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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第6屆府外委員選舉身心障礙者福利或權益保障之團體或公益法人候選人名單 
 

序號 單位名稱 單位簡歷 單位推

薦代表
姓名 

職稱 性別 最高學歷 相關經歷 擔任推動小組委員理念 

1 財團法人鄭豐喜

文化教育基金會 

民國六十六年設立「財團法人

鄭豐喜文化教育基金會」，是
國內最早從事身心障礙公益慈

善 業 務 的 基 金 會 。  

 
源起：鄭豐喜先生於民國64 

年以31 歲英年早逝。他一生

艱苦奮鬥、力爭上游的精神深
深感動當時的社會人心，更婉

惜年輕生命的驟去，集結社會

善 心 人 士 捐 款 設 立 。  
 

宗旨：發揚鄭豐喜精神‧ 幫

助肢體障礙朋友 

黃俊男 身心障

礙權益
行動總

監 

男 國立和美

實驗學校
(省立彰化

仁愛學校) 

臺北市政府 市政顧問 

財團法人鄭豐喜文化教育基金
會 總監  

「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CRPD）首次國家報告審查委
員會」委員  

交通部無障礙交通環境推動小

組 委員  

「臺北巿社會福利委員會」委

員。  

「臺北巿政府身心障礙者保護
委員會」委員  

交通部觀光局無障礙委員會委

員。  

「臺北市身心障礙者小型冷氣

車服務品質監督委員會」委

員。  

「臺北市身心障礙者就業政策

諮詢委員會」委員。  

復興廣播電台 主持/企劃  

受邀各界演講，以《推動身心

障礙權利》為講題，已達四百

場次。  

「台北巿無障礙環境推動委員

會」，協助政府推動台北市無

障礙環境。  

「我要搭公車」臉書社團版

主。 

長期以來，障礙者被外在有形與無形

的種種障礙，而失去了許多身為一個
「人」所應有的基本權利，如最常呼

籲的社會參與權利等，而去除這些障

礙，已然是身權小組的重要工作之
一 。 

 

無論是 CRPD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特教法等，但

政府或民間，亦常有損及障礙者權

益，甚至歧視等事發生，故身權小組
受理身心障礙者權益受損協調事宜

時，應本於保護障礙者權益為基礎，

受理障礙者申訴事宜。 
 

除保護身心障礙者權益及福利，更應

督促政府積極規劃及研究，令障礙者
權益更受到重視與保障、福利更臻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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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北市智障者家
長協會 

一、宗旨：本會以結合台北市
關心智障者人士，爭取智障者

合法權益，促進智障者福利為

宗旨。 
二、任務： 

(一)建立台北市智障者服務資

訊網絡。 

(二)反應智障者及其家庭之需

要。 

(三)提昇智障者就醫、就學、
就業、就養等服務品質。 

(四)爭取智障者合法權益。 

(五)促進智障者福利相關之研
究發展。 

(六)增進社會大眾對智障者的

認識與關懷。 
(七)從事舊衣收集及再利用之

工作，以促進心智障礙者之工

作能力及提供工作機會。 
(八)擔任心智障礙者之監護

人、輔助人或信託監察人 

(九)提供特殊需求學生家庭支
持服務。 

(十)其他符合本會宗旨之有關

事宜。 
 

三、成立經過： 

本會於民國七十九年六月通過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立案，並在

臺北地方法院辦理法人登記，

全名為「社團法人台北市智障
福利協進會」。至第二屆第一

次會員大會通過更名案，本會

賴豐福 理事長 男 真理大學
宗教研究

所 碩士 

台北市智障者家長協會理事 
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

董事 

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
常務董事 

台北市智障者家長協會副理事

長 

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

董事長 

1. 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委員應協
助市政府在推動各項身心障礙者服

務措施時提供建議。身權小組應成

為市政府與提供服務的民間團體以
及接受服務的身障者溝通的橋樑。 

 

2. 身心障礙者權益小組委員應有參與

本市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的經驗，

同時反映的意見是多數身障者均面

臨的問題，在身權小組中應減少個
人問題的討論，應著重在整體政策

的討論。 

 
3. 尤其對於台北市在回應身心障礙者

人權公約國家報告書上，身權小組

應多多的深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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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單位名稱 單位簡歷 單位推
薦代表

