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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聯合國於 2006 年通過「保護身心障礙者權利公約」，為身心障礙者的人權維護

寫下歷史一頁之際，衡諸國內推展已久的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工作，現存的福利

措施，儘管有助於身心障礙者與正常社會統合，使其能獨立自主，然而，這些福

利措施使用率卻偏低，且方案設計也有欠缺完整性與便利性的限制，有鑑於此，

本文透過身心障礙者職業理論、國內相關法規與國內智能障礙者就業現況之三方

面進行探討，歸結出在為智能障礙者規劃實際之職業輔導時，應考量其早年生活

經驗、生理狀況、人格特質及該職業對其身心可能造成正負面的影響，以全面維

護智能障礙者之工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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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聯合國在 2006 年 12 月 13 日，192

個會員國無異議通過「保護身心障礙者

權利公約」，這個公約將讓全球 6 億 5

千萬身心障礙者的自由跟基本人權獲

得保障。此項公約歷經 4 年協商，內容

總共有 50 條，公約具體保證身心障礙

者的民權、參政權、教育醫療權還有工

作權，此一創舉無異對於身心障礙者的

人權維護具有劃時代的實質意義。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異學生鑑定標

準（教育部，2006 修正）對智能障礙的

定義，主要係指個人之智能發展較同年

齡者明顯遲緩，且在學習及生活適應能

力表現上有嚴重困難者。然而，智能障

礙者的個別職業潛能卻並不相同，英國

在 1980 年代後，由於受到「社會模式」

觀點的影響，及來自於障礙者及專家學

者的杯葛，認為心智障礙者並非殘障

（handicapped），而是具備一定的工作

能力，在經由正確與客觀的個別化職能

評量過程，其身心特性與職業潛能將能

明確地界定與評估（周月清等著，

2001）。值此之故，本文將由身心障礙

者職業理論、國內相關法規與國內智能

障礙者就業現況之三方面進行探討，期

使結合理論與現況，提出開發與運用智

能障礙者的人力資源之參考建議。 

 

身心障礙者職業理論 

   Powell（1983）曾提出，一個人有了

工作之後，可以滿足自我生存之維護、

社會歸屬感、被賞識、勝任感等四大需

求。多數的身心障礙者並不願意沒有尊

嚴地接受補助，他們對工作仍是高意

願，以作自我生存的維護；而工作之

後，希望被上司、同事讚賞，當然，在

工作之中，身心障礙者更需直接地印證

自己是各有能力的人，是能勝任職業生

涯任務者。國內外關於障礙者相關工作

適應的理論相當多，接續將主要針對身

心障礙者職業訓練的觀點，彙渠各學

派、學者看法如者看法如後。 

一、特質因素論（Trait-Factor Theory） 

特 質 因 素 論 代 表 人 物 為

Williamson，該理論主要以「特質」為

描述個別差異的重點指標，強調個人人

格特質與職業選擇的關係，其主張有：

（1）每一種職業都有理想的人格特

質；（2）每一個人的人格特質可能較適

合從事一種甚至數種職業（林幸台，

1991），因此，在為智能障礙者作職業

輔導時，「特質因素論」強調需審慎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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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其人格特質與需求，同時，良好的工

作適應需賴工作人格、工作能力與工作

目標三方面之平衡。 

二、類型論（Typology Theory） 

類型論提出者為 Holland，其理論

主要與特質論一樣探討職業選擇的歷

程，惟，不同的是，該理論所探討的是

個人的類型，亦即，每個人職業選擇的

歷程，皆受其類型的影響，茲就類型分

類與代表的典型職業群描述如表一（黃

德祥，1983）。 

類型論對智能障礙者就業的意

義，主要乃引導身心障礙者可以依自己

的類型、由特定的職業類型（組群）找

工作，更周詳的考慮身心障礙者的人格

組型，然而，若進一步反應於實務上，

此一理論較易忽視社會、機會及環境變

項，以致於易囿其在應用上的程度。

 

表一、個人類型分類表 
分類 意義 代表的典型職業群 

真實型 

（relistic, R） 

喜歡需體力的活動，富侵略，神經組織發達，乏口

才與交際，喜歡具體而不喜歡抽象，不亦親近。

機械操作員、農人、貨物搬運

人員等。 

智慧型

（investigative, I） 

重視工作責任，對問題深思、組織和瞭解世界，喜

歡有意義的工作任務和反傳統的活動、抽象的觀念

等。 

物理學家、人類學家、化學

家、數學家、生物學家等。 

社交型 

（social, S） 

喜歡教學或治療的角色，偏好安全環境，善於口才

和交際，喜歡社交，亦接受女性情感等。 

臨床心理師、諮商者、教師

等。 

保守型 

（convetional, C） 

喜歡有組織的言語和數字活動，喜歡位居附屬的角

色，藉服從達成目標。 

出納、統計員、簿記員等。 

企業型 

（enterprising, E） 

操縱、推銷、領導他人的口才。 隨車售貨員、拍賣員等。 

藝術型 

（attistic, A） 

喜歡迂迴的人際關係，喜歡透過個人表現藝術生

活，處理環境問題。 

詩人、小說家、音樂家等。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三、決策論（Determination Theory） 

