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年度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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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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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集人：黃鈴富 

委 員 ：藍菊梅、劉焜耀、梁家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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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 3月 8日下午 2時 30分，委請劉委員焜耀至南所實地視察，檢視相關書面資料，並與輔導科主管及承辦人

進行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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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辦科室(輔導科)回應 

輔導科「觀

察勒戒收容

人六大類處

遇課程辦理

情形」、「酒

駕犯三級預

防輔導處遇

與學習資源

辦理情形」

等收容人學

習資源辦理

情形。 

 

一、 視察南所輔導科旨述業務紙本

資料，並與南所江輔導科長、

業務承辦人李輔導員、方心理

師訪談，直接由矯正後的繼續

施用毒品傾向比例、酒駕再犯

比例檢視成效，並與上述人員

討論思考具體改善建議。 

二、 觀察勒戒有具體客觀的評估量

表，由專業醫師、輔導科、衛

生醫事人員及戒護科相關人員

分別評分，評估繼續施用傾

向，雖承辦科室表示觀察勒戒

期間較短(約 40 天)，難以保證

一、實務上觀察，與一般社會大眾相

比，收容人的家庭支持力量極為薄

弱，建議可由此方面著手協助收容

人，當收容人的家庭支持力量強壯

時，對其約束力或有不同的效果。 

 

 

 

 

 

 

 

 

一、 矯正機關收容人在機關內受拘

束，雖能暫時達到戒癮的機會及

效果，但終有一日將回歸社會及

家庭。 

本所除鼓勵收容人與家庭保持聯

繫以及參加各式家庭支持活動

(如面對面、電話懇親活動、電

子聯絡簿、「溫馨傳情—愛在雲

端」Line 影音傳情活動、枕邊細

語專案、及時雨-援助收容人高

關懷家庭方案等)，也利用各教

化輔導活動場合，提供並告知回

歸社會生活可利用之資源及管



 

給予完整的矯治效果，惟最近

112 年 1 月勒戒成功比例

93.1%、有繼續施用傾向須送戒

治比例僅 6.9%，頗有成效。 

三、 酒癮依照矯正署處遇計畫辦

理，並引入專業醫療機構(嘉南

療養院)合作課程與門診，以公

衛三級預防觀念處遇，強化社

會個人責任、減少酒精迷思、

強化改變動機，但酒駕為全國

性的現象，全國再犯率較高約 4

成，矯正機關並非專業醫療機

構無可厚非。 

 

 

二、酒駕、勒戒收容人成因上雖然複

雜，但多有精神成癮甚至腦部上的

疾病等，矯正機關並非專業醫療機

構，除了提升法律上的責任達到嚇

阻效果以外，或許可以思考將該類

收容人由專業醫療機構進行治療，

方能達到釜底抽薪之效。 

 

 

三、業務單位另有反映心社人員勞務承

攬人力每年一聘，人力更迭頻繁導

致經常性須交接、新進人員需重新

適應學習，影響實務運作，建議矯

正署可審酌調整勞務承攬契約的採

購方式。 

道，本所並有彙整社會資源卡供

出所更生人運用。 

二、 對於酒駕、勒戒收容人具有成癮

性的物質依賴行為，本所已引進

醫療資源與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

院、台南奇美醫院合作，針對個

案的門診病歷、成癮態樣、程

度、身心狀況，共同協助診療及

辦理正念小團體輔導等處遇措

施。出所前個案評估，依其需求

轉介醫療機構持續追蹤治療。 

三、 矯正機關心社人員勞務承攬方式

的建議，上級機關在通盤規畫之

下刻正爭取將心社人員納入正式

人力，若正式納入矯正機關人員

編制，將可和現有教輔人力形成

一工作團隊，可望提升收容人輔

導處遇成效。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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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1 

實務上觀察，與一般社會大

眾相比，收容人的家庭支持力

量極為薄弱，建議可由此方面

著手協助收容人，當收容人的

家庭支持力量強壯時，對其約

束力或有不同的效果。 

  矯正機關收容人在機關內受拘束，雖能暫時達到戒癮的

機會及效果，但終有一日將回歸社會及家庭。 

  本所除鼓勵收容人與家庭保持聯繫以及參加各式家庭支

持活動(如面對面、電話懇親活動、電子聯絡簿、「溫馨傳

情—愛在雲端」Line 影音傳情活動、枕邊細語專案、及時

雨-援助收容人高關懷家庭方案等)，也利用各教化輔導活

動場合，提供並告知回歸社會生活可利用之資源及管道，

本所並有彙整社會資源卡供出所更生人運用。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112 1 

酒駕、勒戒收容人成因上雖

然複雜，但多有精神成癮甚至

腦部上的疾病等，矯正機關並

非專業醫療機構，除了提升法

律上的責任達到嚇阻效果以

外，或許可以思考將該類收容

人由專業醫療機構進行治療，

方能達到釜底抽薪之效。 

 

對於酒駕、勒戒收容人具有成癮性的物質依賴行為，本

所已引進醫療資源與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台南奇美醫

院合作，針對個案的門診病歷、成癮態樣、程度、身心狀

況，共同協助診療及辦理正念小團體輔導等處遇措施。出

所前個案評估，依其需求轉介醫療機構持續追蹤治療。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112 1 

