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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第 4季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0 年 12 月 9日 

一、 委員組成  

召 集 人：徐立仁召集人 

出席委員：林政佑委員、周愫嫻委員、鄭美玉委員、陳玉書委員、陳永儀委員(請假)、郭文正委員(請假) 

二、 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 視察計畫或本季視察重點  

本季外部視察重點如下: 

1.監獄行刑法 109年修法後，臺北監獄對於新收收容人的『個別處遇計畫書』評估、擬定與執行情況。 

2.確認歷次視察建議之處理情形(含解除追蹤、解除追蹤繼續辦理、繼續追蹤等)。 

3.了解員工意見調查執行狀況和調查結果。 

(二) 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1.由臺北監獄相關業務人員報告「監獄行刑法 109年修法後，臺北監獄對於新收收容人的『個別處遇計畫書』評估、擬定與執

行情況」，分別由調查科羅科長東弘報告新收收容人個別處遇計畫之評估、擬定與執行狀況；以及教化科鄭科長安凱報告保護

性處遇、治療性處遇和一般性處遇之規劃、人員配置、處遇實施計畫與流程；再由外部視察小組委員與臺北監獄人員就報告

內容進行討論和提供建議。 

2.由楊秘書垂雄說明第 4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相關議題，如新版視察報告內容、視察建議處理情形和意見調查之執行等。 

3.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之追蹤，則由原提案委員和視察小組委員就臺北監獄後續辦理情形，確定追蹤結果。 

4.臺北監獄根據視察小組建議，於 110年 11 月 8日至 19日(共 12天)對員工(含桃園分監)進行意見調查，共發出 457份問卷，

其中有 148人填答調查問卷，回收調查問卷中有 111 人提出具體意見或建議(占 75%)，無具體意見或建議者 37 人(占 25%)。

調查意見箱在小組會議結束後，由在場委員打開意見箱，逐一檢視每一份回收問卷內容，篩選出無具體意見或建議的問卷，

有具體意見或建議的問卷，分別由三位小組委員攜回進行整理和統計，無具體意見或建議者則交由臺北監獄業務承辦人暫時

保管；調查統計分析結果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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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視察重點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針對事件發生經過及視察小組處理過程概述。) 

員工調查意見之處理 

 

 

 

根據 110 年 11月 8日至 19日員工意見調查結果，就員工較重視(10 人以上)反應之意見，包括:(1)

勤務制度(如:勤務分派公平性、保障正常輪休)；(2)環境與設施(如:加強環境衛生和改善硬體設施)；

(3)管理與服制(如: 配戴領帶執勤妥適性、提供具保暖功能制服外套)等問題，應受到機關重視，並

做適當回應和處理。 

 

 

四、 視察建議 

一、鼓勵年長受刑人施打疫苗:有關年長受刑人的疫苗施打率偏低，是否持續鼓勵此群組受刑人施打疫苗，並提供更多種類疫苗選項。

(周愫嫻委員) 

二、心理與社工人員等專業人力之充實與留用:心理與社工人員為執行收容人個別處遇計畫書之主要專業人員，雖員額爭取和招聘不易，

仍須持續爭取，並重視如何使之繼續留用；為落實個別處遇，建議在調查分類科增加心理師、社工師等人力。並可以延續過去制

度，重新開放大專院所專業科系見習，跟著治療師一起學習，熟悉監所環境，提高畢業後至監所服務的意願。(徐立仁召集人、鄭

美玉委員、林政佑委員) 

三、運用精神醫療資源:個別性處遇計畫可以利用精神醫療的資源，特別是自殺防治計畫。(徐立仁召集人) 

四、受刑人治療性處遇效果追蹤:列管收容人已逾北監收容人的二分之一以上，建議個別處遇計畫執行一段時期後，追蹤其再犯情形，

俾能調整輔導、治療策略及方式。(鄭美玉委員) 

五、強化酒駕、重罪不得假釋和高齡收容人之處遇與輔導:酒駕、重罪不得假釋和高齡受刑人之輔導比率較低(分別為 12.6%；14.3%；

8.0%)，可提供更多元的輔導，並提供心理和社工人員相關課程和研習會議的參與機會，以提升其職能。(陳玉書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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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 