決策論主張個人有許多職業選擇

的機會，並強調每一個機會會造成不同

的結果，因此，生涯目標或職業的抉擇

必須尋求最高的效益與最小的損失，而

任何職業或生涯途徑均可被認為是為

達成某些特定的目標，如：較高的地

位、安定等（楊朝祥，1983）。決策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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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智能障礙者就業的意義，主要乃是強

調在為其進行職業輔導時，應多方面之

考量，如：待遇、興趣等，以尋求最高

效益和最小損失。 

四、需要論（Need Theory） 

需要論是於六０年代 Roe 所提出

者，主要認為「需要」是選擇職業的關

鍵所在，因此，著重強調家庭環境及父

母態度對個人需求的影響及其個人職

業選擇的關連（林幸台，1991）。此一

理論也驗證國內研究中，由家人積極協

助智能障礙者前往機構接受職業訓

練，乃是邁向成功就業的第一步的確實

性（高馨玲、任麗華，2005）。因此，

在為智能障礙者設計職業輔導時，乃需

要審慎考量其童年時代所接受的家庭

教育，以關照其個體的不同需求。 

五、分析論（Analysis Theory） 

分析論提出者為精神分析學派，主

要以心理分析的方法分析人格發展的

過程，自我觀念對職業的影響以及職業

發展的機會與完成的程度，著重於個人

動機、需要等心理動力的研究，其觀點

為：(1)職業選擇是個人人格發展的結

果；(2)職業環境依其相似的程度，可區

分為數種模式環境；(3)人和環境的配合

亦可組成若干不同的結果，這些結果影

響到職業的選擇，職業的穩定性和其成

就，以及個人的穩定性與創造性表現

（楊朝祥，1990）。因此，在為智能障

礙者作職業輔導時，須考量其人格、動

機、需求，以及和職業環境的關係，因

為，影響智能障礙者工作適應的主要因

素即為個人能力（如：工作社會技能）

與工作環境（如：雇主、同事）的支持

度（鈕文英、王欣宜，1998）。 

六、發展論（Developmental Theory） 

發展論，主要是認為職業選擇為一

人生長的發展的歷程，因此，特別注重

個人發展階段中自我概念及各階段生

涯發展任務與生涯成熟的意義，並相信

個人隨年齡的成長，將產生對自己更清

楚的概念，故，個人的職業想像乃是配

合個體自我想像，而作出職業選擇的決

定，因此，最後的職業選定乃是職業觀

念與自我觀念的配合（林幸台，1991）。 

反應在智能障礙者就業議題上，發

展論者認為職業選擇是一種由小到

大、由模糊而漸明朗的過程，其思考方

式可能由不成熟而趨成熟，且，目標可

能由幻想漸至具體，故在為智能障礙者

從事職業輔導工作時必須以個體本身

之生涯規劃層面做一通盤性的考量。 

綜合上述六項職業理論，可以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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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需要論與分析論較重視智能障礙者

早年生活經驗與職業的關係，特質因素

論和類型論則重視智能障礙者人格特

質與職業關係，發展論則強調職業觀可

大可小，慢慢具體形成，而決策論旨在

對現在及未來個人及環境因素作一

短、中、長程的最佳考量。 

是以，為維護智能障礙者之工作

權，在為其規劃實際之職業輔導時，應

特別考量智能障礙者早年生活經驗可

能對職業觀造成的影響、生理狀況，與

人格特質，進而衡量智能障礙者未來就

業後身心狀況的變化，以及職業對其身

心可能造成正負面的影響，作一全面性

的評估，以積極開發智能障礙者之人力

資源，落實定額雇用與同工同酬之福

利。 

 

