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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 

111年度第 1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1年 3月 9日(星期三)上午 14時 30分 

二、地點：本所行政大樓二樓大會議室 

三、主席：召集人吳慧菁委員                      紀錄：謝榮芳 

四、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五、主席致詞：  

       今日係 111 年度第 1 季會議，除回顧前次議題外，並將前次

所提議題延續為本次討論。 

六、報告事項： 

110年第 4季視察報告辦理情形如下： 

1. 受戒癮處分毒品犯之再犯率與處遇課程： 

(1) 出監(所)收容人再犯率：收容人出監(所)後再犯罪，至統

計截止日經檢察官偵結，已起訴且判決有罪者、緩起訴及

職權不起訴確定者，又矯正處遇具連貫性，考量各機關收

容人因移監等因素，於統計基準存不一致情形，不宜為再

犯率比較及類別闡釋。 

(2) 戒癮處遇課程：觀勒處分執行期間短，處遇以戒癮治療為

主，再犯率高低對其評估影響較小；惟在報請停止戒治處

分審查時，其評估表有曾受戒治次數一項，可為是否高再

犯之簡易判定，亦可為安排處遇及調整課程之基準。 

2. 協助身心障礙收容人申辦手冊：機關協助該類者申請身心障礙

手冊或重新鑑定之方式有二：一係耕莘醫院在機關內的門診，

依醫囑協辦申請或轉介鑑定；另一係機關依其需求，戒護外醫

至耕莘醫院檢查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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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討論事項：就受觀勒及戒治處分人各一名進行訪談。 

決  議： 

(一)先就機關受觀勒及戒治處分收容人分別抽訪一名，而與會外

部視察委員分兩組訪談前揭收容人，一組訪談時間約 15分。 

(二)訪談組別： 

    1.受觀勒處分人訪談組： 

      (1)受訪談者：編號 2538 那○○。 

      (2)訪談者：吳慧菁、黃蘭媖、樊裕明委員。 

    2.受戒治人處分人訪談組： 

      (1)受訪談者：編號 5422 張○○。 

      (2)訪談者：鄭益隆、洪文玲、賴擁連委員。 

八、提案討論： 

議題一：針對受觀勒及戒治處分人訪談結果討論 

黃委員：受訪觀勒人表示，最近因疫情關係，課程安排多以視訊

或播放影片為主，我想在這段期間內，外部老師是不是

還無法入所上課？未來的課程安排是否會改變？或依然

如此安排？ 

樊委員：剛訪談的受觀勒人，從醫療角度提問，詢問他有無在機

關的醫療室就診，而他回答無就診；另又問其入所後的

前兩週需為一些檢查，有無回饋反映，他也說沒有。 

吳委員：訪談的個案是一位觀勒人，他有特別表示他沒有家人，

不曉得其所指意義為何？也表示於民國 100 年曾入所，

便詢問他前後次入所執行處分，對機關有無感受不同，

他回答說進步很多，並表予肯定，尤以伙食為著，由此可

見矯正機關也不斷地追求改善，再繼續問機關工作人員

態度如何，可能他身邊有些職員，故他評論尚可。前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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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流，機關也有提供溫水，是項不錯的措施；另外，他談

