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年度第一季法務部矯正署桃園監獄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2年 4月 10日 

 

一、委員組成(4名)  

 

召集人： 洪委員瑄憶 

 

委員：王伯頎副教授、朱春林副教授、吳坤鴻主任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視察重點:第 1季之視察重點為『健康監獄推動與實踐計畫-收容人藥物自

主管理計畫』及『健康監獄推動與實踐計畫-皮膚病防治措施』之探討報

告。 

(二)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1.本小組於 112年 3月 17日下午 14時 30分於法務部矯正署桃園桃園監

獄會議室召開本年度之第一次視察會議，出席人數達法定人數，主席宣布

開始會議，邀請機關進行業務簡報(簡報內容可參附件 01)。 

2.由貴監林裕淵代表視察小組委員於 112年 2月 25日開啟意見箱及當日

由委員開啟意見箱皆未發現有收容人有申訴事件。 

3.由衛生科人員帶視察小組委員視察本監衛生科診間、療養舍、疥瘡舍房

及少年觀護所少年處遇。 

 

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由視察

小組提出具體建議) 

1. 『健康監獄推動與

實踐計畫-收容人藥

物自主管理計畫』 

1. 這個計畫中，能否再

進一步宣傳讓收容人

知悉此計畫，抽查藥

品數量能否更精進的

做法? 

2. 在新收收容人中有無

病識感而拒絕看診、

服藥的情形，貴監如

何處置? 

3. 此計畫中為何選擇第

1. 請機關增加廣為宣

導收容人自主用藥

的觀念及自主監康

管理的重要性。 

2. 減少因為對於本身

缺乏病識感或健康 

異常的收容人而忽

視自身健康，詳加

新收健康檢查及規

劃門診。 



七工場來做實施的單

位，該工場具備何種

屬性?能進一步發掘

問題，並進一步排

除。 

4. 由貴監的簡報資料

中，有再進一步擴大

實施嗎?定量給予藥

品的數量以日為單

位、或是以數日為單

位，甚至可以進一步

增加日數的數量，有

何更進步的作法。 

5. 為何選擇這個計畫，

對於值勤的同仁接受

度，及工作量的影

響? 

3. 該計畫的實施非常

好，冀能增加人數

及工場數。 

4. 考量貴監提及為收

容短  刑期機關，

收容人出、入監頻  

繁，健康疾病知識

建立需透過長  時

間衛教，方能增進

收容人健康疾病認

知，以避免有忘記

及囤藥問題；計畫

實施期間，隨時檢

視收容人服藥情

形，審慎評估藥品

全數交予收容人自

行保管服用之可行

性。 

2. 『健康監獄推動與

實踐計畫-皮膚病防

治措施』 

1. 預防型的投藥的對象

是以高風險的接觸

者，是以那一類型的

收容人為主? 

2. 再統計數據中-接觸

者的比率高達 22%風

險值偏高原因，這數

據次否有重覆計算疑

慮。 

3. 那一類型皮膚病疾病

的病因及原因造成重

覆感染的原因，有何

改進的措施? 

4. 此計畫的期程多久?

統計的數量是否正

確、有無重覆計算的

疑慮? 

5. 簡報中提及診斷碼之

即時更新有困難，請

1. 皮膚疾病病因為氣

候濕度、居住環

境、個人體質免疫

系統、個人衛生習

慣等多重因素所

致，建議改善監所

衛生環境，減少或

改善悶熱的舍房處

所，方能逐步減少

皮膚病的傳播及感

染。 

2. 依據統計數字上就

會出現與實際皮膚

疾病就醫次數統計

之落差請特別注意

相關數據。 

3. 對於診斷碼未即時

更新相關問頭，本

視察小組特別注重



描述並說明目前改善

措施。延續上題，診

斷碼未即時更新狀況

是否有事後更正減少

錯誤的產生? 

6. 傳染性皮膚病普篩後

發生機率是否有進一

步的改善? 

