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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殘障人士策略摘要 1

前言 
2021 年至  2031 年度澳洲殘障人士策略 

2021 年至 2031 年度澳洲殘障人士策略呼籲所有澳洲人確保殘障人士能夠於社會以平成員
的身份參與其中。
策略核心旨在建立包容的社區。

策略表達了國家的願望，以保護和提升尊重、包容和平等各方面的理想價值。這正正是澳洲、州份、領地和地方
各級政府均致力實現這些原則的原因。

超過六分之一的澳洲人有殘障問題。與我們分享家園和工作場所、街道和城市、生活和心靈的人士中，便有超過
六分之一的人有殘障問題。他們是兄弟姐妹、父母和孩子、同事、伴侶和朋友。

身為各級政府、領袖和公民，我們的責任是建立一個殘障人士可以平等成員的身份參與其中，並有平等機會發揮
潛力的社會。

策略能否成功取決於整個社區的回應，包括企業、非政府和服務業界和個人。只有攜手努力，我們才能確保澳洲
各 方面的生活都變得包容和容易。

調查殘障人士暴力、虐待、疏忽和剝削問題的皇家委員會（Royal Commission into Violence, Abuse, Neglect and 
Exploitation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y），其相關調查結果會進一步推動策略的持續發展，並作為藍圖以建立更包
容和公平的社會。

策略承認並尊重殘障人士的多樣背景。策略認識到有需要調整行動，並考慮多樣背景的要素。

通過廣泛的諮詢和參與，殘障人士和殘障界別各自分享了經驗，並慷慨抽空確保新策略切實可行、有效和目標明
確。

殘障人士提出房屋、安全、就業和社群態度方面的需要強化了策略的重點，對其而言則是十分重要的直接結果。

最重要的是，策略側重於切實、力所能及的政策優先事項，其相互關聯的成效部分。策略必須對結果嚴格衡量、
評估和匯報。

策略以 2010 年至 2020 年度國家殘障計劃（ National Disability Strategy）的重要工作為基礎，旨在建立國家方案，
以改善殘障人士生活。國家殘障保險計劃（National Disability Insurance Scheme）是這一進程的傑出成就。

新策略是帶有抱負的路線圖，指明了前進的方向。策略代表了國家承諾，讓每個澳洲人都能發揮潛力，實現目標，
公平前進，並有真正的選擇。

在 2021 年至 2031 年度澳洲殘障人士策略中肯定了尊重、包容和平等的價值觀，並將這些價值觀視為國家身份
認同的基礎。



 

2 願景和宗旨

願景和宗旨 
2021 年至  2031 年度澳洲殘障人士策略（Australia’s Disability Strategy 
2021-2031，下文簡稱「策略」）是澳洲的國家殘障政策框架。策略製定了
未來十年繼續改善澳洲殘障人士生活的計劃。

願景
策略的願景是建立一個包容的澳洲社會，並確保殘障人士能夠以社區平等成
員的身份發揮潛力。

根據澳洲在《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英文簡稱「UN CRPD」）下的承諾，策略在保護、促進和實現殘障
人士人權方面會發揮重要作用。

宗旨
策略旨在： 

• 使國家領袖更包容殘障人士 

• 指引所有公共政策領域的活動，使之包容殘障人士及回應其需要 

• 推動主流服務和系統，以改善殘障人士的成效部分 

• 讓整個社區參與、了解和投入，以實現更包容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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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部分
策略中的成效部分規定了各級政府與社區和企業合作，並為殘障人士集中推
動改善問題。

