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務部矯正署澎湖監獄 

111年第 3次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壹、時  間：111年 9月 15日（星期四）14時 30分 

貳、地  點：本監行政大樓禮堂 

參、主  席：召集人王臨風                   紀錄：李明忠 

肆、出席人員：委員陳玉珍、委員陳耀宗 

列席人員：秘書李宜昌、戒護科長蔡俊賢、調查科長陳許勝南、衛生科代

理科長雷建邦 

伍、主席致詞：(略)。 

陸、本次視察重點議題報告及討論 

議題 報告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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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科代理科長： 

一、本監 COVID-19群聚感染情形 

(一)111 年 8 月 4 日因 2 名收容人反應身體不適，經實施快

篩檢驗呈陽性反應，立即啟動應變防疫措施，將確診者

轉至本監隔離專區收置照護，由專責醫院醫師透過視訊

問診，並開立藥物治療。期間各場舍陸續出現感染個案，

累計至 555例，本監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法務部

矯正署相關指引規範，對接觸者實施隔離觀察，同工場

收容人原房實施自主健康監測，落實分艙分流管制，並

持續進行全監環境清消作業。 

(二)自同年月 19日起，連續 14日以上監內收容人未再新增

快篩陽性個案，本次感染事件機關依相關防疫規範指引

辦理，約於 15日獲得控制。 

(三)本次疫情期間確診收容人皆屬於輕症或無症狀者，無中

重症個案。 

(四)111 年度(截至 9 月 8 日止)本監同仁(含司機、工友)確

診個案計 86例。 

二、截至 111年 9月 8日止，職員完整接種三劑疫苗高達 99

％；收容人完整接種三劑疫苗高達 97％。 

三、後續將依國家相關防疫指引規範，適時滾動調整本監防

疫措施。 



  

 

委員陳耀宗：監方能於短期間內將疫情有效控制，實屬不易，

值得肯定，惟請教監方，本次監內疫情對收容人有採取相

關隔離措施，同仁陸續亦有確診個案，監方對於避免同仁

將病毒帶回家中或社區是否有相關配套措施？ 

衛生科代理科長：本次疫情期間，均請同仁落實自主健康管

理及監測，如有需要均發放試劑請同仁自主篩檢。 

戒護科長：本監所採策略，依疫情發展階段略分為二：在監

內尚無確診個案前，本監的策略是將病毒阻擋於監外，大

致是將同仁分組，並建立 Line 通訊軟體群組，遇有身體

不適，均請暫緩入機關上班。自機關疫情爆發後，機關發

放試劑請同仁自主篩檢，另機關提供懇親宿舍提供確診同

仁於隔離期間居住使用，避免將病毒帶回家中或社區。 

委員陳玉珍：現政府防疫政策是以篩代隔，請問機關現庫存

試劑是否足夠？ 

衛生科代理科長：自 7 月中旬起，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為

因應新冠病毒變異株 BA.5 之疫情再起，陸續配發試劑，

截至今日本監快篩試劑尚有庫存 1 萬 4 千多劑，尚敷足

夠。 

主席：請問收容人確診後，須通知家屬嗎？ 

秘書：現行機制是由醫生診斷認定確診並直接以系統進行通

報，對於輕症或無症狀者，尚無應通知家屬之規定。 

收 容 人 復

歸 轉 銜 業

務 辦 理 情

形(毒品施

用部分)。 

調查科長： 

一、定期辦理出監宣導：為強化受刑人出監復歸轉銜機制，

本監每月邀請社政、衛政、勞政及更保等社區網絡單位

協力辦理宣導事項，由講師向即將出監之受刑人說明就

業、衛教、社會扶助制度、更生保護等資訊。 

二、毒品施用受刑人復歸轉銜：依行政院核定之新世代反毒

策略行動綱領及法務部「強化毒品施用者個別處遇及復

歸轉銜實施計畫」，推動矯正機關毒品施用者處遇個別

化，並建立與社區支持系統溝通管道及復歸轉銜業務聯

繫平台，以協助個案順利復歸社會，本監辦理相關執行

方案如下： 

(一)毒品施用者復歸轉銜業務協調聯繫會議：每季邀集社區

支持系統共同研商精進相關合作方案議題。111 年度已

辦理 2場次聯繫會議，計有澎湖地檢署、澎湖縣政府社



  

