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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有關監禁對受刑人影響的研究主要關注於監禁的負面影響和相關壓力面
向，近年則有國外研究指出有些女性受刑人自陳在監期間發生正向的生命改變。鑒
於臺灣女性毒品受刑人之再犯問題亟待解決，研究目的主要探討影響女性毒品受刑
人在監期間決意中止犯罪之相關因素，期能協助其遠離毒品及中止犯罪。本研究
以臺灣三所女子監獄之毒品受刑人為研究對象進行問卷施測，總計406名女性受刑
人參與，有效問卷400份。研究結果顯示，本次入監已服刑時間愈長、助人利他程
度愈高及決斷力（ agency ）程度愈高者，其決意中止犯罪的程度愈高，其中又以
助人利他對決意中止犯罪之影響程度最大。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相關處遇策略
及實務工作建議供刑事司法機關與矯正工作人員參考；惟本研究僅針對女性毒品受
刑人，亟待未來研究能探討不同犯罪類型的受刑人在監期間決意中止犯罪之相關因
素，以提升復歸社會的可能性。

關鍵字│女性受刑人、助人利他行為、決斷力、自我信念、正向情緒、 

                  決意中止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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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incarceration on prisoners has mainly focused on the negative 
impacts and associated stressors. However, rec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some female inmates 
report positive life changes during their incarceration. Given the urgent need to address the high 
recidivism rate among female drug offenders in Taiwan, this study primarily investigat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female drug offenders' determination to terminate criminal behaviors during 
incarceration. The study surveyed 406 female drug offenders from three women's prisons in 
Taiwan, with 400 valid respon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onger the incarceration period they 
served, the higher levels of altruism and agency they perceived, leading to the greater anticipated 
desistance. Among the predictors, altruism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anticipated desistance.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ults, relevant treatment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for criminal justice agencies 
and correctional staff to assist female drug offenders in staying away from drugs and terminating 
criminal behaviors.

Keywords : female inmates, altruism, agency, core self, positive affect, anticipated d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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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根據法務部統計資料，近十年（2013年至2022年）我國在監女性受刑人所犯
罪名均以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者占五成至七成居首；此外，在2019年至2022年
撤銷假釋的女性更生人中，再犯罪名亦均以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為最多，足見解
決女性毒品受刑人的再犯問題已是當務之急。

中止犯罪理論大多以男性為基礎建立，尙不淸楚能否對女性提供相同的解釋
（ Rodermond et al., 2016）。雖有研究指出中止犯罪的過程在男性和女性之間大致相
同（ Sommers et al., 1994），然如同 McIvor 等（2004）認為中止犯罪相關因素在男性
和女性之間有所不同，許多研究亦顯示影響個體中止犯罪的因素具有性別差異，例
如：伴侶關係（ Benda, 2005; Cobbina et al., 2012）、擁有孩子（ Benda, 2005; Giordano 

et al., 2011）及支持性關係（ Benda, 2005; Cobbina et al., 2012）等因素對女性的影響
大於男性（ Rodermond et al., 2016）。此外，儘管社會復歸對男性和女性皆具有挑戰
性，研究發現女性遠離犯罪和復歸社會的途徑及出監時的需求均較男性更為複雜

（ Allen, 2018; Gelsthorpe et al., 2007），許多女性受刑人可能因被害經歷（如暴力和性
虐待）或精神疾病等因素而面臨與男性不同的困境及挑戰（ Corston, 2007），大多
數女性受刑人甚至在出監時感到準備或支持不足（ Hamlyn & Lewis, 2000），而這些
復歸障礙可能對中止犯罪產生影響（ McIvor et al., 2009），因此探討影響女性中止犯
罪的因素十分重要。

過去有關監禁對受刑人影響的研究主要關注於監禁的負面影響和相關壓力面
向，監禁通常被描述為痛苦且毫無希望的過程（ Ugelvik, 2022），甚至是一種創傷經
驗（ van Ginneken, 2016）。惟目前已有國外研究顯示，有些受刑人於監禁期間發生
正向的生命改變（ Crewe & Ievins, 2020; Kazemian 2019; Schinkel 2014），亦有研究開
始探討受刑人在監期間所發生的創傷後成長（ post-traumatic growth, PTG ）。研究指
出監禁初期受刑人可能因難以適應陌生環境、面對較預期嚴厲的判決及與家人分離
等挑戰而感到痛苦；然而，有些受刑人藉由找到監禁意義而逐漸適應並設法克服這
些挑戰，監禁經歷因此成為促進個人發展和重建正向自我認同的機會，進而促使其
中止犯罪（ van Ginneken, 2016），原先充滿痛苦與挑戰的監禁經歷因而成為建立美
好生活的轉折點（ turning point ）（ Elisha et al., 2013; Mapham & Hefferon, 2012; 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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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nneken, 2016; Vanhooren et al., 2018）。

觀之我國中止犯罪相關實證研究大多係針對毒品犯，研究內容包含成年男性藥
癮者（黃家慶，2011）、成年女性藥癮者（許詩潔，2021）、涉毒靑少年（石孟儒，
2012）、初次施用毒品者（姜瑞瑩，2013；吳學偉，2014）、受觀察勒戒人（鄭勝天，
2020）、特定毒品（如：K 他命、安非他命）施用者（齊沛瑜，2016；張祺，2018）
及針對初犯與再犯者（張智雄，2013）和男性與女性犯罪者（蘇嘉芬，2017）之比較；
其次為針對少年中止犯（李國隆，2010、2013；張淑慧，2013；葉碧翠，2020）；
此外，另有少數中止犯罪相關研究係針對女性犯罪者（黃婉琳，2009）、假釋受刑
人（劉士誠，2014；連鴻榮等，2018）、更生人（李潼惠，2019）、幫派成員（沈品璇，
2010）、暴力性侵害加害人（黃婉鈺，2016；周文勇、黃婉鈺，2018）及親密關係
暴力加害人（陳怡靑，2016）等不同研究對象與犯罪類型。綜觀以上研究，我國目
前少有探討女性毒品受刑人在監期間決意中止犯罪之相關實證研究，與此較為相關
者，針對女性成年毒品犯部分，僅許詩潔（2021）之研究係針對女性毒品受保護管
束人；而在監受刑人預期未來中止犯罪部分，則僅蘇嘉芬（2017）在研究中有以毒
品受刑人本身的預期性觀點探討影響其未來中止或持續犯罪的潛在重要因素。

綜上所述，雖有許多國外研究探討受刑人在監期間產生正向改變且有助於中止
犯罪的現象，惟國內目前仍少有受刑人在監期間決意中止犯罪的相關實證研究。因
此本研究透過量化問卷探討促使女性毒品受刑人在監期間產生正向改變及決意中止
犯罪的潛在影響因素（如：自我認知變化、正向情緒、助人利他與決斷力等），以
了解女性毒品受刑人如何從監禁中尋找意義及決意中止犯罪，期能提供刑事司法機
關與矯正工作人員相關處遇策略及實務工作建議，藉此設計使受刑人正向思考監禁
經驗且有助於決意中止犯罪之相關處遇方案，以協助其遠離毒品及中止犯罪，進而
順利復歸社會，提升矯治處遇之成效。