臺北監獄外部視察小組  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 

年度 季別 案由 視察建議摘要 機關辦理情形 追蹤情形 

110 1 因應新冠肺炎之

措施 

因疫情緣故，矯正機關處遇

的能量可能受到影響，請注

意收容人的身心狀況，建議

編列預算和資源，加強收容

人的心理輔導。同時，亦請

北監應注意職員的身心狀

況，積極爭取接種防疫。 

一、 教誨志工、性質單純之會議、演講、讀書會及

小型面對面親子家庭日等活動恢復辦理，並持

續辦理各項教化活動及處遇，以調節舒緩收容

人身心，面對面懇親等大型活動視疫情狀況調

整因應。 

二、 本監現有教誨師、心理師及社工師等編制逾 30

人，除日常生活協助外，亦能有效輔導收容人，

充分給予心理支持。 

三、 本監同仁(含替代役)共計 459人，已提供同仁於

監內進行新冠肺炎疫苗「團體接種」服務，目

前已完成 2劑疫苗接種人數計 431人，接種

率:93.9%。 

四、 本監同仁「無意願接種第 1劑」13人，「無意願

接種第 2劑」11人，合計 24人。 

 

解除追蹤 

繼續辦理 

110 1 因應新冠肺炎之

措施 

建議因合作社有公益金，似

可用以投入防疫之用。 

因應機關防疫需求，本監合作社業予提供部分公益金

協助收容人防疫所需經費，未來亦將視防疫需要，適

時投入相關資源。 

解除追蹤 

繼續辦理 

110 1 因應新冠肺炎之

措施 

建議北監應注意物檢時的

流程與衛生事項。 

業已加強宣導值勤同仁實施外界送入飲食之檢查

時，應全程配戴口罩及手套，並應注意維護檢查處所

及設施之整潔，定期進行清潔及消毒作業，以維護飲

食之衛生。 

解除追蹤 

繼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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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監獄外部視察小組  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 

年度 季別 案由 視察建議摘要 機關辦理情形 追蹤情形 

110 1 因應新冠肺炎之

措施 

過年時收容人的電話接見

時間縮短為 3至 5分鐘，影

響收容人外部接見之權益

甚鉅，建請改善重要節日接

見時的疏通方式。 

按春節等節日，如遇有連續假期三日以上，機關為維

護囚情穩定及調劑收容人身心，得視勤務調度狀況辦

理開封及接見，考量接見人次及機關整體服務量能，

本監將視業務辦理情形酌予調整流程及動線，以疏散

接見民眾擁擠之情形。 

解除追蹤 

繼續辦理 

110 3 因為疫情的影

響，收容人若因法

律規定，有需要進

行強制性的處

遇，這方面監所和

矯正署有無相關

的配套措施？ 

一、 雖面臨疫情採用較嚴

格的防疫標準、配合

防疫措施有其必要，

然應設法兼顧收容人

的權益，避免因法令

強制性處遇未完成而

損害其權益。 

二、 為使處遇業務不受影

響，機關是否可能提

供快篩作為替代方

案，並視快篩結果准

其進入戒護區從事處

遇工作。 

一、 疫情三級警戒時，本監啟用視訊教室，連接團

體治療室及個別晤談室，由治療師在視訊教室

內與收容人進行視訊治療，並無暫停相關處遇

之進行，也不影響其權益。 

二、 補校相關課程採停課不停學方式，由補校老師

提供影音檔或紙本講義，讓授課班級持續進修。 

三、 目前進入戒護區執行處遇業務之外部人員大都

已完整接種 2劑 COVID-19疫苗，如有特殊狀

況或需求時，本監再行提供 COVID-19居家快

篩檢測，檢結果「陰性」者，方得進入戒護區

執行業務。 

 

解除追蹤 

繼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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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監獄外部視察小組  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 