會處、衛生局、警察局、澎湖就業中心及更保澎湖分會

等單位共同與會。 

(二)合作處遇方案及出監轉銜統計 

1、轉介就業服務中心：本監與勞政單位合作辦理就業服

務轉介方案，111 年度已協助轉介有就業需求之出監

者 14人次。 

2、轉介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本監與衛政單位合作辦理毒

品施用者出監轉介，111年度已轉介 126人次。 

3、毒品更生人社區處遇模式：本監與更保合作辦理是項

方案，對於有參加方案意願者予以轉介更保，由更保

個管員持續追蹤，111年度已轉介 52人次。 

4、更生保護通知書：本監與更保合作辦理出監者轉介更

生保護，111 年度已協助轉介有創業、輔導就業等需

求者 29人次。 

5、返家旅費補助：本監與更保合作辦理出監者轉介更生

保護，111 年度已協助轉介有返家旅費補助需求者 2

人次。 

 

秘書：補充說明，在此用三級預防之概念敘述。在一般預防

上，針對一般收容人於出監前結合社政、衛政、勞政及更

保等單位辦理出監宣導；二級預防上，針對毒品犯之再犯

高風險者，機關依「強化毒品施用者個別處遇及復歸轉銜

實施計畫」給予相關處遇；在三級預防上，係考量本監大

部分受刑人均自臺灣本島監所移入，因此在特殊個案的協

處上，會以視訊方式邀請臺灣本島相關單位參研收容人出

監後復歸銜接事宜。 

主席：收容人復歸轉銜業務有專責人員嗎？ 

調查科長：本監編制有科長 1名及調查員 2名，負責該項業

務。 

主席：假設狀況，有位長刑期受刑人戶籍在臺灣本島，且原

生家庭關係極差的情況下，出監後如何復歸？能給予那些

協助？ 

調查科長：本監目前有針對長刑期收容人開辦生活適應班，

另對外部分，根據出監者個人需求，以行文或連繫該員假

釋註記之戶籍所在地相關單位，給予就業、安置或補助等

協助。 



  

主席：個人最近有處理一個案，當事人是貴監 2年前出獄之

收容人，長刑期，家庭關係薄弱，出監後無居住所，無就

業，很快就在臺北車站淪為街友，之後由社工介入安排住

進中途之家。很明顯該個案並未進入剛科長所敘述的系統

裡，當然不是完全指出我們矯正機構前端出了問題，不同

的個案需求不一且多元，只是提出這個案情況讓我們省思

到底哪個環節有漏失？我們機關還可以做些什麼？當然

亦是有不願接受相關單位介入的情況。另如科長有提到個

案研討部分，如果我們沒追蹤機制，那如何取得研討個案

具體的案例及經驗來加以討論，當然也就無法進一步瞭解

並解決問題。以上僅提供科長參考。 

調查科長：針對收容人出監後追蹤的問題，本監截至 6 月底

數據，收容人戶籍寄監有 114位，在辦理此些收容人出監

賦歸轉銜時，均會個別詢問出監去處，以利協助相關單位

接手個案。 

委員陳玉珍：以社會新聞案例發想，就剛報告中提到的社區

處遇，請問當更生人進入社區後，機關如何與社區相關單

位轉銜？ 

調查科長：目前實務上最大的挑戰就是失聯，以澎湖地區為

例，在個案進入社區後，更保及相關單位均可持續提供協

助，甚至接手單位均會主動協助尋求資源，即採取所謂貫

穿式保護，使個案持續於該系統裡。 

秘書：當收容人進入司法體系後，矯正業務著重在監內的生

活及教化處遇，接續矯正處遇協助更生人復歸事宜會交由

觀護及更保系統，現矯正機關在權責業務之外，提前規劃

復歸轉銜業務，透過平台及工作小組將相關資訊進行交流

及建置。而矯正系統及更保系統現均面臨一大問題，即是

國家願意投入多少資源，才足以讓相關系統更為強大，矯

正機關為司法刑事政策末端，要做到使每位收容人順利復

歸社會，尚有一大段路要走，近年來，法務部為矯正機關

爭取很多資源，包括心理及社工人員等，以強化各系統之

介入與接軌。近來，建置社會安全網為國家重要政策，各

地方政府亦開始注重此業務的推動，相信未來各單位的配

合更加順遂。 

主席：本項業務的確茲事體大，矯正機關付出人力及物力，

用了 10 多年時間為該收容人出監做足準備，但收容人出



  

