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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年度第2季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一、 外部視察小組委員 

(一) 召集人：鄧委員煌發。 

(二) 外部視察小組委員：曾委員泰源、張委員瓊文、繆委員偉傑、林委員燕孜(請假)。 

 

二、 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 視察計畫或本季視察主題: 少年犯罪惡質化處遇與病媒蚊及皮膚病防治。 

(二) 法源依據： 

1. 監獄行刑法第13條 

2. 監獄行刑法第47條 

3. 監獄行刑法第51條 

 

(三) 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1. 本小組於113年6月21日於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看守所(下簡稱花蓮看守所)召開本年度第2次外部視察小組

會議，並邀請所方進行業務簡報(附件1、2、3)，以對少年犯罪惡質化處遇與病媒蚊及皮膚病防治有更

全面之認識，並提出建議。 

2. 本次會議請花蓮看守所簡介少年犯罪惡質化處遇與病媒蚊及皮膚病防治。 

(1) 少年犯罪惡質化處遇: 

少年收容情形及少年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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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入所講習、違規考核、平時戒護管理 

與少年法庭之橫向聯繫 

少年生活作息與課表排程 

少年犯行惡質化原因分析 

少年犯行惡質化處遇策略 

(2) 皮膚疾病防治與衛教執行成果: 

本所收容及醫療資源概況。 

皮膚疾病防治原理。 

(3) 病媒蚊防治: 

常見病媒蚊態樣比較。 

病媒蚊成長周期。 

現行病媒蚊防治措施。 

本所病媒蚊防治措施。 

3. 少年犯罪惡質化處遇與病媒蚊及皮膚病防治與花蓮看守所與會人員進行會議討論。 

(1) 此次會議視察重點係針對少年犯罪惡質化處遇與病媒蚊及皮膚病防治說明的政策，提出建議以及改

善方案。 

(2) 監獄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實施辦法第3條:外部視察小組之任務為落實透明化原則，保障收容人權

益，促進機關與外界之溝通，協助機關運作品質與工作環境改善及可用資源之提升。希冀透過此次

會議討論結果，對花所收容人在全年生活處遇有更好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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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項次 視察小組意見或建議 權責機關回覆 

一、  

謬偉傑委員: 

(一)去年有幾位皮膚病病例？ 

 

(二)以疥瘡病例而言，其床單被褥等傳染途徑，請問貴所

針對其各類傳染途徑有何防治措施? 

 

(三)倘若秋冬日曬溫度不高呢?有無其他應對措施?建議可

以將其寢具閒置一周以上時間。 

 

(四)上週花蓮有通報民眾感染日本腦炎，貴所有無防治措

施? 

 

(五)關於４月３日花蓮大地震收容人家中可能有受災戶，

請問貴所有無相對應之措施? 

 

(六)請問貴所有無發生性侵害相關的事件? 

衛生科代表:  

(一)去年整年度僅有疥瘡病例三至

四例且因本所為人口密集機構，皆

循相關規定啟動通報程序。 

(二)其床單被褥及竹蓆等皆以大型

黑色塑膠袋先行封裝隔絕，並於烈

日下曝曬三天，以殺死疥蟲。 

(三)前述封裝時先與人群隔絕一周

以上，待烈日時再行曝曬倘若秋冬

烈日不再，便以60度以上熱水煮過

的方式來消滅疥蟲。 

戒護科內勤: 

(四)關於6月14日花蓮通報日本腦炎

感染一例，經查為60多歲男性且無

施打疫苗，傳播日本腦炎之病媒蚊

種類為:三斑家蚊、環紋家蚊及白頭

家蚊等，且上述蚊子種類棲息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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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對於新入住的收容人可能會挾帶傳染病，最令人擔心

的就是肺部呼吸道的傳染病，其他外界機構會於收容時將

其隔離一周觀察，請問貴所有無相應措施? 

