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视障人考试中的合理便利——以“合理
便利”与“无障碍”的差异为视角 

     

        汇报人：金希   东吴大学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

                                                         东湖公益服务中心



文字试卷语音化，铁血考试人性化



中国视障者参加部分主流考试年表

• 高考：2007（人工读题）；2014（盲文试卷）
• 英语四六级考试：2008（人工读题）；2017（盲文试卷）
• 司法考试：2010（人工读题）；2018（半电子试卷）
• 社工师考试：2016（人工读题）；2017（电子试卷）
• 研究生考试：2017（盲文试卷）



高考新规是合理便利吗？

• 《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定（暂行）》

• 第五条 招生考试机构应在保证考试安全和考场秩序的前提下，根据残疾考生的残   
               疾情况和需要以及各地实际，提供以下一种或几种必要条件和合理便利：

  （一）提供现行盲文试卷。
  （二）提供大字号试卷。
  （八）考点提供能够完成考试所需、数量充足的盲文纸和普通白纸。
  （九）允许视力残疾考生携带答题所需的盲文笔、盲文手写板、盲文作图工具、橡胶垫、无
             存储功能的盲文打字机、台灯、光学放大镜、盲杖等辅助器具或设备。
  （十二）适当延长考试时间
  （十三）其他必要且能够提供的合理便利。

• 第十八条 残疾人参加其他国家教育考试需要提供合理便利的，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无障碍与合理便利

• “无障碍环境建设”是指为便于残疾人等社会成员自主安全地通行道路、
出入相关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交流信息、获得社区服务所进行的
建设活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第二条）

• 无障碍环境建设包括：无障碍设施建设、无障碍信息交流、无障碍社区服
务

• “合理便利”是指根据具体需要，在不造成过度或不当负担的情况下，进
行必要和适当的修改和调整，以确保残疾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享有
或行使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第二条）



无障碍与合理便利的差异

项目 无障碍 合理便利
针对主体 群体 个体
实施时点 事前 事中
措施周期 长期 临时
措施种类 统一 个性
成本效益 额外 权衡
判断机关 立法 司法



无障碍与合理便利的关系

• 无障碍的目标包含减少合理便利的适用
• 合理便利是对无障碍的积极补充
• 准确区分无障碍与合理便利的意义：
    1、申请者可根据个体所需积极主张权利
    2、有关部门提供的支持措施避免受到既有法规和经验的局限
    3、避免因无障碍建设过度而引起的浪费
    4、避免因无障碍建设不足而导致的拒绝
    5、促进平等多元开放包容的社会意识的发展



法律应如何保障合理便利的实现？

• 1、立法：明确将拒绝提供合理便利列入歧视类型
• 2、法律：仅规定概括的合理便利概念条款，避免限定合理便利  
                   的措施种类
      这是好的合理便利条款吗？
       国家举办的各类升学考试、职业资格考试和任职考试，有盲人参加的，应当为盲人提供盲文试
卷、电子试卷或者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予以协助。 （《残疾人保障法》第54条）

• 3、以司法判例不断细化合理便利与过度负担的判断基准
• 4、适当建立拒绝提供合理便利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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