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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人員職業傷病預防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2年 3月 28日(星期二)2時 30分 

貳、 地點：本署 1樓多功能視廳室(實體及視訊會議同步) 

參、 主席：葉副署長貞伶 

肆、 出席人員：詳參加人員名冊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矯正署報告： 

一、 有關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人員 2020年至 2022年職

業傷病情形調查：略。 

二、 為維護同仁辦公場所與執行職務之安全，各矯正機關依公

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規定，組成安全及衛生防護小

組；並依規定辦理辦公場所建築、設施及設備之維護及檢

修；檢視各項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補助同仁健康管理之

健檢費用與核予公假等，以提供同仁辦公場所執行職務之

安全衛生設施及防護，維護同仁之工作安全權益。 

三、 各矯正機關並訂定員工協助方案工作計畫，組成員工協助

方案關懷推動小組；除了適時提供諮商輔導或轉介同仁所

需要的協助，持續關懷同仁狀況，使其能以健康的身心投

入工作，提升員工士氣及服務效能，如遇同仁傷病，適時

提供關懷或轉介所需協助。 

四、 為減少可能性危害或減緩災害嚴重性，落實職場防護，矯

正機關加強預防或改善職業傷病發生策略或措施如下述： 

(一) 為預防收容人攻擊事件的發生並降低所生傷害： 

1. 戒護科加強勤前教育宣導及常年教育(例如矯正戰

技、綜合逮捕術、器械使用及指引指導等教育課

程)辦理，對於防護型噴霧、警棍或各式盾牌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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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器械使用時機加強演練，提升戒護管理防範觀念

並強化戒護同仁執勤技巧。 

2. 加強落實舍房開啟防範觀念、戒護管理及收容人平

時考核與觀察，確實掌握高風險收容人行狀並增派

警力或由專人親自單獨提帶，以維護戒護安全。訂

定各類勤務執行注意事項，並確實辦理各項應變演

練，演習模擬戒護事故處理（例如舍房騷動、收容

人打架狀況、佯病暴行管教人員預謀脫逃、工場暴

動等情境演練及對策應變），提升戒護同仁因應各

類戒護突發狀況之危機處理及應變能力。強化執行

舍房安檢（每周例行安檢、每月臨時安檢、每季擴

大安檢）及收容人安全檢查，以避免事故發生。 

(二) 為預防並降低上下班途中危險事件之發生：向同仁

加強宣導交通安全、推動安全駕駛觀念，提醒同仁上

下班途中注意行車安全，遵守交通規則、保持行車安

全距離及留意道路狀況，注意駕駛之精神狀況，小心

駕駛（騎乘）汽機車，並建立預判可能發生意外情境

之準備心理，進而預先採取必要防禦動作以避免事故

發生，以保障自身安全。 

柒、 議題討論： 

有關現行職業傷病因應及預防策略精進方式或建議，提請討

論。 

一、 會議發言摘要： 

中央警察大學 

賴擁連教授 

一、 除了公費補助健檢外，能否透過合

作社盈餘分配中增加補助健檢的費

用，以提升矯正人員醫療參加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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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願補助，進而讓是年紀較大的

同仁或戒護人員更能了解自己的健

康狀態，感受到機關滿滿的關心。 

二、 諮商輔導部份，建議各機關應跟鄰

近的診所做特約，而且不能只跟一

家特約，要多家特約，讓同仁有選

擇權，並且要禁止個資外洩，不要

步入警政署所推行的關老師制度的

後塵。關老師為何會沒有成效？主

要是在於個資曝光，因為大家都不

希望讓別人知道自己身心的疾病或

看病紀錄。若將個資洩漏給長官知

道哪位同仁有精神狀況或身心問

題，同仁可能會被貼標籤。因此建

議監所與附近多家診所特約，給予

同仁選擇，並鼓勵同仁身心方面有

情形的時候可以使用，諮詢項目不

僅限於工作，包含同仁家庭、個人

等方面，並給予公假前往使用。 

三、 同仁跟受刑人之間或者處理受刑人

糾紛時，可參考國外現在推行的戒

護同仁或第一線人員在監管受刑人

時，除了架設 CCTV外，很重要的就

是密錄器的推動。像是警察人員之

前執勤時以往被民眾用手機拍攝，

警方調錄影監視器，畫面與音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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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變成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之後推動員警於執勤時配戴密錄