 

要為:水稻田、池塘、灌溉溝渠等

處；本所周遭並無相應之環境，故

病媒蚊防治重點仍著墨於登革熱之

防治。  

心理師: 

(五)所內有協助收容人即時辦理電

話接見連繫家中情形，另外藉由場

舍主管回報收容人有無創傷或驚恐

的應激反應，並持續的輔導必要時

轉介醫師，所幸此次大地震收容人

家中均無受影響。 

輔導員: 

 

(六)近幾年沒有，雖然早期曾有發

生過疑似性騷擾的事件，經過逐步

地檢討精進，新收時會先初步鑑別

其是否有同性傾向、或是行為較為

中性，並將高風險族群調整舍房，

且社工師對於同性、身障、高齡收

容人均持續予以關懷，倘若發生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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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等事

件，將啟動內部流程與通報機制，

並依照規章流程從嚴審酌，疑似有

前述行為等即須通報。 

戒護科長: 

(七)對於新收入所時會配合個別處

遇計畫擬定，考核期間將安排醫師

予其健檢並於一至二周後會請 X 光

車入所作肺部的篩檢，確認是否有

肺部傳染病以為之區隔。 

二、 張瓊文委員: 

(一)實務上部分少年其實滿害怕所謂空白/自習時間，前面

委員提到是關於性侵的問題，那我這裡面臨到的多是關於

霸凌的問題，請教貴所有無相應措施。 

 

(二)如前面報告某個個案，其12至17歲頻繁進出少觀所，

卻到很後期才診斷出 ADHD，那是不是提早發現就可以提早

的控制其在外界的行為，補強我們社安網的連接。 

 

(三)少年同理心的問題，因材施教，每個少年關心的點不

輔導員: 

(一)我們很重視霸凌的問題，有完

整的通報機制與內部控制流程，場

舍主管亦會於日常團體生活中，觀

察各個少年之間的人際關係與行

狀，於適當時機予以介入及初步輔

導，那所謂空白/自習時間則多會安

排團體活動或是體育競賽藉以培養

其團隊分工之概念，並透過運動來

調劑少年身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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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那很感謝貴所作為非行少年的最後一道防線，也給

了這些少年一個安全、安靜的環境，培養少年規律的生

活，建立自身的價值觀，逐步發現自我的改變。 

(二)如同報告中個案所呈現，其來

自破碎家庭，該少年 ADHD 鑑別其實

於每次的入所均予以心理輔導以及

藥物控制，但其出所之後雖有轉介

社區相關機構，惟社會機構強制力

不足，銜接性難以落實。 

(三)實務上確實有部分少年，其來

自社會最底層家庭，親屬忙碌於工

作而忽略了孩童的教養加上物質上

的不充裕，在生心理需要渴求的時

期，能滿足其欲望的人及成為該成

長階段的重要他人，該少年的價值

觀與行為將在此時期迎來重大改

變，可能將過往所習得良善的價值

觀與貧困的生活連結，另一面不良

的價值觀(如逞凶鬥狠、威脅利誘

等)與其犯罪後獲得紙醉金迷的現

今，形成強大的對比，更甚其親屬

雖難以接受但迫於現實，也選擇了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惟少年進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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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機構，一方面不為溫飽而煩

惱，另一方面在主管、心輔員、社

工的關懷輔導、社會資源的轉介與

連結，使其逐步了解自我的價值與

改變。 

三、 鄧煌發委員: 

(一)成年與少年應嚴為區隔，但是看到這裡的接見室較為

狹小，少年與成年如何來做區隔? 

 

(二)收容少年多為破碎家庭，此階段的少年交往非行友伴

其偏差行為便會逐步提升，但是交往到幫派份子時少年犯

罪率即如同直升機一樣攀升。 

戒護科長: 

(一)這方面成年與少年接見是安排

不同梯次的方式來做區隔。 

輔導員: 

(二)少年在社會上還是需要多依賴

政府社會資源的介入但是受次級文

化的影響，少年多以義氣、幫派崇

拜、結交不良友伴等方式來滿足其

需求，只有收容至看守所內經由各

方管教人員努力不懈，才能使其逐

漸了解過去所嚮往生活的根本邏

輯，戳破所謂義氣好友們所給予的

糖衣毒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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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曾泰源委員: 

