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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台灣職業重建專業協會年度研討會 

勞政與社政的合作：身心障礙者轉銜之路簡章 

 

壹、研討會目的 

在職業重建服務與系統日益成熟與完備的現今，專業人員在提供服務的

過程中，所面臨的其中一項困難為，身心障礙者在就業之後，因其障礙特質

或因其逐漸老化之故，原先求職時的功能隨著時間變遷而有所減弱，或因而

產生其他的議題與限制，導致在工作崗位上不再適任，而需專業人員針對其

當下功能及需求，做出適當的調整與轉介，並擬定合適的服務與支持策略。

在現今提供身心障礙者相關服務的主管機關中，若能有適切的合作關係，且

整合可用資源並強化專業整合，應更能提升專業服務品質，以協助身心障礙

者達成個人目標與維持生活品質。本研討會欲針對身心障礙者之轉銜議題做

更進一步的探討，瞭解勞政與社政主管機關間的可能合作模式，以及可能運

用的相關資源。並藉此研討會的舉辦，提供不同領域或單位之專業人員意見

交流與經驗分享的機會，冀望聽取多元意見，給予相關單位做進一步參考。 

 

貳、主（協）辦單位 

一、指導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二、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職業重建專業協會 

三、協辦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高屏澎東區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資源中心 

 

參、辦理時間、活動地點 

 辦理時間：109年 8月 1日，活動內容如活動議程表。 

 活動地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行政大樓 10樓國際會議廳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號） 

 

肆、活動對象與人數： 

    國內職業重建、復健諮商、復健治療、輔導與諮商、社會福利、特殊教育

等實務從業人員、政府代表、學術工作者與身心障礙機構團體，預計 100人。 

 

伍、報名方式與收費 

 社團法人台灣職業重建專業協會之有效會員與邀請貴賓免費，其餘參

與者酌收 250元（包含講義費、餐費、保險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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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活動議程表 

時間 議程內容 

09:15 – 09:45 報到 

09:45 – 10:00 開幕式 

主持人：吳明宜理事長 

長官/貴賓致詞：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長官 

10:00 – 12:00 主題演講：勞政與社政的合作：身心障礙者轉銜之路 

主持人：王敏行教授 

主講人：陳政智教授 

12:10 – 14:00 職重協會會員大會暨海報論文發表 

14:00 – 14:50 論壇：身心障礙者轉銜：勞政與社政合作經驗分享-1 

主持人：黃慶鑽主任 

與談人 1：陳正元專員（新北市勞工局身心障礙就業輔導科） 

與談人 2：李思源主任（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中區服務中心 

臺中市身心障礙者社區資源中心[大屯區]） 

14:50 – 15:00 中場休息 

15:00 – 15:50 論壇：身心障礙者轉銜：勞政與社政合作經驗分享-2 

主持人：陳靜江教授 

與談人 1：陳惠芬科長（高雄市社會局身心障礙福利科） 

與談人 2：許坤發主任（高雄市勞工局博愛職業技能訓練中心） 

15:50 – 16:10 茶敘/中場休息 

16:10 – 16:40 綜合座談 

主持人：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長官/吳明宜理事長 

回應人：王敏行教授、黃慶鑽主任、陳靜江教授 

16:40 – 16:50 閉幕式 

16:50 – 賦歸 

（會後將提出職業重建專業人員繼續教育時數認證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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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交通指示 

 自行開車者可停車在學校外圍，凱旋路（每次 30元）、同慶路（一小

時 30元）、和平路（一小時 30元）。 

 從高雄火車站：搭 72號或 52號公車，在高雄師範大學校門口下車，

再步行至綜合大樓（請參考附圖一）。 

 從高鐵左營站：請搭乘高雄捷運紅線（往小港方向）至美麗島站再轉

搭橘線（往大寮方向）至文化中心站 3號（高雄師範大學）出口，約

步行 10分至本校（請參考附圖二）。 

 從小港機場搭乘公車：請搭乘 201號公車，在五福一路文化中心下

車，再步行至高雄師範大學。從小港機場搭乘捷運：請搭乘高雄捷運

紅線（往岡山方向）至美麗島站再轉搭橘線（往大寮方向）至文化中

心站 3號（高雄師範大學）出口，約步行 10分至本校（請參考附圖

二）。 

 

捌、其他注意事項：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考量國內新冠肺炎疫情風險低，於 109/6/7擴大鬆

綁民眾生活防疫規範，從事各項日常及休閒活動，包括藝文、餐飲、休閒活動

場所，不再受限人數規範。但民眾仍須配合實名（聯）制，並落實個人防護措

施（勤洗手、無法維持社交距離或搭乘大眾運輸時戴口罩）。 

1. 保持社交距離：室內 1.5公尺、室外 1公尺，若無法保持距離就要戴口

罩。 

2. 落實個人衛生防護，如戴口罩、量測體溫，店家建議於入口及場所內

提供洗手用品或設備。 

3. 建立實名制，並確實執行人流管制及環境清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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