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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

志偉小時候因為感冒發燒未能即時就醫，影響了聽覺及口語表達，

特別是一緊張，講話就含混不清楚。志偉國中畢業後換了幾個工作，目

前以駕駛大卡車為業。

一日，老闆發哥要志偉到市內某個建案現場將廢土載到市區外，發

哥要志偉深夜 11點左右到案場，屆時會有人幫忙他處理。志偉覺得有點

奇怪，開口問了 2句就被發哥打斷：啊你講什麼我聽不懂，反正照我說的

就對啦。志偉無奈只能照辦，沒想到後來被市政府環保局作成行政處分，

要求案件全體當事人必須將遭棄置廢土的農地回復原狀，否則須繳納高

額的代履行費用。

1年後，志偉接到執行分署的通知，要他到分署報告案情。志偉一看

就慌了，帶著公函，急忙向新公司請假到分署。按照通知單上的股別找

到承辦的執行分署同仁，志偉緊張的滿頭大汗，不知道該怎麼開口詢問，

只能發出唔～唔的聲音。

　　爭點
     執行機關於執行程序中，如何確保有障礙義務人之法律能力與平等權不

受侵害？

關鍵詞：有障礙之義務人、平等權、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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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結構指標
│ 01 │ 《身心障礙者公約》第 12條規定：締約國重申，身心障礙者於任何地

方均獲承認享有人格之權利（第 1項）。締約國應確認身心障礙者於生

活各方面享有與其他人平等之權利能力（第 2項）。締約國應採取適當

措施，便利身心障礙者獲得其於行使權利能力時可能需要之協助（第 3

項）。締約國應確保，與行使權利能力有關之所有措施，均依照國際人

權法提供適當與有效之防護，以防止濫用。該等防護應確保與行使權利

能力有關之措施，尊重本人之權利、意願及選擇，無利益衝突及不當影

響，適合本人情況，適用時間儘可能短，並定期由一個有資格、獨立、

公正之機關或司法機關審查。提供之防護與影響個人權利及利益之措施

於程度上應相當（第 4項）。

│ 02 │ 《身心障礙者公約》第 13條第 1項規定：締約國應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

其他人平等基礎上有效獲得司法保護，包括透過提供程序與適齡對待措

施，以增進其於所有法律訴訟程序中，包括於調查及其他初步階段中，

有效發揮其作為直接和間接參與之一方，包括作為證人。

│ 03 │ 《身心障礙者公約》第 21條規定：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措施，確保

身心障礙者能夠行使自由表達及意見自由之權利，包括在與其他人平等

基礎上，通過自行選擇本公約第 2條所界定之所有傳播方式，尋求、接

收、傳遞資訊與思想之自由，包括：提供予公眾之資訊須以適於不同

身心障礙類別之無障礙形式與技術，及時提供給身心障礙者，不另收

費（第 a款）；於正式互動中接受及促進使用手語、點字文件、輔助與

替代性傳播及身心障礙者選用之其他所有無障礙傳播方法、模式及格式

（第 b款）；承認及推廣手語之使用（第 e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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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義務
│ 01 │ 《身心障礙者公約》第 12條第 1項重申身心障礙者享有在法律之前人格

獲得肯認的權利，保證每一個人享有法律人格的權利得到尊重，這是肯

認一個人法律能力的先決條件。第 12條第 2項肯認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

人平等的基礎上，在生活的各方面享有法律能力，法律能力包括依法擁

有權利及行使權利的能力，權利持有者的法律能力使個人得到法律制度

對其權利的完整保護。第 12條第 3項確認締約國有義務提供身心障礙者

獲得他們在行使法律能力時所需的協助。締約國不得剝奪身心障礙者的

法律能力，而是必須為身心障礙者提供協助，以便使身心障礙者能夠做

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決定。在為行使法律能力提供協助時，必須尊重身心

障礙者的權利、意願及選擇。第 12條第 4項簡要提出在協助行使法律

能力的制度中必須具備的保障，要求締約國為行使法律能力提供適當及

有效的保障，這些保障的首要目的必須確保尊重個人的權利、意願及選

擇。為實現這一目標，必須確保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免遭虐待。若在

做出重大努力後，仍無法確定個人意願及選擇時，必須以「對意願及選

擇的最佳解釋」來取代「最佳利益」決策（身心障礙者委員會第 1號一

般性意見第 11段、第 12段、第 16段、第 17段、第 20段、第 21段意

旨）。

│ 02 │ 此外，在第 13條規定方面，各締約國有義務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