(一)建議跟少年分析其詐欺所得，他們大概只能拿幾萬

塊，可是受害人被詐取之財物可能高達數百萬，很可能一

時想不開便走上絕路。 

輔導員: 

(一)這方面於生活日常中持續培養

少年道德良知，使其知曉，當車手

可能賺得快但是賺不久被查獲後還

要繳回犯罪所得，最終只賺到了刑

期。使其練習思考並且懂得利弊權

衡。 

四、主席結論: 

   (一) 勞務外包兩單位(睿翔、暖社)對安置少年之報告，與21世紀方興未艾之正向犯罪學理論：社會支持理論與 

       社會關懷理論所述密切符合，感謝這兩個勞務承包單位之盡心盡力。 

   (二) 相較於一般監獄受刑人，本所收容之少年本質尚且不壞，只可惜出生在社會底層，未經過正向社會力量之 

       介入，期盼本所管教同仁盡可能設法發覺收容少年之亮點，以正向心態與作為施予適當之管教。 

 

一、 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本次會議無歷次視察建議處理事項之列管情形) 

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無 無 無 無 無 

二、 附件如花蓮看守所簡報所示 

 



少年犯罪惡質化處遇

法務部矯正署花蓮少年觀護所



Hualien Juvenile Detention House
少觀所介紹



少年收容人數：110、111年新入所人數因疫情而減少

年別 總計 新入所人數 出所人數
上年(月)底
在所人數

平均每月
在所人數

109 136 124 119 12 8

110 83 78 85 5 7

111 66 60 59 6 5

112 125 114 109 11 11

收容情形及少年特性分析 113年6月21日-收容少年：1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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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性別：少年人數遠多於少女

年月
別

總計 男 女

109年 124 108 16

110年 78 74 4

111年 60 53 7

112年 114 10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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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少年年齡：以14-18歲以上收容人數最多

年月別 總計
12歲
未滿

12-13

歲未滿
13-14

歲未滿
14-15

歲未滿
15-16

歲未滿
16-17

歲未滿
17-18

歲未滿
18歲
以上

109年 124 0 3 5 14 21 30 29 22
110年 78 0 1 3 7 16 8 20 23
111年 60 0 0 1 7 15 9 8 20

112年 114 0 1 6 14 22 19 30 22



收容案由：以留置觀察、竊盜、毒品為主

年別

留
置
觀
察

竊
盜
罪

傷
害
罪

毒
品
防
制
條
例

殺
人
罪

妨
害
性
自
主

公
共
危
險

詐
欺
罪

恐
嚇

感
化
教
育

其
他

109年 37 23 6 5 9 8 10 4 0 3 19

110年 18 13 12 11 4 8 4 1 2 2 3

111年 19 8 13 7 2 3 2 0 0 0 6

112年 19 13 20 7 14 4 6 7 7 2 15

合計

93 57 51 30 29 23 22 12 9 7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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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年收容原因

近3年收容原因、平均收容時間、戒護及管理情形

平均收容時間

大致以觸犯法律經法院裁定以不能責付或責付
不適當者為收容主因，觸犯罪名以妨害性自
主、傷害、竊盜、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居多。

除留置觀察(3-5日)外，平均收容期間約1-2個月。



平時戒護及管理情形

戒護管理

• 少年：配置1名男性管理
員，負責少年之生活管
理、生活輔導

• 少女：配置1名女性管理
員，負責少女之生活管
理、生活輔導

• 配置輔導員1名，負責觀
護所輔導及教化業務

教室環境
• 獨立空間，備
有上課用白板、
影音設備、圖
書櫃等。



輔導及醫療資源

臨床心理師(睿翔心理治療所) 

社工師(暖社社會工作師聯合事務所) 

