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111年度第3季外部視察報告權責機關回覆 

案由 視察小組意見或建議 權責機關回覆 

一、疫情應變狀況： 

(一)請問目前是否仍有請入監洽公民眾需

刷身分證確認是否有特定地區旅遊及接觸

史、填 VPN查訊紀錄簿（健保資訊網服務

系統）等管措？ 

(二)請問雲監因應疫情變化計畫的調整最

新及變化為何？是否和外面狀況同步？ 

(三)1-8月在監所內的疫情確診變化如

何？ 

無。 無。 



二、夏日高溫應變： 

(一)舍房內通風及溫度： 

1.每間房間的通風及電扇設備設置為何？ 

2.夏季舍房之電扇及抽風機開啟和關閉的

規定為何？ 

3.室溫達幾度以上會開啟風扇、是否有限

定使用時間？測室溫的溫度計放在哪裡？ 

4.每人體感溫度耐熱度不一，若有同學反

映希望開啟電扇或抽風機，舍房主管如何

處理？ 

5.今年夏天是否有收到同學認為舍房內通

風不佳，溫度過高的反映？ 

(二)用水： 

1.夏天未開封日僅能在舍房內盥洗，使用

水量每日每人多少？夏日冬天是否有差

別？ 

一、夏日降溫建議 

(一)可比照自來水使用改善工程處理模

式，逐年編列預算逐步完成。2017司改國

是會議決議全國矯正機關改善自來水使用

比率，矯正署編列109-113年四年計畫，

迄今年八月底為止，已有38所矯正機關已

全面完成自來水使用，預計最後將完成48

所可達成，餘者三所為屏東監獄、屏東看

守所（受限於該地區自來水管線問題）、

澎湖監獄（離島海水淡化自來水資源稀

貴），矯正署亦表示若問題解決亦可全數

使用自來水。同樣地，目前各監所受制於

興建年代已久，建築物老舊，管線異動是

大工程，所需經費和心力皆鉅。惟小組認

為無需追求一步到位，面對建築物老舊這

個既有現實衍生的各種困難，建議提早啟

 

陳報鈞署協助編列預算。 

 

 

 

 

 

 

 

 

 

 

 

 

 

 



2.有限制收容人不能每天洗頭嗎？ 

3.非盥洗時間能否在舍房用冷水讓身體降

溫？如何執行。 

(三)服裝：目前夏日的制服是否透氣可排

汗？這幾年是否有更換過款式和材質？ 

(四)抗熱政策：雲監有何抗暑或降溫策

略？ 

(五)請每間工場抽樣至少5人填寫附件問

卷，勿拆且不用作任何分析，請整批寄交

提供給視察小組。 

動中長期計畫，逐步踏實完成，尤其是管

線工程等，將可大幅提升包括收容人和戒

護人員們於戒護區內的基本生活舒適感。 

(二)能做的先做，例如在安全評估考量之

後，對於舍房內唯一對外窗、舊有密不通

風的包覆鐵網可以改採其他材質或設計，

促成通風。 

(三)透過管理措施就可以有初步成效的也

可以先做，如增加噴霧設備的時間和頻

率。監方指倘若同學反映體感溫度不舒

服，即使未達28度之規定，仍可打開噴霧

設備，此與未具名問卷之回覆不同，需要

持續觀察監方是否能履行承諾。再例如是

否可以考慮讓收容人夏日在囚服內不穿背

心內衣等，都可以評估。 

 

 

 

 

 

本監舍房對外窗之不鏽鋼鐵網為空格菱形

網，本具通風設計，非密不透風。 

 

 

1.有關增加噴霧頻率與時間，由於噴霧系

統使用時間過久，舍房濕度過高對於收容

人健康亦有影響，且部分收容人反映增加

噴霧頻率同時，亦有收容人反映不想噴霧

系統使用過久，本監將綜合考量各項因素

後，提供收容人合理之服刑環境。 

2.有關收容人未記名問卷表示體感溫度不

舒服，反映打開噴霧設備仍未開啟一事，

https://www.googleadservices.com/pagead/aclk?sa=L&ai=DChcSEwjh7__Y2d76AhXB0ZYKHYMzANYYABATGgJ0bA&ohost=www.google.com&cid=CAESbOD20O6n28Yqvj3z-o1FpuvzdzbdsCfTHu1oz-_S1rS7WgEwaJL1PV2r37-HQGekr4LZEpPW1NKMvqFIMfV5-gYbOm3SPoyrFR7tbqXTMKTs6XROrY0Kob9Qjs7FEZr1zVzYdYInZ-LQ3Qnc9g&sig=AOD64_2JZSIDSsJybtEHCRjyyBDPG5ZDhQ&q&adurl&ved=2ahUKEwjzlvrY2d76AhUIAN4KHULbAJcQ0Qx6BAgHEAE


 

 

 

 

 

 

 

 

 

 

 

 

 

