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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育仁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三案，請提案人簡委員東明說明提案旨趣。 

簡委員東明：（14 時 1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簡東明等 11 人，鑑於許多原鄉地區因地勢

較高，農產業普遍缺水，急須設置「灌溉用蓄水池」設施以穩定水源。但農委會補助「灌溉用

蓄水池」補助要點限制嚴格（蓄水以容量 50 噸者為例，造價約 23 萬元，僅補助 3 萬元；容量

100 噸者，約 45 萬元僅補助 7 萬元；而每一申請戶最高金額又不得超過 7 萬元）。因此，本席

爰提案要求農委會修改補助要點，提高原鄉興建「灌溉用蓄水池」補助金。是否有當，敬請公

決。 

第十三案： 

本院委員簡東明等 11 人，鑑於許多原鄉地區因地勢較高，農產業普遍缺水，急須設置「灌溉用蓄

水池」設施以穩定水源。但農委會補助「灌溉用蓄水池」補助要點限制嚴格（蓄水以容量 50 噸

者為例，造價約 23 萬元，僅補助 3 萬元；容量 100 噸者，約 45 萬元僅補助 7 萬元；而每一申

請戶最高金額又不得超過 7 萬元）。因此，本席爰提案要求農委會修改補助要點，提高原鄉興

建「灌溉用蓄水池」補助金。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因原鄉山區的自來水濁度不穩定，原鄉居民經常選擇自行購買水管，再沿著水源地接水

管到家中，自來水系統在原鄉，並非居民的優先選擇，一來是因水質不穩，二來是因水費偏高

。 

二、但農委會補助「灌溉用蓄水池」補助要點限制嚴格（蓄水以容量 50 噸者為例，約 23 萬

元，僅補助 3 萬元；容量 100 噸者，約 45 萬元僅補助 7 萬元；而每一申請戶最高金額又不得超

過 7 萬元）。因此，本席爰提案要求農委會修改補助要點，提高原鄉興建「灌溉用蓄水池」補

助金。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簡東明 

連署人：孔文吉  詹凱臣  王進士  邱文彥  蘇清泉  

高金素梅 紀國棟  陳鎮湘  吳育仁  呂學樟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四案，請提案人羅委員明才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羅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

處理。 

進行第十五案，請提案人黃委員偉哲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黃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

處理。 

進行第十六案，請提案人楊委員玉欣說明提案旨趣。 

楊委員玉欣：（14 時 3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楊玉欣、李貴敏、陳鎮湘、劉建國等 20 人

，鑑於《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揭示兒童享有遊戲權，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也要求締約

國應確保身心障礙兒童有平等的機會參與玩耍、娛樂休閒和體育活動，但事實上，符合共融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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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理念的遊樂設施嚴重不足，以甫開幕營運的台北兒童新樂園為例，十三項遊樂設施僅二項可

供輪椅直上，園區內其他電動遊戲機、表演廣場也都與「共融設計」理念相違。為此，建請行

政院針對非機械式遊樂設施盡快制定相關規範；另內政部亦應著手研議制定《機械式遊樂設施

無障礙設計規範》。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六案： 

本院委員楊玉欣、李貴敏、陳鎮湘、劉建國等 20 人，鑒於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均明確揭示身心障礙兒童享有玩樂的權利，該二公約也先後在去年國內法化；然

國內相關法規並不周延，僅強調遊樂設施的「安全性」卻忽略「可及性」；實務上符合「共融

設計」理念的遊樂設施更是少之又少，導致身心障礙兒童無法參與遊戲、融入同儕進行團體活

動，進而影響其人格的健全發展。以甫開幕營運的台北兒童新樂園為例，十三項遊樂設施僅二

項可供輪椅直上，園區內其他電動遊戲機、表演廣場也都與「共融設計」理念相違，有極大改

善空間。為此，建請行政院針對非機械式遊樂設施盡快制定相關規範；另內政部亦應著手研議

制定《機械式遊樂設施無障礙設計規範》。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按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31 條承認兒童有從事適合其年齡之遊戲和娛樂活動之權利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也要求締約國應確保身心障礙兒童有平等的機會參加玩耍、娛樂以

及休閒和體育活動，由此可見身障兒童的「遊戲權」已是普世認同的價值，各先進國家無不極

力發展共融設計（inclusive design）理念，賦予兒童健全且健康的成長環境。 

二、然細究我國法規體系，關於無障礙遊樂設施之規範均付之闕如。詳言之，兒童遊樂設施

可區分「機械式」、「非機械式」二種，前者依內政部營建署訂頒之《機械遊樂設施設置及檢

查管理辦法》規定辦理，惟據悉目前尚無針對無障礙項目有所規範。後者雖有衛福部制定之《

各行業附設兒童遊樂設施安全管理規範》，但該規範不僅欠缺法源依據，也只提到「安全性」

而忽略遊樂設施的「可及性」，其規範對象更僅及於「各行業」而排除常見設立遊樂設施之公

園、學校與營利性質之兒童遊戲場。更甚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7 條規定遊

樂設施事宜主管機關為「建設、工務、消防主管機關」，恐有權責劃分不明之疑慮。另經濟部

雖然在國家標準「CNS12642 公共兒童遊戲場設備」規範無障礙標準，但並不具備強制性，效益

有限。 

三、以去年 12 月 16 日甫正式開幕的台北兒童新樂園為例，經查園區裡的十三項遊樂設施中

，僅有兩項可供輪椅使用者遊玩，其他電動遊戲機、表演廣場也都缺乏「共融設計」；反觀鄰

近的香港迪士尼樂園超過八成的遊樂設施可供輪椅使用者遊玩，可見我國無障礙遊樂設施仍有

極大的改善空間。 

四、綜上述，現況之下我國坐輪椅的兒童很難接近使用遊樂設施，視障、聽障與智障兒童的

玩樂需求也鮮少被考慮在內，顯不符合國際公約意旨。爰建請行政院針對非機械式遊樂設施盡

快制定相關規範；內政部亦應著手研議制定《機械式遊樂設施無障礙設計規範》，以保障身障

兒童的遊戲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