄ三Ȩᙍ酏

健康促進ᄤ্ٛ制ᇶᏤύ心ȩ。  

:6

ԃ

-

ّ

Ϟ 

 

2.ᙖҗᇶᏤ計畫之Չ，建置ᙍፁғ

保健及ᙍ酏্ٛ制୍ܺᆛ๎，醚ٮ

ᙍ酏相關ᒌ၌、ፁғ௲ػ及૽ግ，適

ਔ醚ٮᙍ酏相關௲૽ػግ、Ўࠔ࠹Π

ၩ及ࢲ之ૻ৲。 

3.為Ⴔᓰ٣單位ᑈཱུပჴᙍ酏ค措

施及健康促進，Ծ :7 ԃଆᒤ

Ȩ健康ᙍ酏ԾЬᇡȩ，٠ஒȨज़0

ค環境ȩ、ȨЍ܄環境ȩ與Ȩথ٢

ᒃ๓環境ȩયΕᇡຑ᠘項Ҟ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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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ȩ 

 

促進及

্ٛ制之

相 關 ᇶ

Ꮴ，ڐշ

建ҥ健康

ᙍ酏環ޑ

境。 

3. :7 ԃᒤ

健康ᙍ

酏ԾЬᇡ

，ुۓ

健康ᙍ酏

ԾЬᇡ

ຑ ᠘ 

ྗ ， 計

783 ৎᕇ

ᇡ  通

ၸ，٠ᒤ

ᕮᓬ健

康ᙍ酏表

醤。 

心：ύ

國鄬π

Ӽӄፁ

ғᆅ

Ꮲ。 

)2* ύᇶ

Ꮴ ύ

心：Ѷ

Ӏ科技

大Ꮲ。 

ᇶࠄ *3(

Ꮴ ύ

心：ଯ

醫Ꮲ

大Ꮲߕ

ύک

इۺ醫

ଣ。 

5.্ٛ制ݤཥ規ۓȐ҇國 :9 ԃ 1 Д

11 Вଆჴ施ȑ： 

Ȑ1ȑ ନ֎࠻Ѧ，࠻內ӄ面：

ਓᓔ、酏、ᓓ۫、老人福

ճ機構܈其дٮϦ之࠻

內酏所等。 

Ȑ2ȑ ନ֎Ѧ，࠻Ѧӄ面：

大ଣਠ、კਜᓔ、鄯ނᓔ、

ऍೌᓔ、ޗ௲機構、體ػ酏、

釜ݚԣ老人福ճ機構等。 

6.ςुۓȨ࠻內֎࠻置ᒤݤȩ，ёբ

為Вࡕ建築硬體施規劃之٩Ᏽ，其

ύ第 2-: చ規ۓӵΠ： 

第 2చ 

 ਓᓔ、酏、ᓓ۫܈其дٮϦ

之࠻內酏所Ȑ以Πᙁ稱࠻內酏所ȑ

及老人福ճ機構Ȑ以Πᙁ稱機構ȑள

置࠻內֎࠻Ȑ以Πᙁ稱֎

之面ᑈ以ϤѳБ࠻ȑ，其單֎࠻

ϦЁ以三ΜϖѳБϦЁ以Π為

ज़，且其所有֎࠻ᕴ面ᑈόளၻ၀

機構ᕴ面ᑈ之ԭ分之Β܈內酏所࠻

Μ。 

第 3చ 

ᓓ酏所內ӕኴቫ҂ᕅᏛޔ܈

ௗჹѦ之໒α面ᑈၲ其ᕴᕅ面面ᑈ

Ѥ分之以，且通॥ؼӳ者，ளᇡ

֎ݤ本ᒤڙ໔，όޜܫ為ъЊѦ໒ۓ

࠻置規ۓ之ज़制。 

第 5చ 

 ֎࠻，όள為֎以Ѧ之Ҕ。 

第 6చ 

 ֎࠻之ᐱҥ႖໔ᔈ಄合Πӈ規ۓ： 

 、以ࡂ鄕Ȑ܈Ϻ݈ȑ、Ӧ݈及ѤᏛ

ȐНݝᕅ面、႖݈܈其д建ȑ

與其д࠻內ޜ໔႖。 

 Β、Ҕ於႖໔之需為ό、ٛ

О之建，且όள有ᜟޜठྟ

ຽр之計，٠ᔈ಄合ٛݤз

之規ۓ。 

 三、人рΕα為ѳՉ౽Ԅ計

且能Ծ࠾鄆，ନ人рΕਔ

Ѧ，όள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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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చ 

 ֎࠻之ᐱҥޜፓᔈ಄合Πӈ規ۓ： 

 、有ҔೱௗԿ࠻Ѧޜ໔之進與

௨ᆅጕ，且與ҺՖ其д࠻內ޜ

໔、ޜፓ܈通॥س之鄠ό相

通ೱ。 

 Β、࠻內ᓸΚ相ჹ於Ѧ部ᓸ需為ॄ

ᓸ，且ၲɄǷΖϤడԯНࢊȐΖ

Qbtdbmȑ以。 

 三、࠻內通॥ໆ，όளե於ѳБϦ

ЁኴӦ݈面ᑈλਔ三ΜҥБϦ

Ё，且λਔ需醚ٮ၀࠻內֎

 。ޜ體ᑈΜ७以之ཥᗲ࠻

 Ѥ、࠻內௨ྟα，ᔈຯᚆ၀建築ނ及

其д建築ނ之рΕα܈ҺՖݤ٩

όள֎之ୱϖϦЁ以。 

第 8చ 

 ֎࠻之Εαᔈ以ύЎܴᡉҢΠӈ

٣項： 

 、本酏所ନ֎࠻Ѧ，З֎。 

 Β、֎有্健康之ᇟ與י相關

資ૻ。 

 三、҂ᅈΜΖྃ者З進Ε。 

 Ѥ、第ΐచ所ۓᔠ合之ܴȐߕ

表ȑ。 

項第金Կ第三金Ң之Ўӷ，其 

ӷ體ߏቨ各όளλ於ΒϦ分。 

第 9చ 

 ֎࠻於మዅ܈ᆢ護໒ۈ及ֹԋࡕ

λਔ內όள使Ҕ，٠ᔈ於ଶЗ使Ҕ

醸໔，ុᆢ其ᐱҥޜፓ之ၮᙯ。 

 第 : చ 

 ֎࠻之置܈ᡂ更施，ᔈሦ有

相門ᙍ技ೌ照人ᔠ合

發๏ܴ，ۈள使Ҕ。 

項人之ጄ酌，җύѧЬᆅ機關Ϧ 

之。 

 第項之合 ，ܴ其有效醸為Βԃ。 

 ：ຏߕ

1. 配合্ٛ制ݤཥ規ۓ之ჴ施及Ȩᙍ酏健康ԾЬᇡȩ之ຑ᠘項Ҟ，建҂ٰёયΕᙍ酏建築

計與硬體環境規劃之Եໆ，以Ӣᔈज़/環境Ȑӵ࠻內֎ޑ࠻置與࠻Ѧ鄕ኴ、Ѡ等

ೀ所ȑ、Ѝ܄環境與থ٢ᒃ๓環境等需。 

2. ᙍ酏健康促進ᄤ্ٛ制ᇶᏤύ心ᆛઠ：http://health.cish.itri.org.tw/nosmo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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ѤѤѤѤ、、、、    健康促進Ꮲਠ與ӼӄᏢਠ計畫健康促進Ꮲਠ與ӼӄᏢਠ計畫健康促進Ꮲਠ與ӼӄᏢਠ計畫健康促進Ꮲਠ與ӼӄᏢਠ計畫        

)* ጔଆ： 

1. ӼӄᏢਠ 

第 11 ۛ國ሞӼӄޗύ，36 位ৎ討ፕ發ଆԜӄౚ計畫，Ҟޑӧ於整合

Ꮲਠ與ޗӅӕ發ࡺ٣্ٛ制ޑ鄦٫բ規ጄ。җ國ሞ XIP 進ڐӼӄቶޗ

ύ心ߕឦЍ醠ύ心)Qfbdfgvm Sftpvsdf Dfousf*與ӼӄޗӅӕቶ。 

ӧШࣚВ有 676 ঁ兒童、ߙϿԃߙکԃޔௗԝ於人與人之໔ޑኪΚ

)Lsvh-2112*，ќѦϝ有 2-:83 ঁਢٯԝ於Ҭ通ཀѦ、ύࢥ、ຳပ্、Оؠ、ྔᔚ

্，όᆅ߯為ғ܄ڮठߚޑԶς。有คኧفӇξࢂ其дচӢ。Զ೭٤其ჴѝ܈

 。ԝΫ٣ҹޑࡕ্，֡有ё能Ꮴठ٣ޑ心܈

٩Ᏽ௲ػ部 2116 ԃ資ᡉҢ，Ѡਠ༜Ӽӄୢᚒ٣ҹ計為：ཀѦ٣ҹ發ғ

11-9:6 ҹ)83&*、ኪΚҍ及ୃৡՉ為 1-899 ҹ)12&* 、ਠ༜Ӽӄᆢ護٣ҹ有 1-195

ҹ)8.3&*、兒童及Ͽԃ保護ਢҹ 886 ҹ)6.2&*、ᆅ௲ፂँ٣ҹ有 133 ҹ)1.:&*、其д

٣ҹ有 188 ҹ)1.2&*、Ϻฅ٣্ؠҹ߾有 92 ҹ)1.6&*。 

 

კ 3-1-1 Ѡਠ༜Ӽӄୢᚒ٣ҹ計კ 

 

2. 健康促進Ꮲਠ 

ШࣚፁғಔᙃȐXIPȑ，於 1::6 ԃଆ，ᑈཱུȨ健康促進Ꮲਠ計畫ȩ

ȐIfbmui-qspnpujoh Tdippm Qsphsbntȑ，ࢂ以酏所ࡋفޑȐtfuujoh bqqspbdiȑ為

୷ᘵ，ஒᏢਠຎ為ঁᏢғԋߏၸำύ要ӭਔ໔ࡑӧ೭္ޑӦБ。ӢԜ其ஒ健康

促進Ꮲਠۓޑက為Ȩ所Ꮲਠ能ޑុቚ強Ѭޑ能Κ，ԋ為ঁ有益於ғࢲ、Ꮲಞ與

πբޑ健康酏所ȩȐB tdippm uibu jt dpotuboumz tusfohuifojoh jut dbqbdjuz bt 

兒少保護, 755

天災, 82

其他, 177

管教衝突, 133
ኪΚୃৡ- 1899

Ӽӄᆢ護- 1195

ཀѦ- 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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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fbmuiz tfuujoh gps mjwjoh- mfbsojoh boe xpsljohȑ。 

ѠӦᏢਠፁғπբς有ԃ，ӧ政策、ݤ規、制ࡋ、ಔᙃ、、人、

研究發、ԋ效ຑሽ等Б面ς有相ޑ୷ᘵ，ჹ各ભᏢਠᏢғ及௲ᙍπ身心健康

之促進，Ψ有相ำޑࡋଅ。όၸ，ਔжޔӧᡂ，Ꮲਠፁғπբҭӵࢂ。Ѐ其ࢂ 

1::6 ԃШࣚፁғಔᙃՋ大ѳࢩӧ各國ᑈཱུᏢਠፁғπբ之ཥኳԄ —以酏

ୱ為觀ᗺޑ健康促進Ꮲਠ之ࡕ，Ꮲਠፁғπբ更加強ፓ其整ک܄ᆕ合܄，以照顧ӄ

人健康，Ӣ之ѠӦ之Ꮲਠፁғπբϝ有ӭׯ๓ޜޑ໔。 

)Β*、Ҟ： 

1. ӼӄᏢਠ： 

    ٩Ᏽ XIP TBGFUZ TDIPPM ંତ建ҥࡰ 5: 項୷ᘵ資
ຏ 6

，໒ۈ醚рҙፎ。 

)1*整合ᏢਠՉ政、௲Ꮲ、心、環境、健康୍ܺ、ޗ合բޑ策ౣុ

第ԃᒧۓ之ӼӄᏢਠ。 

)2*ୖԵШࣚፁғಔᙃӼӄᏢਠᇡࡰЇ及่݀醚р建ҥѠӼӄᏢਠ之

規劃建及ჴሞᏹբ策ౣ。 

)3*進Չҙፎ國ሞӼӄᏢਠ之០πբ及資整。 

)5*є໒ѠӼӄᏢਠπբ֝。 

2. 健康促進Ꮲਠ 

)1*่合健康ک௲ޑػՉ政人、௲ৣ、௲ৣᖄ࿉、Ꮲғ、Р҆、健康୍ܺ醚

 。ೀ所ޑሦᏤ者，ӅӕոΚ使Ꮲਠԋ為健康ޗ者、以及ٮ

)2*建ҥ健康Ӽӄޑ環境，健康௲Ꮲک健康୍ܺ，٠่合Ꮲਠޗکޑ發計

畫，醚ٮπ健康促進計畫，營Ꭶ及१ࠔӼӄ計畫、體ػ與Ҷ໕ࢲޑ機

                                                 
 
註 5國ሞӼӄᏢਠࡰπբ項Ҟᕷӭ，Ӆ有ѤΜΐ項，ંତᕵື有Ύ項，橫ືΨ有Ύ項，ҬԋѤΜ

ΐ項πբ。 

ᕵື項Ҟ包ޗ.1：ࡴ環境。2.ނ環境。3.健康௲5。ػ.身體ࢲ與體6。ػ.健康୍ܺ。7.Ӓ

機ೀ。8.ޗ與ৎ。 

橫ື包ࡴ： 

1. ่ 構ࡰ：ᏢਠѸ建ҥ合բ與่࿉ޑ機制，җ௲ৣ、Ꮲғ、ৎߏ、人ԋҥი໗

ଆӼӄᏢਠπբ，Ԝπբი໗Ѹ需җਠ୍ہޑж表ٰЬ ，ৢ٠җਠߏӅӕЬৢ。 

2. 政策ࡰ：ӼӄᏢਠ政策ᔈ၀җਠ୍ہ及Ӽӄޗ內ޗޑہٰӅӕ،ۓ。 

3. ӼӄᏢਠ計畫ѸёՉ、ёߏ醸٠，ុۯ能ঋ顧܄ձ、ԃស、環境及所有ݩ。 

5. 以ଯӒᓀဂ及環境為計畫Ҟ，٠ჹ於ܰ發ғࡺ٣্ޑဂ體進Չ相關πբ。 

6. इᒵ্ޑᓎ與চӢ，包ࡴȨࡺߚཀ܄ȩȐvojoufoujpobm，ཀѦȑ及Ȩࡺཀ܄ȩȐjoufoujpobm，

ኪΚ以及Ծ釔ȑ 

7. ຑሽᏢਠ政策、計畫、ၸำ以及ׯᡂޑ效݀ 

 。ቫԛޑ、國內以及國ሞޗࡴ與ӼӄᏢਠᆛၡ：包ୖុ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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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醚ٮ心ᒌޗکЍ及心健康ޑ計畫。  

)3*ჴ施酥重ঁ人福ࣸ與ঁ人酥ᝄޑ政策，醚ٮӭᅿᆅၰޑԋф機，٠且分

٦ঁ人ޑոΚ與ԋ酧。  

)5*ӕਔ促進Ꮲғ、Ꮲਠ人、ৎޗک人ޑ健康，ޗک٠ޑሦᏤ者Ӆ

ӕոΚ，ᔅշдॺΑှޗޑբݤჹ健康ک௲ࠔػ፦強ϯ܈Ӓ্ޑำࡋ

ȐXIP，1::9ȑ。   

)6*促進Ꮲਠ人、ৎޗکԋ及Ꮲғޑ健康。 

)三*、ᒤ機關： 

1. ӼӄᏢਠ：  

       Ьᒤ單位：Չ政ଣፁғ國҇健康ֽ 

 大Ꮲػጪ௲：ᒤ單位܍       

2. 健康促進Ꮲਠ：  

       Ьᒤ單位：Չ政ଣፁғ國҇健康ֽ 

 ᒤ單位：各ભᏢਠ܍       

)Ѥ*、計畫醸ำ： 

1. ӼӄᏢਠ：҇國 :6-:8 ԃ  

2. 健康促進Ꮲਠ：҇國 :5 ԃ-ّϞ 

)ϖ*、計畫重ᗺ： 

1. ӼӄᏢਠ： 

(1) 第ԃ：建ҥ機制。Ȑςၲԋȑ 

i.ᙌ٠٩Ᏽ本βՅঅ҅ШࣚፁғಔᙃӼӄᏢਠᇡࡰЇ。 

ii.建ҥѤ所ӼӄᏢਠޑᏢਠ及ޗӅӕಔᙃ。ҞՉᏢਠ為國

ҥጪଯભύᏢ、ጪᑜ國॥國҇ύᏢ、ጪᑜስϘ國҇λᏢ、

ጪᑜ康國҇λᏢ等Ѥ所。 

iii.建ҥޗ與ᏢਠӅӕ之ᜫ景、機制與策ౣ。 

(2) 第ΒԃҞ：  

i.ᓬѤ所ҙፎ加Ε ISS，໒ۈ與國ሞௗॉ。 

ii.ֹԋ第ԃѤ所Ꮲਠ ISSѤΜΒ項ᔠਡࡰ。 

iii.ֹԋཥ加ΕѤ所Ꮲਠ與ޗӅӕಔᙃ、建ҥޗ與ᏢਠӅӕ

之ᜫ景、機制、ਔ໔表及策ౣ。 

iv.建ҥ各ਠৎᇶ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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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ᒤӼӄᏢਠ workshop，研討整體Ӽӄ及單ᚒኳԄ。 

vi.ୖ與國ሞӼӄᏢਠ研討，與ৎҬࢬ各國ӼӄᏢਠ之ԋ݀，

Ꮲಞ其ԋф之ኳԄ及ᆒᡎ。 

(3) 第三ԃҞ：ௗڙ WHOຑሽ，建ҥ國內ኳԄ。 

i.整合ᏢਠՉ政、௲Ꮲ、心、環境、健康୍ܺ、ޗ合բ等策ౣ

ុӼӄᏢਠ。 

ii.ௗڙШࣚፁғಔᙃ國ሞӼӄᏢਠڐຑ᠘。 

iii.建ҥ҉ុ營ޑ機制。 

iv.є໒國內國ሞӼӄᏢਠቶ。 

2. 健康促進Ꮲਠ： 

(1) 整合௲ػፁғ資源，建ҥ相關Ѝس，使ଯύᙍ以ΠᏢਠ有能Κ及

 ：ӵΠس計畫，相關Ѝុ

i.௲Ꮲ資源發ύ心：ֹԋ 10 項健康ᚒՉБਢ及國λ、國ύ、

ଯύ௲ৣ資源Ћн、ᙯ健康促進國ሞ健康促進ᏢਠЎጓӑȨ健

康促進Ꮲਠ國ሞ面面觀ȐȑȐΒȑȩ。 

ii.ᇶᏤЍᆛ๎：ᇶᏤ 25 ᑜ市ԋҥӧӦᇶᏤი、ᒤᑜ市健康促進

ᏢਠՉ政與資源研討、ԋ݀發表及ҢጄᏢਠୖೖࢲ。 

iii.人૽：ᒤ相關人計畫ቚ能૽ግ，及௲ৣৎߏ之ғࢲ

技能研ಞ。 

iv 健康促進Ꮲਠᆛઠ：建置健康促進Ꮲਠ單Εαᆛઠ，醚ٮᑜ市

政۬及Ꮲਠ鄦ཥջਔૻ৲及相關資源，醚ٮጕ Q&A 及ᇶᏤ。 

v 國ሞ合բ及酜體Չᎍ：ୖ加於加৾大ᒤ之第 19 ۛ健康促進國ሞ

ȐIUHPEȑᄤୖ健康促進Ꮲਠԋ效，計 40Ꭹ國相關人

Կ位ϕ分٦ᡍ，٠ᕇ加৾大ႝຎ及酜體酒Ꮴ。ќᒤ第

ۛ健康促進ᏢਠዹҡዛႧዛڂᘶ，ჹᕮᓬᏢਠ、ޗ及ৎߏႧዛ表

醤，且ᕇ各酜體ਗ਼酒Ꮴǹֹԋ健康促進ᏢਠύमЎЋнጓӑ。 

vi ᅱ釱與ຑሽ：ֹԋ健康促進Ꮲਠᅱ釱資建置。 

(2) 各Ꮲਠ以Ȩคਠ༜ȩ、ȨᘓӒ্ȩ為Ѹᒧᚒǹќ٩Ᏽ需ຑ，

健康體位(健康體能與१)、α๚保健、ຎΚ保健、Ӽӄ௲ػ與

࡚௱、܄௲ػ、心健康促進、ҔᛰӼӄ及ᛰނᔲҔٛݯ、ٛੰࢉ

 。與者健康等計畫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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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Ϥ* 都市建築環境相關 

 表 3-1-7  健康促進Ꮲਠ與ӼӄᏢਠ計畫都市建築環境相關彙整表    

ڀ 體 措

施 
πբ項Ҟ 

Ьڐᒤ單

位 

計畫所需之硬體環境 / 有շ

硬體環境ׯ๓內 
醸ำ 

ȨӼ

ӄ Ꮲ ਠ

  

០計畫ȩ 

 

1. 建ҥ機制。 

2. 建ҥπբი໗合

բ與ᇶᏤ機制。 

3. ௗ ڙ WHO ຑ

ሽ，建ҥ國內

ኳԄ。 

1.Ь ᒤ 單

位：Չ政

ଣ ፁ ғ

 國 ҇

健康ֽ 

܍.2 ᒤ 單

位：ጪ

௲ ػ 大

Ꮲ 

1. Ꮲਠ配合௲ػ部施Չ

ȨᏢਠჴᡍ࠻與ჴಞ酏所

Ӽӄፁғᆅ要ᗺȩ。 

95-97

ԃ 

2. Ꮲਠ配合௲ػ部施Չ

Ȩ௲ػ部構建ਠ༜্ؠᆅ

機制ჴ施要ᗺȩ。 
3. ጓӑȨ兒童ࡺ٣্Ⴃٛȩ

Ћн及Ȩ兒童ࡺ٣্Ⴃٛ

童ਜ-Ҭ通ࡺ٣ጇȩ，ϟಏ有

關ܰԋ兒童發ғࡺ٣

্之酏所ȐӵҬ通ၮᒡၰ

ၡ、兒童ၯ施、ኴఊ໔

等ȑ，ჹ೬體部分醚рٛጄ

建。 
4. Ҟ通ၸ國ሞӼӄᏢਠᇡ

有：ጪଯύ、Ѡч市ԋ

ቺ國λ、ەើᑜܿᐞ國λ、

ጪᑜ康、ጪᑜᙦᔭ國λ

國λ、Ѡύᑜܿ༈國λ及

Ԣ大Ꮲ等 7所。 

Ȩ健

康 促 進

Ꮲਠȩ計

畫 

1.整合資源建ҥЍ

，促使ਠ要س

 。計畫ុ
2建ҥύѧ、ӦБ與

୷ቫ分π機制。 
3.Ꮲਠ以Шࣚፁғ

ಔᙃ所建：Ȑ1ȑ
Ꮲਠፁғ政策Ȑ2ȑ
ޗ፦環境Ȑ3ȑނ

環境Ȑ4ȑޗ

關߯Ȑ5ȑঁ人健

康技能Ȑ6ȑ健康

୍ܺ，健康促

進Ꮲਠ計畫，以建

構 健 康 Ӽ ӄ ਠ

༜，促進及ᆢ護ਠ

༜௲ᙍғޑ身

心及ޗ健康。 

1.Ь ᒤ 單

位：Չ政

ଣ ፁ ғ

 國 ҇

健 康

、ֽ௲ػ

部 

܍.2 ᒤ 單

位：ᑜ市

政 、۬各

ભᏢਠ 

1. ጓᇙȨ健康促進Ꮲਠϟಏȩ

ύЎހ。醚ٮᏢਠ於建置ڀ

健康促進ф能之ނ፦環境

ਔ之策ౣ、ࢬำ及ጄٯ。 

91ԃ-

ّϞ 

2. ጓӑȨ健康促進ᏢਠᇶᏤЋ

нȩȐᚒጇ、Չጇȑ、Ȩ健

康促進Ꮲਠᔠਡ表ȩ與Ȩ健

康促進Ꮲਠ௲Ꮲ資源Ћ

нȩ，醚ٮ建置Ӽӄਠ༜之

Ѝ܄環境之進Չ策ౣ與

ጄٯǹ٠建於各項Ꮲ

ਠ健康促進ᚒਔ，ஒȨਠ

༜環境ȩય為 SWOT分

Ӣન之。 
3. Ꮲਠނ፦環境有：ᐱҥ之

健康ύ心施ǹ௲࠻Ծฅ健

康௦Ӏ、合ࡋྒྷྕޑەǹፁ

ғӼӄޑН施ǹ酳所

置಄合鄠ྗ等硬體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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၁ಒ計畫內ёୖԵΠӈᆛઠ： 

1. Ѡ國ሞӼӄᏢਠ發ύ心ᆛઠ：http://www.safeschool.org.tw/ 

2. Ѡ健康促進Ꮲਠᆛઠ：http://www.hps.pro.edu.tw/hps/Default.aspx 

ϖϖϖϖ、、、、    健康環境與ޜ໔營健康環境與ޜ໔營健康環境與ޜ໔營健康環境與ޜ໔營        

)* ጔଆ： 

健康為人人ᔈ٦之ճ，ਥᏵ釣ϼ健康促進Ꮶ章ύ醚ډ健康促進要ஒ重心ܫӧ

政策，強ޑӃ進國ৎӧΒΜШइջ醚р健康促進ࡺ，ᡂׯޑ及Չ為ࡋᄊډ，以ၲޗ

ፓႣٛ保健୍ܺ、҇Ьୖ與健康計畫，更重要ࢂ鄪Ѝޑ܄健康環境，以促使

҇ပჴ健康ғࠠࢲᄊ。Ҟς有ӭ國ৎЍ܄健康環境ޑ相關Бਢ，ӵऍ國

੯ੰᆅ制ֽᏢ童وၡ通ᏢБਢ，Ь要Ҟࢂޑቚ加Ꮲ童規ࡓၮޑ重要܄，及Ꮲಞ

ӼӄՉޑ技ѯ，٠鄪р更ӭޗޑՉޜ໔。ќ，ӧᐞ大ճޑ٥國ሞ心᠌୷ߎ

Ӣᔈ各ᅿ人ࢲޑ，建置Ϻ能ቚ加ࢲ機ޑЍޜ܄໔，包ࡴவوၡࡐᄌޑ

Չ人߃ډᏢဌ፯ً者等，都有適ࢲޜޑ໔，且能ុ有ၨӭޑ身體ࢲ。 

)Β* Ҟ： 

健康҇ޑࢂ國ৎ鄦重要資ౢ，ᙖҗ健康ғޗࢲϯ，能建構ঁ以҇需

為Ꮴ向ޑӭϡϯ、ଯ效益、ޗԄ健康照護及相關ޑЍ܄環境，醚ϲғࠔࢲ፦。

且醚ܹӦБ政۬建ҥ҇ୖ與کᏢಞޑ୷本機制及能Κ，整合ໂᙼ市有ಔᙃ資源܈

相關體س，以ပჴޗ健康促進πբ，٠ᙖҗ҇Ꮲಞ機制，建ҥޗ҇健康ཥሽ

ॶ與Ӆӕ܍ၩޑӅ。ӕਔ，強ϯ政۬各部門橫向溝通，Ӆӕୖ與ޗ健康୍୍ܺ，

使ޗ҇ளډ有ࠔ፦及ӭϡޑ照護୍ܺ，٠能有效ճҔ照護資源。醸能ᙖҗ҇ޑ

Ꮲಞ與ୖ與，鄪健康ޑЍ܄環境與ޜ໔，以ޗۚ҇健康ޑғࢲ為р發ᗺٰԵໆ

所建構ޑ環境、施，٠ၸϦӅୖ與ޑၸำၲډ健康環境營ޑҞ。 

)三* ᒤ機關： 

1. Ьᒤ單位;Չ政ଣፁғ國҇健康ֽ 

  ;ᒤ單位܍ .2

(1) 92及 93ԃࡋ：ύ҇國ޗ營Ꮲ。 

(2) 94ԃࡋ：րໂπբ֝ިҽ有ज़Ϧљ。 

)Ѥ* 計畫醸ำ：҇國 :2 ԃԿ :5 ԃ 

)ϖ* 計畫重ᗺ： 

1. ᇶᏤӦፁғֽ及ံڙշ單位相關୍，建ҥ各ᑜȐ市ȑፁғֽӧӦᇶᏤ機

制，ڐշံڙշ單位計畫Չ，及ڐӕ各ᑜȐ市ȑፁғֽᇶᏤޗ計畫Չ，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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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໔，能Ї發健康促進之Չޜޑ҇ӧ所建置ޗុࡕ及加強，ݩރ໔使Ҕޜ

2. 以Ϧ໒ቻБԄ，於ӄ國ޗᅩᒧȨ健康環境與ޜ໔營ȩҾ劃ਢ，ΐΜΒԿΐ

ΜѤԃӄ國ς有ΒΜ三ঁᑜ)市*ΐΜ三ঁޗ健康環境ޜ໔之建置，其ᚒ

包ࡴ：健康ၰ、ᒃ๓ޜ໔、環境ᆘऍϯ、健康市酏、健康१、ၮޜ໔。 

)Ϥ*  都市建築環境相關 

表 3-1-8  健康環境與ޜ໔營計畫都市建築環境相關彙整表    

 ᒤ單位ڐ體措施 πբ項Ҟ Ьڀ
計畫所需之硬體環境 / 有շ硬體

環境ׯ๓內 
醸ำ 

Ȩ健

康環境與

ޜ ໔ 營

ȩҾ劃

ਢ 

1.ᒤ各項૽

ግ 

2.分ہჴ

Ӧ ᇶ Ꮴ π

բ 

3.୍單位與

ᇶ Ꮴ ი ໗

ۓ 醸 ଓ ᙫ

進ࡋ。 

4.ஒ計畫Չ

ၸ ำ 及 ԋ

݀ 醚 ٮ ๏

各 ᑜ 市 ፁ

ғֽ、各ޗ

ୖԵ。 

1.Ьᒤ單位:

Չ 政 ଣ

ፁ ғ 

國 ҇ 健

康ֽ 

 :ᒤ單位܍.2

(1)92 及 93

ԃࡋ：ύ

 ҇ 國

ޗ  營

Ꮲ。 

(2)94 ԃ

րໂ：ࡋ

π բ ֝

ި ҽ 有

ज़Ϧљ。 

單位ӧጓቪ計畫ਜ內ޗշံڙ.1

ਔ，需包含Πӈ項Ҟ： 

Ȑ1ȑޗ環境與健康ୢᚒޑԾך

分：進Չޗ環境及健康

ୢᚒຑፓ，能ڀ體分

與本計畫環境ޜ໔相關ޑ健

康ୢᚒ。 

Ȑ2ȑ計畫Չჹ健康促進ޑቹ

ៜ：ᇥܴ配合硬體規劃之健

康營策ౣ，且能ुۓ

健康促進ຑሽБݤ與ࡰ。 

Ȑ3ȑ計畫位置及ጄ酌：ڀ體ᇥܴ

計畫ჴ施Ӧᗺ及ጄ酌，且需

ᔠߕ位置კ，以კҢ與照Т

ᇥܴޗ০ပ位置及ᎃຼ߈

ᜐ環境。 

Ȑ4ȑ需計畫ჴ施Ӧᗺ之βӦឦ

及ڗளܴ。 

҇ 國

92-94

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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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彙整計畫Չԋ݀： 

Ȑ1ȑȨЋπѺȩ：醚ٮ營健康

體ᔠ、ݤ體Бڀ策ౣ與ޑ໔ޜ

ғޜࢲ໔٠Ң健康ޜ໔營

ԋ݀，ӵȨ健康市酏ȩ、Ȩޓ人

 。人ౚ酏ȩ等ޓ༜與

Ȑ2ȑȨ大ЋλЋ-健康ሸوȩ、

Ȩ健康環境與ޜ໔營計畫ԋ

݀彙ȩ：ϟಏޗ單位營健

康ޗޜ໔與環境之ԋ݀，ӵ

ᆘ、健康ၰ、ၮೀޗ

所等ޜ໔ޑ置ၸำ與่݀，

և健康ᚒӧϦӅ施建

ύޑ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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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Β第Β第Β第Β        照顧୍ܺ相關計畫與政策照顧୍ܺ相關計畫與政策照顧୍ܺ相關計畫與政策照顧୍ܺ相關計畫與政策        

、、、、    ޗ福ճ政策ᆜሦޗ福ճ政策ᆜሦޗ福ճ政策ᆜሦޗ福ճ政策ᆜሦ    

)* ጔଆ： 

福ճ之ᕴБଞ，本政策於ޗ國Չך福ճ政策ᆜሦ為ޗ 93 ԃुۓ，ၸ 11

ԃ以ٰޗޑ發，面ჹٰԾ人α老ϯ、ৎф能ᕭ、政۬政֚ᜤ，以及ޗሽ

ॶᡂᎂࡷޑᏯǹ酸加ӄౚϯ、ࡕπϯٰ之ғౢ่構Щᡂ、鄬ቸ܄ϯ、ᔮե

ϲଯ，有ޑ៛，以及Ѩᚹଯ等ӄౚ॥ᓀᚼࢬ೦酢ৡຯᘉ大、ၠ國人α、ߏԋࡋ

Ѹ要ፓ整國ৎޗ政策კӢᔈ。Չ政ଣࣉ於 :3 ԃ 2 Д 13 Вঅ҅ਡޗۓ福ճ政策

ᆜሦ，其內఼җ有關機關યΕݤ規、Бਢ、ԃࡋ施政計畫܈ύߏำ計畫。 

)Β* Ҟ： 

保障國҇之୷本ғӸ、ৎ之کᒋᛙޗ、ۓ之ϕշი่、人Κࠔ፦之醚ϲ、

ᔮ資本之ಕᑈ，以及҇Ь政ݯ之ᛙۓ，醸使國҇ғࢲӼۓ、健康、酥ᝄ。୷於Ꮶݤ保

障國҇୷本人之ᆒઓ，Ӣᔈ政ݯᔮޗᡂᎂࡷޑᏯ，֎યπӃ進國ৎޑᡍ，

ӣᔈ҇໔ޗֹ๓ך國ޗ福ճ體ڥޑسᖂ。 

)三* ᒤ機關： 

內政部、國ٛ部、政部、௲ػ部、ᔮ部、Ь計ೀ、人٣Չ政ֽ、ፁғ、

建、ଏᇶ、研Ե、ၭہ、鄬ہ、চ҇、ሑ௶部、ޔᗄ市及ᑜȐ市ȑ政۬ 

)Ѥ* 計畫醸ำ：配合各ᒤ機關之施政計畫醸ำ 

)ϖ* 計畫重ᗺ： 

本ᆜሦ之內఼含ޗ保ᓀ與ࢭຠ、ޗ௱շ、福ճ୍ܺ、酧Ӽӄ、ޗ住宅與

 ：體Бਢ重ᗺӵΠڀ營、健康與醫療照護等Ϥ大項Ҟ，ပჴ之ޗ

 。制等ߎ建ҥԃ，ٯঅ҅鄬π保ᓀచ、ݤߎຠ：ჴ施國҇ԃࢭ保ᓀ與ޗ .1

 。ᕭ釥ኧ位ပৡ、Ծҥಥ೦Бਢ等、ݤ௱্ٛؠ及ݤ௱շޗ௱շ：ჴ施ޗ .2

3. 福ճ୍ܺ：ჴ施兒童及Ͽԃ福ճݤ、老人福ճݤ、身心障礙者益保障ݤ、ਸ

境ၶζৎןշచٯ、照顧୍ܺ福ճ及ౢ發Бਢ、加強老人ӼᎦ୍ܺБ

ਢ、身心障礙者ᇶڀ資源與୍ܺ整合Бਢ、ζ政策ᆜሦ、Ѧᝤ與大鄊配ଽ照顧

ᇶᏤ措施、身心障礙者ғఱᙯሒ୍ܺ整合ჴ施Бਢ等。 

5. 酧Ӽӄ：ჴ施酧保ᓀ܄ٿ、ݤπբѳ等ݤ、酧୍ܺݤ、ᙍ૽ግݤ等。 

 。ჴ施整合住宅ံຠ資源ჴ施Бਢ等，ݤ住宅ۓ營：制ޗ住宅與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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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健康與醫療照護：Ⴃٛ੯ੰ、發ӄ人ޑ醫療照護體س等。 

)Ϥ* 都市建築環境相關 

表     福ճ政策ᆜሦ都市建築環境相關彙整表ޗ  3-2-1

體ڀ

措施 

πբ項Ҟ Ьڐᒤ機關 計畫所需之硬體

環境0有շ硬體

環境ׯ๓內 

醸ำ 

ޗ

住宅

與ޗ

營

 

1.為保障國҇人人有適ۚ之住宅，政

۬ჹ於ե所ளৎ、身心障礙者、ᐱ

ৎኪΚڙ、與配ଽӕ住之老人܈ۚ

、҇ؠ、之ζ及其ηζ、চ住্҇ߟ

ၯ҇等ৎঁ܈人，ᔈ醚ٮ適合ۚ住

之ޗ住宅，其БԄ包ࡴ以ߏ醸եճ

ສ金ڐշᖼ置ԾҔ住宅܈Ծ建住宅，

ચ住܍人دຠံշ其向ࢭࡂ܊ٮ醚܈

宅，܈以ե於市ሽ醚ٮϦӅ住宅ચϒ

ۚ住，以ᅈى其ۚ住需。 

內政部Ȑ國ٛ

部、ᔮ部、

௲ػ部、人٣

Չ政 、ֽፁғ

、ၭہ、

鄬ہ、চ҇

、ޔᗄ市及

ᑜ市政۬ȑ 

醚ٮ適合ۚ住之

住宅、ံշޗ

ե所ளৎᆢঅ

住宅、ཥ部

ပᕴ體營πำ 

配合

各ᒤ

機

關之

施政

計畫

醸ำ 

2.政۬ᔈ่合҇໔Κໆ，以各ᅿᓬ酿

БԄ，Ⴔᓰ҇໔ୖ與ᑫ建各ᜪࠠ之ޗ

住宅，բ為ߚ營ճҔ。 

3.政۬ᔈ於都市計劃ύ配合劃ޗ

福ճ施ҔӦǹ政۬醚ٮ之ޗ住宅

ᔈ保੮ڳۓኧբ為ޗ福ճޗ܈

 。之Ҕࢲ

5.政۬ᔈံշե所ளৎᆢঅ住宅，

以ᆢ其所ۚ住ޗёௗڙ之ۚ住ࠔ

፦。 

6.政۬ᔈ保ޗ住宅所ӧ之ޗ有

୍ܺ等Ѝޗ、ճ之Ҭ通、資ૻߡ

各面向之需ࢲғى，以ճۚ҇ᅈس

。 

7.政۬ჹ於Ӣ重大ؠᜤԋ之ࡂ܊ཞ

，্ᔈ有ִ๓之ޗ與住宅重建計畫。 

8.各ભ政۬ᔈႴᓰޗۚ҇ୖ與ޗ

發，ࢲϯޗಔᙃ，ճҔӧӦ資源，

營ࢲΚԾЬޑϦ҇ޗ。 



ӄ人關ᚶ整合相關研究計畫 

 
 
