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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是臺北市政府每五年進行一次的重點

工作，目的是希望了解身心障礙者生活情況，掌握身心障礙者福利服

務使用情形，作為本府制定及推動政策、執行服務的重要參考。 

    「國際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 21條提及：身心障礙者

應該有「意見表達的自由及獲得資訊的機會」。所以每次做完調查，

本局都會把調查結果整理好，放在網路上供社會各界參考。然而， 

近幾年有心智障礙朋友發聲，認為原始的調查結果內容太多、不容易

理解，於是我們決定採用易讀易懂的方式，把智能障礙、自閉症最有

興趣的調查結果整理出來，做成親密關係、居住狀況、就業三大主題。 

    本局所轄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自從 104年即開始依據歐盟

「Information for all」的易讀準則，推動易讀運動，107年發行

了生命教育繪本，讓心智障礙者對於生命的議題能有更多的理解； 

此次更針對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中，將抽象、複雜的圖表與統計，

簡化成兩三行文字與清楚的圖片，做成您手上的這個易讀版本，希望

能讓最多的人接觸、讓最需要的人理解這些訊息。 

    透過接觸跟理解，就會產生看法跟行動，從這個角度出發，就會

覺得易讀版是最適合用來溝通的通用版本。易讀的目的，是為了落實

更直接、更廣泛的參與，所以易讀版的誕生就是本局的一項行動。希

望翻閱這本手冊的您，可以跟我們分享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的看法，

也歡迎您一起行動，讓心智障礙者獲取資訊無障礙，為推動一個資訊

平權的社會而努力。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局長 

陳雪慧 



出版序 

這是我國第一次視「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報告」 

應讓心智障礙者、和他們的家人能看懂， 

過去那些充滿統計數據的調查報告雖然在網上都能查到， 

但只有做研究的學者、和做政策決定的政府工作人員 

才可能想看那一堆數字。 

大部分做服務的社工、教保員常一看到數字就想睡， 

或看了也無法把統計分析連結到日常所做的實務工作上， 

更不要說，最想要知道自己生活狀況的心智障礙者。 

當調查報告對工作人員和障礙者 

是容易看懂、有興趣看，變成有意義時， 

依法每 5年做一次的生活狀況調查才有意義， 

規劃服務發展才可能會參考。 

例如：心智障礙成人想要談戀愛，但缺乏交友管道， 

我們可以做什麼服務規劃？ 

障礙者可以追問調查報告發現的問題， 

5年後再做調查時才有機會發現改變。 

同時，這也是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 21條， 

提供給大家的資訊要能適合不同類型身心障礙者。 

台北市社會局為了積極回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支持心智障礙者參與政治生活， 

台北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 

自 106年辦理身心障礙者委員選舉， 

是全國官方第一個有智能障礙者、自閉症者委員 

本人參與的權益保障組織。 



這次易讀版也是支持障礙者要求 

「有關我們的事，我們要參與!」的基礎工作。 

105年度台北市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  

這次易讀版主要對象是智能障礙者和自閉症者， 

易讀編譯選擇了個人覺得生活幸福最重要的 3個主題： 

 親密關係篇─能和自己喜歡的人在一起生活； 

 居住狀況篇─有個屬於自己的地方可以住； 

 就業狀況篇─有份自己可以做得來的工作。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原調查報告結果 

有關婚姻與親密關係狀況就有 55頁， 

在進行親密關係篇易讀版工作時， 

我們增加了回應為心智障礙者提供性及生育健康教育、 

加強了解身心障礙父母的權利與能力 

 (CRPD初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第 61b、c點)。 

在進行居住狀況篇易讀版工作時， 

我們重視住的安排和社會參與， 

提醒大家提早去認識「住」有關的服務。 

而就業篇，我們看到很多人沒有辦法工作， 

有工作的人卻有很多人說不需要幫忙， 

建議下次調查問卷要做易讀版， 

像是「職業訓練」，心智障礙者不懂這個服務專有名詞， 

說不需要，但卻覺得有上課(學清潔、烘焙)很有用。 

最後，衷心感謝認真的陽明教養院易讀編譯工作伙伴們! 

