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度第 4季 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看守所 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2年 1月 7日 

一、委員組成(具名) 本季外部視察小組委員如有變動，亦於此處說明(第二屆委員，劉焜耀委員新聘任其餘委員為續任委員)。  

召集人：林明達 

委 員 ：藍菊梅、劉焜耀、梁家瑜、黃鈴富、李耿誠(依筆劃排列)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視察計畫或本季視察重點：詳如第三點。 

(二)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本小組於 111年 12月 27日下午 2時，委請藍菊梅委員於南所實地視察，檢視相關書面資料並由所方輔導科業務承辦人進行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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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科

「科學實證

毒品犯收容

人處遇模式

計畫」、「酒

藥癮收容人

處遇計畫」

等收容人學

習資源辦理

情形。 

 

(一)學習資源提供歷程分為: 

1.評估階段：擬定計畫、問卷施測、篩選個案。 

2.在監輔導階段： 

進行七大面向課程及個案管理： 

(1)大班課：由勞政、衛政、社政及南所提供人力，規劃內

容主要為:成癮概念及戒癮策略、家庭及人際關係、職涯

發展及財務管理、毒品危害及法律責任、衛生教育與愛

滋防治、正確用藥觀念及醫療戒治諮詢，以及戒毒成功

人士教育七大面向等心理衛生資源主題講座。 

110年進行 167堂、226小時、15,184人次，整體平均滿

意度 4.55(滿分 5分)相當高。 

(2)小團體：由南所諮商心理師、嘉南療養院心理師、中華

民國大集文教服務協會志工老師及外聘鐘點社工師等開

設課程，包括：「成癮概念及戒癮策略」、「家庭及人際關

(一)整體而言，規劃從需求、規劃、執行過

程，包括：受刑人從入監至出監，包括

轉銜至外界單位，都有專人負責以書面

或電話聯繫，規劃與執行及受刑人回應

皆備受肯定。 

(二)在人力及設備上，有所內、勞政、衛

政、社政等四方連結及相關計畫資源進

入，資源豐富且可互相支援，連結順暢

可提供受刑人全面的服務。 

(三)建議： 

1. 有志工資源進入服務做個別輔導、

課程講授或團體帶領部份，目前皆

在輔導可有專人協助，建議可增加

志工支持系統協助，例如：志工有



 

係」及「職涯發展及財務管理」等面向。 

另有 63位科學實證毒品處遇團體成員參加家庭、人際、

成癮戒治相關團體。 

(3)個別輔導：提供多元且切合需求的處遇，由本所諮商心

理師及外聘社工師提供個案個別輔導。 

處遇內容包括：由小團體領導者直接針對團體成員進行

個別輔導，個案管理師會協調諮商資源及聯繫。 

(4)個案需求晤談：有問卷調查員收集相關問卷談寫，由個

案管理師負責評估轉介處理。 

(5)個案研討會暨課程檢討會： 

有請專業督導及老師帶領討論或授課。 
3.出監前指導：四方連結、視需求轉介勞政、衛政及社政單位 

(二)專業人力投入： 
包括：問卷調查員、個案管理員、志工、心理師、社工、外
聘課程老師、督導等。 

(三)設備： 

1.團體課程舉行地點在大教室或工場場舍。 

2.4間大諮商室，含一間建置中的沙游室，可提供個別輔導、

小團體輔導使用。 

機會可以討論課程或團體設計，個

別輔導個案有專業人員可協助督

導，控管與增加服務的品質。 

志工的招募、訓練、服務內容可以

有更明確的制度，讓進入的志工可

以獲得較佳的支持進行服務。 

2. 課程內容的安排上，建議可以了解

受刑人的需求後放入課程設計中，

例如:在某個場舍或某一群需要進入

課程的人，可以根據其背景、了解

其需求後設計合適當下他們需求的

課程內容。 

3. 設備及人力持續建構： 

未來可能推動身心障礙服務計畫，

可著手規劃合適空間、器材、教材

物品的添購及人力的配置。 

4. 為減少在工場工作人員中途被帶出

要進行個別輔導，可能有不想讓人

知道的社會羞恥感議題，可建立合

適的出席個別輔導的方式，例如:當

天要進入個別輔導的受刑人可先至

某個教室進行其他職業輔導相關訓

練(例如:做些簡單的交辦事項)後，

再進入個別輔導，減少中途帶出。 

 

