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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盲犬權益　視障者的隱憂導盲犬權益　視障者的隱憂

2014-12-30  記者 顏晟宇 報導

導盲犬，擔任了領路的工作，是視覺障礙者的好助手，同時也是許多公共空間改善的幕後協助者

。但是導盲犬在許多場合中，牠們的權益也並未受到友善的對待。導盲犬的數量並無法滿足視障

人士的需求，沒有相關的配套措施。對視障者而言，這是他們期望能解決的困境。

導盲犬的四不一問政策，不餵食、不撫摸、不呼叫、不拒絕、主動問。

（圖片來源/惠光導盲犬基金會）

 

開路天使開路天使　領路兼回報路況　領路兼回報路況

每當視障人士踏出了家門，導盲犬便成為他們的雙眼，指示視障者行進的方向。在路途中，若遇

到非無障礙空間或是難以判斷行動安全性的道路時，導盲犬會難以通行。這樣的經驗，透過視障

者的回報，便能快速地收集到哪些地方需要做改善，一併反映給政府單位做修繕，並向社會大眾

做宣導。

除了行走道路，政府機關、建築設施、大眾運輸系統等，是否有設立身心障礙者友善空間，或是

提出具體的協助，這些也能透過導盲犬的工作情況，清楚地了解障礙者到底需要什麼。惠光導盲

犬教育基金會秘書長曾瀚霖表示：「基金會所培育的每一隻導盲犬，不會只服務一位使用者，同

時更可以幫助到同一地區，成千上萬的視障者。」

導盲犬不只協助盲人的行走，也如同開路天使一般，提供了改善公共空間的意見。

（照片來源／humanebroward）

曾有一位視障人士攜帶導盲犬搭乘臺灣高鐵時，遇到許多刁難和不方便，但因為他的經驗回報，

讓公共設施有了改善空間。高鐵是他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但死板的標準流程與硬性規定，讓他

在搭乘時覺得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因為攜帶導盲犬，而被認為需要比較大的空間，必須買殘障座

位或是升等商務艙。現行的高鐵乘車規定：「如果殘障座位已滿，你可以選擇付費升等商務艙，

不然就要等下一班車次。」一輛列車只有四個殘障座位，很明顯地不足，但事實上，導盲犬其實

是不需要佔用到殘障座位的。

 

轉變觀念　有效解決問題轉變觀念　有效解決問題

台灣盲人重建院南區分院資源發展組組長鄭蓓芬表示：「儘管不斷的推廣，台灣民眾依然有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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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鄭青青鄭青青

本期為喀報第兩百○

七期，共刊登十七篇

稿件，包含十三篇社

會議題、三篇照片故

事以及一篇人物報導，類目較為集

中，但內容非常多元精采。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劉雨婕劉雨婕

哈囉，我是雨婕。

別人總是說我平易近

人， 但我卻有著開
心時會咧嘴大笑，生

氣時也異常激動的矛盾性格。 喜
歡透過文字表達內心的感受， 而
音樂和電影則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

的元素。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顏晟宇顏晟宇

成長在自由的年代

束縛於不自由的規定

有著熾熱好奇的心

有著摸索世界的熱情

我喜歡觀察生活中的人事物，用不

同的角度去體驗、去發現 我喜歡
在書桌前畫畫，沉浸在自己天馬行

空的世界裡 我喜歡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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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的想法，以導盲犬為例，其實他們都是有經過專業訓練的，在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時，會很安

靜的躺臥於視障者或訓練人員的座位下方，並不需要額外安置。」

經過訓練的導盲犬並不會隨意理會外在的干擾，恪守職責。

（照片來源／新華網）

若是真的認為會影響到其他乘客，曾瀚霖認為：「那大可安排旁邊有空位或靠窗的位置。他們依

然能購買一般座位，因為特殊的專業訓練，導盲犬並不會干擾到他人。」透過這樣的經驗反應，

讓高鐵公司能針對軟硬體設施及服務流程做一個全盤檢討，並做出適當地調整。這隻導盲犬並不

僅僅服務牠的主人，間接地也服務了所有行動不便或是有同樣困擾的乘客。

在臺灣，許多公家機關也會和這樣的民間單位及社福團體合作，讓無障礙設施的設置更為妥切與

完善。以臺北市為例，於市政府底下的建築管理工程處就是負責公共設施與建築物監督。業務承

辦人員趙先生表示：「在現行的建築法規與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當中就有提及許多無障礙設置規定