(四)體感溫度的感受因人而異，雖有普遍

認定標準，然仍應考量個別健康狀況等

等，給予不同的彈性。 

本監舍房收容人數往往達數十名至上百

名，若干收容人反映體感溫度不適時，亦

會有其他收容人反映不希望房內濕度過

高，或是反映開啟噴霧反而感到體感溫度

不適，應如何綜合評估收容人之個別需

求，提供合理服勤環境，有賴第一線執勤

同仁勤務技巧，但絕非少數收容人反映體

感不適，即一律開啟噴霧設備。 

3.有關囚服內不穿內衣背心，囚服僅於收

容人接見、教化、戒護外醫等情境下需要

穿著，其餘大部分時段於工場或舍房內均

著內衣作息，規範囚服內不著內衣是否對

於收容人降溫有所助益，本監將予以評

估。 



體感溫度因人而異，本監將綜合考量個別

收容人健康狀況等等，給予不同的彈性，

提供適當合理之服刑環境。 

三、對外部視察小組之建言： 

(一)請問機關認為外部視察小組的工作是

否會妨礙或有無更好和機關合作的模式？ 

(二)請問是否有同學曾經詢問有關向外部

視察小組申訴陳情的方式？ 

(四)請問同仁們認為外部視察應當要加強

視察的項目（如勞動權益、人力、加班

費、升遷退休等）？ 

(四)提供給外部視察的任何建議？ 

一、對外部視察小組的意見回覆，仍有很

大的努力空間。具體建議： 

(一)比照法律扶助基金會製作 DM，送入

監所內。並在工場正式張貼宣傳單或公

告。這可由矯正署一體製作，亦可由各外

部視察小組自行製作。 

(二)對於外部視察小組的功能，將申訴和

陳情放在一起。顯示了《監獄行刑法》雖

已上路兩週年，監獄行政方將申訴（走申

 

 

陳報鈞署評估是否一體製作。 

 

 

 

1.依監獄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實施辦法

第16條外部視察小組僅可處理收容人陳情

外部視察小組之陳情案件，並決定是否依



 訴小組）和陳情（外部視察小組可以接

受）分開走，各種救濟方式等，對同學們

來說，並未有如流程圖般的清晰，然而每

個步驟的執行錯誤，可能都會使得同學們

想要表達或救濟，受到延遲或只能救濟而

無法即時，甚而也不一定是無心處理，但

卻卡在這些程序之中，並增加更多不作為

的誤解。 

(三)幾乎願意填下補充意見的收容人們，

都是希望能夠有更多的視察、更安全說話

的空間、資訊能夠更公開透明，既表露期

待亦顯出避免失望後的保留。再次回到

《監獄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實施辦法》

第三條：「外部視察小組之任務為落實透

明化原則，保障收容人之權益，促進機關

與外界之溝通，協助機關運作品質與工作

外部視察程序處理或交由機關處置，先予

敘明。 

2.就收容人救濟方式是陳情或申訴，均有

明確宣導。另如要陳情卻以申訴方式為之

或要申訴以陳情方式為之，本監均會於救

濟時效前予於協助其送件。 

 

 

本監就收容人可向外部視察小組陳情一

事，已書面公告於各場舍公布欄，日後將

請場舍主管定期宣導，遇有新收收容人配

業時，請其再次宣導。 

 

 

 

 



環境改善及可用資源之提升。」正好呼應

同學們的意見。讓外部視察小組更能為收

容人所知、所用、所言，都是外部視察小

組設置的目標，目前矯正署對外公告的專

區，可以逐步做到促進機關與外界之溝

通，然而，未來可能需要同步努力地是向

監所內的同學們宣導、說明小組的功能和

可以協助之處，如此才能完成其他三項的

任務。 

二、兩年來八季視察心得及建議 

(一)本屆外部視察小組是我國政府第一次

讓獨立外部委員進入監所的機制，時逢大

疫的這兩三年，無論監所內外都有很多變

化和適應中。然而，我們認為，常態化的

平常心面對視察，可能是重中之重的首

先。以矯正署在今年七月已發函放寬授權

 

 

 

 

 

 

 

 

 

 

1.經查看「法務部矯正署因應矯正機關發

生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預防及緊急處

理計畫」，本監目前仍未開放外部視察小

組進入戒護區，但可至行政大樓會議室開

實體會議。另鑑於前半年疫情嚴峻，本監



各矯正機關自行決定外部視察委員可以進

入戒護區檢視的公文，例如這樣的公文就

應該同步也發給全國51個外部視察小組，

讓矯正行政業務的重大決策，同步知情。

以避免機關可能會在防堵禁止的考量之

下，能夠不讓委員進來就不讓委員進去。 

(二)雖然外部視察多以「會議」形式，然

而視察工作的成熟與否，要視對監所的理

解、對工作人員的理解、對收容人的理

解、甚至帶著社會的「既有眼光」，開放

所有的感受能力，才能有所獲得，往前邁

進一小步。也因此，交換彼此經驗、委員

們不斷地自我培力，都是必要的。短短兩

年的任期，最少8次的會議，需訂定每年

每季的視察重點，有些是萬分基本的，卻

是得持續追蹤，才能看見改變的，例如：

召開視訊會議前均有取得委員半數以上同

意，否則原則上仍以實體會議為主。 

2.本監遇有鈞署函請轉知外部視察小組之

事項，均有將函文資料以電子郵件或 LINE

群組告知，是否另行發函至各小組，如寄

送委員之任職機關或所留住址，將陳報均

署考量評估。 

 

期待本監與外部視察小組及委員們教學相

長，交換彼此經驗、不斷地自我培力，以

落實監所透明化原則，保障受刑人權利。 



基本生活需求、收容人與外界互動模式

（通信、接見、寄物等）；有些是需要

（包括失敗的）經驗累積，例如陳情個案

的處理等，但無論是哪一種，都是在對制

度進行微觀的改革，寧靜而堅定。期待各

界有更多有志之士一起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