貳、 文獻回顧

一、	 決意中止犯罪

「決意中止犯罪」（anticipated desistance ），或稱為「預測中止犯罪」（predi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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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stance ）、「對中止犯罪的樂觀態度」（ optimism regarding desistance ），係指犯
罪者對自己未來成功遠離犯罪之機會的主觀看法（ Friestad & Skog Hansen, 2010）。
中止犯罪的過程涉及個人層面的不同決策階段（ Friestad & Skog Hansen, 2010），而
決意中止犯罪是中止犯罪領域中的重要概念；決意中止犯罪對於實際中止犯罪可能
很重要，對未來抱持希望似乎是實現中止犯罪的關鍵（ Villman, 2021）。Doekhie 等

（2017）發現對出監後生活有明確期望的人更有可能實現目標，該研究中超過75%

的人在出監後三個月時達到出監前對於自己未來犯罪或不犯罪的預期，其中在11

名預期出監後不再犯罪的男性受刑人中，有9名達成出監前之預期；此外，英國再
犯動態研究（British Dynamics of Recidivism Study）追蹤130名中等風險的男性受刑人，
發現其出監前的預測與兩年及十年後的自陳犯罪之間存在一致性；然而，只有37%

的樣本被認為在十年後成功停止犯罪（ Burnett & Maruna, 2004），顯示受刑人希望與
實際中止犯罪之間的差異。

許多研究亦發現大多數的受刑人樂觀看待出監後中止犯罪的可能性（ Friestad 

& Skog Hansen, 2010; van Ginneken, 2016; Villman, 2021），反映出受刑人的高度樂
觀，其正面影響為當受刑人為自己想像未來，並努力在當下採取行動，將使預期
結果更有可能發生（ Ugelvik, 2022）；然而，若此高度樂觀為 「不切實際的樂觀」

（ unrealistically optimistic ）—— 錯誤地認為一個人遇到問題的可能性低於其他人的
狀態（ Weinstein, 1980），則將產生負面影響，即當受刑人過度高估未來成功中止犯
罪的可能性時，可能導致其減少對於出監後生活的準備和計畫或認為不需接受處
遇，而增加失敗的風險（ Dhami et al., 2006; Friestad & Skog Hansen, 2010; Visher et al., 

2003）。

影響中止犯罪的個人與社會因素包括：親密伴侶、婚姻、子女、家庭、就業、
教育、同儕、宗教、心理健康、毒品施用及經濟獨立等，研究發現這些因素對中止
犯罪的影響具有性別差異，例如：擁有高品質的關係及與支持性的親友建立社會
聯繫對女性的影響大於男性（ Rodermond et al., 2016）。此外，有助於中止犯罪的個
人和社會因素並非單獨運作，而是與決斷力（ agency ）等內在因素有關，例如：
許多女性表示感覺自己有能力和動力改變有助其為中止犯罪付出努力（ Rodermond 

et al., 2016），Burnett 與 Maruna（2004）的研究亦指出，對未來的控制感與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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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止犯罪之間存在很強的相關性。過去有些研究提到中止犯罪如何在矯正機構中
發生（ Bullock et al., 2019; Cleere, 2020; de Vel-Palumbo, 2023; Kazemian, 2019; Maier & 

Ricciardelli, 2022），然而因監所創造處遇環境的能力有所差異，對於受刑人的影響
亦不同，Giordano 等（2002）認為監禁經驗可能並未像其他因素（如宗教及為人父
母）能帶來改變的契機，因此監禁對中止犯罪的影響在實證研究中並未有一致的發
現（ Schinkel, 2015）。

二、	 自我信念

自我信念（ core self ）是個體對自我認識最根本、核心的層次，涵蓋對自我基
本價値、信念、能力及身分的認知和情感體驗。自我信念與個體的感知自我有密
切關係，但更加穩定和持久（ Ryan & Deci, 2017）。此外，自我信念與良好的心理健
康和正向積極的人格特質相關。研究發現擁有穩定自我信念的人更容易感到幸福
和滿足，並更傾向選擇符合自我核心價値觀的行為模式（ Crocker & Canevello, 2008; 

Vansteenkiste et al., 2020）。

中止犯罪是一個持續的過程，並非僅止於犯罪行為停止的那一刻，在中止犯
罪的背後包含了個人自我信念、認知、態度及社會網絡等要素的改變（ Aresti et al., 

2010; Kruttschnitt & Kang, 2021; Stone, 2016）。而 Maruna（2001）於 《 Making Good 》
著作中提及 「救贖腳本」（ redemption script ）之概念，指出成功中止犯罪者會表
達出一個「新的、進步的」自我信念，且這樣的自我在認知或情感上皆與犯罪無關，
並將過去的犯罪行為歸因於個人以外的失敗（如同儕壓力、受暴經驗或缺乏成功機
會等），與自身的核心信念無關。Veysey 等（2013）的研究則同意 Maruna（2004）
的看法，認為中止犯罪者對於生命中正面事件的看法較多為內歸因且較穩定；而對
於負面事件的發生則較常歸因於外部因素。Christian 等（2009）針對更生人進行的
訪談研究中也發現，成功中止犯罪者在敘述過去犯罪事件時，更多的是表達自己原
始的正向信念及面臨的成癮問題，而不認為其面臨犯罪事件是因為自己本質上是糟
糕、罪惡深重的。

過去研究也發現自我信念的重要性在於幫助犯罪者擺脫犯罪身分的標籤，並建
立新的身分和角色。在重建自我信念的過程中，個人逐漸建立對自我價値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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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其對生活的積極性和決意中止犯罪的信心（ Liem & Richardson, 2014）。而女性
受刑人在監禁過程中，常因犯罪行為而懷疑自我價値、失去生活的意義和方向，進
而陷入犯罪惡性循環中。因此重建女性受刑人正向的自我信念是影響其成功改變行
為的關鍵因素。

三、	 自我認同

根據互動主義觀點（ interactionism ），個體透過與他人的互動，從他人的反應
和評價中建構自我認同（ self-identity ），進而影響其行為選擇（ Burke, 1980; Markus 

& Nurius, 1986）。近年關於自我認同的研究也強調個人的行為反映其對於自我身分
的認同程度（ Brenner et al., 2014; Burke & Stets, 2009; Serpe & Stryker, 2011），如 Callero

與 Piliavin（1983）即發現個人對於自己身為捐血者的身分認同程度決定了個人捐血
的頻率。Carter（2013）的研究則發現對於自我身為道德者的認同程度可以預測個
人的道德行為。由此可見，相對於自我信念的穩定性及長久性，自我認同的概念存
在著連續性及反身性（ reflexivity ），依據個人與他人的互動過程有所改變。