姓名 

職稱 性別 最高學歷 相關經歷 擔任推動小組委員理念 

更名為「台北市智障者家長協
會」。服務對象為設籍台北市

家有智障者之家庭為主，並以

推動智障者各項權益為目標。 
 

3 社團法人台北市

行無礙資源推廣

協會 

行無礙由身心障礙者結合關係

的社會大眾，共同投入無障礙

工作的非營利組織。協會致力
於提供無障礙的生活資訊，並

通過推廣無障礙旅遊和社區參

與來提高公眾對障礙者的認識
與支持。 

許朝富 總幹事 男 國立陽明

大學復健

科技輔具
研究所碩

士 

交通部無障礙交通環境推動小

組委員 

交通部觀光局無障礙小組委員 
台鐵通用設計委員會委員 

新北市長期照顧推動小組委員 

國家文官學公務人員考試錄取
人員基礎訓練講師 

1. 落實身心障礙權利公約 

2. 傾聽身心障礙者、監護人聲音，爭

取人權及保障權益。 
3. 督促落實《身權法》各條文項目以

及第五十二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應辦理下列服務，以協助身心障
礙者參與社會推動全面無障礙生活 

4. 促進身心障礙相關權益保障 

 

4 社團法人台北市

視障者福利發展

協會 

本會於民國99年8月成立，協

會以保障視障者之工作權，促

進提升視障者之專業技能，增
進視障者之多元化就業，以及

提升視障者之生活品質、休閒

運動、音樂等為宗旨。本會於
民國103年開始舉辦視障星光

盃大型歌唱比賽，以及辦理視

障者之體適能運動課程活動，
累積辦理視障按摩推廣百場。 

林陸堯 總幹事 男 致遠管理

學院企管

系學士 

台北市視障者福利發展協會 

理事長 

台北市身心障礙運動協會 理
事長 

台北市按摩業職業工會 理事 

台灣身障公益彩券協會 理事 
國際金駝同濟會 理事 

中華民國關愛身障協會 理事 

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 台北市
代表選手 

致遠管理學院樂音社 

啟明學校合唱團 
啟明學校管樂隊 

一、 爭取無障礙空間以及視障有聲

號誌 

二、 爭取身心障礙愛心卡補助點數 
三、 爭取運動平權建置身心障礙者

獨立運動中心 

四、 爭取補助身心障礙運動團體運
動課程經費 

五、 身心障礙者文化近用權倡議 

六、 復康巴士尖峰時刻提升無障礙
計程車隊加入 

七、 爭取身心障礙者自力更生創業

補助經費提高 
八、 落實身心障礙者居住正義 

九、 爭取身心障礙者租屋補助津貼 

十、 爭取復康巴士建置 app訂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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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單位名稱 單位簡歷 單位推
薦代表

姓名 

職稱 性別 最高學歷 相關經歷 擔任推動小組委員理念 

5 社團法人台北市
身心障礙者保護

協會 

1. 本會是由一群身心障礙者
暨家長、熱心公益人士，

為督促政府落實「身心障

礙者權益保障法」之施
行，共同發起成立之法人

團體。 

2. 本會以維護身心障礙者之
合法權益，保障其公平參

與社會生活之機會，結合

政府及民間資源，規劃並
推行各項輔助及福利措施

為宗旨。  

3. 本會並與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身心障礙者保護協會等

共同辦理身心障礙者之就

業心理輔導、生活諮詢及
職業訓練、工作諮詢等。

提供24小時之服務，電話

刊登於中華電信電話簿黃
頁社會服務欄公告之。 

鄭文煌 理事長 男 文化大學
大眾傳播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者
保護協會 理事長  

社團法人臺北市身心障礙者保

護協會 理事長 

社團法人臺北市身心障礙運動

體育會 理事長  

臺北市養生舒壓按摩工會 理
事長 

臺北市新聞工會 理事長  

臺北市大眾傳播工會 理事長 

 

1. 督促市府落實「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障法」「身心障礙者福利公約」之

施行與貫徹。 

2. 發掘並反映有關市政建設對身心障
礙者之不便並提請改善。 

3. 監督市府對委員會已通過，政府已

施行之政策，不應因主管換人未知
會委員會的情況下自行廢除。（如:

有駕照、行照、證明的障礙者停車

政策就是） 

6 社團法人台北市

心生活協會 

台北市心生活協會是由精神疾

病的患者與其家屬親友共同發

起成立的精神公益社福團體。
深耕台北市服務精神障礙者與

家屬二十多年，從精神疾病當

是家庭的經驗出發，結合各領
域專業服務人力，推展精障社

區服務，自助、助人。 

金林 總幹事 女 會計碩士 

(美國伊利

諾大學香
檳校區) 

