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頁，共 11 頁 

 

 
「107年度全國身心障礙輔具服務及資源整合聯繫會報」暨「107
年度直轄市、縣(市)輔具工作成效查核優等縣市頒獎活動」紀錄 

 

時間：107年 12月 3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分 
地點：國家婦女館大會議室 

主席：祝副署長健芳                            記錄：戚百慧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略 

貳、頒獎活動：略 

叁、業務單位報告：略 

肆、報告案 
第一案：輔具中心財產進出及編碼管理經驗分享案。 

  報告單位：雲林縣輔助器具資源中心 

說明：因輔具取得來源不同，財產入庫管理、出庫使用或報廢等都具
有相當複雜程度；其來源可能來自二手輔具回收、新品捐贈、

中央直接補助，或地方政府採購或廠商提供協展等需要代管的

財產等，除輔具使用之用途或場域不同外，也可能衍伸後續流
通或是維護保養等議題。再者，多樣來源的輔具需要系統化的

管理，如條碼標示或是資訊系統維護等，完善的財產進出及維

護管理流程及機制，可提升服務效能及確保工作同仁權益。 
決定：洽悉。 

                           

第二案：有關本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前所補助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等

10家醫院辦理醫療復健輔具中心，非屬本署所定身心障礙者

輔具費用補助基準表之經政府設置或委託辦理輔具服務單

位，自 108年 3月 1日起適用。 

                              報告單位：社會及家庭署 

說明： 
一、 本署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授權訂定身心障礙者輔具費

用補助辦法及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基準表，共計 172 項

輔具，其中，有 56 項可同時由醫療院所或經政府設置或委託
辦理之輔具服務單位評估，另有 68 項輔具之評估規定僅能由

「經政府設置或委託辦理之輔具服務單位」辦理評估。 

二、 前開 68 項輔具限定評估單位，係考量部分輔具之評估需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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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空間、設備並經試用，以確保輔具評估之專業性。本署(前

內政部社會司時期)前於 101 年 10 月 16 日以內授中社字第
1015935252 號函釋由本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前衛生署時期)

所補助設置之醫療復健輔具中心屬上開輔具服務單位。 

三、 有鑑於本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於 107 年 9 月 20 日函文說明，
醫療復健輔具中心補助計畫已執行 14 年，且新制身障鑑定制

度業實施 6 年，全國鑑定醫院之輔具服務皆已建置，囿於經

費有限，自 107 年起不再補助醫院辦理。爰此，本部護理及
健康照護司前補助 10 家醫院辦理之醫療復健輔具中心非屬前

開辦法所定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基準表中，經政府設置

或委託辦理之輔具服務單位。 

四、 為因應本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終止補助醫療復健輔具中心計

畫，並避免影響輔具評估服務供給量，請前開醫院所在地之

基隆市、臺北市、桃園市、臺中市、彰化縣、苗栗縣、臺南
市、高雄市、花蓮縣、臺東縣等 10 個地方政府評估轄內需求

性並做以下處理： 

(一) 地方政府如經評估無需求，請協調前開醫院配合加強宣導，
自 108 年 3 月 1 日起，身心障礙者欲申請身心障礙者輔具

費用補助且須開立輔具評估報告書，如屬僅能由政府設置或

委託辦理單位評估之 68 項輔具，可請身心障礙者至各縣市
輔具中心辦理評估。 

(二) 地方政府如經評估有需求，得委託或以補助方式，媒合前開

醫院辦理輔具評估業務；惟為確保評估有一定空間、設備且
可提供民眾試用，建議參考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第

90 條規定之服務空間，並配置申請量高的輔具提供民眾試

用，且須提供該辦法第 89 條所定之輔具評估、使用訓練、
維修、調整等輔具服務。 

決定：洽悉。  

 

第三案、獎助地方政府「擴增輔具中心服務量能計畫」及「購置輔具

服務專車計畫」案。 

報告單位：社會及家庭署 
說明： 

一、 為輔導縣市政府於資源相對匱乏之地區擴增輔具服務量能，並

以整合機制協助地方輔具中心提供長照輔具服務，本署透過長
照基金於明(108)年度獎助地方政府相關計畫，包含有增設輔

具中心、輔具服務據點、強化輔具評估人力，及增購輔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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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車等，請各地方政府整體盤點轄內身障及長照輔具服務需求、