90 

9.政۬ᔈ整合觀Ӏਓၯ、π、ၭ

ᅕ、Ўϯౢ、環境保護、ࠤໂ發

、ђᙬᆢ護、௲ػ、ፁғ、ޗ福

ճ等資源ޗৎ༜҉ុ發。 

:.政۬ᔈ่合চ住҇部ပЎϯ與ғᄊ

Յ，ཥ部ပᕴ體營πำ。 

ΒΒΒΒ、、、、    ך國ߏ醸照顧Μך國ߏ醸照顧Μך國ߏ醸照顧Μך國ߏ醸照顧Μԃ計畫ԃ計畫ԃ計畫ԃ計畫    

)* ጔଆ： 

有᠘於ך國߈ԃٰ人αזೲ老ϯ，76 ྃ以老人人αэᕴ人αޑК，於 1::3

ԃၲ 8.11&，ၠຫ人αଯសϯ國ৎȐbhjoh obujpoȑޑ門ᘖ，面ჹ人α老ϯޑፐᚒ，

ՋБ國ৎऊ有߈ԭԃٰբྗ鄠，ՠך國老人人α߾Ⴃӧ 25 ԃ໔)1::3 ԃ�2118 ԃ*，

ஒவ 8ʘݽϲԿ 13.61ʘ，ᡉךـ國老人人αזೲቚ加之ᖿ༈。加ߏ醸照顧需人

αኧቃቚ，ோ國內ߏ醸照顧୍ܺ體س҂ᑪֹ๓，Չ政ଣ進Չߏ醸照顧之規劃，於 :7

ԃ 5 Д 3 Вਡךۓ國ߏ醸照顧Μԃ計畫。 

)Β* Ҟ： 

本計畫ޑ୷本ҞȐᕴҞȑӵΠ：建構ֹ整之ך國ߏ醸照顧體س，保障身心ф

能障礙者能ᕇள適Ϫ୍ܺޑ，ቚ進ᐱҥғࢲ能Κ，醚ϲғࠔࢲ፦，以ᆢ酥ᝄ與ԾЬ。 

ηҞ計 7項ӵΠ： 

1. 以ӄ人照顧、ӧӦ老ϯ、ӭϡೱុ୍ܺ為ߏ醸照顧୍ܺচ߾，加強照顧୍ܺޑ發

與醭及。 

2. 保障҇ᕇள಄合ঁ人需ߏޑ醸照顧୍ܺ，٠ቚ進҇ᒧ୍ܺޑճ。 

3. Ѝৎ照顧能Κ，分ᏼৎ照顧ೢҺ。 

5. 建ҥ照顧ᆅ機制，整合各ᜪ୍ܺ與資源，ዴ保୍ܺ醚ޑٮ效與效益。 

6. ၸ政۬ޑံշ，以醚ϲ҇使Ҕߏ醸照顧୍ܺޑёॄᏼ܄。 

7. ዴ保ߏ醸照顧源ុ҉ޑᆢ，政۬與҇Ӆӕ分ᏼ୍ೢҺ。 

)三* ᒤ機關： 

    內政部、ፁғ、鄬ہ、政部、௲ػ部、人٣Չ政ֽ、Ь計ೀ、ޔᗄ市及ᑜ

市政۬。 

)Ѥ* 計畫醸ำ：Ծ :7 ԃԿ 116 ԃ 

)ϖ* 計畫重ᗺ： 

 ：ำȐ3ԃȑ之πբ項Ҟ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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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1ȑ合Չ政部門ಔᙃ。 

Ȑ2ȑ整照顧ᆅ制ࡋ。 

Ȑ3ȑ發ߏ醸照顧୍ܺ資源。 

Ȑ5ȑ發ߏ醸照顧人Κ。 

Ȑ6ȑ建ҥߏ醸照顧୍體س。 

Ȑ7ȑ整合與發ߏ醸照顧資ૻس。 

Ȑ8ȑ規劃٠建ҥႣٛ܄照顧體س。 

Ȑ9ȑ௲࠹ػᏤ。 

Ȑ:ȑ進Չߏ醸照顧使Ҕԋ效研究。 

2.ύߏำ規劃重ᗺ 

Ȑ1ȑѨ醳ੱ者照顧୍ܺ。 

Ȑ2ȑ研ߏ醸照顧與健保制ࡋ之ሒௗ。 

Ȑ3ȑ研擬ߏ醸照顧ݤ及ຑᒤߏ醸照顧保ᓀ制ࡋ之ёՉ܄。 

Ȑ5ȑ研與身心障礙者政策整合之ୢᚒ。 

Ȑ6ȑ่合照顧與住宅，研ӭϡϯۚޑ住୍ܺ。 

Ȑ7ȑ༟϶๓Ѩ能者ۚޑ住與ғࢲ環境，建ҥϕշ關ᚶޗޑ。 

Ȑ8ȑᔠ討߈ำჴ施٠，่݀ޑᏵ以অ҅。 

)Ϥ* 都市建築環境相關 

表     醸照顧Μԃ計畫都市建築環境相關彙整表ߏ國ך  3-2-2

體ڀ

措施 

πբ項Ҟ Ьڐᒤ

機關 

計畫所需之硬體環境0有

շ硬體環境ׯ๓內 

醸ำ 

่合

照顧

與住

宅，研

ӭ

ϡϯ

ۚޑ

住ܺ

୍ 

ȨӧӦ老ϯȩޑۺပჴό需

һᒘޗ照顧୍ܺᆛ๎ޑ建

構，更需要為Ѩ能者醚ٮᐱҥ

ԾЬ且能ᆢ酥ᝄޑғࢲ環

境。Ӣόӕޑ身心ݩރ各有όӕ

ۚޑ能Κ，Ψ酧需要όӕࢲғޑ

住ࠠᄊ，ύߏำҞᔈ建ҥ಄合

Ѩ能老人ۚ住ޑ住宅以及ߕ加

Ѝ醠ғࢲф能ޑ住宅Ԅ，Ψ酧

住ܺۚޑᇥӭϡϯࢂ ，୍ӵ醚

܊整অѨ能者Ҕ܈建ׯቚٮ

໔ਔ所需資ߎ之ສ金٣，

照顧住宅Ȑbttjtufe mjwjoh ܈ 

tfswjdf ipvtfȑ建、住宅與

內政

部、ፁғ

、ޔᗄ

市及ᑜ

Ȑ市ȑ政

۬ 

1.發有ճѨ能者使Ҕ之

Ҭ通πڀ。 

2.Ҭ通ௗଌ୍ܺ，以

ႴᓰѨ能者與ޗۚ҇ϕ

及ޗୖ與。 

，๓Ϧ༜ค障礙施ׯ.3

鄪϶๓Ѩ能者ၯᏨޜ

໔。 

5.各項ু施ค障

礙計及，ႴᓰѨ能者Ѧ

рࢲ，以ࢲϯ身心٠釥

其ଏϯำࡋ。 

6.建ҥ಄合Ѩ能老人ۚ住

ࢲ加Ѝ醠ғߕ住宅以及ޑ

ф能ޑ住宅Ԅ。 

::ԃ

Կ

116

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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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໔୍ܺύ心合Զ為等等。 

༟

϶๓

Ѩ能

者ޑ

ۚ住

與ғ

環ࢲ

境，建

ҥϕ

շ關

ᚶޑ

 ޗ

ନӭϡϯۚޑ住୍ܺѦ，ᔈԵໆ

Ѩ能者ޗޑғࢲ環境，建

各ԃសቫ通Ҕޑ環境規劃，以

促進Ѩ能者ޗୖ與。ԜѦ，В

本於Ȩཥߎ計畫ȩਔ醸ջᑈཱུ

建ҥޗғࢲЍ醠體س，以營

ϕշ關ᚶޗޑ，҂ٰᔈ更ᑈཱུ

發各項ғࢲЍ醠୍ܺ及ۚৎ

環境ׯ๓Бਢ，٠דπБਢ

及Ⴔᓰۚ҇ӭୖ與ޗБਢ。 

內政

部、ፁғ

、ޔᗄ

市及ᑜ

市政۬ 

1.各ԃសቫ通Ҕޑ環

境規劃ǹ發各項ғࢲЍ

醠୍ܺ及ۚৎ環境ׯ๓Б

ਢ。 

໔，ޜ໕置ޗϯࢲ.2

置В໔照顧ύ心 

Ѩ能者ۚৎคុ.3

障礙環境ׯ๓ 

5.建ҥ಄合Ѩ能老人ۚ住

住宅以及ߕ加Ѝ醠ғࢲф

能ޑ住宅Ԅ 

::ԃ

Կ

116

ԃ 

三三三三、、、、    老人福ճ機構Ѩ醳ੱ老人照顧၂ᒤ計畫老人福ճ機構Ѩ醳ੱ老人照顧၂ᒤ計畫老人福ճ機構Ѩ醳ੱ老人照顧၂ᒤ計畫老人福ճ機構Ѩ醳ੱ老人照顧၂ᒤ計畫    

)* ጔଆ： 

    為ӢᔈѨ醳ੱ人αԃቚ加，照顧之ॐϪ需，加Ҟიݤ人老人福ճ機構

ۘ有 36ʘޜޑ，ୖԵВ本Ȩი體ৎࡂȩȐhspvq ipnfȑ及Ȩғࢲ單位ࠠ機構照顧

Ȑvoju dbsfȑȩኳԄ之ۺ及բڐ，ݤշ老人福ճ機構ճҔ有ޜ໔ቚѨ醳ੱ老

人照顧，釥ᇸৎឦ照顧ॄᏼ，醚ϲѨ醳ੱ照顧ࠔ፦。內政部於 :7 ԃ 3 Д 9 Вڄ

Ⴇ老人福ճ機構Ѩ醳ੱ老人照顧၂ᒤ計畫。 

)Β* Ҟ： 

໔ᙯࠠ置Ѩ醳ੱ老人照顧，以ပჴѨ醳照顧ޜշ老人福ճ機構ճҔ有ڐ .1

政策。 

2. 以λ規ኳ、ӭ機能୍ܺޑኳԄ，ᅈىѨ醳ੱ老人ޑӭϡ୍ܺ需。 

3. 建ҥѨ醳照顧ёՉ܄ኳԄ，醚ٮѨ醳ੱ老人ᓬ፦ޑ照顧୍ܺ，釥ᇸৎ照顧

ॄᏼ。 

)三* ᒤ機關： 

1.Ьᒤ單位：內政部 

 ᗄ市、ᑜȐ市ȑ政۬ޔ：ᒤ單位ڐ.2

 ：ᒤ單位܍.3

Ȑ1ȑიݤ人老人福ճ機構 

Ȑ2ȑߕ老人福ճ機構之იݤ人 

)Ѥ* 計畫醸ำ：Ծ :7 ԃ 1 Д 1 ВԿ :9 ԃ 12 Д 31 ВЗ 

)ϖ* 計畫重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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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շ老人福ճ機構置Ѩ醳ੱ老人照顧，ԃচ߾置 21 ঁѨ醳ੱ老人照

顧，醚ٮѨ醳ੱ老人ᓬ፦ޑ照顧୍ܺ，釥ᇸৎ照顧ॄᏼ。建ҥѨ醳照顧ኳ

Ԅ，醚ٮ政۬相關部門Ѩ醳ੱ老人照顧政策ୖԵ。 

)Ϥ* 都市建築環境相關 

表 3-2-3  老人福ճ機構Ѩ醳ੱ老人照顧၂ᒤ計畫都市建築環境相關彙整表    

ᒤ機ڐ體措施 πբ項Ҟ Ьڀ

關 

計畫所需之

硬體環境0

有շ硬體環

境ׯ๓內 

醸ำ 

ံշ老人

福ճ機構

置Ѩ醳

ੱ老人照

顧 

ံշঅᙄ、充ჴ施鄠及ܺ

୍。老人福ճ機構ҙፎံշ

置Ѩ醳ੱ老人照顧，其施

鄠ᔈ಄合Πӈ規1：ۓ.୷本

施：單ϡВதғࢲ୷本施ᔈ

ჶ࠼、࠻、ᓓ、ᙁܰታ܊、

ፁ鄠Ȑᐾࢱ໔、࠻及酳所等ȑ

及其дѸ要ޑ施。2.ჶ࠻：Ȑ1ȑ

໔以୍ܺ人為চ߾。Ȑ2ȑ໔

ჶ࠻之ኴӦ݈面ᑈ，ό包ࡴፁғ

鄠ޜ໔，人ᔈ有 8ѳБϦЁ以

。Ȑ3ȑ໔ჶޑ࠻рΕαѸ與

ዴܴ࠻相通，與其дჶ࠼、酲و

႖，όள以ࡀ॥、ืᛚ等႖໒。

Ȑ5ȑᔈᙁܰፁғ鄠。3.ϦӅ

、ᓓ࠼Ѹ置：໔ޜ

等ϦӅ施，醚ٮѨ醳ੱ老人ࢲ

ݯ療及相ϕҬࢬ之酏所，且Ѹ

ዴ保ፁғ及Ӽӄ。5.建築ނ之

計、構與鄠ᔈ಄合建築ݤ及其

有關ݤз規ۓ，ٛӼӄ鄠、ٛ

Оᆅ與ٛฃࠔނᔈ಄合ٛݤ

及其有關ݤз規ۓ。 

內政部、

、ᗄ市ޔ

ᑜȐ市ȑ

政۬ 

老人福ճ機

構Ѩ醳ੱ老

人照顧

相關施

鄠 

:7ԃ1Д

1ВԿ :9

ԃ 12 Д

31 В 

ѤѤѤѤ、、、、    Ѩ醳ੱ老人ი體ৎࡂ၂ᒤ計畫Ѩ醳ੱ老人ი體ৎࡂ၂ᒤ計畫Ѩ醳ੱ老人ი體ৎࡂ၂ᒤ計畫Ѩ醳ੱ老人ი體ৎࡂ၂ᒤ計畫    

)* ጔଆ： 

    為Ӣᔈޗ福ճ政策ᆜሦ有關ပჴӧӦ୍ܺ之চ߾，及以ۚৎԄ୍ܺޗکԄܺ

୍բ為照顧老人ޑЬ要БԄ之內఼。٠ୖ照ҥݤଣ第 7 ۛ第 5 醸第 17 ԛঅ҅

通ၸ老人福ճݤ之ߕ،。內政部於 :7 ԃ 8 Д 2 ВڄႧѨ醳ੱ老人ი體ৎࡂ၂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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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Β* Ҟ： 

1. 醚ٮѨ醳ੱ老人ᅿλ規ኳ、ғࢲ環境ৎϯ及照顧୍ܺঁձϯ୍ܺޑኳԄ，ᅈ

 。፦ࠔࢲѨ醳ੱ老人之ӭϡ照顧୍ܺ需，٠醚ଯ其ԾЬ能Κ與ғى

٠發，ф能，建構機構與ۚৎ以Ѧ之照顧୍ܺኳԄޑ՜Ѩ醳ੱВ໔照顧୍ܺۯ .2

適合ך國本βϯѨ醳ੱ老人ი體ৎࡂኳԄ與ᡍ。 

3. ຑӄ面ቶѨ醳ੱ老人ი體ৎࡂ照顧ኳԄ之ԋ效與ёՉ٠，܄醚рڀ體政策規

劃܈অ҅老人福ճ等相關ݤ規之建。 

)三* ᒤ機關： 

1. Ьᒤ單位：內政部 

 ᗄ市、ᑜȐ市ȑ政۬ޔ：ᒤ單位ڐ .2

 ：ᒤ單位܍ .3

)1* იݤ人老人福ճ機構 

 人ݤ老人福ճ機構之იߕ *2(

)3* ҥਢ之ޗი體，其章ำܴۓᒤޗ福ճ୍ܺ٣項者 

)5* 其дიݤ人ਈշ章ำύܴۓᒤޗ福ճ୍ܺ٣項，且Ьᆅ機關ӕཀ

者 

 )Ѥ* 計畫醸ำ：Ծ :7 ԃ 8 Д 1 ВଆԿ :9 ԃ 12 Д 31 ВЗ 

 )ϖ* 計畫重ᗺ： 

1. ่合老人福ճ機構҇܈໔ი體၂ᒤი體ৎࡂ，醚ٮѨ醳ੱ老人ᓬ፦ޑғࢲ環境與

照顧୍ܺ，促進老人Ծҥ與酥ᝄ，٠釥ᇸৎ照顧ॄᏼ。 

 。照顧需ޑ與୍ܺኳԄ，以಄合Ѩ醳ੱ老人ӭϡۺ之ࡂᏤ、ቶი體ৎ࠹ .2

3. 建ҥი體ৎࡂ照顧୍ܺኳԄ，醚ٮ政۬相關部門Ѩ醳ੱ老人照顧相關政策ୖ

Ե與অ҅老人福ճ等相關ݤ規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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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Ϥ* 都市建築環境相關 

表 3-2-5  Ѩ醳ੱ老人ი體ৎࡂ၂ᒤ計畫都市建築環境相關彙整表    

ᒤ機ڐ體措施 πբ項Ҟ Ьڀ

關 

計畫所需之硬體

環境0有շ硬體

環境ׯ๓內 

醸ำ 

ံշ老人

福ճ機構

置Ѩ醳

ੱ老人ი

體ৎࡂ 

ံշঅᙄ、充ჴ施鄠、

及୍ܺ。老人福ճ機ߎચࡂ܊

構ҙፎံշ置Ѩ醳ੱ老人ი體

ৎࡂ，其施鄠ᔈ಄合Πӈ規

 ：ۓ

內政部、

、ᗄ市ޔ

ᑜȐ市ȑ

政۬ 

老人福ճ機構Ѩ

醳ੱ老人ი體ৎ

 相關施鄠ࡂ

:7ԃ 8

Д 1В

ଆԿ

:9 ԃ

12 Д

31 В 
1.୷本施：照顧單ϡ୷本

施ᔈ置ჶ࠼、࠻、ᓓ、

ᙁܰታ܊、ፁ鄠Ȑᐾࢱ໔、

࠻及酳所等ȑ及其дѸ要之В

தғࢲ施ǹ位老人之ኴӦ݈

面ᑈԿϿ需有 17.6 ѳБϦЁ。 

2.ჶ࠻：Ȑ1ȑ໔୍ܺ人ኧ以ό

ຬၸ 2人為চ߾。Ȑ2ȑ໔ჶ࠻

之ኴӦ݈面ᑈ，ό包ࡴፁ鄠

位老人ᔈ有，໔ޜ 8ѳБϦЁ

以。Ȑ3ȑ໔ჶޑ࠻рΕαѸ

與و酲、࠼相通，與其дჶ

॥、ืᛚࡀዴ႖，όள以ܴ࠻

等႖໒。Ȑ5ȑளᙁܰፁғ鄠。 

3.ϦӅޜ໔：照顧單ϡѸ

有ڀ鄠࠼、ᓓ等ф能之Ϧ

Ӆ施，為Ѩ醳ੱ老人ࢲ及

相ϕҬࢬ之酏所，且Ѹዴ保ፁ

ғ及Ӽӄ。 

5.建築ނ之計、構與鄠，

ᔈ಄合建築ݤ及其有關ݤз規

ǹٛӼӄ鄠、ٛОᆅ與ۓ

ٛฃࠔނ，ҭᔈ಄合ٛݤ及其

有關ݤз規ۓ。 



ӄ人關ᚶ整合相關研究計畫 

 
 
96 

    

ϖϖϖϖ、、、、    身心障礙者ޗВ໔照顧୍ܺ၂ᒤ計畫身心障礙者ޗВ໔照顧୍ܺ၂ᒤ計畫身心障礙者ޗВ໔照顧୍ܺ၂ᒤ計畫身心障礙者ޗВ໔照顧୍ܺ၂ᒤ計畫    

)* ጔଆ： 

    ٩ᏵՉ政ଣ :3 ԃ 2 Д 13 Вঅ҅ਡۓ之ޗ福ճ政策ᆜሦ，ۚৎԄ୍ܺޗکԄ

୍ܺ߯բ為照顧身心障礙者ޑЬ要БԄ，ӆᇶ以機構Ԅ୍ܺ。為強ϯৎ照顧身心障

礙者之ཀᜫ及能Κ，身心障礙者ۚ住於ৎ內ਔ，政۬ᔈЍ其ৎ照顧者，ᡣৎ

照顧者有鄷৲機。內政部於 :3 ԃ 11 Д 18 ВڄႧ身心障礙者ޗВ໔照顧୍ܺ၂

ᒤ計畫，٠於 :5 ԃࡋ໒ᒤ。 

)Β* Ҟ： 

1. 促使身心障礙者੮ӧޗғࢲ與ޗᑼ合。 

2. ᙦ酢障礙者ޗғࢲ，促進ޗВ໔ࢲୖ與。 

3. Ѝৎ、醚ٮৎ有鄷৲機。 

5. ӭϡޗ福ճ୍ܺ，醚ٮ障礙者ӭϡᒧ୍ܺ。 

6. 促進ޗζ之酧。 

)三* ᒤ機關： 

1. Ьᒤ單位：內政部 

 ᗄ市、ᑜȐ市ȑ政۬ޔ：ᒤ單位ڐ .2

 ：ᒤ單位܍ .3

福ճ，其୍健ӄޗᒤۓ福ճი體其ਈշ章ำܴޗ人ݤიޗ *1(

有ᕮ效者 

)2* იݤ人其ਈշ章ำܴۓᒤޗ福ճ܈வ٣身心障礙福ճ୍ܺ，且

Չ有ᕮ效者 

)Ѥ* 計畫醸ำ：Ծ :5 ԃ 1 Д 1 ВଆԿ :8 ԃ 12 Д 31 ВЗ 

)ϖ* 計畫重ᗺ： 

    Ⴃ計ԋҥ 21 ঁȨ身心障礙者ޗВ໔照顧୍ܺύ心ȩ，以醚ٮ身心障礙者ӭϡ

ᒧЎϯҶ໕、體能ࢲ、技᛬ፐำ、ᓓ、༜᛬等ፐำ，ᙦ酢身心障礙者ғࢲ及使

其ৎ照顧者有鄷৲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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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Ϥ* 都市建築環境相關 

 表 3-2-6  身心障礙者ޗВ໔照顧୍ܺ၂ᒤ計畫都市建築環境相關彙整表    

ᒤ機關 計畫所需之硬ڐ體措施 πբ項Ҟ Ьڀ

體環境0有շ

硬體環境ׯ๓

內 

醸ำ 

ံշԋҥ身心

障礙者ޗВ

໔照顧୍ܺύ

心୍ܺҔ、

ᏢҬ通、

໒ᒤ施鄠

等。 

୍ܺύ心ԿϿ

ᔈ有ӭф能

ᓓ、࠻௲ࢲ

施、ᐾࢱ

୍ܺ，࠻

ύ心鄦ଯံշ

ཥѠჾ 31 

ϡ，以ҙፎံ

շԛ為ज़。 

內政部 

ᗄ市、ᑜޔ、

Ȑ市ȑ政۬ 

身心障礙者ޗ

В໔照顧ܺ

୍ύ心相關

施鄠 

:5ԃ 1Д 1В

ଆԿ :8 ԃ 12

Д 31 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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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第三第三第三        營建相關計畫與政策營建相關計畫與政策營建相關計畫與政策營建相關計畫與政策        

、、、、    ࡽ有市ၰၡ景觀與人Չ環境ׯ๓計畫ࡽ有市ၰၡ景觀與人Չ環境ׯ๓計畫ࡽ有市ၰၡ景觀與人Չ環境ׯ๓計畫ࡽ有市ၰၡ景觀與人Չ環境ׯ๓計畫    

)* ጔଆ 

有᠘於ᆵࡽ有市ၰၡ景觀與人Չ環境ࠔ፦之Ȩ፦ȩ與Ȩໆȩࣣۘ҂ၲۓ之

Нྗ，為ᕭλၸѐᔮ發與ғࢲ環境建ङᚆ之ပৡ，建ҥ以人為本之ᓬ፦ғࢲ環

境，ޚȨ以人為本、҉ុ發ȩ之୷本ᆒઓ，為促使ғᄊ、᛬ೌЎϯ、ऍ፦與人܄

ӢηᑼΕϦӅ建與ࠤໂ環境ύ，於 :5 ԃ 8 Д 13 ВںՉ政ଣਡۓԾ :6 ԃࡋଆ

Ȩࡽ有市ၰၡ景觀與人Չ環境ׯ๓計畫ȩ，以重ཥᔠຎࡽ有市ၰၡᘐ面，配置

合ၰၡ要ન、ᘉቚ人Չࢲޜ໔及ၰၡᆘ面ᑈ、重༟市ၰၡ，以醚ϲ都市環境

༟保有Ӧғ٠，໔、ค障礙環境及ೱ่建構市ԾՉًၰޜ๓人Չ২ׯ、፦ࠔ

ᄊ景觀、ӦЎϯՅ之ғᄊ都市，׆Ꮗᙖҗ本計畫之Չ，使各ᑜ市ӦБ政۬

ё有效ᔠຎᗄ內之市ၰၡݩ，進Զ醚р整體ׯ๓Бଞ及ڀ體建。 

)Β* Ҟ 

    進整合Չ政ଣϦӅπำہ之ȨίٚԾՉًၰٚၰȩ及Չ政ଣ

ᔮ建ہ擬ۓ之Ȩ人本Ҭ通整合Бਢȩ等ٿ大ࡰ計畫，௦ᘳ܄、ँઇ܄、

關ᗖ܄চ߾，ӄ面ׯ๓市ၰၡ以಄合Ȩ人本Ҭ通ȩჴ፬চ߾，ᙖ以Ꮙᆫ有ज़資源，

發揮重ᗺჴ፦效益，ԋ酧Ȩ以人為本、҉ុ發ȩ之市ၰၡ人Չ環境ᜫ景。 

)三* ᒤ機關：內政部營建 

)Ѥ* 計畫醸ำ：:6 ԃԿ :8 ԃࡋȐ:9 ԃࡋ之҅څࡕ酒ଣਡۓύȑ。 

)ϖ* 計畫重ᗺ 

    本計畫ஒ以ຑᒧ及ᝡݾ機制，բ為ύѧံշӦБ政۬ᒦᒧڀወ፦之市ၰၡၡጕ

進Չ景觀與人Չ環境ׯ๓之Չ٩Ᏽ。ଞჹ各ᑜ市ڀӦБՅ之ࡽ有市ၰၡႴᓰᑜ

市政۬ԾЬ่܄合ӦБ各ࣚӅӕတΚᐟᕏ，醚рڀ鄪ཀ之ׯ計畫及Չ策ౣ，ᒤ

ȨӄᑜȐ市ȑ܈ໂᙼ市ࠠ市ၰၡ景觀與人Չ環境ׯ๓ᆜ要計畫ȩ、Ȩ人Չၰ、ԾՉ

ًၰ、Ҷ໕環境及ค障礙環境ׯ๓計畫ȩ、ȨᏢ܈ୱ內通Ꮲၰ、ԾՉًၰׯ๓

計畫ȩ、Ȩ释ਭᆘऍϯቚ、ೱុ܄ᆘ置計畫ȩ、Ȩᙑ有施整ٳ釥ໆ與Ӆ構

置計畫ȩ及ȨᔈҔғᄊπำ且能ᑼΕཥπݤ、ཥ鄪ཀ、ཥ技ೌ者ȩ等項Ҟ，җύѧ

ᒤϦѳ、Ϧ໒之ຑᒧ，酧其ი໗ତ、計畫ჴ施Ӧᗺ之ᓬӃ܄、鄪ཀ、效益、ёՉ

及項Ҟ，醸於อ醸內з人ԸҞཥࡋ建ံշᚐុࡕ等整體ຑሽ，以๏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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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ׯ๓ԋ݀，以營р合Я人܄、ғᄊ、ऍ፦之市ၰၡ景觀，醚ܹ市ۚ҇ᓬ፦ຉ

ၰғࢲ環境，以為҂ٰ人本及҉ុ都市ಎਥ。 

 )Ϥ* 都市建築環境相關 

表     ๓計畫都市建築環境相關彙整表ׯၰၡ景觀與人Չ環境ޗ有ࡽ  3-3-1

 ᒤ機關ڐ體措施 πբ項Ҟ Ьڀ
計畫所需之硬體環境 0 

有շ硬體環境ׯ๓內 
醸ำ 

人Չ২及

Ҷ໕環境ׯ

๓ 

 

1、重ཥۓ位人ً環

境ϟ面之ޜ໔ೀ

ኳԄ。 

2、醚ϲ整體人Չ環

境ޜ໔機能。 

3、ၲԋ市ၰၡ景

觀ᆘऍϯ之有效ׯ

๓。 

ቩਡ࿎Ꮴ：內

政部營建 

Ьᒤ：各ޔᗄ

市、ᑜȐ市ȑ

政۬ 

1、ཥ៘ܗ܈ቨ人Չၰ 

2、ᡂ更ًၰ為Չ人২ޜ

໔及ԾՉًޜ໔ 

3、人Չ২ޜ໔ׯ๓ 

 

:6 ԃ 1 Д

Կ:8ԃ12

Д 

ၮҔᙁܰ規

劃、計，

進Չᙑ有

施整ٳ釥ໆ

與Ӆ構置

者 

1.以Ӆఎ、Ӆ面Б

Ԅ整ٳҬ通ࡰҢ

ᇞ 

2.మନቲకཞᚯ之

ϦӅ施 

3.ϦӅ施ᒥ酹釥

ໆচ٠，߾ύ

置於人Չၰ之

ϦӅ施 

ቩਡ࿎Ꮴ：內

政部營建 

Ьᒤ：各ޔᗄ

市、ᑜȐ市ȑ

政۬ 

1.釥ໆ及整ࡕٳё醚ٮ

Չ人ค障礙Չو環境 

2.ჴ施Ӧᗺڀ門ЊӦ位 

3.ё配合Ѡႝ及ύႝߞ

ၰၡঅᙄ建πำ௦Ӧ

Πϯೀ者 

:6 ԃ 1 Д

Կ:8ԃ12

Д 

ΒΒΒΒ、、、、    人α政策қҜਜ人α政策қҜਜ人α政策қҜਜ人α政策қҜਜ        

)* ጔଆ 

    Ͽηζϯ、ଯសϯ及౽҇ୢᚒ於人αޗୢᚒ，ڀ有࡚ॐ܄，為使政۬資

源發揮鄦大效益，Չ政ଣ於҇國 :6 ԃ 7 Д 15 Вਡۓঅ҅ύ҇國人α政策ᆜሦ，٠

җ內政部、௲ػ部、ፁғ、建等相關機關，ଞჹ໒ᚒ撰擬人α政策қҜਜ，

ܴӈڀ體ჴ施計畫，Չ政ଣ於 :8 ԃ 3 Д 11 Вਡۓ。相關ڀ體措施、ჴ施醸ำҗ內

政部ۓ醸ଓᙫ，٠鄉酒Չ政ଣ。 

)Β* Ҟ 

1. Ờך國所面ᖏޑϿηζϯຝ及ᖿ༈，及其ೱޑόճ於҂ٰޗᔮ發

 。效ᔈޑ

2. 建構有ճ於ଯស者健康、Ӽӄޑ϶๓環境，ᆢ老人ࢲޑΚ、酥ᝄکԾЬ。 

3. 配合國內人α、ᔮ、ޗ發ᖿ༈，֎Ї國ৎ所需人ω，強ϯ國境ᆅ，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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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人與國境Ӽӄ，ుϯЍཥ౽҇，Ӆ鄪ᙦ酢ӭϡཥޗ。 

)三* ᒤ機關 

    內政部、௲ػ部、鄬ہ、ሑ௶部、國ٛ部、人٣Չ政ֽ、ፁғ、୍ݤ部、Ҭ

通部、 Ў建、ߎᆅ、ၭہ、體ہ、ଏᇶ、ᔮ部、國科、建、Ⴞ

 。ᗄ市、ᑜ)市*政۬ޔ、、চ҇、ѦҬ部ہ

)Ѥ* 計畫醸ำ：Ծ :8 ԃԿ 115 ԃ 

)ϖ* 計畫重ᗺ 

1. ӢᔈϿηζϯ之政策： 

)1*建構ֹ整之兒童௲ػ與照顧୍ܺ體٠，سပჴ整合Ԏ兒、Ꮲ௲ػ及Ꮲ

ស兒童ፐ୍ܺࡕ。 

)2*建構ѳ等醭及之ػ兒制٠，ࡋफ़եৎॄᏼ。 

)3*建構ғػ及Ꭶػᓬ፦環境。 

)5*໒鄪϶๓ৎ、ঋ顧ػ兒與酧之πբచҹ。 

)6*加強ғػ保健୍ܺ，Ⴃٛᒪ܄等੯ੰ，建構܄ձѳ等環境，ٛЗᓻ兒

 。ѨᑽٯձК܄

)7*ቚ進兒童福ճ，ᆢ護其身心健康及҅த發，健ӄԏᎦ、рᎦ制ࡋ，ပ

ჴЍৎ照顧能Κ。 

)8*酥重ஆ࠷、ৎ及Ꭶػηζ之ӭϡሽॶ觀，٠ஒ之યΕ௲ػ內఼。 

2. Ӣᔈଯសϯ之政策： 

)1*建構ֹ๓老人照顧୍ܺ體س。 

)2*建構ֹ๓老ԃᔮӼӄ體س。 

)3*酥重及ޭۓӭϡ鄬Ԅ，使όӕᜪࠠ鄬者有充分發機。 

)5*建ҥ健康、Ӽӄ、適之ғࢲ環境。 

)6*ঀᏤӄ҇健康之ғࢲᄊ，Ⴔᓰၮ與Ꮲಞ、ׯ๓營Ꭶ，加強心ፁғ，

以促進國҇身心健康。 

)7*鄪϶๓及酥重ӭϡ之௲ػ內及環境，ᑈཱུቶ܄ձѳ等及ಖ身Ꮲಞ

觀ۺ。 

3. ౽҇政策： 

)1*ပჴ౽Ε人α照顧ᇶᏤ及πբ保障，ڐշ其ᇟ૽قግ及ғࢲ適ᔈ。 

)2*規劃ᔮ܄及人ω之౽Ε，以配合國內ᔮ、௲ػ、科技及Ўϯ發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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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酥重各ဂ之ᇟق、Ўϯ，鄪合௲ػ及πբ環境，促進ဂѳ等，

໒發ཥ人Κ資源。強ϯڐշ౽Ε人αᑼΕ本Ӧޗ機制，醚ϲ౽Ε人α

ჹ國ৎޗ之ଅ，٠໒鄪ӭϡЎϯཥޗ。 

)Ϥ* 都市建築環境相關 

表 3-3-2  人α政策қҜਜ都市建築環境相關彙整表    

ᒤ機關 計畫所需之硬體環境0ڐ體措施 πբ項Ҟ Ьڀ

有շ硬體環境ׯ๓內

 

醸ำ 

ଯស

者ޗ住

宅 

ค障礙ނ建築ۓु.1

施計規ጄ。 

內政部 ค障礙施計規ጄ :8 ԃ

Կ :9

ԃ 

 2.規劃建構ค障礙ޑ

ۚৎ環境。 

3.規劃建構通Ҕϯޑ

 。環境ޗ

5.研٠建構፦

ໆঋڀ之ଯស者ޗ

住宅。 

6.研ु整合ଯស者ޗ

住宅配措施及相

關ݤз。 

7.研ुႴᓰΒж、三ж

ᓬӃΕۚۚ߈႖ж܈

 。住宅相關機制ޗ

 

內政部Ȑ建

ȑ 

建構ค障礙ۚޑৎ環

境、通Ҕϯޗޑ環

境、ଯស者ޗ住宅 

:: ԃ

Կ 115

ԃ 

ֹ๓ଯស

者Ҭ通ၮ

ᒡ環境 

1.強ϯଯស者人Չၰ

Ӽӄ環境。 

2.強ϯଯស者མ४大

ၮᒡ之Ӽӄᆅ。 

3.強ϯଯស者ᎯᎭ機

ً፶之Ӽӄᆅ。 

Ҭ通部、內政部

Ȑޔᗄ市、ᑜ市

政۬ȑ 

ଯស者Ҭ通ၮᒡ環境 :8 ԃ

Կ :9

ԃ 

 5.規劃Ҭ通πำ通Ҕ

計相關措施。 

Ҭ通部、內政部

Ȑޔᗄ市、ᑜ市

政۬ȑ 

Ҭ通πำ通Ҕ計 :: ԃ

Կ 115

ԃ 

三三三三、、、、    ϦӅ建築ނค障礙ғࢲ環境୍࿎Ꮴ計畫ϦӅ建築ނค障礙ғࢲ環境୍࿎Ꮴ計畫ϦӅ建築ނค障礙ғࢲ環境୍࿎Ꮴ計畫ϦӅ建築ނค障礙ғࢲ環境୍࿎Ꮴ計畫    

)* ጔଆ 

第ݤ身心障礙者益保障ࡪ     2 చ規ۓ，內政部為ค障礙環境之ύѧЬᆅ機

關，營建為建ҥϦӅ建築ނ之Ҟ٣ޑЬᆅ機關，٠٩Πӈ،ࡰ܈Ң٣項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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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ԃ 1 Д 8 ВՉ政ଣ身心障礙者益促進ہ第ϖԛ،，ុ࿎Ꮴ各Ӧ