世展會、飛揚協會、少輔會、社會處

國軍805醫院

教誨志工、更生團契、更保會、課輔老師



區分不同原因之少年分別收容

將留置、收容或刑事等不同案由之少
年分別收容於不同舍房

少觀所舍房計有13房



少年入所講習實施情形

• 少年入所時皆由少觀所主管實施入所講習，
告知收容少年應遵守事項，如收容目的及申
訴途徑等，使新收入所少年瞭解團體生活規
範

• 本所收容少年之行狀紀錄，內含有個案紀錄
表、在所行狀考核紀錄表、教化輔導紀錄表

新收調查



1. 少年觀護所設置及實施通則第36條規定

少年違規考核

• 告誡

• 勞動服務一日至三日，每日以二小時為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7XysycBCdE

相關新聞報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7XysycBCdE


Workshop

與少年法庭
之聯繫情形



MAIN CONCEPTS

1.收容少年於入所後，經發現有特殊情
狀，輔導員立即以電話與少年調查官或保
護官連繫，讓少年調查官或保護官了解收
容少年在本所的特殊情狀，於溝通協調
中，院所雙方即達成照顧共識，針對特殊
個案給予特別協助，讓其在收容期間將問
題處理到最為完善。



MAIN CONCEPTS

2.法院收容書記載內容大部分以少年非行
及偏差行為為主，針對特殊個案，收容書
會具體載明需注意及協助事項，如身心上
疾患及識字能力不足部分或衛生不佳情
況，請本所在收容期間特別加強照顧及協
助，本所將依指示辦理。



MAIN CONCEPTS

3.於國民中學階段少年入所收容後，法院
與本所即行文至少年就讀之學校，請少年
班級導師或輔導老師入所關懷少年，除增
進所方管教人員對收容少年在校行狀之瞭
解，也讓少年體悟到學校老師對其關懷及
用心。



MAIN CONCEPTS

4.本所於少年收容期間，提供少年法庭收
容少年鑑別報告，由心理師及輔導組共同
製作，其內容包含收容少年收容期間情緒
穩定性、行為表現、學習態度、接見紀
錄、優勢弱勢能力、就醫情形及綜合評估
及轉銜建議等。



MAIN CONCEPTS

5.少年入所後少年調查官或保護官平均約
在2週內入所探視收容少年，平均探視週期
約2週一次。收容少年若有特殊狀況，如：
特殊家庭背景、情緒困擾、妨害性自主案
件或重大案件時，法官或調查官或保護官
另轉介法院心輔員入所進行個別諮商。



MAIN CONCEPTS

6.心理測驗部分，通常在少年調查官進行
調查時即對少年進行心理測驗，除現行犯
隨案移送立即收容或調查無著收容至本所
後，法院心測員才會入所對收容少年進行
心理測驗。



少年生活作息情形

花蓮少年觀護所生活作息時間表(平日) 
起 床 
早 點 名 

整理 

內務 

盥洗 

用餐 

開  封 
點 名 

教學 

課程 

午餐 
午休 

教 學 

課 程 

運動
沐浴 

用餐 

收封 

點名 

舍房 
自習 
時間 

晚自
習 

準備
就寢 

點名
就 寢 

07:00 

︱ 
07:15 

07:15 
︱ 

08:00 

08:00 

︱ 
08:30 

08:30 
︱ 

11:20 

11:20 
︱ 

13:30 

13:30 
︱ 

16:20 

16:20 
︱ 

17:20 

17:20 
︱ 

18:00 

18:00

︱ 
20:00 

20:00 

︱ 

21:00 

21:00 
︱ 

21:15 
21:15 

 

花蓮少年觀護所生活作息時間表(假日) 
起 床 
早 點 名 

整理

內務

盥洗

用餐 

交接班 

點 名 

自 習 教室 

上課 

運動
沐浴 

 

午餐 
午休 

舍房 
自習 
時間 

點名
用餐 

舍房
自習
時間 

晚自
習 

準備
就寢 

點名
就  寢 

07:00 

︱ 
07:15 

07:15 
︱ 

08:00 

08:00 

︱ 
08:20 

08:20 
︱ 

09:30 

09:30 
︱ 

10:20 

10:20 
︱ 

11:20 

11:20 
︱ 

14:00 

14:00 
︱ 

16:30 

16:30 
︱ 

17:30 

17:30

︱ 
20:00 

20:00 

︱ 

21:00 

21:00 
︱ 

21:15 
21:15 

 