到 22人共處一間舍房，雖然他沒有反應不便與不適，而

我們委員沒有實際看過實體，只能透過想像多人共處一

房共用衛浴設備之不便利，希能未來有時間去舍房看看。 

鄭委員：剛訪談的戒治人是位 31歲個案，相當年輕，卻前科累累，

我問他出所後的希望為何，他則回答希望有一個穩定的

工作及有一個健全的家庭，我想這也是很多更生人的希

望，故希望矯正署能與更生保護會朝這方向合作，以減

少再犯。 

賴委員：剛從生活層面詢問戒治人，他表示與機關管教人員互動

佳，但從訪談中也反映出三個問題：1.機關提供熱水不

足；2.採購合作社物品卻供貨不穩；3.處方箋用藥相較

外界 1個月 1次，機關則 14日 1次，是否造成收容人看

診費用負擔。另外，這次所訪談的對象是服務員，可能常

出公差，抑或疫情導致實體課程減少，對於課程內容接

觸較少，所以無法探知課程狀況，希望下次能訪談一般

戒治收容人。 

洪委員：受訪的受戒治人從去年八月入所，迄今約 7~8 個月，據

其表示公差工作忙碌致沒時間上課，他另表示希望未來

出所後能有一個穩定的工作，比較有興趣於技藝課程，

在此想要了解所方除了安排心理、教化等課程外，是否

有技藝課程讓有興趣者學習？而有興趣技藝課程的服務

員，是否能暫停工作或替補人手，能讓他有時間去上課？

對於忙於公差的班級服務員，因接觸團體課程次數少，

是否另外有安排個別輔導課程？ 

吳秘書：對於兩組訪談結果，整理簡述有下列問題，並請業務相

關科室回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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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視訊課程、教化影片播放、技訓課程及班級服務員個

別輔導等問題，由輔導科負責說明。 

2. 門診就診紀錄、處方箋用藥、有無家人是否影響戒癮

評估結果等問題，由衛生科負責說明。 

3. 熱水供給、22人共居一間舍房等問題，由戒護科負責

說明。 

蕭科長：戒護科說明如下： 

1. 舍房容額：本所每個場舍的舍房數量及空間均係固定，

如受訪談的這位觀勒人，所屬班級是勒二班，舍房在

義舍；而義舍舍房的空間很大，一房估算最大收容額

可納 30 人，依其所述一房 22 人，空間是寬綽。基本

上，舍房內生活空間密度由收容人數多寡決定；惟移

送執行之收容人人數則係檢察機關決定，非矯正機關

所能掌握。 

2. 熱水供給： 

(1) 沐浴熱水：3月至 11月，依法務部矯正署規範一

週供應 2 次，若有溫度低於 20°C 以下或特別生

理需求者(如老弱病者)則額外供給；其餘月份則

每日供給。 

(2) 飲用熱水：每日開封，場舍教室都有提供熱水供

收容人裝盛飲用，晚上打飯時間，亦有公差服務

員打熱水配送各舍房。 

楊科長：衛生科說明如下： 

1. 無健保就診：委員所訪談的觀勒人沒有本所醫護室就

診紀錄，是屬於無健保就診紀錄。本所對於新收收容

人，從入所始均會安排一系列健康檢查，如新冠肺炎

快篩試劑篩檢、肺部 X 光、血液篩驗等；倘該類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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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疾病需求提出申請看診，本所亦會安排其至所內

健保門診接受治療。 

2. 家庭因素是否影響觀勒評估結果：觀勒評估項目中的

「家庭(人)因素」，係依民國 100年法務部函頒的評估

表實施，期間也歷十餘年，確實也有修正必要；惟修

改評估項目事大，須邀集醫學、法學及矯正學等學者

專家研修，如屆修訂評估時，本所亦會將相關意見反

映予矯正署。 

3. 慢性處方箋用藥：該受訪談之受戒治人所述的慢性處

方箋問題，須由醫生診療評估決定，情況有： 

(1) 慢性病況穩定者：依醫囑藥箋領藥，服用約 2~3

個月再就診。 

(2) 慢性病情不穩或非慢性病者：需由醫生診療觀察

一段時間，依診斷評估決定，故不適用慢性處方

箋領藥。 

賴委員：補充說明楊科長所提的觀勒評估表，矯正署最近確有邀

集相關專家學者研修；而慢性處方箋用藥問題，事涉醫

生專業判斷，就此無法置喙，我想可能是這位戒治人不

願服藥滿 14日後，再花錢就診。另，蕭科長所提的熱水

供給除依矯正署所頒原則實施外，是否能針對如受訪談

者這類有生理需求者，加強宣導熱水額外供給之申請？ 

吳秘書：回應賴委員的意見分享，熱水供給除了 3~11月依署頒相

關規範實施外，也須從「人」的角度出發，如本所收容人

曾有一位心臟移植者，其本身無提出需求，而場舍主管

知情後主動關懷，並給予該個案額外熱水用水。誠如賴

委員提議所方應主動宣導，多些心思，滿足個案特殊生

理需求，安排個別處遇，我們會虛心接受建議，而下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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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將提供署頒用水相關規範予委員參考，亦會利用勤前