Б政۬加強ׯ๓。 

2. Չ政ଣЬ計ೀ :5ԃ 11Д 8Вڄ為ஒ٩ค障礙ғࢲ環境࿎Ꮴ୍࿎ᏤԵਡԋ݀բ

為ύѧቚ釥ჹ各၀ᑜ市ံ܄շ金之ୖԵ٩Ᏽ。 

3. :5 ԃ 8 Д 11 В內政部身心障礙者保護ہ第 16 ԛ第Ѥਢ،，加強ค障

礙施Չ政࿎Ꮴ。 

5. :6 ԃ 6 Д 1: ВՉ政ଣ人λಔ第 11 ԛہ،٣ۓ項：Ȩ為ᆢ護身心障

礙者Չ與使Ҕ之益，ፎ內政部與相關部ஏϪ配合，ុပჴᒤ。ȩ。 

6. :6 ԃ 11 Д 23 В內政部第 51 ԛ部୍酒部ࡰߏҢ：ፎ營建ஒȐ本部ϦѲ 213

ೀȑό合建築ׯނ๓યΕ୍࿎Ꮴ重ᗺ，Եਡਔᔈ以Ȩ有คပჴ߃ਡբ

ȩ、Ȩࢂց٩規ۓຊᆦȩ以及Ȩ有คዴჴ࿎促ׯ๓ȩ等٣項ዴჴ࿎Ե各ޔᗄ市

及ᑜȐ市ȑ政۬，ନڄଌՉ政ଣЬ計ೀբ為ቚ釥ӦБံ܄շ之٩ᏵѦǹӕਔ

ᔈયΕ營建ံշӦБᒤ相關計畫ࠠံշႣᆉ之ຑਡ，以促其ׯ๓。 

)Β* Ҟ 

為有效建ҥϦӅ建築ނค障礙ғࢲ環境，ᑈཱུ࿎促ޔᗄ市、ᑜȐ市ȑ政۬及內政

部ۓࡰ之Ьᆅ建築機關ပჴՉమ及ׯ๓πբ，以ೣᄇՉԋ效。 

)三* ᒤ機關 

    1.࿎Ꮴ單位：內政部營建。 

 ：࿎Ꮴ單位ڙ.2    

)1*各ޔᗄ市、ᑜȐ市ȑ政۬ԃ 1ԛ。 

)2*內政部ۓࡰ之Ьᆅ建築機關：本所ឦ 7 ঁ國ৎϦ༜ᆅೀ， 2

ԃ 1ԛ。 

)3*內政部ۓࡰ之Ьᆅ建築機關：Չ政ଣ國科 3 ঁ科Ꮲπ༜ᆅ

ֽȐԮ科、ύ科、ࠄ科ȑ、ᔮ部加πрαᆅೀ、Ҭ通部Ѡ國

ၰଯೲϦၡֽ、ᔮ部ѠчН源ۓᆅֽ， 3ԃ 1ԛ。 

)Ѥ* 計畫醸ำ： 

    Ծ :1 ԃଆԃ࿎ᏤԛȐӃܜ部分ӦБ政۬ȑ，:3 ԃଆӄ部ޔᗄ市、ᑜȐ市ȑ

政۬ӈΕ࿎Ꮴጄ酌，:5 ԃቚ加國ৎϦ༜ᆅೀ，:6 ԃஒЬᆅ建築機關֡ӄ部ય

Ε。 

)ϖ* 計畫重ᗺ 

1. ࿎Ꮴ分為Ȩ୍Չ࿎Ꮴȩ及ȨჴӦ酏ܜȩٿ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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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Ȩ୍Չ࿎Ꮴȩ部ҽ：ڙ࿎Ꮴ單位٩ᏵȨค障礙ғࢲ環境୍࿎Ꮴຑ

分表ȩӃԾຑᔈள分ኧ及ᔠڀ相關資、మнᔞਢ、ЍрᏧ

及н等٠ᒤᙁ酒ǹፎ各࿎Ꮴہ٩Ᏽ各ڙ࿎Ꮴ機關之Ծຑ分

ኧ，ਡ相關資之ዴჴࡕ܄ϒ以ຑ分。࿎Ꮴԋᕮό及之ᑜȐ市ȑ

政۬ቚ加酒ᇶᏤ及ׯ๓ᒤ。 

)2*ȨჴӦ酏ܜȩ部分：җ࿎Ꮴہ٩ᏵȨϦӅ建築ނค障礙施及

鄠置ӈᆅమнȩ܈Ӧ身心障礙ი體之建，ᒧܜۓӦᗺ٠٩ᏵȨค

障礙ғࢲ環境୍࿎ᏤჴӦ酏ܜຑ分表ȩ各項ਡ項Ҟ，以 96 ԃ 11

Д 28 В以ࡕཥ建ϦӅ建築ނ為Ь，ܜᒧޗ福機構、Ϧ有建築ނ、醫ଣ、

Ꮲਠ等為চ߾。 

2. ࿎Ꮴԋᕮଌڙ࿎Ꮴ機關ӈΕ相關人ԃಖԵᕮዛᚵ。 

3. ჴӦ酏ܜό合者，ӵឦཥ建ϦӅ建築ނ者，ӈᆅଓ究ਡ發建築照相關人

與建築ৣೢҺ，ࡪ٠相關規ۓೀǹӵឦࡽ有ϦӅ建築ނ者，各ޔᗄ市、ᑜȐ市ȑ

政۬ᔈҥջ٩身心障礙者保護ݤ第 68 చ第 3項及第 81 చ規ۓೀ，ፎ各ڙ࿎Ꮴ

單位ִ為Ӣᔈྗ鄠。 

5. ࿎Ꮴԋ݀ஒҗ營建發ཥᆪዺϦթ之，ٮ酜體酒Ꮴ各ڙ࿎Ꮴ機關之Չᕮ效ǹ࿎

Ꮴԋ݀酒ਜ٠Ϧᆛ。 

6. ୍࿎Ꮴԋ݀યΕȨΠԃࡋՉ政ଣЬ計ೀ所醑Ȑ21ʘ分ኧȑύѧჹѠ࣪各ᑜ市

ံ܄շ金ȩ之ਡኘ，٠યΕ本ံշӦБᒤ相關計畫ࠠံշႣᆉ之ຑਡ。 

7. ࿎Ꮴԋᕮό及之ᑜȐ市ȑ政۬ቚ加ਢᇶᏤׯ๓。 

)Ϥ* 都市建築環境相關 

 表 3-3-3  ϦӅ建築ނค障礙ғࢲ環境୍࿎Ꮴ計畫都市建築環境相關彙整表    

 ᒤ機關ڐ體措施 πբ項Ҟ Ьڀ
計畫所需之硬體環境 0 

有շ硬體環境ׯ๓內 
醸ำ 

୍Չ࿎

Ꮴ 

 

٩ᏵȨค障礙

ғࢲ環境

୍࿎Ꮴຑ分

表ȩ之ຑ分ࡰ

項Ҟ 

࿎Ꮴ機關：

內政部營建

 

ڙ ࿎ Ꮴ 機

關：各ޔᗄ

市、ᑜȐ市ȑ

政۬及內政

部ۓࡰ之

Ьᆅ建築

機關 

Ȑȑ୍࿎ᏤБ面 

1.96ԃ11Д28Вࡕཥ建ϦӅ建

築ނ之置。 

2.96ԃ11Д28Вࡽ有ϦӅ建

築ނ之ׯ๓。 

3.建築ނค障礙鄠與施ׯ

๓୷ߎ之ᆅ及ၮҔ。 

5.ᔠ人૽ᆅ之Չ

 。

 

 

ԃࡋ

த܄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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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၀ԃࡋ第 第、ۑ1 ༤酒Ծۑ2

 。ຑਡԋ݀之Չך

7.其дᒤϦӅ建築ނค

障礙ғࢲ環境相關٣項。 

ȐΒȑჴӦ酏٩：ܜᏵ所ӈ

ᆅȨཥ建ϦӅ建築ނค障礙

施、鄠置ӈᆅమнȩ，җ࿎

Ꮴہᒧۓ酏ܜӦᗺ。 

 

ѤѤѤѤ、、、、    整體住宅政策ჴ施Бਢ整體住宅政策ჴ施Бਢ整體住宅政策ჴ施Бਢ整體住宅政策ჴ施Бਢ    

)* ጔଆ 

    Չ政ଣ於 :5 ԃ 6 Д 25 Вਡۓ整體住宅政策，整體住宅政策ҞࡿҢȨ୷於Ꮶݤ

保障國҇୷本人ޑᆒઓ，่合政۬與҇໔資源，ӧ健ӄޑ住宅市酏、合ۚޑە住ࠔ

፦、Ϧѳ效ޑ住宅ံຠ與ޗ住宅ޑ規劃Π，使όӕ所ளНྗ、身心機能、܄ձ、

ԃស、ৎЊಔԋ、ဂЎϯ之國҇，Ᏹ有適ۚ且有酥ᝄۚޑ住環境ȩ，為ڀ體ပჴ政

策之施Չ，٩ࣉᏵ໒政策ࡰҢ研ु本ჴ施Бਢ。 

)Β* Ҟ 

計畫Ҟ、健ӄ住宅市酏 

  Չ策ౣ： 

1. 保障১༈者܍ચ܍܈ᖼ住宅ޑ機ё܄߈及ӭϡ܄ 

2. Ⴔᓰཥ建及অ建ค障礙人܄ϯ住宅 

計畫ҞΒ、建ҥϦѳ效之住宅ံຠ制ࡋ 

 Չ策ౣ： 

1. Ⴔᓰد部門及第三部門໒發營適合১༈者ۚ住之住宅 

2. ႴᓰѨ能者ӧ宅照顧及ӭϡ住宅Ԅ照顧 

計畫Ҟ三、醚ܹۚ住環境ࠔ፦ 

 Չ策ౣ： 

 ፦ࠔ๓ঁձ住宅ׯ .1

 ፦ࠔ環境ޗ๓ׯ .2

3. ค障礙ޑ住宅及ޗ環境 

)三* ᒤ機關 

 ہᏤ單位：Չ政ଣᔮ建ࡰ .1

2. Ьᆅ機關：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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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ᒤ機關ڐ܈ᒤ܍ .3

)1*Չ政ଣ鄬πہ 

)2*政部 

)3*Չ政ଣߎᑼᅱ࿎ᆅہ 

)5*各ޔᗄ市、ᑜȐ市ȑ政۬ 

)Ѥ* 計畫醸ำ：Ծ :8 ԃ 1 ДԿ 111 ԃ 12 ДЗ，為醸 5ԃ 

)ϖ* 計畫重ᗺ 

1.健ӄ住宅市酏：  

     ٩অ҅ϦѲȨ身心障礙者益保障ݤȩ第 17 చ，以保障১༈者ۚ住όݔڙຎ。 

2.建ҥϦѳ效之住宅ံຠ制ࡋ 

     ፧ុᒤ٠ᔠ討促進҇໔ୖ與老人住宅建Бਢ。 

3.醚ܹۚ住環境ࠔ፦ 

ံշ各ӦБ政۬ᒤȨ營都市ޗཥ॥ᇮ計畫ȩ，Ⴔᓰ௦ҔπᖼБ

Ԅᒤ環境ׯ๓。 

)Ϥ* 都市建築環境相關 

表 3-3-5  整體住宅政策ჴ施Бਢ都市建築環境相關彙整表    

 ᒤ機關ڐ體措施 πբ項Ҟ Ьڀ
計畫所需之硬體環境 0 

有շ硬體環境ׯ๓內 
醸ำ 

健ӄ住宅市酏 Ⴔᓰཥ建及অ建

ค障礙人܄ϯ住

宅相關ዛᓰ制

以Ⴔᓰ҇໔໒，ࡋ

發ค障礙住宅。 

1.內政部Ȑ建 

築研究所ȑ 

2.內政部Ȑ營 

建ȑ 

1.研ुค障礙住宅之

計規ጄ。 

 

2.ᒤค障礙住宅計

規ጄݤ制ϯբ。研

ु及ค障礙住宅

章制ࡋ。 

3. ᒤค障礙住

宅章。 

:8ԃ 1Д

Կ :8 ԃ

12 Д 

:9ԃ 1Д

Կ :9 ԃ

12 Д 

 

::ԃ 1Д

Կ 111 ԃ

12 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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醚ܹۚ住環

境ࠔ፦ 

 

研究建ҥ適合 

各ԃសቫ人γ 

及身心障礙者 

ۚ住之通Ҕ܄ 

住宅計Ћн 

 

1. 內政部Ȑ建 

築研究所ȑ 

2. 內政部Ȑޗ 

љ、兒童 

ֽȑ 

 

ᇆ及分各ԃ 

សቫ人γ及身心 

障礙者ۚ住之通 

Ҕ܄計 

 

研擬適合各ԃ 

សቫ人γ及身 

心障礙者之通 

Ҕ住宅計Ћ 

н 

 

探討相關 

及鄠配 

合通Ҕ܄住 

宅計研發 

 

:8ԃ 1Д

Կ :8 ԃ

12 Д 

 

 

:9ԃ 1Д

Կ :9 ԃ

12 Д 

 

 

 

::ԃ 1Д

Կ :: ԃ

12 Д 

醚ܹۚ住環

境ࠔ፦ 

 

 

 

 

 

 

 

 

 

 

1.研ु住宅܄能

ຑ制ࡋ，ᙖҗ住

宅各項܄能之等

ભҢ，以住

宅建ࠔ፦ޑ醚

ܹ。 

 

2. 研究建ҥ適合

各ԃសቫ人γ及

身心障礙者ۚ住

之通Ҕ܄住宅

計Ћн 

 

 

內政部Ȑ建築研

究所ȑ 

 

 

 

 

 

1.內政部Ȑ建 

築研究所ȑ 

2. 內政部Ȑޗ 

љ、兒童 

ֽȑ 

 

 

1.٠ᔠ討ຑ 

制ࡋ。 

2.研擬配ᓬ酿措施之

ёՉ܄。 

3.٠ᔠ討ຑ制ࡋ 

 

 

1.ᇆ及分各ԃសቫ

人γ及身心障礙者ۚ住

之通Ҕ܄計 

 

2. 研擬適合各ԃសቫ

人γ及身心障礙者之通 

Ҕ住宅計Ћн 

 

3.探討相關及鄠

配合通Ҕ܄住宅計研 

:8ԃ 1Д

Կ :8 ԃ

12 Д 

 

:9ԃ 1Д

Կ 111 ԃ

12 Д 

:8ԃ 1Д

Կ :8 ԃ

12 Д 

:9ԃ 1Д

Կ :9 ԃ

12 Д 

::ԃ 1Д

Կ 111 ԃ

12 Д 

ค障礙

ޗ住宅及ޑ

環境 

 

 

 

 

研究ᙑ有住宅 

ค障礙ϯ之ё 

Չ܄。 

 

 

 

 

內政部Ȑ建 

築研究 

所ȑ 

 

 

 

 

1.ᇆ及分ᙑ有住宅

ค障礙ϯׯ๓ 

 

2.ᆕ合Кၨ國內 

Ѧ住宅ค障礙 

ϯׯ๓相關研 

究Ў及技ೌ 

:8ԃ 1Д

Կ :8 ԃ

12 Д 

:9ԃ 1Д

Կ :9 ԃ

12 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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ค障礙

ޗ住宅及ޑ

環境 

 

 

 

 

 

醚ܹۚ住環

境ࠔ፦ 

 

 

 

 

 

 

 

 

 

 

研ु相關ݤ 

з，營住宅 

 Ȑ部ပȑޗ

ค障礙ޜ໔ 

 

 

 

 

研ु相關ݤ 

з，建ҥϦ酣 

大༺Ѧᕅঅᙄ 

及ऍϯ之ዛᓰ 

制ࡋ。 

 

 

 

 

 

 

內政部 

Ȑ 營建 

ȑ 

 ᗄ市及ޔ .2

ᑜȐ市ȑ 

政۬ 

 

 

1.內政部Ȑ營建

ȑ 

 ᗄ市及ᑜޔ .2

Ȑ市ȑ政۬ 

 

 

 

 

 

Ћн 

3.研擬ᙑ有住宅ค障礙

ϯׯ๓之技ೌЋн 

 

 

研擬相關చЎયΕ住宅

)ਢ*，፧ុᒤ၀ݤ

ҥݤπբ。 

配合住宅ֹݤԋҥݤ，

 。ۓ相關ዛᓰ規ۓु

 

 

 

1.研擬相關చЎયΕ

住宅ݤ)ਢ*，፧ុᒤ

၀ݤҥݤπբ。 

 

2.配合住宅ֹݤԋҥ

相關ዛᓰ規ۓु，ݤ

 。ۓ

 

3.ံշӦБ政۬ᒤϦ

酣大༺Ѧᕅঅᙄ及ऍϯ 

 

 

::ԃ 1Д

Կ :: ԃ

12 Д 

 

:8ԃ 1Д

Կ :8 ԃ

12 Д 

 

:9ԃ 1Д

Կ :9 ԃ

12 Д 

 

:8ԃ 1Д

Կ :8 ԃ

12 Д 

 

:9ԃ 1Д

Կ :9 ԃ

12 Д 

 

::ԃ 1Д

Կ :: ԃ

12 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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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Ѥ第Ѥ第Ѥ第Ѥ        其д相關政策計畫其д相關政策計畫其д相關政策計畫其д相關政策計畫    

、、、、    Ӄ進১༈Ҕၡ人Ѝ醠ᇶշس之Ңጄ與建置Ӄ進১༈Ҕၡ人Ѝ醠ᇶշس之Ңጄ與建置Ӄ進১༈Ҕၡ人Ѝ醠ᇶշس之Ңጄ與建置Ӄ進১༈Ҕၡ人Ѝ醠ᇶշس之Ңጄ與建置    

)* ጔଆ： 

Ȩ以人為本ȩ之ၰၡޜ໔分配，ᔈᓬӃ配置๏ၩၮ鄦ӭ人ޑၮڀ)ӵϦً*以及Չ

人通Չ，其ԛωࢂ分配๏其дً፶使Ҕ)含通Չ及ଶً*。όၸߏΦ以ٰ，國內ޑ都市

ၰၡ規劃ࠅᓬӃ分配Ҕၡ๏λًؓ通Չ及ଶً。ჹ於ၩၮ鄦ӭ人ޑϦӅၮڀ與ၨ

১༈ޑ機ً、ԾՉًࣗ߾Ͽ๏ϒҔၡǹࡐӭၡ酭ၨઞ)ٯӵ 16 ԯ以Π*之ၰၡ，

ࣗԿ҂置人Չၰ，ܴᡉၴङ人本ᆒઓ。 

ӧॊޑҬ通ჴ環境Π，國內১༈Ҕၡ人之ၡډڙᓸॐ，ғڮӼӄ҂ڙ保

障。ନᔈ整體ᔠ討অ҅ՉၰၡҬ通環境ޑ規劃計٠，ۺၸҬ通πำޑБٰݤ

酦ׯ๓Ѧ，本研究所討ፕޑȨ১༈Ҕၡ人Ѝ醠ᇶշس)WJQT*ȩҭࢂ醸ఈᔈҔӃ進

JUT 科技，ᙖ以醚ϲ১༈Ҕၡ人ޑҬ通Ӽӄ保障，進Զ醚ଯ整體Ҭ通環境之୍ܺࠔ፦。 

ӢԜ，本研究醚р以Ȩ強ϯ১༈Ҕၡ人之Ӽӄ保障、建構以人為本之Ҭ通環境ȩ

為 WJQT 之發ᜫ景：ᙖҗՉ人、ဌ፯ً與機ًӼӄЍ醠ᇶշ技ೌ之研發與ᔈس

Ҕ，ё為১༈Ҕၡ人鄪健ӄ有保障之Չޜ໔，醚ܹ҇ჹ於ՉӼӄ܄與使Ҕဌ

፯ً之ཀᜫ，Ψ機ًᇙ技ೌ之進與環保ϯ，進Զ促進Ҭ通發ޑ人本ϯ，釥

ᇸًًؓ፶ᚳ大使Ҕ之όѳᑽ，國內Ҭ通ၮᒡ環境之ࢎ構ፓ整與ॠཥ。 

)Β* Ҟ： 

國國ৎભך JUT  )Wvmofsbcmfس構ύ建有Ȩ১༈Ҕၡ人Ѝ醠ᇶշࢎس

Joejwjevbm Qspufdujpo Tfswjdf- WJQT*ȩ之୍ܺሦୱ，以醚ܹҬ通১༈ဂ之Ҭ通

Ӽӄ。୍ܺ內఼ᇂ機ً᚛γ、ဌ፯ً、Չ人、ଯស者、身心障礙人γ等১༈Ҕၡ人

及ი體。有᠙於Ҟ各項ၮᒡ計畫ϝ以ً፶為Ь體，҂能重ຎቶ大之Ҕၡ১༈ი體，

以本計畫բ為ӃᏤ研究。醸以 JUT 技ೌᔈҔ於১༈Ҕၡ人之ᏤԄ研發計畫，ӄ面

১༈Ҕၡ人Ѝ醠ᇶշس，٠以ᚉسჹѦҢᇥܴ WJQT 之ԋ效。 

本計畫為ٿԃ醸計畫，:3 ԃ為第ԃ醸，Ь要πբ內包1：ࡴ.ዴᇡ১༈Ҕၡ

人與ი體ჹ於 JUT 之使Ҕ需ǹ2.ᇆ國內Ѧჹ於১༈Ҕၡ人之 JUT ୍ܺ項Ҟ及

內ǹ3.অु國內 WJQT ۓ構ǹ5.擬ࢎس WJQT ჴ施計畫，以及 6.建置以Չ人及ଯស

者為ჹຝ之Ңጄ܄ჴբس。本ԃ醸以Չ人0ଯស者為研究ჹຝ，進ՉȨՉ人ऀຫӼ

ӄٛ護سȩ之Ңጄ建置。於Ѡч市Ь要༸ၰ之ٿೀӦᗺ，分ձ進ՉȨѰѓᙯً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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Չ人Ңȩ以及ȨՉ人ဦᇞ之ᆘᐩߏۯȩٿ項ф能Ңጄ及ࡕ٣٣ຑ。 

)三* 計畫重ᗺ： 

1.醚ٮҬ通Ӽӄ之保障 

   包ࡴȨWJQT11 Չ人ऀຫӼӄٛ護ȩ、ȨWJQT12 Չ人ٛናҢȩ、ȨWJQT16 機ً

0ဌ፯ًٛናҢȩ。 

2. 釥ᇸҬ通環境之ߔ礙 

    包ࡴȨWJQT11 Չ人ऀຫӼӄٛ護ȩ、ȨWJQT15 Չ人ၡ৩ᏤЇȩ、ȨWJQT18 機

ً0ဌ፯ًၡ৩ᏤЇȩ。 

3. फ़եҬ通ཀѦ之্ 

    包ࡴȨWJQT13 Չ人ᆙ࡚醠ȩ、ȨWJQT17 機ً0ဌ፯ًᆙ࡚醠ȩ。 

5. ᇶշᎯᎭф能之όى：為ȨWJQT19 機ًᎯᎭᇶշȩ。 

    ᆕ合ॊ內，本研究醚р WJQT Ҭ通Ӽӄ之ٮ之ပჴᜫ景，醸ఈᙖҗȨ醚س

保障ȩ、Ȩ釥ᇸҬ通環境之ߔ礙ȩ、Ȩफ़եҬ通ཀѦ之্ȩ以及ȨᇶշᎯᎭག۔ф

能之όىȩ等Ѥ項 WJQT ১༈Ҕၡ人更Ӽӄᄣ之Ҭ通ၮᒡ環ٮԋ，醚ၲޑҞس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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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Ѥ* WJQT 分醸計畫：相關計畫ӵ表 3-5.1。 

表 3-5-1  WJQT 分醸計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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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JQT ਔำ表 

  表 3-5-2  WJQT ਔำ表 

 

 

 

 

 

 

2.WJQT   之發ᓬӃׇ及配合٣項سಔ合Ь要ᔈҔ技ೌ0ࠔౢ

表 3-5-3  WJQT 彙ᕴ表 

 

 



ӄ人關ᚶ整合相關研究計畫 

 
 
112 

ΒΒΒΒ、、、、    醳ችࠠၮᒡس技ೌ於ଯសϯޗ之ᔈҔ研究醳ችࠠၮᒡس技ೌ於ଯសϯޗ之ᔈҔ研究醳ችࠠၮᒡس技ೌ於ଯសϯޗ之ᔈҔ研究醳ችࠠၮᒡس技ೌ於ଯសϯޗ之ᔈҔ研究))))Ҭ通部ၮ研所Ҭ通部ၮ研所Ҭ通部ၮ研所Ҭ通部ၮ研所**** 

)* ጔଆ： 

फ़ե，使ள國ޑػೲ進以及ғזޑޗ、ԃٰ，җ於國內醫療ፁғ、科技߈    

҇ѳ֡ტߏۯڮ，ӕਔΨቚ加ޗ人α่構老ϯޑೲ٩。ࡋ內政部人α計資ᡉ

Ң，Ѡ老ԃ人αӧ 1::3 ԃਔၲډ人αޑ 8ʘ，ς҅ԄΕШࣚፁғಔᙃ所ᒏޑȨଯ

សϯޗȩ，ќᄒԿ 2112 ԃۭ，ѠመӦ 76 ྃ以老ԃ人αᕴኧ更ቚ加為 2-131-311

人，՞ᕴ人αޑ :.12ʘ，ӢԜѠӦҞჴ፦ςࢂঁଯសϯޗ。җ於ଯស

者之身心܄及ޗݩ與其ԃᇸਔ相ၨ，֡發ғׯᡂ，ӢԜ其Ҭ通需Ψόӕ於以

۳。有᠘於ଯស者ޑҬ通ၮᒡ܄有ձ於ύ、եԃស者ޑҬ通ၮᒡࡺ，܄ଯស

ϯޗ༈Ѹஒ़ғཥޑҬ通ၮᒡፐᚒ，வԶჹ有之Ҭ通ၮᒡ環境ޑ規劃與計ౢғ

相大ޑቹៜ。ӢԜ有Ѹ要ଞჹଯស者之ၮᒡ需܄，重ཥբᔠຎ，٠ஒ其યΕ

҂ٰၮᒡ規劃計之Եໆ項Ҟ。 

    ԜѦ，คፕ國內Ѧ，߈酱ԃٰคόठΚ於醳ችࠠၮᒡس)Joufmmjhfou 

Usbotqpsubujpo Tztufn，JUT*ޑ發，Զ所ᒏޑ JUT ่߯合資ૻ、通ߞ、ႝη、

制及ᆅ等技ೌၮҔ於各ᅿၮᒡ೬硬體建，以使整體Ҭ通ၮᒡ之營ၮᆅԾϯ，

。之ݤБޑᡣ有ज़ၮᒡ資源發揮鄦大效Ҕ與效ࢂ，ҭس፦之ࠔ醚ϲၮᒡ୍ܺ܈

ோ JUT 之發ᔈঋ顧Ȩ科技ȩ與Ȩ人本ȩ่ޑ合，Б能҅ၲډȨ҉ុȩޑཀက，ࢂ

ӵՖஒࡺ JUT 之Ӄ進ၮᒡ技ೌᔈҔ於ଯសϯޗύ，ςԋ為國內҂ٰပჴ醳ችࠠၮᒡ

  。重要ፐᚒ之ޑس

)Β* Ҟ： 

    Ҭ通部ၮᒡ研究所有᠘於Ԝ，於҇國 :1 ԃֹԋȨ醳ችࠠၮᒡس技ೌ於ଯសϯ

之ᔈҔ研究ȩ，以ӄ國ޗ 76 ྃ以之Ȩଯស者ȩ為研究ჹຝ，٠以其ၮᒡ需為

Ь要р發ᗺ，研究醳ችࠠၮᒡسᔈҔ於ଯសϯޗ之相關技ೌ，٠酧҇໔ୖ與之ё

能܄與相關配合措施加以探討，ӕਔ擬ۓ分醸策ౣ，բ為҂ٰӢᔈଯសϯޗၮ

ᒡ需ޑ施政ୖԵ。  

    २ӃୖԵ國內Ѧ JUT 技ೌჹଯស者之ᔈҔਢٯ，以及相關研究Ў與Ҭ通ၮᒡ

計ྗ及規ጄ之使Ҕݩ，進Զҗჹ國內ଯស者及相關ޗ福ი體與人之ୢڔፓ

與ుࡋೖፋ，Αှଯស者之Ҭ通܄及ၮᒡ需，٠以Ԝ為୷ᘵ，進進Չଯសϯ

與ྗ之ᔠ討與建，以及探討ଯស者ჹ於߾Ҭ通ၮᒡ環境整合計ྗޗ JUT 技ೌ

ᆙௗ進Չ。需ޑ JUT 技ೌᔈҔ之ٮ๏分，ၸᏢ者ৎ之 Efmqij 分及০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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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ዴᇡዴჴёՉ之技ೌ，ӕਔԵໆࠤໂ需ৡ౦等Ӣન，以釥Ͽᔮ與୍面、環

境面及ޗ面之ॄ面ፂᔐ。  

    鄦ࡕଞჹ JUT 技ೌ於ଯសϯޗޑᔈҔ，擬ۓ分醸策ౣ，٠酧各ቫ面之ё能

ቹៜ及其ᔮ效益、҇໔ୖ與ё能܄及相關配合措施等加以分探討。ԜѦ，為釱၂

技ೌᔈҔ之ёՉ܄與ௗࡋڙ，本研究ҭ進酧อ醸ё項Ҟ擬ुȨ酨ΕԄ人Չऀ

ຫၰᐩȩ與Ȩ需ϸᔈԄϦًȩ等Β項Ңጄ計畫，建相關單位યΕុࡕ計畫進Չჴ

ሞҢጄ與建置，以ၲ計畫釱၂、ӣ㎸與࠹Ꮴ之Ҟޑ。  

)三* 計畫重ᗺ： 

    ӧଯស者ၮᒡ需Б面，人Չޜ໔ޑ醚ٮ、ค障礙環境ޑ醚ٮ為鄦Ь要ޑଯស者

ၮᒡ環境ୢᚒ，Զ大ၮᒡ酏ઠޑ資ૻ醚ٮ以及ӧ硬體施ׯޑ๓，包ࡴၮޑڀค障

礙ϯ以及酏ઠޑՉႝϯᇶշȐЋןఊ與ႝၰޑ使Ҕȑ，ҭࢂ重要ׯޑ๓Б向，

Զଞჹଯស者ຎΚ釥ଏ、ϸᔈᡂᄌ、ݙཀΚ與體Κᡂৡ等ୢᚒ，Ψ需要ቚًᇶշ

鄠醚ڐٮշ。  

    ӧ JUT 技ೌٮ๏ᔈҔБ面，分ձவՉ面、大ၮᒡ使Ҕ面、ᎯᎭ面ࡷᒧр能

ჹ於ଯស者ၮᒡ需有所շ益之 JUT 技ೌᔈҔ建項Ҟ，ٯӵՉ面之ᖂॣᇶշԄҬ

通܈Ң施、酨ΕԄ人Չऀຫၰᐩ、ୀ釱Ԅᆘᐩਔ໔ፓ整及࿘ናਔԾ通酒س，

大ၮᒡ使Ҕ面之ઠ名ኞسܫ、ႝη౻、資ૻᡉҢ0၌س及需ϸᔈԄ大

ၮᒡس，以及ᎯᎭ面之Ꮴૐس、ڹ໔ຎ強ϯس、࿘ናҢ及ً፶Ծ制س

等，以բ為҂ٰ醳ችࠠၮᒡس技ೌ於ଯសϯޗᔈҔ之建ᔈҔ項Ҟ與ׇ

ୖԵ。  

    ӧ JUT ᔈҔ之發策ౣБ面，Չ面之 JUT 技ೌᔈҔ以ᖂॣ܈ᐩӀ之ӼӄҢس

置為ᓬӃ，ុࡕӆ進ՉҬ通ဦᇞፓ整與Չ人ᆙ࡚通酒س等ཥࠠ技ೌ之規劃與ᔈ

Ҕǹ大ၮᒡ使Ҕ面߾以大ၮᒡ資ૻس建置為ᓬӃ，配合ቶ醳ችࠠ大ၮᒡ營

ၮᆅسբ為ᇶշ措施，Կ於需ϸᔈԄ大ၮᒡس，җ於سၨ為ܳ，อ醸

Ӄ以ᙁ單之ኘєϦًࠠԄ營ၮ，ӆЇΕႝတᇶշسًࢴ，於ύߏ醸ӆჴሞ進Չ

需ϸᔈԄ大ၮᒡس之營ၮǹᎯᎭ面之技ೌᔈҔ߾җ於ӭ為ً內Ӄ進技ೌ，ࡺҗ

ً進Չ發ၨ為適，ӧอύ醸Ь要以技ೌ之ЇΕ與研發為Ь，٠於ߏ醸ߩ各項技

ೌԋዕ之ࡕ，ӆ進Չ技ೌቶᔈ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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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第肆章第肆章第肆章            全人關懷環境相關議題之現況與未來全人關懷環境相關議題之現況與未來全人關懷環境相關議題之現況與未來全人關懷環境相關議題之現況與未來    

本章綜合研究及相關研究計畫政策彙整分析結果，提出全人關懷相關議題之現況

及未來走向，以作為科技計畫研訂及修正參考。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法令政策及相關硬體設施之未來走向法令政策及相關硬體設施之未來走向法令政策及相關硬體設施之未來走向法令政策及相關硬體設施之未來走向    

就國內現況及未來人口推估，可知我國正面臨嚴重的 65 歲以上高齡人口逐年增

加之現象，尤其嚴重者為 75 歲以上之後期高齡者之人數及比例急遽增加，後期高齡

者失能之比例較前期高齡者高，因此所需要之照顧當然較多。 

比較世界各國，我國無論就人口老化之速度與趨勢與日本極為相近，因此日本之

作法可為我國之具體參考，綜合日本因應社會老化之具體作法，從法令政策及相關硬

体環境及軟體服務，有以下幾點可為我國未來之參考方向，提出四項基本理念 1.建置

整體無窒礙生活環境，2.形成讓居民引以為傲及熱愛之良好住宅環境﹙人性化、本土

化、融入本土活及文化﹚3.整合相關建築理念追求舒適及永續環境，  

一一一一、、、、社會態度與政府法令對策社會態度與政府法令對策社會態度與政府法令對策社會態度與政府法令對策    

1. 政府重視老年福利：政府將照顧老年人視為第一要務，推動各項福利政策、

住宅政策、介護保險制度等，且因應各種不同需求，提供不同住宅類型供選

擇，為日本推動老人福利的基礎。 

2. 無障礙環境法令：2007 年修正頒布之「促進高齡者與身障者便利使用建築

物與交通相關法律」，整合建築、道路、公共設施、都市環境及大眾運輸系

統，消除介面銜接問題，作為規範建置整體無障礙生活環境之基礎。另外，

在既有環境改善部分之規定，法令提供極大之彈性，並注重務實執行，如車

站等大眾日常生活中必須常常使用之建築物，則無論如何必須改善到輪椅乘

坐者、視障者可使用之程度，而其他建築物則有較大之彈性，至於古蹟或歷

史築物則在不影響或損害該古蹟或歷史建築物之下，儘量改善使障礙者可與

一般人一樣進出參觀。 

3. 多樣化之住宅類型：針對不同身心機能提供不同之住宅類型，使高齡者可依

個人之身心機能、財務狀況及喜好等，選擇居住的型態。如團體家屋(Group 

home)主要為照顧失智老人，以被照顧者(服務使用者)為本位，提供居家式

環境且重視老人自主權利之照護模式，並保留家庭式氣氛為主軸設計。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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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氛、人性化服務的有無對入住者而言，是考量是否入住的重要指標，台灣

失智老人人口（目前約佔老人總人口的百分之四）不斷攀升的狀況下，團體

家屋確可作為輕中度失智老人在自家與大型機構之外的另一選擇。 

二二二二、、、、建置整體無障礙生活環境建置整體無障礙生活環境建置整體無障礙生活環境建置整體無障礙生活環境    

1. 福祉器具已超越安全便利更朝向美觀舒適：福祉器具研發已從輔助身體機能

之不足的必要性輔具，進一步考慮到舒適美觀的需求，及創造提升生活樂

趣，如各形式及色彩之運動輪椅、洗澡及泡澡之設備、適合老人之電腦遊戲

等。 

2. 整體無障礙生活環境：包括生活輔具、設備、建築物、道路到都市環境、大

眾交通工具，才能形成完整的無障礙生活環境，尤其各介面間之無障礙化，

如人行道與道路、商店間皆須無阻礙，而大眾運輸工具與道路交通系統也需

達到無障礙，始能形成一完整之無障礙生活環境。 

3. 通用化趨勢：無障礙設施之設計多能周到細緻得考慮所有不同使用者之需

求，朝向通用性﹙universal﹚設計，如無障礙廁所除ㄧ般輪椅乘坐者之基

本需求外，多另設置洗手器、尿袋清洗盆、多功能摺疊床等，提供不同使用

者更周延細緻之服務。 

4. 無所不在的體貼：所有供一般人使用之設施，行動不便者及高齡者也都會需

要使用，如電話、飲水機、購票機等，如皆能同時設置至少一個適合高齡、

身障者使用之設施，當可使行動不便者處處方便，感受到生活的尊嚴。 

三三三三、、、、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由前述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回顧，及國內現況檢討，提出未來推動之方向如下： 

（一）法令檢討 

法令為無障礙環境推動之基礎，建議應使建築法令更完備及整合建築、都市及交

通運輸相關法令，以建置完整之無障礙生活環境。 

1.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置範圍：包括應設置無障礙設施之公共建築物類型，應

設置之設施項目及數量等，是否應更廣泛、周延，使無障礙建築環境法令更

完備。 

2. 相關法令整合：欲形成無障礙生活環境，必需整合建築物、騎樓、人行道、

都市環境及大眾運輸系統等之介面，參考日本之法令，建議整合建築、都市

及交通運輸之相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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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瞻性研究 