平等的基礎上獲得司法保護，承認行使法律能力的權利在許多方面對於

獲得司法保護是非常重要的，要使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

享有權利及義務，就必須承認他們的法律人格，在法院及法庭上有平等

地位。締約國還必須保證身心障礙者能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獲得法律

代表權。還必須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給予身心障礙者作證的法律

能力，《身心障礙者公約》第 12條保證為行使法律能力提供協助，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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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司法、行政及其他法律訴訟程序中作證的能力提供協助。這種協助

可採取各種不同形式，包括承認不同的溝通方式，在某些情況下允許錄

影作證，程序上的調整，提供專業的手語翻譯以及其他協助方式。必須

為司法部門的工作人員提供培訓，使他們了解他們有義務尊重身心障礙

者的法律能力，包括法律行為及法律地位等（身心障礙者委員會第 1號

一般性意見第 38段、第 39段意旨）。

│ 03 │ 關於第 12條，締約國應協助身心障礙者運用現有的法律制度，包括基

於任何支持系統，以實現獲得支持的權利、意願及偏好，而非由他人認

知其最佳利益為何，建立支持系統，在與成人有關的所有事項中，若無

法判斷個人的意願及偏好的情況下，即應以個人意願及偏好的最佳解釋

取代最佳利益概念。另締約國應通過建立一個設在當地的無障礙、低門

檻、高品質的免費法律諮詢或法律援助網絡以防止歧視，這些網絡必須

尊重這些人的意願及偏好，並保護他們的程序權利（享有法律能力的權

利）。另有關第 13條規定，調整程序的一個例子是肯認身心障礙者在

法院及法庭的多種溝通方式（身心障礙者委員會第 6號一般性意見第 49

段、第 51段意旨）。

　　案例解析
│ 01 │ 依《身心障礙者公約》一般性意見第 1號及第 6號之意旨，身心障礙者

享有在法律之前人格獲得肯認的權利，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身心

障礙者在生活各方面應享有擁有權利及行使權利的能力，亦應使其個人

得到法律制度對其權利的完整保護。就此，國家有義務提供身心障礙者

獲得行使法律能力時所需的支持，以便能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決策。在

為行使法律能力提供支持時，必須尊重身心障礙者的權利、意願及選

擇。若在做出重大努力後，仍無法確定個人意願及選擇時，必須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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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及選擇的最佳解釋」來取代「最佳利益」決策。另外，國家有義務

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獲得司法保護，包括在與他人

平等的基礎上獲得法律代表權及肯認不同的溝通方式，例如程序上的調

整、提供專業的手語翻譯以及其他支持方式。且國家應通過建立一個設

在當地的無障礙、低門檻、高品質的免費法律諮詢或法律援助網絡，這

些網絡必須尊重身心障礙者的意願及偏好，並保護他們的程序權利。

│ 02 │ 本案中，志偉受到前老闆發哥的要求協助載運廢土，志偉迫於無奈只能

配合辦理，卻因此誤觸法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就主管

機關市政府環保局而言，依《行政程序法》第 102條之規定，行政機關

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除已依同法第 39條規

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應給予該處分相對

人陳述意見之機會。環保局在志偉陳述意見時，就應該發現志偉的身心

狀況（身心障礙、口語表達不清、經濟弱勢、不瞭解案情等），此時，

依照前述《身心障礙者公約》第 12條、第 13條、第 21條及該公約一般

性意見第 1號與第 6號之意旨，環保局應使志偉得到法律制度對其權利

的完整保護，並提供志偉獲得行使法律能力時所需的各種支持，以便志

偉能充分瞭解案情，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決策。環保局於辦理本案時，

更應依循《行政程序法》第 9條規定，對於志偉於該案件中有利及不利

之事項，均應一律注意，且在提供相關法律支持時，必須尊重志偉的意

願及選擇。

│ 03 │ 當環保局將案件移送至執行分署後，分署同仁同樣應遵照前開《行政程

序法》第 9條之規定與《身心障礙者公約》第 12條、第 13條、第 21條

及該公約一般性意見第 1號與第 6號之意旨辦理執行程序。特應確保志

偉在平等的基礎上獲得保護，行政機關在執行程序中，應與當事人有多

樣化的溝通方式，例如程序上的調整、提供專業的手語翻譯以及其他支

持方式。本案中，執行同仁微笑著請志偉坐下來，奉上一杯水，告訴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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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先生，您不要急，如果您需要，我們會先請手語翻譯人員一起來

幫忙。是不是讓我先向您說明案情，我也會向您說明相關的法律規定以

及您的救濟權利，讓我們一起來討論如何解決」。執行同仁上述處理方

式，符合前述《身心障礙者公約》相關規定及一般性意見的要求，同時

也提供志偉一個無障礙、低門檻、高品質的法律援助網絡，在充分尊重

志偉的意願下，確保志偉的程序權利。

主筆者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行政執行官 王志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