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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背景說明 

「辛苦，但心不要苦」王仲箎說，24歲時從事水電師傅工作，在

事業達到巔峰之時，因致力於工作賺錢而忽略了身體健康，28歲時罹

患糖尿病引發視網膜病變，導致數年後逐漸弱視，一度自怨自艾想要

放棄自己，但身為家庭的經濟支柱，生計壓力繁重下，即觸動他出外

尋找工作，但每次面試每次碰壁，造成挫折感極重，對人生已完全沒

有希望，也覺得為什麼社會這麼現實，這麼的不公平…！ 

一、問題分析 

社會上有許多和王仲篪一樣的身心障礙者，他們往往因身心障礙、行動不

便等因素，無法與一般求職者一樣能順利找到合適的工作，求得安穩生活，

造成社會上出現許多不平等的問題。 

根據內政部 100年「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報告」指出，雖有半數之身

心障礙者生活可以獨立自我照顧，但是卻有九成以上家庭的開支是入不敷出

或僅能維持收支平衡，顯見身心障礙者的生活狀況維持不易。身障者的生活

保障不能只依靠社會福利救助，應予以合適的工作機會，以保障其經濟生活

更有其必要，但該報告也指出 15 歲以上已就業的身心障礙者未達二成。經

調查有能力及有意願工作者，希望政府能協助就業服務者就高達 80.43%，其

中又以「提供就業資訊」、「提供就業媒合」居多，其次還有「提供職業訓練」、

「提供支持性就業服務協助」、「提供庇護性就業」等。 

依據 101年內政部調查統計，本市身心障礙者約有 93,299人，佔總人口

4.96%，不僅高於全國總平均(4.79%)，更為六都最高(如圖 1)，同時，根據

內政部 100年調查，本市身障勞參率僅為 16.4%，遠低於全國勞參率 19.1%，

可顯見身心障礙者就業之困難。 

 
圖 1：101年全國及六都身障人口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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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心障礙者就業不平等 

除了身心障礙者本身身體或心理因素等限制外，其在其他條件限制如就

業資訊不足、政府制度不完善、社會環境不佳等因素，均造成了身心障礙者

就業困境甚至造成就業機會不平等處境，茲就其困境再進一步分析(如圖 2)。 

 
圖 2：右向魚骨圖-身障勞工就業生活困難原因分析 

(一)身心障礙者本身條件限制 

一般而言，身心障礙者就業比一般求職者至少困難三倍，尤其障礙程度

較重或具多重障礙身分，可能因為交通、身體或心理狀況等因素，更難進入

職場就業。再者，身心障礙者對於就業市場資訊或資源的連結度亦相對薄弱，

在求職過程即不易`掌握資訊而錯失就業機會。 

(二)政府制度不全 

1.各部門福利制度資源分散缺乏整合 

儘管目前法令上對身心障礙者訂有定額進用制度、禁止就業歧視、獎勵

僱用身心障礙者等措施，然各主管機關往往各自為政，資源分散未能整合，

導致無法即時或適當轉介資源，致損失身心障礙者權益。 

2.政府經費、人力資源有限 

地方政府在推動各項身障就業政策時，往往受限於財政預算、人力編制

限制，能擴及層面有限，因此必須運用更多元的宣導或促進工具，以協助身

心障礙者出來就業。 

 



3 
 

3.政府補助輔具宣導不足 

為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政府亦提供許多職務再設計方案，例如就業輔

具、工作環境流程改善等，惟許多雇主或是身心障礙員工對其輔具認知往往

誤認為生活輔具或不知有此項補助而偉申請，致考慮僱用身心障礙者時因

工作環境不適合而降低僱用意願。 

(三)視障者就業環境嚴峻 

目前全國約有 5 萬 6000 人是視障者，其中本市也有 5600 餘人，惟其

就業狀況，至少有一半的視障者沒有職業，剩下在職的視障者，從事的行業

最大宗為按摩業，其次為音樂工作、電話接線生等少數幾種行業，顯示視障

者的就業職種極為有限，且在身心障礙類別中，視障者往往是受到雇主最多

的歧視的。 

然而，自我國大法官作出釋字第 649號解釋，將原屬視障者特許職業，

自民國 100 年起開放明眼人得從事按摩工作後，立即對相對優勢之視障按

摩師帶來巨大衝擊，造成其與明眼按摩無法競爭，而失去自力謀生就業機會。 

(四)社會環境不佳 

1.職場對身心障礙者不友善 

職場上雇主多認為身心障礙者效率不佳、技能不足。另身心障礙者最大

比例主要為肢體障礙者，但其在職場甚至日常生活中都可能需要無障礙空

間及設施，部分對無障礙觀念薄弱或較早期設置的場所尚無相關配套措施，

其他如視覺、聽力等方面的身心障礙者在職場上也需要輔具或他人的協助，

但目前許多雇主往往以職場環境不適合身心障礙者工作為由拒絕僱用身心

障礙者。 

2.企業不願進用身心障礙者 

儘管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8 條規範 67 人以上之私立學校、

團體、民營事業機構必須定額進用身心障礙員工，但仍有許多義務單位未能

足額進用，除了一部分源自其對身心障礙者的刻板印象或無管道尋覓合適

人才外，甚至許多企業主寧願繳納未足額進用代金，也不願意僱用身障者，

顯見雇主對身心障礙者存有歧視。 

綜上所述，勞工局認為對於身心障礙者的就業問題，應整合資源，全面

盤點身心障礙者的就業需求，並加強與企業之間的就業媒合，以促進身心障

礙者就業，改善身心障礙者的生活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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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推動策略與創新作法 