而自我認同的轉變被認為與個人中止犯罪具關聯性。Giordano 等（2002）的
研究認為中止犯罪的過程中包含個人認同的轉變，其認同 Mead（1964）的觀點，
認為自我認同會影響認知上的轉變，當個體能夠想像並塑造一個 「替代自我」

（ replacement self ）來取代過去的自我時，便會產生認知上的改變，進而推動其決
策及行為的轉變。

而相較於加強對於個人的社會控制，改變其對於自我的身分認同才是改變過
去行為及發展親社會行為的關鍵。當犯罪者認為自己從過去身分獲得的益處較不
犯罪的身分多，便會選擇維持犯罪者的身分。反之，只要犯罪者發現犯罪身分帶
來的成本高於益處，以及看見自己的失敗導因於自己的短視近利且可能影響到未
來，便會影響其身分認同產生轉變，由過去犯罪的身分認同轉為親社會的身分認同

（ Paternoster & Bushway, 2009; Paternoster et al., 2016）。而新的、親社會的自我認同
會進一步觸發個人行為的改變，與犯罪和藥物濫用行為的減少具有顯著且持續性的
關聯，如：不再透過販毒或偷竊維生，或遠離不良的生活模式轉而從事主流社會認
同或非犯罪的工作（ Na et al., 2015; Rocque et al., 2016; Shover,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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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正向情緒

Hunter 與 Farrall（2018）的研究發現情緒可能會提供中止犯罪的動力，當受刑
人透過中止犯罪獲得正面的體驗時，可能會意識到改變行為可以產生積極的結果，
例如維持有價値的人際關係。然而，該研究也發現中止犯罪可能會引起受刑人的負
面情感，因為作為犯罪者的現在自我與中止犯罪的未來自我相衝突，此種身分轉變
會讓嘗試中止犯罪的個體感到矛盾，他們知道不應該犯罪，但內心卻產生犯罪的衝
動。因此在中止犯罪的初期階段，個體可能需要克服內心衝突並抵制情感衝動，才
能成功地避免犯罪。

Gredecki 與 Turner（2009）指出正向情緒（ positive affect ）可以提升復原力，
當個體經驗到正向情緒時，這些正向情緒可促使個體擴展自己的認知和行為範圍，
使其能夠對困境作出有意義的詮釋，進而強化自身的因應能力，能夠更有效地解決
問題並應對具有挑戰性的生活事件。近年研究也提及當受刑人開始與他人建立親密
關係或是得到社會支持時，會降低其經歷負面結果的可能性並獲得正向情緒，這會
成為他們應對問題情境時的助力（ Giordano, 2022; Uchino et al., 2018）。

根據 Giordano 等（2002）的研究，認知轉變對於行為改變是至關重要的，這種
改變可能來源於角色轉換的經歷，因為受刑人最終會意識到犯罪行為和使用毒品並
不是理想的應對方式。這種與情感領域有關的認知變化對中止犯罪具有影響，因為
它能夠促進個人調節或管理情緒的能力，使犯罪者能夠以適當的方式因應困境，而
有助其重新融入社會並成為有益的成員。研究發現犯罪者在中止犯罪過程中所感受
到的悔恨、羞愧和罪惡感等負面情感會逐漸被希望感、自尊心和成就感等正向情
緒所取代，表示中止犯罪似乎伴隨著負面情感的減少和正向情緒的增加（ Farrall & 

Calverley, 2006; Healy, 2013）。

五、	 助人利他

Agnew（2014）的社會關懷理論（ social concern theory ）主張應積極擴展人性
的利他及社會關懷行為，以減低犯罪發生的可能性。具有高社會關懷的人通常會關
心他人、渴望與他人建立強烈的情感和合作關係，並擁有一定的道德意念（ moral 

intuition ）（如不傷害無辜的人），因此社會化程度較高、較順從主流社會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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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誘惑或挑釁時也較不容易以犯罪行為作為回應方式。

近年研究也提及參與助人利他行為（ altruism ）有助於減少再犯問題。讓受刑
人從事社區服務等利他或親社會活動，除了能夠讓受刑人為過去錯誤行為做出補
償、發展實用技能外，潛藏在利他行為下的轉變機制也有助受刑人順利復歸及提升
矯治成效（ Cooke, 2017）。從事親社會活動所帶來的成果，無論是實質的成就抑或
幫助他人帶來的正向感受，皆能夠提升受刑人的自我價値感及自尊，並鼓勵其為中
止犯罪持續努力（ Toch, 2000）。此外，研究也發現助人角色能滿足個人的歸屬感，
助人行為帶來成就感以及與他人的連結，不只為生命帶來意義及目的，也使其改變
對於自我的想法，認為自己對於他人而言是具有價値的（ Aresti et al., 2010）。

除了從事社區中的利他活動，許多研究也發現透過互相幫助的過程，每個人同
時都是助人者及受助者。透過互相分享個人經驗及資訊、給予支持及希望，能夠幫
助個人提升心理社會適應（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能力、得到自我療癒以及培養
道德感，成功從創傷中復原（ Jang et al., 2020; Silverman, 2013）。而 LeBel 等（2015）
的研究中，發現 「受創的療癒者」（ wounded healer ）身分也有助於中止犯罪。以
自身經驗幫助其他有相似經歷者能夠讓更生人產生自我身分認同上的改變，從過去
的犯罪者身分轉變為幫助其他更生人減少再犯的問題解決者。Heidemann 等（2016）
研究也發現，助人帶來的正面感受讓女性更生人認為自己對社會有正向貢獻，有助
提升其自尊，可能激勵其成功復歸。此外，助人利他行為也幫助女性更生人與親社
會的他人產生連結，進而增進其社會支持，對中止犯罪有長期效果。

六、	 決斷力

決斷力（ agency ）可以定義為個人對自身生活的主動掌控和自我決策的能力，
而對於中止犯罪者，決斷力係指其透過對自己生活的控制感和決策來推動自身的改
變和重建，研究也發現中止犯罪者往往認為自己有能力可以控制自身的行為和周遭
環境，從而表現出程度較強的決斷力（ Maruna, 2001）。在 Laub 與 Sampson（2003）
的研究中，決斷力在持續和中止犯罪過程中的核心重要性也得到了支持。他們認為
決斷力涉及個人在生活中作出選擇的能力，並透過這些選擇對自己的生活進行控
制。Maruna（2001）針對中止犯罪者的訪談中，受訪者將其能夠成功重建自己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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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歸因於發展出決斷力及得到社會支持和鼓勵，他們也強調自我反思（如反思過去
的錯誤和犯罪行為）的重要性，以及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此有助其做出正面的改
變。

Liem 與 Richardson（2014）的研究發現區別非中止犯罪者與中止犯罪者的關鍵
因素在於決斷力，再次入監服刑的人較缺乏決斷力，而中止犯罪者表示投入監所處
遇課程有助於提升其決斷力。Hunter 與 Farrall（2015）觀察並比較停止用毒者和持
續用毒者之間的差異，結果發現相較於持續用毒者，停止用毒者傾向於維持規律的
生活模式，並且重新評估家庭的重要性。在後來的研究裡，Hunter 與 Farrall（2018）
強調當中止犯罪者面臨特定的犯罪機會，並且需要決定是否犯罪時，決斷力的作用
非常重要，也指出在中止犯罪的過程中，中止犯罪者理解當下的未來自我的重要
性。