年度 季別 案由 視察建議摘要 機關辦理情形 追蹤情形 

110 3 機關收容人是否

有爭取施打疫

苗？特別是一些

符合政府規範的

人口，例如 65歲

以上。 

一、 考量疫情因素，部分

收容人或將於未來六

個月內離開監所、復

歸社區；此類收容人

中或有年邁或重大傷

病樣態者。其健康權

益應受重視。 

二、 年邁或重大傷病者若

身處社區，則為疫苗

優先施打對象，考量

降低其未來復歸社區

後的染疫風險，機關

可向防疫業管權責單

位反映此事，維護其

健康權益。 

一、 收容人接種新冠肺炎疫苗意願調查： 

(一) 依矯正署函示辦理，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提

供收容人「BNT」及「高端」2種疫苗預約登

記接種，本監於 10 月 6 日完成 4,031 位收容

人(含外國籍)接種意願問卷調查。 

(二) 經統計「有意願」接種者計有 2,397 人

(59.5%)，「無意願」接種者計有 1,634 人

(40.5%)。 

(三) 有意願接種疫苗之 2,397 人中(含外籍收容

人：212人)，欲接種「BNT疫苗」者計有 2,150

人(89.7 %)、欲接種「高端疫苗」者計 247人

(10.3 %)。 

二、 收容人接種「新冠肺炎」疫苗： 

(一) 11 月 2日提供 2,287位收容人(含分監 7人)於

監內進行第 1劑新冠肺炎疫苗「團體接種」服

務，其中接種 BNT疫苗者計有 2,057人(89.9 

%)、接種高端疫苗者計 230人(10.1%)。(含外

籍收容人：203人，接種高端疫苗 9人、接種

BNT疫苗 194 人)。 

(二) 本監於 110 年 8月 25日於監內感染科門診提

供 77位 HIV收容人(有意願接種者)進行第 1

劑新冠肺炎疫苗「團體接種」服務；11月 24

日於監內提供 78位 HIV收容人(有意願接種

者)第 2劑團體接種服務，接種率: 50.6 %(目前

收容人數 152人)。 

(三) 10月 6日完成本監 65歲以上收容人接種新冠

肺炎疫苗意願問卷調查 172人，「有意願」接

 

繼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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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監獄外部視察小組  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 

年度 季別 案由 視察建議摘要 機關辦理情形 追蹤情形 

種者 68人(39.5%)，「無意願」接種者 104人

(60.5%)，已完成本監 65歲以上收容人接種新

冠肺炎疫苗: 62人(高端:21 人、BNT:41 人) ，

接種率: 36%。 

(四) 本監收容人已完成第 1劑新冠肺炎疫苗接種

者總合計 2,364人，(AZ疫苗:77 人、高端疫苗: 

230人、BNT疫苗: 2,057 人) 總接種率: 58.6 

%。 

三、 收容人接種流感疫苗： 

(一) 已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今(110)年度公

費流感疫苗分二階段開打政策，於 10月 21日

提供本監 355位符合「第一階段」接種條件(65

歲以上、高風險慢性病成人)收容人進行「公

費四價流感疫苗」監內團體接種服務。 

(二) 預定於本年 12月進行本監收容人及同仁「第

二階段」之「公費四價流感疫苗」接種服務。 

110 3 修法後，平均勞作

金與修法前同期

的比較、參與比

例、參與職訓比

例，以各作業項目

之勞作金所得。 

希望監獄關注收容人對勞

作金提高後之感受與使用

勞作金之情況（儲存、自用

或家用) 

一、 對於收容人之勞作金收支及各項協助，均定期

於各場舍辦理生活座談會並提供意見箱使用，

供收容人感受抒發與意見反映，對於收容人之

勞作金相關意見，本監亦積極審慎辦理，盡力

提供協助。 

二、 有關收容人使用勞作金之情況，本監設有專責

人員統一彙整相關資料並鍵入獄政系統保存，

並隨時提供數據予場舍主管或作業導師，以協

助追蹤勞作金使用情形。 

三、 有關收容人勞作金以匯票寄發供家用之情形。

依 109年 1至 6月與 110年 1至 6月，修法前

 

解除追蹤 

繼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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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監獄外部視察小組  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 

年度 季別 案由 視察建議摘要 機關辦理情形 追蹤情形 

後同時期相較如列：109年 1-6月，計 2筆共 2

萬0,198元110年1-6月，計132筆共120萬8,344

元勞作金寄發回家金額成長 118萬 8,146元。 

四、 有關收容人勞作金轉保管金(儲存或自用)。依

109年 1至 6月與 110年 1至 6月，修法前後同

時期相較如列：109年 1-6月，計 3,108筆共 444

萬 5,087元 110年 1-6月，計 6,036筆共 741萬

4,078元勞作金轉保管金之金額成長 296萬

8,99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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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附件:員工意見調查分析結果表如下 