現有資源配置等，分別依計畫受理期限內踴躍提出申請。 
(一) 擴增地方輔具中心服務量能計畫： 

1. 為協助地方政府布建資源，本署將優先挹注資源較為不足

之縣市增設輔具中心及輔具服務據點。另為督請各縣市積
極設置常態性服務資源，本署將規劃透過輔具工作成效查

核明定指標，以提升服務普及性。謹就現行輔具服務資源狀

況，並以輔具中心及輔具服務據點設置原則為目標，整理資
料如下表供參。 

 

編號 縣市別 
現況 目標 1 建議布建資源數 3 財力

分級 

備

註 中心 據點 2 中心 據點 中心 據點 

1 臺北市 3 0 2 3 0 3 1  

2 新北市 1 4 2 9 1 5 2  

3 桃園市 1 0 2 4 1 4 2  

4 臺中市 3 3 2 10 0 7 2  

5 臺南市 3 3 2 14 0 11 3  

6 高雄市 2 2 2 12 0 10 3  

7 新竹縣 1 0 2 6 1 6 3  

8 苗栗縣 1 3 2 7 1 4 5  

9 南投縣 2 0 2 6 0 6 4  

10 彰化縣 2 7 2 9 0 2 4  

11 雲林縣 2 5 2 8 0 3 4  

12 嘉義縣 1 0 2 7 1 7 5  

13 屏東縣 2 3 2 14 0 11 5  

14 宜蘭縣 1 5 2 5 1 0 4  

15 花蓮縣 1 0 1 7 0 7 5  

16 臺東縣 1 0 1 8 0 8 5  

17 澎湖縣 1 0 1 3 0 3 5  

18 金門縣 1 0 1 3 0 3 3  

19 連江縣 1 0 1 2 0 2 5  

20 基隆市 1 0 1 3 0 3 3  

21 新竹市 1 0 1 1 0 1 2  

22 嘉義市 1 0 1 1 0 1 3  

合計 33 35 36 142 6 107 -  

註 1：輔具中心設置原則：直轄市至少設置 2 所、花東離島縣市及省轄市至少設置 1 所、其
餘縣市至少設置 2 所。輔具服務據點設置原則：直轄市以每四區設 1 個、非直轄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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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三區設 1 個，另原住民區、離島及偏遠地區以每二區設 1 個。 

註 2：以本署補助數量計算。 

註 3：以目標數與現況數相減計算。 

 

2. 此外，為因應長照服務需求，明(108)年度新增獎助地方輔
具中心輔具評估人員人力。直轄市最高獎助 2 名、非直轄市

最高獎助 1 名。所獎助人力每人每年至少評估 400 人為原

則。 

(二) 購置輔具服務專車計畫： 

獎助地方政府購置車輛並裝設輔具維修設備、充電設備及評

估工具，由專業人員以巡迴方式提供服務，以強化輔具服務
之機動性。 

二、 請地方政府針對前揭計畫（一）及（二）分別於明(108)年 1月

15 日及 2 月 15 日前提送計畫，其中增設輔具中心及輔具服務
據點之計畫將優先獎助資源不足之縣市，並視整體經費狀況評

估是否獎助予資源相對足夠之縣市。請各地方政府積極規劃辦

理。 
決定：請各地方政府於期限內積極提出計畫爭取資源，本署將針對資

源相對不足的縣市優先補助。 

 
第四案、電動代步車及電動輪椅使用者之交通安全宣導案。 

報告單位：社會及家庭署 

說明： 
一、 為保障身心障礙者權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107 年 9 月 10

日院臺消保字第 1070192481A號函交下，建議就電動代步車等

行動輔具加強交通安全宣導及資訊揭露。 
二、 經查電動代步車及電動輪椅等行動輔具前依交通部函釋，有關

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屬「醫療用電動代步車」及「動力式

輪椅」醫療器材，因其使用目的及功能有別於一般車輛，應視
為行人活動之輔助器材，其於道路上使用係視同行人。 

三、 基此，請各地方政府配合針對所補助電動代步車及電動輪椅之

身心障礙者，加強宣導交通安全並應遵守交通規範。 
決定：洽悉。  

 

伍、討論案 
 

第一案：電動輪椅電池常於 6 個月保固後，就容易出現損壞問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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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彰化縣輔具資源中心 
說明：社團法人彰化縣身心障礙者無障礙發展協會向輔具中心反映並

