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秘書處

30年來，智總爭取保障心智障礙者權益的初衷，不曾改變
將持續扮演心智障礙者及其家庭最堅強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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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組織發展與協力



會務組織發展與協力

1. 總計辦理3場全國理事長聯誼會、3場理監事會
議、2場總幹事激勵營以及7場分區聯誼會。年
度參與人數超過500人次。
年度重點：增進對於支持在地社區生活及辦理
個人日間照顧及居住服務與家庭支持服務的採
購合作推進重點為主軸。

2. 協助地方團體與相關專業服務單位進行專業培
力工作，以定期外督、研習訓練與品質檢視方
式，結合資深工作人員指導與民間單位實務手
冊捐贈方式，協助110個服務據點提升社區式
日間照顧服務執行量能的發展。



3. 因應三級警戒期間服務據點暫停實體
服務提供的調整，協助規劃防疫措施
與物資籌募，彙整線上服務素材與直
播影片供參考，並結合學者進行需求
調查進而協調爭取照顧者優先施打疫
苗，以維繫住近100天家庭照顧量能。

4. 協助家長處理防疫期間因未戴口罩的
罰單處理。

會務組織發展與協力



國際交流

1. 4月：參加融合國際亞太區線上會議，
由陳誠亮常務理事及本案中2名智青代表出席並報告。

2. 8月：主辦台港心智障礙自我倡導者線上交流活動，台灣方有4位智青代
表。整體規劃、籌備、報告均由智青負責，秘書處同仁僅負責居間聯繫、
設備及軟體之操作。

3. 11月中：參加亞智盟線上雙年會，由李艷菁副理事長（亦為本案支持
者）、本案2名智青及秘書處2位同仁代表出席並報告。

4. 11月底：主辦成果分享會，由本案4名智青主責規劃並報告本案執行過程
與心得，亦邀請本案2名支持者分享。本次分享會採同步線上直播。

會務組織發展與協力



結誼組織交流
1. 陳誠亮常務理事及秘書長與主任透過預錄，及線上支援深圳守望年度家

長幹部及工作人員培訓工作

2. 劉貞鳳理事長代表向澳門弱智人士家長聯會30週年慶致賀

3. 協助廣州揚愛特殊孩子家長俱樂部收集有關台灣心智障礙者相關服務質
素監督機制相關資料

4. 因疫情影響實質交流活動全面暫停，透過郵件及臉書、Whats app與結
誼組織代表保持問候連繫及線上交流

會務組織發展與協力



會務組織發展與協力

協作/合作組織

臺灣社區居住與
獨立生活聯盟

台灣兒童權益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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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障礙者全生涯發展權利的
維護與促進



特殊教育法修法

1. 歷經109年至110年共七次的特教法修法小組討論，於110年

完成智總特殊教育法修法建議版本。

2. 於110年10月將智總版本提交教育部，作為修法倡議內容。

心智障礙者全生涯發展權利的維護與促進

智總倡議特教法修法重點：

1 ) 前瞻性的推動落實融合教育，有特殊學習需求之學生
均應能接受特教服務，減少身心障礙學生之學習需求
標籤化。

2 ) 明定特殊教育支持網絡之配置與人員標準，落實支持
網絡之功能與目的。



特殊教育監督
1. 擔任教育部第13屆特殊教育諮詢會委員，由劉貞鳳理事長代表參與

2. 參與教育部學前特教5年計畫討論，爭取非營利幼兒園發展遲緩兒童應有專業
團隊服務的介入。

3. 陳誠亮常務理事

• 受邀擔任111年教育部對地方政府特殊教育行政績效評鑑委員，負責經費預算
執行情形。

• 受邀參與教育部服務群科教材編撰第1工作小組，協助自然科學中有關物理與
化學教材的編撰，及協助審查其他工作小組編撰教材內容。

• 代表本會擔任教育部110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委員。

心智障礙者全生涯發展權利的維護與促進



心智障礙者全生涯發展權利的維護與促進

特殊教育監督
5. 楊憲忠常務監事 

代表本會擔任教育部國教署111年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聯合安置委員會、
國立特殊教育學校國民教育暨學前教育階段學生聯合安置委員會之委員。

6. 葉月桂副理事長
代表本會為台中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並代表參與台中市特殊
教育安置輔導等相關會議。 



照顧服務
1. 參與總盟共同探討身障單位轉型辦理長照服務的實況與困境；倡議身心障礙機構設施設

置標準，建議有限制的納入外籍照顧人力運用(人數限制/職前訓練/本國籍人力督導下)；
支援總盟在疫情期間協助服務單位認識防疫相關規範及如何回應實務運作，參與2場次
教育訓練。

2. 支持社區居住聯盟辦理社家署委託機構調適計畫，協助中部地區轉銜輔導工作，年內支
持瑪利亞霧峰家園轉銜4名服務對象至日間服務及社區居住服務，其中2名成功轉銜2名
返回機構安置。