就業和財務保障
成效：殘障人士得到經濟保障，使他們能夠計劃未來， 

並行使選擇權，以掌控自己的生活


就業和財務保障是改善殘障人士成效部分的核心。這包括提供工作和職業機會，以及為其提
供足夠收入以滿足需求。

政策優先事項
1. 增加殘障人士的就業機會。
2. 改善殘障青年從教育過渡至就業的階段。
3. 加強殘障人士經濟獨立的能力。

包容的房屋和社區
成效：殘障人士生活在包容、 無障礙和設計完

善的居所和社區環境


擁有合適的房屋、無障礙和包容的社區是殘障人士如何生活、工作和社交的核心。
政策優先事項
1. 增加負擔得起的房屋供應。
2. 房屋是無障礙的，殘障人士可以選擇住所地點、有能力管理住所、同住人士及拜訪住所的人士。
3. 殘障人士能夠全面參與社會、康樂、體育、宗教和文化生活。
4. 建築和自然環境是無障礙的。
5. 整個社區都可以使用無障礙的交通系統。
6. 資訊和通信系統是無障礙的、可靠及反應靈敏。



 

 

 

 

 

 

 

4 成效部分

安全、權利和公正
成效：殘障人士權利得以 推動、維護和保障，殘

障 人士感到安全並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權利


殘障人士與沒有殘障問題的人士享有相同權利。最大程度提高經濟參與、社會包容、安全和
平等各方面，社區對這些權利的接受顯得十分重要。《1992 年澳洲殘疾歧視條例》
（Australia’s 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Act 1992，英文簡稱「DDA」）對殘障人士的歧
視言行定為非法。儘管如此，殘障人士在日常生活中仍然遭受他人歧視。

政策優先事項
1. 殘障人士感到安全，並且不會遭受暴力、虐待、疏忽和剝削的待遇。

2. 政策、流程和計劃為經歷創傷的殘障人士提供更有效的應對措施。

3. 為殘障人士制定的政策、流程和計劃促進性別平等，並防止針對高風險群體的暴力行為，包括婦女及其子女。

4. 殘障人士的權利得以推動、維護和保障。

5. 殘障人士享有平等機會訴諸司法。

6. 刑事司法系統有效回應殘障 人士的複雜需求和弱勢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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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和社區支持
成效：殘障人士可以獲得 一系列支持，以幫助他們獨立生

活 及參與社區活動


個人和社區支持，包括專業殘障人士支援服務和向公眾提供的主流服務機構，對於改善殘障
人士的整體成效十分重要。

政策優先事項
1. 殘障人士能夠獲得滿足其需求的支援服務。

2. 國家殘障保險計劃（National Disability Insurance Scheme）為符合條件的永久和嚴重殘障人士提供合理和
必要的殘障人士支援服務。

3. 非正式支持的作用得到承認和支持。

4. 幫助殘障人士獲得輔助技術。



 

 

 

 

 

 

 

 

6 成效部分

教育與學習
成效：殘障人士通過教育和學習充分發揮潛力

接受正規和非正規教育提供了途徑，並得到就業機會、變得經濟獨立，使生活多姿多采。為
殘障兒童就學的準備提供更多支持，並在殘障青年的整個教育過程中與他們一起合作，以助
其改善獲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資格。

政策優先事項
1. 殘障兒童可以獲得參與高質量的幼兒教育和護理。

2. 培養提供全納教育的能力，以改善 殘障學生的教育成效。

3. 改善殘障人士深造教育和培訓的途徑和可及程度。

4. 殘障人士有更多機會參與無障礙 和包容的終身學習。

健康與福祉
成效：殘障人士 在一生中盡可能獲得 

最理想的健康和福祉結果


良好的健康和福祉，包括精神健康，是決定生活質量的關鍵因素。這對殘障人士來說尤甚。
需要更多幫助來提升殘障人士的健康和福祉，包括在災難和公共緊急事件出現前後和期間。

政策優先事項
1. 醫護服務提供者皆能夠滿足殘障人士的需求。

2. 預防和早期干預醫護服務及時、全面、適當和有效，以支持更好的整體健康和福祉。

3. 精神健康支援和服務對殘障人士來說是適當、有效和可及的。

4. 備災、風險管理計劃和公共應急應對包括殘障人士，並支持他們的身心健康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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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態度
成效：社區態度表示支持平等對待和包容殘障人士，

並鼓勵其參與社會


對於實現包容社會和改善殘障人士的所有成效，建立對殘障人士的積極社區態度十分重要。
解決污名化、無意識偏見，及處理對殘障人士缺乏的理解，讓殘障人士獲得積極的日常體驗，
並有助於大眾認識殘障人士對社會的貢獻。