期待於全國相關會議提出，目前電動輪椅電池大約使用超過其

保固期 6 個月後，就經常損壞故障無法蓄電等問題，以至於電
動輪椅使用者必須經常更換電池而造成負擔。 

建議：期許相關部會可加強管制電池品質。 
綜合討論重點： 

一、 鉛酸電池使用之耐用性，涉及電動輪椅使用者之使用習慣，包

含電池充電方式（例如：短時間重複充電、深度放電後始充電

電、長時間不充電…等錯誤方式將導致電池耗損快）或電動輪

椅維護方式（例如：輪椅胎壓不足仍持續使用…等），皆為影

響因素。爰此，各地方政府輔具中心輔具評估人員應教導電動

輪椅使用者正確的使用方式。 

二、 有關電動輪椅的電池在飛行時運送安全部份，鋰電池須符合

UN38.3之國際安全規範，另鉛酸電池有包含溢漏式及非溢漏

式，皆須依國際民航組織危險物品航空安全運送技術規範之

「旅客及組員可攜帶或託運上機之危險物品」第 5-7項規定。 

決議：請各縣市輔具中心加強宣導及教育民眾正確使用電動輪椅電池

充電的方式，後續更換電池亦應購買有 CNS國家標準檢驗合格

的電池為主。 

 

第二案：人籍不一之個案於全國身心障礙福利資訊整合平台轉介問        

題，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彰化縣輔具資源中心 

說明： 

一、 設籍於外縣市個案若至本中心現場評估，案件仍須設籍之縣市
輔具中心經全國身心障礙福利資訊整合平台轉介，但各縣市輔

具中心須經主管同意始得轉介，其行政程序導致評估案件時間

較轉介時間早(例如：10月 31日個案未預約直接至中心評估，
後續知會設籍之縣市輔具中心轉介，其案件轉介日期可能已是

11月 1日。)於全國身心障礙福利資訊整合平台無法將評估日

期登打於轉介日期之前，造成全國身心障礙福利資訊整合平台
登打之評估日期不真實。 

二、 上述狀況亦會發生在部分設籍外縣市之長照輔具個案同時具

有身心障礙資格者，轉申請身心障礙者輔具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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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外縣市轉介至本中心個案，其報告書依照上次會議決議不宜寄

至案家，故須再寄回設籍之縣市輔具中心進行後續申請流程。
但現階段尚有兩種情況：(1)部分個案仍有收到評估報告書，

再回設籍之縣市自行申請情形；(2)因各縣市申請表單及應備

文件不盡相同，以至於評估人員提供評估服務時，需準備原戶
籍相關文件表單，而導致困擾。 

建議： 

一、 期許全國身心障礙福利資訊整合平台開放非設籍之縣市輔具
中心能直接於平台內開案評估，避免過多行政流程。 

二、 各縣市於人籍不一之個案輔具評估報告書統一寄回設籍之輔

具中心，由該中心後續協助個案申請。 

決議： 

一、本案維持去(106)年全國身心障礙輔具服務及資源整合聯繫會

報(以下簡稱聯繫會報)紀錄第六案決議，考量輔具中心僅進行
專業評估建議，未有協助非戶籍地個案補助資格審查，且為維

護民眾資料資訊安全等因素，本案維持不開放輔具中心可直接

接受非戶籍地身心障礙者輔具評估開案功能；惟為提升服務效
率，且符合實際評估狀況，全國身心障礙福利資訊整合平台之

輔具評估子系統，以先開案再評估之程序為原則，倘屬「人籍

不一」或「長照個案轉身障輔具補助」之個案，開放先評估再
開案之程序，並增加前揭條件之欄位，供輔具評估人員勾選。

請業務單位將上開功能納入明(108)年契約內容，並請廠商優

先處理。 
二、為簡化民眾申請程序，減少其申請送件舟車往返，請地方政府

確實依去(106)年聯繫會報紀錄第八案決議辦理，於進行評估

後逕依行政流程協助辦理後續送件或審核事宜，尚未核定前不
宜將評估報告書逕交付民眾。 

三、為彙集各縣市申請輔具補助相關資訊，請地方政府於 12 月 28

日前提供申請表、相關應備文件等資料及受理窗口聯絡方式予

本署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心，統一置放於輔具資源入口

網供下載及查閱。 

 
第三案：建請檢討長照服務體系之輔具評估單位及建立評估品質案，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雲林縣輔助器具資源中心  
說明： 

一、 目前各縣市輔具中心針對人員品質管理，以每兩年須接受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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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查核並對於相關評估服務進行規範，如在職訓練、督導機