監後的最後一哩路，面臨居住及就業的困難，直接掉進深

谷裡。此問題似乎對許多出監人來說，均無法順利解決，

導致監所的一切努力都白費，實屬可惜。澎湖地方小，社

區連結及支持度都很高，相對上述問題較不會發生。個人

希望如本人剛提到的個案情形，入監後輾轉移監來到澎湖

監獄，出監前可先協助找到相關連結單位，甚至有人已在

當地等他給予立即上協助，實為最理想的作法，大家一起

努力。 

收 容 人 夏

季 舍 房 通

風 設 備 及

用 水 管 理

辦理情形。 

戒護科長： 

一、收容人夏季舍房通風設備情形 

(一)本監舍房採背對背設計，各舍房背面留有 2.1米寬空間，

利於熱對流、通風良好。 

(二)屋頂裝設遮陽板，有助於舍房內降溫。 

(三)夏季期間為照顧收容人，降低舍房溫度及保持良好通風，

均將舍房走道窗戶拆卸。 

(四)舍房設置旋轉扇、壁扇及排風扇，並訂定相關設備交互

開啟時間表，由中央台依據表定溫度標準(本監秉持對於

收容人生活照顧從寬原則，特將測量溫度計設置於 2樓

直向太陽曝曬、溫度通常較高之區域，並以攝氏 26度為

啟閉標準，)及時間指揮各舍房開關通風設施。 

(五)夏季期間為緩和舍房內高溫情形，穩定收容人情緒，溫

度逾攝氏 30度以上及收容人三餐用餐時段、午休時段、

晚上睡前時段加開排風扇。 

二、收容人用水管理辦理情形 

(一)本監秉持節約能源原則並評估收容人基本用水量(依據

經濟部水利署資料統計，110年全臺自來水生活用水量最

高為臺北市，每人每日生活用水量為 330 公升。經統計

本監收容人 110 年之每人每日生活用水量為 501 公升，

明顯高於全臺人民之生活用水量。)訂有「收容人洗澡放

水時間表及舍房放水時間表」，由中央台指揮各舍房依據

表定時間開關，基本上放水時段均足夠收容人盥洗、沖

水、儲水等使用，收容人洗澡時間為 1 小時，非盥洗時

間原則上禁止盥洗(沖澡)，惟收容人可以利用濕毛巾擦

拭身體讓身體降溫，同時擦去汗水。 

(二)為照顧收容人、維護其使用水源之衛生清潔，每年度定

期清洗場舍用水水塔。 



  

 

委員陳耀宗：以澎湖監獄建築型式的寬闊加上夏季季風，夏

季舍房內通風應不成問題，反而應注意冬天的保暖。 

委員陳玉珍：剛報告中提到 30 度以上加開排風扇，26 度以

下都不開，那當 26度未開電扇時，收容人有相關反應嗎？ 

戒護科長：原則都請中央台主任視當時情況統一下令啟閉電

扇，實務上，在深夜下過雨或入秋時節，夜間氣溫常有驟

降的經驗，若未及時關閉電扇，隔日因感冒症狀加診人數

就會偏高，因此這機制是為保護收容人而設，執行上沒太

大問題。 

主席：貴監收容人舍房內有設置儲水桶嗎？水龍頭出水有無

控管？ 

戒護科長：舍房內均設有 2只各 36公升儲水桶。水龍頭出水

統一控管，原則上於上午起床、早餐後及收封後供水，另

舍房馬桶採回收水沖洗，未於上述用水管制內。 

主席：每年全球均溫不斷上升，此一議題勢必是各矯正機關

須面臨的問題，有其他矯正機關例子可供參考嗎？ 

秘書：澎湖監獄舍房因設有空巡道，因此相對較通風。以目

前國家財政預算，要比照學校每間教室均裝設冷氣之政

策，可能性不高，另以臺北監獄新蓋之大樓為例，設計規

劃均採以綠建築之標準施工，此亦應是未來監所建築之方

向。 

 

柒、建議第 4季持續關注重點議題 

決議： 

一、目前「監獄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實施辦法」刻正修法中，視後續實施辦法

修正方向辦理遴聘下屆委員，屆時 111 年第 4 季視察工作改由新任小組委

員接續辦理，惟後續聯繫事宜，請澎湖監獄協助連絡會議相關行政事務。 

二、111年第 4季視察重點項目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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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收容人復歸轉銜業務辦理情形(精神疾病部分)。 

 

捌、審議本季視察報告 



  

決議：照案通過，依監獄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實施辦法第 17條，交法務部矯

正署澎湖監獄辦理後續陳報事宜。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16時 0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