 



 

四、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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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解除追蹤、解除
追蹤持續辦理、繼
續追蹤等，此部分
內容由機關提供，
由外部視察小組視
需要放入) 

111 4 有志工資源進入服務做個別

輔導、課程講授或團體帶領部

份，目前皆在輔導可有專人協

助，建議可增加志工支持系統

協助，例如：志工有機會可以

討論課程或團體設計，個別輔

導個案有專業人員可協助督

導，控管與增加服務的品質。 

志工的招募、訓練、服務內容

可以有更明確的制度，讓進入

的志工可以獲得較佳的支持進

行服務。 

 

1. 有關教誨志工之招募訓練係依「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

機關延聘教誨志工要點」規定辦理，每年至少辦理二次

教誨志工教育訓練或座談。 

2. 志工討論課程或團體設計的機會：本所志工團體「台南

市大集文教協會」協助收容人家庭支持小團體輔導，持

續和本所作課程內容討論滾動式修正。 

3. 對於駐點服務之社工及心理專業人員，每月安排外部督

導教授，進行課程檢討及個案研討會，對於輔導工作時

遇到之情形及個案的情緒反應，藉由此機制分享資訊、

相互討論及請教督導教授。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111 4 課程內容的安排上，建議可

以了解受刑人的需求後放入課

程設計中，例如:在某個場舍

或某一群需要進入課程的人，

可以根據其背景、了解其需求

後設計合適當下他們需求的課

程內容。 

目前依入所調查所分類之收容人，分配場舍，並依案件

類別，開設各種課程，例如︰毒品、酒癮小團體或各類才

藝班、人文教育講座等。如再有特殊個案，由心理及社工

專業人員，以個別訪談方式進行訪談輔導。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111 4 設備及人力持續建構： 

未來可能推動身心障礙服務

計畫，可著手規劃合適空

間、器材、教材物品的添購

及人力的配置。 

依矯正署頒定「身心障礙收容人處遇計畫」，再依本所場

地及舍房的現狀規劃合適空間，並且調查身心障礙收容人

需求添購器材、教材物品。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111 4 為減少在工場工作人員中途

被帶出要進行個別輔導，可能

有不想讓人知道的社會羞恥感

議題，可建立合適的出席個別

輔導的方式，例如:當天要進

入個別輔導的受刑人可先至某

個教室進行其他職業輔導相關

訓練(例如:做些簡單的交辦事

項)後，再進入個別輔導，減

少中途帶出。 

目前對於參與團體輔導收容人，係以案件類別(毒品、酒

癮)提帶至教室授課。場舍中有個別輔導需求者，由場舍主

管依個案需求，如︰情緒不穩定、出所轉介需求者或是家

中急難事故或性侵家暴個案，再由心理或社工專業人員進

行個別輔導。對於受輔導個案個人資訊，皆予保密妥為處

理。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五、本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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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解除追蹤、解除追蹤持續

辦理、繼續追蹤等，此部分

內容由機關提供，由外部視

察小組視需要放入) 
同表四 

六、會議記錄(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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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看守所 

第二屆外部視察小組 

第1次(111年第4季)討論會議紀錄 

紀錄 蔡志瑋 

時間：112年1月10日(星期二)上午10時30分 

地點：本所2樓會議室  

主席：林所長明達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略。 

貳、頒發聘書。 

叁、議題討論： 

一、推選本所外部視察小組召集人討論案： 

案由說明：依監獄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實施辦法第10條第1

項辦理，謹請委員互相推舉一人為召集人，爾後會

議主席由召集人擔任。 

決    議：推舉黃委員鈴富擔任召集人。 

(林所長明達委請黃委員擔任主席，接續進行會議) 

 