少年收容人生活空間與成年收容人分界區隔

以監視器螢幕輔助、舍房緊急報告鈴設置

每隔15分鐘觀察並記錄



看診及接見動線

診療室(分別提帶)

接見窗口(分梯接見)

少年收容人就醫：由值勤人員
單獨提帶至診療室，安排國軍
805醫院醫師入所診療，不與
其他成年收容人同時看診。

少年收容人接見：收容少年與
成年接見採梯次區隔辦理，不
致與其他成年收容人混雜接
見。

cp831115
圓形



運動空間：獨立之戶外運動區域

少年運動區域

少女運動區域



多元化學習

cp831115
圓形

cp831115
圓形

cp831115
圓形

cp831115
圓形

cp831115
圓形

cp831115
圓形

cp831115
圓形



•提供適合少年閱讀之各類
書籍

•本所於少年觀護所設置圖
書室，書籍來源除社會各界
善心人士團體捐贈外，本所
每季皆向誠品文教基金會申
請各式書籍約150本定期更
新

於少觀所設圖書專區



收容少年與家屬接見會面情形

一般接見

• 接見室

• 家屬每日辦
理接見

特別事由接
見

• 公務接見室

• 因特別事由
申請核准後

懇親活動

• 少觀教室

• 三大節日辦
理面對面懇
親

cp831115
圓形

cp831115
圓形



非行少年犯行惡質化可能原因分析

雙親、高社經及新住民家庭失能

1.現代社會「家庭功能解組」，離婚率高造成單親
家庭增加；即使是雙親家庭，許多父母忙著賺錢，
親子關係疏離，「當代青少年所處的家庭，功能不
彰的比例相當高」。

2.部分高社經及新住民家庭家庭一昧用物質滿足孩
子或過度溺愛保護，不懂得讓孩子學習克服逆境。
案例：張○傑



非行少年犯行惡質化可能原因分析

過動與智能邊緣者遭忽略

1.一些過動或「智能邊緣」的兒少長期遭到忽略，
未獲妥善對待，導致過動行為，以及人格或精神違
常的特質，一旦與父母及同學相處不融洽，即可能
往校外發展，遭到幫派吸收，因此走偏觸法。

2.案例分享：小胖的故事。



非行少年犯行惡質化可能原因分析

社群媒體帶來負面效應

1. 以往沒有網路，青少年不易接觸真實社會，但
現在透過網路，青少年直接與社會接軌，與網
路有關的犯罪佔3成以上，包括：遭詐欺集團利
誘當取款「車手」或提供帳戶、上傳猥褻圖
片、公然侮辱、利用網路賭博及糾眾鬥毆。

2. 青少年刑事責任較輕 遭集團鎖定吸收，話術如
「少年前科會塗銷沒案底」、「你是我們公司
（幫派）的人，就算進去關也沒人敢動你」。
思考：修法。

3.  案例分享：怕漏掉LINE群組訊息而失眠的阿
華。



非行少年犯行惡質化解方策略

曝險少年採「行政輔導」策略

1.增加少輔會與學校專輔心社人員人力
*若社區輔導端，未盡輔導之責，等於是讓曝險少
年自生自滅。

*校園管教威權的解構是人權、平等意識抬頭的象
徵，但從孩子道德發展的階段來看，適度且合理
的紀律要求，有其存在的必要，藉由他律的規範，
到自律的發展，才是教育的根本所在。
@思考：割頸案後的鐘擺效應

2.各縣市應廣設中途學校、中介教育基地
*提供義務教育與宿舍，收容家庭失能的曝險少年，
或出少觀所後的少年。



非行少年犯行惡質化解方策略

社福機構為少年撐起「保護傘」

1.初級預防：觸法前給予協助 理解創傷
*縣府社會處、世展會、少輔會、飛揚協會

2.安置階段：職訓課程 培養少年正能量
*少年之家、凱歌園、自立宿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gFs7hbrknU