1. 通用化設計：追求無障礙建築環境外，更進一步研究符合所有人使用之通用

化設計，以建置關懷全人之居住環境為目標。 

2. 智慧化建築應用：配合智慧化科技設備，研究建構適當之建築環境，使科技

發揮最大之效益。 

﹙三﹚整合的理念 

    綜合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及資料，發現欲建立福祉社會之居住環境，必須從整體

考慮社會整體之變遷，包括人口、經濟、環境及人文等，方能周延有效達到規劃之目

標。 

1. 推動全人關懷環境，兼顧自然環境與人文特色：推動無障礙、通用化之權人

關懷建築環境外，必須兼顧環境共生，以建設永續家園外，同時須兼顧文化、

美學、本土特性，從更寬廣、更前瞻之觀點考慮居住環境之建設。 

2. 擴大參與團隊：由於居住環境議題涉及廣泛，後續推動計畫宜擴大邀請相關

單位及人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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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國內相關計畫及政策之整合國內相關計畫及政策之整合國內相關計畫及政策之整合國內相關計畫及政策之整合    

    針對國內全人關懷相關研究領域之計劃整合部分，本計畫目前已初步完成國內外

輔具、智慧化建築產業、各部會相關計畫與政策之料蒐集與初步分析，後續工作將著

重於與科技計畫關聯性之探討分析，重點包括： 

1.因應相關產業發展，探討全人關懷建築環境未來之發展趨勢與方向，以作為

研訂科技計畫之參考。 

2.配合相關政策及計畫，探討建築及都市硬體環境應如何規劃設計，使政策及

計畫發揮更大之效益。 

3.檢討各部會相關硬體推動計畫納入無障礙環境理念之可行性，以結合共同推

動建置無障礙生活環境，並使國家資源作更有效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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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本計畫配合相關政策之具體回應本計畫配合相關政策之具體回應本計畫配合相關政策之具體回應本計畫配合相關政策之具體回應    

 計畫應辦理之內容 介面配合 計畫對應方式 

人口

政策 

1.建構無障礙的居家環

境 

2.研議推動建構高齡者

社會住宅 

3.研訂整合高齡者社會

住宅配套措施及相關法

令 

4.無障礙社區規劃設計 

1.交通工程通用設

計 

2.高齡者交通運輸

環境： 

(1)強化高齡者人

行道安全環境 

(2)強化高齡者搭

乘大眾運輸之安全

管理 

(3)強化高齡者駕

駛機動車輛之安全

管理 

1.97 年辦理通用化住宅規劃設計

研究 

2.97 年辦理騎樓無障礙化 

3.98 年辦理無障礙社區規劃設計

研究 

4.98 年辦理公共設施無障礙化、

騎樓及人行道介面無障礙化 

5.預定 99 年辦理「整合高齡者社

會住宅配套措施及相關法令」 

 

長期
照顧
十年
計畫 

推動各年齡層通用的環

境規劃 

 1.97 年辦理通用化住宅規劃設計

研究 

整體
住宅
政策
實施
方案 

1.研訂無障礙住宅之設

計規範 

1. 辦理無障礙住宅設計

規範法制化作業 

2. 研擬適合各年齡層人

士及身心障礙者之通

用住宅設計手冊 

3. 研擬舊有住宅無障礙

化改善之技術手冊 

4. 蒐集及分析各年齡層

人士及身心障礙者居

住之通用性設計 

5. 探討相關材料及設備

配合通用性住宅設計

研發 

6. 研訂及推動無障礙住

宅標章制度  

 1.98 年研訂無障礙住宅設計規範 

2.99 年障礙住宅設計規範法制作

業 

3.97 年辦理通用化住宅規劃設計

研究 

4.99 年研擬舊有住宅無障礙化改

善技術手冊 

5.100 年配合通用性住宅探討相

關材料及設備設計研發 

6.98 年研訂及推動無障礙住宅標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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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結合其他相關計畫推動結合其他相關計畫推動結合其他相關計畫推動結合其他相關計畫推動    

主辦

機關 

 都市環境 具體計畫 本計畫可配合辦理事

項 

衛生

署國

民健

康局 

健康城

市 

1.徒步區    

2.腳踏車專用道   

3.人行道空間比率   

4.人行道與騎樓無障礙

改善率   

5.人行道空間與通暢度  

6.騎樓通暢街區認證數  

7.公園綠地可及性    

11.停車空間 

    1.結合徒步區、人行

道、腳踏車專用道加

入無障礙、通用化觀

念、共同推動 

2.公園綠地加入無障

礙可及、可用之觀念 

3.停車未加入提供2％

無障礙車位觀念’ 

 安全社

區計畫 

1.學校安全促進 

2.公共場所安全促進 

1.居家安全促進 

2.編製「保命防跌系

列—居家環境安全與

改善執行手冊」 

3.居家環境評估表 

4.編製「幼兒居家安全

環境檢視手冊」    

1.提供相關安全手冊

檢討，納入無障礙、通

用化理念參考修正意

見。 

2.提供評估表納入無

障礙、通用化理念修正

意見。 

 社會福

利政策

綱領：

社會住

宅與社

區營造 

1.提供適合居住之社會

住宅 

2.補助低所得家庭維修

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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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第伍章第伍章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主要目的為蒐集分析全人關懷相關領域之研究與政策計畫，以作為引導及

修正全人關懷科技計畫推動執行方向之依據，避免研究計畫重複，及結合產政學研各

界之力量，共同發揮整體之效益。 

    本計畫在檢討國內現況問題、分析未來發展方向、並蒐集分析國內相關研究與政

策方案後，提出具體之方向建議以作為未來全人關懷科計畫之參考依據，同時配合提

出未來執行之具體策略與後續研究建議。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面對國內多年來推動無障礙環境，在政府及民間投注不少人力及物力，成效卻未

彰顯之情況下，全人關懷建築科技計畫引用「藍海策略」之思維，從關懷所有人的角

度，提出五項工作重點包括：1﹚推動建置適合所有人使用之通用性生活環境，2﹚整

合國內相關研究及政策方案，以共同發揮整體效益，3﹚推動無障礙設備材料認證及

檢測，強化源頭管制，以提昇無障礙環境品質，4﹚建立本土性建築基礎資料，以作

為規劃設計符合國人特性之建築與都市環境，5﹚國際交流合作。 

    本計畫針對前述辦理重點中之第二項，檢討國內社會發展趨勢、整合國內相關研

究計畫及政策方案，作為科技計畫推動參考外，另就輔具、相關科技及高齡化社會相

關因應對策等部份進行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回顧，以探討全人關懷建築環境未來可能

之走向並提出前瞻性之建議與看法。 

    經研究結果，謹提出以下四點結論。 

1.社會發展趨勢：國內 65 歲以上高齡人口持續增加，比例亦逐年提升，其中尤

以後期高齡者之增加，將對社會造成極大之衝擊，加上少子化問題，社會必須

提出整體因應對策，而硬體環境之改善為其中不可缺少之ㄧ環。 

2.未來展望：輔具發展及相關科技應用對提昇高齡者自我照顧能力有明顯效益，

惟須有適當之硬體環境配合，因此硬體環境須能預先規劃以使輔具及科技應用

發揮最大之效益。  

3.相關計畫整合：目前國內相關單位，如國民健康局、營建署、社會司等皆有相

關計畫或方案，如能整合推動，確對提升整體效益可有具體之幫助。 

4.全人關懷環境涉及層面廣泛：使所有人都能享有安全便利之環境，須包括生活

輔具、設備材料、建築物、騎樓、人行道、都市環境及大眾運輸系統等，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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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間之界面問題，始能達到全面無障礙生活環境之理想。 

一一一一、、、、社會發展趨勢社會發展趨勢社會發展趨勢社會發展趨勢    

    依據內政部統計至 97 年 6 月底，國內 65 歲以上高齡人口已達到 228 萬餘人，比

例達 10.2％；而依據 2008 年經建會人口推估，臺灣高齡人口將持續增加，而人口出

生率則持續下降，高齡少子化將造成社會失衡外，更令人憂心的是 75 歲以上的後期

高齡者人數及比例增加，後期高齡者失能之比例較前期高齡者高，因此所需要之照顧

當然較多。 

    如何藉由輔具、環境之改善提升其獨立生活能力，以降低社會照顧負擔及提升其

生活尊嚴與樂趣。 

二二二二、、、、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    

    在與全人關懷環境相關議題上，包括輔具發展、智慧化科技之應用及相關設計理

念之應用等，皆影響未來環境之發展。 

1. 福祉器具發展：相關輔具研發已大幅進步，各式生活輔具不但可協助身體機能較

差者，提升獨立生活之能力，甚至已進一步考慮到舒適美觀、及創造提升生活樂

趣之需求，如各形式及色彩之運動輪椅、洗澡及泡澡之設備、適合老人之電腦遊

戲等，惟硬體環境必須充分配合，使輔具可充分發揮其效益。 

2. 通用化設計：從消除障礙的無障礙環境，進一步提升為考慮各不同使用需求之通

用化設計﹙universal﹚，為世界之趨勢，惟如何引用國外先進知識，並掌握本土

化特性（使用者、氣候環境）為一大挑戰。 

3. 智慧化科技：引進智慧化建築觀念，應用 IT 產業、結合輔具、居家護理、遠距照

護等軟硬體，使相關科技設備與軟體可充分與建築環境結合，以確實達到提升國

民福祉及居住環境品質之目標。 

三三三三、、、、國內相關計畫國內相關計畫國內相關計畫國內相關計畫    

    國內目前有關之計畫及方案分別隸屬於營建署、社會司、戶政司、國民健康局及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等，相關計畫概要如下： 

1. 研究計畫：目前並無與本計畫重複之研究，惟部分研究具相關性，未來可整合應

用，如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進行之「先進弱勢用路人支援輔助系統之示範與建置」

等。 

2. 相關計畫或方案本計畫可協力者：包括本部之人口政策、整體住宅政策等。 

3. 相關計畫或方案可協助本計畫者；部分推動中之方案或政策，如國民健康局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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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無菸環境」、「健康城市」等，可將無障礙、通用化環境之理念結合於該等

計畫共同推動。 

四四四四、、、、全人關懷計畫涉及層面廣泛全人關懷計畫涉及層面廣泛全人關懷計畫涉及層面廣泛全人關懷計畫涉及層面廣泛    

    比較世界各國，我國無論就人口老化之速度與趨勢與日本極為相近，因此日本之

作法可為我國之具體參考，綜合日本因應社會老化之具體作法，在居住環境部分可為

我國未來之參考方向，包括 1.建置整體無障礙生活環境，2.形成讓居民引以為傲及

熱愛之良好住宅環境﹙人性化、本土化、融入本土活及文化﹚3.整合相關建築理念追

求舒適及永續環境，4.以人為出發點提供完整住宅福利政策。 

    主要提出對應之良好環境，必須包括輔具、設備、建築物、公共設施、都市環境

及大眾交通運輸系統等，同時考慮人性化及本土特質、追求永續發展，並與其他住宅

政策結合，涉及層面極為廣泛，必須結合相關單位及民間業界之力量，以共同推動建

置符合未來需求之居住環境。 

五五五五、、、、全人關懷科技計畫全人關懷科技計畫全人關懷科技計畫全人關懷科技計畫    

依據本計畫之研究結論研擬修正全人關懷建築科技計畫，大綱（詳細資料如附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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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後續研究建議後續研究建議後續研究建議    

本計畫為全人關懷科技計畫中之ㄧ環，主要目的有二： 

1. 蒐集全人關懷領域相關研究計畫，以避免計畫重複同時結合相關計畫，共同

發揮整體效益。 

2. 蒐集國內外相關研究領域發展資訊，以作為本科技計畫規劃未來發展方向之

參考。 

本計畫本年度配合科技計畫之步調，完成國內目前相關研究計畫及政策方案之彙

整與分析，並提出本計畫未來配合推動之期程﹙配合修正 98 年之科技計劃如附錄﹚，

同時就各部會現有計畫中可配合將無障礙理念結合推動者提出具體之建議。 

由前述國外相關研究文獻及法令制度檢討，發現無障礙生活環境之建置，必須有

更前瞻、更全面性之作法。所以建議未來本計畫可朝以下方向進行： 

一一一一、、、、擴大參與層面與範圍擴大參與層面與範圍擴大參與層面與範圍擴大參與層面與範圍    

1. 擴大研究小組參與之政府單位與專家學者 

無障礙生活環境涵括之層面包括生活輔具、設備材料、建築物、公共設施、都市

環境以迄大眾運輸系統，所以應擴大研究計畫中參與單位，宜包括交通部、營建署道

路工程組等及政府單位，相關學者專家，同時應更廣泛邀請相關專家學者，如輔具、

復健等專學者家。 

2. 座談會議宜請相關公會團體參加 

計畫最大之價值在於落實執行，因此必須考慮現實之限制及相關設備材料等之配

合問題，所以未來之會議宜邀請縣市政府等第一線管理及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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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建立資訊交流網站建立資訊交流網站建立資訊交流網站建立資訊交流網站    

本研究目前已初步完成相關資料彙整，為利於資訊交流及應用，建議於本所網站

上建立交流平台，並將相關資料放置於該網站上，及建立連結，如與輔具中心連結等，

以便於相關單位及專家學者查詢。 

1. 國內相關研究計畫及政策方案 

2. 國外相關研究資料 

3. 相關聯結網站：如輔具中心、營建署 

4. 全人關懷科技計畫及各研究課題內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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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1  1.1  1.1  1.1  第一次研究小組會議紀錄第一次研究小組會議紀錄第一次研究小組會議紀錄第一次研究小組會議紀錄    

 

一一一一、、、、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97979797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分分分    

二二二二、、、、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本所本所本所本所 13131313 樓第一討論室樓第一討論室樓第一討論室樓第一討論室    

三三三三、、、、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何所長明錦何所長明錦何所長明錦何所長明錦                                                                                        記錄記錄記錄記錄：：：：廖慧燕廖慧燕廖慧燕廖慧燕、、、、徐宏仁徐宏仁徐宏仁徐宏仁    

四四四四、、、、    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如簽到單如簽到單如簽到單如簽到單))))    

五五五五、、、、    簡報簡報簡報簡報：（：（：（：（略略略略））））    

六六六六、、、、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趙副局長坤郁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趙副局長坤郁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趙副局長坤郁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趙副局長坤郁：：：：    

1.國民健康局推動之計畫與全人關懷建築硬體部分的相關性，會因使用對象

年齡、健康狀態、性別不同而有所差異。如本局目前推動的幾個主要實體

場所而言，包括「老人安養院吸菸室」、「母乳哺育室」、「運動安全空

間」等設置方式，是否應由建築專業者，從設計、建築法規著手，進行國

健局政策推動外的細部規劃。 

2.除前述計畫外，幾項相關於全人關懷建築空間上的建議，如地下停車場廢

氣排放、安養院的垂直升降設備須兼顧推床使用空間、導盲犬進入公共空

間及在高密度集合住宅中之飼養問題等。 

3.部分政策或計畫並非由單一部會執行，如長期照護計畫分列在衛生署、社

會司等單位，未來在計畫中如何分工，建議須加以釐清。 

內政部社會司鄭專門委員文義內政部社會司鄭專門委員文義內政部社會司鄭專門委員文義內政部社會司鄭專門委員文義：：：：    

1.研究架構中關於社會司部份，採用「福祉相關計畫與政策」，惟社會福祉(利)

業務範圍包含有福利服務、健康醫療照護、社會救助、社會保險津貼、就

業安全、社會住宅與社區營造等，本案是否偏重於本司業務中之福利服務、

健康醫療照護部份，若果如此，建議在範圍與名詞界定上，可酌予修正。 

2.研究期程上，目前暫定各項政策與計畫資料蒐集至 7 月，再由建研所進行

整合工作，時間上是否足夠，建議再斟酌。 

毛組長犖毛組長犖毛組長犖毛組長犖：各部會政策計畫與實體環境空間應如何連結，以及硬體介面間的連結

關係，均可在本計畫中深入討論。如居家照護與醫療機構等均有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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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兩者間的硬體通路環境應可再深入探討。 

陳教授政雄陳教授政雄陳教授政雄陳教授政雄：：：：    

1.本研究案應為一全人關懷相關政策與計畫資訊交換平台。 

2.本研究案目的為了解硬體環境應如何配合各項政策與計畫，以及其內容如何

回歸到全人關懷硬體實際需求，因此前提為了解各項政策計畫之軟體內容。 

3.研究步驟包含：相關文獻分析回顧，研究結果之行動方案與各項短、中、

長程政策計畫相關性探討，及全人關懷建築如何應用等。 

4.1990 年日本住宅計畫中，將住宅行政與福利行政結合，內容包含有醫療保

健、照護、建築環境、福利等各項業務，均合為一體；另外再結合高齡化

社會消費產品，形成產業效益。此部分經驗可供本研究參考。 

5.高齡者與智慧化住宅二者研究內容與範圍似乎不同，一為無障礙設計，一

為通用性設計，由於通用性設計為未來之趨勢，建議工作項目無須強調高

齡者住宅，研究報告架構亦宜配合修正。 

七七七七、、、、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    

1.本研究主要目的為建構資訊平台，蒐集整合各部會與全人關懷建築科技計

畫相關之政策與計畫，以避免研究重複，及了解硬體環境應如何配合相關

政策與計畫，以作為本所未來推動科技計畫之參考。 

2. 各部會相關政策與計畫之切入重點，可就其服務對象、服務項目，再延伸

至該對象所需使用之場址環境以及其特殊需求，由此程序來擬定章節撰寫

之格式與內容。 

3.本研究感謝各位熱忱協助，並在本次會議提供極多寶貴意見，使本研究計

畫有一初步共識與方向。本所將詳實紀錄後，並參考各位意見修正研究計

畫內容與報告架構等，整理後提出下次會議討論。 

4.請各單位代表在下次會議前，先提供既有政策計劃相關資料，供本所研究

人員先行彙整，往後亦採此滾動式資訊收集方式，以利會議討論。 

八八八八、、、、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下午 4時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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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2  1.2  1.2  1.2  第二次研究小組會議紀錄第二次研究小組會議紀錄第二次研究小組會議紀錄第二次研究小組會議紀錄    

 

一一一一、、、、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97979797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分分分    

二二二二、、、、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本所本所本所本所 13131313 樓第一討論室樓第一討論室樓第一討論室樓第一討論室    

三三三三、、、、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毛組長犖毛組長犖毛組長犖毛組長犖                                                                                        記錄記錄記錄記錄：：：：廖慧燕廖慧燕廖慧燕廖慧燕、、、、徐宏仁徐宏仁徐宏仁徐宏仁    

四四四四、、、、    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如簽到單如簽到單如簽到單如簽到單))))    

五五五五、、、、    簡報簡報簡報簡報：（：（：（：（略略略略））））    

六六六六、、、、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略略略略﹚﹚﹚﹚    

七七七七、、、、    會議結論會議結論會議結論會議結論：：：：    

1.緒論再加強高齡化、少子化論述與統計背景資料，另政策收集宜應納入   

  「身心障礙者權利保障白皮書」等內容。 

2.第二章研究文獻、產業趨勢與第三章政策計畫分工內容可先蒐集撰寫，至於研

究報告架構編排及政策與產業間之關聯，可俟前述工作完成後，再討論決定。 

3.各項政策計畫撰寫格式中，第二項「計畫內容」與其第三子項「計畫內容」名

稱重複，第三子項宜修正為「計畫重點」。 

4.因應高齡化、少子化趨勢所需探討之空間，如校園建置高齡者無障礙環境等，

可斟酌列入後續研究建議中。 

5.期初座談會議預定於 5月 20 日召開，除本研究小組成員外，邀請名單宜包含「勞

委會」、「教育部」、「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社會司兒童局」、「台北縣

政府」、「台北市政府」等單位及相關領域學者專家。 

6.感謝各位委員參與會議，請部會代表於 5 月 9 日前提供相關政策計畫名稱，俾

利彙整。 

 

八八八八、、、、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1111111 時時時時 40404040 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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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3  1.3  1.3  1.3  期初座談會議紀錄期初座談會議紀錄期初座談會議紀錄期初座談會議紀錄    

 

一一一一、、、、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97979797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分分分    

二二二二、、、、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本所本所本所本所 13131313 樓簡報室樓簡報室樓簡報室樓簡報室    

三三三三、、、、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何所長明錦何所長明錦何所長明錦何所長明錦                                                                                        記錄記錄記錄記錄：：：：廖慧燕廖慧燕廖慧燕廖慧燕、、、、徐宏仁徐宏仁徐宏仁徐宏仁    

四四四四、、、、    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如簽到單如簽到單如簽到單如簽到單))))    

五五五五、、、、    簡報簡報簡報簡報：（：（：（：（略略略略））））    

六六六六、、、、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依發言順序依發言順序依發言順序依發言順序))))    

    王建築師武烈王建築師武烈王建築師武烈王建築師武烈：：：：    

1.無障礙建築環境已推動十餘年，惟各部會極少進行相關條文整合及經驗交流，

改善建議包含以下幾點： 

(1) 與交通部路政司討論無障礙停車位之設置使用方式、停車標示牌之圖案、

愛心停車位增加之考量等。 

(2) 社會司所推動之社福機構評鑑表應採用符合當前之觀念，並納入建築領域

專家學者之意見。 

(3) 以土木工程人員背景為主體之顧問公司設計交通站體，應擴大採納全民關

懷與無障礙設施概念。 

2.無障礙及通用性設計觀念不斷更新，且「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業已公

佈，各相關單位之法規應儘量整合，避免再各行其是。 

3.本整合計畫應考量最後之推動落實由誰主導與實施。 

陳教授政雄陳教授政雄陳教授政雄陳教授政雄：：：：    

1.本研究計畫第二章名稱宜修正為「相關研究文獻與科技資訊」，其內容包含國

內外相關輔具、智慧化建築、ICT 產業等。 

2.目前正試辦或研擬中之政策計畫應考量納入。 

交通部運研所張研究員益城交通部運研所張研究員益城交通部運研所張研究員益城交通部運研所張研究員益城：：：：    

1.相關政策計畫部分建議納入交通部 93 年頒布之「台灣地區智慧型運輸系統綱

要計畫(2004 年版)」，尤其是其中有關「弱勢用路人保護服務(VIPS)」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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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至目前為止交通部辦理之有關研究計畫包括： 

(1) 91 年「智慧型運輸系統技術於高齡化社會之應用研究」，運輸研究所。 

(2) 93 至 94 年「先進弱勢用路人支援輔助系統之建置與示範」，科技顧問室。 

(3) 96 至 98 年「行人支援輔助系統研發─高齡者與視障者定位及導引技術之應

用研究」。 

3.在介面環境規劃建構方面，由於應用先進資通科技(如偵測、定位、導引及通

信)於人行系統之情形將是未來發展趨勢，因此建築物如何預留建置相關基礎

設施之空間與管道(如電源、資訊傳輸與顯示等)，建議一併納入探討。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陳科長真夙衛生署國民健康局陳科長真夙衛生署國民健康局陳科長真夙衛生署國民健康局陳科長真夙：：：：    

1.欣見此整合相關建築計畫結合健康議題。 

2.關於健康與建築之結合，本局之經驗包括辦理「健康環境與空間營造計畫」，

過程中即透過二項專業的整合，讓計畫執行更符合健康需求。 

3.本局部份計畫期望能有建築專業的協助，如「健康城市計畫」等。 

內政部社會司鄭專門委員文義內政部社會司鄭專門委員文義內政部社會司鄭專門委員文義內政部社會司鄭專門委員文義：：：：    

1.部份相關政策計畫在本研究成果完成前即結束，該類政策或計畫是否納入宜再

斟酌。 

2.相關政策計畫建議納入「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照顧服務試辦計畫」。 

教育部特教小組陳專員清風教育部特教小組陳專員清風教育部特教小組陳專員清風教育部特教小組陳專員清風：：：：    

1.相關部會政策資訊收集後，應考量如何整合並提出解決方案。 

2.相關法令、政策、計畫如何推動落實，應為本整合計畫最主要問題之癥結點。 

文建會第二處羅慧明小姐文建會第二處羅慧明小姐文建會第二處羅慧明小姐文建會第二處羅慧明小姐：：：：    

1.「健康社區六星計畫」執行期程為 94 年 4 月至 97 年底，本會於其中扮演角色

為幕僚單位，整合 11 部會 24 項之相關計畫政策，並作為跨部會平台，建立台

灣社區通網站，提供資訊交流。 

2.「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執行期程為 97 年至 102 年，第一期計畫有涵蓋硬體

設施內容，然業已完成，目前為第二期計畫，係鼓勵社區從「社區文化深耕」

等軟體計畫出發，著手建設自己的鄰里家園。 

3.另本會現正推動「推動都會型社造研究計畫」，期能解決過往偏重農漁村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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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營造情形，提昇都會區公寓大廈居民的社區參與意識，未來希望各部會能多

予意見指導，以增研究成果之具體可行性。 

經建會人力處謝專員佳宜經建會人力處謝專員佳宜經建會人力處謝專員佳宜經建會人力處謝專員佳宜：：：：    

1.肯定內政部建研所提出本研究計畫，以全人關懷出發，讓建築配合人的需求。 

2.本計畫既以人為本，在研究範圍方面應否先界定不同族群需求，如老人、小孩、

身障者。另所謂建築是否亦應界定不同類別，如住宅、公共設施，釐清不同建

築需要之規範。 

3.介面環境規劃不應只包含計畫、政策，上位法令更應納入評估檢視。 

4.經建會之服務發展計畫已結束，請酌予修正。 

5.相關政策計畫部份，建議可增加「老人住宅」政策及經濟部目前正推動之「健

康照護產業發展方案」，或可進一步將「經濟部技術處或工業局」納入研究小

組。 

6.另有部分計畫範圍過大，如青少年政策白皮書等，應考量是否需要納入。 

7.國內外產業現況建議納入一併審視。 

內政部兒童局內政部兒童局內政部兒童局內政部兒童局紀雅芬小姐紀雅芬小姐紀雅芬小姐紀雅芬小姐：：：：    

1.本局「托育機構收托發展遲緩兒童實施計畫」為鼓勵托育機構有意願收托特殊

兒童，並能依兒童需要改善其教保模式，提升教保品質，提供托育機構每收一

名特殊兒童，每年一萬元之補助，協助購置所需教學媒體、教材教具等，提高

教保品質，與本研究之目的相去較遠。 

2.惟如須本局提供相關資料或協助，仍可洽本局提供。 

台北縣政府陳敬華先生台北縣政府陳敬華先生台北縣政府陳敬華先生台北縣政府陳敬華先生：：：：    

    地方政府為面對需求者之第一線執行單位，故地方政府在無障礙生活需求每

日皆有，但法令、政策、計畫則因考量多方面，使兩者步調較不一致，建議增

加可行性分析，以減少政策與實際推動之落差，讓地方政府得以順利配合執行。 

    

七七七七、、、、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    

1. 本所「全人關懷建築科技計畫」為四年之中長程計畫，主要為建築及都市

硬體環境之研究規劃，本整合計畫為該科技計畫研究課題之ㄧ，目的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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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交流平台，以避免研究重複，並結合各相關單位之資源，以共同發揮更

大之整體效益。 

2. 由於本整合計畫係作為未來推動科技計畫之參考，相關政策或計畫如已完

成或即將結束不再繼續推動者，可考慮不納入，至於研擬中之相關政策或

計畫，若為未來推動趨勢者，則宜納入蒐集分析。 

3. 本計畫現階段目標為整合相關政策計畫，相關資訊之蒐集，宜掌握政策中，

人、事、物與全人關懷之相對應關係，包含政策計畫項目所應用之對象、

政策計畫所塑造出之環境，據以規畫政策所需要之硬體環境，以作為未來

科技計畫研究推動之方向參考。 

4. 各位學者專家及單位代表所提出之意見皆極具參考性，本所將詳實紀錄，

並參考大家意見修正本整合計畫，請各位繼續給予支持與指教。 

八八八八、、、、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1111111 時時時時 10101010 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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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4  1.4  1.4  1.4  期初座談會議意見回應處理方式一覽表期初座談會議意見回應處理方式一覽表期初座談會議意見回應處理方式一覽表期初座談會議意見回應處理方式一覽表    

委員審查意見委員審查意見委員審查意見委員審查意見    回應處理方式回應處理方式回應處理方式回應處理方式    

王建築師武烈王建築師武烈王建築師武烈王建築師武烈     

1.與交通部路政司討論無障礙停車位之設置使用方式、停

車標示牌之圖案、愛心停車位增加之考量等。 

擬納入未來無障礙標誌

整合參考。 

2.社會司所推動之社福機構評鑑表應採用符合當前之觀

念，並納入建築領域專家學者之意見。 

本計畫目的為建構交流

平台，以避免政策重複，

並結合各相關單位之資

源，以共同發揮更大之整

體效益。後續年度仍會持

續進行此一資源整合工

作，並逐步擴大範圍。 

3.以土木工程人員背景為主體之顧問公司設計交通站

體，應擴大採納全民關懷與無障礙設施概念。 

4.無障礙及通用性設計觀念不斷更新，且「建築物無障礙

設施設計規範」業已公佈，各相關單位之法規應儘量整

合，避免再各行其是。 

5.本整合計畫應考量最後之推動落實由誰主導與實施。 

陳教授政雄陳教授政雄陳教授政雄陳教授政雄     

1.本研究計畫第二章名稱宜修正為「相關研究文獻與科技

資訊」，其內容包含國內外相關輔具、智慧化建築、ICT

產業等。 

已參採修正 

2.目前正試辦或研擬中之政策計畫應考量納入。 已參採修正 

交通部運研所張研究員益城交通部運研所張研究員益城交通部運研所張研究員益城交通部運研所張研究員益城     

1.相關政策計畫部分建議納入交通部 93 年頒布之「台灣

地區智慧型運輸系統綱要計畫(2004 年版)」，尤其是

其中有關「弱勢用路人保護服務(VIPS)」部份。 

已參採修正 

2.在介面環境規劃建構方面，由於應用先進資通科技(如

偵測、定位、導引及通信)於人行系統之情形將是未來

發展趨勢，因此建築物如何預留建置相關基礎設施之空

間與管道(如電源、資訊傳輸與顯示等)，建議一併納入

探討。 

擬納入後續年度研究探

討。 

內政部社會司鄭專門委員文義內政部社會司鄭專門委員文義內政部社會司鄭專門委員文義內政部社會司鄭專門委員文義     

1.部份相關政策計畫在本研究成果完成前即結束，該類政

策或計畫是否納入宜再斟酌。 

已參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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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關政策計畫建議納入「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照顧服務

試辦計畫」。 

已參採修正 

教育部特教小組陳專員清風教育部特教小組陳專員清風教育部特教小組陳專員清風教育部特教小組陳專員清風     

1.相關部會政策資訊收集後，應考量如何整合並提出解決

方案。 

擬於後續(98-100)年研

究中探討。 

2.相關法令、政策、計畫如何推動落實，應為本整合計畫

最主要問題之癥結點。 

文建會第二處羅慧明小姐文建會第二處羅慧明小姐文建會第二處羅慧明小姐文建會第二處羅慧明小姐     

1.「健康社區六星計畫」執行期程為 94 年 4 月至 97 年底，

本會於其中扮演角色為幕僚單位，整合 11 部會 24 項之

相關計畫政策，並作為跨部會平台，建立台灣社區通網

站，提供資訊交流。 

已參採修正 

2.「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執行期程為 97 年至 102 年，

第一期計畫有涵蓋硬體設施內容，然業已完成，目前為

第二期計畫，係鼓勵社區從「社區文化深耕」等軟體計

畫出發，著手建設自己的鄰里家園。 

已參採修正 

經建會人力處謝專員佳宜經建會人力處謝專員佳宜經建會人力處謝專員佳宜經建會人力處謝專員佳宜     

1.本計畫既以人為本，在研究範圍方面應否先界定不同族

群需求，如老人、小孩、身障者。另所謂建築是否亦應

界定不同類別，如住宅、公共設施，釐清不同建築需要

之規範。 

已參採修正 

2.介面環境規劃不應只包含計畫、政策，上位法令更應納

入評估檢視。 

已由全人關懷建築科技

計畫分項子計畫研擬中。 

3.經建會之服務發展計畫已結束，請酌予修正。 已參採修正 

4.相關政策計畫部份，建議可增加「老人住宅」政策及經

濟部目前正推動之「健康照護產業發展方案」，或可進

一步將「經濟部技術處或工業局」納入研究小組。 

已參採修正 

5.另有部分計畫範圍過大，如青少年政策白皮書等，應考

量是否需要納入。 

已參採修正 

6.國內外產業現況建議納入一併審視。 已參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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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兒童局紀雅芬小姐內政部兒童局紀雅芬小姐內政部兒童局紀雅芬小姐內政部兒童局紀雅芬小姐     

本局「托育機構收托發展遲緩兒童實施計畫」為鼓勵托育

機構有意願收托特殊兒童，並能依兒童需要改善其教保

模式，提升教保品質，提供托育機構每收一名特殊兒

童，每年一萬元之補助，協助購置所需教學媒體、教材

教具等，提高教保品質，與本研究之目的相去較遠。 

已參採修正 

台北縣政府陳敬華先生台北縣政府陳敬華先生台北縣政府陳敬華先生台北縣政府陳敬華先生     

建議增加可行性分析，以減少政策與實際推動之落差，讓

地方政府得以順利配合執行。 

擬於後續(98-100)年研

究中探討。 

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     

1.由於本整合計畫係作為未來推動科技計畫之參考，相關

政策或計畫如已完成或即將結束不再繼續推動者，可考

慮不納入，至於研擬中之相關政策或計畫，若為未來推

動趨勢者，則宜納入蒐集分析。 

已依主席結論修正 

2.本計畫現階段目標為整合相關政策計畫，相關資訊之蒐

集，宜掌握政策中，人、事、物與全人關懷之相對應關

係，包含政策計畫項目所應用之對象、政策計畫所塑造

出之環境，據以規畫政策所需要之硬體環境，以作為未

來科技計畫研究推動之方向參考。 

已依主席結論修正，納入

未來全人關懷建築科技

計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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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5  1.5  1.5  1.5  第三次研究小組會議紀錄第三次研究小組會議紀錄第三次研究小組會議紀錄第三次研究小組會議紀錄    

 

一一一一、、、、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97979797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分分分    

二二二二、、、、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本所本所本所本所 13131313 樓第一討論室樓第一討論室樓第一討論室樓第一討論室    

三三三三、、、、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毛組長犖毛組長犖毛組長犖毛組長犖                                                                                        記錄記錄記錄記錄：：：：廖慧燕廖慧燕廖慧燕廖慧燕、、、、徐宏仁徐宏仁徐宏仁徐宏仁    

四四四四、、、、    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如簽到單如簽到單如簽到單如簽到單))))        

五五五五、、、、    簡報簡報簡報簡報：（：（：（：（略略略略））））    

六六六六、、、、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略略略略﹚﹚﹚﹚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蕭組長淑珍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蕭組長淑珍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蕭組長淑珍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蕭組長淑珍：：：：    

1. 在分項政策計畫中之都市建築相關內容撰擬部分，除健康環境與空間營

造、健康城市因與硬體有實際相關較易填寫外，其他較難延伸硬體相關內

容。 

 2. 本局「安全社區計畫」已配合世界衛生組織，完成 4個社區之認證工作，可

與本科技計畫後續擬建置之示範社區結合ㄧ併推動落實。 

衛生署林小姐媛媛衛生署林小姐媛媛衛生署林小姐媛媛衛生署林小姐媛媛：：：：本署「遠距照護試辦計畫」與 ICT 產業關聯性較高，硬體環

境部份則關聯性較低，建議本計畫與都市建築相關部分刪除。 

陳教授政雄陳教授政雄陳教授政雄陳教授政雄：：：：    

1. 目前國內護理之家與日間照顧中心等，硬體由社會司主管，軟體由衛生署

主管。 

2. 遠距照護試辦計畫可與 ICT 產業結合，討論如何減少照護者與非照護者對

硬體上的需求。如利用 RFID 技術結合 Open Building 空間設計規劃，可

獲得失智症老人即時生理資訊與定位等，以應付突發狀況，並減少監控、

照護等人力。但 Open Building 實際操作上仍有部分問題需要克服。 

3. 可考慮舊市區之都市更新計畫區域作為未來示範計畫之範圍。 

營建署盧幫工程司昭宏營建署盧幫工程司昭宏營建署盧幫工程司昭宏營建署盧幫工程司昭宏：：：：    

1. 人口政策白皮書中之高齡者交通運輸與高齡者社會住宅等項目建議移至營

建署與交通部運研所項下撰擬較為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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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整體住宅政策有關金融補貼部分，因與本整合計畫較無相關，建議不予納

入。 

3. 因應脊髓損傷者聯合會於環島無障礙勘檢活動中提出之建議，考量規劃「居

家無障礙環境設計指南宣導手冊」，以圖例說明方式，幫助設計者與民眾

了解無障礙環境相關內容。 

廖簡任研究員慧燕廖簡任研究員慧燕廖簡任研究員慧燕廖簡任研究員慧燕：：：：    

1.本計畫目的包括三個主要重點，第一個重點為研究資訊交流，以善用既有研

究成果，並避免計畫重複。 

2.第二個重點為蒐集及分析各部會之政策計畫，探討其所需要之硬體環境，以

作為本所研訂及推動全人關懷建築科技計畫之參考，如配合社會司推動之

「在宅老化」政策，研究及規劃所需之無障礙居家環境，以協助推動落實在

宅老化政策。 

3.第三點為蒐集及分析各部會目前正辦理之硬體建設計畫，以探討其中有無可

納入無障礙環境理念一併推動者，以結合相關單位提昇建設效益，如健康城

市計畫推動之各指標可參考納入無障礙、通用設計觀念。 

4.為使本科技計畫有限的經費可以集中應用，發揮較大之效益，研究範圍限定

在「日常生活之安全性與便利性」等與生活有關之都市及建築硬體環境，其

他如「人身安全」、「結構安全」、「防火安全」或「ICT 產業」等皆未涵

括於本計畫範圍內。 

七七七七、、、、    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    

1. 全人關懷建築科技計畫目的是為達到建築硬體環境之親和、親善與便利，為配

合政策計畫與都市建築環境相關內容與考量資源分配，可從示範計畫開始，並

就計畫尺度為建築、社區、整個城市或政策計畫關照對象，調整硬體環境運用

項目及標準。 

2. 目前建築與室內規劃已有無障礙相關設計規範作為依歸，但社區、公園以至於

都市等，仍須有賴特定計畫建置。 

3. 「居家無障礙環境設計指南宣導手冊」可納入本科技計畫明年度研究內容之

ㄧ。 

4. 有關照顧相關政策計畫中之「婦女政策綱領」屬宣示性內容，以及整體住宅政

策中有關健全住宅市場、建立公平效率之住宅補貼制度，因本計畫應聚焦於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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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設施之建置，均可不納入研究範圍中。 