或常年教育對管教同仁加強宣導該議題。 

樊委員：剛賴委員所提的這位受戒治人，希望楊科長下次可否提

供其相關病歷，讓我看一下其處方箋用藥滿 14日須就診

1次的情狀如何。 

 

陳輔導員：輔導科說明如下： 

1. 觀勒課程：依矯正署頒示的課程實施，計有人文教育、

法治教育、衛生教育、生涯規劃、宗教教誨等課程，並

因應疫情嚴緩做調整，以去年疫情嚴峻期間為例，該類

課程也無中斷，並朝 2個方向調整安排： 

(1) 由本所輔導員、心理師及社工師親至班級授課，主

以心理諮輔課程為主。 

(2) 其餘專業課程，則運用專案經費採買符合署頒課

程之影片播放，並採購建置遠距視訊系統。 

目前，隨疫情趨緩，雖開放外部師資入所，惟僅限班級

課程、小團體輔導等課，其餘如志工團(個)輔、志工專

題講座則依署頒規定仍暫停辦理。 

2. 家庭支持課程：矯治處遇隨時代演進，從以前注重機構

內矯正處遇，迄今延伸關注離開機構復歸社會相關課程。

目前，本所安排家庭關係、生涯規劃等大班課程之餘，

另有設計 10 餘人的小團體課程，會依個案需求、個管

師及管教人員建議安排收容人合適課程，設有家庭支持

團體、生涯規劃團體等，並與利伯他茲合作辦理家庭支

持相關課程。另，依署推家庭支持方案，於未有疫情時，

本所有辦懇親活動，也與利伯他茲合辦家庭日、親子幸

運草夏令營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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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訓課程：依矯正署推展的就業媒合計畫和自主監外作

業，本所均配合實施辦理；惟工作媒介及自主監外作業

僅適用於本所受刑人。另，技訓課程隨刑事政策調整，

對於本所治人設有輕食班、中式麵食班、自行車維修班、

汽車美容班、電銲班、園藝班等，其中電銲班係與勞動

部合作辦理。 

4. 班級服務員個輔：依收容人編號尾數安排專責的個管師

(含輔導員、心理師及社工師)，施以個別輔導。另，對

受訪談的戒治人也有進行個別輔導；惟其反映公差工作

太忙致無法上班級課程，會後將向戒護科進行了解，討

論配合課程調整工作量。 

梁心理師：補充輔導科有關團體課程說明： 

1. 觀勒人團體課程：由於觀勒人處分期間短，又因須入所

隔離防疫，致課程處遇時間更短，除安排其大班課程外，

亦適量安排個別化課程，目前每天均有安排團體課程，

如成因改變課程有 2個團體、表達性課程有醫療班的 2

個瑜珈團體，其他有家庭關係團體、三高疾病的自我健

康團體，共計 6個團體課程，參加者以入所徵詢意願，

或班級主管轉介方式篩選。 

2. 戒治人團體課程： 

(1) 毒品戒癮：植基於毒品戒癮科學實證處遇七大面

向，規劃實施小團體課程，目前每週開設有毒品戒

癮 5 團、家庭係 3 團、職涯規劃 2 團、三高疾病

醫療團 2團、瑜珈 2團，計約 10餘團。 

(2) 復歸轉銜：本所與利伯他茲等民間基金會、團體共

同合作規劃辦理相關團體課程。 

吳委員：就各位委員提問的收容人生活、教化處遇、醫療診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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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培訓等相關議題，所方都予以充分詳盡說明，收容人

訪談結果之討論就此結束，進行下一個議題討論。 

 