台北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 委員 

李英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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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主題最後都會介紹政府提供的服務、 

也邀請你做做看「想一想」單元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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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政府每過 5 年， 

就做一次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 

 

105 年的調查， 

訪問台北市 0-64 歲的身心障礙者。 

調查結果公佈後， 

很多人都說內容太多、看不懂。 

台北市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易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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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教養院要做 

105 年調查報告的易讀版。 

 

 

陽明教養院成立了一個小組， 

請李英琪老師做顧問， 

將調查結果做成易讀版。 

我們開了一次會， 

邀請智能障礙、自閉症的青年， 

家屬代表和專家一起討論。 

 



 

親密關係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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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關係」是這部分的主題。 

 

 

這是政府第一次調查「親密關係」。 

 

 

台北市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易讀版 

親密關係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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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親密關係？ 

親密關係就是想要和他在一起， 

一起去玩、一起睡覺， 

想要為他做很多事情， 

他也為我做很多事。 

親密關係可能是朋友、情人， 

也可能是有性關係的人。 

當有親密關係時， 

我們會覺得快樂、安心、被需要。 

戀愛的人， 

有的會想要有自己的家、有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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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智能障礙和自閉症青年覺得， 

談戀愛就是男生和女生在一起。 

 

有人覺得談戀愛是 2 個男生在一起、 

2 個女生在一起、或都可以。 

不過很多人拒絕回答這個問題。 

調查結果─喜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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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作、有較多出門機會的人， 

比較容易交到朋友、開始戀愛。 

 

 

 

 

自閉症比智能障礙青年難交到朋友。 

在維持感情的過程中， 

自閉症青年也比較需要別人的幫忙。 

 

 

 

 



7 

 

 

 

 

 

很少智能障礙和自閉症青年想結婚。 

有些人想結婚、但沒結婚是因為： 

 還不到結婚年齡 

 賺的錢和存款不夠 

 找不到適合交朋友的方法 

 

 

不想結婚的原因， 

最多是「擔心變成別人負擔」。 

調查結果─對結婚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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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會想要有小孩，但是需要： 

 很多錢 

 做很多準備 

 找人商量 

 

 

 

對智能障礙者和自閉症來說， 

家人的支持非常非常重要。 

調查結果─對生小孩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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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談戀愛？ 

戀愛的人常常從朋友開始。 

 

 

可能會覺得特別喜歡這個朋友， 

而且會常常想他。 

 

 

戀愛過程會很好玩、很開心， 

但有時也會讓人有點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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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請喜歡的人一起出去時， 

可能害羞或害怕，可以請別人幫忙。 

 

有時候明明感情很好， 

但可能會因為其他事情心情不好， 

2 個人就開始吵架。 

 

 

戀愛的過程很好， 

但有可能會有結束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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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覺得難過的時候， 

可以找朋友、家人、或同事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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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可能會有性需求， 

當需要處理身體需求時， 

我們可以自慰* 

*自慰：摸自己身體，如尿尿的地方，

讓自己覺得舒服。 

自慰是自己一個人的活動， 

像尿尿時一樣，不要給別人看到， 

要在廁所、或自己的房間。 

有時候， 

有性需求又沒辦法說、或沒辦法做， 

會讓人覺得很不舒服。 

有性需求怎麼辦？ 



13 

 

 

 

 

有些人會覺得特別容易生氣， 

有些人會變得容易愛哭。 

所以，要練習把需求說出來。 

如果有性需求時， 

 沒有得到別人同意就摸別人， 

會讓別人不舒服，就是性騷擾。 

 在有人的地方摸自己尿尿的地方， 

或在有人的地方脫褲子， 

會讓別人不舒服，也是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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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或診所提供的生育諮詢， 

是想生小孩的人， 

最希望可以使用的服務。 

 

生育諮詢的好處是， 

可以看自己的身體適不適合生小孩。 

 