台北市心生活協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理監事 

民間企業和會計師事務所之顧
問與經理 

心朋友的店(精神障礙庇護商

店)的店 

一、 身為與精神障礙者同住數十年

的家屬，為臺北市精神障礙病

友及家屬反映需求、提供北市
精障者及照顧者社區服務、市

民精神心理健康議題的政策建

言。 
二、 本人因新冠肺炎病毒侵襲脊椎

而自111年6月成為脊椎損傷的

肢體障礙者，將從自身的肢體
障礙經驗出發，提供無障礙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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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單位名稱 單位簡歷 單位推
薦代表

姓名 

職稱 性別 最高學歷 相關經歷 擔任推動小組委員理念 

境、障礙平權的政策建言。 
三、 精障領域第一件想做的事-資源

訊息的宣廣，讓需要幫忙的精

障者/家庭可以及早的運用資
源、支持病友早日康復：①期

盼促使衛生局的心理健康資源

地圖，可納入民間精神公益組
織及其相關服務；②請市府整

理社會局/衛生局/教育局/勞動

局的精障社區服務資源，編印
小手冊，於聯合醫院及轄內各

醫院精神科門診處免費發送給

有需要的市民朋友。 

四、 肢障領域第一件想做的事-無障

礙環境知能推廣教育：①從設

計就是要對的：市府出面，讓
無障礙空間的使用者與設計師

公會、建築師公會交流，說明

具體需求，避免建築物做出不
合用的無障礙空間/無障礙廁

所，免除建築浪費。②設計公

開網頁，以具體的照片、錄影
檔來呈現優良與糟糕的無障礙

廁所或環境或設施；可讓市民

朋友自行上傳，並可依行政
區、街道排序，讓所有人都可

以看到原來這種設計哪裡做錯

了/白花了錢障礙者卻不合用、
原來有哪些大樓/市府單位做得

很好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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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單位名稱 單位簡歷 單位推
薦代表

姓名 

職稱 性別 最高學歷 相關經歷 擔任推動小組委員理念 

五、 障礙市民向 1999反映市政問
題，如果是可查證、可確認的

事，例如：那個街口破損或沒

有斜坡、或者哪個路段都被店
家佔據、哪個民活動中心電梯

不開放…應該可以不必留下個

人資料(避免造成鄰里間身分曝
光、被認為是麻煩製造者) 

六、 在工務局設置小基金，因為不

同名目而局部道路施工時(例
如：設機車格、ubike、地下管

線維修……)，在20公尺範圍

內，若看到有破損或有高低差
的行道或地面，可主動用瀝青

等材料，順道多做一點，將這

與其工程鄰近處的道路/行道補
平，由小基金給予獎金或材料

費。讓每個施工單位，都可以

是積極維護無障礙空間的「義
行團」。 

7 財團法人台北市

私立雙連視障關

懷基金會 

本會成立於87年，致力倡導盲

朋友權益、看見盲朋友需求、

協助盲朋友超越限制、改變人
生。支持陪伴盲朋友擁有與一

般人相同的生活品質、公平獲

得資訊的權利、享有快樂及有
尊嚴的自立生活。 

本會作為盲朋友的好朋友，陪

伴盲朋友在生命各個階段得到
照顧。我們陪伴視多障孩子及

駱安玲 執行長 女 大學 紀錄片編導及廣告企劃 

影像說故事工作坊講師 

雙連視障關懷基金會執行長 
第5屆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

動小組委員 

無障礙環境推動工作小組委員 
第13屆臺北市社會福利委員會

委員。 

1. 關注高齡化下的視障與身心障礙

者需求。 

2. 支持視障者充權與社會參與。 
3. 落實視障者福利社區化與社區照

顧。 

4. 倡導無障礙環境，提升視障者生
活自主及行動便利性。 

5. 推動視障者服務整合機制，強化

跨組織服務的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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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單位名稱 單位簡歷 單位推
薦代表