七、	 小結

綜合上述文獻，影響受刑人中止犯罪的潛在因素中，首先，正向的自我信念有
助於犯罪者擺脫犯罪身分的標籤，並建立新的身分和角色，進而提高其對於生活的
積極性及中止犯罪的信心（ Liem & Richardson, 2014）；而自我認同的改變對於減少偏
差行為亦具有一定影響力（ Giordano et al., 2002; Na et al., 2015; Rocque et al., 2016）。
其次，正向情緒可增進中止犯罪者的情緒管理能力與復原力，並擴展認知及行為範
圍，進而透過對困境作出有意義的詮釋，因應具有挑戰性的生活事件，了解其目標
並非只可透過犯罪行為來達成（ Giordano et al., 2002; Gredecki & Turner, 2009; Hunter 

& Farrall, 2018）；此外，當個體關注社會的利益、價値和原則時，更有可能遵守法
律、尊重他人權利，並表現出利他行為（ Agnew, 2014），且從事助人利他行為的過
程為個人生活帶來意義與目的，並有助於增進道德感及建立社會支持，進而幫助犯
罪者順利復歸（ Heidemann et al., 2016; Jang et al., 2020; LeBel et al., 2015）。最後，決
斷力可以影響個人決定是否持續犯罪（ Hunter & Farrall, 2018），決斷力程度較強的人
認為自己有能力控制自身行為和生活（ Johnston et al., 2019; Maruna, 2001），且會尋
找解決問題的方法，因而有助於犯罪者產生正向改變（ Maruna, 2001）。

因此，本研究結合上述國外文獻中可能影響犯罪者中止犯罪的相關因素，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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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毒品受刑人的自我信念、自我認同、正向情緒、助人利他或決斷力之程度愈
高，其決意中止犯罪的程度愈高，以檢視這些變項對於臺灣女性毒品受刑人在監期
間決意中止犯罪之影響。

參、 研究方法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問卷調查法，以立意抽樣方式於法務部矯正署三所女子監獄選取受
試者，研究對象條件為年滿20歲、心智正常且本次罪刑或前科為毒品罪之女性受
刑人。為保障受試者權益，本研究通過某國立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之審
查，並經法務部矯正署及監所審核通過後，由監所人員招募符合研究對象條件且有
意參與研究之受刑人。問卷施測前，由研究主持人向研究對象說明研究目的、參與
研究之相關權益（如：受刑人有隨時終止塡答問卷之權利且未完成之問卷不予以分
析）及問卷塡答方式，在徵得研究對象之同意並簽署參與同意書後，方進行問卷調
查；回收問卷時，研究團隊針對問卷中漏答或誤答之部分，確認受試者的塡答意願
或作答選項，以提升塡答完整性。本研究之資料蒐集期間為2023年1月至2月，共
計發放406份問卷，剔除答題不完整及不符研究對象資格之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
為400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98.5%。

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樣本共400人，研究對象之人口變項如表1所示，受試者年齡介於
25至69歲之間，平均為44.46歲（ SD=8.77），本次入監已服刑時間平均為60.17個
月（ SD=49.81）；教育程度方面，大多數為國中以下（47.8% ）或高中職（47.0% ），
二者合計占94.8%；目前婚姻狀態方面，已婚者占31.7%，未婚、離婚或喪偶者占
68.3%；工作狀況方面，入監前有全職工作者占41.1%；健康狀況方面，多數受試者

（70.8% ）認為目前自身健康狀況為良好或非常良好；宗教信仰方面，多數受試者
有宗教信仰，占77%；家人通訊情形方面，即最近三個月受試者與家人（父母、配
偶或兄弟姊妹等）接見或通信之頻率，至少一個月一次以上者均超過半數，分別為
58.5%、68.8%，約二至三個月一次者分別為15.4%、15.2%，過年及節慶時才接見或
通信者分別占15.6%、9.4%，從未者則分別占10.6%、6.6%；犯罪經歷方面，首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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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的年齡介於10至54歲之間，平均為22.04歲（ SD=8.21），且大多數的受試者在本
次入監前曾進入矯正機關（79.9% ）。

表1 研究對象之人口變項

變項 N	(%) M	(SD)

年齡 — 44.46 (8.77)

首次用毒年齡 — 22.04 (8.21)

本次入監已服刑時間 — 60.17 (49.81)

教育程度

國中 ( 含 ) 以下 182 (47.8) —
高中職 179 (47.0) —
專科 12 (3.1) —
大學 8 (2.1) —

目前婚姻狀態
已婚 126 (31.7) —
未婚 / 離婚 / 喪偶 272 (68.3) —

本次入監前工作狀況
全職工作 164 (41.1) —
非全職工作 235 (58.9) —

目前健康狀況

相當良好 142 (36.4) —
良好 134 (34.4) —
普通 101 (25.9) —
不好 11 (2.8) —
相當不好 2 (0.5) —

宗教信仰
有 308 (77.0) —
無 92 (23.0) —

家人通訊情形

最近三個月與家人
接見之頻率

至少一個月一次以上 232 (58.5) —
約二至三個月一次 61 (15.4) —
過年及節慶 62 (15.6) —
從未 42 (10.6) —

最近三個月與家人
通信之頻率

至少一個月一次以上 272 (68.8) —
約二至三個月一次 60 (15.2) —
過年及節慶 37 (9.4) —
從未 26 (6.6) —

本次入監前是否曾進入矯正機關
是 318 (79.9) —
否 80 (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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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測量變項與工具

本研究為了解影響臺灣女性毒品受刑人在監期間決意中止犯罪之潛在因素，以
問卷測量上述影響決意中止犯罪之相關面向，表2顯示各變項之測量題項、計分方
式及 Cronbach's α 係數，以下分述各變項之研究工具：

( 一 )	 依變項

本研究之依變項為決意中止犯罪（ anticipated desistance ），參考自 Friestad & 

Skog Hansen（2010）之題項，主要測量受試者對於自己出監後中止犯罪或不再接
觸毒品之主觀看法，共2題，以李克特六點量表計分（1= 非常不同意，……，6=

非常同意）。此分量表經內部一致性分析，Cronbach's α 係數為 .919，具良好信度；
建構效度方面，因素負荷量均為 .962，特徵値（ Eigenvalue ）為1.851，解釋變異量
為92.55%。

( 二 )	 自變項

本研究之自變項為自我信念、自我認同、正向情緒、助人利他、決斷力等五
項，分述如下：

自我信念（ core self ）的測量題項參考自 Liem 與 Richardson（2014）之研究結
果中屬於 「良好核心自我」（ good core self ）元素之受訪者陳述，並稱之為自我
信念，主要測量受試者相信自己核心內在 / 本質良好的程度，共4題，以李克特五
點量表計分（1= 非常不符合，……，5= 非常符合）。此分量表經內部一致性分析，
Cronbach's α係數為 .680，具一般信度；建構效度方面，因素負荷量介於 .685至 .760