一、對策魚骨圖、SWOT分析與 TOWS策略 

針對圖 2要因魚骨圖-分析各種身心障礙者就業困難原因，提出促進身心

障礙者就業平等策略，彙整出對策魚骨圖(如圖 3)，並搭配 SWOT分析與 TOWS

策略(如表 1)，進而聚焦發展出最合適解決方案。 

 

圖 3：左向魚骨圖-改善身心障礙者就業對策 

表 1：促進身心障礙者之就業之 SWOT分析與 TOWS策略 

 S內部優勢 W內部劣勢 

S1機關首長高度重視支持。 

S2有效掌握身障人口統計。 

S3本市身障職訓品質績優。 

S4視障按摩師具專業證照。 

S5政府經費輔助與專業輔導。 

W1政府經費人力有限。 

W2政府不善政策宣傳。 

W3政府資源分散。 

W4視障按摩據點設備不佳。 

O外部機會 SO攻擊策略 WO補強策略 

O1 網路資訊科技

發達。 

02 企業重視公益

形象。 

O3 媒體喜愛故事

報導。 

O4 臺南地區觀光

客群成長。 

1.盤點本市待業身心障礙者就

業需求。(S1S2O1) 

2.資訊科技整合身障資源與運

用。(S2O1) 

3.媒體宣傳帶動企業僱用身障

提升企業形象。(S4O103) 

4.結合觀光，宣傳視障按摩

(S404) 

1.政府加強宣導身障職業

重建窗口服務。(W1O3) 

2.善用網路行銷政府政策。

(W1W2O3) 

3.政府提供經費補貼視障

按摩院設備與提升及裝

潢的花費 。(W4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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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專業訓練與取得證照提升視

障按摩的專業形象。(S5O3) 

T外部威脅 ST預防策略 WT退避策略 

T1 大法官釋憲開

放明眼人按摩。 

T2 企業不愛僱

用弱勢。 

T3 企業未足額僱

身障。 

1.經費補助輔導改善視障按摩

院設備與提升競爭力。 

(S5T1) 

2.提升身心障者職能鼓勵企業

進用。(S3T2) 

3.主動媒合企業僱用身障勞工

(S1S2T3) 

1.增加企業僱用身障勞工

誘因。(W2T2T3) 

2.加強政府部門資源連結

與分配。(W3T3) 

根據分析本市身心障礙者之就業困境並進行就業促進之 SWOT分析與發展

TOWS策略(表 1)結果，本市推動二大【全國首創】創新作為：1.建置「身心

障礙者人力銀行資料庫」及 2.促進視障者永續經營等創新措施。其具體創新

作為簡述如下: 

二、創新作法 

(一)【全國首創】建置身心障礙人力銀行資料庫，促進身心障礙者成功就業 

目前全國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模式均採單軌服務，亦即身心障礙者如有

就業需求，必須透過臨櫃、或由社政、衛政、學校等管道轉介給職業重建個

案管理員，進行後續職業重建服務。但身心障礙朋友往往因就業障礙，並不

易走出社會，因此實際可服務之身心障礙者有限。再者，由於各部門分工過

細且各自為政，致資源及服務歷程未能連結，缺乏整合。 

勞工局為鼓勵廣大身心障礙朋友走出家門，並提供完整就業服務，於 102

年即率先全國規劃建置「身心障礙者人力銀行資料庫」平台，全面盤點本市

符合就業年齡之身心障礙者，訪視調查他們待業狀況與就業需求，並清查本

市未足額進用身心障礙員工之企業，依身障者職能、障別進行適性媒合，同

時也給予相關資源與協助，以幫助更多身心障礙朋友就業及促進企業足額甚

至超額進用身障員工。 

身心障礙人力銀行執行的策略包括：(1)進行需求訪視，調查本市身障勞

動人口就業需求。(2)開發身障職缺，增加就業機會。(3)建置資訊系統，提

升就業媒合率。(4)鼓勵企業足(超)額進用身心障礙員工。(5)整合資源轉介

服務。(6)網路推廣擴大身障人才庫等有系統促進身心障礙者順利就業(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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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身心障礙人力銀行資料庫」計畫架構圖 

同時，為提昇受訪民眾對於身心障礙人力銀行之訪查員信賴感，勞工局

亦於官網上(如圖 5)，並詳細載明計畫內容、訪查員名稱、相片、聯絡窗口

與聯絡電話，供查詢並驗證訪查員身分，也能更了解計畫之目的與立意。 

 

圖 5：勞工局網頁說明計畫內容並公告訪員名單供民眾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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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言之，透過主動訪查了解其就業或待業概況及其他需求如職訓、創

業、生活資源連結等，並將訪視結果鍵入資料庫，作為身心障礙者人才分析

與媒合基礎，並整合身心障礙相關資源，分別對已就業、待轉業、失業中的

身心障礙朋友，提供不同且適性的就業服務(如圖 6)。 

 
圖 6：身心障礙人力銀行整合就業服務體系圖 

自 102 年開辦身心障礙人力銀行資料庫至 104 年，共已建置 24,235 筆

有效的身心障礙者就(待)業資料，並進行資源整合提供與就業媒合服務並獲

具體成效。同時我們也從建置資料中再分析驗證，本市身心障礙者媒合較為

困難的障別以視覺障礙及智能障礙等二大類的身障類別為主。加上視障者就

業形態以視障按摩居多，而開放明眼按摩業者競爭後，視障按摩師之就業處

境更險峻。是以本局再以創新思惟輔導強化視障者與明眼按摩業者競爭力，

並促進其永續經營。 

 (二)促進視障者永續經營 

為促進視障者永續就業，推動策略包括有:1、全國首創成立公司化經營

視障按摩公司；2、推動特約商結盟聯合行銷；3、新聞報導與故事行銷增加

曝光度；4、經營輔導補助改善私人按摩院設備；5、鼓勵企業進用視障按摩

師等(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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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促進視障按摩永續經營創新作法 

