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身心障礙者就業新倡議：由庇護工場至小型作業所-以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為案例 

王昭恕 

摘要 

    非營利組織投入社會資本，試圖解決貧窮、失業、經濟弱勢社會問題。庇護

工場與社會企業甚至小型作業模式提高人力資本價值，參與社區生活與生產性經

濟活動，建立個人學習成長與生計經濟的能力。 

    台灣身心障礙者約 113 萬人，身心障礙者勞動力人口約 21 萬人(19.7%)，

身心障礙者勞動力人口失業數約 2.3 萬人(11%)，伊甸基金會自 1982 年成立，

即投入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工作，從倡權、修法、制度設計、直接服務，乃至於

就業環境、交通運輸、社會教育..等就業延伸問題，伊甸都積極參與其中。 

    伊甸基金會目前在台灣設有 8 家庇護工場，庇護性就業者 159 位，提供就

業類別有烘焙、餐飲、清潔、資料輸入、印刷、手工藝；設有日間社區作業設施

(小型作業所)17 所，服務量 307 人，提供職業陶冶種類有各類代工、餐食、手

工藝、園藝..等。 

    小型作業所是介於日間照顧服務機構以及庇護工場之間的服務模式，讓條件

不足以進入庇護工場，但也不願意接受機構式服務的身心障礙者，有更多元服務

模式的選擇機會。產能較低的就業服務型態與未來雙老現象，都是伊甸基金會持

續關注的議題，替身心障礙者老化照顧預約一個未來，是伊甸基金會下一個階段

很重要的社會發展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