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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計 處 市 政 統 計 簡 析 

                第 109-001 號       109 年 3 月 
友善你我他，與礙零距離 

前言 

隨人口老化、「障礙」定義的改變與福利資源擴張，身心障礙者

人口數逐年增加，為維護身心障礙者之權益，保障其平等參與社

會、政治、經濟、文化等之機會，促進其自立及發展，本市以

「社會整合」與「支持服務」為目標，提供身心障礙者全人及

個別化的服務，給予個人及家庭支持，保障其機會均等、公平

參與社會生活之機會，創造安適宜居的生活環境。  

一、 108 年底身心障礙人數達 12 萬 5,999 人，占本市人口比率為

4.48%，各行政區身心障礙者占該區人口比率以新社區 6.81%最

高，南屯區 3.18%最低。 

截至 108 年底，本市身心障礙人數已達 12 萬 5,999 人，較 100 年

底增 1 萬 5,373 人(13.90%)；其中男性 7 萬 621 人(占 56.05%)，增

6,953人(10.92%)，女性 5萬 5,378人(占 43.95%)，增 8,420人(17.93%)。

性比例(男/百女)由 100 年底 135.58 下降至 108 年底 127.53，顯示男

性身心障礙人數仍多於女性，惟女性增加幅度高於男性。另身心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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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臺中市身心障礙者概況

資料來源：臺中市公務統計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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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占本市人口比率呈逐年成長趨勢，自 100 年底 4.15%上升至

108 年底 4.48%，成長 0.33 個百分點 (圖 1)。 

以行政區別觀之，108 年底身心障礙人數以北屯區 1 萬 722 人最

多，太平區 9,081 人次之，大里區 8,855 人再次之。各區身心障礙者

占該區人口比率以新社區 6.81%最高，其次為大安區 6.67%，外埔區

6.28%居第 3；占比較低之行政區，以南屯區 3.18%最低，其次為西屯

區 3.53%，再其次為北屯區 3.78%。若將各區老年人口比率與身心障

礙者比率描點繪圖，可知老年人口比率較高之行政區，其身心障礙者

比率亦相對較高(圖 2)。 

 

二、 108 年底身心障礙者以 65 歲以上年齡組占 40.31%、輕度障礙占

38.24%、肢體障礙占 29.67%最多，且男性肢體障礙者為女性 1.47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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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08年底臺中市各區身心障礙者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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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公務統計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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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分析身心障礙者之年齡與障礙程度，108 年底身心障礙者

以 65 歲以上 5 萬 787 人(占 40.31%)最多，45-59 歲 2 萬 9,270 人(占

23.23%)次之，兩年齡層合占近 6 成 4。障礙程度以輕度障礙 4 萬 8,178

人 (占 38.24%)最多，中度障礙 4 萬 256 人(占 31.95%)次之，輕、中

度障礙者合占近 7 成。由交叉分析結果得知，0-14 歲身心障礙者以輕

度障礙占 56.39%最高，極重度障礙占 7.08%最低，然隨年齡增加至 65

歲以上，輕度障礙占比下降為 37.27%，極重度障礙占比則提高為

13.73%，顯示隨年齡增加，身體各方面機能退化，如聽覺、視覺障礙

與失智等，以及疾病所帶來的功能障礙，除提高成為身心障礙者之機

率外，亦提高其障礙程度(表 1)。 

 

以障礙類別觀之，108 年底身心障礙者以肢體障礙者 3 萬 7,386

人(占 29.67%)為最多，其次為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 1 萬 6,422 人(占

13.03%)，再其次為多重障礙者 1 萬 4,948 人(占 11.86%)，三者合占近

5 成 5。與 100 年底相較，十大障礙類別中除肢體障礙者減 491 人(-

1.30%)外，餘類別皆呈成長趨勢，其中以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增 3,427

人(26.37%)最多，聽覺機能障礙者增 2,946 人(25.64%)次之，多重障礙

者增 2,236 人(17.59%)再次之，失智者增 2,087 人緊接在後，值得注

意的是，其增幅達 65.94%為最高，另自閉症者人數雖為第十大，然其

增幅達 26.00%，居第 3 位(圖 3)。 

單位：人、%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合計 125,999 48,178 38.24 40,256 31.95 22,044 17.50 15,521 12.32