 

1.成立【全國唯二】以公司化經營的視障按摩有限公司，強化市場競爭力 

鑒於明眼按摩業者設備新穎、行銷策略多元，傳統視障按摩院規模較小、

設備陽春不利市場競爭。故勞工局於 102 年底率先全國成立首家以公司化

經營方式的「忙見客視障公司」及 104年再成立第二家「南盲視障按摩有限

公司」，除了發揮視障按摩師之皆具按摩專業證照優勢外，並透過公司化之

經營模式，聘會計師簽證使財務透明、結合國旅卡消費以及優惠券商業行銷，

加上網路社群、部落客媒體報導視障按摩師生命故事，公司成立第一年即創

下 450 萬營業額佳績，同時增加僱用 22 位按摩師，較傳統中型按摩院 4-5

人，增加 5倍就業機會。 

2.推動特約結盟聯合行銷 

開發視障按摩市場與各企業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與視障按摩院簽訂特

約商店，增加營收。另外也結合台南發展觀光產業發展，與 17家旅行社異

業結盟合作提供優惠促銷視障按摩院增加視障按摩院的能見度。同時為強

化行銷並辦理「按摩院集點-幸福獎不完」活動(如圖 8)，既能有效推廣 100

處視障按摩院，更能增加視障按摩師的營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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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按摩院集點-幸福獎不完」活動 

3.媒體及網路故事行銷 

透過新聞及網路社群網站等故事行銷近 100 篇，及製播微電影推廣視

障按摩，增加能見度。 

4.輔導經營與設備改善，強化競爭力  

透過專家學者組成輔導小組，共針對本市 36家視障按摩院經營環境輔

導改善及補助設施設備更新，提昇競爭力、提升服務品質及穩定經營，吸引

更多消費者前往消費(如表 2)。 

表 2: 私人按摩院設備補助改善前及改善後輔導情形 

佳錄按摩院環境改善 新國按摩院環境改善 

改善前 改善後 改善前 改善後 

    

 

5.鼓勵企業進用視障按摩師 

協助企業依勞基法進用視障按摩師，並配合提供職務再設計補助及對

按摩師後續訓練輔導，創造增進員工福利提升工作效率、保障視障按摩師就

業機會，第三則及協助企業定額進用身心障礙員工等三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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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職業訓練提升職能 

為提升視障按摩師職能，勞工局定期開設視障按摩乙/丙級證照職訓專

班提供 1600小時專業訓練，並輔導考照，協助按摩師 100%考取丙級證照，

以及辦理在職訓練如中醫手法技能專班等以提升職能。 

 

叁、跨部門(跨領域)合作機制 

一、身障人力銀行連結各單位資源協助就業 

為建置身心障礙人力銀行資料庫，首先連結社會局取得本市身心障礙勞

動人口名單，進行調查就業需求。同時連結各單位廣設服務據點提供便捷服

務 (如圖 9)。 

 
圖 9：身心障礙人力銀行跨單位資源連結 

 

(一)與社會局合作到府訪視與調查本市身障勞動人口就業需求 

為盤點本市身心障礙者就業情形，本局透過社會局取得本市 21-65歲身

心障礙就業人口名單，採全面普查方式到府訪視，調查受訪民眾之學經歷、

技能專長、目前就業狀況、未來想從事的工作與工作地點等資料並鍵入資料

庫中進行後續媒合服務，同時依民眾需要提供相關資源訊息如職業訓練或各

項補貼等。本計畫執行後，亦有許多身障朋友主動告知目前工作狀況或約訪，

樂於資料建立以利我們後續提供服務。 

(二)連結各級學校特殊教育學生就業轉銜 

為協助有意願就業之身障畢業生能順利銜接就業，本局主動派員至校協

助就業服務，自 102 年累計至 104 年共協助 130 件身心障礙學生就業轉銜，

並參加 51場次學校就業轉銜會議，無縫連結畢業生後續職業重建服務。 

(三)連結衛政部門醫療院所就醫身障民眾轉介就業需求 

經醫療院所評估有就業需求且有就業能力的身心障礙者，由醫療院所轉

介至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窗口取得名單，並鍵入身心障礙人力銀行資料庫，

進行後續相關服務與資源連結，自 102 年累計至 104 年共受理 12 件由衛生

局轉介就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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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召開職業災害勞工個案暨身心障礙就業轉銜會議 