之間，特徵値為2.071，解釋變異量為51.78%。

自我認同（ self-identity ）的測量題項取自宋麗玉（2006）的增強權能量
表、O'Sullivan 等（2018）所建立測量犯罪者復歸社會信念問卷及 Rocque 等

（2015）於研究中所使用的部分題項，主要測量受試者對於自我價値的認同程
度，共 6題，以李克特五點量表計分（1= 非常不符合，……，5= 非常符合），
反向題在編碼時反向計分。此分量表經內部一致性分析，Cronbach's α 係數
為 .771，具一般信度；建構效度方面，因素負荷量介於 .643至 .738之間，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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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値為 2.839，解釋變異量為 47.31%。

正向情緒（ positive affect ）的測量題項取自 Watson 等（1988）的正負向情緒
量表（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 PANAS ），主要測量受試者近期的情緒狀
態，共8題，以李克特五點量表計分（1= 從不，……，5= 總是），反向題在編碼時
反向計分。此分量表經內部一致性分析，Cronbach's α 係數為 .706，具一般信度；
建構效度方面，因素負荷量介於 .419至 .723之間，特徵値為2.671，解釋變異量為
33.39%。

助人利他（ altruism ）的測量題項為研究者自行設計，主要測量受試者的助人
利他經歷及意願，共3題，以李克特六點量表計分（1= 非常不同意，……，6= 非
常同意）。此分量表經內部一致性分析，Cronbach's α 係數為 .891，具良好信度；
建構效度方面，因素負荷量介於 .887至 .919之間，特徵値為2.472，解釋變異量為
82.41%。

決斷力（ agency ）的測量題項採用 Lloyd（2007）的個人中止犯罪決斷力量表
（ Personal Agency for Desistance Scale ）、Lloyd 與 Serin（2012）的中止犯罪決斷力問
卷（ Agency for Desistance Questionnaire ）及 O'Sullivan 等（2018）所建立之測量犯
罪者復歸社會信念問卷的部分題項，主要測量受試者對於中止犯罪的控制感，共12

題，以李克特六點量表計分（1= 非常不同意，……，6= 非常同意），反向題在編
碼時反向計分。此分量表經內部一致性分析，Cronbach's α 係數為 .868，具良好信
度；建構效度方面，因素負荷量為 .463至 .814之間，特徵値為5.368，解釋變異量
為44.73%。

( 三 )	 控制變項

本研究之控制變項共十項，包含：年齡、教育程度、目前婚姻狀態、入監前工
作狀況、本次入監已服刑時間、首次用毒年齡、本次入監前曾進入矯正機關、宗教
信仰、目前健康狀況及家人通訊情形（含接見及通信）。其中，目前婚姻狀態（1=

已婚，0= 未婚、離婚或喪偶）、入監前工作狀況（1= 全職工作，0= 非全職工作）、
本次入監前曾進入矯正機關（1= 是，0= 否）及宗教信仰（1= 有，0= 無）於編碼
時使用虛擬變數（ dummy vari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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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變項之量表題目、計分方式及內部一致性結果

變項及題目 選項 Cronbach's α

決意中止犯罪（ anticipated desistance ）
（ Friestad & Skog Hansen, 2010）
我認為我這次出監後不會再犯罪。
我認為我這次出監後不會再接觸毒品。

1= 非常不同意
2= 不同意
3= 有點不同意
4= 有點同意
5= 同意
6= 非常同意

.919

自我信念（ core self ）（ Liem & Richardson, 2014）
我覺得自己是個好人。
我的過去所帶來的標籤不會影響我的價値。
我覺得自己是個無私的人。
我覺得自己很誠實而且心胸開放。

1= 非常不符合
2= 不符合
3= 有點符合
4= 符合
5= 非常符合

.680

自我認同（ self-identity ）
（宋麗玉，2006; O'Sullivan et al., 2018; Rocque et al., 2015）
我覺得自己是不眞誠的人。(R)
我覺得自己行為不良。(R)
我基本上就是個犯罪者，而且可能一直都會是。(R)
我認為自己是一個有價値的人。
我覺得自己在社會中微不足道。(R)
我永遠無法融入一般人的生活。(R)

1= 非常不符合
2= 不符合
3= 有點符合
4= 符合
5= 非常符合

.771

正向情緒（ positive affect ）（ Watson et al., 1988）
在最近2週內，感到興奮。
在最近2週內，感到有活力。
在最近2週內，感到羞愧。(R)
在最近2週內，感到暴躁。(R)
在最近2週內，感受到鼓舞。
在最近2週內，感到有罪惡感。(R)
在最近2週內，充滿熱忱。
在最近2週內，感到沮喪。(R)

1= 從不
2= 偶爾
3= 有時
4= 常常
5= 總是

.706

助人利他（ altruism ）
在未來離開監所之後，我想用自己的經歷去幫助像我一樣的
人。
幫助別人的時候我感到很快樂。
在監所的時候，我會幫助其他受刑人。

1= 非常不同意
2= 不同意
3= 有點不同意
4= 有點同意
5= 同意
6= 非常同意

.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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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及題目 選項 Cronbach's α

決斷力（ agency ）（ Lloyd, 2007; Lloyd & Serin, 2012; O'Sullivan 
et al., 2018）
無論我如何努力，都注定無法停止犯罪。(R)
現實總是迫使我繼續犯罪。(R)
我足夠聰明，能夠學習我所需要的一切來幫助我過上不犯罪
的生活。
在我生活中的某些人，會因為我採取行動讓自己遠離犯罪，
而尊重我。
即使生活上有困難，我仍然會想辦法保持不犯罪。
我是否停止犯罪，是由我自己決定的。
當我試圖阻止自己犯罪時，我感到很無助。(R)
我覺得洗心革面是有可能的，而且我也想這麼做。
我一直都有能力阻止自己犯罪。
在我的人生中發生的事讓我無法再回到正常的生活。(R)
我的未來掌控在我手中。
老實說，我不會做長期計畫。(R)

1= 非常不同意
2= 不同意
3= 有點不同意
4= 有點同意
5= 同意
6= 非常同意

.868

註：(R) 反向計分題

肆、 研究結果

一、	 女性受刑人決意中止犯罪概況

如表2所示，本研究以 「我認為我這次出監後不會再犯罪」 及 「我認為我這
次出監後不會再接觸毒品」 二題，測量女性受刑人決意中止犯罪之程度。敘述性
統計結果顯示，高達86.5% 的受試者認為自己本次出監後不會再犯罪（含非常同意
55.4%、同意31.1% ），而認為本次出監後不會再接觸毒品者亦高達86%（含非常同
意55.3%、同意30.7% ）。