二、議事規則討論案： 

案由說明：為決定出席人數是否可開會、決議人數是否有效等

重要事項，建議請參考內政部54年7月20日內民字

第178628號公布之議事規範。 

決    議：通過。 
 

三、輪值視察及視察報告提交時間討論案： 

案由說明：建請各季排定1名委員至本所視察，召集人不參加

輪值視察，但由召集人整合外部視察小組運作並控

管每季報告原則上於每年1、4、7、10月15日前繳



2 

 

交。 

決    議：外部視察每年輪值順序依序為： 

藍委員菊梅(10-12月，第4季)、 

劉委員焜耀( 1- 3月，第1季)、 

李委員耿誠( 4- 6月，第2季)、 

梁委員家瑜( 7- 9月，第3季)。 

 

四、視察項目分配討論案： 

案由說明：鑒於各委員專長不同，南所初擬視察項目分配表供

委員參考。 

決    議：參酌辦理。 
 
 

五、審議第二屆第一次視察報告： 

決    議：通過。 
 

肆、臨時動議： 

有關外部視察之得為行為、應行注意事項、個人資料之保護、

保密義務及資料利用之限制，請各位視察委員詳細參考「監獄

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實施辦法」相關條文，作為執行視察時

之行為準據。 

 

伍、12:00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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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1年第4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發言紀錄： 

黃主席鈴富：感謝藍委員完成的視察報告，再請能否簡要說明視察經

過，並請南所就建議事項之辦理情形進行說明？ 

藍委員菊梅：報告視察經過(詳如視察報告)。 

江科長鴻鈞：有關志工之支持性作為， 

一、依「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延聘教誨志工要點」規定辦理。 

二、該要點已有明確的規範志工應有之素養及條件，矯正署核准聘用

後，由機關持續辦理教育訓練與支持。 

三、依同要點，每年辦理兩次志工訓練(惟近二年因疫情因素改以書

面及視訊方式辦理)。 

四、近幾年志工組訓著重之議題在於修復式司法及兩性平權議題。 

李秘書招宗： 

  每年兩次組訓中其中一次為北、中、南、東區分區聯合組辦之大型

訓練活動，另一次由各機關進行，因矯正機關志工熱心服務公益，多

同時為多個機關的志工，故實務上常為同地區上的兩、三個機關聯合

進行，例如本所跟南監及其他臺南地區的矯正機關等，共同辦理座談

會、訓練等。 

 

 

黃主席鈴富： 

  有關身心障礙收容人相關設備建置，雖有拒絕收監規定，惟實務上

監所能提供的資源有限，是否能請教所方此方面的規劃？ 

江科長鴻鈞： 

一、此議題亦為監察院及社會關注焦點，監委亦曾於108年蒞所巡查。 

二、矯正署有訂定「身心障礙收容人處遇計畫」，給予專屬課程及處

遇規劃，這方面可說已有明確規定。例如本所每季召開之收容人

生活檢討會，過去由各場舍推派收容人代表出席，現依該處遇計

畫規定，會推派一定比例之身心障礙收容人代表出席，增加發聲

管道。 

二、硬體上108年監委巡視後尚無提出重大不足需改善處，惟本所持

續依實際需求增加，例如無障礙坡道、輔具等。 

三、續依上述計畫安排身心障礙收容人適性課程活動，例如疫情前曾

辦理的舞蹈班，幫助肢體、精神或情緒障礙收容人身心得到紓

壓，非身心障礙者亦可參加。 

 

黃主席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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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委員菊梅報告中提到的社會羞恥感一案，再請所方簡要說明。 

江科長鴻鈞： 

一、進行處遇課程時，須將特定收容人自工場或舍房提帶集中，過程

上可能因受他人異樣眼光，實務上在性侵、家暴收容人較顯著。 

二、本所現有性侵、家暴個案各約6名，最多合計通常不超過20名，

惟此類受刑人依規定定期送處遇專監高雄監獄。 

三、本所最大宗收容人為毒品、酒駕犯，工場中多數人均為同罪名類

別，且較無性侵、家暴收容人社會眼光之問題。另本所考量提帶

上戒護安全，亦會避免相同處遇課程之收容人分散分配，減少提

帶移動的需要，本所並注意收容人的隱私資料保密。以上原因與

措施應可有效減少社會羞恥感發生。 

藍委員菊梅： 

肯定所方的作法，另羞恥感亦會因人而異，提帶及諮商過程均能注

意避免個案資訊的洩漏，應無太大的問題。 

 