每年召開 2次聯繫會報，邀請勞政、社政、衛政及教育、民政等單位以

及職務再設計專業單位、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等單位進行專業交流與資源

連結，自 102年至 104年共計辦理 6場，共計 383人參加。 

(五)跨機關合作設置 20處身障職業重建服務窗口，提供身障就業服務 

由於本市轄區幅員廣闊，身障人口障別以肢障最多，為便利其求職，特

與 13 區區公所、本局職訓就服中心所屬 4 個就服台、地政局所轄東南地政

事務所、民政局之永康戶政事務所，及身障團體西港區復健青年勵進會合作

等，共規劃設置 20處以社區為本位的職業重建窗口，提供駐點服務(如表 3)，

俾利身心障礙朋友就近求職免於奔波。自 102-104年已服務 15,233人次。 

表 3：勞工局跨機關合作設置 20個社區職業重建服務窗口一覽表 

合作機關或團體 身障職業重建服務據點 服務內容 

區公所 

安南區、柳營區、安定區、玉井區、

六甲區、南區、學甲區、善化區、

鹽水區、新化區、麻豆區、白河區、

關廟區共 13區 
提供每週半天的駐點服

務，其餘時間由駐點單

位服務人員代為受理民

眾資料，再轉給勞工局

提供服務，以協助身障

朋友就近求職免於奔波 

地政局 東南地政事務所 

勞工局職訓就服

中心 

新市、佳里、歸仁、官田 4個就業

服務台 

民政局 永康戶政事務所 

身障團體 西港區復健青年勵進會 

本局透過各管道將資料蒐集鍵入身心障礙人力銀行資料庫後，為民眾連

結最適切的就業服務，如：一般性就業、支持性就業、庇護性就業、居家就

業、公職考照或推介市府統一招考及轉介職業訓練後媒合就業等各種就業管

道(如圖 10)。同時就業媒合人員亦根據身心障礙類別及程度，開發適合障礙

類別的職缺，進行就業媒合，不僅讓身心障礙者得到最大利益，最貼心的服

務，提升本市的身障就業媒合數，自 102-104年媒合成功人數已達 1,32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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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臺南市身心障礙職業重建服務流程一覽表 

 

二、結合業界資源進行異業聯盟，提供按摩師服務平台 

自 102年成立視障按摩公司之後，為了讓按摩師有更多的服務平台，勞

工局與 17家旅行社合作聯合行銷及與 80家企業福委會進行特約結盟，以增

加視障者更多的服務機會 (圖 11)。 

 
圖 11：結合業界各項資源異業結盟 

 

三、結合公私部門資源，推廣企業進用按摩師 

結合公部門成大醫院等 48單位、私部門遠東百貨公司等 28單位共推廣

41名企業按摩師進用、並設置 106處視障按摩小棧及按摩據點以及辦理 150

場視障按摩宣導會等(如圖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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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結合公私部門，推廣視障按摩師 

 
圖 13：與台南監理站、統茂溫泉會館跨單位合作設置視障按摩小棧 

 

四、連結視障生活重建中心，培訓視障者非按摩職類技能 

為了提升視障者的就業機會，除視障按摩工作之外，依需求結合視障生

活重建中心學習盲用電腦技術等，開發非按摩職類之工作機會，如：補習班

助教、餐飲業服務員、行政人員、盲用電腦教學、電話推銷員、電話諮詢、

作業員等工作機會。 

 

肆、市民參與機制 

一、提供線上即時服務 

本局建置身心障礙人力銀行資料庫，除了主動到 37 區訪視建置身心障

礙就業人口名單外，亦開發廠商職缺，同時為便利廠商求才，於 103年先建

置線上求才服務，提供廠商可直接於線上填寫徵才資料，並於 104年再加入

民眾線上求職功能，整併為線上「求職求才登記表」(如圖 14)，求職者點選

「我要找工作」即可登入個人求職資料，企業點選「我要找人才」即可登入

職缺內容，免受時間、空間限制。同時，就服人員會立即收到通知(如圖 15)，

政府跨機關整合 民間資源整合 

農業、社會、文化局 

公立醫院、教育局 

台灣歷史博物館 

南科管理局、火車站 

按摩據點 106處 

18家企業 
41名企業按摩師 

大專院校 

民間企業(醫院、

百貨公司) 

媒體 

按摩體驗 150場 
逾 14,000人次參加 

 

按摩公司營收逾 1,214萬 
增加 40工作機會 區公所、里民活動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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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快速提供就業服務與媒合，相較傳統臨櫃服務大幅節省洽公時間。例如一

位視障求職者如親自臨櫃服務，加上往返交通時間，平均登記求職所需時間

約為 90分鐘，填寫線上求職登記頂多僅需約 10分鐘，可讓求職者省下 80分

鐘的時間，而自 104年 11月開放線上求職功能至 104年底，即有 69位求職

者透過線上求職，共計節省 5,520分鐘。 

 

 

    

 

 

 

 

 

 

 

 

 

二、臺南市政府 Line邀約加入身障人力銀行 

為了吸引更多求職者與廠商使用身障人力銀行服務，勞工局透過擁有 90

萬高人氣的臺南市政府 Line，宣導身心障礙人力銀行求職

求才服務(如圖 16)，並於 Line訊息加入「線上求職求才

登記表」及「幸福來敲門 身障新人生」臉書粉絲團的網

址，讓本市的身心障礙朋友們可以直接點選網址加入。自

104年 11月發布後共收到 69件線上求職求才服務件數。 

 

 

 

圖 16：臺南市政府 LINE宣導身心障礙人力銀行 

圖 14：勞工局網站提供求職求才登記

表 

圖 15：廠商職缺登記即時通知就服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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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幸福來敲門 身障新人生」臉書粉絲團即時傳遞就業活動訊息 