，他們的職責就是和專家一起評估是否符合標準。而民間團體的意見，或是像導盲犬這樣的實際

經驗回報，則能作為他們十分有效的依據。」

導盲犬培育　困難重重導盲犬培育　困難重重

經過多年的努力，導盲犬申請已變的普及和方便，造福許多視障朋友，但在培育過程中依然有許

多困境須突破。對這些民間團體而言，最現實的問題就是經費來源。目前主要是依靠政府的每年

固定補助和民間捐款，例如公益彩劵的回饋金，或是在動物保護相關活動舉辦時所受到的邀請及

贊助。但相比於培育一隻合格的導盲犬至少需要一百萬元，資金的不足也是問題所在。

根據財報顯示，儘管捐款踴躍，但在收支平衡上還是有些困難。

（照片來源／惠光導盲犬教育基金會）

惠光導盲犬教育基金會教育推廣組組長的彭筱涵感嘆地說：「導盲犬對視障人士而言是非常得力

的助手，我們提供最好的環境和扎實的訓練，讓他們能夠給予視障者最好的協助。這些訓練和場

地需要經費的支持。如果不足，可能會影響到訓練的品質。」除此之外，和其他先進國家相比，

在臺灣並未有導盲犬訓練員的執照檢定，這使導盲犬的培訓更添困難，也難以讓一般的民間機構

去學習和培育。

 

寄養家庭招收　努力方向寄養家庭招收　努力方向

除了訓練建設的經費問題，為了讓導盲犬能夠習慣於一般的居住家庭，並學習社會化過程，在牠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english.sina.com/china/p/2012/1128/531784.html
http://www.guidedog.tw/about.php?gid=8


幼托整合　修法惹爭議幼托整合　修法惹爭議

《幼兒照顧及教育法》的修法問題引起爭議，
幼教師與教保員間的對立更因此白熱化。

日本新年　深大寺初詣日本新年　深大寺初詣

不同於臺灣的晚會煙火，在日本跨年不僅有新
年的鐘聲，還有新年初詣的熱鬧氣氛。

一歲前必須居住在寄養家庭裡，這也是目前許多團體積極推廣的部分。希望符合資格又有能力扶

養的民眾能夠申請成為寄養家庭，給導盲犬一個培育的地方。

寄養家庭對導盲犬而言，是個培育接觸人群並學習和人互動的重要場所。

（照片來源／sudden＋）

儘管大力的宣傳及提供所有犬隻生活的費用補助，申請的狀況並非非常踴躍，許多人仍有顧慮。

就讀國立中正大學經濟學系三年級的王瀞琪家中本身就養狗多年，問及擔任導盲犬的寄養家庭，

她說:「蠻願意的，而且也不用擔心狗狗食物生活費用的問題，但是人和狗相處久了一定會有感情

，如果照顧一年就必須分開確實會有些掙扎。」但並非愛狗人士都能夠接受寄養家庭的方式，家

中也有養狗的臺灣華碩電腦軟體工程師黃翊恆反而認為：「我不願意，人狗間的情感是一個因素

，撫養導盲犬需要很大的責任和耐心，若是單純想嘗試養狗，收養流浪犬是不會浪費社會資源的

較好選擇。」

 

人犬比例　供不應求人犬比例　供不應求

導盲犬的培育遇到許多困難，而需要犬隻協助的視障者卻是非常地多，造成了無法滿足使用量的

情形。根據國際導盲犬聯盟的標準，理想中的導盲犬與視障者比例應為1:100，截至二○一三年

底，在臺灣有大約六萬多名視障人士，理想的導盲犬數應該至少為六百隻，但目前核可的現役導

盲犬僅有四十隻左右，距離標準值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中華民國臺灣協助犬協會從二○一○年成立至今，積極地投入犬隻培育的服務，在二○一二年，

基金會將三隻培訓中犬隻送至協助犬協會進行專業訓練，持續雙方在導盲犬專業訓練上的技術交

流。在二○一四年更產下了十二隻幼犬，且過去培訓的犬隻也成功地給予視障者服務，彭筱涵表

示：「這樣子的合作非常有意義及幫助，導盲犬不僅服務盲人，更是開路天使，提供空間改善的

意見，社會大眾應正視此議題，讓犬隻繁育獲得改善。」

政府民間一同合作孕育更多的導盲犬，以解決人犬比例差距和供不應求的現況。

（照片來源／大紀元）

▲TOP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suddenplus.nextmedia.com/home-life/hot-picks/art/28125
http://www.epochtimes.com/b5/5/2/19/n817559.htm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97?issueID=54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504?issueID=540


Powered by  DODO v4.0
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
© 2007-2015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

▲TOP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javascript:void(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bout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ontact/1
http://www.nctu.edu.tw
http://dct.nctu.edu.tw

	導盲犬權益　視障者的隱憂
	推薦文章
	● 缺水大問題　農工多爭議
	● 收費員轉職　政府幫不幫
	● 日本新年　深大寺初詣
	● 向前走　從絢爛走向平淡
	總編輯的話 ╱ 鄭青青
	本期頭題王 ╱ 劉雨婕
	本期疾速王 ╱ 顏晟宇
	幼托整合　修法惹爭議
	日本新年　深大寺初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