3.感化後階段：追蹤輔導 安置關懷
*逆境方案：社團法人中華飛揚關懷協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gFs7hbrknU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少年犯罪惡質化?
實務相關討論

暖社社工師聯合事務所

王穎柔社工師



110年5月4日‧暖社成立

團體

輔導

政府

方案

專業

支持

個人

服務

創新

服務

家庭

支持

提供社會工作專業服務



我們在暖社提供全方位服務

111年開始於花蓮看守所服務



花蓮看守所社工師角色

•成年收容人輔導關懷、賦歸轉銜、資源連結

•少年/女個別輔導關懷

•少年團體課程輔導(自我認同、法律倡導、舒緩情緒壓力)



收容少年案件

•傷害

•竊盜

•毒品

•詐欺



收容少年心理狀態

•對未來沒有希望感，無法設定目標

•被標籤化的人際環境，擔憂感化教育，但比起脫離原舒適圈
的害怕，感化還算可預期的害怕之一

•服從壓抑換取出所自由

•失去自由但在所內建造另一人際互動的世界，作為情感的連
結/期待被理解和陪伴

•過往的創傷/依附斷裂經驗讓其較難練習同理心或轉而尋求
更有利的依靠/報復，負面情緒難以消化



少年出所困境

•在地後追系統與量能不足因應，難與少年建立關係(目前

僅飛揚關懷協會承接逆境少年家庭支持服務計畫做後追)

•同理心、抗壓性、服從不足返回社區後難以適應。

•原生活圈難脫離。幫派拉攏/失聯/排斥正式資源



如何協助少年穩定

•增強少年自立能力(學習成就/自律/經濟收入/情緒壓力

調適)

•強化親職功能/教育，作為少年的拉力

•強化少年正向社會支持網絡



入所
鑑別
報告

情緒
輔導

違規
輔導

自殺
防治
高風險

初次
會談

或

現行少年觀護所勞務承攬心理處遇

其他
輔導
課程



鑑別報告內容項目
基本資料

案件概況

家庭概況

成長史

生活狀況

人際網絡

伴侶關係

就學史

工作情況

安置或司法收容經驗

留置期間行為觀察

接見書信紀錄

學習、溝通、運動能力

整合需求評估及轉銜輔導建議

優勢能力

弱勢能力

就學輔導建議

就業輔導建議

家庭支持處遇建議

生活輔導建議

其他輔導建議



定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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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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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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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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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

看
守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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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更
生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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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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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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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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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安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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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感
化

教
育

機
構

輔
導

機
構

安
置



報告人:戒護科內勤 林柏宏



分布

棲息習性

進食活動期



態樣比較

吸血對象

叮咬習性

幼蟲孳生地類型

蟲卵抗旱能力

疾病傳播速度





現行病媒蚊防治措施

(取自環境保護署)



環 境 控 管
環境管理為主;環境用藥為輔



•

•

•

•

•



Thank you for you time.



皮膚疾病防治與衛教執行成果
法務部矯正署
花蓮看守所



本所收容及醫療資源現況

每月平均收容進出人數：88人

平均在所期間：3個月

醫療資源利用：每日皆有公醫門診，可每日新

收健檢時由醫師執行皮膚健康檢查。



皮膚疾病防治



宿主

圖片一：收容人獲得正確皮膚疾病感染防治觀念 圖片二：收容人正確塗抹及口服疥瘡特效藥的使用



病原菌

圖片一：疥瘡收容人衣物及棉被以黑色塑膠袋包
裝後陽光下高溫曝曬殺菌

圖片二：所內洗手台配洗手乳供接觸皮膚疾病收容人
或髒汙之衣物、床單後，落實手部衛生管理。



環境

圖片一：紫外線照射(每週一次或移出後) 漂水白擦拭(每週一次或移出後)



~感謝聆聽~
法務部矯正署
花蓮看守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