7. 診斷結果未正確疑似

有誤診情形發生，如

何在此計畫中保證受

刑人的權益。 

收容人的權益問

題，皮膚病雖然不

是很嚴重的疾病，

但是攸關收容人的

健康，請特別注意

改善，減少類似事

件發生。 

 

四、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含解除追蹤、解除追蹤持續辦理、繼續追蹤等，此

部分內容由機關提供，由外部視察小組視需要放入):目前還沒有需要追蹤部分。 

年度 季別 視察情形 視察建議 管考建議 

111

年 

第 1

季 

對於新收流程未無太多建議，

貴監的新收收容人類型眾多，

容易出現資料輸入錯誤的情

形。 

建議目前作業方式導入科技化

讓新收作業更有效率及精準避

免出錯，使整個新收流程更簡

便。 

解除追蹤 

111

年 

第 1

季 

何曾經錯放人犯的案例，與檢

討報告嗎?對於這個議題是否有

其他的控制方式，以避免錯放

的情事發生? 

本委員會的作用是在於改進貴

監的作業方式，避免出現有漏

放情形，精進釋放流程，建立

SOP標準化流程。 

解除追蹤 

111

年 

第 1

季 

總務科承辦人員列席視察會議

回覆說明:根據曾發生的案例，

上級單位會進行案例討論，並

將各個環節進行剖析，制定新

的規範跟指引函示，單位會依

據這些函示導入內部控制中，

承辦人以此作為標準化流程。 

減少因為承辦人的不熟悉，產

生不必要的風險，經眾委員瞭

解後，釋放作業繁瑣細節眾

多，將各項可能出現的問題建

置內部控制的風險因素中，減

少人為的失誤，才是本委員會

協助機關的重點。 

解除追蹤 

111

年 

第 2

季 

視察重點說明:能否提供更有效

的更具成本的治療方式，非單

純的只有監禁處遇的刑事政

策。 

委員的建議:對於目前的刑事政

策中提出建議:亂世用重典成效

不佳，需要更多研究及團體治

療課程研究，找出能降低社會

成本的治療方式，非單純的監

解除追蹤 



禁處遇而已。 

111

年 

第 2

季 

法務部矯正署新修訂酒駕收容

人處遇模式是否還有精進的方

式。可否借鏡國外的治療方

式，降低酒駕收容人再犯。 

酒精是容易取得的物品，而大

部分的受刑人中有酒癮症狀的

居少數，大部分是繳不起罰金

及無法易科、多次酒駕入監執

行；然酒癮症狀是受大腦影

響，法律並不是一個很好的解

決方式，建議藉由藥物治療的

輔助，運用毒癮治療的團題模

式來處置也是不錯的處遇。建

議用健保回診治療及緩起訴、

或是運用課程治療的方式，減

少及認知酒精對人體的危害。 

解除追蹤 

111

年 

第 2

季 

機關對於未來的勤務制度，決

定權還是在法務部矯正署，單

位能做的部分只有後續的應對

之法，考量到班制的變動對於

同仁的影響，請機關著重於同

仁健康部分，讓同仁能在良好

的勤務制度下，領取合適的夜

班加班費，並能配合機關需要

值勤。 

建議在新的制度施行前是否能

採取較有彈性的上班方式，如

延後或提早上班的另類方式應

對。不論是精進隔日制或是 12

小時制的勤務制度，希望能兼

顧同仁的健康權及矯正機關勤

務運作正常。 

 

解除追蹤 

111

年 

第 3

季 

這份計劃是去年擬訂實施，與

其他矯正機關的潛伏結核感染

防治計畫之成效為何? 

請持續鼓勵收容人接踵潛伏結

合，以降低該項傳染病的染病

率，甚至消除該項病毒在監內

傳播。 

解除追蹤 

111

年 

第 3

季 

潛伏結核感染檢驗之陽性個案

收容人之處置作為? 