議題二：高再犯受觀察勒戒處分人、受戒治處分人之處遇調整及

相對應措施 

吳秘書：針對高再犯受觀勒人及受戒治人，本所如何調整處遇及

相對應措施為何，請輔導科說明。 

梁心理師：本於科學實證的角度，對於毒品犯成癮改變採疾病觀

點看待，復發(再犯)則視為契機；倘採取此觀點，高再犯

者其實是癒後欠佳，並思考處遇如何針對個案需求做調

整。故處遇除有大班級課程與團體課程外，目前亦精進

個別晤談這部分，輔導者與個案雙方建立良好深層關係，

協助個案洞見及發掘自己內在。故針對高再犯者處遇之

調整及相對應措施有： 

1. 精進個別化評估：藉由專業的心理師、社工師，依個

案的需求及整體狀況，進行評估，以安排適當的處遇、

團體及技訓課程。 

2. 特殊風險因素之個案處遇：針對精神疾病、老病身障

者，除依其需求安排個別化處遇外，還與利伯他茲等

民間團體合辦課程，以降低其復歸社會的困難。 

3. 深化個別處遇：針對有不同生命議題及經驗的個案提

供深度之輔導或諮商，以協助洞見內在。 

4. 強化家庭連結及支持：從實務觀察得知，家庭議題確

實最能引起收容人面對自我及思考未來的切入點，機

關自行設計或與民間團體合辦的課程活動，很多涉及

家庭支持方案。 

5. 加強轉銜機構的合作：拓展更多服務熱忱及評價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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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轉銜機構，協助入所辦理課程，以利收容人復歸社

會時，轉銜就業或安置。 

吳委員：感謝梁心理師為我們詳細說明針對高再犯者之處遇，有

無委員對此有何看法或建議？ 

鄭委員：前述課程或活動，對於有些收容人(如不識字者或無興趣

者)的感受是相當空洞，矯正成效也有限。建議新店戒治

所能否向法務部或矯正署爭取經費試辦中途之家，以安

置出所者？ 

洪委員：從梁心理師詳細報告中，得知貴所辦理許多有關生涯規

劃、技訓及復歸社會等課程及活動，還滿感動的。對於

這些課程的參與者，建議貴所能否將人數或其相關資料

為數據統計及分析，具體呈現出來？ 

梁心理師：處遇課程及活動的參與人數，我們會在年中及年末為

數據統計，並分析評估。 

吳秘書：有關科學實證處遇的數據統計與分析，下次會議請輔導

科將這些資料提供予委員參考。另外，本所係一行政機

關，須依法行政，無法逾法務部或矯正署之行政層級而

自行設立中途之家；惟本所已與利伯他茲等民間團體合

作，協請其入所開設課程外，也安排出所後的轉銜工作，

該做法應與鄭委員所提中途之家具有相同功能。 

陳輔導員：關於中途之家議題，本所除與利伯他茲基金會合作轉

銜外，亦與慈濟基金會合作轉銜，協助出所無家可歸者

安置其菩薩的家收容。在合作轉銜工作之餘，本所也積

極協助收容人獲取有關復歸社會求助資訊，與慈濟、利

伯他茲、紅絲帶等基金會合作開設課程，使收容人認識

這些民間團體，以利日後出所有管道請求協助。 

吳委員：最後，從前面說明中，了解所方開設的課課或活動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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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元且豐富，而有委員提及參與者人數數據統計與分

析，即「參與度」是相當重要指標之一，透過此了解參與

者投入課程及活動程度有多少，參與後的影響性如何。 

九、臨時動議： 

1.決議下一季外部視察會議日期：111年 6月 8日下午 14時。 

2.決議下一季外部視察重點： 

   (1)平均每人應繳納勒戒/戒治費用金額（以下勒戒、戒治均請分

開計算）？貴所有關因貧困無力負擔勒戒/戒治費用辦理免繳

作業流程為何？請以三個月為單位計算，出所者申請免繳勒戒

/戒治費用的有多少人及其所占比例？通過可免繳的比例為何？

若未通過，有何協助措施？外國人受勒戒/戒治人是否可申請

免繳？以及外國人勒戒/戒治人繳費情況？針對外國人的協助

措施？已預為扣繳情形又占多少比例（人數）？整體而言，總

務科在管理勒戒/戒治費用收取所遭遇到的困難？ 

   (2)擇期訪談一名在新店戒治所「視同作業」之受刑人，以瞭解目

前視同作業運作現況以及遴選是否考量受刑人意願。 

  2.決議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採表格式敘述。 

十、會議結束(17: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