 

戶籍地*在台北市的市民， 

在小孩出生後，可以到區公所申請 

「生育獎勵金」和「育兒津貼」。 

 

 

 

 

*戶籍地是登記自己住的地方， 

 身分證背面的住址就是戶籍地。 

生小孩要注意的事 

戶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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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了生育獎勵金、和育兒津貼， 

就有錢可以買尿布、奶粉。 

 

 

 

 

照顧家庭不能只靠補助， 

還需要認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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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異性戀愛 和同性戀愛 

朋友 有自己的小孩 

性幻想的人 

想一想 
看完手冊後， 

你覺得親密關係是什麼呢？ 

家人 



 

居住狀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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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易讀版 

居住狀況篇 

「居住狀況」是這部分的主題。 

 

 

智能障礙與自閉症青年 

大部分都跟家人同住。 

 

有接近一半的人可以自己照顧自己， 

不需要別人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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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裡主要是媽媽在照顧他們， 

媽媽太累了。 

媽媽不在家的時候， 

大部分是換兄弟姊妹、或爸爸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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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用的錢， 

大部分是爸爸媽媽賺的。 

大部分接受訪問的人， 

說家裡賺的錢剛剛好夠用。 

不過大部分受訪的人， 

都不知道家裡一個月花多少錢。 

調查結果─家裡用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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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有說家裡的錢不夠用， 

是因為賺的錢太少。 

 

 

還有人說錢不夠用是因為房子太貴。 

 

 

除了吃、住、穿的生活需要， 

還有人有買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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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是為了有意外、身體不舒服時， 

可以有錢。 

 

自閉症者超過一半有私人保險， 

智能障礙者則大多沒有保險。 

 

 

 

自閉症 智能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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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住的安排 

除了錢，住在哪裡也很重要。 

如果爸爸媽媽不在了， 

可能要搬到其他地方住。 

 

 

對大部分人來說， 

因為一直都跟家人一起住， 

很難想像家裡沒有家人。 

 

 

可以搬到日間照顧機構， 

白天到機構活動，晚上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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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搬到住宿型機構， 

平常都在機構活動，假日才會回家。 

 

還有社區家園、和朋友住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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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很多人來說， 

不清楚還有哪些「住」有關的服務。 

對主要照顧青年的人來說， 

最想獲得的幫忙包括： 

 增加家裡的收入。 

 有人可以幫忙照顧。 

 讓心情放鬆。 

 

政府和「住」有關的服務包括： 

 到家裡幫忙做家事。 

 幫忙照顧一段時間。 

 幫忙送食物到家裡。 

 到家裡拜訪、 

幫忙解決家裡遇到的問題。 

政府提供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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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些服務可以增進青年： 

 照顧自己的能力。 

 對自己的信心。 

 

政府提供的這些服務 

可以讓青年更容易在社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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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在社區裡生活的青年， 

都說自己幾乎每天出門。 

 

智能障礙青年出門主要是為了 

 在家附近散步。 

 工作。 

 買東西。 

自閉症青年出門主要是為了 

 上學。 

 在家附近散步。 

 買東西。 

調查結果─在社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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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門也可能是為了看醫生， 

有些人要固定時間去找同一個醫生。 

 

去醫院看醫生、拿藥， 

都可能需要幫忙， 

很多人看醫生需要其他人陪。 

 

不只去醫院， 

很多人會和家人或朋友一起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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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障礙青年會參加的休閒活動是： 

 逛街、看電視、唱歌。 

 和朋友聊天。 

 出去旅行。 

 

 

自閉症青年會參加的休閒活動是： 

 出去旅行。 

 逛街、看電視、唱歌。 

 上網、煮菜。 

 

 

 

大部分人都說參加休閒活動沒問題， 

可是很少人真的有參加。 

調查結果─休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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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障礙和自閉症青年 

用電腦和手機的狀況不一樣。 

 

 

 

 

有電腦和手機的自閉症青年比較多， 

只很少智能障礙青年有電腦或手機。 

 

