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 １９９５年颁布的反残疾歧视法要求，

所有新的公共交通工具包括火车、 汽车和出

租车都必须为残疾人提供必要便利设施。 英

国不少火车站售票窗口都设有明确标志的感

应环供有听力障碍者使用， 许多主干道火车

站和火车上都有轮椅可自由进入的卫生间，

车站小卖部和餐馆以及餐车车厢都允许导盲

犬入内。

英国的道路路口基本上都进行了“坡

化”， 并设置了提示盲道， 城市中无障碍公

交车也较为普及。 地铁出入站一般都有升降

平台， 站内的声音提示与视屏提示同时为盲

人和听力障碍者工作， 车厢内安排了固定轮

椅的位置。 机场设有坐在轮椅上可顺利拨打

的低位置电话， 还有方便聋哑人间通话的带

传真的公用电话， 以及可令语言障碍者与正

常人交流的带键盘的电话。

为残疾人提供

必要便利设施

【英国】

  20 世纪 40 年代， 日本先后出台并修订了

《身体残障者福利法》 《关于促进高龄者、 残

疾人等的移动无障碍化的法律》 等法律法规。

2017 年， 日本政府公布“通用设计 2020 行动

计划”， 目标是实现日本境内主要交通枢纽的

完全无障碍通道建设。 日本政府计划修改日本

无障碍酒店的客房标准， 针对新建或翻新的酒

店， 要求强制增加适合轮椅使用者的房间数

量。

2018 年， 日本旅游局编写了一本有关

“无障碍思维” 的教育手册， 希望消除酒店和

其他旅游设施工作人员对老年人与残障人士的

偏见或歧视， 从而提供更友善的帮助。 近年

来， 日本又通过了促进铁路、 巴士等公共交通

无障碍化的修改法， 使其正式成为法律。

在法律护航下， 一方面日本政府积极出台

了一系列激励措施， 比如通过免税、 低息贷

款、 补偿建筑面积等方式， 鼓励企业在建筑施

工时考虑到特殊人群的需求， 通过对设计、 研

发机构和企业给予政策优惠鼓励其向社会推出

更多“无障碍设计产品”， 如老年智能马桶、

服务机器人等等。 与此同时， 诸多老年人、 残

障人士也积极参与到无障碍设计的活动中， 比

如将收集的体验意见反馈给设计者或生产者，

让后者减少设计失误。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日本逐步建立起了完

善的无障碍体系， 让无障碍设计造福特殊人

群。 停车场、 红绿灯、 公交站、 电梯间、 楼梯

间、 商场、 写字楼等场所， 都能看到精心设计

的无障碍设施。 以盲道为例， 日本的盲道不仅

在室外公众场合随处可见， 即便是室内公众场

所也比比皆是， 且“内外相连”。 如果置身养

老院， 无障碍设计的细节则更让人震撼。 从地

板、 水温、 室温， 到床铺、 淋浴器、 马桶、 厨

具， 再到过道、 电源位置、 照明度等等， 无不

体现方便、 安全、 健康、 舒适等原则。

法律保障无障碍通道建设

【日本】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制定“无障碍标准”

的国家， 美国的“无障碍” 意识深入各个领

域。 美国被称为“汽车轮子上的国家”， 没

有车几乎寸步难行。 在美国， 除盲人、 弱智

和高位截瘫等严重残疾外， 残疾人持医生开

具的证明同样能够

申领驾照。 残疾人

拥有专门的带有蓝

色标记的汽车牌

照， 可在出行时享

受各种便利。 无论

在公共场所内还是

马路边， 都设有带

有蓝色标记的残疾

人专用车位， 而且

往往在出入最为便

利、 可以挡雨蔽日

的位置。 根据法

律， 健全人如果占

用残疾人车位， 交

管部门会对其处以

100 美元到 500 美

元的罚款， 有的还会将车拖走。 因此， 很少发

生正常车辆占用残疾人专用停车位的事情。 美

国通过立法逐步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 美国无

障碍委员会颁布了详细的实施准则， 提供技术

支持和培训， 设立投诉和监督系统等。

“无障碍”意识深入各个领域

【美国】

  在加拿大， 残疾人日常生活非常方便，

同健全人无太大区别。 大多残疾人凭医生证

明都可申请驾照， 只不过他们购车时会根据

各自身体条件对车做些改造。 在机关单位、

机场、 火车站及各楼堂馆所等地， 除设有残

疾人无障碍通道外， 还有残疾人专用的卫生

间、 电动门、 购物电动车或游览车等。 火

车、 公交车、 飞机上都有专门预留的轮椅

位、 固定装置和自动升降梯。 任何停车场都

设有专门的残疾人车位， 这些车位比一般的

大， 都选在最方便出入的地方， 其他车辆禁

止停放。 在加拿大， 位置相对偏远的各大国

家公园均有供残疾人游览的路线， 并提供专

门的导游服务。 图书馆里的书刊、 政府法律

文件都有大字号、 盲文和音像等几个版本。

法庭也为残疾人提供手语翻译等特殊服务。

加拿大残疾人享有同健全人平等的教

育机会。 在小学到高中的 １２ 年免费义务

教育阶段， 一般残疾学生都同其他学生一

起上课。 有残疾的学生上大学或接受职业

培训， 无论是全日制还是非全日制， 在和其

他学生一样享受无息贷款的同时， 还可以申

请政府专门为残疾学生设立的赠款。 加拿大

政府设有“残疾人机会基金” 等项目， 资助

残疾人接受就业培训、 找工作或自己创业。

残疾人若想自主创业， 政府有专门的部门提

供建议、 培训， 并给予灵活优惠贷款等支

持。

（综合新华社、 中国文化报、 新京报等）

全方位保障

残疾人正常生活

【加拿大】

瑞士知名旅游景区在最便利的位置设置

残疾人停车标志， 占用残疾人车位会被重罚。

火车站内设有为残障人士准备的呼叫中心，

行动不便者拨打呼叫中心电话可及时得到帮

助。 在停车场靠近出口和电梯的最好的位置，

永远有几个用黄线圈起、 里面划有轮椅标志

的残疾人乘坐车的预留停车位， 即便车位爆

满， 也没人敢贸然占用这些位置； 在电梯的

控制板上， 有盲文标识； 超市设有残疾人专

用收款台； 城市的道路、 建筑都达到无障碍标

准， 乘坐电动轮椅在城市景区兜风的残疾人随

处可见。 主要大型车站设有志愿者服务中心，

为行动不便者提供站台接客、 搭乘出租以及陪

伴到目的地等服务， 且服务价格相对低廉。 残

障旅客还可以乘坐残疾人专用出租汽车， 或到

租车点租赁专为残障人士提供的汽车。 另外，

很多缆车、 快艇、 索道设有专门的轮椅席， 许

多远足路线也支持轮椅出行。

残疾人出行无障碍

【瑞士】

  作为为盲人提供行路方便和安全的城市 “导向标”， 盲道的设置体现了一个国家、 一个城市无障碍设施建设的

基本标尺之一。 然而， 我国许多城市中的盲道却常常让需要它的人频频遭遇尴尬， 不仅未能发挥它应有的功能和作

用， 反而成为 “文明盲区”， 对视障人士造成伤害。 无障碍设施的建设， 非一朝一夕可成， 本期 “域外之音” 介绍

的就是国外是如何保障无障碍设施建设， 让残疾人出行再无顾虑， 能与身体健全者一样享受公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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