為快速協助更多身心障礙朋友就業，企業可以快速找到適合的人才，自

104 年 10 月開始，進一步建置「幸福來敲門 身障新人生」臉書粉絲團推廣

各身心障礙就業相關資訊與促進交流互動，除可讓求職者或企業透過線上留

言或電話聯繫的方式，快速聯絡本局進行就業媒合外，並隨時宣傳各項活動

或服務，且獲各身障團體支持共同宣傳推廣(如圖 17)，讓更多身障朋友們瞭

解可以透過粉絲團獲得身心障礙相關服務資訊；此外，粉絲團也提供身障朋

友們分享求職心得的空間，並與民眾互動。 

  

圖 17：臉書粉絲團民眾求職及團體轉載 

四、身障就業媒合成效佳，雇主及民眾攏滿意 

為更精進身心障礙人力銀行服務品質，104 年向求才者及求職者針對媒

合速度、適切性、服務品質等進行滿意度調查，並根據問卷回饋及建議調整

實施方式，以更符合求才者及求職者需求，媒合之人才/工作平均滿意度達

77.5%，就業媒合人員品質平均滿意度達 90.2%，就業媒合速度平均滿意度達

87.7%，整體服務滿意度達 88%(如圖 18)。 

 
圖 18：身心障礙人力銀行服務使用者滿意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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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運用各種媒體、社群網路工具與民眾互動行銷視障按摩師 

運用媒體及網路社群如電視台、電台、報紙、網路等故事行銷，並結合

各局故活動資源如：龍舟賽、社區活動、就業博覽會等辦理「與惡視力共舞

視障按摩宣導會」讓民眾免費體驗視障按摩服務，加深民眾對視障按摩認識

與提高使用意願。102年至 104年共辦理 150場次宣導活動，計達 1萬 4,000

人次參與(如圖 19、20)。 

  

圖 19:部落客網路行銷 圖 20:南科就業博覽會免費視障按摩體驗 

 

伍、成果與成效 

一、創造身障勞動市場價值，身障勞參率成長 1.2% 

勞工局要解決身心障礙者就業障礙等不平等的問題，102 年起率先全國

建置身心障礙人力銀行，並開發

職缺進行媒合，同時整合資源針

對其不同需求與跨機關合作，提

供各項多元的就業相關服務，促

進身心障礙者的最大利益。 

自 102 年起媒合成功人次每

年快速成長，三年累計共媒合就

業成功 1,325 人，相較 101 年的

只有身障職業重建服務媒合成功

236人次，更是倍數成長。同時，根據內政部及勞動部統計(100年身障勞參

圖 21：103年相較 100年成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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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內政部統計，103 年由勞動部統計)，本市身障者勞參率更由 100 年之

16.4%成長至 103年之 17.6%，成長 1.2% (如圖 21)。以下包括各種服務績效

情形(如表 4)： 

表 4：身心障礙人力銀行就業媒合服務及資源連結情形一覽表 

類別 服務項目 102年 103年 104年 合計 

人才庫建置 
建置身心障礙者名

單 
6,078 9,060 9,097 24,235 

服務人次 
身心障礙就業服務

(人次) 
10,439 13,902 41,942 66,283 

開發廠商 電訪/拜訪廠商數 270 734 569 1,573 

開發職缺 
開發職缺數(不含

就博會) 
944 694 649 2,287 

職業輔導評

量 
職業輔導評量(人) 67 97 86 250 

就業諮詢 

一般性就業諮詢

(人次) 
2,926 5,544 34,448 42,918 

職業重建就業諮詢

(人次) 
5,054 5,160 5,019 15,233 

小計 7,980 10,704 39,467 58,151 

就業媒合成

功 

一般性就業(人次) 83 120 371 574 

支持性就業媒合

(人次) 
93 88 106 287 

庇護性就業媒合

(人次) 
23 36 36 95 

職業訓練就業媒合

(人次) 
101 131 83 315 

居家就業媒合 

(人次) 
16 26 12 54 

小計 316 401 608 1,325 

職業訓練 

職業訓練班(人次) 225 205 202 632 

轉介職業訓練 

(人次) 
1,504 2,058 889 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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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1,729 2,263 1,091 5,083 

就業準備課程(人次) 136 130 121 387 

補助職務

再設計 

職務再設計件數 100 69 71 240 

職務再設計補助金額 1,406,542 1,280,118 1,458,060 4,144,720 

小額職務再設計件數 - - 29 29 

小額職務再設計補助

金額 
- - 4,063 4,063 

其他資源

協助 

輔導參加國家考試補

習補助(人) 
46 23 42 111 

輔導參加汽車考照學

費補助(人) 
17 14 30 61 

連結社、教、衛政等適

當資源(人次) 
149 264 353 766 

小計 212 301 425 938 

身心障礙

者就業博

覽會 

參加廠商數 76 38 50 164 

職缺數 813 350 671 1,834 

參與人數 2,459 1,808 2,000 6,267 

(一)共建置逾 2萬 4千名人才庫，服務達 66,283人次 

勞工局為服務且鼓勵更廣大身心障礙朋友走出家門，102 年起率先全國

建置人力銀行資料庫，主動訪視並建

置本市 21-65 歲身心障礙就(待)業人

口，至 104年共建置 24,235筆人才資

料庫，並根據就業需求，主動媒合工作

以及提供個別化的服務。104年更於身

心障礙者就業博覽會前夕，搭配中秋

佳節全面寄送關懷信同時通知就業資

訊，自 102年至 104年共提供就業相關

服務達 66,283 人次(如圖 22)相較於 101 年未設置人力銀行服務之服務人次

僅 1,358人次，明顯提升 49倍。 

 (二)開發逾 1,700家廠商逾 4,100身障職缺，增加身障就業機會 

為提升本市身心障礙朋友就業率，本局亦積極拜訪廠商開發職缺，再與

圖 22：102-104年身心障礙就業服

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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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人力銀行資料庫內之人才名單，進行就業媒合，後續並持續追縱媒