國內相關法規 

    國內對於身心障礙者就業的保

障，主要為保障工作權、提供實際職業

輔導、定額雇用與同工同酬等四方面，

茲分述如后。 

一、保障工作權 

1. 憲法（1982）第十五條：人民之生

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 

2. 就業服務法（2006 修正）第五條：

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均等，故對求

職人或對雇用員工，不得以身心障

礙為由，予以歧視。 

3.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2004 修正）第

二十六條：各級政府應依身心障礙

者之障礙類別及等級，提供無障礙

個別化職業訓練及就業服務。 

二、職業輔導服務 

1.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2004 修正）第

二十七條：勞工主管機關應設立或

獎勵設立職業訓練及就業服務機

構，依身心障礙者實際需要，提供

職業訓練、就業服務與就業所需輔

助器具之研究發展及相關服務。 

2.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2004 修正）第

二十八條：勞工主管機關協助身心

障礙者就業時，應先辦理職業輔導

評量，以提供適當之就業服務。前

項職業輔導評量辦法，由中央勞工

主管機關定之。 

3.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2004 修正）第

二十九條：勞工主管機關應視身心

障礙者需要提供職業重建、創業貸

款及就業所需輔助器具等相關經費

補助。 

4.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2004 修正）第

三十條： 勞工主管機關對於具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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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能力，但尚不足於進入競爭性就

業市場之身心障礙者應提供支持性

及個別化就業服務；對於具有工作

意願，但工作能力不足之身心障礙

者，應提供庇護性就業服務。主管

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設立

或獎勵設立庇護工場或商店。 

三、定額雇用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2004 修正）第

三十一條：各級政府機關、公立學校及

公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數在五十人以

上者，進用具有工作能力之身心障礙者

人數，不得低於員工總人數百分之二。

私立學校、團體及民營事業機構員工總

人數在一百人以上者，進用具有工作能

力之身心障礙者人數，不得低於員工總

人數 1％。未達前二項標準者，應定期

向機關(構)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勞

工主管機關設立之身心障礙者就業基

金專戶繳納差額補助費；其金額依差額

人數乘以每月基本工資計算。 

四、同工同酬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2004 修正）第

三十三條：進用身心障礙者之機關

(構)，應本同工同酬之原則，不得為任

何歧視待遇，且其正常工作時間所得不

得低於基本工資。身心障礙者就業，薪

資比照一般待遇，於產能不足時，可酌

予減少。但不得低於百分之七十。前項

產能不足之認定及扣減工資之金額遇

有爭議時，得向依該法第七條成立之保

護委員會申訴之。 

衡諸國內對於身心障礙者就業保

障之相關法規，對於身心障礙者本身之

工作權，主要根質於人權上的維護，並

透過積極的職業輔導服務，協助身心障

礙者謀得一技之長，以建立其獨立生活

之能力，同時，透過定額雇用與同工同

酬之保障與倡議，為身心障礙者開拓更

多的就業機會與空間。是以，透過明文

的規範，具體提供智能障礙者就業之職

業輔導服務，並輔以健全之配套措施與

制度，將能有效提高業界進用智能障礙

者的意願，也有助於智能障礙者正面自

我形象與概念之建立。 

 

國內智能障礙者就業現況之討論 

一、身心障礙者勞動與接受職訓之比例 

根據內政部統計處統計至民國 95

年底的調查結果中顯示，智能障礙者佔

全國身心障礙者比例為 8.8%（內政部統

計處，2006）。在內政部（2003）針對

15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工作狀況與職業

訓練需求」的調查中，顯示 15 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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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近三年有接受過政府舉辦