制等，輔具評估人員服務品質可被管控；且輔具中心相關設備
充足，對於評估工作可提供相輔相成之效益。 

二、 但現行長照輔具評估僅採認評估人員資格，開放非相關專業之

單位(如一般診所、護理之家或居服單位等)提供輔具評估服務，
除相關評估工具未臻齊全外，並缺少評估審查機制，以針對服

務品質及評估內容進行把關與監督，以致民眾無法確保獲得正

確及品質穩定之輔具評估及建議，對於民眾權益造成損害。 
建議：建立長照輔具評估審查相關機制，以提供民眾正確評估建議。 

決議：為保障民眾使用輔具安全性，請長照司邀集專家學者研商長照

輔具評估服務品質控管機制。 

 
第四案：縣市輔具中心增購調整助聽器所需硬體設備經費來源及辦理

新版評估報告書教育訓練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臺中市北區輔具資源中心 

說明： 

一、 107年 10月 23日於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心召開縣市輔

具中心丙類評估人員聯繫會議，並將會議所討論之共識由臺中
市北區輔具資源中心代表提案。 

二、 縣市輔具中心聽力室設備有電腦及調整軟體，但缺乏助聽器與

電腦連接之硬體設備，若民眾驗證效益不佳，或配戴後需要微
調整助聽器設定，因缺乏硬體設備而無法服務民眾。 

建議： 

一、 擴大縣市輔具中心聽力服務內容--調整助聽器設定，而需增購
硬體設備，提請討論是否由中央統一補助設備增購經費的可能

性。 

二、 日前公告新版評估報告書中，編號 9號、25號及 26號與丙類
評估人員相關，但目前輔具中心專職丙類評估人員均未接受新

版評估報告書評估內容之教育訓練，提請社家署辦理在職人員

相關之繼續教育訓練課程。 
決議： 

  一、為同時能保障身心障礙者權益及保有廠商應負擔之責任，助聽

器調整設定不納入地方輔具中心必要服務項目，惟各縣市政府
得自行評估輔具中心服務量能，是否做為輔具中心服務項目之

一。至有關因該服務項目所需增購硬體設備 1節，請各地方政

府自籌經費辦理。 
  二、本署業委託台灣聽力語言學會於明(108)年針對丙類輔具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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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辦理至少 3 場次標準化評估作業流程課程，請各縣市專

(兼)任丙類輔具評估人員踴躍報名參訓。 
   
第五案：直轄市、縣(市)輔具工作成效查核調整規劃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社會及家庭署 

說明： 

一、 依據身心障礙者輔具資源整合與研究發展及服務辦法第 6 條
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至少每二年查核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辦理輔具服務之成效。本署業自 103年起辦理，迄今已查

核三次，且近年來顯見各縣市政府及輔具中心積極推動與成長。 
二、 本次實地查核程序已簡化，包含調整指標項目、取消簡報並減

少實地訪視及書面資料審閱時間；惟有鑑於每 2 年仍須耗費

大量行政成本進行查核，且考量地方政府亦須針對輔具中心之
委辦單位進行評鑑，如何可降低重複進行考核之負擔，且同時

可持續提升輔具服務品質之前提下，擬具下列方案供與會人員

研商可行性： 

項目 甲案(維持現況) 乙案 丙案 

查核頻率 2 年 1 次 2 年 1 次 3 年 1 次 

查核單位 中央主管機關 2 年為地方主管機關、

2 年為中央主管機關，

交替辦理 

中央主管機關 

查核委員 中央主管機關遴聘 中央主管機關廣泛徵

求符合資格要件之專

家學者參與，建立查核

委員資料庫，並於地方

主管機關辦理時，由地

方主管機關遴聘 

中央主管機關遴聘 

查核指標 中央主管機關訂定 中央主管機關訂定 中央主管機關訂定 

輔導措施 丙、丁等縣市由中央主

管機關進行輔導改善 

丙、丁等縣市由中央主

管機關進行輔導改善 

丙、丁等縣市由中央主

管機關進行輔導改善 

優勢 1. 可利於溝通最新政

策方向及發揮及時

督導功能。 

2. 辦理時間與社福考

核錯開。 

1. 透過 2 年 1 次之修

訂查核指標，可利

於溝通最新政策方

向及發揮及時督導

功能。 

2. 辦理時間與社福考

降低地方主管機關及

受委辦單位接受考核

負擔。 



第 9 頁，共 11 頁 

 