姓名 

職稱 性別 最高學歷 相關經歷 擔任推動小組委員理念 

其家庭，藉由小西羅亞合唱團
與樂團多元的音樂學習，給孩

子希望，讓照顧者互助支持。

我們看到邁入中高齡的視障
者，面臨自我照顧、身體衰弱

與生活安全的多重困境，因此

新創中高齡視障者個案管理及
多元支持服務計劃，照顧視障

獨居長者身心健康；透過訪視

擬訂服務計畫，協助視障長者
獲得心理支持、減緩老化、社

會參與、自我增能及居住安

全。本會就業服務，協助青壯
年盲朋友適應職場、穩定就

業。 

8 社團法人台北市

脊髓損傷者協會 

單位簡歷： 

本會設立於1995年，成立之
初，幾位熱心的傷友們，有感

於當時的社會與政府對脊髓損

傷者的傷後重建與照顧相當缺
乏，使得許多傷友在不知如何

自我照護的情況下，毫無自尊

的苟活，讓無情的歲月消蝕寶
貴的生命，也造成許多破碎的

家庭，經濟也逐漸變為窮困。

而這幾位熱心的傷友，有鑑於
此同病之苦，願將自身成功的

經驗與其他傷友分享，因而結

合醫院與社會各界關心我們的
朋友們，希望藉由同儕間的訪

陳霈英 理事長 女 大學畢業 曾任協會第九、十、十一、十

二、十三屆常務理事 
現任協會第十四屆理事長 

1.推動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所需之服

務 
2.落實身心障礙者長期照護之需求 

3.落實無障礙環境推動、改善 

4.保障身心障礙者應享有之基本社會
參與相關福利 

5.落實 CRPD 精神，避免侵害身心障

礙者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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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慰問，能為這些傷友們盡
一份心力。 

我們的宗旨： 

秉持著仁愛精神，協助脊髓損
傷者自立自強，提供必要之協

助，縮短傷後重建期，重新返

回社會，以減少國家、社會、
家庭之負擔。 

9 財團法人天使心

家族社會福利基

金會 

2006年11月14日，「財團法人

天使心家族社會福利基金會」

正式成立，為全台第一個專業
關懷愛奇兒家長與手足的社會

福利團體，目前於台北、桃

園、台中、台南、高雄共設有
五個服務據點。基金會援引各

類資源，除了提供愛奇兒家庭

成員在身心靈各方面所需的服
務外，並透過各種倡議活動，

如:336愛奇兒家庭日、感恩音

樂會，促進社會大眾對愛奇兒
與愛奇兒家庭更多的理解與接

納、創造社會友好之氛圍。 

 
天使心家族未來也將持續努

力，期待陪伴更多需要被幫助

的父母們走出失落陰霾，從彼
此扶持甚而成為助人者，用家

庭影響家庭、生命影響生命，

共同得到祝福、走向更光明、
更喜樂的明天。 

林照程 執行長 男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
系碩士 

多年來，結合其專業背景，透

過音樂演出與生命故事，呼籲

各界重視愛奇兒家庭主要照顧
者的需求，並長期受邀至新加

坡、馬來西亞、中國、紐西

蘭、加拿大、日本…等地做分
享。 

2002年9月，基於多年切身的

經歷，深感「父母先走出來，
孩子才有希望！」成立「天使

心家族」，藉由本身經歷與心

路歷程，協助愛奇兒家庭接納
與面對。2006年更成立天使心

家族社會福利基金會成立迄

今，於全省共成立五個服務據
點，帶領專業工作團隊，提供

愛奇兒家庭「個案管理，關懷

探訪，心理諮商，家庭共好喘
息營，財務諮詢」等各項愛奇

兒家庭與手足支持性服務 

 

愛奇兒家庭相較於一般家庭，因著長

期背負醫療、經濟等等沉重壓力，同

時承擔外界的異樣眼光與錯誤看待，
多重壓力與重擔，使身為主要照顧者

的父母及健康手足更是陷入孤獨、無

助的窘境中，多年來，每年幾乎都有
多起類似愛奇兒父母攜子自殺，或手

足不堪長期照顧身心障礙的兄弟姊妹

而痛下殺手。要如何讓愛奇兒家庭真
的有勇氣走進群眾，並讓社會大眾理

解到父母親也是需要被幫助的? 天使

心家族甚盼能搭起對話的橋樑，於是
2010年起天使心家族於3月的第3個星

期六開始推動「336愛奇兒家庭日」

的倡議活動，鼓勵隱藏的愛奇兒家庭
與支持愛奇兒家庭的民眾一同走出

來，另一方面透過宣導，轉化社會大

眾看待愛奇兒家庭的思維，並以具體
行動表達友好。期盼透過這一天的倡

議，能觸及到更多的家庭，更能將這

份友好行動傳達到社會的每一個角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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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服務愛奇兒家庭面臨成年愛
奇兒之安置問題，更規劃成年愛奇兒

發展中心，並將於2024年開始運作，

將提供愛奇兒日間照護，並結合社區
資源讓更多家庭獲得全面服務、照

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