二、	 影響女性受刑人決意中止犯罪因素之相關性分析

本研究以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針對影響女性受刑人決意中止犯罪之相關因素
進行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決意中止犯罪與入監前工作狀況、本次入監已服刑時
間、宗教信仰、目前健康狀況、家人通訊情形、自我信念、自我認同、正向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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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利他、決斷力皆呈顯著正相關，即入監前從事全職工作、本次在監時間愈長、
有宗教信仰、目前健康狀況愈良好、與家人通訊（含接見及通信）頻率愈高及自我
信念、自我認同、正向情緒、助人利他、決斷力程度愈高者，其決意中止犯罪程度
愈高。此外，決意中止犯罪與本次入監前曾進入矯正機關呈顯著負相關，亦即本次
入監為初次進入矯正機關者，其決意中止犯罪程度較高。

變項 1 2 3 4 5 6 7 8

1. 年齡 1

2. 教育程度 -.228*** 1

3. 目前婚姻狀態 -.040 -.051 1

4. 入監前工作狀況 -.051 .112* -.040 1

5. 本次入監已服刑時間 .389*** -.149** -.083 -.017 1

6. 首次用毒年齡 .481*** -.041 -.130* .053 .119* 1

7. 本次入監前曾進入矯正機關 .055 -.161** .028 -.069 .022 -.129* 1

8. 宗教信仰 .177*** -.129* .027 -.014 .119* .114* .067 1

9. 目前健康狀況 -.211*** .073 .031 .116* -.064 -.171** -.032 -.077

10. 家人通訊情形 -.199*** .193*** .199*** -.010 -.095 -.129* -.042 -.006

11. 自我信念 -.031 .086 .019 .107* .007 -.008 -.032 -.012

12. 自我認同 -.029 .044 -.031 .198*** .160** .007 -.050 .012

13. 正向情緒 .071 -.072 .059 .118* .211*** -.041 .040 .091

14. 助人利他 -.029 .019 -.077 .113* .029 -.019 -.082 .148**

15. 決斷力 -.081 .078 -.009 .148** .091 -.012 -.099 .079

16. 決意中止犯罪 .042 .021 -.056 .119* .173** .078 -.122* .150**

表3 各變項之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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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影響女性受刑人決意中止犯罪因素之迴歸分析

本研究以多元迴歸分析探討控制變項（年齡、教育程度、目前婚姻狀態、入監
前工作狀況、本次入監已服刑時間、首次用毒年齡、本次入監前曾進入矯正機關、
宗教信仰、目前健康狀況及家人通訊情形）、自我信念、自我認同、正向情緒、助
人利他與決斷力對決意中止犯罪之解釋力與預測效果，並進行共線性檢定，根據所
得之變異數膨脹因素（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 ）係數均小於2.5，可知變項間無
多重共線性（ multicollinearity ）的問題。

變項 1 2 3 4 5 6 7 8

1. 年齡 1

2. 教育程度 -.228*** 1

3. 目前婚姻狀態 -.040 -.051 1

4. 入監前工作狀況 -.051 .112* -.040 1

5. 本次入監已服刑時間 .389*** -.149** -.083 -.017 1

6. 首次用毒年齡 .481*** -.041 -.130* .053 .119* 1

7. 本次入監前曾進入矯正機關 .055 -.161** .028 -.069 .022 -.129* 1

8. 宗教信仰 .177*** -.129* .027 -.014 .119* .114* .067 1

9. 目前健康狀況 -.211*** .073 .031 .116* -.064 -.171** -.032 -.077

10. 家人通訊情形 -.199*** .193*** .199*** -.010 -.095 -.129* -.042 -.006

11. 自我信念 -.031 .086 .019 .107* .007 -.008 -.032 -.012

12. 自我認同 -.029 .044 -.031 .198*** .160** .007 -.050 .012

13. 正向情緒 .071 -.072 .059 .118* .211*** -.041 .040 .091

14. 助人利他 -.029 .019 -.077 .113* .029 -.019 -.082 .148**

15. 決斷力 -.081 .078 -.009 .148** .091 -.012 -.099 .079

16. 決意中止犯罪 .042 .021 -.056 .119* .173** .078 -.122* .150**

變項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 年齡

2. 教育程度

3. 目前婚姻狀態

4. 入監前工作狀況

5. 本次入監已服刑時間

6. 首次用毒年齡

7. 本次入監前曾進入矯正機關

8. 宗教信仰

9. 目前健康狀況 1

10. 家人通訊情形 .037 1

11. 自我信念 .173** .147** 1

12. 自我認同 .231*** .143** .553*** 1

13. 正向情緒 .238*** .104* .311*** .465*** 1

14. 助人利他 .123* .117* .247*** .416*** .312*** 1

15. 決斷力 .271*** .179*** .364*** .625*** .427*** .494*** 1

16. 決意中止犯罪 .133** .147** .231*** .380*** .263*** .532*** .603*** 1

註：*p<.05, **p<.01, ***p<.001



60 第 13 卷第 1 期女性受刑人決意中止犯罪相關因素之探討

如表4所示，在模型一中，以所有控制變項分析決意中止犯罪之影響因素，結
果顯示本次入監已服刑時間、宗教信仰、目前健康狀況及家人通訊情形對決意中
止犯罪具顯著正向影響，即本次在監時間愈長、有宗教信仰、認為目前自身健康
狀況愈良好及與家人通訊頻率愈高者，其決意中止犯罪的程度愈高。此模型之 R2

為 .129，即所有控制變項可解釋決意中止犯罪12.9% 之變異量。

在模型二中，加入自我信念、自我認同進行分析，結果顯示本次入監已服刑時
間、宗教信仰、家人通訊情形及自我認同對決意中止犯罪具顯著正向影響，即本次
在監時間愈長、有宗教信仰、與家人通訊頻率愈高及自我認同程度愈高者，其決意
中止犯罪的程度愈高。此模型之 R2為 .206，扣除控制變項之 R2（ .129）後，得知
自我信念、自我認同二因素對決意中止犯罪變異量之影響為7.7%。

在模型三中，加入正向情緒、助人利他進行分析，結果顯示本次入監已服刑時
間與助人利他對決意中止犯罪具顯著正向影響，即本次在監時間愈長及助人利他程
度愈高者，其決意中止犯罪的程度愈高。此模型之 R2為 .359，顯示正向情緒、助
人利他二因素對決意中止犯罪變異量之影響高達15.3%，其中又以助人利他之影響
最大。

在模型四中，運用所有變項進行分析，結果顯示本次入監已服刑時間、助人利
他及決斷力對決意中止犯罪具顯著正向影響，即本次在監時間愈長、助人利他與決
斷力程度愈高者，其決意中止犯罪的程度愈高。此模型之 R2為 .458，即所有變項對
決意中止犯罪之影響程度高達45.8%，扣除由控制變項所解釋的12.9% 變異量，自
我信念、自我認同、正向情緒、助人利他與決斷力共可解釋32.9% 決意中止犯罪變
異量；此外，決斷力因素對決意中止犯罪變異量之影響為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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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決意中止犯罪之多元迴歸分析