項目 甲案(維持現況) 乙案 丙案 

核錯開。 

劣勢 較密集，耗費行政成本

且委辦單位接受考核

負擔大。 

1. 各地方主管機關委

辦方式與期程不盡

相同，未必能降低

重複考核之負擔。 

2. 各地方主管機關自

辦查核工作時，兼

具受評單位之雙重

角色，恐挑選對自

己有利之委員。 

3. 各地方主管機關自

辦查核工作，於報

送成果予中央主管

機關時，恐因地方

政府為展現施政成

果，而淪為成果報

告文書美編之爭，

無助於減輕受評人

員負擔，亦無法實

際瞭解推動狀況。 

4. 延長中央辦理頻

率，不利及時督導

功能。 

1. 延長辦理頻率，不利

於發揮及時督導功

能。 

2. 社福考核每 2 年 1

次，地方主管機關恐

遇該年度同時接受

兩項評鑑壓力。 

 
議建：參考本次會議決議方向，由業務單位進行後續之研修工作，並規 

      劃於明（108）年中以前公告查核計畫及指標。 

決議：請業務單位會後調查各縣市政府及輔具中心意見，並再研議後
續規劃方向。 

 

陸、臨時提案 
案由一：縣市輔具中心設置聽檢室服務對象人籍不一時，縣市間互惠

原則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社會及家庭署 

說明： 
一、 為輔導地方政府建置輔具中心完整之聽覺輔具評估能力，並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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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民眾接受輔具評估之負擔，本署整體考量區域資源配置、聽

覺障礙者之人口數及服務可近性等因素，前於 103 年至 104 年
採競爭型計畫擇優補助地方政府設置聽覺輔具評估設備及專業

人力，並規範服務對象須包含非設籍該縣市之身心障礙者，使

其可就近於居住或鄰近之縣市接受評估。目前全國計有 12 個
縣市輔具中心設置 14 處聽檢室，包含基隆市、宜蘭縣、桃園

市、臺中市、彰化縣、雲林縣、高雄市、屏東縣、苗栗縣、南

投縣、臺南市及新竹市，其中有 3 處為地方政府依其轄內需求
自行編列經費所設置，包含新竹市輔具中心、臺南市永華區輔

具中心及臺中市南區輔具中心。 

二、 經查除本署原補助設置之聽檢室之外，尚有地方政府所自行編

列預算設置之聽檢室提供服務對象有設籍限制，致使民眾無法

就近接受評估服務。為保障身心障礙者權益及基於縣市互惠原

則，建議非本署原補助設置之聽檢視可開放服務設籍外縣市之
身心障礙者。 

建議：非本署原補助設置之聽檢室可開放服務設籍外縣市之身心障礙

者使用。 
決議： 

一、為保障身心障礙者權益、基於縣市互惠原則，並考量輔具中心服

務量能，請新竹市政府與新竹縣政府協調設籍於新竹縣之縣民至
新竹市接受聽檢評估，由新竹縣政府編列評估經費補助之機制。

另請新竹市政府協調輔具中心聽檢室開放服務設籍外縣市(除新

竹縣之外)免費評估服務。 
 二、另為了解各縣市輔具中心輔具服務之收費與補助標準，請業務單

位製作調查表蒐集各縣市之樣態。 

 
案由二：有關提升照顧服務提供單位提供照服員所需輔具及強化輔

具品質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 

說明： 

一、依本部 107年 9月 3日召開「行政院性別平等會衛生、福利

及家庭組第 19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本案係前揭會議委員提及目前照顧服務員提供服務過程中， 

      若無使用輔具長久下來易造成職業傷害，亦影響照顧服務員 

      投入長照服務意願，另輔具品質亦會影響照顧服務員使用意 
      願，涉及職業安全、就業保險、就業發展、輔具檢測標準等 

      議題，請本部邀集有關單位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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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為提升照顧服務員投入照顧服務產業意願，減少照服員職業

傷害，請勞動部針對照顧服務提供單位職業安全查核、就業
發展等目標建議列入相關指標，以促進單位提供輔具予照服

員意願；輔具品質方面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本部食品藥物

管理署針對輔具品質、適用程度等予以把關，以提升照服員
使用輔具意願及安全。 

 決議：請長照司具體列出照顧服務員所需輔具品項，並發文予相關

權責部會蒐集意見，必要時請召開會議研議。  
 

柒、散會(下午 1時 1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