3. 受邀參與縣市社區式照顧服務成效評核工作，110年度共參與台南市、高雄市、台中市
等地評核。

4. 參與中央衛福部第11屆身心障礙機構評鑑工作，擔任權益組召集工作，並參與評鑑指標
委員會，完成部份場次評鑑後，因疫情爆發評鑑停辦。預計111年會接續完成。

5. 參與第一行為工作室新北市嚴重情緒行為困擾個案線上個案研議會議。

6. 與東吳大學周怡君老師就疫情期間暫停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對服務單位及家庭照顧者的
影響進行調查，提出建議予政府部門於未來再度發生警戒時參考。

心智障礙者全生涯發展權利的維護與促進



中高齡家庭服務與長期照顧

1. 持續跟進長照身心障礙相關訓練課程規劃及公版講義制作及修正，並參與
行政院長照檢討工作小組分組討論；協助老人福利推動聯盟進行長照相關
在職訓練身心障礙課程及講師的審議工作。

2. 支援督導人力協助苗栗智協、南投智協辦理中高齡心智障礙雙老家庭支持
服務，督導頻率6-8次/年。

3. 參與新北市長照中心探討早療階段復能使用問題；協助新北市長照中心心
智障礙家庭使用服務個案研討會議，全年共出席5次討論。

4. 參與衛福部社家署中高齡雙老家庭支持服務工作指引的修訂與服務討論。

5. 參與長期照顧服務發展議題檢討工作小組，就評估、服務輸送及給付、人
力反應心智障礙家庭使用時遇到的問題。

6. 支援信託公會參與安養信託業務執行評比審查工作。

心智障礙者全生涯發展權利的維護與促進



職業重建與自立生活

1. 參與勞動部就安委員會監督防疫照顧假及相關經費運用

2. 針對群組就業提案訴求群組就業應納入支持性就業服務人員績效計算

3. 參與勞動部身心障礙者訓練及就業委員會，持續跟進庇護工場轉型及部份
工時保障設計的議題

4. 持續參與新北市庇護性就業輔導評核工作

5. 邀請青年參與疫情期間直播節目，表達對居住及生活支持的想法與看法。

6. 林志模常務理事出席有關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證討論會議，因心智障礙者
有許多人是由手足協助交通支持使用，故提出反對身障停車證只限障礙1
等親且同戶籍才能使用。

心智障礙者全生涯發展權利的維護與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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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障礙相關政策立法倡議與
服務品質監督



早期療育

1. 持續參與中央及縣市早療推動委員會，協助團體倡議(專
辦早療機構與兼辦早療機構補助基準不一致)。

2. 與CRC聯盟完成民間版替代報告，訴求學前身心障礙兒童
於融合教育環境中的支持措施(巡輔頻率及專業知能不足
及訴求增加偏鄉條件)。

3. 110.04參與完成展翅基金會編撰之《兒少反歧視案例彙
編》，撰寫身心障礙兒少於校園遭受歧視案例。

4. 110.10.30完成王詹樣基金會早療服務品質提升計畫，總
計31家早療機構通過審查(日托681人、到宅136人)，111
年將持續進行計畫。

心智障礙相關政策立法倡議與服務品質監督



心智障礙相關政策立法倡議與服務品質監督

健全成年監護與輔助制度及發展支持性決策－第二年計畫

1. 線上辦理「成年監護與輔助制度」直播講座，並一併介紹金
融註記、電信註記等實用的權益保障措施。

2. 主辦「與心智障礙者談成年監護與輔助制度」工作坊。

3. 擔任諸多社福單位、大學舉辦之「成年監護與輔助制度」、
「稱職的成年監護人／輔助人」等相關講座及國際學術交流
活動。

4. 整理與回顧各縣市執行監護業務之樣態。

5. 整理與回顧各國成年監護與輔助制度之近況。

6. 整理我國意定監護後之執行狀況。



保護服務發展與支持建構

1. 參與衛福部兒少照顧政策討論，倡議應發展兒少階段的安置服務(團體家
庭/寄養家庭)，並應提供安置家庭必要的專業支持協助與專業服務所需的
經費預算，全年共進行12次會議討論(實體加線上)

2. 關注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法後的改變，對於有行為支持需求的青年少應有社
區支持的資源服務，對於無家可返的青年，應發展家庭式的安置服務，協
助返回學校接受教育，並納入照顧政策規劃

3. 參與縣市承辦保護服務單位的個案研討會議，110年主要參與新北市、桃
園市、基隆市及台北市的個案研討與專題教育訓練邀請。

心智障礙相關政策立法倡議與服務品質監督



CRPD國家報告審查結論改進措施執行

1. 連結青年與公、私部門等外部單位進行生命故事的分享與交流，110年
分別至台灣社會心理復健協會自立生活研討會、輔仁大學社會工作系、
實踐大學社會工作系進修部、台灣師範大學特教系、國立台灣美術館等
地進行經驗分享與交流