自變項
依變項：決意中止犯罪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年齡 .001a (.014)b .003 (.014) -.002 (.013) .006 (.012)

教育程度 -.030 (.151) -.051 (.149) .030 (.137) -.037 (.126)

目前婚姻狀態  
（已婚 =1） -.135 (.211) -.118 (.209) -.024 (.194) -.068 (.178)

入監前工作狀況 
（全職 =1） .362 (.194) .229 (.194) .180 (.181) .143 (.166)

本次入監已服刑時間 .007** (.002) .005* (.002) .005* (.002) .004* (.002)

首次用毒年齡 .011 (.014) .009 (.014) .022 (.013) .017 (.013)

本次入監前曾進入矯正機關
（是 =1） -.440 (.266) -.406 (.267) -.131 (.248) -.153 (.231)

宗教信仰（有 =1） .546* (.226) .532* (.221) .162 (.208) .129 (.191)

目前健康狀況 .300** (.109) .158 (.111) .100 (.106) .005 (.098)

家人通訊情形 .099** (.029) .071* (.029) .048 (.027) .021 (.025)

自我信念 .044 (.043) .029 (.040) .005 (.037)

自我認同 .150*** (.037) .036 (.038) -.068 (.037)

正向情緒 .034 (.023) .004 (.021)

助人利他 .333*** (.041) .217*** (.040)

決斷力 .103*** (.013)

R2 .129 .206 .359 .458

Improved R2 .077 .153 .099

註：N=400, *p<.05, **p<.01, ***p<.001；a 非標準化迴歸係數（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b 標準誤（ Standard Error ）。

伍、 結論

一、	 結果討論與政策建議

本研究於臺灣三所女子監獄針對406名毒品受刑人進行問卷調查，以檢視影響
其決意中止犯罪之相關因素。相關分析結果顯示自我信念、自我認同、正向情緒、
助人利他、決斷力及家人通訊情形與決意中止犯罪皆呈顯著正相關；而多元迴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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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結果顯示助人利他及決斷力對決意中止犯罪具顯著正向影響。茲基於結果對研究
問題進行討論，並提供矯正處遇策略及實務建議：

( 一 )	 女性受刑人決意中止犯罪比例偏高

本研究中高達八成以上的女性受刑人認為自己在本次出監後不會再犯罪或接觸
毒品，整體決意中止犯罪比例偏高，此與過去研究發現受刑人對於出監後中止犯罪
的高度樂觀一致（ Friestad & Skog Hansen, 2010; van Ginneken, 2016; Villman, 2021）。
過去研究指出，決意中止犯罪對於實際中止犯罪可能很重要，對出監後生活有明確
期望的人更有可能實現目標（ Burnett & Maruna, 2004; Doekhie et al., 2017），受刑人
認為自己出監後能夠中止犯罪的樂觀態度，將使其以此為目標努力付出實際行動，
進而提升未來中止犯罪的可能性（ Doekhie et al., 2017）。本研究也發現女性受刑人
本次入監時間愈長，決意中止犯罪程度愈高，推測可能因其在監時間愈長，愈有可
能從處遇方案中獲益，進而產生正向改變。

了解受刑人對其出監後中止犯罪預期的影響因素，將有助於刑事司法機關與矯
正工作人員設計相關處遇方案，協助受刑人適應在監生活，並為出監後的生活及困
境擬定計畫與解決方案，以提升順利復歸社會的可能性（ Dhami et al., 2006）。惟須
留意若係過度且不切實際的樂觀，則可能導致受刑人減少其對於出監後生活的準備
和計畫或認為不需接受處遇，而增加失敗的風險（ Dhami et al., 2006; Friestad & Skog 

Hansen, 2010; Visher et al., 2003）。

( 二 )	 自我信念對女性受刑人決意中止犯罪之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自我信念與女性受刑人決意中止犯罪呈顯著正相關，意即結果支
持過去研究認為自我信念係幫助女性受刑人擺脫過去犯罪標籤並成功改變行為的因
素（ Liem & Richardson, 2014; Maruna, 2001）。因此，幫助女性受刑人增強自我信念
可作為矯正處遇策略的目標之一。而實證研究發現透過心理治療能夠重建犯罪者的
自我信念，進而促進中止犯罪的想法。Ward 與 Brown（2004）的研究中，提出 「優
活生活模型」（ Good Lives Model, GLM ），透過設立明確的生活目標及培養達成目標
必要技能及價値觀，建立對自己的正面認知，並重新定義生活目標及價値觀，進而
協助犯罪者重建自我信念，以減少犯罪行為的風險。 因此建議在矯正處遇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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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生活技能培訓、心理輔導及職業培訓等方式幫助女性受刑人建立積極的生活目
標，並藉由達成目標的過程提升其對自我價値的評價及重建自我信念。此外，過程
中能夠幫助女性受刑人發展出實踐美好生活的各項能力，有助其維持良好的生活狀
態，並遠離過去犯罪生活。

( 三 )	 正向情緒對於女性受刑人的助益

研究結果顯示正向情緒與決意中止犯罪呈顯著正相關，過去研究中也指出正
向情緒有助於提升復原力、強化問題因應的能力，且正向情緒如希望感、成就感
及自尊心的增加，在個人中止犯罪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Farrall & Calverley, 2006; 

Gredecki & Turner, 2009; Healy, 2013）。

正向心理學處遇課程中的身體掃描、呼吸、靜觀等元素皆有助於女性受刑人培
養正向情緒，有助其自我覺察及因應負面壓力，以平靜心情適應在監生活，進而做
出正向的改變（朱群芳等，2022）。除正向心理學課程外，過去研究也顯示瑜珈能
夠減少焦慮、憤怒情緒及壓力，且能夠提升生活滿意度，對於女性受刑人適應監
所生活、提升整體健康狀況以及後續的社會復歸皆帶來正面影響（ Auty et al., 2017; 

Bilderbeck et al., 2013; Derlic, 2020; Marefat et al., 2011）。因此建議未來可多提供促進
女性受刑人正向情緒之處遇課程（如瑜珈、冥想等），或將正向心理學、正念元素
融入矯正處遇課程規劃，幫助女性受刑人能夠以正面方式面對監禁及戒癮的不適
感。

( 四 )	 促進女性受刑人決斷力以增強其決意中止犯罪意念

本研究相關分析結果顯示決斷力與決意中止犯罪呈顯著正相關，多元迴歸分析
結果亦顯示決斷力對決意中止犯罪具顯著正向影響。過去研究也發現決斷力是影響
中止犯罪的因素之一（ Giordano et al., 2002; Haigh, 2009; Maruna, 2001）。因此，提升
女性受刑人的決斷力，能夠幫助其提升有效因應困境的能力。而在矯正處遇中，使
用 「優勢觀點」（ strength-based model ）作為矯正處遇的模式，協助女性受刑人發
覺自身優點及潛能，並加以運用以達成目標；此外，賦權（ empowerment ）概念
也經常被用於女性藥癮者的處遇中，強調提升個人自主權能夠幫助其感受到自己有
能力掌控自己的生活且更堅定地做出正確的決定，從而遠離負面的生活模式或不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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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人際關係。而擁有決斷力也有助其增強正向改變的動力、積極規劃未來生活或
職業方向及獲得實現目標所需的資源，擺脫因過去犯罪行為造成的負面標籤（ Allen, 