貴監能控制潛伏結核感染的染

病，並能於出監前通知桃園市

衛生局辦理後續追蹤治療實屬

收容人之福。 

解除追蹤 



111

年 

第 3

季 

對於通風用的百葉窗完成的時

間點，裝設後的成效如何有無

具體呈現? 是否能在陽台多種

植一些綠色植物或在舍房外種

植樹木多些陰涼的地方，對於

降溫多少有一些幫助? 

委員建議:空氣循環對於降溫的

成效應屬有限，增加通風及栽

種綠色植物降低直接日照視為

可行性方案。 

解除追蹤 

111

年 

第 3

季 

能否教育受刑人對於中署或高

溫造成腎臟疾病，甚至多吃一

些利尿的食物等衛教，對於受

容人的健康都是有幫助的。 

 

安排衛教課程對於收容人身體

保健有所裨益。 

解除追蹤 

111

年 

第 3

季 

因為不少社會大眾對受刑人在

服刑期間可以吹冷氣不以為

然，因此矯正機關不敢貿然實

施。除了機關努力改善問題之

外，是否可請收容人一起討論

提出對策，如何改變社會大眾

的態度，共同改善服刑期間使

用冷氣的問題。 

如果可行的話，增設中央空調

為最佳方案，如受限於社會與

論及經費設備，對於這方面監

獄還有進步的空間。 

解除追蹤 

111

年 

第 4

季 

在各項調查中是否有收容人不

願意接受監方或外界社福機構

的協助，故在入監或出監調查

中，填載不實，如勾選沒意願

接受協助，實際上卻是需要幫

助的個案，機關如何因應。 

對於收容人的各項調查需求，

包括入監時的身心健康、作

業、甚至出監的協助，都需要

審慎的評估，以免遺漏任何一

個個案。對照是否有未接受出

監復歸轉銜幫助的收容人，需

要做風險評估。 

解除追蹤 

111

年 

第 4

季 

在轉介的個案中，貴監是否追

蹤後續的處置個案是否恰當或

是檢視轉銜的規劃流程是否有

精進的空間。 

由報告內容中得知，機關人力

不足以應對更生保護的個案追

蹤，有求於各社勞機關的互相

合作。 

解除追蹤 

111

年 

第 4

季 

矯正機關再更生保護中所扮演

的角色，有無其他外部視察小

組能夠給予幫助有其他提供意

見，可以供改善的建議嗎? 

在整個更生保護的流程中監獄

只是其中的一環，如能運用其

他的社會資資源襄助，有助於

弱勢收容人得到更多的幫助。 

解除追蹤 



111

年 

第 4

季 

貴監刑期短、收容人流動率

高，要正視矯正機關在作業上

可以扮演何種角色，能有何種

精進做法。 

就報告中得知，現行制度下將

作業項目關注在於勞作金多

少，應在於作業能對於收容人

有多少幫助，畢竟出監後從事

相關在監受訓的技能訓練者少

之又少，只是限於法規收容人

需要作業從事勞動而已。 

解除追蹤 

111

年 

第 4

季 

對於收容人作業上或是其他部

分的控管機制能否更有效率的

運用科技的輔助。 

現在醫院的人力也不足，需要

眾多軟性需求及專業的協助，

故對於復歸轉銜及收容人作業

方面的做法，也可以仿效國外

作電子監控或運用科技協助。 

解除追蹤 

 

 

 

 

  



五、會議紀錄: 

 

 



 

 



 

 



 

 



 

 



 

 



 

 

  



 

 



 

 



 

 



 

 



 

 



 

 



 

 



 

 



 

 



 

六、外部視察小組視察機關： 

 

視察衛生科收容人看診情形及環境 



 

視察療養病舍環境及設施 

 

介紹疥瘡收容人病舍環境 



 

衛生科藥師介紹醫治疥瘡收容人設備 

 

視察少年觀護所少年的處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