0-14歲 5,141 2,899 56.39 1,201 23.36 677 13.17 364 7.08

15-29歲 10,588 4,541 42.89 3,549 33.52 1,723 16.27 775 7.32

30-44歲 16,803 6,406 38.12 5,766 34.32 2,919 17.37 1,712 10.19

45-59歲 29,270 10,482 35.81 10,029 34.26 4,990 17.05 3,769 12.88

60-64歲 13,410 4,923 36.71 4,299 32.06 2,260 16.85 1,928 14.38

65歲以上 50,787 18,927 37.27 15,412 30.35 9,475 18.66 6,973 13.73

資料來源：臺中市公務統計資訊網。

備          註：因4捨5入致加總不為100%。

表1、108年底臺中市身心障礙者年齡與障礙程度概況

極重度障礙
合計

重度障礙輕度障礙 中度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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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性別觀之，108 年底兩性皆以肢體障礙者最多，男性 2 萬 2,232

人（占男性身心障礙者 31.48%），女性 1 萬 5,154 人（占女性身心障

礙者 27.36%）；其次為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男性 8,921 人（占 12.63%），

女性 7,501 人（占 13.55%）；再其次，男性為多重障礙者 8,589 人（占

12.16%），女性則為慢性精神病患者 6,667 人（占 12.04%）。各障礙類

別中，大腦退化性疾病的發生率會隨著年齡增加而升高，且女性平均

壽命、憂鬱症發生率高於男性，使失智症者及慢性精神病患者皆以女

性居多，餘類別則為男性居多，其中男性肢體障礙者因意外、交通事

故及職業傷害等因素，人數為女性 1.47 倍(圖 4)。 

 

資料來源:臺中市公務統計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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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公務統計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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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8年身心障礙者之各項經濟補助金額以生活補助 24億 8,038萬

元最多，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補助 9 億 4,730 萬元次之；另 107

年「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核付金額達 1 億 3,074 萬元。 

身心障礙者一方面囿於各種主客觀因素而無法充分就業，導致其

經濟來源不穩定，另一方面其家庭又因為照顧或支持身心障礙者，致

所需費用較非身心障礙者家庭為高，因此，為保障身心障礙者及其家

庭之經濟安全，本市依家庭經濟情況、障礙等級等，提供「生活補助」、

「輔助器具補助」與「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等各項經濟補助。 

108 年身心障礙者之生活補助共計 48 萬 215 人次，補助金額達

24 億 8,038 萬元，分別較 100 年增 4,351 人次(0.91%)及 6 億 3,006 萬

元(34.05%)；若以每人一年領取 12 次計算，約有 4 萬人每月領取生

活補助，逾 108 年底身心障礙人數之 3 成。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共

有 5,286 人受益，補助金額計 9 億 4,730 萬元，分別較 100 年大幅增

3,721 人(237.76%)及 6 億 2,216 萬元(191.35%)。輔助器具補助之人次

與金額則較 100 年略減，共計補助 7,275 人次及 7,108 萬元(表 2)。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期底人數 金額

100年 475,864 185,032 7,304 7,269 1,565 32,514

101年 496,804 231,027 7,154 6,777 3,615 53,289

102年 467,653 228,058 6,866 7,027 4,121 64,188

103年 471,582 228,927 5,656 6,143 4,603 87,336

104年 472,821 231,305 6,218 6,835 5,220 86,302

105年 479,254 243,686 7,823 7,655 5,404 99,907

106年 481,571 245,043 8,883 8,829 5,134 98,927

107年 475,447 244,350 8,752 8,651 5,226 103,381

108年 480,215 248,038 7,275 7,108 5,286 94,730

108年較100年

增減率
0.91 34.05 -0.40 -2.21 237.76 191.35

生活補助 輔助器具補助 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

表2、臺中市身心障礙者經濟補助情形

資料來源：臺中市公務統計資訊網。

單位：人、人次、萬元、%

年度別

備    註：生活補助、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僅能擇1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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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觀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概況，依「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

辦法」，針對經濟弱勢之身心障礙者提供生活補助，列冊低收入戶之

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每人每月補助 8,836 元，輕度者 5,065 元；列冊

中低收入戶及滿足最低生活費 1.5 倍以上未達 2.5 倍者之中度以上身

心障礙者補助 5,065 元，輕度者 3,772 元。108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補

助受益人次以列冊中低收入戶及滿足最低生活費 1.5 倍以上未達 2.5

倍者占 80.09%為最大宗，較 100 年減 9.97 個百分點；低收入戶占

19.47%次之，大幅增 10.04 個百分點，且逐年成長；榮民僅占 0.44%，

減 0.07 個百分點(圖 5)。 

 

國民年金保險(以下簡稱國保)亦針對重度以上身心障礙且無工

作能力者提供年金給付，若被保險人於參加國保前事實已發生，則於

參加國保有效期間，可以申請「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每月 5,065

元，若在國保加保期間才發生，得請領「身心障礙年金給付」。107 年

「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共核付 2,231 人，核付金額達 1 億 3,074