器，盤查時可全程錄音錄影。學理

上有謂「文明效應」，亦即人們在有

監視器監看、密錄器錄影的情形下，

大家會覺得自己要做個文明人，不

要口無遮攔的亂說話。因此，在告

知有錄音錄影的情況下，受刑人或

同仁講話、行動過程都會較為保守，

較不容易被激怒，後續若要調卷、

調帶子來聽是誰先犯錯或者誰是不

對時，都有證據佐證，在使用過程

中便會產生文明效應，同仁的執法

過程也會受到保障。 

四、 對於監所同仁工作壓力、機關危險

性等方面，建議應建立工作職場上

的預警機制，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

建立預警機制，讓機關首長、科長

等或是第一線的戒護同仁瞭解囚情

狀況，也透過預警機制去判斷哪個

地方較為危急、或是哪個勤務點、

哪個場舍目前危險性較高。這個部

分衍伸出來的是就是要去了解有沒

有職場霸凌的情形。現在人權高張，

戒護同仁落實程序正義、依法行政

的理念，現在強調人權、法治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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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因此，在執法過程中，可能會有

職場霸凌的情形，這部分也需建立

預警機制。所以，機關應該讓同仁

了解司法人權等相關的議題，若是

保持使用過去高壓的管理方式，將

會面臨挑戰。因此，比如說在調訓

時，增加人權、酷刑、兩公約等相關

課程，讓同仁了解用過去傳統高壓、

緊縮的管理方式應該是不對的。 

五、 同仁福利待遇應持續去爭取，另機

關可參考其他部會辦理方式，考量

合作社的盈餘分配的比例及提撥的

成度是否能在合法情形下再調高，

以提高同仁的盈餘分配。 

六、 根據調查，過去這幾年矯正人員被

控訴的案件量大增，凸顯出同仁訴

訟費用協助的重要性，建議矯正署

應該尋覓相關的資源或爭取金額

(可以了解警政署的做法)，協助同

仁於執行公務時因案涉訟的訴訟協

助與訴訟費用的補助。 

臺北大學 

周愫嫻教授 

一、 矯正機關屬於高危險性、封閉且長

時間的工作性質，因此跟單純因為

物理環境所造成的職業災害適用範

圍不同，前者造成職業災害範圍，

更為廣泛。建議可參考工作相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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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

指引，其中提到工作可能引發的心

理壓力、焦慮、憂鬱等議題，建議把

生理、心理及認知傷害議題都列入。 

二、 監所人員面臨的職業災害，不僅限

於被收容人毆打等生理傷害，還包

含職業霸凌、因調職、投訴、因工作

而引發的後續法律、行政訴訟等，

對同仁都會造成很大的身心壓力，

也會造成同仁因前述傷害產生工作

退縮，故建議納入心理的、精神的、

道德職業災害。道德傷害是較為新

穎概念，一般來說會是司法人員或

執法人員會常遇到道德傷害，在工

作處理一些黑白、法律裁量等問題，

有時標準不是均規範的很明確。同

仁工作上也常被指示、或是外界指

教未必屬實卻需要忍耐改變之管理

作為，甚至違反自己本身的道德標

準，引發傷害，有時甚至觸法。 

三、 密錄器問題，其他委員提及比照警

察。但警察在較為開放的空間工作，

工作場所不見得都有設置錄影裝

置，所以須要有密錄器，但是矯正

機關本身是在較封閉的環境內工

作，機關內部已設置 CCTV或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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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器材，應已經足夠，如果有不

足，才需要以密錄器強化。是否需

人人均配置 1 組，還需要考量隱私

權等問題，因為所錄到除收容人外，

還有長官、同仁、來訪人員等其他

人，若將來朝密錄器方向進行，建

議要設置相關法規，如何時要錄、

何時要告知被錄影的人及什麼空

間、時間下是可以開啟的，都需要

有相關的配套措施，才不會被濫用

或侵害他人隱私權。 

中央警察大學 

鄧煌發教授 

一、 過去較為關注收容人權益，限縮矯

正人員的職權，現在開始重視矯正

人員的相關權益，是非常值得肯定，

很好的一件事情。剛剛會議中也有

提到矯正機關跟外面的職場及其他

公務機關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說閉

鎖性，建議在報告中增加對於矯正

機關環境特殊性的敘述，再去做相

關統計，統計資料建議以相對數值

呈現，絕對數值較看不出真實面。

(例如戒護人員原本就較其他單位

人員多)。 

二、 職業傷害調查成因的部分大致分成

兩項，一個是意外事件另外是人因、

人為方面的事件，比如交通狀況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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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疏忽、勤務的多寡及勤務的