 

劉委員焜耀： 

想請教所方在收容人家庭支持如何辦理？本人於他監所協助輔導

收容人，經驗上家庭支持度高者，順利賦歸社會的機會與穩定度相當

高，經過多年的執行，是否有具體成效數據？ 

江科長鴻鈞： 

一、監所有專屬處遇(家庭支持及援助家庭推展計畫)，包含三節懇

親、一般接見、家屬與收容人的互動活動。 

二、除支持收容人，亦支持收容人家屬的「及時雨～援助收容人高關

懷家庭方案」，針對弱勢低收入戶家屬進行物資援助。 

三、本所毒品、酒駕收容人占大多數，惟其再犯率較高，但再犯因素

有相當多，且非均能由矯正機關掌握控制的，故個人認為無法斷

言家庭支持協助後是否確實能夠避免再犯，但協助收容人及弱勢

家屬解決眼前的困境，對社會整體應有所助益，得到其正面回饋

後，對工作人員亦是有成就感的。 

李秘書招宗： 

一、實務上尚無相關研究統計數據。 

二、多數收容人執行前，並不知道一些相關社會資源實際上可以申請

運用，而進入機關執行後，監所會進行新收調查其需要，再由內、

外部社工人員共同協助轉介社會資源，協助提升家庭支持。 

黃主席鈴富： 

肯定所方這方面的努力，未來監所或許可考慮進行相關具體數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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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以評估並使民眾瞭解成效。 

 

 

劉委員焜耀： 

想請教所方，一般而言，新收收容人上約多久時間才能安之若素、

潛心服刑？本人曾協助輔導刑期21年之個案，其假釋出獄前仍無法接

受，影響處遇及矯正效益甚大。 

江科長鴻鈞： 

新收收容人開始執行後會先進入新收調查程序，作為後續處遇、配

業的依據，不會立即分配作業，程序中有新收講習、健康檢查、簡式

量表、安排運動，家屬並可接見關懷。 

李秘書招宗： 

一、新收考核調查程序因疫情隔離程序等因素，目前約三至四周。 

二、有關收容人新收後須經歷多長之期間才可潛心服刑，目前並無相

關研究調查之統計。因涉及到心理層面、個人過去經歷等因素，

故實際上因人而異。 

三、除江科長前述的資源外，新收個案若適應困難，均可以獲得本所

專業心理師及社工的輔導資源，依其專業之判斷持續輔導至結案

或出監所，出監所後如有必要並協助轉銜相關資源。 

梁委員家瑜、李委員耿誠： 

  請教因輔導紀錄屬於收容人重要的隱私與個資，於專業倫理與管理

需要的權衡之下，輔導產生資料，所方能閱覽的程度為何？是僅有結

論及建議？或是全數均得閱覽？此類輔導資料是否任何人均得任意

閱覽？想請教所方的管理機制為何？ 

李秘書招宗： 

一、輔導紀錄由心社人員依其專業判斷填寫必要之內容，如依其判斷

認不必要、不適合之內容亦由其專業進行過濾。 

二、經行政流程陳核後，保存於本所具門禁之檔案室，調閱依檔案法

等相關規定申請，固非相關人員無法任意閱覽。 

江科長鴻鈞： 

一、除本所現有一位約聘心理師外，其他心、社人員目前為勞務承攬，

屬於得標公司管理，雖本所無指揮監督關係，惟相關個案隱私的

保密，尊重心、社人員所受養成訓練專業倫理的判斷，且依工作

契約規範，業務產生的資料所有權歸屬於所方擁有。 

二、資料之調閱均有相關法規及程序，例如法院依照刑事訴訟法規定

曾經來函請本所提供在押被告相關輔導紀錄，以作為其審判之參

考。 

李委員耿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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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分享訴訟實務經驗上，為進行心理衡鑑，法院或會要求曾做過

相關紀錄之單位提供資料，惟一般較不會要求提供心理師訪談記錄，

因此類資料影響個人隱私較大，法院一般也不會准予閱覽其相關證

卷，給大家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