合情況，以提昇身心障礙朋友之就業率，102年至 104年共計電訪/拜訪 1,737

家(次)廠商，新開發 4,121個身障職缺。 

(三)就業媒合成功逾 1,300人次，媒合數成長 92%，穩定經濟來源 

人力銀行實施後，整體盤點身心障礙者就業需求以及開發廠商了解求才

需求，並整合社政、衛政、教育、勞政等各項經濟補助及服務等資源，並根

據其障礙類別及程度，分別媒合一般性就業、支持性就業、或庇護性就業、

居家就業、或轉介職業訓練後媒合就業

等，讓身心障礙朋友從家裡走出職場、

從就業前準備到獲得工作，不僅穩定生

活經濟，在心理方面也能感到成就感、

充實，與社會良好互動。自 102年至 104

年共計媒合成功就業媒合 1,325 人， 

104年媒合成功人次較 102 年大幅成長

92% (如圖 23)。 

1.一般性就業媒合成功 574人次 

各縣市的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如屬障別輕度且能獨立於競爭性職場

者就業者，往往轉介中央公立就服機構與做一般性就業推介，不會特別開發

身障職缺。勞工局在 102 年設置身心障礙人力銀行後，除積極開發身障職

缺外，更從 103年開始配置就業媒合員進行身障就業媒合，102年至 104年

共媒合至一般職場就業成功 574 人次，另如屬障別為中重度以上者則轉介

由本局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服務，至 104年轉介職重服務計 164人。 

2.支持性就業媒合成功 287人次 

如遇有就業意願及能力，但尚不

足以獨立在競爭性就業市場工作者，

主動連結本局身障專業職管員評估

開案後，提供支持性就業服務，轉由

支持性就服員開發、媒合工作機會，

就業後並陪同身心障礙者至職場進

行密集輔導與協助溝通，強化個案工

作適應能力(如圖 24)。102 至 104

圖 23：102-104年就業媒合人次 

圖 24：支持性就服員到職場協助身障者

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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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共計媒合 287人次進入支持性就業。 

3.庇護性就業媒合成功 95人次 

身心障礙人力銀行人才庫中求職者若屬就業能力不足，無法進入競爭

性就業市場，需長期就業支持者，即媒合至庇護性就業。102年至 104年共

計媒合 95人次進入庇護性就業。 

4.居家就業媒合成功 54人次 

對於無法久坐或外出，不易進入一般性職場就業之中、重度以上身心

障礙者，本局提供居家就業服務，協助與企業合作，以僱用、或勞務承攬

方式，讓身心障礙者能夠在家從事產品生產、勞務承攬、網路行銷及其他

適合在家工作之職類，擴增就業機會，協助自立更生。102 年至 104 年共

計輔導居家就業 54人次。 

(四)職業輔導評量助適性就業計 250人，滿意度達 94%以上 

部分求職者因身(心)理限制、缺乏工作經驗，職業性向不明，職管員或

就服員即先進行職業輔導評量服務，透過紙筆測驗、職場試做或模擬情境等

方式，了解其職業潛能、興趣、工作人格與技能以及所需要的輔助等，再提

供具體就業建議，再做適性就業媒合服務等。自 102 至 104 年接受職業輔導

評量共計 250人，受評者平均滿意度達 94%以上，轉介人員滿意度達 100%。 

(五)身障職訓職能躍進，訓後就業率大幅成長 12% 

勞工局每年根據身心障礙人力銀行求職者與廠商職缺需求調查結果，開

設身障職業訓練專班，如按摩乙/丙級、電腦資訊、手工藝品設計、環境整潔

等多元化課程，以提昇身心障礙者的工作技能、工作態度及改善經濟，訓後

並推介就業或創業。為鼓勵身障朋友獨立搭乘交通，本市更獨有補助學員受

訓期間之交通費用。自 102年至 104年共計開辦 37班，提供 632人參訓，訓

後就業率大幅提升，從 102年就業率 62%，到 103年就業率達 74%，大幅成長

12%，104年持續就業輔導中(如圖 25、26)。其中所開設之各職類相關訓練班

訓後取得相關技能檢定證照，如按摩丙證、乙證及電腦類證照計 149張，102-

103年的平均取得證照率達 77%，較 101年之 71%成長 6%。其中按摩乙、丙級

的部分，上課人數 106人，考取到證照的人數 67人，考照率達 63%，訓後就

業率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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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102-103年身障職業訓練班訓

後就業率成長 12% 

圖 26：身障職訓就業率創新高 

(六)客製化就業前準備課程強化穩定就業，滿意度達 89%以上 

部分訪視之身心障礙者雖有就業需求，但就業技能與就業態度較薄弱，

先辦理職前就業準備課程以及協助就業後辦理強化職場穩定課程，透過專業

老師帶領，經由團體學習與個別指導激發潛能，協助身心障礙者做好求職準

備及就業後建立良好人際關係並適應職場，自 102 年至 104 年共計開辦 27

班，計 333人參訓，平均滿意度達 89%以上，後續追蹤共計 135人就業。 

(七)職務再設計三年共補助 269件，助穩定就業達 98% 

身心障礙者進入職場後可能面臨工

作環境不善又退出職場，若能善用職務再

設計，包含改善職場無障礙空間、改善工

作設備或機具、提供輔具或調整工作方法

等，將可明顯助益身心障礙員工更穩定就

業。勞工局訪員拜訪雇主並運用多元宣導

管道，積極鼓勵雇主為身障員工提出申

請，自 102 至 104 年共計補助 240 件，補助 414 萬 4,720 元。後續並追蹤透

過職務再設計的運用，受補助之身心障礙朋友的職場適應穩定度由 101 年的

94%，102年成長至 96%、103年 98%、104年有 97%。明顯提升就業穩定度(如

圖 27)。 

另本局為使求職者進入職場更順利，104 年起更擴大授權就服員即時運

用免費或小額職務再設計經費(每案 2,000 以下逕行核定補助)協助個案快速

圖 27：職務再設計就業達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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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職場無落差，自 102年-104年小額職務再設計(含免費)共計補助 29件，