政策優先事項
1. 僱主重視殘障人士對勞動力的貢獻，並認識到僱用殘障人士的好處。

2. 關鍵的專業勞動力能夠自信及積極回應殘障人士。

3. 提高殘障人士在領袖角色中的代表性。

4. 改善社區態度，對策略下的政策優先事項產生積極影響。



8 實施：實現成效部分

實施：實現成效部分
各級政府致力與殘障人士、社區、企業和 非政府界別合作，以協調和目標明
確的方式實施策略，並 實現願景，以產生真正的改變。這包括確保於整個策
略期間，策略設計和實施能夠回應不斷變化的需求。

交叉性和多樣化
交叉性承認一個人或團體可能因種族、性別、性別認同、性取向、障礙、階級、宗教、年齡、社會出身和其他
身份標記而受到多種形式的歧視和不利影響。在整個策略期間，為實現政策優先事項而採取的行動，會以交叉
性和多樣化的視角來實施。這會確保積極解決交叉歧視問題，並使邊緣群體能夠獲得適切的資源、服務和支援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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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和職責
澳洲、州份、領地和地方各級政府，以及企業、社區和 非政府界別，都在包容和支持殘障人士方面發揮作用。

各級政府繼續向殘障人士提供主流和目標明確的服務、支援服務 和基礎設施系統方面發揮作用。列出關鍵的政
府角色和職責，有助各人明白哪個級別的政府負責殘障人士可能使用的系統。

在許多情況下，不止一個級別的政府對支持或服務系統承擔某些責任。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一個級別的政
府對提供系統負有主要責任。下表列出一些示例：

澳洲政府 州份和領地政府 地方政府 共同承擔責任

全國殘障人士保險計劃*
（行政部）

公立醫院 無障礙建築物 全國殘障人士保險計劃*
（資金和共享治理）

精神健康支援 

收入津貼 公共、社會和社區房屋 市政服務 殘障倡導服務

就業服務 公立中小學 地方公園和康樂設施 社區基建設施

策略的網站上概述了關鍵政府角色和職責。無法上網的人士可以致電 1800 643 787 聯繫國家殘障資訊門戶電
話求助熱線。 

*	 國家殘障保險計劃（英文簡稱「NDIS」）是一項全國計劃，由澳洲、州份和領地政府共同管理和資助。國家殘障保險
局（National Disability Insurance Agency）是聯邦公司實體，負責提供 N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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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原則
為實現策略的願景，各級政府致力制定和實施 反映在《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英文簡稱「UN CRPD」）
人權原則的政策、計劃、服務和系統。

因此，以下指引原則基於《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第三條。各級政府已同意在制定政策、計劃、服務和系
統時使用這些指引原則。企業、非政府界別和更廣泛的社區也必須考慮如何應用這些原則，這一點十分重要。

原則一 尊重與生俱來的尊嚴、個人自主權，包括自行選擇的自由及個人獨立

原則二 不受歧視

原則三 充分有效參與和融入社會

原則四 尊重差異，接受殘障人士身為人類多樣性和人性

原則五 平等機會

原則六 無障礙

原則七 人人平等

原則八 尊重殘障兒童不斷發展的能力，尊重殘障兒童保持身份特性的權利

目標明確的行動計劃
策略會在一到三年內集中關注目標明確的行動計劃，以實現改善殘障人士成效的具體成果。

首五個目標明確的行動計劃側重於就業、社區態度、幼兒、安全和應急管理。

新的相關行動計劃會受到殘障人士的參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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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計劃
相關計劃為政府如何努力改善殘障人士的成效提供了協調能力更強的長遠方案。所有相關計劃會清晰確認如何
造就策略成效的實現，並會在策略網站上發布。

相關計劃側重於改善澳洲各個生活方面（例如藝術界別）或社區的特定部分（例如智障人士），通常持續三到
十年。

相關計劃會包括下列策略品牌。

商業和社區機構如要表明對策略作出的承諾，可以使用以下標誌。

成效架構
成效架構追踪殘障人士隨著時間推移的成效變化，並通過確保成效可見程度，以判斷情況是否改善，從而推動
行動的實踐。這包括衡量醫療護理、教育、就業和房屋等關鍵領域的貢獻。

