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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年度第四季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出席委員4位：(林委員、辛委員、陳委員、楊委員)(依筆劃排序)             開會日期：110年12月13日(視訊會議) 

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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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處理情形 

戒護科報告 (1) 承前次視察小組提議由戒護科進行報告。 

(2) 整體建議與回饋: 

1. 出席委員皆肯定戒護科例行工作之辛勞與成果。 

2. 委員主要提問摘錄： 

(1) 新進同仁之職能訓練之法定時數? 

 

 

 

 

 

(2) 戒護人力吃緊，加班情況如何? 

 

 

 

 

 

 

(3) 科技輔助設備之運用? 

 

 

 

 

 

 

 

 

 

 

 

 

 

(1) 該監表示新進同仁在報到前於矯正署有約半年的基

礎訓練；另至該監報到後安排一周的職能訓練時

間，每天8小時，5天共40小時，主要以戒護實務之

經驗傳承及器具的使用為主，法令規章等知能則較

欠缺時間。 

 

(2) 該監表示每月加班時間各異，今年以7-9月加班最頻

繁，平均1個夜勤人員每月須加班2次約35-36個小

時，1-5月因防疫，取消課程或活動辦理，戒護人力

需求較少，加班狀況緩和。 

 

 

(3) 該監簡述如下: 

A. 舍房動態攝影，讓值勤同仁可預判掌握收容人的動

態，防止事故發生，但實施狀況仍有待大數據之累

積，持續精進中。 

B. 門戶管控有人臉辨識、指紋辨識。指紋辨識對於收

容人管理頗有效益，例如辨識正確的收容人，人員

進出不會發生錯誤，且在新收及出監的辨識有較大

的效果。 

C. 另外，戒護器具使用上，矯正署撥給辣椒水及較不

直接傷害性命之警戒槍，提升對於收容人之嚇阻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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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藥物管理(發藥)對於同仁壓力甚大，不知是否有這樣的可

能性，醫師看診後，開立藥品可透過電腦或數據傳輸等科

技方式傳到監內，即透過科技便利方式的藥品管理取代人

工管理，減輕同仁壓力? 

 

(5) 自殺(傷)較頻繁發生，除了修法後不能開拆收容人書信檢

閱以掌握其狀況，是否有其他因素? 

 

 

 

 

 

 

(6) 目前不能即時監聽，實務上是否可以錄音保存音檔，事後

有必要時複聽? 

 

 

(7) 戒護同仁壓力大，是否導致同仁在職狀況不穩定而有外調

或離職的狀況?是否有相關數據? 

 

 

 

 

(8) 台灣矯正機關戒護人力比約1:11，人力欠缺是否有評估方

法?新收收容人是否可以拒收? 

 

 

 

 

 

 

 

(4) 該監表示有些機關試辦藥品自主管理，著重在小單

位或技訓工場等，但試辦成效不大。 

 

 

 

(5) 該監與雲林看守所合署辦公，被告突然遭收押，因

案情關係或與家人驟然分離致心情不穩定而有自殺

(傷)情形；受刑人則多為個人因素如離婚、小孩遭

家暴、性侵等劇變而心情起伏劇烈。該監戒護科黃

科長認為若能事先掌握與家人之書信往返或與家人

接見時談話之內容，機關可事先防範。 

 

(6) 該監表示接見皆有錄音保存檔案，簽奉核准後可事

後複聽；至於律師接見因法令規定目前只能監看而

不與聞，不可以錄音。 

 

(7) 該監表示各機關因戒護勤務性質所面臨壓力不同，

造成在離職(外調)的狀況差異性頗大，該監在離職

(外調)今年沒有，去年有1至2個外調，相較有機關

一年5至6個外調，該監在離職或外調部分相對是較

穩定的。 

 

(8) 該監簡述如下: 

A. 各機關戒護人力比各異，人力配置主要以人事行政

總處核定之規範為依據，機關或矯正署皆持續積極

爭取更多的人力以因應勤務。 

B. 除了有重大疾病無法自理生活等法定要件之外，機

關是不可以拒收的。 

 

 

(9) 該監簡述如下: 

A. 機關跟院方有默契讓收容人優先看診，但民眾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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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收容人外醫多導致戒護人力吃緊，是否有跟健保合作醫院

協調，例如優先號碼就診，可以縮短候診時間，看診完可

盡快回監，節省戒護人力同時兼顧戒護安全? 

 

 

 

 

 

 

(10) 發藥造成戒護同仁勤務負荷，目前醫院雖餐包給藥，但戒

護人員對於藥品認識畢竟不如醫護人員，建議衛生科辦理

藥物辨識方面的教育訓練；另收容人慢性病多，建議可向

矯正署反映人力增加的需求。 

 

(11) 寄入物品(書信)若有違禁品疑慮建議可使用 X 光檢查，必

要時可知會本人會同機關相關人員開拆寄入書信或物品。 

 

 

(3) 結論與回饋 

1. 肯定楊委員所提有關違禁品 X 光檢查，若有疑義會同當事人及

相關人員檢查部分。 

2. 肯定辛委員提到有關收容人人權部分，修法立意良善，但修法

後不能檢查收容人書信，導致機關未能掌握收容人情緒起伏的

狀況，這部分有待改善。 

3. 修法後業務增加，但矯正人力並未相對提升，本人下月於矯正

署會議，將以個人名義提出矯正機關矯正人力增補的需求。另

依心理學研究，收容人好訟及申訴比例高，修法後此類業務增

加繁重，這部分也會轉知矯正署。 

(4) 下季視察重點：調查分類業務。 

抗議，目前除收容人健康狀況急迫或有特殊戒護疑

慮，皆與民眾一樣依掛號順序排隊候診。 

B. 目前與大林慈濟醫院積極協調擴充4床的戒護病房，

但多有超過4床住院的狀況，甚至曾有10個收容人同

時住院，造成戒護人力加班嚴重。 

 

(10) 該監表示目前合作醫院的藥品以餐包給藥，減少同

仁發藥困難及辨識情形，逐漸進步中，但也希望有

更好的藥品管理措施，矯正署積極改善中。 

 

 

(11) 該監表示矯正署去年調查各機關就科技輔助設備的

需求性包含有 X 光設備，希能藉由該設備減輕勤務

壓力，但可能經費需求龐大目前仍未有具體結果。 

 

 

備註： 

註：每年1月、4月、7月、10月之當月10日前報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