補助 4,063元整。 

(八)加值陪伴助職場適應，促穩定就業度高達 94% 

本局為進一步協助已就業但於職場

上有適應問題之身心障礙者，103年-104

年起增置 2 名職場適應就業服務員，協

助身障者，加強在職場上的適應能力、問

題解決能力以及提升職場人際關係，促

進長期穩定就業，103 年共開案 31 人，

達成績效共計 29人；就業穩定度達 94%；

104年共開案服務 45人，穩定就業共計 44

人，就業穩定度達 98% (如圖 28)。 

(九)輔導補助 19人錄取公職，汽車考照通過率達 100% 

在訪視身心障礙者過程中，不少已就業或待業者表示希望謀得公職，以

求工作穩定，勞工局為鼓勵其報考公職及強化交通能力，以增加工作機會，

本局除鼓勵並通知市府統一招考訊息外，更有別外縣市獨有辦理參加國家考

試學費補助新臺幣 7,500-15,000元不等，以及學習汽車考照學費，補助金額

最高新臺幣 7,000 元，以鼓勵其就業。自 102 年至 104 年共補助 111 名報考

公職以及 61名汽車考照，經追蹤 172名補助對象，至 104年止共考上公職者

19名，汽車考照通過率更高達 100%。 

(十)身心障礙服務無縫接軌-協助逾 900人連結其他資源 

身心障礙人力銀行除提供就業服務外，部分身心障礙可能因工作適應困

難無法穩定就業，所以，除了提供就業諮商與職涯輔導服務外，並依其實際

情況及需求轉介至衛生、社政、勞政等資源先提供生活適應等服務，俟狀況

穩定後再推介就業，自 102 至 104 年共連結其他勞政、社政、衛政等資源轉

介 938人，相較 101年多 650人，有效提升資源連結度。 

  

 

 

 

圖 28：103-104年職場就業穩

定度成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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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身障就業博覽會每場次約 2,000人次參與，職缺數倍數成長 

平時除透過人力銀行開發職缺媒合身

障者就業外，每年亦擴大辦理身心障礙者就

業博覽會，廣邀廠商提供釋出職缺，同時透

過人力銀行人才資料庫名冊，主動通知身障

者求才訊息。104年起除發送簡訊提供徵才

訊息外，更全面寄發關懷信與通知徵才活動

訊息，加強就業媒合。同時也展示職務再

設計輔具成果等相關資源，讓更多身障朋

友了解身障資源。藉由身心障礙人力銀行積極開發職缺結果，除 102 年因與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合辦，邀集 76家廠商提供 813個職缺外;103

年起由本局自行辦理，共有 38家廠商提供 350個職缺，約 1,808人參與;104

年更高達 50家廠商提供 671個職缺，約 2,000人參與，職缺數較 103年成長

92% (如圖 29)。 

(十二)提升雇主進用意願，進用人數成長 6%、超額進用人數成長 50% 

為協助法定義務機關符合進用比例，自 102 年全國首創開辦身心障礙人

力銀行後，每月將查核出的未足額進用單位名單，就服員聯繫了解需求並提

供人才媒合就業，截至 104年 11月企業足額進用人數較 101年增加 322人，

進用數成長 6%；超額進用人數較 101年增加 794人，超額進用數成長 50% (如

圖 30)。根據 104年統計，台南足額進用單位比例為 95%，相較 101年的 94%，

不僅成長 1%，更高於全國(91%)，且為六都第二。 

 
圖 30：101-104年企業進用身心障礙者情形 

 

二、提升與明眼人按摩競爭力，增加按摩師工作機會促進永續經營 

為了提升按摩師經營管理及行銷能力，除了讓視障者在就業前進行職業

訓練，更讓視障者在就業後作在職訓練，讓視障者的技術能更強化，更能與

圖 29：103-104年身障者就業

博覽會職缺數成長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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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眼人競爭，因此，本局於 102年底成立全國首家以公司化經營方式的「忙

見客視障按摩公司」及 104年 9月再成立「南盲視障按摩有限公司」，透過

公司化營運模式，結合國旅卡消費、與轄區觀光飯店、旅行業者合作、以及

發行消費卷等行銷模式，「忙見客視障按摩公司」營業僅二年多即創營收達

1,387 萬 8,129 元(平均每月 55-60 萬營收)，「南盲視障按摩有限公司」自

104 年 9 月底開幕迄今年 5 月營業也有 234 萬 5635 元(平均每月約 20 萬營

收)，相較一般私人事障按摩院每月約 10萬元營收倍數成長，兩家共創造 40

個視障按摩師工作機會(圖 31)，亦改善其家庭生活經濟。 

全國首創公司化視障按摩經營模式也成為各縣市學習標竿，除多縣市洽

詢，也獲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觀摩忙見客視障按摩公司，105 年更獲勞動力發

展署及職業重建中心邀請於身障評鑑觀摩分享及第一次區域性聯繫會議與

各縣市分享成功經驗。(如圖 32、33) 

