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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第 1次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1年 6月 29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00分 

二、 地點：本府前棟 2樓簡報室 

三、 主席：陳副主任委員季媛                             紀錄：高榕苑 

四、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簿)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上次會議決議及列管案件辦理情形報告： 

(一) 上次會議決議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業務單位已於 111 年 4 月 14 日以府社助字第

1113816429號函送會議紀錄予各委員及相關單位。 

(二) 上次會議無列管及追蹤案件。 

七、 各單位業務報告 

請新竹縣政府衛生局、教育局、勞工處、社會處依序報告。 

 

陳委員心怡意見： 

在公私協力方面，建議增強所有合作團體、協會的專業化與組織能量，

倘人員與專業挹注不足時，我們給予太大期待對組織而言負荷過大，組

織能量培力是未來重點。以台中市為例，組織較成熟且能量足夠，其能

承擔的方案與推行的工作較多元。 

 

王委員敏菱意見： 

(一) 教育局業務部分：在特教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方面，希

望能呈現哪個障別的學生使用人數最多、使用哪種功能(例如陪伴或

課堂)最多，建議引用這些資料來設計培訓課程，以累積助理人員的

專業度。 

(二) 勞工處業務部分：在職場穩定就業滿 3個月有 12人，期待能看到這

12個人的障別、能讓其成功的因素、或不同障別的服務方式，藉以

建構服務模式。 

(三) 社會處業務部分： 

1. 主動關懷的服務很好，能關心到沒有進到服務系統但需要被關懷

的族群。 

2. 建議將生涯轉銜後續執行情形、主動關懷的服務效益呈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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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到目標設定與效益的連結。例如轉銜到哪裡(就業服務或其

他)，主動關懷提供電訪幾次、提供何種服務幾次、資源連結情形。 

劉委員新貴意見： 

(一) 有關復康巴士部分，新竹縣視障福利協進會自有 1台會務車，但已使

用 10多年較為老舊，協會承接縣府委託辦理視障生活重建方案，期

待能有一台較理想的會務車接送視障會員以減輕外出困難。 

(二) 另協會亦承接縣府愛家庇護工場，可提供 6位庇護性就業員工名額，

目前僅 4位員工，致影響產能與產量，請勞工處予以回應。 

 

王委員瓊如意見： 

在經營機構或庇護工場方面，如何協助身心障礙者提升生活品質，以及

機構或協會在提升專業度方面，都是我們需要努力的部分。現況有些機

構候位人數多，但有些機構收不到人，機構在專業力這部分值得思考。

另外有關復康巴士、公私如何協力及資源共享部分，就拙茁家園而言，

機構 5台車皆使用 15年以上，機構在募款過程發現社會善心人士很多且

願協助，如何讓真正有需要的人得到資源是很重要的。 

 

陳委員恩民意見： 

(一) 有關資源共享部分，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以下簡稱法扶會)原

則上針對低收、中低收入戶提供法律扶助。例外情形為未能得到法

律適當保護時，仍可提供必要的法律扶助。例如因身心障礙在訴訟

無適當程序時，法官會協助轉介到法扶基金會。過去資源共享大部

分在司法圈內，近 2 年則推展至就業服務中心、兒福、勵馨等單位

皆有合作。 

(二) 法扶會於每週四下午提供債務清理服務申請，並請就業服務中心進

駐法扶會，若申請人在申請過程有就業服務需求，可當場轉介連結

此資源。另外，有關家事案件程序中，若有心理協談需求會由新竹

家事庭協助轉介兒福、勵馨提供服務，以上皆為資源共享部分。 

(三) 很多至法扶會申請服務的民眾為弱勢的核心，衍生經濟弱勢、獲取

資源與資訊的弱勢，法扶會與縣府可於服務過程資源共享，提供民

眾適當的轉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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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回應： 

(一) 依委員意見於下次會議呈現申請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的補助順位、助理

人員培訓相關資料。 

(二) 申請特教助理人員原則以嚴重的情障生及重度的腦麻生為主(依順位

規定)，另在學前階段，提供公幼安置每班 2名、普通班每班 400小

時的服務資源，學前集中式特教班皆補充到 1.5位人力。 

(三) 有關培訓部分，預計於 112年規劃辦理至少 36小時研習。特教教師

助理員會安排於特教班提供服務、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安排於申請者學

校提供服務。 

 

勞工處回應： 

(一) 依委員意見於下次會議呈現穩定就業個案的障礙類別、成功因素統

計資料。 

(二) 有關愛家庇護工場尚有庇護性就業員工名額，目前除甜心小站以外

的庇護工場皆有此情形，對此現況個管員通常會鼓勵求職者以累積

庇護工場工作經驗為先，然求職者本人及家長對特定熟悉的庇護工

場意願較高，致影響其他庇護工場聘僱情形，本處將持續努力針對

符合職業輔導評量具備能力之身心障礙者提供推介服務。 

 

社會處回應： 

(一) 有關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服務，目前主要由特教學校函請本處及各網

絡單位於學生畢業前至學校與學生及家長進行身心障礙福利資源及

就業服務宣導。本處依學生狀況評估其需求，提供建議並轉介相關單

位。 

(二) 另轉銜後續追蹤及針對障別、服務輸送等數據未有成果分析部分，未

來將依委員意見辦理。 

(三) 身障團體若有復康巴士需求，本府目前有下線車輛可供身障團體無償

借用，如有需求可行文本府申辦，相關油料、保養、規費等支出由團

體自行負擔。 

 

主席裁示： 

(一) 對於團體、組織推行增能、賦能、培力不是只有一個計畫，需要由

下而上與團體、機構共同合作形成共識，感謝委員提醒在公私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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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專業化與組織量能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二) 建議下次會議資料併同整理上一期或去年同期數據資料呈現，以提

供委員參考。 

(三) 餘請業務單位依委員意見研議辦理。 

 

八、討論提案： 

案由一：受本府監護宣告及輔助宣告列管個案清冊備查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81 條：「身心障礙者有受監護或輔助

宣告之必要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協助其向法院聲請。受

監護或輔助宣告之原因消滅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協助進

行撤銷宣告之聲請。有改定監護人或輔助人之必要時，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協助身心障礙者為相關之聲請。法院為身心障礙者選定

之監護人或輔助人為社會福利機構、法人者，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對其執行監護或輔助職務進行監督；相關監督事宜之管理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二) 按衛生福利部 105年 5月 30日部授家字第 1050900442號函「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執行未成年監護或輔助職務注意事項」第三點

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至少每月探視居住於社區之受監

護及輔助宣告之人一次；另對於安置於機構之中之受監護及輔助宣

告之人，應至少每年探視一次」。受本府監護及輔助宣告之個案予以

定期的處遇、輔導、關懷，以維護受本縣監護輔助宣告個案之權益。 

(三) 檢附受本府監護宣告及輔助宣告列管個案 (如附件)乙份。 

擬  辦：送本推動小組會議知悉備查。 

決  議：同意備查。 

 

九、 臨時動議：無。 

 

散會：同日中午 12時 1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