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年度第 4 季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第二監獄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2 年 1 月 4 日 

一、委員組成                                                                 

召集人：王東碧 

委員：陳義成、張麗玉、劉嘉茹、蔡易廷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本季視察重點： 

本季之視察重點為收容人違規施以終止、停止或免其懲罰案例研討。 

(二)視察業務執行概述： 

本小組 111 年 12 月 28 日假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第二監獄召開本年度第 4季視察小組會議，因應本季之視察重點，會中邀請該

監戒護科及衛生科進行業務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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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有關精神

疾患收容人

處遇情形 

視察重點及說明:本小組聽取該監有關收容人違規施以終

止、停止或免其懲罰案例簡報，該監就特殊收容人違反秩

序、違規之行為，能深入探究其原因，並給予適當之處

置，而非一味以辦理違規作為手段，就獄政工作而言，是

一大進步，為落實矯正刑、教育刑之體現。本小組就該類

精神疾患收容人處遇，提出幾點建議。 

一、精神疾患可分為暫時性及永久性，對於不

可逆之精神病患，應無執行之意義，建議

是類個案，可終止其執行或保外就醫。 

二、對於新收收容人，可依重大傷病卡或身心

障礙手冊等，發掘其中罹患重大傷病病

患，倘有疑似精神病傾向，卻無相關證明



 

者，可能會在新收時期發生意外，請該監

注意該類病患收容人，提早發現及處置為

宜。 

三、精神病患收容人出監前應與相關單位聯

繫，以維護社會安全網並保障個案權益。 

2.有關新冠

肺炎確診收

容人就醫流

程 

視察重點及說明:矯正機關於今年 6 月至 7 月經歷新冠肺炎

疫情之高峰，近日已無確診病例，惟疫情一波接一波，實

在不可輕忽。本小組就該監新冠肺炎確診收容人就醫流

程，提出建議。 

有關監內收容人罹患新冠肺炎確診者，尤其 65

歲以上、癌症及多重慢性病等病患，容易引發

重症或死亡，須及早使用抗病毒藥物，建議該

監建立完善流程，以使是類病患能領到抗病毒

藥物，並於 24 小時內服用，以降低重症或死

亡率。 

四、歷次視察建議處理情形 

年度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理情形 管考建議 

109 4 建議新收收容人一律以公費採檢，避免

造成重大公衛事件。 

一、 依法務部矯正署指示，自 110 年 8

月 10 日起，入監及出庭返監收容

人全面快篩採檢。 

二、 至 111 年 12 月 28 日止，本監收容

人共計快篩 20,652 人次，PCR 

5,378 人次；員工共計快篩 648 人

繼續追蹤 



 

次，PCR 560 人次。 

110 4 為維護收容人健康權，應儘速提高疫苗

施打率，以產生群體保護力，建請該監

依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政策落實執

行。 

截至 111 年 12 月 28 日止，本監收容人

COVID-19 疫苗施打率第一劑達 89%、第

二劑達 80.55%、第三劑達 64.53%、第

四劑達 21.26%，每月持續為收容人施

打。 

繼續追蹤 

111 3 建議待疫情緩和後，積極辦理家庭支持

輔導課程或親子活動，並邀請收容人家

庭成員參與。 

法務部矯正署於 110 年 11 月實施電子

家庭聯絡簿方案，本監除積極推廣宣導

外，並延伸辦理「愛在雲端讓愛同行-

親子維繫成長團體」創新家庭支持方

案，發揮創思，加入具有互動性、連結

性及延續性創新活動，期能增進收容人

家庭對其支持，現因疫情暫緩辦理收容

人家庭日、大型活動、外部單位入監，

待疫情趨緩法務部矯正署函示恢復辦理

相關活動，將規劃辦理收容人家庭日、

親子活動等以增加家庭成員間互動與連

結。 

解除追蹤，持續辦理 



 

111 3 倘欲辦理相關輔導課程或活動，可尋求

社會資源如家扶中心或展夢家園協助辦

理，以擴大成效。 

關於家庭支持相關輔導課程或活動，未

來將研擬尋求社會資源協助辦理是類活

動，期能擴大成效。 

解除追蹤，持續辦理 

111 3 建議在家庭支持等相關課程中，使收容

人省思過程去察覺自身責任與生命修

復，能學會承擔父職角色，成為孩子正

面典範，對其將來復歸社會是相當有助

益的。 

在目前進行親職輔導團體中，利用繪本

共讀方式，以繪本中父職角色引導團體

成員思索何為正向父職楷模，反思與其

生命的關聯，進而連結現今處境、修復

生命、學習善待自己與他人。 

解除追蹤，持續辦理 

111 3 小團體或相關課程建議使用信件或作品

來讓孩子感受到關愛，藉以修復彼此關

係，並順利傳遞親情。 

經過多次共讀親子與情緒相關繪本，成

員彼此展現互助與關懷，也引發成員自

發錄製枕邊故事，現已進行經費申請錄

音筆、收音麥克風、繪本，屆時錄製完

畢，寄送錄製故事光碟和繪本給孩子，

透過成員錄製的枕邊故事陪伴孩子成

長，贈送之繪本亦可成為家中長輩陪伴

孩子共讀、維繫親情、增加孩子閱讀能

力之媒介。 

解除追蹤，持續辦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