萬元，分別較 100 年減 146 人(-6.14%)及增 1,653 萬元(14.47%)。「身

心障礙年金給付」共核付 941 人，核付金額共計 4,031 萬元，則大幅

增 612 人(186.02%)及 3,020 萬元(298.71%)，且呈逐年成長趨勢(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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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臺中市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概況-按身分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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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公務統計資訊網。

備 註：因4捨5入致加總不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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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另亦提供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多項經濟補助，如身心障礙者

房屋租金補貼、購屋貸款利息補貼、住屋愛心修繕補助、購買停車位

貸款利息補貼、承租停車位租金補助以及參加健保費等經濟補助，其

中房屋租金補貼每戶每月最高 3,000 元，107 年共有 1,406 戶家庭受

益。 

四、 108 年底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實際安置服務人數為 1,423 人，居家

照顧服務人數為 8,077 人；整年支持服務中，居家式以「送餐到

家」占 81.84%最多，社區式以「復康巴士服務」占 90.79%為大

宗。 

在生活照顧方面，本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提供身心障礙者長期性

且持續性生活照顧、訓練及社會活動參與等相關服務，包含全日型住

宿、夜間型住宿、日間服務及福利服務中心。108 年底身心障礙福利

機構計 19 所，核定安置服務人數為 1,553 人，實際安置服務人數為

1,423 人，較 100 年增 82 人(6.11%)，呈微幅上升；然平均每位服務人

員約需服務 2.63 位身心障礙者，為近年來最少(圖 6)。 

核付人數 核付金額 核付人數 核付金額

100年 329 1,011 2,377 11,421

101年 452 1,771 2,356 13,171

102年 582 2,363 2,215 13,419

103年 659 2,836 2,271 12,994

104年 735 3,103 2,256 12,810

105年 807 3,593 2,236 13,149

106年 851 3,766 2,238 13,111

107年 941 4,031 2,231 13,074

107年較100年

增減率
186.02 298.71 -6.14 14.47

表3、臺中市國民年金保險身心障礙年金給付情形
單位：人、萬元、%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備    註：1.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及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僅得擇1請領。

           2.請領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不得同時領取其他社會福利津貼（如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等）。

年度別
身心障礙年金給付 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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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選擇居住家中之身心障礙者，本市亦提供居家照顧服務，由

照顧服務員到宅提供失能之身心障礙者家務及日常生活照顧、身體照

顧等服務。由歷年資料觀察，因 107 年起開始實施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擴大服務對象，使居家照顧服務人數由 106 年底 650 人，大幅增

至 108 年底 8,077 人；平均每位服務員服務人數亦由 1.58 人成長為

2.48 人，平均每位服務員服務人數約增 1 人(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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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臺中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概況

資料來源：臺中市公務統計資訊網。

備 註：1.平均每位服務人員服務人數=實際安置人數/服務人員數。

2.服務人員數僅包含護理人員、教保員、訓練員、生活服務員及外籍監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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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臺中市身心障礙者居家照顧服務成果

資料來源：臺中市公務統計資訊網。

備 註：1.服務人數106年以前依長期照顧十年計畫1.0統計，107年起依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

統計。

2.服務員係指經照顧服務員訓練考評及格領有照顧服務員結業證明書者或經照顧服務

員技術士技能檢定合格者之人數，且僅計算服務身心障礙者。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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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身心障礙者生活品質、自立生活與社會參與，以及強化家

庭照顧身心障礙者之能力，本市持續推行各項身心障礙者支持服務，

按其服務類型區分為居家式及社區式照顧服務。居家式服務中，108

年以「送餐到家」服務 5 萬 7,089 人次(占 81.84%)最多，其次為「友

善訪視1」1 萬 357 人次(占 14.85%)；與 104 年相較，「到宅評估輔具

訓練服務」增 1,311 人次，增幅達 131.63%。社區式服務中，以「復

康巴士服務2」84 萬 4,013 人次(占 90.79%)為大宗，其次為「社區日

間作業設施服務3」4 萬 8,867 人次(占 5.26%)；與 104 年相較，則以

「生活重建4」增幅最大，增 223.95%(5,892 人次) (表 4)。 

 

                                                      
1
 「友善訪視」係到宅關懷身心障礙者，並支持其社會參與。 
2
 「復康巴士服務」係地方政府自行或委託民間團體提供備有輪椅升降設備之特製車輛協助身

心障礙者交通接送服務。 
3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係醫療或護理機構、精神照護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財團法

人、社會福利團體等針對無法進入庇護性就業服務場所之身心障礙者，提供以作業活動為主

之服務。 
4 「生活重建」係提供心理支持、日常生活技能培養、社交活動與人際關係訓練，以重新建構

其獨立生活能力。 

104年 108年
108年較104年

增減率

  到宅評估輔具訓練服務 996 2,307 131.63

  送餐到家 166,316 57,089 -65.67

  友善訪視 31,874 10,357 -67.51

  日間照顧 33,882 12,794 -62.24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 22,832 48,867 114.03