5. 請研究團隊盡量提供相關政策及計畫，以及其應用於建築及都市硬體環境中之

需求，本整合計畫當盡量予以納入，期使政策及計畫發揮更大之效益。 

6. 本整合計畫期中審查會議預定於 8 月 19 日召開，請研究小組成員依據本次會

議結論，於 7月 31 日前傳送修正後資料予本所研究同仁，俾利後續彙整。 

八八八八、、、、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1111111 時時時時 20202020 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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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6  1.6  1.6  1.6  期中審查會議紀錄期中審查會議紀錄期中審查會議紀錄期中審查會議紀錄    

 
一一一一、、、、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97979797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分分分    

二二二二、、、、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本所本所本所本所 13131313 樓簡報室樓簡報室樓簡報室樓簡報室    

三三三三、、、、主主主主    持持持持    人人人人：：：：何所長明錦何所長明錦何所長明錦何所長明錦                                                                    紀錄紀錄紀錄紀錄：：：：廖慧燕廖慧燕廖慧燕廖慧燕、、、、徐宏仁徐宏仁徐宏仁徐宏仁    

四四四四、、、、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如簽到表如簽到表如簽到表如簽到表))))    

五五五五、、、、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略略略略))))    

六六六六、、、、業務單位報告業務單位報告業務單位報告業務單位報告：：：：((((略略略略))))    

七七七七、、、、計畫主持人報告計畫主持人報告計畫主持人報告計畫主持人報告：：：：((((詳期中報告書及簡報資料詳期中報告書及簡報資料詳期中報告書及簡報資料詳期中報告書及簡報資料，，，，略略略略))))    

八八八八、、、、審查意見審查意見審查意見審查意見：﹙：﹙：﹙：﹙依發言序依發言序依發言序依發言序﹚﹚﹚﹚    

陳教授政雄陳教授政雄陳教授政雄陳教授政雄：：：：    

1.智慧化建築住宅、社區、都市等範圍，其應用基於智慧材料、智慧技術、智

慧設計等領域之研究。其中，智慧材料與技術關係到 ICT 產業的發展，智慧

設計則與建築相關，因此未來發展趨勢必須跨領域之整合，才能完成照顧服

務的目標。 

2.目前除了整合困難之外，由於使用不普及，造成價格較高，且因未達通用化

設計，造成操作上的困難等問題，也值得協調與研究。 

台北縣政府賴攸展先生台北縣政府賴攸展先生台北縣政府賴攸展先生台北縣政府賴攸展先生：：：：        

1.除 e 化、智慧建築、資訊通訊科技產業之外，都市尺度(建築之外) 納入全

人關懷的考量，如都市硬體設施、設備等。 

2.相關文獻建議可提供建築之外的「都市環境」案例。 

3.智慧化建築提供多元化的服務，對「障礙使用者」的類型多樣化(除了肢體、

視、聽覺之外)，建議有資料分析內容，如此可知智慧化建築是否可以滿足

「所有」的障礙者。 

社會司社會司社會司社會司鄭專門委員文義鄭專門委員文義鄭專門委員文義鄭專門委員文義：：：：        

1.本研究計畫預期成果計四項，期中報告對於前二項大致已有著墨，含國內

外相關文獻及智慧建築、輔具科技等，以及蒐集國內外相關計畫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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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中報告主要以現況收集為主，惟資料之分析，各領域之關聯性及其與全

人關懷建築科技中之意義性為後續之重點。 

3.有關用語之一致性，尚有少數須調整之部分，如第 7頁預期成果三「計劃

政策」宜改為「計畫政策」，第 65 頁亦同，第 103 頁之「身心障礙者保護

法」宜改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營建署建築管理組盧幫工程司昭宏營建署建築管理組盧幫工程司昭宏營建署建築管理組盧幫工程司昭宏營建署建築管理組盧幫工程司昭宏：：：：        

1.研究作業單位研訂完整之「相關計畫與政策」撰擬格式，使第参章得以依

期程迅速整合完成，時間控制得宜。 

2.第肆章後續研究工作，涉及因應相關產業發展，配合政策及計畫，建立政

策推動平台等，甚為廣泛，應多邀集研究小組討論及召開諮詢會議，方能

使本研究內容完整兼具廣度，另請注意提出期末報告前之期程規劃。 

財團法人自由空間教育基金會唐執行長峰正財團法人自由空間教育基金會唐執行長峰正財團法人自由空間教育基金會唐執行長峰正財團法人自由空間教育基金會唐執行長峰正：：：：        

1.相關設計人員之培訓建議納入本研究計畫一環(尤其是產品設計人才與人

因工程專才)。 

2.有關運輸系統服務機制，未來建議納入交通工具的研究。 

營建署道路工程組詹技正加欣營建署道路工程組詹技正加欣營建署道路工程組詹技正加欣營建署道路工程組詹技正加欣，，，，吳淑珍小姐吳淑珍小姐吳淑珍小姐吳淑珍小姐：：：：        

1.有關第参章第三節「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行環境改善計畫」第 99 頁，表

3-3-1「計畫所需之硬體環境」[3.騎樓整平]並未列入本改善計畫中，請

修正刪除。 

2.第 132 頁，附錄五「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行環境改善計畫」，主協辦機關

建議增列「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國民健康局趙副局長坤郁國民健康局趙副局長坤郁國民健康局趙副局長坤郁國民健康局趙副局長坤郁：：：：    

 建議將性別主流化納入研究考量，如○1男女廁所數量、親子廁所。○2事業單

位哺乳室可兼做女性情緒管理、紓壓、或更衣試裝使用。○3廚房排油煙機設

置規範，廚具人體工學考量。 

營建署國民住宅組孫技正思俐營建署國民住宅組孫技正思俐營建署國民住宅組孫技正思俐營建署國民住宅組孫技正思俐：：：：    

1.感謝建築研究所進行之相關計畫，對提升住宅品質及促進住宅無障礙化皆

有具體之貢獻。 

2.本署住宅法草案原已納入無障礙及公寓大廈美化等相關規定，惟該草案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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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退回本署修正中，並將於近期邀請行政機關審視相關條文之可行性，如

本計畫中有相關之建議，可提供本署納入修正參考。 

中華民國殘障聯盟劉理事金鐘中華民國殘障聯盟劉理事金鐘中華民國殘障聯盟劉理事金鐘中華民國殘障聯盟劉理事金鐘：：：：    

1.為避免建物完成無障礙相關勘驗後，被相關設計行業(如景觀設計、室內設

計)等業者、設計師更動，建議將其一併納入無障礙受訓課程，以更新相

關無障礙設計觀念。 

2.交通環境面向之整合，如騎樓、人行道介面連結與統一規範。 

3.內政部可提出獎勵性之辦法，以提升國內業界無障礙輔具開發意願與品質。 

4.相關政策計畫可相互連結，如「安全學校」可擴及至周遭環境(250m 以內)

之無障礙介面整合。 

衛生署林媛媛小姐衛生署林媛媛小姐衛生署林媛媛小姐衛生署林媛媛小姐：：：：        

建議釐清及加強硬體與軟體間的範疇關連，如遠距照護之軟體設備與硬體空

間設施之連結。 

本所毛組長犖本所毛組長犖本所毛組長犖本所毛組長犖：：：：        

1.本研究可依建築空間至都市環境進行範圍界定，就各部會署所訂計畫中之

期程，擬定硬體設施建置之短、中、長期目標。 

2.無障礙環境建置之前瞻性建議可做為中央及地方政府都市計畫規劃及審議

之依據。 

3.都市更新獎勵措施應以計畫符合公共利益為條件，無障礙環境之建置應納

入評估中。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黃組長運貴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黃組長運貴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黃組長運貴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黃組長運貴：：：：((((書面審查意見書面審查意見書面審查意見書面審查意見) ) ) )     

1.建議於第一章更清楚載明本研究空間範圍，諸如室內包括一般住宅與公共

建築物、室外包括道路與公共空間(公園)等。 

2.根據第一章說明，本研究對象將擴及身心障礙、兒童與老人等弱勢者，惟

在第二章只說明老人人口成長概況，建議補充說明其他弱勢人口的組成現

況、以及目前在日常生活可能遇到的問題、政府或 NGO 提供之服務現況。 

3.第二章第一節，建議補充說明所介紹輔具設施係屬哪些國家，該國家如何

推廣建置輔具、有哪些配套措施、不同單位間的權責分工如何整合。 

4.第二章第二節、第三章第四節，建議宜將重點放在與本計畫研究對象：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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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障礙者、兒童與老人等有關內容的說明。 

5.建議可邀請相關社福團體與交通相關主管機關參加本研究相關會議，目前

法令僅規範公共建築物，然依據科技計畫之規劃，未來將擴大至社區及都

市，確實對提升行動不便者的便利性有極大之效益。 

廖研究員慧燕廖研究員慧燕廖研究員慧燕廖研究員慧燕：：：：        

1.確實如各位先進的建議，無障礙生活環境必須包括輔具、建築設備、建築

物、人行道、社區、都市環境以迄大眾交通系統，因此各介面之銜接問題

極為重要，如日本在 2006 年將無障礙建築與交通法律合併，以消除建築物

與道路交通之介面問題。 

2.檢討國內目前法令規定及政府機關之權責分工，欲將相關法令合併，顯非

易事，因此本計畫主要目的即在建構溝通平台，希望可以協調之方式儘量

消除介面之問題，也特別感謝各相關單位的支持與協助。 

3.感謝各位先進寶貴的意見，本研究小組將參考各位建議，繼續進行後續之

分析及綜合工作，也請各位繼續給協助與指教。 

九九九九、、、、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    

1. 全人關懷相關研究整合計畫與政府各部門政策均有高度關係，以全國第 8

次科技小組會議與科技顧問會議內容為例，各項政策應如何結合，結合到何

種程度；或應聚焦於何點，均影響後續分工與落實甚鉅。 

2. 全人關懷相關研究整合計畫應增加高齡化與主流化相關意識、政策之連結關

係，如通用化環境於高齡人口之應用；以及與住宅法草案之對應等。 

3. 在各項硬體建設計畫落實過程中，從設計、興建到管理之權責應如何劃分，

可一併於研究計畫中討論，俾利於未來之推動執行。 

4. 本二案方向無明顯誤差，期中審查原則通過，請研究團隊參酌各審查委員及

機關代表之意見修正，並於期末提出完整說明，使研究成果更為豐富完整。 

十十十十、、、、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121212 時時時時 00000000 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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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7  1.7  1.7  1.7  期中簡報意見回應處理方式一覽表期中簡報意見回應處理方式一覽表期中簡報意見回應處理方式一覽表期中簡報意見回應處理方式一覽表    

委員審查意見委員審查意見委員審查意見委員審查意見    回應處理方式回應處理方式回應處理方式回應處理方式    

台北縣政府賴攸展先生台北縣政府賴攸展先生台北縣政府賴攸展先生台北縣政府賴攸展先生     

1.除 e 化、智慧建築、資訊通訊科技產業之外，都市尺度(建

築之外) 納入全人關懷的考量，如都市硬體設施、設備

等。 

相關文獻建議可提供建築之外的「都市環境」案例。 

已參採修正 

2.智慧化建築提供多元化的服務，對「障礙使用者」的類

型多樣化(除了肢體、視、聽覺之外)，建議有資料分析

內容，如此可知智慧化建築是否可以滿足「所有」的障

礙者。 

刻正由全人關懷建築科

技計畫分項子計畫研擬

中。 

社會司鄭專門委員文義社會司鄭專門委員文義社會司鄭專門委員文義社會司鄭專門委員文義     

1.期中報告主要以現況收集為主，惟資料之分析，各領域

之關聯性及其與全人關懷建築科技中之意義性為後續之

重點。 

已依建議納入後續章節

探討。 

2.有關用語之一致性，尚有少數須調整之部分，如第 7 頁

預期成果三「計劃政策」宜改為「計畫政策」，第 65

頁亦同，第 103 頁之「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宜改為「身

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已參採修正 

營建署建築管理組盧幫工程司昭宏營建署建築管理組盧幫工程司昭宏營建署建築管理組盧幫工程司昭宏營建署建築管理組盧幫工程司昭宏         

第肆章後續研究工作，涉及因應相關產業發展，配合政策

及計畫，建立政策推動平台等，甚為廣泛，應多邀集研究

小組討論及召開諮詢會議，方能使本研究內容完整兼具廣

度，另請注意提出期末報告前之期程規劃。 

已參採修正 

財團法人自由空間教育基金會唐執行長峰正財團法人自由空間教育基金會唐執行長峰正財團法人自由空間教育基金會唐執行長峰正財團法人自由空間教育基金會唐執行長峰正     

1.相關設計人員之培訓建議納入本研究計畫一環(尤其是

產品設計人才與人因工程專才)。 

擬納入未來政策研訂考

慮。 

2.有關運輸系統服務機制，未來建議納入交通工具的研究。 擬納入後續年度研究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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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署道路工程組詹技正加欣營建署道路工程組詹技正加欣營建署道路工程組詹技正加欣營建署道路工程組詹技正加欣，，，，吳淑珍小姐吳淑珍小姐吳淑珍小姐吳淑珍小姐     

1.有關第参章第三節「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行環境改善

計畫」第 99 頁，表 3-3-1「計畫所需之硬體環境」[3.

騎樓整平]並未列入本改善計畫中，請修正刪除。 

已參採修正 

2.第 132 頁，附錄五「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行環境改善

計畫」，主協辦機關建議增列「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已參採修正 

國民健康局趙副局長坤郁國民健康局趙副局長坤郁國民健康局趙副局長坤郁國民健康局趙副局長坤郁     

建議將性別主流化納入研究考量，如○1男女廁所數量、親

子廁所。○2事業單位哺乳室可兼做女性情緒管理、紓壓、

或更衣試裝使用。○3廚房排油煙機設置規範，廚具人體工

學考量。 

刻正由全人關懷建築科

技計畫分項子計畫研擬

中。 

中華民國殘障聯盟劉理事金鐘中華民國殘障聯盟劉理事金鐘中華民國殘障聯盟劉理事金鐘中華民國殘障聯盟劉理事金鐘     

1.為避免建物完成無障礙相關勘驗後，被相關設計行業(如

景觀設計、室內設計)等業者、設計師更動，建議將其一

併納入無障礙受訓課程，以更新相關無障礙設計觀念。 

擬納入未來政策研訂考

慮。 

2.交通環境面向之整合，如騎樓、人行道介面連結與統一

規範。 

刻正由全人關懷建築科

技計畫分項子計畫研擬

中。 

3.內政部可提出獎勵性之辦法，以提升國內業界無障礙輔

具開發意願與品質。 

擬納入未來政策研訂考

慮。 

4.相關政策計畫可相互連結，如「安全學校」可擴及至周

遭環境(250m 以內)之無障礙介面整合。 

擬納入後續年度研究探

討。 

衛生署林媛衛生署林媛衛生署林媛衛生署林媛媛小姐媛小姐媛小姐媛小姐     

建議釐清及加強硬體與軟體間的範疇關連，如遠距照護之

軟體設備與硬體空間設施之連結。 
已參採修正 

本所毛組長犖本所毛組長犖本所毛組長犖本所毛組長犖     

1.本研究可依建築空間至都市環境進行範圍界定，就各部

會署所訂計畫中之期程，擬定硬體設施建置之短、中、

長期目標。 

已納入未來全人關懷建

築科技計畫中程綱要計

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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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無障礙環境建置之前瞻性建議可做為中央及地方政府都

市計畫規劃及審議之依據。 

已納入未來全人關懷建

築科技計畫中程綱要計

畫參考。 

3.都市更新獎勵措施應以計畫符合公共利益為條件，無障

礙環境之建置應納入評估中。 

擬於後續(98-100)年研

究中逐一探討。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黃組長運貴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黃組長運貴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黃組長運貴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黃組長運貴         

1.建議於第一章更清楚載明本研究空間範圍，諸如室內包

括一般住宅與公共建築物、室外包括道路與公共空間(公

園)等。 

已參採修正 

2.根據第一章說明，本研究對象將擴及身心障礙、兒童與

老人等弱勢者，惟在第二章只說明老人人口成長概況，

建議補充說明其他弱勢人口的組成現況、以及目前在日

常生活可能遇到的問題、政府或 NGO 提供之服務現況。 

已參採修正 

3.第二章第一節，建議補充說明所介紹輔具設施係屬哪些

國家，該國家如何推廣建置輔具、有哪些配套措施、不

同單位間的權責分工如何整合。 

資料尚未蒐集完成，擬

納入後續計畫辦理。 

4.第二章第二節、第三章第四節，建議宜將重點放在與本

計畫研究對象：身心障礙者、兒童與老人等有關內容的

說明。 

已參採修正 

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     

1.全人關懷相關研究整合計畫應增加高齡化與主流化相關

意識、政策之連結關係，如通用化環境於高齡人口之應

用；以及與住宅法草案之對應等。 

已依據主席結論修正 

2.在各項硬體建設計畫落實過程中，從設計、興建到管理

之權責應如何劃分，可一併於研究計畫中討論，俾利於

未來之推動執行。 

有關設計、興建到管理

之權責劃分界定，擬於

後續(98-100)年研究中

逐一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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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8  1.8  1.8  1.8  第四次研究小組會議紀錄第四次研究小組會議紀錄第四次研究小組會議紀錄第四次研究小組會議紀錄    

    

一一一一、、、、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97979797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2121212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分分分    

二二二二、、、、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本所本所本所本所 13131313 樓第一討論室樓第一討論室樓第一討論室樓第一討論室    

三三三三、、、、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毛組長犖毛組長犖毛組長犖毛組長犖﹙﹙﹙﹙廖簡任研究員慧燕代廖簡任研究員慧燕代廖簡任研究員慧燕代廖簡任研究員慧燕代﹚﹚﹚﹚                                    記錄記錄記錄記錄：：：：徐宏仁徐宏仁徐宏仁徐宏仁    

四四四四、、、、    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如簽到單如簽到單如簽到單如簽到單))))    

五五五五、、、、    簡報簡報簡報簡報：（：（：（：（略略略略））））    

六六六六、、、、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略略略略﹚﹚﹚﹚    

七七七七、、、、    會議結論會議結論會議結論會議結論：：：：    

1. 「安全社區計畫」中，「全體與運輸系統」要點與本計畫關聯性不大，宜刪除，

「安全社區國際認證」部份請國健局提供細項評估指標，以便確認該認證與

本計畫是否具關聯性。 

2. 「安全學校推動前驅計畫」及「健康促進學校計畫」請國健局酌予修正與硬體

環境有關實質內容；並請國建局提供「安全學校」國際認證細項指標，以便

了解其與本計畫之關聯性。 

3. 「健康城市計畫」中，「運輸系統」1至 6項建議移至「都市環境」項下，「都

市環境」保留 5、6、10、11、13 項，其餘刪除。 

4. 「健康職場」因主要內容為推動「菸害防制輔導中心」、「菸害防制法」與「室

內吸菸室設置辦法」，宜修正政策名稱為「菸害防治」。 

5. 本計畫以整合正在執行或規劃推動之計畫為範圍，因「健康環境與空間營造」

計畫已於 94 年結案，宜刪除。 

6. 「老人福利機構失智症老人照顧專區試辦計畫」及「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照顧

服務試辦計畫」目前正進行試辦計畫中，有關適合之硬體環境及相關問題是

否須列入「全人關懷建築科技計畫」辦理，宜待試辦計畫完成後，再檢討其

需求性。(如日照計畫中，行動不便者、身障者由住家至日照中心之交通方式

與效益檢討等。) 

7. 請社會司提供「社會福利政策綱領」及「長期照顧十年計畫」中，需硬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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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或有助硬體環境改善之細項。 

8. 「整體住宅政策實施方案」中，「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公寓大廈外牆修繕及美化」

之具體措施，與住宅較為相關，宜移至「住宅」項下。 

9. 「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行環境改善計畫」，與都市環境較為相關，宜由「運

輸系統」改列至「都市環境」範圍。 

10.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計畫」中，對象部份宜將「身心障礙者」

修正為「行動不便者」。 

11. 目前國內道路系統興建與養護權責單位未統一，如國道分屬於國道高速公路

局、國道工程局；省道與縣市道路分屬於公路總局、營建署、各縣市政府，

因此如何將無障礙理念融入與整合，或可在 98 年之整合計畫中邀請相關單位

共同討論。 

12. 各項政策計畫均源起於法令或規範，未來「全人關懷建築科技計畫」宜加強相

關法令研修工作。 

八八八八、、、、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1111111 時時時時 50505050 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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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9  1.9  1.9  1.9  期末審查會議紀錄期末審查會議紀錄期末審查會議紀錄期末審查會議紀錄    

    

一一一一、、、、    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開會時間：：：：97979797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999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分分分    

二二二二、、、、    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本所本所本所本所 13131313 樓簡報室樓簡報室樓簡報室樓簡報室    

三三三三、、、、    主主主主    持持持持    人人人人：：：：何所長明錦何所長明錦何所長明錦何所長明錦                                            紀錄紀錄紀錄紀錄：：：：廖慧燕廖慧燕廖慧燕廖慧燕、、、、徐宏仁徐宏仁徐宏仁徐宏仁、、、、黃德元黃德元黃德元黃德元    

四四四四、、、、    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如簽到表如簽到表如簽到表如簽到表    

五五五五、、、、    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略略略略    

六六六六、、、、    計畫簡報計畫簡報計畫簡報計畫簡報：：：：略略略略    

七七七七、、、、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審查意見審查意見：：：：依發言序依發言序依發言序依發言序    

王建築師武烈王建築師武烈王建築師武烈王建築師武烈：：：：        

1. 早年歸國學者未重視未來社會環境之急速變化，未及提升教材，建築系所畢業

之從業人員能力無法因應現實要求。本研究努力與成效，若能推及至教育層

面，讓開發建設行業同時並進，遠景應可期待。 

2. 可建議大學設計課程全面翻修，才能趕上時代需求。 

陳教授政雄陳教授政雄陳教授政雄陳教授政雄：：：：        

1. 簡報第19頁，「智慧化建築目前有關網路……略以，未涉及建築硬體環境」文

字敘述建議修正。 

2. 簡報第20頁，「資訊通訊科技偏重於網路，與硬體環境較無直接關係」文字敘

述建議修正。 

劉理事金鐘劉理事金鐘劉理事金鐘劉理事金鐘：：：：        

1. 建議將休閒娛樂納入研究範圍，如社區公園、名勝古蹟、觀光景點、電影院、

運動場館等。 

2. 將歐美、日本有關自立生活之相關法規及資料收集，如居家照顧、就醫、採購、

娛樂等協助。 

賴教授光邦賴教授光邦賴教授光邦賴教授光邦：：：：        

1. 計畫名稱建議修正為「全人關懷生活環境整合研究計畫」，以符合計畫目標，

跳脫原有「全人關懷建築科技計畫」框架。 

2. 第 7 頁，「一、計畫內容」與「二、計畫內容範圍」彼此缺少對應，其立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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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宜建立在「全人關懷建築相關介面平台」上。 

3. 為落實本研究計畫，其中預期成果二，規劃無障礙居家環境，建議配合產業研

發，以達成未來執行成效。 

營建署國民住宅組張渝欣先生營建署國民住宅組張渝欣先生營建署國民住宅組張渝欣先生營建署國民住宅組張渝欣先生：：：：    

1. 第134、137頁，「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應修正為「整體住宅政策實施

方案」。 

胥教授直強胥教授直強胥教授直強胥教授直強：：：：    

1. 請注意相關政策推動所牽涉之經濟與社會條件分析，如何將社會觀念轉向仍須

多加思考。 

2. 相關政策轉換成都市空間營建法令時，不宜再沿用過去「容積獎勵」之惡例。 

3. 相關法令訂定時宜朝：a.公共空間。b.私人空間。c.專門空間(如特定醫護機

構)等不同之性質作差異規範。 

交通部運輸研交通部運輸研交通部運輸研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賴研究員靜慧究所賴研究員靜慧究所賴研究員靜慧究所賴研究員靜慧：：：：    

1. 本報告彙集與整理諸多目前政府政策與推動中之大型計畫，並由其中釐出介面

與發展軸線，作法極具啟發性。 

2. 本計畫未來規劃透過網站，建立資訊共享平台，以促使不同領域之知識、經驗

與成果，能互相交流。由於本計畫尚有3年期間，建議可考慮培養經營此資訊

平台團隊，以促使資訊展現，擺脫單純超連結做法，而以結構性方式呈現，加

速閱讀者對資訊的吸收與延伸發展。 

毛教授慧芬毛教授慧芬毛教授慧芬毛教授慧芬：：：：    

1. 資料蒐集應考慮完整性與切割點，另每項計畫之連結性亦應考慮，國科會之計

畫可考量納入。 

2. 建議主要輔具之檢測評定規範盡速規劃，以彌補建築物不足之處，並納入公共

區域應有之規範。 

3. 建議本計畫就遠景藍圖，對照現行政策，作一落差說明及重點規劃。 

4. 概念的推動宣導、教育之養成，應優先於硬體建設。 

5. 建議說明為何「輔具部份」特別提出部份項目。 

6. 勞工及教育政策、學校及孩童環境設計建議納入全人關懷範疇；另特殊性質之

公共空間(如戲院)未來可再分別提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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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議建立資訊平台，並持續修正。 

營建署建築管理組盧專員昭宏營建署建築管理組盧專員昭宏營建署建築管理組盧專員昭宏營建署建築管理組盧專員昭宏：：：：    

1. 報告中部分文字有誤繕及翻譯未盡妥適之問題，建議修正，如第8頁第7行後

段應修正為「弱勢族群」，及第34頁，第1行(Less is more)翻譯成「少即是

多或簡單、簡約」較符原意。 

2. 第171 頁第 2表格政策名稱應修正為「整體住宅政策實施方案」，及第174 頁

第 5行人口政策白皮書已由行政院97年 3月 10日院臺治字第0970082951 號

函核定，非僅內政部研訂，建議修正。 

3. 第176頁，一、1.年份名稱應統一為西元或民國紀元。 

營建署道路工程組吳淑貞小姐營建署道路工程組吳淑貞小姐營建署道路工程組吳淑貞小姐營建署道路工程組吳淑貞小姐：：：：        

1. 第110 頁，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行環境改善，期程自民國 98 年至 110 年，

未來可考慮納入整合計畫政策中。 

2. 第 111 頁，「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誤繕為「既有社區道路景觀……」建議

修正。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趙副局長坤郁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趙副局長坤郁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趙副局長坤郁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趙副局長坤郁：：：：        

1. 建議後續研究以工作指引和範例研發等方式進行。 

2. 第5頁、第6頁，此科技計畫推動重點可以roadmap 方式描述各年度研究內容。 

3. 介面環境規劃建構宜涵括醫療院所公共設施部分。 

4. 本計畫跨領域、跨部署合作模式可供相關單位參考。 

衛生署陳技正秀玫衛生署陳技正秀玫衛生署陳技正秀玫衛生署陳技正秀玫((((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        

1. 請加強說明智慧化建築與資通訊科技在國內外相關之政策推動及策略執行等

內容。 

2. 計畫應說明未來配合相關計畫建立評估機制。 

本所毛組長犖本所毛組長犖本所毛組長犖本所毛組長犖：：：：    

1. 本整合計畫考量到政策落實、規則方向及設計原則，分由政府不同部門負責，

經由本案整合及資訊交流，可讓各單位明瞭業務執行與上下游之關係，後續對

於都市計畫、都市更新及交通運輸部門的政策或計畫，亦可納入本整合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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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    研究團隊答覆研究團隊答覆研究團隊答覆研究團隊答覆：：：：    

本所廖研究員慧燕：  

1. 感謝各位寶貴意見，有關文字誤繕、用詞未盡妥適及報告撰寫表達方式等建

議，本研究將參照各位意見修正。 

2. 全人關懷環境涉及層面確極廣泛，惟本科技計畫因人力及經費限制﹙經費部

分，97 年約 870 萬、98 年亦僅約900 萬﹚，僅能如簡報說明之研究範圍內擇

較迫切之領域及課題優先辦理，無法涵括所有相關層面，而本整合研究計畫

主要目的之ㄧ，亦即希望加強橫向聯繫，以結合跨領域、部會之力量，共同

發揮更大之整體效益。 

3. 有關建置網站部份，將參考本所「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隨時更新維

護﹙該網站目前已超過7萬人次瀏覽﹚，未來建置科技計畫網站時，有關資訊

提供敬請大家協助與支持。 

九九九九、、、、    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    

1. 全人關懷環境相關整合之範圍極為廣泛，目前「全人關懷整合相關研究計畫」

名稱可再斟酌修正，以更符合其涵括之範圍。 

2. 由於全人關懷建築科技計畫為中程計畫且範圍較廣，宜明確訂定發展期程計

畫﹙roadmap﹚，以利於掌握各年度之計畫重點與目標。 

3. 未來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資訊推廣應多加考量，有關設備及材料之檢測認

證等，可請相關公會、協會等一起推動。 

4. 部份無障礙設施之優劣受工法影響甚大，未來全人關懷建築科技計畫可考慮

將相關之施工規範納入研究。 

5. 由於無障礙設備及相關科技之進步，日新月異，確有必要建立相關法令長期

穩定之修正機制，宜納入後續計畫推動辦理。 

6. 本二案期末審查原則通過，請研究團隊參酌各審查委員及機關代表之意見修

正，使研究成果更為豐富完整。 

十十十十、、、、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1111111 時時時時 50505050 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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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10  1.10  1.10  1.10  期末簡報意見回應處理方式一覽表期末簡報意見回應處理方式一覽表期末簡報意見回應處理方式一覽表期末簡報意見回應處理方式一覽表    

委員審查意見委員審查意見委員審查意見委員審查意見    回應處理方式回應處理方式回應處理方式回應處理方式    

王建築師武烈王建築師武烈王建築師武烈王建築師武烈：：：：         

早年歸國學者未重視未來社會環境之急速變化，未及提升教

材，建築系所畢業之從業人員能力無法因應現實要求。本研

究努力與成效，若能推及至教育層面，讓開發建設行業同時

並進，遠景應可期待。可建議大學設計課程全面翻修，才能

趕上時代需求。 

將納入未來無障礙設施

設計推廣參考 

陳教授政雄陳教授政雄陳教授政雄陳教授政雄：：：：         

簡報第19頁，「智慧化建築目前有關網路……略以，未涉及

建築硬體環境」文字敘述建議修正。 

已依審查意見參採修正 

簡報第20頁，「資訊通訊科技偏重於網路，與硬體環境較無

直接關係」文字敘述建議修正。 

已依審查意見參採修正 

劉理事金鐘劉理事金鐘劉理事金鐘劉理事金鐘：：：：         

建議將休閒娛樂納入研究範圍，如社區公園、名勝古蹟、觀

光景點、電影院、運動場館等。 

擬納入後續年度研究課

題參考 

將歐美、日本有關自立生活之相關法規及資料收集，如居家

照顧、就醫、採購、娛樂等協助。 

擬納入後續年度研究課

題參考 

賴教授光邦賴教授光邦賴教授光邦賴教授光邦：：：：         

計畫名稱建議修正為「全人關懷生活環境整合研究計畫」，

以符合計畫目標，跳脫原有「全人關懷建築科技計畫」框架。 

擬納入後續(98-100)年

度研究題目及目標修正

參考 

第 7 頁，「一、計畫內容」與「二、計畫內容範圍」彼此缺

少對應，其立論基礎宜建立在「全人關懷建築相關介面平台」

上。 

已依審查意見參採修正 

為落實本研究計畫，其中預期成果二，規劃無障礙居家環

境，建議配合產業研發，以達成未來執行成效。 

已納入未來全人關懷建

築科技計畫中程綱要計

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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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署國民住宅組張渝欣先生營建署國民住宅組張渝欣先生營建署國民住宅組張渝欣先生營建署國民住宅組張渝欣先生：：：：  

第 134、137頁，「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應修正為「整

體住宅政策實施方案」。 

已依審查意見參採修正 

胥教授直強胥教授直強胥教授直強胥教授直強：：：：  

請注意相關政策推動所牽涉之經濟與社會條件分析，如何將

社會觀念轉向仍須多加思考。 

將納入未來無障礙設施

設計推廣參考 

相關政策轉換成都市空間營建法令時，不宜再沿用過去「容

積獎勵」之惡例。 

 

相關法令訂定時宜朝：a.公共空間。b.私人空間。c.專門空

間(如特定醫護機構)等不同之性質作差異規範。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賴研究員靜慧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賴研究員靜慧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賴研究員靜慧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賴研究員靜慧：：：：  

本計畫未來規劃透過網站，建立資訊共享平台，以促使不同

領域之知識、經驗與成果，能互相交流。由於本計畫尚有 3

年期間，建議可考慮培養經營此資訊平台團隊，以促使資訊

展現，擺脫單純超連結做法，而以結構性方式呈現，加速閱

讀者對資訊的吸收與延伸發展。 

擬納入後續(98-100)整

合相關研究計畫資訊平

台建立參考 

毛教授慧芬毛教授慧芬毛教授慧芬毛教授慧芬：：：：  

資料蒐集應考慮完整性與切割點，另每項計畫之連結性亦應

考慮，國科會之計畫可考量納入。 

 

建議主要輔具之檢測評定規範盡速規劃，以彌補建築物不足

之處，並納入公共區域應有之規範。 

 

建議本計畫就遠景藍圖，對照現行政策，作一落差說明及重

點規劃。 

 

概念的推動宣導、教育之養成，應優先於硬體建設。  

建議說明為何「輔具部份」特別提出部份項目。  

勞工及教育政策、學校及孩童環境設計建議納入全人關懷範

疇；另特殊性質之公共空間(如戲院)未來可再分別提出說

明。 

擬納入後續(98-100)研

究計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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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建立資訊平台，並持續修正。 擬納入後續(98-100)整

合相關研究計畫資訊平

台建立參考 

營建署建築管理組盧專員昭宏營建署建築管理組盧專員昭宏營建署建築管理組盧專員昭宏營建署建築管理組盧專員昭宏：：：：     

報告中部分文字有誤繕及翻譯未盡妥適之問題，建議修正，

如第8頁第7行後段應修正為「弱勢族群」，及第34頁，第

1 行(Less is more)翻譯成「少即是多或簡單、簡約」較符

原意。 

已依審查意見參採修正 

第171頁第2表格政策名稱應修正為「整體住宅政策實施方

案」，及第 174 頁第 5行人口政策白皮書已由行政院 97 年 3

月 10 日院臺治字第 0970082951 號函核定，非僅內政部研

訂，建議修正。 

已依審查意見參採修正 

第176頁，一、1.年份名稱應統一為西元或民國紀元。 已依審查意見參採修正 

營建署道路工程組營建署道路工程組營建署道路工程組營建署道路工程組吳淑貞小姐吳淑貞小姐吳淑貞小姐吳淑貞小姐：：：：      

第 110 頁，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行環境改善，期程自民國

98年至 110年，未來可考慮納入整合計畫政策中。 

已依審查意見參採修正 

第 111 頁，「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誤繕為「既有社區道

路景觀……」建議修正。 

已依審查意見參採修正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趙副局長坤郁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趙副局長坤郁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趙副局長坤郁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趙副局長坤郁：：：：      

建議後續研究以工作指引和範例研發等方式進行。 擬納入後續(98-100)研

究計畫參考 

第5頁、第6頁，此科技計畫推動重點可以roadmap 方式描

述各年度研究內容。 

 

介面環境規劃建構宜涵括醫療院所公共設施部分。 擬納入後續(98-100)研

究計畫參考 

本計畫跨領域、跨部署合作模式可供相關單位參考。  

衛生署陳技正秀玫衛生署陳技正秀玫衛生署陳技正秀玫衛生署陳技正秀玫((((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      

請加強說明智慧化建築與資通訊科技在國內外相關之政策

推動及策略執行等內容。 

已依審查意見參採修正 

計畫應說明未來配合相關計畫建立評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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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毛組長犖本所毛組長犖本所毛組長犖本所毛組長犖：：：：  

本整合計畫考量到政策落實、規則方向及設計原則，分由政

府不同部門負責，經由本案整合及資訊交流，可讓各單位明

瞭業務執行與上下游之關係，後續對於都市計畫、都市更新

及交通運輸部門的政策或計畫，亦可納入本整合案中。 

擬納入後續(98-100)研

究計畫參考 

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     

全人關懷環境相關整合之範圍極為廣泛，目前「全人關懷整

合相關研究計畫」名稱可再斟酌修正，以更符合其涵括之範

圍。 

擬納入後續(98-100)年

度研究題目及目標修正

參考 

由於全人關懷建築科技計畫為中程計畫且範圍較廣，宜明確

訂定發展期程計畫﹙roadmap﹚，以利於掌握各年度之計畫重

點與目標。 

已納入未來全人關懷建

築科技計畫中程綱要計

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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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                        日本高齡社會白皮書日本高齡社會白皮書日本高齡社會白皮書日本高齡社會白皮書「「「「生活環境生活環境生活環境生活環境」」」」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依據日本 2007 年出版之「高齡者政策白皮書」，有關「生活環境」領域相關之高

齡社會對策大綱如下： 

由於住宅為生活之根本，因此應完善符合生涯生活規劃之住宅條件，以確保安定

舒適的居住生活。在提昇居住水準，推動住宅市場環境整頓之同時，需因應與父母同

居、鄰近居住等多樣居住形態。為因應隨著年齡增長身體機能下降，推動普及老人自

立生活、考量照護需求之住宅，及不拒決高齡者入住之住宅環境，必須透過與福利政

策配套，推動提供生活支援功能之住宅﹙如表 2-3-32﹚。 

一一一一、、、、確保安定確保安定確保安定確保安定舒適的居住生活舒適的居住生活舒適的居住生活舒適的居住生活    

目前已迎來少子高齡化及人口減少之社會，為了在當前及未來實現國民之豐富生

活，2007 年 6 月訂定了「住生活基本法」(2007 年法律第 61 號)。 

「住生活基本法」針對確保住生活安定及推動促進方面，提出四項基本理念(1.