項目 意見 人次 
人次 % 

(人次/191*100) 

各項% 

(各項人次/111*100) 
備註 

勤務/ 

制度 

勤務分派公平性 17 8.90  15.32  勤務分配須公開 透明和具公平性 

改善休假天數管制 4 2.09  3.60  休假天數管制與連假輪休安排須彈性調整 

工作時間太長 6 3.14  5.41  工作時 24小時均在監內，時間太長 

尊重管理員尊嚴和人權 5 2.62  4.50  
受刑人人權凌駕管理員/受刑人濫訴影響士氣 

司法威信/強化特殊收容人之管理技巧 

科員以下升遷太慢 2 1.05  1.80  主任管理員及薦任缺額過低 

保障正常輪休 12 6.28  10.81  擴增專案職務代理, 保障正常輪休 

提升專業職能/執勤技巧 3 1.57  2.70    

加班費要合理 9 4.71  8.11  適度調高戒護津貼及備勤費 

加班轉加班費或補休彈性化 1 0.52  0.90    

戒護外醫時,日夜勤同仁分工問題 2 1.05  1.80    

增加戒護人力 1 0.52  0.90    

適度提高夜勤人員考績比例 2 1.05  1.80    

三長(典.副典秘書)流動率太高 1 0.52  0.90    

增設機關電機工程員額 1 0.52  0.90    

考績公平性 2 1.05  1.80    

建立戒護科群組以利緊急狀況動員 1 0.52  0.90    

保險、津貼改善 3 1.57  2.70    

各單位的協調及權責 1 0.52  0.90    

人員不足 2 1.05  1.80    

管理員職稱修正 2 1.05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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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安全性 

環境安全 4 2.09  3.60  側門機車停車棚斜坡碎石尖銳, 易刺上輪胎 

加強環境衛生 11 5.76  9.91  尤其是舍房和廁所/老鼠太多 

改善硬體設備 24 12.57  21.62  

冷氣、浴室、販賣機、電扇、各應統一集中備勤

室以免互相干擾；備勤室冷氣問題．發床墊.文康室

冰箱太小 

改善伙食 9 4.71  8.11  中餐附加水果、少油少鹽、可否委外 

舍房走道容易滑倒 3 1.57  2.70    

改善衛生科網路使用量 2 1.05  1.80  
僅有一台或特定人員可使用,查詢和填寫資料有困

難 

更新內外科室電話號碼表 3 1.57  2.70    

各場舍增購血壓機 1 0.52  0.90    

汰舊換新防彈背心 1 0.52  0.90    

增加職員公共衛生教育 1 0.52  0.90    

冷氣開放時間 3 1.57  2.70    

宿舍區常有違停 1 0.52  0.90    

果餅部訂餐速度加強 1 0.52  0.90    

管理 

/服制 

檢視配戴領帶執勤妥適性 16 8.38  14.41  配戴領帶不安全 

提供具保暖功能制服外套 14 7.33  12.61  

艾森豪外套冬季保暖功能不夠、服裝費適度改購

球鞋以利執勤時穿著；夜勤也能穿褐色系公發夾

克 

簿冊及文書電子化 2 1.05  1.80    

整合簿冊以符環保 1 0.52  0.90    

反應意見須被重視和回應 1 0.52  0.90    

縮小巡邏表/節省資源 1 0.52  0.90    

彈性上下班制度,分散車流 3 1.57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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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違規程序繁複導致息事寧人 1 0.52  0.90    

同仁應適度保持與收容人之距離 1 0.52  0.90    

提供多方面在職進修管道 1 0.52  0.90    

戒護外醫服儀應整潔 1 0.52  0.90    

收容人過於擁擠 1 0.52  0.90    

戒護外醫應穿著防彈背心 1 0.52  0.90    

人身安全 3 1.57  2.70    

員工自強活動的充足 2 1.05  1.80    

恢復開三聯單以利管理 1 0.52  0.90    

合計   191人次 100.00      

    
   

  

受刑人 

夏季販售冰沙給受刑人飲用 1       

改善舍房夜用照明/換裝藍光減害

產品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