年度成效架構報告和平台會顯示策略中規定的各項政策優先事項進度如何。如情況適用，數據會被分類。隨著
數據改進，成效架構也會更新。

可在策略網站上查閱成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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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數據
各級政府致力合作和共享數據，以支持按證據為準的改變。改進數據會支持成效架構、評估工作和政策制定。 
2022 年會制定全面的數據策略。

策略報告
各個政府致力提供全面、具備透明度的匯報制度，以改善策略問責制。

策略的匯報制度會補充州份、領地政府及地方政府 對殘障人士計劃撰寫的報告。

會編製以下報告： 

• 	 目標明確的行動計劃報告：這份年度報告會涵蓋計劃實施的進展、成功實現的目標 和總體狀況。報告會由
澳洲政府協調編製。 

• 	 成效架構（平台）：這份年度更新會提供針對 策略成效的高級數據。報告會由第三方數據專家編製。 

• 	 實施報告：這份每兩年發布一次的報告會包括各級政府針對殘障人士倡議的進展情況。報告會包括與殘障人
士、澳洲人權委員會和更廣泛的社區諮詢。 

• 	 評估報告：兩份主要評估報告會分別於 2025 年和 2029 年出版。報告會獨立審查，以了解該策略為殘障人士
提供的改善情況。編製報告時，會徵求殘障人士、澳洲人權委員會（ Austral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和主要持分者的意見，然後將報告向政府提供以獲批准。

評估所執行的事務
對於了解殘障人士哪些方面獲得良好進展或需要改進，相關政策、計劃和系統評估工作顯得十分重要。評估工作
能夠顯示政策、服務和計劃如何為策略下的成效作出貢獻。

政府會公開列出已安排的評估工作及發布評估結果，並在執行評估工作時，參考策略的良好評估慣例指引檢查
清單。 

2022 年底前，政府會與殘障人士合作制定如何讓殘障人士參與評估工作的指引。

建立實證基礎
建立實證基礎是策略的關鍵部分。策略會支持殘障人士研究，並將研究結果轉化為支持策略成效的行動。

國家殘疾研究夥伴關係（ National Disability Research Partnership，下文簡稱「夥伴關係」）有助建立實證基礎。
夥伴關係促進使用循證政策和實踐。夥伴關係側重於殘障人士和主流服務，包括教育、健康、房屋 和司法，並
促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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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模式
治理模式有助政府以一致的方式共同努力，並實現策略目標。這包括確定和優先採取行動的地點，並指引政府
在改善殘障人士生活方面，如何匯報相關進展。可在策略網站上查閱治理模式。

邀請殘障人士參與
殘障人士會在策略期間發揮核心和積極的作用。

策略的參與計劃已發布在策略網站上。計劃概述了殘障人士在策略的整個策略期間的參與方式，以影響其實施、
監測、匯報和未來的政策方向。

策略路線圖
策略網站上的策略路線圖中發布了在策略下關鍵成效的簡單概述。路線圖顯示了報告的截止時間，以及諮詢和
其他主要活動的時間。

策略網站
所有策略文件都可以在專門的策略網站上找到，包括最新的報告和公告。
策略網站是 www.disabilitygateway.gov.au/ads。

策略制定
殘障人士、親友、照顧者、倡導機構、主要機構和服務提供者的心聲是制定策略的核心。

與策略相關的諮詢是與殘障人士一起設計和提供的。這些諮詢以多種不同的方式讓殘障人士參與。通常不會經
常參與公共諮詢過程的人士，諮詢還側重於與這些人士直接接觸。

澳洲人權委員會和倡導者的角色
澳洲人權委員會在促進和保護殘障人士 權利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殘障倡導者還支持殘障人士維護自己的權利、
體驗平等，並克服可能影響其參與社區能力的障礙。

http://www.disabilitygateway.gov.au/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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