  臨時及短期照顧 7,882 2,765 -64.92

  生活重建 2,631 8,523 223.95

  社區居住服務 628 1,404 123.57

  自立生活支持服務 2,596 1,275 -50.89

  家庭托顧 8,614 8,111 -5.84

  復康巴士服務 676,489 844,013 24.76

  照顧者訓練及研習 2,460 1,895 -22.97

  休閒服務 6,634             -                    -100.00

資料來源：臺中市公務統計資訊網。

備    註：103年以前服務項目或有異動，故僅與104年比較。

表4、臺中市身心障礙者支持服務成果
單位：人次、%

服務項目

居

家

式

社

區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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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細觀不同身心障礙程度者對各主要支持服務項目之需求

情形，本市 108 年極重度及重度障礙者皆以「到宅評估輔具訓練服務」

使用最多，分別有 366 人(占 46.04%)及 619 人(占 30.72%)使用，「日

間照顧5」次之，分別有 88 人(占 11.07%)及 420 人(占 20.84%)使用；

中度障礙者則以使用「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648 人(占 26.23%)最

多，「到宅評估輔具訓練服務」452 人(占 18.30%)次之；而輕度障礙者

以使用「到宅評估輔具訓練服務」225 人(占 24.73%)最多，「送餐到

家」173 人(占 19.01%)次之(表 5)。 

 

五、 108 年底定額進用身心障礙者進用率高達 148.27%，較 100 年

增 7.70 個百分點；另 107 年辦理身心障礙者推介就業成功並穩

定就業比率達 84.76%。 

身心障礙者因身體的限制而無法充分就業，然「就業」對身心障

礙者而言，不僅意味著經濟獨立自主，更是尊嚴及自信的象徵，為保

障及協助身心障礙者就業，本市除訂有定額進用制度外，亦考量個別

身心障礙者就業需求，提供職業輔導評量、職務再設計、職業訓練及

媒合等服務，並設置職業重建服務窗口（就業轉銜），連結社政、教

                                                      
5 「日間照顧」係社區內之團體、基金會、醫療院所等所提供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之服務。 

服務項目 極重度 重度 中度 輕度

合計 795 2,015 2,470 910

  到宅評估輔具訓練服務 366 619 452 225

  送餐到家 70 231 424 173

  日間照顧 88 420 263 34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 45 306 648 168

  臨時及短期照顧 67 107 85 30

  生活重建 64 160 289 161

  社區居住服務 17 81 221 112

  自立生活支持服務 19 36 34 7

  家庭托顧 59 55 54 -                  

資料來源：臺中市公務統計資訊網。

表5、108年臺中市不同身心障礙程度者對支持服務需求情形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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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衛生等體系轉銜服務，以提供身心障礙者就業之整體性與持續性

服務。 

108 年底本市法定應進用身心障礙者機構為 2,068 家，其中公立

機關(構)489 家，私立機關(構)1,579 家，法定應進用人數為 5,861 人，

實際進用人數為 8,690 人，進用率高達 148.27%，且實際進用人數逐

年增加。與 100 年相較，法定應進用人數增 991 人(20.35%)，實際進

用人數增 1,844 人(26.94%)，進用率增 7.70 個百分點，顯示定額進用

制度已獲得公、私部門之認同與支持，對於提升身心障礙者就業助益

良多(圖 8)。 

 

為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亦積極提供多元就業服務，如一般性就

業、支持性就業及庇護性就業等服務。107 年辦理身心障礙者推介就

業服務人數為 210 人，其中一般性就業 21 人，支持性就業 189 人；

穩定就業人數為 178 人，其中一般性就業 16 人，支持性就業 162 人；

推介就業成功並穩定就業比率達 84.76%。另接受庇護工場或庇護性

就業服務之身心障礙者人數為 114 人，較 100 年增 6.54%(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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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臺中市定額進用身心障礙者概況

資料來源：臺中市公務統計資訊網。

備 註：1.定額進用制度係以法令強制規定雇主必須僱用一定比率之身心障礙者。

2.進用率即實際進用人數占法定應進用人數比率。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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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為因應身心障礙者人數逐年增加及面對不同障礙類別與障礙程

度所衍生的各式需求，本市提供多元服務及補助機制，一方面保障身

心障礙者經濟安全，提供各項經濟補助與多元就業服務，促進其生活

品質與尊嚴，另一方面建構身心障礙資源網絡，推展多元照顧體系，

期透過全方位服務，保障身心障礙者之權益，創造最大福利效益，打

造本市成為幸福宜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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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公務統計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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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臺中市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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