加班程度、精神壓力、疲勞程度有

關係，都屬於人因相關的事件，但

常被歸納為意外事件。另外收容人

攻擊事件及執行職務發生之意外事

件，都比較趨向於人因方面為主的，

所產生的意外事件，也是比較能產

生預防效果的，所以著重在這部份

可透過教育訓練或警覺性訓練的去

加強來達成預防效果。建議矯正機

關可訂定相關處理流程，該如何處

理建議要有明確標準化流程，給各

個矯正機關參考引用，各矯正機關

也可自行擬定處理流程。 

三、 教育訓練部份，建議能建構相關網

站，提供相關處理的影像、流程、講

解等資訊。 

四、 資源連結部份，除跟鄰近診所或精

神療養方面特約外，矯正機關內部

近年已進聘心理師、社工師等專業

人員，目前著重在收容人的問題解

決、身心健康相關諮詢、諮商輔導

等，建議是否能就近使用機關心社

人力，內部提供戒護人員相關諮詢

服務。另外提醒在疫情後有產生長

心冠的後遺症，近期特別多交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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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無酒駕情形下莫名去撞安全

島、路樹或互撞等情形所產生的意

外事故，建議要去了解同仁是否有

長心冠的後遺症、打疫苗、腦霧的

情形發生，在這 3年疫情的肆虐後，

建議能納入研究參考。 

財團法人職業災

害預防及重建中

心 

林雅蕙經理 

一、 就行政管理面及現行法規上規範及

要求提供建議給各機關參考。貴機

關可參考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

辦法，建議各機關可以參考該辦法

安全衛生之規定及規範跟落實執

行，法規內有相對應明確之規定。

以該辦法第 2 節至第 3 節以及其他

部分條文已規定針對安全性的設施

防護以及機構應有預防之措施作

為，有對應的處理方式，例如說各

機關於執行職務時可能危及到生

命、健康時，必須做事前告知，或者

是針對危險性較高的作業場所，作

業內容應訂有相對應的標準作業程

序，並實行勤前教育。另外提醒在

機關的立場上應保有流程紀錄，可

以證明機關有辦理相關事宜或為同

仁辦理教育訓練，並已達到預防的

教育訓練，應留下紀錄。將危害標

準程序訂定出來後，再週知同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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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 

二、 另關於成因類型上下班發生交通事

故，以職安法舉例而言，屬於勞保

局所定的職業傷害。就現有提供的

統計資料，近年於勞動場所中的職

業有關的傷害比例有逐年增加的現

象，故建議機關可重視執行職務所

發生之意外事件，也納入機構的職

災預防管理規範，訂定標準作業流

程並予以公告施行，可讓所屬同仁

及相關利害關係者知道在機關作業

規範是什麼，並遵行辦理之。 

三、 參照過往貴單位所作之研究，職業

傷病調查及統計資料，在人因性危

害、過勞及職場不法侵害傷病的占

比是較高的，建議貴機關可就這些

方面優先規劃預防措施，對職業傷

病預防可較容易見到預防之成效。 

財團法人職業災

害預防及重建中

心 

吳政龍副執行長 

一、 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主要是統

籌辦理本法職業災害預防及職業災

害勞工重建業務，由於勞工保險職

災保護相對較為完整，雖然公務機

關的職業病目前沒有明確定義，授

權主管機關判斷，但實務上可參考

勞工保險相關規範。建議慢性頸肩

痠痛、牙科、心血管疾病等職業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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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關係判斷尚待後續調查跟釐清。

建議機關可舉辦職業傷病認識課程

以提升認知，如參考勞保職業傷病

的相關規定。 

二、 過去勞保統計職業傷病時可能會遇

到沒有被通報、被低估的情形。法

務部 111 年調查結果推估人數與通

報統計結果也有不同，建議可以再

思考如何改善。 

三、 預防部分，勞工保險有關人因、過

負荷及職場不法侵害已經建立完整

預防指引可供參考，建議法務部之

後推行時可以參考相關規定。 

四、 鼓勵機關能整合依職安法雇用或特

約之臨場服務醫師及護理師等專業

人員辦理。 

五、 上下班交通事故部份，若進一步分

析發現下班時間發生率較為高，尤

其是在加班之後，建議機關能提供

休息的地方給加班的同仁。 

二、 決議：謝謝專家學者們給予良好的建議，後續辦理時會將今

日討論之議題納入委託研究案的內容裡。 

捌、 紀錄： 謝欣穎                 主席：葉貞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