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度第2季法務部矯正署澎湖監獄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1年6月16日 

一、委員組成                                                                  

召集人：王臨風 

委員：彭紋娟、陳玉珍、陳耀宗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本小組111年度第2季視察重點如下： 

    1、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劃，機關持續推動 COVID-19疫苗接種作業及防疫措施辦理情形。 

    2、推動受刑人自主監外作業執行情形。 

(二)因受疫情影響，本季無實地訪查，本小組於111年6月16日於澎湖監獄召開視察會議，會議中，由澎湖監獄戒護科長、衛生科

長及作業科長針對本次視察重點議題提出報告，並進行意見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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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中央流

行疫情指揮

中心規劃，

機關持續推

動 COVID-19

機關列席視察會議回覆說明: 

本監各項防疫作為均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矯

正署疫情指揮中心會議決議及指示事項辦理，並因應「新

臺灣模式」調整各項防疫措施，相關作為如下： 

請機關賡續辦理。 



 

疫苗接種作

業及防疫措

施 辦 理 情

形。 

1.訂定隔離專區相關值勤提示事項，以供專區值勤人員遵

循辦理。 

2.收容人每日實施2次體溫量測，視同作業人員於工場一律

佩戴口罩，病舍及新收隔離區收容人，除例外情形外，

需24小時佩載口罩。 

3.收容人如外醫、出庭、返家探視等返監後，落實清潔消

毒工作，檢查（身）人員需穿戴相關防護裝備（口罩、

面罩及手套），並實施健康監測。 

4.隔離專區規劃於信四舍（輕症確診者)、信五舍(無症狀

確診者)、信六舍(密切接觸者)，指派專人擔服勤務，並

設置獨立備勤室，進出動線分流；隔離專區建置遠距視

訊醫療看診設備、行動接見及 IC卡公共電話設備。 

5.為優化本監隔離專區相關事宜，爰於5月11日邀請三軍總

醫院澎湖分院感染科主任蒞監實地會勘指導，以完善隔

離效益。 

6.外大門建立疫調區，落實訪客 VPN、TOCC 查詢紀錄、體

溫測量、手部消毒並要求佩戴口罩。 

7.各項教化活動課程要求場舍收容人及授課講師全程佩戴

口罩。 

8.建立同仁 LINE群組，強化同仁健康監測及回報機制。 

9.成立 COVID-19防疫關懷中心，並設置確診同仁及相關處

理作為檢核表，全面協助並主動關懷，另提供防疫關懷

包，表達對確診同仁溫馨關懷之意。 



 

10.落實分艙分流，同仁備勤區及用餐處所依勤務劃分，戒

護住院及外醫由專人戒護。 

11.設置3處獨立隔離處所，以備居隔同仁之需。 

12.鼓勵同仁安裝「臺灣社交距離 APP」，保護自己和他人、

減少疫情擴散機會。 

13.截至111年6月16日止，本監職員第一劑達99%，第二劑

達99%，追加劑達99%；收容人第一劑達99%，第二劑達

99%，追加劑達97%，未來符合間隔時間且有意願施打

COVID-19疫苗之收容人，本監業協調合作醫療院所三

軍總醫院澎湖分院於監內開設疫苗門診安排接種，提

升免疫保護力，以維護機關同仁及收容人健康與安

全，降低染疫所造成重症之可能性。 

14.截至111年6月16日止，職員因 COVID-19自行快篩結果為

陽性(均為同住家人確診)，且經醫師視訊問診判定確診

者計有3位，且由個案通知機關訊息後，本監均分別啟動

防疫應變措施，有效管控，未影響機關正常運作。 

推動受刑人

自主監外作

業 執 行 情

形。 

機關列席視察會議回覆說明: 

依受刑人作業實施辦法第2條第8款規定：「自主監外作

業：指受刑人自主往返作業及監禁處所，監獄無須派人戒

護之監外作業。」目的讓符合監外作業條件的受刑人，在

無戒護情況下自主性地往返作業（工作）及監禁處所，藉

此培養受刑人自律及工作技能，並能逐步重新適於社會生

活。 

本監自主監外作業自106年起開辦至今，面臨受法定

遴選受刑人條件之限制及多數廠商對受刑人有所顧忌等問

題下，突破重重困難，截至目前共計有6家廠商願意合作，

請機關賡續辦理。 



 

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達30名。惟受 COVID-19疫情影響，自

111年4月18日起暫停受刑人自主監外作業。 

截至111年4月18日止，累積外出作業總人數共計101

名，作業總收入共計約810萬元，作業期間均鼓勵受刑人將

作業所得匯款寄回家中，修復與家人間的關係，共計15名

匯款16次，合計17萬9千多元。 

另本監亦積極與作業廠商洽談留用期滿或假釋釋放後

之自主監外作業收容人，期使無縫接軌適應社會生活，也

有助澎湖地區工地人力短缺問題，惟收容人戶籍多為臺灣

本島，續留澎湖工作意願不高，截至目前廠商留用人數共5

名。 

 

四、附件：法務部矯正署澎湖監獄111年第2次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