用手機主要是為了： 

 和朋友、家人連絡 

 聽音樂 

 玩遊戲 

 拍照 

 上網找資料 

調查結果─用電腦和手機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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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旅行 上學 

唱歌 和朋友聊天 

出門買東西 

運動 

畫畫 

想一想 
每個人喜歡的活動都不一樣， 

你喜歡的是什麼活動呢？ 



 

就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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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是這本易讀手冊的主題。 

 

 

這一次調查的結果， 

發現很多人覺得自己身體不好、 

心裡害怕，所以沒有去找工作。 

有的人有固定的工作。 

台北市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易讀版 

就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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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工作 

有工作 

沒辦法

工作 

很少人說自己想要找工作， 

卻找不到工作。 

和智能障礙青年不同， 

這次接受訪問的自閉症青年， 

很多都還在上學或考試， 

沒有工作的經驗， 

也沒有回答找工作遇到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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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智能障礙青年如何找到工作？ 

很多人是由親友介紹去工作。 

 

有的人是去幫忙找工作的地方。 

很少人是看報紙廣告找到工作的。 

就業服務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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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自閉症青年如何找到工作？ 

很多人是去幫忙找工作的地方。 

有的人看報紙廣告找到工作。 

有的人是在網路上找到工作。 

就業服務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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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智能障礙青年常做的工作 

很多人做需要體力的清潔工作。 

 

 

 

有人做賣東西的店員或餐廳服務員。 

 

 

很少人做打字文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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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自閉症青年常做的工作 

很多人做賣東西的店員 

或餐廳服務員。 

 

有的人做需要體力的清潔工作。 

 

 

很少人做打字文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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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工作的方式 

智能障礙和自閉症青年一樣， 

有的人一星期工作很多天，  

賺很多錢。 

 

 

有的人工作時間少，賺很少錢。 



38 

 

 

 

 

調查結果─工作需不需要別人幫忙？ 

智能障礙和自閉症青年一樣， 

很多人覺得在工作沒有遇到困難， 

 

很少人會覺得同事用怪眼神看自己、 

或覺得同事不喜歡和自己一起工作。 

有的青年沒有繼續上班是因為 

 很多人說工作少。 

 有的人說身體不好。 

 很少人說是自己能力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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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智能障礙與自閉症青年說， 

在工作時不需要幫助， 

只有很少人說需要幫助。 

智能障礙青年工作時需要的幫助是： 

 工作訓練的課程。 

 找工作或換工作的消息。 

 

自閉症青年工作時需要的幫助是： 

 需要學習和別人相處、 

或談心事的課程。 

 找工作、換工作 

或工作訓練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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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供的服務 

政府有一些幫忙工作的方法， 

除了工作訓練的課程、 

幫忙找適合自己的工作外， 

還有很多服務。 

有一些方法是幫忙想當老闆的人， 

「自力更生創業補助」 

和「創業貸款和補貼」， 

都是政府會拿錢幫你當老闆。 

「職務再設計」 

是請人到工作地點幫忙安排， 

讓你工作表現比以前棒。 

就業服務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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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護就業服務」 

在能做多少事情、 

就領多少錢的地方工作， 

旁邊都會有老師幫忙。 

「日間作業措施」 

是讓沒辦法去工作的人， 

白天去參加活動、學習工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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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工作 幫人結帳 

做吃的東西 

發海報 打字文書 

在餐廳洗碗 

想一想 
如果要去工作， 

你喜歡什麼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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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買自己想要的東西嗎？ 

你想找工作賺錢嗎？ 

如果你住在台北市， 

可以打右邊這個電話。 

 

 

 

如果你是想要上課， 

學習工作的方式， 

可以打右邊這個電話。 

 

 

 

他們的工作時間是 

星期一到星期五 

早上 8:30 到下午 5:30， 

記得在上班時間打喔！ 

一些你可能會用到的資訊 

就業服務專線 

2308-5231 

早上 8:30 下午 5:30 

2338-1600 

分機 5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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