2018; LaFave et al., 2008; Patzelt et al., 2014）。

此外，藉由技能發展或正規教育課程能夠幫助個人學習獨立，增強其權能及因
應能力，有助其提升自我的決斷力，避免受到負面標籤影響，並鼓勵精進自己，有
利出監後持續正向改變（ Bozick et al., 2018; Zimmerman, 1995）。例如 Han 等（2021）
在監所中進行的動物訓練方案（ dog-training program ）即發現藉由技能發展（問題
解決能力、責任感、同理心）幫助受刑人學習個人獨立、提升自控感，對增能過
程有所助益，且對受刑人如何看待自己及自身能力有正向影響。尤其對於女性受刑
人，在動物訓練的過程中獲得成就感及建立自信，有助其面對負面情境，對於個人
增能有正向影響。而在監所內實施正規教育課程也能讓受刑人與復歸社會的服務系
統連結，有助未來工作或學業之間的轉銜，也能提升出監後的就業率，因此減少再
犯（ Ryder, 2020）。Tønseth 與 Bergsland（2019）的研究針對已經出監的更生人進
行訪談，許多受訪者自陳在監所內受到的正規教育或訓練為其帶來成就感，專精於
某項技能或學科讓其了解自己也能將犯罪以外的事物做得很好，提升自信心及獨立
性。此外，教育課程或訓練也使其看到改變的機會及希望，同時看到不同的未來，
了解自己是可以遠離毒品、中止犯罪的。因此建議矯正處遇機關設計多元的處遇課
程或活動資源，除針對女性受刑人個人優勢及興趣外，亦提供有助於女性受刑人出
監後求職之相關課程（如進修教育或職業培訓課程等 )，並鼓勵其投入不同處遇，
透過學習生活及專業技能自我充實，有利於減少對於出監後可能面臨困境的不安，
以及在出監之後順利轉銜復歸。

( 五 )	 促進助人利他信念及行為

本研究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助人利他與決意中止犯罪呈顯著正相關，多元迴歸分
析結果亦顯示助人利他對決意中止犯罪具顯著正向影響，意即助人利他信念越高或
助人利他行為越多者，其決意中止犯罪的程度也越高。此部分呼應過去研究，助
人利他有助發展正向心理特質、產生認同轉變，助人過程中也能建立正向的社會
連結，皆對中止犯罪有正面影響，能夠幫助女性受刑人遠離犯罪（ Heidemann et al., 

2016; LeBel et al., 2015; Toch,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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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各國的矯正處遇機構針對受刑人提供各項社區服務計畫，如食物銀行、
服務犬訓練或急難協助等，而這些方案的參與者也在助人過程中產生正向改變

（ Cooke, 2017; Cooke & Farrington, 2014; Fuller, 1999）。此外，過去研究也顯示成立互
助團體，讓受刑人能夠相互給予建議、支持及實質協助，可幫助其在互助的過程
中提升自我價値及心理社會適應能力，同時能夠自我療癒，從監禁的創傷中復原

（ Jang et al., 2020; Silverman, 2013）。因此建議矯正機構可提供女性受刑人參與各式
社區服務的機會，並鼓勵其積極參與志願服務活動；或引導女性受刑人建立互助團
體，除了能夠在助人過程中感受到正向情緒，同時可建立正向人際連結及支持，有
助女性受刑人順利復歸社會。

( 六 )	 社會支持的重要性

過去研究指出在監期間感受到的社會支持有助於減少在監期間的負面情緒及
影響個人心理健康狀況，在監期間的違規行為及出監後的再犯率也較低（ De Claire 

& Dixon, 2017; Rivlin et al., 2013）。Cochran（2014）的研究發現，在監期間接受會面
的頻率越高、持續時間越長的受刑人，出監後的再犯率較低，且在入監後越早開始
接受會面也有助於減少出監後的再犯行為。此外，在復歸社會後與家庭成員團聚
以及如何修復或重建家庭關係是女性受刑人關注的焦點及動力來源（ La Vigne et al., 

2009），且在監期間接收到家庭正向支持的女性受刑人在出監後的再犯率較低，出
監後的幸福感則較高（Clone & DeHart, 2014; Heidemann et al., 2014）。Barrick 等（2014）
的研究則發現與家人以電話方式通訊的女性受刑人，出監後的再犯率較低。電話聯
繫相較於實體的接見所需耗費的成本較低，親友聯繫的意願因此較高，減少了受刑
人接收家庭支持的阻礙。

而在本研究結果中，家人通訊情形也與女性受刑人決意中止犯罪呈顯著正相
關，由此可知，提供女性受刑人社會支持有助於緩和其負面情緒、提升正向情緒，
對其在監適應情形及出監後復歸社會皆有所助益。因此建議監所可多舉辦懇親、家
庭日活動，提升女性受刑人與親友之間的正向互動，讓女性受刑人能夠感受到家庭
支持，提升正向改變的動力。此外，除了提高受刑人與親友聯繫的頻率，也可提供
受刑人不同通訊方式以減少聯繫的阻礙，提高受刑人所受到的家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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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限制與研究建議

本研究提出在研究過程中之限制，並提供未來研究方向之建議，幫助改善未來
研究設計，以更全面地了解中止犯罪的因素，期此研究成果能為女性藥物濫用者成
功復歸提供更有效的幫助。

首先，本研究並非隨機抽樣，本次研究之樣本僅針對毒品案件之女性受刑人進
行施測，然而不同的犯罪類型可能會對結果產生不同的影響。此外，本研究未探討
男性受刑人決意中止犯罪的相關因素，也未比較男性受刑人和女性受刑人之間影響
決意中止犯罪的因素是否存在差異，研究結果可能無法推論至男性受刑人或不同犯
行之受刑人，也無法比較不同性別受刑人決意中止犯罪因素之差異。因此，建議未
來研究可擴大樣本範圍，涵蓋更多不同類型之受刑人，或進一步比較性別對決意中
止犯罪之影響。

另一方面，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問卷塡答者可能傾向於回答符合社會期望的答
案，因此部分資料無法完全呈現常態分布，而可能影響自變項對依變項的解釋力，
未來若能增加樣本數，將可減少此部分誤差。最後，由於本研究為橫斷性研究，無
法確定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也無法了解受刑人在出監後是否中止犯罪，因此建議
未來的研究可使用縱貫性設計，藉由追蹤受刑人出監後的再犯情形，了解決意中止
犯罪和實際中止犯罪之間的差異，並揭示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從而幫助更多的受
刑人成功復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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