職業訓練之比例不到 10％；整體身心障

礙者勞動力參與率為 26.37%，失業率為

14.70%，高於全國平均失業率二倍以

上，而進一步探究未參與勞動之原因，

近 77％因身體重度障礙或高齡而無法

工作。 

二、同工同酬之落實度 

國內目前對於「同工同酬」的落實

仍顯不足，調查中顯示身心障礙受雇員

工每月平均經常性薪資約 2 萬 5 千元，

較全體國人受雇員工平均薪資少約 1萬

元，其中，身心障礙就業者男、女性工

時接近，但薪資水準差異為大（內政部

統計處，2003）。 

在 2005 年時，國內曾因喜憨兒在

庇護工廠的工時 66 元事件，發生立委

直指喜憨兒權益遭受剝削的事件，然

而，庇護工廠的定位畢竟不在於營利，

其性質主要仍是以訓練為主，因此，若

以商業邏輯或同工同酬的概念審視，將

有其偏頗與不當（蘇國禎，2005；劉佳

琪，2005）。 

三、定額進用之比例 

「定額進用」的福利措施上，馮素

蓮（1995）的調查指出：民國 83 年國

內法定義務進用機關已進用障礙者佔

74.0％，尚待進用障礙者有 26.7％，不

擬進用障礙者有 11.5％，其中以民營事

業機構進用障礙者的情況最好，佔 98.2

％，尚待進用障礙者佔 23.5％，不擬進

用障礙者僅佔 5.0％。其次為公私立學

校、政府機關，最差為公營事業機構。

周月清（1994）以台北縣公私立學校、

團體關、及事業機構為就對象，也發現

足額雇用者民間單位高於公立單位，尤

其公營事業為未足額雇用率達高達 81

％，而公立學校未足額雇用比率為 51

％。 

直到行政院勞委會職訓局調查自

民國八十八年度二月份為止，定額進用

身心障礙者的概況，發現不足額進用義

務機關之總數已降至 21.45％，其中公

立機關（構）為 20.95％，而私立機關

（構）為 21.75％（引自方韻珠，1999，

p.60）。顯示社會大眾對進用身心障礙員

工的接納度較為提高，也多能共同承擔

社會責任。 

綜合前述三方面現況，可知當前身

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三十一條之規定，很

明顯是保護政策之措施，然而，在正視

身心障礙者之就業服務時，應將個人視

為是一「工作者」，而非身心障礙者來

考量，其應為身心障礙者的「工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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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福利權」，若此一觀念可以突破，

則所有措施都將能站在一個平等的立

足點來幫助身心障礙者自立。工作權，

乃是一項基本人權（萬育維，1997），

無論是政府或民間在為身心障礙者提

供平職業推介時，在觀念、態度上均應

漸漸由保護政策轉而變成平等政策。使

身心障礙者因工作權而有工作，而非得

到福利權而有工作。 

 

結語 

身心障礙者由於生理或心理的缺

陷，一般人所使用的機器設備不適合身

心障礙者之操作學習，以致於不易達到

訓練的目的，尤其對於多數智能障礙者

而言，其認知發展的顯著落後，更加劇

其就業的困難。 

然而，在福利政策的制訂上，倘若

能提供考量智能障礙者早年生活經

驗、生理狀況、人格特質之職業輔導，

並衡量智能障礙者未來身心狀況的變

化，及追蹤職業對其身心造成之正負面

的影響，將能更為提高後續為因應身心

障礙者的個別差異提供之「職務再設

計」之成效，並有效降低智能障礙者就

業的困難度。 

    近年來，國內逐漸重視個人終生發

展的生涯規劃，對於智能障礙者而言，

由於囿於其身心之限制，易有負面、消

極的自我概念與自我形象，以致其背負

的壓力更加龐雜。余禮娟（2001）曾指

出，智能障礙成人對於生活掌控、日常

生活的決定範圍較小，然而，在資源提

供較少的家庭環境，智能障礙成人之自

我決策反而較高。因此，在提供智能障

礙者相關服務時，需瞭解服務提供的本

質應是以建立智能障礙者獨立自主的

能力為首要工作，故實應檢視所提供的

支持環境中是否過度保護或剝奪，避免

建立不利於自我決策的職業生涯發展。 

    是故，筆者認為在輔導智能障礙者

就業時，實需特別考量下列面向加以進

行與設計，以提高智能障礙者的產能，

建立獨立自主的工作技能： 

一、提升其自我概念與潛能：使智能障

礙者能肯定自我存在的價值與重

要性，並設法發展其自我潛能，並

提供其就業的意願與動機。 

二、生活角色的適切扮演與人際關係

之促進：使智能障礙者能由被照顧

者的傳統角色中成長，以在不同階

段中適切扮演各種不同的角色，並

與周遭的人維持良好的人際關係。 

三、生涯規劃與決策能力的培養：讓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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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障礙者發現自身的興趣，發展自

己的潛力，運用已有的資源，尋求

外在的資源協助，以建立為自身之

生涯作規劃的能力。 

四、就業前的基本職業準備：提供智能

障礙者一般應徵技能、心理準備、

工作環境的瞭解、轉換工作的能力

與知識等技巧培養。 

五、就業輔導：透過直接、間接或外在

策略提供智能障礙者就業相關的

技能教導或訓練。 

六、與業界合作：呼籲公私立各界落實

定額雇用制度，共負社會責任。 

七、增進訓練成效：瞭解職業復健的目

標不僅在於訓練身心障礙者習得

或恢復職業技能，更重要的是在協

助他們進入或重返職場，滿足完成

個人的生涯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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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United Nations passed “Convention of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2006，it is a historical page of protecting the human rights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he employment services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have been a long 

time in Taiwan. Although these services help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o integrate to 

normal society and make them to be independent, the using rate of these services is still 

low. Besides, the design of services is not complete and lacks of convenience for this 

group of people. In view of this,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employment theory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the relative laws and the state of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being employed. Combining with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this article 

concluded some advices for designing practical guidance of occupations of the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should considerate their experiences for early years, 

physical situations, personalities, and the potential influences of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from the occupations. In this way, the working rights of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will be protected entir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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