提供現在及將來住生活基礎之住宅等，2.形成讓居民引以為傲及熱愛之良好住宅環

境，3.建構充分運用民間活力及既有資源之市場並維護消費者利益，4.確保低所得者、

高齡者及有幼兒家庭之居住穩定)，並為實現基本理念訂定各主體之責任義務及基本方

針等。於同年九月，將基本理念及基本方針更為具體話，由內閣訂定「住生活基本計

畫(全國計畫)」之基本計畫。 

﹙一﹚ 促進提供良質住宅 

1.針對計畫性取得自有住宅及努力改善自有住宅，提供協助 

為推動取得並改善良質的自有住宅，不僅展開勞工擁有財產之住宅儲蓄、住宅金

融公庫之證券化協助事業、融資及勞工自有住宅資產融資，並採行降低住宅貸款利率

等稅制。 

2.充分運用推動優質民間租賃住宅之支援制度 

為因應不斷增加的高齡家庭，依據「確保高齡者安定居住之法令」(2002 年法令

第 26 號。下文簡稱「高齡者居住法」)，推動提供具有無障礙空間之優質租賃住宅。 

3.提供妥適之公共租賃住宅 

為彌補民間租賃住宅之不足，提供公營租賃住宅，因此我們致力於提供具各種目

的之公營住宅、都市公家機關住宅、團體住宅。公營住宅之目的為提供住宅困難之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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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者優質之租賃住宅，2006 年底之完成量為 219 戶。 

都市公家機構之租賃住宅，係由獨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機構於大都市等地方，提

供家庭租賃住宅，2006 年底之管理戶數為 77 萬戶。 

團體住宅係由地方住宅供應團體，視地方租賃住宅之需求，運用住宅金融公庫融

資及地方公共團體融資等資金，2006 年底之管理戶數為 15 萬戶左右。 

此外，為推動既有公營住宅及既有都市團體之租賃住宅等考量高齡者生活特性之

設備及規格，特別提昇老舊公租賃住宅之居住水準等，計畫性推動重建。 

4.改善住宅市場環境 

為因應人生不同階段之搬遷及換屋，運用既有住宅庫存加以因應以整頓市場，目前正

透過政策，推動既有住宅流通市場及住宅翻新市場環境之整頓。 

﹙二﹚因應多樣化之居住形態 

1.自有住宅同居等之需求 

    為因應高齡者多樣化居住形態，推動住宅供應有其必要性，住宅金融公庫證券化

支援事業，採以親族居住住宅為對象。並實施兒女為父母住宅債務償還者進行重建時，

給予住宅擴大型特別融資(親族居住型)及子女繼承父母債務之親子接力償還(繼承償

還制度)。 

2.推動高齡者順利入住民間租賃住宅 

由於民間住宅擔憂高齡者遲納房租等因素，對於高齡者入住敬而遠之。依據高齡

者居住法之規定，不僅提供不拒絕高齡者入住之租賃住宅之登記及閱覽制度，並於 2006

年進一步完善高齡者資訊提供體制，推出高齡者專用租賃住宅制度，針對專門提供高

齡者租賃之住宅做更詳細之資訊提供，且針對入住備案在冊租賃住宅(登錄住宅)之高

齡者家庭，提供租金債務保證制度，以確保高齡者居住安定。 

此外，與地方公共團體、NPO、社會福利法人等相關團體合作，於 2007 年起創設

協助高齡者居住之安心租賃支援事業，並與上述制度配套，規劃能讓高齡者入住更為

順暢及安心之租賃借貸關係之架構。 

3.提供因應高齡者需求之公共租賃住宅 

公共租賃住宅於因應高齡者需求方面，提供以高齡者家庭優先入住之老人家庭公

營住宅。此外，不僅允許 60 歲以上之單身入住，且高齡者家庭入住收入基準得較地方

公共團體裁量拉高至一定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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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機關租賃住宅方面，針對高齡者同居家庭，不僅給予新租賃住宅抽簽優待，

並給予一樓或電梯停止樓層之住宅變更等措施。(表 2-3-33) 

 

4.協助換住適合高齡期之高齡者住宅 

為使高齡者所擁有之透天住宅提供需要較大空間之育兒家庭租賃，於 2007 年創設

相關推動制度，以滿足高齡者更換至適合高齡期之住宅。 

﹙三﹚整頓考量自立生活及照護因素之住宅 

1.推動建設及改造因應高齡者自立生活及照護因素之住宅 

目前正積極推動即使年齡增長身體功能降低或出現障礙時，高齡者亦能安心長期

居住之「高齡者居住住宅之設計指針」(2002 年國土交通省告示 1301 號)等，展開住宅

無障礙空間化之因應對策。(表 2-3-34)。 

目前已定有依據高齡者居住法，民間土地所有者為進一步提供無障礙化高齡者租

賃住宅之高齡者優質租賃住宅制度，及為因應年齡增長所需之結構等住宅改良，由住

宅金融行庫等金融機構實行融資，本金之償還得於死亡時一次償還之高齡者償還特例

制度。 

住宅金融行庫之證券化事業(買段型)方面，已訂應針對具有無障礙空間之高性能

住宅，得享受降低利息之優良住宅取得支援制度。此外，如預先規劃因應高齡者居住

需求之結構及規格之住宅，不僅能夠增貸，並且購買、建設及施作無障礙工程進行無

障礙空間住宅改良時，給予貸款條件之優惠。 

2.公共租賃住宅 

為推動公共租賃住宅之無障礙化，規定新建之所有公營住宅、改良住宅(經由改良

不良住宅密集地區之住宅)及都市團體機構租賃住宅，均應採行無高低高差等因應高齡

者之規格需求。 

公營住宅、改良住宅之改建過程中，於中等住宅設置電梯等因應高齡者需求之設

計及設備所產生之工程費增加部分，將列為補助對象。都市團體機構租賃住宅中，中

等住宅設置電梯已成為標準。 

3.全面加強住宅與福利政策之配套 

為營造隨著年齡增加身體功能下降及出現身體障礙時，亦能盡可能自力生活之安

心住宅，除了住宅設備等硬體面考量外，透過醫療福祉等軟體面展開生活協助亦十分

重要。因此必須與福祉政策配套，積極推動高齡者公共租賃住宅之完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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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髮房屋計畫係針對日常生活上可自立生活之高齡者單身家庭、僅高齡者之家

庭，高齡者夫婦家庭，得享受 LSA(生活協助員)日常之生活指導及起居正常與否之確認

等服務，並為推動考量高齡者生活特性，具有相關設備規格之公共租賃住宅供應，提

供建設費用等補助。2007 年底至今，共管理 821 社區，2萬 1975 戶。此外，民間土地

所有者等所提供之高齡者優質租賃住宅及高齡者專用租賃住宅，亦提供生活協助員派

遣服務。(圖 2-3-35) 

2007 年度起，符合一定條件向地方首長提出申請之高齡者專用租賃住宅，得視為

照護保險法之特定設施，滿足一定人員標準時，將被指定為特定設施入住者生活照護。 

高齡者對策方面，訂定因應地方特色之住宅目標、具體政策推展方針等內容之地

方公共團體住宅計畫時，將給予補助。 

 

二二二二、、、、全面推動符合通用設計概念之都市建設全面推動符合通用設計概念之都市建設全面推動符合通用設計概念之都市建設全面推動符合通用設計概念之都市建設    

為了讓高齡者及所有公民均能參加社會活動，擔負社會責任，為實現生活充滿自

信及驕傲喜悅之社會，以 2005 年所頒佈之「無障礙化推動綱要」(由無障礙相關閣員

會議決定)為指導方針，政府將全面推動社會無障礙化。 

﹙一﹚全面推動考量高齡者需求之都市建設 

為實現高齡者及所有人們均安全安心生活，並參與社會，應推動改善從自家住宅

至交通機構、至街道之硬體及軟體兩面之無障礙環境建構。因此必須考量高齡者之需

求全面推動都市規劃，以面之角度展開全面整頓。(表 2-3-36) 

﹙二﹚公共交通無障礙化、建構步行空間及交通環境之整頓 

1.交通無障礙法 

「推動高齡者及身障者等順暢利用公共交通工具之相關法令」(2001 年法律第 68

號。下文簡稱為「交通無障礙法」)，針對交通業者等，於啟動鐵路月臺等旅客設施之

新設、大翻修及啟用新車輛時，應符合移動順暢化標準，並針對既有之旅客設施及車

輛盡努力義務，此外鐵路等旅客設施為中心之一定地區，依據鄉鎮所訂定之基本構想，

應重點整體考量旅客設施、周邊道路及站前廣場等無障礙化制度之導入。依據該法令，

針對實現無障礙化目標及交通事業者等採取之措施、基本構想指針等內容，已訂定「促

進移動順暢化之基本方針」(2001 年國家公安委員會、運輸省、建設省、自治省告示第

1號)(表 2-3-37)。2005 年 10 月，由鄉鎮所制定之基本構想指針中，將重點整頓地區

內之建築物等整體之無障礙因應之基本方針做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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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無障礙法之基本構想制定方面，一日使用者達到 5000 人以上之旅客設施所在

之鄉鎮中，73％(524 鄉鎮中有 382 鄉鎮)將制定或已制定(截止於 2007 年 10 月底)，並

有 216 鄉鎮(基本構想數為 260)已制定者已完成受理(截止 2007 年 12 月底前)。 

2.指針等訂定 

公共交通機構之旅客設施及車輛等方面，應明確標示，希望達到無障礙化之內容，

並將此作為交通業者推動無障礙化時之依據，於利用者而言則期待公共交通機構能積

極推動無障礙化進程。因此，旅客設施方面，依據 2002 年 8 月所訂定之「公共交通機

構旅客設施順暢化營運指針」，實施無障礙化，並為因應本指針檢討過程中未獲檢討之

課題，2003 年 10 月訂定「旅客設施採取聲音以協助移動之指針」，同年 12 月更訂定出

視障引導專用區域之指針。 

車輛等方面，依據 2001 年 12 月所訂定之「客船無障礙空間－－設計手冊」、2002

年 3 月訂定之「公共交通機構車輛相關樣版設計」、2004 年 3 月所訂定之「次世代普及

型無階梯巴士標準規格」、2006 年 3 月所訂定之「客船無障礙手冊」，分別推動無障礙

化。其中，無階梯巴士方面，2005 年 1 月創設了無階梯巴士標準規格之認定制度。2007

年 3 月訂定了「客輪無障礙化案例集」。 

在步行空間方面，依據交通無障礙法之順利移動基準解說「道路順利移動整頓指

針(2003 年 12 月訂定)」，推動無障礙化。此外，重點整頓區域外之步道，基於無障礙

化之觀點，於 2006 年 2 月修正了「步道一般架構基準」(國土交通省都市及地方都改

局長、道路局長通達)。 

3.協助公共交通機關之無障礙化 

為推動高齡者移動順暢，於車站、機場等公共交通轉運站設置電梯等，改善考量

高齡者使用需求之設施，並積極導入無階梯巴士等車輛。(表 2-3-38) 

鐵路車站、客運總站、客輪碼頭、機場航廈設置電梯等無障礙化設備時，將提供

補助、日本政策銀行提供低利融資外，鐵路車站設置電梯等時，適用稅制上之特別措

施。 

導入無階梯巴士、低度路面行駛用電車等車輛時，除了可以獲得補助及日本政策

銀行等融資外，如採用無階梯巴士、附昇降設備之巴士或計程車、附斜度輔助板之計

程車、低度路面行駛用電車時，還可適用稅制上之特別措施。 

為實現狹軌路面用電車之超低度化，目前正積極支援低度路面行駛用電車(LRT)

之狹軌超低度化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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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設步行空間 

針對交通事故頻傳之住宅地區及商業地區，實施全面性綜合性之事故因應對策，

為確保步行者等之安全通行，於步行區域推動 1.建設較寬敞步道等、2.消除步道之高

低高差及斜坡等、3.設置可減輕上下移動負擔之附有斜度輔助板及昇降裝置的立體橫

跨設施、4.設置步行者引導用途之標識、5.建設優先考量步行者之道路、6.自行車專

用道等，將步行者與自行車進行區隔、7.道路中設有斑線及控制速度，並於幹線道路

設置信號號誌及道路標識、重點整建道路架構以確保交通流之順暢、8.因應無障礙需

求之信號機、9.步車分離式信號號誌、10.可將安全通行之必要資訊提供至行動電話，

及延長號誌藍燈時間之協助步行者等之資訊通信系統(PICS) 11.信號號誌採 LED 等確

保高齡者步行者安全之措施。 

此外，充分運用「防止生活道路發生事故之對策手冊」，展開加寬人行道改善步行

者通行環境及消除車道中央線以控制車輛行駛速度等措施。 

另外，針對受周邊道路為幹線道路區隔之居住區域及市中心街道等，採取限制一

般車輛駛入區域內，將附近道路優先提供給步行者及自行車使用，為實現無電線桿化

及綠化等環境整頓、確保交通安全及提昇生活環境品質，形成「生活步道區域」，2008

年 3 月前登記意願較高之 55 個地區，提供共同合作等軟體面協助。 

在積雪及結冰方面，針對鐵路車站周邊及都市市中心等特別需要確保安全舒適步

行空間之處，實施步道路除雪、融冰設施等冬季無障礙化。 

5.整頓道路環境 

為了讓高齡者能安心地騎著自行車外出、確保舒適寬敞道路、提昇視野環境及防

止疲勞開車等，正積極展開檢討生活道路之交通法規、完善禮讓車道之建構、增設道

路照明、提高道路標識亮度及尺寸、道路標示做到亮度化、信號號誌 LED 化、「都會車

站」具備簡易停車區域等道路交通環境整頓。 

6.為實現交通無障礙化，於軟體面之投入 

為了讓每位國民均能加深對於交通無障礙化之理解，養成志工意識，讓每位國民

均能自然自願地給予高齡者協助，積極舉辦宣導高齡者協助體驗及類似體驗內容之「交

通無障礙化教室」等軟體面之活動。 

﹙三﹚建築物及公共設施等之改善 

依據「高齡者及身障者等能順利使用特定建築物之建築促進法律」(1995 年法律

第 44 號。下文簡稱為「舊 Heartful Building Law 法」)(2007 年 12 月以後為「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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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及身障者等順暢移動之相關法令」(2007 年法律第 91 號)，為促進建造高齡者能

順利使用之建築物，針對不特定多數人員或高齡者所使用之特定建築物之新造及增改

建時，業主具有遵守建築物推動無障礙化標準之義務(圖 2-3-39)。此外，應進一步推

動改善優良建築計畫可獲得所屬行政機關之認定，獲得認定之特定建築物，可享有補

助制度、融資制度、稅制上之特例等措施 (圖 2-3-40)。 

並積極介紹通用設計案例(考量嬰幼兒共同出遊、災害發生時如何確保避難安全、

廁所因應人工肛門使用者、飯店客房因應細節)及介紹因應建築物之無障礙化優良事例

等推動建築物設計標準之普及。 

對於受理窗口業務之政府機關所在之大樓，為便於高齡者等所有人員均能順暢及

舒適使用設施，正積極推動受理窗口業務辦公室應具有出入口自動門設備、設置多功

能廁所等，以達到高度無障礙化之目標。 

對於舊有設施，正積極規劃自動門、電梯等之改修。 

在都會公園方面，為了讓包含高齡者及身障者在內之所有人員均能舒適使用，針

對公園內主要路徑消除地面高低差、設置提供輪椅能使用之廁所等，積極推動公園設

施之無障礙化。 

﹙四﹚結合福利政策 

為更有效推動因應高齡者需求之都市建設，結合福利政策展開。 

大規模重建公共租賃住宅時，原則上應同時設有社會福利等設施，為了於都會市

中心等地妥善配置方便高齡者使用之社會福利設施，如果與都市更新開發事業中整合

社會福利設施時，得獲得額外補助。 

農田漁村方面，透過農田整頓，規劃出福利設施用地，並結合農地進行整體規劃。 

﹙五﹚推動結合通用設計觀點之無障礙化政策 

除了高齡者及身障者之使用需求，考量任何人之「任何地方、任何人、自由、使

用方便」所謂通用設計之概念，針對公共交通機關及主要車站等周邊之步行空間、醫

院等不特定多數人員所使用之建築物之無障礙化進行整體檢查，於 2006 年 7 月公佈整

體考量未來社會資本及公共行政領域投入指針之「通用設計政策大綱」。未來將依據本

大綱，進一步推動公共設施等之無障礙環境之整頓，以因應所有人們達到安心生活。 

為達成此一目標，將推動公共交通機構等無障礙化之交通無障礙法及推動建築物

無障礙化之舊 Heartful Building Law 法整合及補充，於 2007 年 6 月推出「推動高齡

者及身障者等順利移動相關法令」，並於同年 12 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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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該法，目前正推動 1.主務大臣訂定促進無障礙化基本方針，2.有設施新設時

之無障礙義務化及舊有設施之無障礙化努力義務化(對於須做到無障礙化之設施，應追

加一定之道路、道路外停車場及都會公園及車輛等福利用途之計程車)、3重點整體推

動鄉村鎮規劃之重點整頓地區之無障礙化(擴大基本構想內之相關區域、特定事業範圍

道路、道路外停車場、追加都會公園、創設整頓及管理無障礙化通路時之合作制度)、

4.建立架構基本構想時協議會制度及居民提案制度等。 

 

三三三三、、、、確保交通安全及免於犯罪確保交通安全及免於犯罪確保交通安全及免於犯罪確保交通安全及免於犯罪、、、、災害等災害等災害等災害等    

﹙一﹚確保交通安全 

依據「第 8次交通安全基本規劃」(2007 年 3 月中央交通安全對策會議決定。規

劃年度：2007～2011 年度)、「邁向高齡化社會之綜合高齡者交通安全策」(2004 年 3

月交通對策本部決定)，及「社會資本整合重點規劃」（2004 年 10 月閣僚決議（規劃年

度：2004～2008 年度）等規定，應推動 1.高齡步行者、高齡自行車使者等之交通安全

對策、2.高齡駕駛者之交通安全對策、3.推動市民參與型之交通安全活動及為加強高

齡者保護，建立符合通用設計概念之道路交通環境、加強車輛安全對策保護步行者、

展開基於交通事故分析之參與體驗實踐型交通安全教育及宣傳啟發、充實高齡駕駛之

講習、提昇高齡交通安全指揮員之資質，於地方社會、家庭及學校推動交通安全對策。 

此外，為防止高齡者駕駛之交通事故，應導入記憶力、判斷力等認知功能之檢查

及記載高齡者標識義務之「道路交通法部分修正法案」於第 166 次國會中提出。 

﹙二﹚避免犯罪、踐踏人權、欺騙推銷等 

為達到高齡者從犯罪及事故中得到保護，以崗亭、轄區內警官為核心，針對高齡

者進行巡訪，掌握他們的實際困難和需求，必要時聯繫親友及向政府機關通報，與地

方公共團體合作，協尋患有高齡癡呆症等疾病的獨居老人並建立保護制度。 

在推動取締針對高齡者之欺騙推銷，舉辦有關欺騙推銷防止的宣傳、講解、防犯

知識的演講及接受有關欺騙推銷的諮詢等活動。 

將全國高齡化進程快速之 90 地區指定為「2007 年長壽社會對策指標地區」，並加

強推展活動。 

此外，特別是高齡者受害最多的，即所謂“串通詐騙”為主要形式的匯款詐騙、

恐嚇等，應運用「金融機構等進行顧客本人確認及防止存款帳號不當使用相關法律」

(2004 年法律第 32 號)及「行動通信業者之用戶本人確認及防止不當運用行動聲音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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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相關法律」(2006 年法律第 31 號)，加強取締，並視受害情況，展開宣傳，取得金

融機構配合，凍結犯罪者帳戶。在 2007 年，匯款詐騙、恐嚇等案件較前年減少 14.2

％。 

不肖業者鎖定高齡者簽約，犯罪行徑惡劣，因此針對高齡者及高齡者身邊之民生

委員、看護等人員之教育極為重要。 

為促進消費者問題啟蒙教育及因應對策學習，在全國各地之公民館等設施持續針

對高齡者及民生委員、照護團體等高齡者周遭人群，開設「消費者糾紛巡迴講座」。 

為防止高齡消費者糾紛的發生，舉辦由高齡者福利團體等參與之「高齡消費者守

護網絡聯絡協議會」，並於 2007 年 4 月彙整「高齡消費者糾紛防範」。將消費諮詢現埸

捕捉到的需警惕之欺騙推銷的資訊，透過電子郵件迅速傳遞至日常接觸高齡者的相關

人員，為喚起高齡者之注意，於同年 8月起發行「防範最新資訊」。 

上門銷售等衍生之住宅翻修工程受害糾紛，已成為一項社會問題。為了讓消費者

能安心翻修及耐震改修，於全國都道府縣及鄉村鎮約設立 1000 個翻修咨詢窗口。 

執行 2007 年 11 月「防止高齡者受虐、高齡者照護者協助法律」(2007 年法律第

124 號)成立獲得頒布。 

該法中針對高齡者虐待防止及養護者協助，規定由都道府縣及鄉村鎮為核心進行

對應，為達到 2007 年 4 月法施行後，各地方政府能夠順利實施，製作了事務手冊「都

道府縣及鄉村鎮之高齡者虐待因應及養護者之支援」並加以發送。 

有介於照護保險制度之修正，2007 年 4 月以後各鄉村鎮所設置之「地區整體支援

中心」展開支援工作所必須之高齡者實況把握及虐待因應工作，為順利推動高齡者權

益保護及綜合資詢業務，針對地區整體支援中心之職員進行培訓。 

為保護高齡者免遭人權侵犯，應加強人權尊重思想之宣傳普及、人權啟蒙教育及

充實人權諮詢體制。2008 年度，針對家庭及設施所發生之高齡者虐待、家族成員及上

門推銷人員所造成之高齡者財產受到侵佔等問題、高齡者人權遭受侵犯等問題，在高

齡者設施特別開設了人權諮詢所，實施人權方面之諮詢工作。通過對人權侵犯事件的

調查和處理，致力於預防及受害救助工作。 

﹙三﹚推動防災措施 

災害發生時，高齡者較容易受到波及，因此應改善醫院、養老院等土石流災害重

點防護設施，防止高齡者比例較高的地區，在遭受洪水、土石流災害後發生二次災害。

為保護高齡者免遭海嘯、海潮等海洋災害，積極推動安全資訊傳遞設施之建設及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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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的無障礙化。為確保災害發生時，高齡者等災害時需保護者能迅速且有序撤離，

依據「水防法」（1949 年法律第 193 號）及「土石流災害警戒區域等相關土石流災害防

止對策推行之相關法律」（2001 年法律第 57 號），應將淹水預定區域內或土石流災害警

戒區域內高齡者利用設施之洪水預報或土石流險情預報的傳遞方法納入鄉村鎮地域防

災規劃內。同時依據 2007 年度修正之土石流災害防止基本方針，進一步強化災害時需

保護者警戒避難體制。 

為降低因火災造成高齡者死亡占半數以上之現狀，2005 年消防法修正，將住宅用

火災警報器等安裝義務化，而針對新建之建築物，於 2007 年 6 月 1日起舊有建築物亦

適用條例規定日期，透過與媒體、消防團、婦女防火宣導隊等合作，盡快設置住宅用

火災警報警器之宣傳普及活動，並且針對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之警報音，能否採取聲音

以外之有效警報技術基準進行檢討，製定評估草案。 

針對高齡者等災害發生時需援助者所適用之消防用機械器具等方向進行檢討，

2008 年度亦將持續檢討。 

2007 年 1 月 8 日老年癡呆安養院火警發生後，針對難以自力避難之人員所入住之

設施之防火安全對策進行檢討，於同年 3 月彙整報告書，並基於此基礎上檢討修改省

令之必要措施。 

為促進基於「災害時需保護者之避難支援指針」之工作，舉辦以「確保福利及防

災合作」之研討會，檢討會委員分別調查介紹先進事例，分析調查事例，將投入過程

中之重點作出具體方針等加以提出。 

此外，為確保居民、漁業從業者、觀光客遭遇地震、海嘯、海潮等災害突發事件

時之安全，透過「建立可防範災害之漁業區域指導手冊」，提昇防災能力。 

 

四四四四、、、、營造舒適營造舒適營造舒適營造舒適充滿活力的都市環境充滿活力的都市環境充滿活力的都市環境充滿活力的都市環境    

﹙一﹚營造舒適的都市環境 

為營造任何人都臨近自然之舒適環境，因此，應整頓可步行範圍內之公園等都市

公園計畫。 

另外，透過整頓良好的水邊空間，讓河流、海岸等成為高齡者休息交流的重要埸

所。 

﹙二﹚建設有活力的農埸漁村。 

1.能發揮高齡者餘力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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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食品、農業、農村基本法」（2000 年法律第 106 號）所訂定之「食品、農

業、農村基本規劃」（2006 年 3 月 25 日閣僚決議），為了讓有意願之高齡者充分發揮其

技能，在有生之年發揮餘力，為了讓高齡農業者能夠培養接班人，應促進都市居民間

之交流及農地、農業用水等地區資源之保護管理等高齡者活動支援設施之整頓。 

此外，依據「森林、林業基本法」（1961 年法律第 161 號）所訂定之「森林、林

業基本規劃」（2007 年 9 月 8 日閣僚決議），透過高齡林業者技術傳承和豐富社會閱歷

之知惠運用，推動高齡者餘熱的發揮。 

2.接班人制度之落實及推動接班人教育培養 

為穩固地方年青接班人，應致力地區基礎產業之振興和確保各式就業管道。 

此外，為確保年青接班人之培養，除了實施啟發教育、就業諮詢、研修等措施外，

提供從事農業、林業、水產時之準備資金及研修資金之貸款。 

3.推動生活環境之整治 

為達成農埸漁村健康發展並充滿活力，應積極推動農林水產各類生產基礎設施與

生活環境一體化之綜合整治，創造都市叢林中之農埸漁村空間。 

此外，為了讓高齡者擁有安心活動及生活之環境，應整頓農埸漁村之農業設施無

障礙化，協助農會及會員組織所展開之高齡者福利活動幹部等培育。 

另外，因應漁村生活環境、交流、資訊通信等基礎設施之地區特性，展開整治工

作。 

 

五五五五、、、、推動調查研究推動調查研究推動調查研究推動調查研究    

「推動調查研究」中之高齡社會對策大綱，其方針如下： 

由於科學技術之研究開發及其活用，可大幅解決高齡者課題，因此應推動高齡者

特有疾病及健康增近相關之調查研究、考量高齡者使用之福利用品、生活用品、資訊

通信機器等研究開發等各種調查研究，並建立必要基礎。 

﹙一﹚推動各種形式之調查研究 

1.高齡者特有疾病及增进健康之调查研究等 

針對高齡癡呆症、惡性種瘤等高齡者易患之疾病，推動長壽科學綜合研究事業中

之相關研究等。 

長壽科學綜合事業研究方面，應展開高齡者特有疾病、身體障礙之預防、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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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及復健之研究。此外，高齡者問題基礎之照護保險制度，應針對包含年齡及原因

因素之要照護狀態進行評估、針對預防給付及地方支援事業進行評估、照護保險財政

及服務經營進行評估、建立改善高齡者營養狀態及醫療及照護綜合性體制。 

癌症方面，2005 年起，依據「第 3 次抗癌 10 年綜合計畫」展開第 3 次抗癌綜合

戰略研究，判明癌症真相，推動基礎研究成果確實成為新治療方法之轉化研究工作。

此外，透過癌症臨床研究及疫學研究，開發出革命性預防、診斷、治療法，為推動有

科學依據之醫療，推動多設施共同研究以確立有效之醫療技術。 

有關生活習慣病及慢性疾病方面，於新藥研發等人類科學綜合研究方面，展開劃

時代及具有獨創性之醫藥品新創等技術開發，並推動醫療現場所需之醫藥品開發及長

壽社會所需之保健、醫療、福利相關尖端技術開發之研究等各項研究事業。 

2004 年 4 月人類遺傳資訊之生命染色體密碼獲得破解，因此運用我國優勢，持續

積極推動複雜生命功能之解讀、建構基因研究網絡等基礎及先進之研究，以研發劃時

代之新藥。尖端基礎開發研究方面，判讀高血壓、糖尿病、癌症、高齡癡呆症等疾病

之原因及人類基因對於藥物之反應，以提供患者安全安心之醫療技術為目的，從事能

提供滿足每位患者之預防、治療客制化醫療體系研究，並推動利用自身恢復功能的骨

隨增生、重傷心力衰竭等再生救治等研究。為實現安全有效之再生醫療等研究，於 2007

年 9 月 1 日起實施「人類幹細胞臨床研究指針」。 

2006 年度起已經可以透過畫面捕捉生命蛋白質分子活動狀態，應繼續推動與腫瘤

診斷及腦功能解讀之研究成果相關之分子密碼研究。 

2.福祉器具之研究開發 

為提供高齡者等自立生活，參與社會及減輕照護者負擔，有必要展開考量高齡者

特性之福利用品及醫療器械之研究。 

有關福利用品方面，展開因應使用者需求之新技術(需求)調查。 

依據基於「福利用品之研究開發及普及促進法律」(1994 年法律第 38 號)所訂定

之「福利用品之研究開發及普及促進之相關基本方針」，展開針對福利用品實用化業者

支助並收集分析必要資訊加以提供。 

醫療機器方面，推動即使高齡者亦能負擔之治療機器、提昇患者生活品質(QOL)

設備之研究開發。 

此外，進一步推動依據人類動作之關節‧肌肉復健動作協助之機器人、需照護者

站立及步行支援之自立動作支援機器人、抱起需照護人等照護動作機器人等活躍於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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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及福利現場之機器人開發。獨立行政法人理化學研究所生物模擬控制研究中心，透

過生物特有之優良運動控制功能研究，開發與人接觸之機器人(RI-MAN)開發，推動活

躍於照護現場之貼合人性機器人之研發。 

3.生活用品等通用設計之研究開發 

隨著老齡化社會之發展，為促進誠如通用設計所標榜的考量人類使用特性之安全

好用產品之開發及設計，已完善考量人體尺寸所謂人類特性之基礎架構 

為形成安心、生活品質高的社會，應展開站在包括高齡者在內消費者立埸之生活

用品，如何順利供給之環境整頓調查研究。 

此外，為推動考量高齡者體型之產品開發等，開發出透過人體 3D 形狀計測數據能

自動計算之系統，以推動尺寸計測之高速、簡易及低成本化。 

4.有關資訊通信靈活運用的開發研究 

通信資訊等新技術能為高齡者生活等各部分帶來便利，因此應從軟體及硬體面推

動研究開發。 

為提供高齡者等能夠享受之資訊通信便利，應整頓資訊無障礙環境，提供進行高

齡者等通信、播放服務相關研究之人員資助。同時，為推動高齡者等透過所擁有之資

訊通信技術參加社會活動，應展開調查研究。 

此外應推動運用最先進資訊通信技術，讓駕駛員經由視覺、聽覺透過導航系統可

以留意危險因數，以達到安全駕駛之支援系統（DSSS）開發研究，及協助高齡者安全

快速移動之 ITS（高度道路交通系統）的開發研究。 

此外，為運用最先進的資訊通信技術（IT），確保高齡者步行安全，應推動使用隨

身端末提供資訊及協助移動之開發研究。 

﹙二﹚改善調查研究等基礎 

1.完善研究促進体制 

國立長壽醫療中心致力於老年癡呆及骨格疏鬆症等高齡者特有疾病之先進醫療實

施及研究，積極推動長壽科學之研究。 

國立長壽醫療中心主要著眼於老化、老年病、復健訓練、支援器械及技術等「老

化、老年病等長壽科學技術領域」、照護預防、增強高齡者健康、照護、保健服務評價、

社會科學相關之「照護預防、高齡者保健福利領域」、高齡癡呆症、輕度癡呆及運動器

疾病方面，能更有效和有效預防、診斷、治療、復健訓練及照護相關之「高齡癡呆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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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折等的綜合研究領域」展開持續之研究工作。 

癌症對策方面，與癌症合作醫院合作，建立癌症資訊網絡，為提供國民及患者及

醫療從業者必要之資訊，於 2007 年 10 月成立國立癌症中心「癌症對策資訊中心」，進

一步充實研究。 

獨立法人產品評估基礎機構，基於高齡者方便使用之產品普及、產品符合消費者

多樣化價值觀之市埸觀點，與相關單位緊密聯繫，建立福利領域 JIS 等國家標準。此

外，企業於產品設計時必須考量之符合安全、放心相關動態、感覺等人類基本特性資

料，應加以充實、更新，並基於促進企業資料收集、分析時之關點，展開計算和測量

方法之標準化作業。 

2.人才培养等 

由於近年之研發，不斷朝向高度化、複雜化、跨領域化及複合領域發展，因此，

必須努力養成及確保人材、提昇人材之資質及流動。 

為了讓擔任未來研發活動核心能力之饒富創造性之優秀青年研究員，讓他們發揮

最大能力，應推動獨立法人日本學術振興會之特別研究員制度、海外特別研究員制度、

外國人特別研究員制度等針對大學博士課程課程結業之年輕研究者多項支援政策。 

為加強醫療機構、教育機構等臨床研究之基礎整合，從人材培養之關點出發，應

展開有率之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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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222----3333----32 32 32 32 「「「「住生活基本計畫住生活基本計畫住生活基本計畫住生活基本計畫」」」」高齡社會對策相關目標高齡社會對策相關目標高齡社會對策相關目標高齡社會對策相關目標、、、、成果指標及基本政策成果指標及基本政策成果指標及基本政策成果指標及基本政策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基本政策基本政策基本政策基本政策    

表示目標達成狀況之成表示目標達成狀況之成表示目標達成狀況之成表示目標達成狀況之成果指標果指標果指標果指標    

1.擁有一

定數量之

優質住宅

及傳承予

下一世代 

〔推動通用設計〕 

集同住宅中，由馬路到各戶玄關可以

使用輪椅、嬰兒車的住宅庫存比率 

【10%(H15)→25%(H27)】 

○為提供高齡者及身障者等各式

人群安全舒適安全之居住生活，促

進住宅之無障礙化 

4 住宅確

保方面，應

特別確保

需要照顧

居住者之

需求 

〔對於高齡者之考量〕 

高齡者(65 歲以上)居住之住宅之無

障礙率 

部分無障礙化(注 1) 

【29%(H15)→75%(H27)】 

其中高度無障礙化(注 2) 

【6.7%(H15)→25%(H27)】 

注 1) 部分無障礙化 

設有 2處以上手扶梯或室內無高差 

注 2) 高度無障礙化 

設有 2處以上手扶梯、室內無高低差

或走廊之寬度可以讓輪椅通過 

○為確保高齡者、身障者、擁有孩

童之家庭、外國人、無家可歸者等

之居住安定，除了有效運用公營租

賃住宅，並提供接受高齡者等入住

之民間租賃住宅資訊。 

○為營造高齡者、身障者等能夠在

地方過著安全安心舒適之居住生

活，應促進住宅之無障礙化及看護

支援等硬軟體兩面，並推動考量高

齡者及身障者等之租賃住宅供給

及公營租賃住宅等之福祉設施之

全面化整頓。 

※ 住生活基本計畫(全國計畫)之「促進住生活安定確保及提昇之目標」，除了上表所

述內容外，還包括「2 建構良好居住環境」「3 為妥善實現滿足國民多樣化居住需

求整頓住宅市場」 

資料：日本國土交通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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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222----3333----33  33  33  33  公營住宅等高齡者住宅之建設戶數公營住宅等高齡者住宅之建設戶數公營住宅等高齡者住宅之建設戶數公營住宅等高齡者住宅之建設戶數    

年度 老人家庭公

營住宅建設

戶數 

都市機構住宅中優惠措施戶數 住宅金融公

庫增貸戶數 租賃 出售 計 

平成 2年 937 2,665 684 3,349 - 

3 1,109 2,014 608 2,622 21,498 

4 1,324 2,088 221 2,309 27,934 

5 2,178 2,096 217 2,313 57,795 

6 1,438 1,658 796 2,454 82,365 

7 2,032 2,532 572 3,104 20,593 

8 1,941 3,146 442 3,588 55,951 

9 1,563 3,198 485 3,683 38,689 

10 2,057 3,143 571 3,714 34,832 

11 2,333 4,349(946) 531 4,880 11,831 

12 1,476 8,265(2,317) 212 8,477 4,951 

13 1,216 10,344(4,963) 123 10,467 2,822 

14 1,203 8,959(4,117) 149 9,108 1,115 

15 627 7,574(3,524) 45 7,619 558 

16 724 5,510(3,353) 0 5,510 244 

17 1,333 2,944(1,662) 0 2,944 60 

資料：國土交通省 

(注 1)2004 年至 2006 年度老人家庭公營住宅建設戶數為實積預估值。 

(注 2) 都市機構住宅中優惠措施戶數中，包含針對身障者及身障者家庭在內之優惠措

施戶數(含空屋募集) 

(注 3)優惠措施內容中，當選率為一般之 10 倍。 

(注 4) (  )為針對高齡者之優良租賃住宅戶數。 

(注 5)住宅金融公庫之增貸(1999 年制度修正)戶數，係新建自有住宅與老人同居家庭

之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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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222----3333----36  36  36  36  綜合推動考量高齡者之都市建設綜合推動考量高齡者之都市建設綜合推動考量高齡者之都市建設綜合推動考量高齡者之都市建設    

事業名稱 事業概要 

促進無障礙化環境整頓 為推動考量考高齡者之都市建設，促進高齡者參與

社會，於都會地區建設高齡者等能舒適、安全移動

之設施，及考量高齡者使用需求之建築物。 

推動共生都市建設 針對地方公共團體所推動之高齡者、身障者、兒童

等所有人均能自立生活、加強人與人交流實現共生

地區社會工作，提供協助。 

資料：國土交通省、總務省 

 

表表表表 2222----3333----37 37 37 37 交通無障礙法基本方針對訂定之無障礙化目標交通無障礙法基本方針對訂定之無障礙化目標交通無障礙法基本方針對訂定之無障礙化目標交通無障礙法基本方針對訂定之無障礙化目標    