業務單位另有反映心社人員

勞務承攬人力每年一聘，人力

更迭頻繁導致經常性須交接、

新進人員需重新適應學習，影

響實務運作，建議矯正署可審

酌調整勞務承攬契約的採購方

式。 

矯正機關心社人員勞務承攬方式的建議，上級機關在通

盤規畫之下刻正爭取將心社人員納入正式人力，若正式納

入矯正機關人員編制，將可和現有教輔人力形成一工作團

隊，可望提升收容人輔導處遇成效。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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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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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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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添購器材、教材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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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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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第1季討論會議紀錄 

記錄 蔡志瑋 

時間：112年3月28日(星期二)上午11時00分 

地點：本所2樓會議室  

主席：黃委員鈴富 

出席人員：藍委員菊梅、劉委員焜耀、李委員耿誠 (梁委員家瑜請假) 

列席人員：李祕書招宗、江科長鴻鈞 
 

壹、主席致詞：略。 

貳、議題討論：審議112年第1季視察報告。 

決議：通過 

 

叁、臨時動議：無。 

 

肆、12:00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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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第1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發言紀錄： 

黃主席鈴富：請劉委員焜耀為大家簡述視察經過與建議事項。 

 

劉委員焜耀：(略，詳如視察報告)。 

 

黃主席鈴富：請教所方在家庭支持這方面目前做法？ 

 

江科長鴻鈞：按上級頒發之相關收容人家庭支持計畫進行，可

分為「家庭支持」、「援助家庭」兩面向。 

(一)家庭支持，如： 

1.三節(春節、母親節、中秋節)面對面及電話懇親活動。 

2.電子家庭聯絡簿(年長者使用率較年輕族群低)。 

3.枕邊細語(童話故事錄音給12歲以下孩子，本所另結合

LINE通訊軟體辦理「愛在雲端」影音傳情活動)。 

(二)援助家庭：如 

1.及時雨─援助收容人高關懷家庭方案，引入外部資源對低

收入戶收容人家庭提供現金援助或物資關懷。 

2.收容人家裡如有年邁長輩或6歲以下孩童因其入監服刑，

恐有頓失照顧或經濟來源，經本所社工人員晤談評估後，

上社會安全網進行脆弱家庭通報，或轉介當地社福中心開

案後進行家庭訪視，並將辦理情形告知收容人，使其安心

服刑，對於政府良好政策有所感念自新，而達教化之成效。 

3.收容人於即將出所時，本所另有彙整相關社會資源洽詢管

道於一張「社會資源卡」上，提供出監所更生人使用。 

 

劉委員焜耀：貴所一般受刑人(相較於重型、常刑期，含酒藥

癮)較多，可否請貴所再補充，強化避免再犯、

增進動機上相關課程辦理情形、成效如何？ 

李委員耿誠：另請教所方科學實證之毒品犯處遇模式計畫已運

作多久?成效如何? 

 

江科長鴻鈞：觀察勒戒收容人按上級規劃之課綱辦理處遇課

程，成效誠如視察報告內無施用傾向收容人約

93%。 

本所辦理「科學實證毒品犯處遇模式計畫」之

外，同時與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合作辦理「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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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部矯正機關整合性藥癮治療服務暨品質

提升計畫」已達6年以上，引入醫療資源，每周

開辦門診提供醫療、專業心理師、社工師及護理

師等人員進行心理諮商、正念小團體輔導、大班

衛教宣導等處遇課程。依其成果報告復發率確有

下降。 

(註：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2022年9月研究結果發表，近4年

施用毒品受刑人經此處遇，再犯率為10.4%，低於宣講處遇者

再犯率24.7%，具有成效)  

 

藍委員菊梅：肯定所方作法，包含利用Line軟體辦理教化活動

的措施相當跟得上時代。另外貴所的社會資源卡

若多為物資上資源協助管道，或也可考慮加入精

神上的諮商資源等訊息，提供更完整的協助。 

 

黃主席鈴富：能否請教酒藥癮收容人入所後能接受諮商輔導的

比率為何？是否具諮商急迫性時由誰進行評

估？除收容人外，職員是否亦有酒藥癮相關職能

訓練？ 

江科長鴻鈞：  

(一)勞務承攬心社人員按照契約每人每月案量至少20件，而酒

藥癮收容人約佔本所將近五成，處理量能實屬有限，故優

先就經評估有諮商需要者，方安排心社人員輔導，目前無

相關統計數據惟比例應不高。 

(二)收容人是否有諮商急迫性，依照入所資料(簡式量表、攜

入藥品種類、行為樣態等)，以及場舍主管等第一線人員

判斷認有需要時隨時填單轉介。 

(三)職員有持續安排醫事人員及合作藥局藥師進行酒藥癮常

識相關的教育訓練，另亦有定期安排自殺守門人課程。 

(四)社會資源卡內容除了社會福利、就業協助、醫療、戒毒等

資源之外，亦包含各縣市心理衛生諮商資源等資訊。 

 

李祕書招宗： 

補充目前本所編制員額內之心社人員有約聘心理師、個案管

理師各1位。因公務人員有總員額管制之限制，故各機關暫以

勞務承攬方式辦理，雖目前因契約因素每年替換人員而有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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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問題發生，惟目前心社人員仍對機關、收容人及收容人家

庭與社會問題的助益甚大，未來期望會納入正式編制。 

黃主席鈴富： 

監所若有引進心社人員前、後的再犯率等相關量化數據或許

可進一步說服上級機關儘速將心社人員納入正式人員編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