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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視察小組意見或建議 權責機關回覆 

案由一：有關收容人生活手冊，是否提供

可及性版本或其他格式文本讓障

礙收容人（例如視覺障礙者）都

能獲得相關資訊? 合理調整指引

是否已納入生活手冊，以利障礙

收容人能像所方提出申請?  

 

1. 未來能定期更新、編纂兼具受刑人一般

權利義務與泰源技訓所特性的收容人生

活手冊，供受刑人參考。 

2. 建議所方可邀請熟悉視覺障礙者生活重

建與定向行動能力之專業人員，協助因

疾病導致視力退化至全盲之受刑人重建

生活安排，避免長期待在病舍、無法參

與社交與勞作，導致生活與身體機能快

速退化。 

3. 建議教輔小組能透過個別輔導或生活檢

討會議，確認需要進一步協助之受刑

人，協助其了解其權利義務，並協助其

適應。 

 

1. 本所收容人生活手冊均定期檢視更新，

提供最新資訊暨相關規定供新收收容人

參閱，俾使渠等能儘早熟悉各項處遇措

施與相關規定，促使其安心服刑。 

2. 本所目前有聘請專任手語老師，指導收

容人手語表達技能，且目前並沒有收容

視障收容人，僅有一名病舍收容人因罹

患疾病造成視力退化，惟該收容人新收

入監時，視力正常，已相當瞭解本所相

關生活規範及各項處遇措施，並責由所

屬教輔小組人員，協助提供該員參與合

適之作業課程與教誨活動，以保障渠等

各項處遇措施。 

3. 本所各教輔小組人員均透過個別輔導或

在生活檢討會議上，主動瞭解收容人在

所執行期間，有無須協助之處，並告知

相關處遇措施，使其儘早適應生活，保

持善行，爭取假釋機會。 

案由二：收容人入監所需之身心狀況調

查，是否透過具有信效度之心理

測驗來進行評估，特別是了解是

否有智能障礙、或精神障礙等狀

況。 

要確認受刑人是否有智能、精神/心理社

會障礙等情況，並不容易由一般醫師、甚

至精神科醫師與一般門診或健康檢查中發

現。建議矯正署未來仍就應該於各矯正機

關安排充分之心理專業人員，來進行相關

的衡鑑工作。也唯有正確了解受刑人真實

本所將持續爭取心理專業人員人力挹注，

使其就收容人身心狀況，擬定適宜之個別

處遇計畫(含身心障礙者)，以保障渠等相

關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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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心狀態，才有可能制定有效的個別處

遇計畫。特別對於前述兩類的障礙者，正

確了解其身心狀況。 

案由三：身心障礙收容人是否曾經根據指

引，申請合理調整處遇，其審查

業務承辦人係為各教輔小組輔導

員。 

泰源技訓所已多年未能補進個案管理師，

長期由調查科與教區輔導員兼任。個案管

理是一種專業，若長此以往由其他工作人

員兼任，一方面造成額外之工作負荷與壓

力，一方面也不利於專業養成與收容人權

利。建議矯正署應協助泰源技訓所，儘速

補足員額，並聘任適任人員擔任個管師，

協助業務之推動。 

本所將持續爭取個案管理師人力挹注，俾

利身心障礙收容人各項處遇措施及相關活

動規劃辦理。 

 

案由四：受刑人自主監外作業辦理情形。 可以理解近來監所因為外役監相關事件，

遭受極大壓力。但透過自主性較高的自主

監外作業，讓收容人能於一般社會情境，

透過勞動與一般人保持經常性與正常之接

觸，其實對於受刑人培養自律與社會復歸

有很大的幫助。同時也能透過受刑人在外

之良好表現，讓社會人士透過與受刑人實

地接觸，對其能有更多的理解與包容。或

許需要有更多的本土實證研究，透過再犯

率、復歸社會後之工作穩定性、職業能

力、生活品質… 等等證據來證明自主監

外作業的確是好的監獄管理甚至社會經濟

政策，但從對人性尊嚴、學習自重與獲得

尊重等人性價值，自主監外作業絕對是值

本所將持續與社區發展協會洽詢，希望能

提供更多務農人力，提高或穩定本所自主

監外作業出工人力，除使受刑人習得一技

之長外，也作為受刑人復歸社會之準備，

未來回到社會上，能儘速恢復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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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擴大推廣。根據泰源過去實施自主監外

作業的經驗，近五年來未發生違規事項，

值得高度肯定。這也一定表示目前的揀擇

標準及其執行，不需要隨外界起舞，只需

繼續保持。對泰源而言，較大的挑戰，仍

舊是如何在偏鄉找到合適的合作廠商來，

使更多的受刑人有自主監外作業的機會。

而在自主監外作業開發不易的偏鄉，透過

別具特色的委託加工，如所方所言（也已

經努力在做的），是另一條為受刑人訓練

一技之長，爭取更高所得與勞動/作品成

就的路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