2. 擔任身心障礙聯盟工作小組成員，共同撰寫CRPD平行報告。

3. 透過衛福部身權小組及行政院身心障礙推動小組的參與跟進CRPD國家報
告審查結論改進情形

4. 與障盟等團體一起關注障礙者用藥、就醫障礙排除的議題討論

心智障礙相關政策立法倡議與服務品質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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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服務方案研發與推動



●培力心智障礙青年權利意識提升

1. 完成8場「一起來認識CRPD！」工作坊。智青及支持者一起學習CRPD及身權
法，並認識關乎身心障礙者的各項生活權益。

2. 完成4場智青個人生命故事分享會，對象包含特殊教育系學生、社工系學生、
藝文工作者等。

●心智障礙者自立生活及自我倡導培力方案

1. 辦理自我倡導會議、智青成長團體、支持者知能成長團體，計18場。

2. 培力心智障礙者組織(DPO)成立計畫：辦理3場教育訓練暨核心幹部會議。

3. 第15屆智能挑戰者自立生活學習體驗營：於9/4(六)~9/5(日)於線上辦理。

自我倡導 總受益人次1,365人

創新服務方案研發與推動



●協助以下公私立單位推動易讀，包含參與製作、擔任講者及顧問：

1. 社家署《作決定，有人幫─認識成年監護與輔助制度易讀手冊》、
《臺灣易讀參考指南》

2. 教育部《我要去上學─特殊教育法易讀手冊》。

3. 國立臺灣圖書館《歡迎來到國立臺灣圖書館》。

4. 國家兩廳院《2022台灣國際藝術節易讀手冊》。

5. 中央選舉委員會─《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易讀版投票指南手
冊》。

6. 新北市政府《新北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易讀手冊》。

7. 台北市文化局藝文館所易讀手冊產出(共5冊)及導覽人員訓練。

易讀推動

創新服務方案研發與推動



秘書處與學者及地方協會(台北市智障者家長協會、台

中山海屯啟智協會)透過顧問會議、編輯小組會議及實

地參訪等工作項目，共同完成手冊改版並印製250本實

體《身心障礙者家庭托顧服務操作指引手冊》，適用

對象：縣市政府、服務提供單位、家托服務員。

手冊架構如下：

第一章 身心障礙者家庭托顧服務基礎理念認識篇

第二章 服務提供單位執行操作篇

第三章 家庭托顧服務員操作實務篇

第四章 家庭托顧服務品質管理

創新服務方案研發與推動

「身心障礙者家庭托顧服務操作指引手冊」改編再版計畫



「智能障礙者社區生活支持服務中心之服務模式建置計畫」
1.完成110年第一階段的身心障礙個案管理系統之服務盤點
2.執行內容：
（1）邀請6名專家學者辦理一場次顧問諮詢會議
（2）分析91份個案管理服務單位
及63份心智障礙者家長問卷
（3）辦理6場次共47人之焦點團體訪談

3.研究發現：
（1）心智障礙者社區獨立生活之支持服務不足
（2）現行個案管理系統之服務，無法提供心智

障礙者長期的社區支持

創新服務方案研發與推動



從保護到自我決策、從為己到為人：

典範轉移後的心智障礙者參與及心智障礙服務

1. 帶領組織經營管理者深入理解及落實自我倡導，從組織層面營造自我倡導的積
極友善環境：

2. 自倡平台成員團體管理者場次，2/22、12/13，均約25人；
智總會員團體管理者場次，12/29，約20人。

3. 因應超高齡化社會與身權公約的挑戰，於9/13舉
辦「台灣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之發展趨勢研討會」，
探討身障機構未來三十年的趨勢，約105人。

4. 從個人層面培養自我倡導的心理基本功：心智障礙者的情緒管理與協助 

5. 舉辦「做自己的主人：障礙者EQ管理與自我倡議經驗分享會」。
12/22，中區場，約35人；12/28，北區場，約40人。

創新服務方案研發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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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宣導及資源募集與溝通



智總下午茶-線上直播服務

• 5月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三級警戒

期間，發展線上直播服務。

• 共製作16集，在智總粉絲頁FB、

YOUTUBE上架，瀏覽率計有

16000次。

• 影片路徑>智總官網>精彩影音。



110年捐款通路

社會宣導及資源募集與溝通



2021第13屆全國心智障礙者親子運動大會

因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經110年7月3日常務理監事會討論決議取消辦理，

並完成行文通知衛福部及台北市政府各局處取消辦理。

社會宣導及資源募集與溝通



11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止

收入 13,131,630元

支出 13,809,638元

餘絀    (678,008)元

智總收支決算表



110年捐款總金額： 7,760,021元

智總捐款分析

捐款來源捐款方式



11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止

收入 87,679元

支出 68,243元

餘絀 19,438元

中華民國心智障礙者
體育運動總會
收支決算表



110年捐款總金額： 87,677元

中華民國心智障礙者體育運動總會  捐款分析

捐款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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