○○○○    無障礙化目標無障礙化目標無障礙化目標無障礙化目標    

1 旅客設施 

2010 年前，一天平均利用人數達 5000 人以上為原則之鐵路車站、巴士車站、客輪碼頭

及機長航廈，應實施無障礙化包括 

(1) 消除樓梯高低差 

(2) 設置視覺障礙者引導用去區塊 

(3) 設置身障者使用之廁所 

2 車輛等 

2010 年前要達到以下無障礙化 

車輛等種類 車輛等總數 無障礙化之車輛等數量 

鐵軌道車輛 約 51000 約 15000(約 30%) 

公乘巴士 約 60000 原則上 10 至 15 年內替換成車底較低之車輛 

(其中無階梯巴士)約 12000 至 15000(20-25%) 

客輪 約 1000 約 500(約 50%) 

飛機 約 420 約 180(約 40%) 

 

3 一般交通設施 

重點整頓地區構成特定路徑之道路、站前廣場、通路等，原則上2010 年前達到順利移動。 

4  2010 年前設置音響指引信號機、高齡者等之感應信號機，設置步行者專用道路之標

示、設置人行道之道路標示等，以無障礙化原則，應於所有特定路徑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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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222----3333----38383838        為因應高齡者等之公共交通機構設施之整頓情況為因應高齡者等之公共交通機構設施之整頓情況為因應高齡者等之公共交通機構設施之整頓情況為因應高齡者等之公共交通機構設施之整頓情況    

(1)旅客設施之無障礙化狀況(注 1) 

(注 1)上述為依交通無障礙法(推動高齡者、身障者等利用公共交通機構能夠更為順利

之法律)，適合順利移動基準之數據。 

一天平均利用者人數達 5000 人以上，階梯高低差 5公尺以上之鐵路車站，設置一座以

上電梯者達 69.1%，設置 1座以上手扶梯之車站達 70.9%。 

(注 2)機場航廈之電梯及手扶梯設置，於 2002 年 3 月底達到 100%。 

 

(2)車輛等無障礙化之狀況 

 車輛總數 2006 年底適合順利移動基準之車輛等 

鐵軌道火車 51,595 16,586(32.1%) 

車底較低之巴士 57,739 16,237(28.1%) 

包括直達巴士  8,639(15.0%) 

客輪 1,131 90(8.0%) 

飛機 483 227(47.0%) 

(注) 「適合於順利移動基準之車輛等」係計算各車輛是否符合順利移動基準進行計算。 

(3)福利計程車導入之狀況 

2006 年底為 9699 輛(其中計程車總數為 273181 輛) 

資料國土交通省 

 一天平均利

用者人數達

5000 人以

上之旅客設

施數量 

2006 年底 一天平均利

用者人數達

5000 人以

上且設置廁

所之旅客設

施數量 

2006 年底 

消除樓梯高

低差 

設置視覺障礙者

引導用去區塊 

設置身障者

使用之廁所 

鐵路車站 2,771 1,560(56.3%) 2,309(83.3%) 2,651 1,137(42.9%) 

巴士車站 44 33(75.0%) 24(54.5%) 35 7(20.0%) 

客輪碼頭 7 5(71.4%) 4(57.1%) 7 2(28.6%) 

機場航廈 23 10(43.5%) 

(100%注 2) 

20(87.0%) 23 20(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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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222----3333----39  39  39  39  無障礙化建築物之示意圖無障礙化建築物之示意圖無障礙化建築物之示意圖無障礙化建築物之示意圖    

    

 

 

 

 

 

 

 

 

 

 

 

 

 

 

 

 

 

 

圖圖圖圖 2222----3333----40  40  40  40  舊舊舊舊 Heartful Building LawHeartful Building LawHeartful Building LawHeartful Building Law 法之認定實績法之認定實績法之認定實績法之認定實績    

    

    

    

    

    

    

    

    

    

    

玄關及房門能讓輪椅

使用者通過 

停車場 

停車區域讓輪椅者

能輕鬆使用 

浴室及淋浴間能

讓輪椅使用者輕

鬆使用 

廁所 

廁所能讓輪椅使

用者輕鬆使用 

 

走廊等 

走廊要便於輪椅使

用者及視障者安心

通過 

電梯 

電梯要便於輪椅

使用者及視障者 

樓梯 

應裝設扶

手且樓梯

不宜太陡 

迴廊 

出入口不設高

差、採以斜坡式 

視障者誘導用視障者誘導用視障者誘導用視障者誘導用
區域區域區域區域 

視障者誘導用區域

應極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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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222----3333----41 41 41 41 主要研究開發援助福祉用具事例主要研究開發援助福祉用具事例主要研究開發援助福祉用具事例主要研究開發援助福祉用具事例    

 

1. 勞動支援領域(勞動及職業訓練等) 

˙為視覺身障者之音樂學習、製作用軟體 

 用點字製作音樂之軟體 

2.自立支援領域(排泄、入浴、就寢、起床、乘車移動、移動) 

˙因應在宅看護高齡者之立位式排泄補助移乘機器 

依被看護者之狀態，從座位到立位可以任意姿勢使用之地面移動型看護搬用具 

˙無法以自力用餐之高齡者及身障者之用餐自立裝置 

用餐需要照顧之人員，以符合其身體狀態之操作方法及操作裝置給於用餐協助之裝置 

˙攜帶型付有畫面影像處理之電子紙 

可以將過小文字及唯有靠近才能看見之文字，進行影像處理，可簡單擴大及補正之系

統 

3. 看護支援領域(排泄、入浴、預防、移動、監視等) 

˙可攜式充水廁所(壓力排水式) 

將汙物粉碎，以幫浦排水之居室看護用廁所 

˙浴室用看護器具 

浴室內移動、在浴室盥洗臺面及浴槽面進行移動之浴室照護用器具 

˙告知在屋內之認知症高齡者外出行動(徘徊)之無攜帶型檢測系統 

安裝於居室等出入口之徘徊檢知系統裝置 

˙高齡者口腔保護裝置 

某程度將刷牙自動化之口腔保護之簡單型機具 

4. 身體機能替代(補助)領域(人工器官、義肢等) 

˙滑雪用下腿義足 

能正確進行滑雪時必要動作之下腿義足滑雪用接肢 

˙可簡易調節功能之短小接肢 

為改善半身麻 

5. 其他 

˙遠紅外線助聽系統 

透過紅外線系統可提昇收聽條件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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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        促進高齡者促進高齡者促進高齡者促進高齡者、、、、障礙者移動等順暢化之相關法律障礙者移動等順暢化之相關法律障礙者移動等順暢化之相關法律障礙者移動等順暢化之相關法律﹙部分條文﹚ 

                                               2006 年 6 月 21 日法律第 19 號 

                                         最後修正：2007 年 3 月 31 日法律第 19 號 

 

第一條(立法目的) 

    制定本法之目的，乃鑒於確保高齡人士、障礙者等自立營日常生活及社會生活之

重要性，透過採取針對大眾運輸工具之旅客設備及車輛等、道路、路外停車場、公園

設備以及建築物之構造及設備的改善措施；以及在特定地區中針對旅客設備、建築物

等以及其間動線所構成之道路、站前廣場、通道及其他設備進行整體性之整頓事業；

俾促進高齡人士、障礙者在移動上及利用設備上之便利性及安全性之提升，以增進公

共福祉。 

 

第四條(國家之責任) 

    國家應與高齡人士及障礙者等、地方公共團體、設備設置管理人及其他關係人士

合作，針對基本方針及設備設置管理人據此所應採取之措施之內容及其他為促進移動

等之順暢化之施政內容，在勘查移動等之順暢化之進展狀況等之同時，採取能夠反映

上述人士意見之必要措施，並透過適切之方法加以檢討後，據結果採取必要措施。 

2  國家應透過教育活動、宣傳活動等，於加深國民對移動等之順暢化理解之同時，謀

求國民協力助其實施。 

第五條(地方公共團體之責任) 

    地方公共團體必須以國家施政為準採取促進移動等之順暢化所必要之措施。 

 

第六條(設備設置管理人之責任) 

    設備設置管理人及其他設置或管理高齡人士、障礙者等於日常生活或社會生活中

利用之設備者，必須採取移動等之順暢化所必要之措施。 

 

第七條(國民的責任) 

    國民在加深對確保高齡人士、障礙者等能自立營日常生活及社會生活之重要性之

理解之同時，，也必須協助確保上述人士能夠順暢移動及利用設備。 

 



全人關懷整合相關研究計畫 
 

 86 

第十四條(特別特定建築物之建築主人等之符合基準之義務等) 

    建築主人等欲建築政令所定之規模以上之特別特定建築物(包含變更用途而成為

特別特定建築物者。以下於本條中亦同)時，應使該特別特定建築物(於次項中稱「新

建特別特定建築物」)之構造及格局符合由政令所定之為移動等之順暢化所必須之基準

(以下稱「建築物移動等之順暢化基準」)。 

2  建築主人等針對其所有、管理或占有之新建特別特定建築物，應維持使其符合建築

物移動等之順暢化基準。 

3  地方公共團體於該地方之自然社會條件特殊，致使僅憑前二項規定不足以使高齡人

士、障礙者順暢利用特定建築物時，得於特別特定建築物中附加另由條例所定之特

定建築物、另由條例將第一項之建築之規模規定為未滿同項之政令所定之規模，或

以條例附加必要事項於建築物移動等之順暢化基準中。 

4  前三項規定視為建築基準法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之建築基準相關規定。 

5  建築主人等(適用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者除外)針對其欲建築或所有、管理又或占有

之特別特定建築物(包含同項中由條例所定之特定建築物。以下亦同)，應採取必要

措施使其符合建築物移動等順暢化基準(包含同項中由條例所附加之事項。除第十

七條第三項第一號外，以下亦同)。 

 

第十五條(特別特定建築物相關之符合基準命令) 

    所管行政廳認定有違反前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之事實時，得針對建築主等命令

其採取修正該違反事項所必須之措施。 

2  關於國家、都道府縣或設有建築主事之鄉鎮市之特別建築物，不適合前項規定。此

時若所管行政廳認定國家、都道府縣或設有建築主事之鄉鎮市之特別建築物有違反

前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之事實時，應立刻將此事通知管理該特別特定建築物之機

關長官，請其採取前項所規定之措施。 

3  所管行政廳認為有必要確保前條第五項所規定之措施能夠確實實施時，得對於建築

主人等就建築物移動等之順暢化基準考慮過後，針對特別特定建築物之設計及施工

之相關事項及其他移動等之順暢化之相關事項進行必要之指導及建議。 

 

第十六條(特定建築物之建築主人等之努力義務等) 

    建築主人等欲建築(包含因變更用途而使其成為特定建築物。於次條第一項亦同)

特定建築物(特別特定建築物除外。以下於本條中亦同)時，應採取使該特定建築物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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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建築物移動等之順暢化基準之必要措施。 

2  建築主人等欲針對特定建築物之建築物特定設備進行修繕或變更外觀時，應採取使

該建築物特定設備符合建築物移動等之順暢化基準之必要措施。 

3  所管行政廳認為有必要確保前二項所規定之措施能夠確實實施時，得對於建築主人

等就建築物移動等之順暢化基準考慮過後，針對建築物特定設備之設計及施工之相

關事項進行必要之指導及建議。 

 

第十七條(特定建築物之建築等及維持保全之計畫認定) 

    建築主人等欲針對特定建築物之建築物特定設備進行修繕或變更外觀(修繕或變

更外觀僅限建築物特定設備。以下稱「建築等」)時，得依主務省令所定制定特定建築

物之建築等及維持保護計畫，向所管行政廳申請認可。 

2  前項之計畫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  特定建築物之位置 

二  特定建築物之總面積、構造方式及用途和佔地面積 

三  與計畫相關之建築物特定設備之構造及分佈以及維持保護相關事項 

四  特定建築物之建築等事業之相關資金計畫 

五  其他由主務省令所定之事項 

3  所管行政廳遇有第一項之申請時，於認為該申請相關之特定建築物之建築等及維持

保護之計畫符合下列基準時，得發予認可。 

一  前項第三款所列事項超越建築物移動等之順暢化之基準，且符合為使高齡人士、

障礙者能順暢利用而由主務省令所定之應行勸導之建築物特定設備之構造及分佈

之相關基準。 

二  前項第四款中所列資金計畫，應使特定建築物之建築等事業得以確實實行。 

4  申請前項之認可者，得對所管行政廳於該申請之外一併提出依建築基準法第六條第

一項(包含準用同法第八十七條第一項中時。於第七項中亦同)所規定之認可申請

書，並由建築主事通知該申請相關之特定建築物之建築等之計畫符合同法第六條第

一項之建築基準相關規定之情事 (以下於本條中稱「符合通知」)。 

5  接受前項申請之所管行政廳，應迅速將與該申請相關之特定建築物枝建築等之計畫

通知建築主事。 

6  建築主事接受前項之通知時，準用建築基準法第十八條第三項及第十二項之規定。

此時建築主事無須審查與該申請相關之特定建築物之建築等之計畫是否符合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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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條第一項之規定。 

7  所管行政廳接受符合通知而行定三項之認可時，將與該認可相關之特定建築物之建

築等之計畫視為已交付依建築物基準法第六條第一項之規定所發行之認可完畢證

明。 

8  建築主事進行符合通知時，準用建築基準法第十二條第七項、第九十三條及第九十

三條之二之規定。 

 

第十九條(認定特定建築物之容積率之特例) 

   特定建築物(以下稱「認可特定建築物」)之建築物特定設備之樓地板面積中，因採

取移動等之順暢化措施而超過通常之建築物特定設備之樓地板面積時由政令所定之樓

地板面積，不列入計算。 

 

第二十條(認可特定建築物之標示等) 

    認可建築物主人等於實施認可特定建築物之建築等時，於該認可特定建築物、關

於其境內或其利用之廣告及其他由主務省令所定者(於次項中稱「廣告等」)，得依主

務省令所定，標示該認可特定建築物符合第十七條第三項之認可。 

2  除前項所規定者除外，不得對建築物及其境內或其利用之廣告等，附加上同項之定

之標示或難以判斷之類似標示。 

  

第二十四條(高齡人士、障礙者等能順暢利用之建築物之容積率特例) 

    建築物特定設備(建築基準法第五十二條第六項規定之共同住宅之公用走廊及樓

梯除外)之樓地板面積，為確保高齡人士、障礙者之順暢利用而顯較通常樓地板面積為

大之建築物，經主務大臣認定其符合能有效確保高齡人士、障礙者之順暢利用之基準

者，則將該建築物視為同條第十四項第一款所定之建築物，並適用於同項之規定。 

 

 

 

 

 

 

 



附錄二 

 89 

附錄四附錄四附錄四附錄四                                        考察攜回之相關資料名稱考察攜回之相關資料名稱考察攜回之相關資料名稱考察攜回之相關資料名稱    

    

一、書籍 

1. 內閣府，2008，《高齡社會白書》，日本東京。 

2. 內閣府，2008，《少子化社會白書》，日本東京。 

3. 市川 冽，2003，《福祉用具プランニング入門》，日本東京，厚生科學研究所。 

二、相關資料 

1. 促進高齡者、障礙者移動等順暢化之相關法律 

2. 高齡者住宅入住制度之比較會議資料 

3. 福祉器具資料﹙包括高差改善設備、簡易扶手、爬梯輪椅、福祉汽車等各項福

祉器具資料﹚ 



全人關懷整合相關研究計畫 
 

 90 

 



                                                    附錄二 相關政策及計畫 

165 

 

 

 

政

策 

期

程 

對

象 

需 硬 體 環 境 配 合 或 有 助 硬 體 環 境 改 善 要 點 

全體 運輸系統 都市環

境 

社區環境 公共建築 住宅 

人

口

政

策

白

皮

書 

9
7

年
至1

0
4

年 

全
體 

 

1/Ҭ೯π程

೯Ҕ計 

3/ଯសޣҬ

೯運輸環

境Ǻ 

)1*மϯଯស

人ՉၰӼޣ

全環境 

)3*மϯଯស

མ४εޣ

運輸ϐӼ全

ᆅ 

)4*மϯଯស

ᎯᎭᐒޣ

ً፶ϐӼ全

ᆅ 

  

ೕჄ建ᄬ

೯Ҕϯ社

區環境 

คምᛖࡼ

計ೕጄ 

1/建ᄬคምᛖ

 ৎ環境ۚޑ

3/ࣴ建

ᄬଯសޣ社

住宅 

4/ࣴु合ଯ

សޣ社住宅

配ࡼ及相

關ݤз 

5/ࣴुႴᓰ

二ǵΟжۚ߈

ᓬӃΕۚ社

住宅相關ᐒڋ 

ך

୯

ߏ

期

ྣ

៝

Μ

ԃ

計

畫 

9
6

年
至1

0
5

年 

全
體 

Ӛԃស

ቫ೯Ҕޑ環

境ೕჄǹว

ӚғࢲЍ

醠୍ܺ及ۚ

ৎ環境改善

Бਢ 

        

建ҥ಄合Ѩૈ

Դ人ۚ住住宅

а及附уЍ醠

ғࢲфૈޑ住

宅Ԅ 

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                相關政策及計畫需硬體環境配合改善ំ߄相關政策及計畫需硬體環境配合改善ំ߄相關政策及計畫需硬體環境配合改善ំ߄相關政策及計畫需硬體環境配合改善ំ߄    



全人關ᚶ合相關ࣴز計畫 

166 

 

଼

ந

ࠤ

市

計

畫 

9
4

年
至9

7

年 

市
民 

1/଼நᜪࡰ

Ǻ.ค環

境ኧໆ 

3/環境ᜪࡰ

Ǵх֖Ǻ 

)1*Դ人ຳॹ

 ڋٛ

Ӽ全ูٽ*4(

 ߦ

፶ًؓ٦

有ၰၡय़ᑈ 

1/২區    

3/ဌ፯ً

Ҕၰ   

4/人Չၰޜ

໔К   

5/人Չၰᆶ

᚛ኴคምᛖ

改善   

5/人Չၰޜ

໔ᆶ೯ᄣࡋ  

6/᚛ኴ೯ᄣ

ຉ區ᇡኧ  

8/公༜ᆘӦ

ё及܄      

9/運Ҷ໕

ࡼ      

:/ᙁܰ運

ౚ酏ኧໆ    

11/ᙁܰ᛬Ў

ቶ酏ኧࢲ

ໆ     

11/ଶًޜ໔ 

  

 

公酳ᔠ

೯ၸ

 

 

 



                                                    附錄二 相關政策及計畫 

168 

 

 

政策 
期

程 

對

象 

需 硬 體 環 境 配 合 或 有 助 硬 體 環 境 改 善 要 點 

全

體 

運輸

系統 

都市

環境 

社區

環境 

公共建築 住宅 

社ᅽ

ճ政策

ᆜሦǺ社

住宅

ᆶ社區

ᔼ 

配
合
各
機
關
計
畫
期
程 

全
體 

      



ཥ

ပᕴ

體ᔼ

π

程 

  
1/醚ٮ合ۚ住ϐ社住宅 

3/ံ助ե܌ளৎᆢঅ住宅 

Ӽ全社

區計畫 

9
1

年7

月-

迄
今 

社
區
居
民
、
高
齡
者
、
學
生
、
幼
兒 

    

Ӽ全

社區

୯ሞ

ᇡ 

1/ᏢਠӼ

全ߦ 

3/公共酏

ߦӼ全܌

 

1/ۚৎӼ全ߦ 

3/ጓᇙȨٛڮߥຳ系ӈȋۚৎ環

境Ӽ全ᆶ改善ՉЋнȩ 

4/ۚৎ環境ຑ߄ 

5/ጓᇙȨѴۚٽৎӼ全環境ᔠຎ

Ћнȩ 

 



全人關ᚶ合相關ࣴز計畫 

169 

 

 

政策Ӝᆀ 期程 對象 
需 硬 體 環 境 配 合 或 有 助 硬 體 環 境 改 善 要 點 

運 輸 系 統 

有市區ࡽ

ၰၡ醱ᢀ

ᆶ人Չ環

境改善計

畫 

 
9
5

年
至9

7

年
（9

8

年
之
後
核
定
中
） 

行
人 

1/ཥ៘或ܗቨ人Չၰ 

3/ᡂً׳ၰࣁՉ人২ޜ໔及ԾՉًޜ໔ 

4/人Չ২ޜ໔改善 

5/釥ໆ及ࡕٳё醚ٮՉ人คምᛖՉو環境 

5/ჴࡼӦ點ߐڀЊӦՏ 

6/ё配合Ѡႝ及ύႝߞၰၡঅᙄ建π程௦ӦΠϯೀޣ 

政策Ӝᆀ 期程 對象 都 市 環 境 

有市區ࡽ

ၰၡ醱ᢀ

ᆶ人Չ環

境改善計

畫 

9
5

年
至9

7

年 

（9
8

年
之
後
核
定
中
）

市
民 

1/ཥ៘或ܗቨ人Չၰ 

3/ᡂً׳ၰࣁՉ人২ޜ໔及ԾՉًޜ໔ 

4/人Չ২ޜ໔改善 

5/釥ໆ及ࡕٳё醚ٮՉ人คምᛖՉو環境 

5/ჴࡼӦ點ߐڀЊӦՏ)ཀ象* 

6/ё配合Ѡႝ及ύႝߞၰၡঅᙄ建π程௦ӦΠϯೀޣ 

 

 

政策

Ӝᆀ 

期

程 

對

象 

需 硬 體 環 境 配 合 或 有 助 硬 體 環 境 改 善 要 點 

公 共 建 築 

Դ人

ᅽճ

ᐒᄬ

Ѩ醳

ੱԴ

人ྣ

៝

區၂

ᒤ計

畫 

9
6

年1

月
至9

8

年1
2

月 

高
齡
者 

 Ǻۓ鄠ᔈ಄合Πӈೕࡼځ

1/୷ҁࡼǺ酀ϡᔈჶ࠻ǵ࠼ǵᓓǵᙁܰታ܊ǵፁ鄠

Ȑᐾࢱ໔ǵ࠻及酳܌ȑ及ځдѸ要ޑࡼǶ 

3/ჶ࠻ǺȐ1ȑ໔୍ܺ人Ȑ3ȑ໔ჶ࠻य़ᑈόхࡴፁғޜ໔Ǵ

人ᔈ有 8ѳБ公ЁаȐ4ȑ໔ჶ࠻рΕ口ᆶو酲ǵ࠼相೯Ǵᆶځ

дჶܴ࠻ዴ區႖Ǵόளаࡀ॥ǵืᛚ႖໒Ȑ5ȑᔈᙁܰፁғ鄠 

4/公共ޜ໔Ǻ區࠼ǵᓓ公共ࡼǶ 

5/建築ނϐ計ǵᄬᆶ鄠ᔈ಄合建築ݤ及ځ有關ݤзೕۓǴٛ

Ӽ全鄠ǵٛОᆅᆶٛฃࠔނᔈ಄合ٛݤ及ځ有關ݤзೕۓ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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Ѩ醳

ੱԴ

人ი

體ৎ

၂ࡂ

ᒤ計

畫 

9
6

年7

月
至9

8

年1
2

月 

高
齡
者 

Դ人ᅽճᐒᄬѨ醳ੱԴ人ი體ৎࡂ相關ࡼ鄠Ǵځࡼ鄠ᔈ಄合

ΠӈೕۓǺ 

1/୷ҁࡼǺྣ៝酀ϡ୷ҁࡼᔈჶ࠻ǵ࠼ǵᓓǵᙁܰ

ታ܊ǵፁ鄠Ȑᐾࢱ໔ǵ࠻及酳܌ȑ及ځдѸ要ϐВதғࢲ

ǹՏԴ人ϐኴӦ݈य़ᑈԿϿ需有ࡼ 16/5 ѳБ公ЁǶ 

3/ჶ࠻ǺȐ1ȑ໔୍ܺ人ኧаόຬၸ 3人ࣁচ߾ǶȐ3ȑ໔ჶ࠻ϐ

ኴӦ݈य़ᑈǴόхࡴፁ鄠ޜ໔ǴՏԴ人ᔈ有 8ѳБ公ЁаǶ

Ȑ4ȑ໔ჶޑ࠻рΕ口Ѹᆶو酲ǵ࠼相೯Ǵᆶځдჶܴ࠻ዴ區႖Ǵ

όளаࡀ॥ǵืᛚ႖໒ǶȐ5ȑளᙁܰፁғ鄠Ƕ 

4/公共ޜ໔Ǻྣ៝酀ϡѸ有ڀ鄠࠼ǵᓓфૈϐ公共

 ፁғ及Ӽ全ǶߥǴЪѸዴ܌ϐ酏ࢬ及相ϕҬࢲѨ醳ੱԴ人ࣁǴࡼ

5/建築ނϐ計ǵᄬᆶ鄠Ǵᔈ಄合建築ݤ及ځ有關ݤзೕۓǹ

ٛӼ全鄠ǵٛОᆅᆶٛฃࠔނǴҭᔈ಄合ٛݤ及ځ有關ݤзೕ

 Ƕۓ

Јي

ምᛖ

社ޣ

區В

໔ྣ

៝ܺ

୍၂

ᒤ計

畫 

9
4

年1

月
至9

7

年1
2

月 

身
心
障
礙
者 

相關ࡼ鄠ᔈ有ӭфૈࢲ௲࠻ǵᓓࡼǵᐾ࠻ࢱ 

Ӽ全

Ꮲਠ



០

計畫 

9
5

至9
7

年 

學
生 

1/ Ꮲਠ配合௲ػࡼՉȨᏢਠჴᡍ࠻ᆶჴಞ酏܌Ӽ全ፁғᆅ要

點ȩǶ 

3/ Ꮲਠ配合௲ػࡼՉȨ௲ػᄬ建ਠ༜্ؠᆅᐒڋჴࡼ要

點ȩǶ 

4/ ጓӑȨࡺ٣ูٽ্ႣٛȩЋн及Ȩࡺ٣ูٽ্Ⴃูٛ書.Ҭ೯

 ጇȩǶࡺ٣

଼ந

ߦ

Ꮲਠ

計畫 

9
4

年-

迄
今 

學
生 

1/ ጓᇙȨ଼நߦᏢਠϟಏȩǶ醚ٮᏢਠܭ建଼ڀநߦфૈϐނ

፦環境ਔϐ策ౣǵࢬ程及ጄٯǶ 

3/ ጓӑȨ଼நߦᏢਠᇶᏤЋнȩȐᚒጇǵՉጇȑǵȨ଼நߦ

Ꮲਠᔠਡ߄ȩᆶȨ଼நߦᏢਠ௲ᏢၗྍЋнȩǴ醚ٮ建Ӽ全ਠ༜

ϐЍ܄環境ϐՉ策ౣᆶጄٯǹ٠建ܭӚᏢਠ଼நߦ

ᚒਔǴஒȨਠ༜環境ȩયࣁ TXPU ϩӢનϐǶ 

4/ Ꮲਠނ፦環境有Ǻᐱҥϐ଼நύЈࡼǹ௲࠻Ծฅ଼ந௦Ӏǵ合

಄合鄠ྗ硬體܌ǹ酳ࡼНޑǹፁғӼ全ࡋྒྷྕޑ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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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Ƕࡼ

政策

Ӝᆀ 

期

程 

對

象 

需 硬 體 環 境 配 合 或 有 助 硬 體 環 境 改 善 要 點 

公 共 建 築 

্

 ڋٛ

9
5

年-

迄
今 

全
體 

 ᇶᏤύЈȩǶڋᄤ্ٛߦΟ區Ȩᙍ酏଼நࠄԋҥчǵύǵૼہ/1

3/建ᙍፁғ଼ߥ及ᙍ酏্୍ٛܺڋᆛ๎Ƕ 

4/Ծ :6 ԃଆᒤ଼நᙍ酏ԾЬᇡǴ٠ஒज़0ค環境ǵЍ܄環

境ᆶথ٢ᒃ善環境યΕᇡຑ᠘ҞύǶ 

5/্ٛݤڋཥೕۓȐ҇୯ :9 ԃ 1 Д 11 ВଆჴࡼȑǺ 

Ȑ1ȑ ନ֎࠻ѦǴ࠻ϣ全य़Ǻਓᓔǵ酏ǵᓓ۫ǵԴ人ᅽճ

ᐒᄬ或ځдٮ公ϐ࠻ϣ酏܌Ƕ 

Ȑ3ȑ ନ֎區ѦǴ࠻Ѧ全य़Ǻεଣਠǵკ書ᓔǵ鄯ނᓔǵऍ

ೌᓔǵ社௲ᐒᄬǵ體ػ酏ǵ釜ݚԣԴ人ᅽճᐒᄬǶ 

5/ςुۓȨ࠻ϣ֎࠻ᒤݤȩǴёբࣁВࡕ建築硬體ࡼೕჄϐ

٩ᏵǴځύಃ 3.: చೕۓӵΠǺ 

ಃ 3చ  ਓᓔǵ酏ǵᓓ۫或ځдٮ公ϐ࠻ϣ酏܌ȐаΠᙁ

ᆀ࠻ϣ酏܌ȑ及Դ人ᅽճᐒᄬȐаΠᙁᆀᐒᄬȑள࠻ϣ֎࠻Ȑа

Πᙁᆀ֎࠻ȑǴځ酀֎࠻ϐय़ᑈаϤѳБ公ЁаΟΜϖѳБ

公ЁаΠࣁज़ǴЪ܌ځ有֎࠻ᕴय़ᑈόளၻ၀࠻ϣ酏܌或ᐒᄬᕴय़

ᑈϐԭϩϐ二ΜǶ 

ಃ 4చ  ᓓ酏܌ϣӕኴቫ҂ᕅᏛ或ޔௗ對Ѧϐ໒口य़ᑈၲځᕴ

ᕅय़य़ᑈѤϩϐаǴЪ೯॥ؼӳޣǴளᇡࣁۓъЊѦ໒ޜܫ໔Ǵ

όڙҁᒤݤ֎࠻ೕۓϐज़ڋ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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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చ  ֎࠻Ǵόளࣁ֎аѦϐҔǶ 

ಃ 5చ  ֎࠻ϐᐱҥ႖໔ᔈ಄合ΠӈೕۓǺ 

ǵаࡂ鄕Ȑ或Ϻ݈ȑǵӦ݈及ѤᏛȐНݝᕅय़ǵ႖݈或ځд建ȑ

ᆶځд࠻ϣޜ໔區႖Ƕ 

二ǵҔܭ႖໔ϐ需ࣁόǵٛОϐ建ǴЪόள有ᜟޜठྟ

ຽрϐ計Ǵ٠ᔈ಄合ٛݤзϐೕۓǶ 

Οǵ人рΕ口ࣁѳՉ౽Ԅ計ЪૈԾ࠾鄆Ǵନ人рΕਔѦǴ 

όள໒௴Ƕ 

ಃ 6చ  ֎࠻ϐᐱҥޜፓᔈ಄合ΠӈೕۓǺ 

ǵ有ҔೱௗԿ࠻Ѧޜ໔ϐᆶ௨ᆅጕǴЪᆶҺՖځд࠻ϣޜ

໔ǵޜፓ或೯॥系統ϐ鄠ό相೯ೱǶ 

二ǵ࠻ϣᓸΚ相對ܭѦᓸ需ॄࣁᓸǴЪၲɄǷΖϤడԯНࢊȐΖ

QbtdbmȑаǶ 

Οǵ࠻ϣ೯॥ໆǴόளեܭѳБ公ЁኴӦ݈य़ᑈλਔ 41 ҥБ公

ЁǴЪλਔ需醚ٮ၀࠻ϣ֎࠻體ᑈΜ७аϐཥᗲޜǶ 

Ѥǵ࠻ϣ௨ྟ口Ǵᔈຯᚆ၀建築ނ及ځд建築ނϐрΕ口或ҺՖݤ٩

όள֎ϐ區ୱϖ公ЁаǶ 

政策

Ӝᆀ 

期

程 

對

象 

需 硬 體 環 境 配 合 或 有 助 硬 體 環 境 改 善 要 點 

公 共 建 築 

公共

建築

คނ

ምᛖ

ғࢲ

環境

୍

࿎Ꮴ

計畫 

9
1

年
起
抽
查
至9

5

年
之
後
全
部
納
入 

行
動
不
便
者 

1/ཥ建公共建築ނǶ 

 Ƕ改善ނ有公共建築ࡽ/3

4/建築ނคምᛖ鄠ࡼ改善୷ߎᆅ及運ҔǶ 

5/ᔠ人૽ᆅϐՉǶ 

5/ԃࡋ 1.3  Ƕຑਡԋ݀Չך༤酒Ծۑ

 環境相關٣Ƕࢲคምᛖғނд公共建築ځ/6

8/٩ᏵӈᆅȨཥ建公共建築ނคምᛖࡼǵ鄠ӈᆅమнȩǴҗ

࿎Ꮴہᒧۓ酏ܜӦ點 

 

政

策

Ӝ

ᆀ 

期

程 

對

象 

需 硬 體 環 境 配 合 或 有 助 硬 體 環 境 改 善 要 點 

住 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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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住

宅

政

策

ჴ

ࡼ

Б

ਢ 

9
7

年1

月
至1

0
0

年1
2

月 

全
體 

1/ࣴुคምᛖ住宅ϐ計ೕጄ 

3/٠ᔠ住宅ૈ܄ຑࡋڋ 

4/ᒤคምᛖ住宅計ೕጄڋݤϯբ 

5/ࣴᔕ合Ӛԃសቫ人γ及يЈምᛖޣϐ೯Ҕ住宅計Ћн 

5/ࣴᔕᙑ有住宅คምᛖϯ改善ϐೌמЋн 

6/ᇆ及ϩӚԃសቫ人γ及يЈምᛖۚޣ住ϐ೯Ҕ܄計 

8/相關及鄠配合೯Ҕ܄住宅計ࣴว 

9/ࣴु及คምᛖ住宅鄓ࡋ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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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       9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全人關懷建築科技計畫全人關懷建築科技計畫全人關懷建築科技計畫全人關懷建築科技計畫」」」」 
 

壹壹壹壹、、、、摘要說明書摘要說明書摘要說明書摘要說明書 
  98 年度政府科技計畫摘要說明書年度政府科技計畫摘要說明書年度政府科技計畫摘要說明書年度政府科技計畫摘要說明書 

審議編號 98-0803-02-05-03 

計畫名稱 全人關懷建築科技計畫 (2/4) 

申請機關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預定執行機關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計畫類別 

�國家型科技計畫 

�新興優先推動計畫 �加強型優先推動計畫 �延續型優先推動計畫 

�新興一般計畫 �延續型一般計畫 

�合併型計畫(優先推動計畫&一般計畫) 

計畫群組 
�生命科技 �環境科技 �資通電子 
�工程科技 �科技服務 �科技政策 

群組比重% 環境科技 

執行期間 98年 1 月 1 日  至98 年 12 月 31 日 

全程期間 97年 1   月  1  日  至  100  年 12   月  31  日 

中英文關鍵詞 
全人關懷建築、行動不便者、高齡者、安全（safe）、便利（accessible 

and usable）、安心（security）及貼心（hearty）之環境、通用設計

（Universal design） 

政策依據 

1. SRB-20030109000001A1  優先建立本土高齡及失能者人體計測資料

庫。 

2. SRB-20030109000005A1  結合建築、科技、醫療及運輸等跨專業資

源，規劃全面改善公共空間及居家之無障礙環境策略，獎勵民間推

廣運用。 

3. STWB-95120603000000A1 因應人口結構變遷與高齡化社會，發展相

關科技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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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政策目標及

內涵、計畫與 
政策關聯性 

1. 內政部2007年報院核定之「整體住宅政策具體實施措施」：整體住

宅政策主要目標為使所有國民享有安全健康且具尊嚴之居住環

境，實施重點之ㄧ為住宅無障礙化及提供適合不同身體機能及年齡

使用之住宅，及居住環境之無障礙化。 

2. 2007年內政部研訂之「人口政策」：針對國內高齡少子化問題，提

出應促進老人及身心障礙者福利，創造無障礙就業及生活環境，使

其享有生活尊嚴及發展機會。 

3. 國科會2003年開始推動之SRB 計畫：強調應優先建立本土高齡及失

能者人體計測資料庫，及結合建築、科技、醫療及運輸等跨專業資

源，規劃全面改善公共空間及居家之無障礙環境策略。 

說明計畫與 
科技關聯性 

本計畫係配合推動無障礙生活環境之政策，並擴大其考慮範圍，

除身障者及高齡者外，以更廣泛的角度，關懷各不同使用者需求，並

全面性的檢討建築及都市環境。本計畫以本所既有之法令及相關研究

為基礎，規劃加強對都市環境、既有建築環境等之改善策略與技術，

配合材料及設備認證，以積極推動建置關懷全人之生活環境，作為建

立福祉社會之基礎。 

另配合國科會辦理之高齡及失能者人體尺寸計測工作，進行兒童

及一般成人之尺寸計測及相關人體工學研究，以建立更完備之基礎資

料，俾可做更廣泛之應用。 

計畫目標及 
內容概述 

本計畫總目標為推動建置關懷全人之生活環境，引導建築與都市環境

規劃及相關產業發展，計畫內容分為三大主軸。 

ㄧ、推動建置全人關懷之生活環境 

  ﹙一﹚相關法令修正及技術研究 

1. 建築物通用化研究：延續本所目前研訂中之建築物無障礙環境

相關計畫，及針對舊有建築物部分進行研究，並提出具體之改

善技術及實施計畫，同時以關懷全人之通用性設計為目標。 

2. 都市環境通用化：延續進行人行道與建築介面、公園、及通用

化社區環境規劃設計研究，探討其問題癥結及提出改善技術及

實施策略與方向，以朝向關懷全人之通用化都市環境為目標。 

﹙二﹚整合相關政策及研究 

1. 建築及都市環境改善：循建築管理體系推動改善建築環境，並

探討建置示範計畫及協助地方政府推動改善計畫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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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合照顧服務與相關科技計畫：探討及規劃其所需要之建築及

都市環境，整合相關政策及科技研發發揮其整體效益。 

二、設備及材料認證 

1.研訂符合無障礙使用之材料、設備標準與檢測認證之方式。 

2.推動政府及民間機構辦理檢測及認證工作。 

三、本土性基礎資料建置 

1.辦理國人之人體尺寸計測。 

2.辦理人體工學基礎研究。 

預期效益 

一、藉由系統性法令研究，使法令規定更為完備周延，及進行建築與

都市環境及相關計畫整合，使所有人皆可享有安全、安心、貼心

之建築、社區及都市環境。 

二、推動無障礙設備及材料檢測認證，以提昇設備及材料之品質。 

三、進行基礎性研究，以更精確掌握適合國人需求之建築設計與環境

規劃。 

本計畫與相關單

位計畫之合作與

分工說明 

本計畫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主辦及執行。 

主要績效指標 
(KPI) 