 
圖 31：視障按摩公司設備新穎與促銷活動 

  

圖 32:高雄勝政府勞工局觀摩忙見客

視障按摩公司 

圖 33:雲嘉南區連繫會報分享 

 

自 102-104 年共輔導 41 位按摩師企業進用，設立 17 家按摩小棧，補

助 20 家個人工作室設備更新，創造 237 個工作機會，同時解決視障勞工的

不平等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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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永續維護與評估機制 

一、建構有愛無礙身心障礙樂業環境 

(一)持續擴大更新身障人力銀行資料庫 

因目前身心障礙手仍舊是新舊制併行，因此有部分身心障礙者因持有

舊制手冊，擁有永久證明而重新鑑定，故未能更新資料以致無法連繫，目

前社會局已依身權法 106條規定採分批通知民眾換發證明，本局將同步依

社會局取得正確聯絡資料進行更新，以更完整建置人力資料庫，同時也同

步運用各種媒宣、網路等不同政策行銷工具，擴大身心障礙朋友加入參與

管道，希望幫助更多身心障礙朋友走出來，提高身心障礙者的勞動參與建

立自信、降低家庭及社會的負擔，同時促進企業僱用，展現企業社會責任，

以建構大臺南成為身障就業的友善城市。 

(二)開放身心障礙人力銀行網路平台提供求職者與求才者查詢 

目前基於個人資料保護因素，身障人力銀行資料庫，皆透過就業媒合

人員連結求才者及求職者，尚未開放民眾線上查詢。未來因應大數據時代

來臨，105 年將著手規畫開放網路平台，除開放職缺查詢外，更將主動公

開各類統計分析資料，例如，障礙類別及程度、學經歷及技能專長等，以

利作為身障政策規劃之參考。 

二、視障按摩未來永續經營、發展方向 

(一) 鼓勵企業晉用視障者，提升視障職業重建窗口宣導 

為讓視障者能有更多的就業機會，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8條規定，本局將加強宣導視障職業重建窗口，輔導更多的視障者接受職

業訓練或職務再設計等服務，同時鼓勵企業晉用視障者，提倡雇主僱用視

障者可向勞工局補助購買輔具之經費資訊，讓雇主與視障者能達成雙贏。 

(二)引發夥伴共鳴、積極共創佳績 

為積極推動視障按摩業務，鼓勵視障按摩師主動維護平台作品與單位

介紹，鼓勵視障按摩師主動協助行銷推廣，大幅提升視障按摩院執行績效

與服務品質，以激勵視障按摩團體彼此的競合特性，力促網站平台成長。 

(三)強化互動聯繫、消費者行為調查 

與視障按摩師進行互動訪談，增加及培養相互信任度及認同性，了解

視障團體或個人平時就業及銷售情況，進行視障按摩院消費者行為調查，

針對調查結果也指出未來可再加強輔導按摩院的隱私性及安全性、推廣電

子付費、並強化關係行銷、及辦理多元行銷活動，例如，禮券、福委會與

國民旅遊卡等，勞工局亦藉由此次市場調查結果，研擬輔導視障按摩院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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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策略與發放折價券、販售按摩禮券等行銷策略來提升視障按摩師的競爭

力，期望擴大視障按摩消費市場。 

(四)擴大或調整營運範疇方面 

按摩業在台南市進入較成熟的階段，所以公司必須要擴大或是調整領

域，忙見客公司也改變了傳統按摩的行銷方式，傳統按摩多數為 C2C 

(Customer to Customer)，優點為經營方式簡單，進入門檻較低，但規模

難與明眼人對抗，忙見客公司經營方式為 B2C(Business to Customer)，

經營方式較有規模，集合眾按摩師力量進行行銷，且服務流程標準化，傳

統企業管理之產銷人發財各面向均可顧及，另參入規劃組織領導控制等管

理元素將可提升經營績效。 

(五)異業結盟行銷方式多元經營按摩院 

打破以往單打獨鬥的方式，以異業結盟聯合行銷方式將多個不同經營

型態的按摩院(視障按摩公司、示範按摩中心及個人按摩工作坊等)集結起

來一同結盟聯合行銷，建立知名度讓更多消費者認同視障按摩師，另外更

須從養成教育、職業訓練及就業服務等全面性考量，以培育及增強視障者

的專業形象和就業能力。 

 

柒、得獎紀錄 

一、105年榮獲第八屆政府服務品質獎 

  

圖 34：第八屆政府服務品質獎服

務規劃機關獎座 

圖 35：第八屆政府服務品質獎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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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4年榮獲國家人才發展獎－機關團體獎及局長榮獲「個人傑出實踐獎」 

  

圖 36：本局榮獲「機關團體獎」 圖 37：局長榮獲「個人傑出實踐獎」 

三、102、104 年度連續 2 屆榮獲勞動部「地方政府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業

務評鑑」最高獎項優等獎、成績顯著進步獎及特色獎 

  

圖 38：102年榮獲勞動部最高獎項優

等獎、成績顯著進步獎及特色獎 

圖 39：104年榮獲勞動部最高獎項優

等獎、成績顯著進步獎及特色獎 

四、 全國唯一公部門連續 5年奪得 TTQS(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金牌 

  

圖 40：連續 5年榮獲 TTQS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