一、學術成就方面： 

1.完成研究報告 10 案。 

2.舊有建築無障礙環境改善相關法令研修、人行道及公共設施無障

礙設計手冊、作為無障礙生活環境之推動參考依據。 

3.建立國內高齡者人體尺寸計測統計資料。 

4.進行人體工學及建築使用行為相關研究。 

二、技術創新方面： 

1. 推動無障礙昇降機認證相關業務，及研訂扶手與衛浴設備無障礙

性能標準。 

2. 協助業界推動檢測技術服務。 

三、經濟效益方面： 

1. 研訂地面材料防滑係數、扶手性能等相關法令規定，提升產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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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及便利水準。 

2. 協助廠商追求較高提升產品性能，提升經濟效益。 

相關聯計畫或前

一年計畫名稱 

全人關懷建築科技計畫 

近三年績效 

一、法令相關研究：進行無障礙建築環境相關法令系統性研究，對改

善無障礙環境有具體效益。 

1.2006 年研訂「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已完成法制發布，

將於 97 年 7 月 1 日施行，對推動落實無障礙建築環境有具體之

助益。 

2.2007 年完成「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置範圍法令之研究」，建議針

對新建築物，應全面性規定設置無障礙設施，朝向建構整體無障

礙建築環境，以因應高齡化社會。 

3.2008 年辦理「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解說」、「騎樓無障礙化研究」

及「通用化住宅規劃設計研究」，從住宅、公共建築物以及建築

物間之介面，逐步推動整體無障礙生活環境。 

二、設備及材料認證：推動無障礙設備及材料檢測及認證相關研究，

以提昇設備及材料之品質。 

1.2007 年完成「地面材料防滑性能基準之研究」，提出地面材料最

低防滑性能標準及檢測方法，明確規範地面之防滑程度，以降低

滑倒潛在風險。 

2. 2008 年辦理「無障礙設備及材料檢測認證制度研訂」，藉由源頭

管制，提升無障礙設備及材料之品質 

3. 2008 年辦理「材料表面與防滑性能之關聯性研究」，作為廠商研

發防滑材料之參考，以達到提升材料品質之目標。 

三、介面環境規劃建構：2008 年建構跨部會及研究領域平台，蒐集整

合國內輔具、智慧化建築、IT 產業、醫療保健、營建及福祉等政

策及計畫，以避免研究重複，及結合各相關部會，共同發揮最大

效益。 

四、本土性建築資料建置：2008 年進行「國內外人因工學資料蒐集及

研究規劃」及「視障者特性及引導設計研究」，以逐步建立本土性

建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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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總目標及說明總目標及說明總目標及說明總目標及說明    

ㄧㄧㄧㄧ、、、、緣起與目的緣起與目的緣起與目的緣起與目的    

所謂「全人關懷建築」，係指加強人文關懷，將過去以健康成年人為主要考慮對

象之作法，擴大包括身心障礙、兒童、老人等弱勢族群之需求，研究及推動建置適合

所有人的建築與都市環境，並配合相關照顧服務政策與科技計畫，使所有人無論其年

齡、性別、身心機能等差異，都能享有安全、安心、安定的居住環境。 

近年來，隨著國內人權平等觀念普及與高齡化之社會趨勢，政府致力於各項無障

礙環境建置、照顧服務政策及相關科技研發等，如「公共建築物」無障礙化，「加強

老人安養服務方案」、「新世紀健康照護計畫」、「照顧服務福利及產業發展方案」、「六

星計畫」、「身心障礙醫療復健輔具研發」及推動「智慧化建築」等，前述政策及科技

對國內老人及身障者之服務與照顧皆有很大的改善與提升。 

惟無障礙環境之建置若可綜合建築及都市環境，並進而擴大至考慮所有人需求之

「通用性設計」（Universal Design），而照顧服務政策及科技應用若能有適當的硬體

環境配合，則將可發揮更大之整體效益。所以本計畫以建置無障礙生活環境為基礎，

並朝向通用化之理念，並配合相關福利政策及科技應用，以建置關懷全人，使所有人

都可以享有安全、安心及安定的居住環境為目標。 

本計畫短期及長期目標分別說明如下： 

1. 短期目標：藉加強設備及材料檢測、整合輔具、建築、都市及交通環境界面等，

以強化無障礙相關法令技術及提升無障礙設施設備水準，並逐步推動本土建築資

料之建置作為計畫發展之基礎。 

2. 計畫目標：配合相關照顧服務政策與科技，規劃建置適合之硬體環境，使所有人

都能享有安全、安心、安定的居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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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計畫內容計畫內容計畫內容計畫內容    

﹙一﹚計畫範圍 

建築及都市環境規劃設計之發展，早期多以健康成年男性為考慮對象，直至 1950

年代，北歐諸國因主張社會整合（Integration），考慮障礙者使用需求之「無障礙生

活環境」﹙Barrier-free﹚，於焉誕生，並隨著障礙者回歸社會主流之思潮，迅速蔓延

至世界各國。 

所謂無障礙環境，係指利用無障礙設施、設備及無障礙空間，建構出行動不便者

可獨立到達、進出及使用之建築物，基本上是將過去以健康成年人為主要考慮對象之

思維，擴大將障礙者之需求一併納入。惟 1990 年代美國有一群建築師開始推動「通

用性設計」（Universal Design），主張所有設備及人造環境之規劃設計，均應全面性

考慮所有使用者，設計應簡單易於操作，且適用於所有人，亦即將無障礙環境融入通

用性設計。 

比較「通用性設計」與「無障礙設計」最大差別處，簡單的說，無障礙設計是去

除障礙的「減法」
註1
，通用設計則是事先考慮所有人需求，求得最大適用性是加法觀

念。由於通用設計為全方位之考慮，目前先進國家除以法規強制推動無障礙環境外，

近年來，在非強制性之指引部分，多逐漸導入通用設計之理念，強調建築、設備及設

施之方便使用、簡易操作及廣泛適用性
註2
。由於通用性設計必須考慮種不同使用者特

性、建築使用行為、生活習性及當地之地理環境、氣候等，所以須做深入之研究以整

合不同需求，掌握其共通特性，並配合當地之特色設計，因此綜觀各國發展，多係由

無障礙環境再逐漸朝向通用性環境發展。 

檢討國內目前建築規劃設計之發展，由於國內基礎資料及相關研究不足，所以本

計畫現階段將以整合輔具設備、檢討建築、社區及都市環境等問題，以建置全面性無

                                                 
註 1：參考林玉子「高齡者住宅供給及軟硬體系統整合制度之建立」p3。 

註 2：依據「The Principles of Universal Design Version 2.0—April 1, 1997, The Center for 

Universal Design」,相關資料，通用性設計有七大原則，包括：公平使用（Equitable Use）、彈

性使用（Flexibility in Use）、簡單易懂（Simple and Intuitive）、提供資訊（Perceptible 

Information）、容許錯誤（Tolerance of Error）、減少身體負擔（Low Physical Effort）、適當

之可及性及操作空間（Size and Space for Approach and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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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環境為優先，同時進行國內本土性資料建置及加強相關研究，以逐步朝向通用性

建築環境為長期目標。 

另外，為使相關照顧政策及科技計畫，可以有適合之硬體環境以發揮更大之整體

效益，本計畫將彙整相關福利政策、措施及計畫、輔具科技及智慧化建築等，探討其

所需要之建築及都市環境，整合前述通用性設計，配合規劃建構相關福政策及科技計

畫所需要之硬體環境，以建置適合於所有人且能使各項計畫充分發揮其效益之建築及

都市環境。 

由於計畫涵蓋範圍相當廣泛，為達到前述目標及考量現有可提供支援之研究及技

術能量，本計畫規劃出五項分項計畫推動辦理，包括建置整體無障礙生活環境、介面

環境規劃建構、無障礙材料及設備檢測認證、本土性建築資料建置及加強國際接軌，

說明其辦理重點如下： 

1.建置整體無障礙生活環境：綜合設備、建築、都市環境及考慮大眾運輸之環境介面，

作全面性之規畫建置，並進行通用性設計﹙Universal Design﹚相關研究。 

2.介面環境規劃建構：配合醫療保健、福祉照顧與相關科技計畫，探討及規劃其所需

要之建築及都市環境，使相關政策及科技研發，更能積極發揮其整體效益。 

3. 推動無障礙設備及材料檢測認證：藉由源頭管制，提昇無障礙設備及材料品質，

確保建築在無障礙相關安全及便利性等規定得以推動落實。 

4. 本土性建築資料建置：對障礙者、高齡者及兒童等之人因工學、建築使用行為，進行

系統性之研究調查，以確實掌握本土特性，作為發展本土性建築科技之基礎。 

5. 加強國際接軌：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加強國際交流合作，引進先進知識與技術，

以提昇研究水準及加強產業之創新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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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限制 

安全的環境涵括範圍相當廣泛，從大環境來看，必須考慮防汎、坡地災害等，

就建築物個體而言，需考慮結構、防火避難、防止跌落滑倒，甚至還包括人身安全、

防盜等。 

     前述安全相關課題，在營建署、消防署及建築研究所等單位，無論在法令或進

行中之研究計畫多數皆已涵括，惟因目前的考慮仍多以健康成年人為主要考慮對象，

對於高齡者、障礙者等弱勢族群，因身體機能之限制，為確保其使用之安全性與便利

性，必須做更為周全之考慮，本計畫主要即為彌補上述法令與計畫之不足，加強在無

障礙設備、材料及整體無障礙環境之考慮，並以涵括所有人之通用性設計為計畫宗旨。 

所以有關結構、防火、防汎等安全或防盜等人身安全，或住宅政策、福祉計畫

等安居政策或計畫，並不在本計畫範圍，本計畫係著重於弱勢族在建築及都市環境之

需求，配合前述法令、政策或計畫等，共同達到安全、安心、安定的居住環境為目標。 

三三三三、、、、計畫說明計畫說明計畫說明計畫說明    

      茲就前述計畫重點，進一步說明相關背景及辦理方向如下： 

﹙一﹚建置整體無障礙生活環境 

  國內自民國 70 年左右推動建置無障礙環境以來，雖政府及民間皆投入不少人

力物力，惟多集中在「公共建築物」及交通運輸工具等，由於無障礙環境必須具備連

續性之特性，對於行動不便者而言，為協助其獨立生活，其考慮範疇實須包括自助器

具、生活輔具與建築、都市環境、交通工具等，及相互間之聯結﹙如圖 1.1﹚。所以本

計畫將綜合考慮設備輔具、建築、騎樓、人行道及都市環境等，作全面性之規劃建置，

以推動落實整體無障礙生活環境之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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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3.1  無障礙生活環境實現圖與本計畫之範圍界定圖 

                     圖來源：本計畫參考「經營一輩子的家」繪製 

﹙二﹚介面環境規劃建構 

     20 世紀末期以來，先進國家多陸續面臨高齡社會所帶來的衝擊，綜合各國之作

法，發現其在發展照顧服務政策及引用相關照顧科技時，多有配套之硬體環境改善及

規劃建置，使各項政策及科技可以發揮最大的效益。 

如日本政府因應高齡人口遽增，除陸續推出各項福利政策外，於 1991 年訂定「福

祉街區環境事業辦法」，整體規劃社區環境配合福利照顧政策進行建設，同時因應「原

居老化」之政策，公營、公團相繼推行「住宅無障礙化改善」，厚生省亦於 1993 年推

出補助住宅改造措施等。此種作法，對其相關政策成效落實發揮，確有積極之助益。 

我國自 2000 年起，亦積極推動各項政策與計畫，如「加強老人安養服務方案」、

「新世紀健康照護計畫」、「照顧服務福利及產業發展方案」、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促

進實施方案」等，前述政策雖然對老人及身心障礙者之醫療保健及照顧服務有或多或

少的幫助，惟部分政策如在地服務、原居老化等，由於跨領域之整合不足，在建築及

計畫範圍 考慮介面整合 考慮介面整合 推動認證及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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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都市環境等硬體環境部分，未能配合建置改善，致影響其整體效益。 

另外，在輔具及照顧科技方面，由於建築是生活的容器，所以相關科技的應用也

必須建立在適合的硬體環境基礎上，例如輪椅必須配合適合的建築環境，才得以發揮

其協助障礙者獨立生活之功能等。惟「目前我國有關輔具及照顧科技的發展及應用，

與照顧服務體系現況類似，資源散落在各個部會，對話的空間及機會不多」
註 3
，不但

可能有資源重覆錯置之情況，亦缺乏與建築及都市環境之配合，所以影響其研發及推

動成效，亟待整合使科技成效得以充分發揮。 

所以本計畫擬籌組一跨領域團隊，蒐集各項相關福利政策及相關科技計畫，檢討

現有之各項硬體環境，並長期追蹤規劃整合建築及都市環境相關領域，及修正發展方

向以配合醫療保健、照顧服務政策、輔具科技及智慧化建築等，俾可避免資源浪費，

並發揮更大之整體效益。 

﹙三﹚推動無障礙材料及設備檢測認證 

良好的建築環境必須有優良的設備及材料為基礎，如日本的 UL 品質認證及各項

材料檢測，國內目前雖然在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的努力下，許多材料及設備皆已有檢測

方式及標準，惟標檢局多僅針對產品的安全性及耐用性等進行檢測，至於該項產品的

適用性則往往不在其規範之範圍，以無障礙昇降機為例，有關機械性能、安全及耐用

等皆已有規定，惟無障礙昇降機需設置之扶手、鏡子、適合輪椅乘坐者使用之操作盤、

點字及語音等，則未列入規定。 

由於國內缺乏無障礙設備認證之制度，影響無障礙環境建置成效至鉅，尤其無障

礙昇降機及廁所使用之馬桶，錯誤率超過 50％
註 4
，另外如地面防滑材料，扶手承載力

等，影響使用安全至鉅，目前皆缺乏性能標準及檢測規定，為使無障礙環境之建置，

可確實掌握其性能品質，本計畫將致力於建立無障礙設備認證及材料檢測制度，以藉

由良好的源頭管制，達到整體推動落實無障礙生活環境的目標。 

﹙四﹚本土性建築資料建置 

                                                 
註 3
 摘錄自，胡名霞﹙2007﹚「全人照顧關懷科技計畫先期規劃」p.30。 

註 4 ：依據黃耀榮教授 88 年對國內無障礙設施實作調查，及營建署歷年無障礙生活環境督導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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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障礙者、高齡者及兒童等，因其身高尺寸及身體機能之不同，其對應之環

境需求皆需要做深入之研究，方能掌握其需求，規劃設計適合之建築環境，並作為相

關輔具及設備研發之基礎，所以各國皆有專門單位進行研究，如日本的老人福祉研究

中心、美國身心障礙者法規劃設計指引協會、國際建築法規委員會之無障礙環境研究

委員會等，皆長期進行調查研究，而我國對於國人之建築使用行為等本土特性，缺乏

系統性研究，以致目前相關規劃設計規定多引用國外研究及數據資料做為研訂之參考

註 5
。 

國內目前對於人體尺寸雖已有部份統計資料，惟該資料是否足以應用於建築之規

劃設計，另外在建築使用行為之研究，包括建築使用與人因工學之關連性、建築使用

之物理空間、心理空間等，皆需要做系統性之研究調查，以確實掌握國人之本土特性，

作為未來發展通用性設計與提升輔具科技水準之基礎。 

﹙五﹚加強國際接軌 

無障礙生活環境在國外已發展超過半世紀，而通用性設計也已推動多年，相關

的專業研究單位極多，如英國 BRE Building Research and Consultancy、CIB 的

Working Commission and Task Group （W084 Building Comfortable Environments 

for All）、日本的老人福祉研究中心、美國的 ICC、The Center for Universal Design 

等。 

                                                 
註 5 ：以本所 95 年研訂之「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草案」為例，其中與人體工學相關者，如扶手高度、

馬桶座高度、樓梯之級高及級深等，由於國內缺乏相關研究，皆先參考國外之數據訂定。 



全人關懷整合相關研究計畫 

 12 

國內過去雖已陸續進行相關研究，同時也曾數次邀請相關國外專家學者來台
註

6
，惟整體而言，仍缺乏與國際相關專家學者深入之交流討論，亦未參與國際相關研究

組織作經常性之資訊交流，而國內在無障礙生活環境及通用性設計之研究，皆尚在初

步階段，宜積極參與國際組織並加強與國外學者專家交流，引進其知識及技術，同時

拓展國內外合作，以提升國內之技術及研究水準。 

                                                                  

圖 3.3.2   本科技計畫研究架構圖 

                                                 
註 6 ：如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曾於 91 年邀請日本老人住宅專家來台辦理三天之座談會，及營建署於

93 日中日工程研討會邀請無障礙專家林玉子來台，辦理二次座談會等。 

全
人
關
懷
建
築
科
技
計
畫

建置整體無障礙生活環境

介面環境規劃建構

推動認證及檢測制度

本土性建築資料建置

加強國際接軌

建築物無障礙改善

整合建築及都市環境無障礙化

通用化建築及都市環境研究

整合相關照顧福利及科技計畫

配合福利及科技計畫規劃硬體環境

建立無障礙設備認證及材料檢測制度

研訂無障礙設備認證及材料檢測標準

推動無障礙設備認證及材料檢測

國人建築使用行為相關資料研究調查

不同年齡及身心機能特性與使用需求研究

邀請國外相關專家訪問交流

積極參與國際研究組織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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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總目標總目標總目標總目標    

﹙一﹚中長期策略目標 

      本計畫之最終目標為關懷、體貼所有不同年齡、性別、體能及心智的人，

推動建置適合所有人使用之通用性生活環境，同時配合相關福利政策及照顧科

技計畫，使所有人都可以享有安全、安心、安定的居住環境。具體之策略目標

為： 

1. 結合建築、科技、醫療保健、都市環境及運輸等跨專業資源，規劃全面改

善建築及都市環境，推動建置適合所有人使用之通用性生活環境。 

2. 配合國內智慧化建築、保健與照顧服務政策與計畫，藉示範社區之成果與

經驗，擴大其推廣成效，使全國無論其年齡、性別及身心機能，皆可以享

有安全、安心與安定之居住環境。 

3. 推動無障礙設備材料認證及檢測，以提升國內無障礙環境品質，並藉由性

能標準與國際接軌，以加強國內產品進軍國際市場之競爭力。 

 4. 建立本土性建築基礎資料，對國內不同年齡、身心機能的人，進行系統性

的建築使用行為研究調查，以確實掌握國人特性，俾更精確掌握與規劃設計

符合本土特性之建築與都市環境；同時本基礎資料可作為輔具相關產業研發

之基礎，提昇國內輔具工業競爭能力。 

﹙二﹚短期策略目標 

    本計畫之短期策略目標為建置考慮高齡者、行動不便者需求之無障礙生活環

境，同時蒐集及了解相關科技及福利政策，並配合規劃其所需之建築及都市環境，

以發揮最大的整體效益，另外，進行國人建築使用行為之調查研究，以掌握本土

特性作為未來建築及相關科技發展之基礎。短期策略目標包括： 

1. 建置整體無障礙生活環境：整合材料設備、建築物、都市環境等，包括相關

介面之連結，如騎樓、人行道整平、公園無障礙化及大眾交通系統之硬體配

合等，以建置整體無障礙生活環境，並計畫建置。 

2. 配合福利及科技政策規劃硬體環境：整合國內相關照顧科技、照顧服務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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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醫療政策與措施等，推動建立一個示範性社區，使該社區具備居家安全、

生活安全、無障礙環境設施設備、增進獨立生活的能力及醫療服務等五大面

向，相關科技與福利政策能發揮最大之整體效益，使居民享有安全、安心與

安定之居住環境。 

3. 推動檢測及認證：研訂無障礙設備及材料性能基準，並建立相關檢測及認證

制度，以與安全性相關者優先辦理，如地板防滑係數等，以提昇無障礙環境

水準。 

4. 建置本土性建築資料：蒐集及綜合比較分析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規劃我國

之本土性研究調查計畫，並以視障者優先辦理，探討研究其特性、定向行動及

引導方式等，以建立本土性建築相關基礎資料。 

5. 加強國際接軌：參與國際相關研究組織，如 CIB 相關研究小組，並邀請國外

專家學者來台辦理研討會，加強國際交流合作，以提升國內研究及技術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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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叁叁叁、、、、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 

全人關懷科技計畫，主要為研究及推動建置關懷體貼所有人的建築與都市環境，

並配合相關照顧服務政策與科技計畫，使所有人無論其年齡、性別、身心機能等差異，

都能享有安全、安心、安定的居住環境。 

本科技計畫涉及層面較大，多數工作必須逐步推動，絕非一蹴可及，因此本計畫

本﹙98﹚年主要為延續 97 年之工作，在既定方向上，配合 97 年之研究發現及各相關

計畫修正，同時加強橫向之整合，包括建築、社區及都市環境之介面整合等，以朝向

整體無障礙、通用化之生活環境努力。 

98 年預期效益及主要績效指標，分別說明如下﹙各分項計畫預定辦理之研究重點

如表﹚： 

一、建置整體無障礙生活環境  

整合設備、材料、建築、都市環境及交通運輸等，以推動建置無障礙生活

環境。本年之具體效益為： 

1. 法令技術研究：完成「舊有建築物無障礙改善法令及技術研究」，以解決目

前迫切之建築環境無障礙化改善及建置問題。 

2. 建築及都市環境部份：完成騎樓無障礙化技術手冊，及通用化公園規劃設計

研究，以作為推動建置無障礙生活環境之依據。 

二、介面環境規劃建構 

整合醫療保健、照顧服務、生活輔具、智慧化居住空間相關計畫，規劃適

合之硬體環境，使各項福利措施及科技發展得以發揮更大之整體效益。藉由計

畫組成之跨領域專業團隊，以長期蒐集追蹤各項相關計畫及措施，探討及規劃

其所需配合之建築及都市環境。 

本年之具體效益為延續上﹙97﹚年建構之跨部會及研究領域平台，探討如

何配合醫療保健、照顧服務政策、輔具科技、智慧化建築等政策及相關科技發

展，規劃設計建築及都市環境，以共同發揮更大之整體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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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無障礙設備材料認證及檢測制度 

      基於無障礙相關設備、材料之研發與應用日廣，配合訂定性能標準及檢測認證

制度，以確實掌握其品質並鼓勵新設備材料之研發應用。本年之具體效益為： 

1. 推動檢測：應用上﹙97﹚年研訂之認證及檢測制度，推動無障礙昇降機認證及

地面材料防滑檢測。 

2. 訂定性能標準：探討扶手承載力標準及檢測方法及研訂無障礙衛浴設備標準

等。 

四、本土性建築資料建置 

      蒐集整合國內現有人體計測資料，並針對國人建築使用行為，包括不同年齡、

身體機能之物理性空間及心理性空間需求等，進行研究調查，以更精確的掌握適合

國人需求之建築設計與環境規劃，及作為國內生活輔具及相關科技研發創新之基

礎。本年之具體效益為： 

1. 本土性資料建置：依據研究規劃，以行動不便者為對象，進行人因工學及使用

行為之調查研究。 

2. 視障者需求環境探討：延續上﹙97﹚年之視障者特性調查，探討符合其使用需

求之環境規劃設計。 

五、國際接軌 

國外有關無障礙生活環境及通用性設計，無論學術研究或技術應用，皆已相

當成熟，極具參考價值，本計畫將積極參與國際研究，引進其知識及技術，同時

拓展國內外合作，以提升國內之技術及研究水準。本年之具體效益為： 

1. 專家邀訪：邀請國外相關專家學者來台進行訪問，並召開 1至 2場研討會。 

2. 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參與國際相關組織及參加國際會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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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98 年度各分項計畫預定辦理之重點 

分項計畫  年度 研究課題 

一、建置整體

無障礙生活

環境 

98 舊有建築物無障礙環境改善研究﹙法令及技術﹚ 

騎樓及人行道路無障礙改善研究﹙法令及技術﹚ 

通用化公園規劃設計研究 

二、介面環境

規劃建置 

98 住宅如何配合醫療保健、照顧服務及社區營造等政策及計畫規劃探

討住宅如何配合輔具、智慧化建築、IT 產業等規劃 

三、推動設備

材料認證及

檢測 

98 扶手之使用性與安全性研究﹙材料設備﹚ 

無障礙衛浴設備﹙含馬桶、洗臉盆、浴缸及浴椅﹚等標準研訂 

地面材料防滑性能標準及檢測方法檢測 

無障礙昇降機認證 

四、本土性建

築資料建置 

98 適合視障者之環境規劃設計研究    

行動不便者人因工學及使用行為調查研究    

五、加強國際

接軌 

98 邀請通用設計相關國外專家來台辦理研討會    

積極參與國際相關組織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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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計畫內容說明計畫內容說明計畫內容說明計畫內容說明    

ㄧㄧㄧㄧ、、、、計畫關鍵字計畫關鍵字計畫關鍵字計畫關鍵字    

無障礙環境、通用性設計、設備認證、材料檢測、本土性建築資料 

二二二二、、、、計畫內容計畫內容計畫內容計畫內容    

本計畫分為五項子計畫，第一部分為建置整體無障礙生活環境、第二部份為整合

相關照顧服務政策及科技計畫，探討規劃其所需之建築及都市環境、第三部份為推動

無障礙設備材料之認證及檢測制度、第四部份為建置本土性建築基礎資料，第五部份

為加強國際接軌。本科技計畫本﹙98﹚年為第二年，將以上﹙97﹚年之研究為基礎，

延續辦理各項計畫，分別說明計畫內容如下： 

﹙一﹚建置整體無障礙生活環境 

    國內目前在無障礙環境之建置部份，仍多著重於醫院、學校、福利機構等「公共

建築物」
註7，欲建立完整之無障礙生活環境，除建築物必須周到的考慮行動不便者之

使用需求外，有關道路及公共設施，如人行道、騎樓、道路、公園等為連接建築物形

成無障礙生活環境的關鍵元素，尚有極大之改善空間。 

     除前述建築與都市環境外，對於行動不便者而言，為協助其獨立生活，其研究

範疇更必須包括自助器具、生活輔具與建築、都市環境、交通工具，及相互間之聯結。

本計畫針對前述問題，將在既有之研究基礎上，整合輔具、單元空間、建築、都市環

境及交通工具等可以做順暢的轉換與聯接，國內目前在輔具部份已有專責研究單位，

而交通運輸部分也有交通相關主管機關負責改善，惟以往的研究或規定多以各自之範

疇為主，缺乏介面整合。 

    本分項計畫，將綜合輔具設備、建築物及都市環境等，就法令層面進行研修正及

技術部份進行研究創新，先以新建之建築物及都市環境應如何規劃設計為對象，使新

建置的部份可以達到無障礙生活環境之要求。其次，針對舊有建築物及既成都市環境

部分，進行其改善之可行性及技術部份之研究，期望全面性、整體性的推動建置無障

                                                 
註 7 公共建築物：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章第 169 條規定，公共建築物含括之範圍包括社

會福利機構、醫院、政府機關、水陸空運輸場站等、圖書館、及會場、寺廟、展覽場、公共廁所、體

育館、學校等，計有 16 類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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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生活環境。同時進行「通用性設計」（Universal Design）之研究，以全面性規劃考

慮所有使用者，並兼顧國內之地理、氣候等本土特性環境需求之建築與都市環境。 

本分項計畫在本 97 年度已辦理「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解說」、「騎樓無障

礙化研究」及「通用化住宅規劃設計研究」，98 年度將延續辦理既有建築物之無障礙

環境改善、騎樓及人行道無障礙化改善、及通用化公園規劃設計研究等，期涵括新舊

建築物、騎樓、人行道與公共設施等，以逐步進行全面性建築及都市環境無障礙化與

通用化之研究。 

98 年 

◇ 既有建築物無障礙環境改善研究﹙法令及技術﹚ 

◇ 騎樓及人行道路無障礙改善研究﹙法令及技術﹚ 

◇ 通用化公園規劃設計研究 

99 年 

◇ 舊有建築物改善技術手冊研訂 

◇ 舊有騎樓及人行道無障礙化改善技術手冊 

◇ 通用化社區環境規劃設計研究 

100 年 

◇ 舊有建築物無障礙改善推動計畫 

◇ 舊有騎樓及人行道無障礙改善推動計畫 

◇ 通用化社區示範規劃計畫 

﹙二﹚介面環境規劃建構 

    硬體環境為推動相關福利政策之舞台，無論是「居家老化」、「在地老化」、「輔具

科技推廣」或「智慧化居住空間」等，若硬體環境未能配合建設，則各項福利政策與

科技研發應用都不易發揮其最大效益。本計畫希望可藉由介面與平台之建立，結合醫

療保健、住宅政策、社會福利政策與措施等，由一組專業團隊檢討現有之各項介面，

並長期追蹤整合建築及都市環境相關領域，及規劃配合相關社會福利政策及科技計畫

所需之硬體環境，以共同發揮更大之整體效益，達到建置安全、安心、安定的福祉社

會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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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項計畫在上﹙97 年﹚已邀請營建署、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社會司等單位，

及相關學者專家，組成跨部會及研究領域之平台，以蒐集整合國內醫療保健、照顧服

務及相關社區營造等政策及計畫及整合國內輔具、智慧化建築、IT 產業等計畫，以避

免研究或計畫之重複，並確立本研究在整體計畫中應扮演之角色與工作，及探討建築

及都市環境應如何規劃以配合各相關計畫，以共同發揮更大的整體效益。 

由於營建署及社會司等目前皆以居住環境為施政重點，配合該等政策，98 年度將

以住宅為對象，探討住宅應如何規劃設計，以配合福利政策及相關科技之需求，使其

可以發揮最大之整體效益，並預定於 99、100 年將擴大至社區及鄉鎮之規劃設計，使

整體之居住環境可做最好配合。 

98 年 

◇ 探討住宅如何配合醫療保健、照顧服務及社區營造等政策及計畫規劃設計 

◇ 探討住宅如何配合輔具、智慧化建築、IT 產業等規劃 

99 年 

◇ 探討社區如何配合醫療保健、照顧服務及社區營造等政策及計畫規劃 

◇ 探討社區如何配合輔具、智慧化建築、IT 產業等規劃 

100 年 

◇ 探討鄉鎮及都市環境如何配合醫療保健、照顧服務及社區營造等政策及計畫規

劃 

◇ 探討鄉鎮及都市環境如何配合輔具、智慧化建築、IT產業等規劃 

﹙三﹚推動設備材料認證及檢測 

良好的設備及材料為優良環境建置之基礎，國內目前對設備及材料之認證，通常

僅以必要之安全性為主，未考慮所有人之適用性，本計畫以對所有人影響較大的材料

及設備，如昇降機、地面材料防滑等，優先研訂符合無障礙使用之材料、設備標準與

檢測認證之方式，及推動政府及民間機構辦理檢測及認證工作，以作為良好環境建置

之基礎。 

目前國內設備並未針對是否符合無障礙進行認證，部份無障礙設施由於設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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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造成障礙者無法使用，尤以廁所及昇降機最為常見，而材料部分，由於缺乏性能

標準，如地面防滑及扶手承載力等皆與安全息息相關，需要做明確之規定及進行檢測

以確保其安全性與便利性。 

本分項計畫在上﹙97﹚年已辦理「無障礙相關設備及材料檢測及認證制度研訂」、

「地面材料防滑係數相關法令及標準研訂」及「無障礙昇降機標準」等。本﹙98﹚年

將依研訂完成之檢測認證制度，推動無障礙昇降機認證、地面材料防滑性能檢測，及

進行扶手使用性與安全性標準及檢測、及無障礙衛浴設備等標準研訂之研究。 

98 年 

◇ 扶手之使用性與安全性標準及檢測研究﹙材料設備﹚ 

◇ 無障礙衛浴設備﹙含馬桶、洗臉盆、浴缸及浴椅﹚等標準研訂 

◇ 地面材料防滑性能檢測 

◇ 無障礙昇降機認證 

99 年 

◇ 門把推力、拉力標準研究 

◇ 無障礙衛浴設備認證 

◇ 扶手使用性與安全性檢測 

◇ 持續辦理地坪防滑係數檢測及無障礙昇降機認證 

100 年 

◇ 門把拉、推力檢測 

◇ 持續辦理地坪防滑係數、扶手使用性與安全性檢測 

◇ 持續辦理無障礙昇降機、衛浴設備認證 

﹙四﹚本土性建築資料建置 

     無論設備或建築規劃設計皆須考慮使用者之身高尺寸及使用習性，國內雖有部

分人體尺寸計測統計，惟因缺乏系統性之研究，尤其有關動態人因工學及建築使用行

為之研究調查等，以致在研訂建築相關設計規定及研發輔具及設備時，多參考國外之

資料，影響本土性研究發展至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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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項計畫擬建置國內本土性建築資料，以做為發展國內相關科技及規劃設計符

合國人需求之建築及都市環境之基礎。主要重點包括蒐集國內現有相關統計資料，檢

討其應用在建築規劃設計及輔具設備等之不足之處，進行研究調查。以建置本土性長

遠之效益為目標，著重於基礎性之調查研究及國際間之合作交流為主，以期建築及都

市環境之規劃設計及相關設備等可真正符合本土特性，同時著重與國際交流，以提升

國內相關研發水準，進而發展出我國之福祉科技，做為未來開拓國際市場之基礎。 

本分項計畫上﹙97﹚年已辦理「視障者特性、定向行動及引導研究」，並完成國

內現有人體工學資料蒐集、國外人因工學相關資料及研訂後續研究調查計畫。本﹙98﹚

年將依據研究調查計畫，以高齡者為優先，進行人因工學與使用行為研究，同時依據

上ㄧ期完成之視障者特性，進行「適合視障者之環境規劃設計研究」。 

98 年 

◇ 適合視障者之環境規劃設計研究 

◇ 行動不便者人因工學及使用行為調查研究 

99 年 

◇ 肢體障礙、聽障者特性及建築使用行為調查研究 

◇ 高齡者人因工學及使用行為調查研究 

100 年 

◇ 失智症等相關機能障礙者特性及建築使用行為調查研究 

◇ 兒童人因工學及使用行為調查研究 

﹙五﹚加強國際接軌 

國內目前對於無障礙生活環境及通用性設計，皆尚在初步階段，應積極參與國際

研究，引進其知識及技術，同時拓展國內外合作，以提升國內之技術及研究水準。 

為加強與國際接軌，本分項計畫在上﹙97﹚年已邀請日本 BL 認證專家來台辦理

研討會，同時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如 CIB Working Commission and Task Group （W084 

Building Comfortable Environments for All）等。本﹙98﹚年預定邀請通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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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國外專家來台辦理研討會，並積極參與國際組織與研討會等。  

98 年 

◇ 邀請通用設計相關國外專家來台辦理研討會 

◇ 積極參與國際相關組織及會議 

99 年 

◇ 邀請通用設計相關國外專家來台辦理研討會 

◇ 積極參與國際相關組織及會議 

100 年 

◇ 辦理通用設計國際研討會 

◇ 積極參與國際相關組織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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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全人關懷建築科技計畫整體研究課題一覽表 

分項計畫  年度 研究課題 

一、建置

整體無

障礙生

活環境 

 

97 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解說﹙技術解說﹚ 

騎樓無障礙化研究﹙法令研修﹚ 

通用化住宅規劃設計研究 

98 騎樓及人行道路無障礙改善研究﹙法令及技術﹚ 

通用化公園規劃設計研究 

通用化社區環境規劃設計研究 

99 舊有建築物無障礙環境改善研究﹙法令及技術﹚ 

舊有騎樓及人行道無障礙化改善技術手冊 

通用化社區示範規劃計畫 

100 舊有建築物改善技術手冊研訂 

舊有騎樓及人行道無障礙改善推動計畫 

通用化社區示範建置計畫 

二、介面

環境規

劃建構 

97 整合國內醫療保健、照顧服務及相關社區營造等政策及計畫 

整合國內輔具、智慧化建築、IT 產業等計畫 

98 配合醫療保健、照顧服務及社區營造等政策及計畫規劃居住環境之研究 

配合輔具、智慧化建築、IT 產業等規劃居住環境之研究 

99 配合醫療保健、照顧服務及社區營造等政策及計畫規劃都市環境 

配合輔具、智慧化建築、IT 產業規劃都市環境 

100 結合相關單位推動建置實際示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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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全人關懷建築科技計畫整體研究課題一覽表﹙﹙﹙﹙續續續續﹚﹚﹚﹚    

分項計畫  年度 研究課題 

三、推動

設備材料

認證及檢

測 

97 無障礙相關設備及材料檢測及認證制度研訂 

地坪材料防滑係數相關法令研訂 

無障礙昇降機標準研訂 

98 扶手之使用性與安全性研究﹙材料設備﹚ 

無障礙衛浴設備﹙含馬桶、洗臉盆、浴缸及浴椅﹚等標準研訂 

地坪材料防滑係數檢測 

無障礙昇降機認證 

99 門把推力、拉力標準研究 

無障礙衛浴設備認證 

扶手使用性與安全性檢測 

100 持續辦理地坪防滑係數檢測及無障礙昇降機認證 

門把拉、推力檢測 

持續辦理地坪防滑係數、扶手使用性與安全性檢測 

持續辦理無障礙昇降機、衛浴設備認證 

四、本土

性建築資

料建置 

97 國內外人因工學資料蒐集及研究規劃    

視障者特性、定向行動及引導研究    

98 適合視障者之環境規劃設計研究    

行動不便者人因工學及使用行為調查研究    

99 肢體障礙者特性及建築使用行為調查研究    

高齡者人因工學及使用行為調查研究    

100 失智症等相關機能障礙者特性及建築使用行為調查研究    

兒童人因工學及使用行為調查研究 

五、國際

接軌 

97 邀請國外相關學者來台短期訪問及辦理座談會    

積極參加國際組織相關會議    

98 邀請通用設計相關國外專家來台辦理研討會    

積極參與國際相關組織及會議    

99 邀請通用設計相關國外專家來台辦理研討會    

積極參與國際相關組織及會議    

100 辦理通用設計國際研討會 

積極參與國際相關組織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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