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年度第4季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3年 12月 27日

一、委員組成(具名)                                                                  

   出席委員：姜泰安、吳文正、林軒名、陳思帆、李耿誠、莊婉婷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本報告為113年度第4季之視察報告，本季視察主題為臺南監獄收容人職業訓練現況。

(二)本季進行視察業務之情形，簡述如下：

1.本次會議於113年 12月 9日在臺南監獄舉行，於此次會議邀請該監作業科就收容人職業訓練業務辦理情形進行專題報告。

(報告內容詳如附件1簡報)

2.本次會議為第三屆第一次視察會議，於該監專題報告前，就推舉召集人、開會時臺南監獄列席人員及外部視察小組專用意

見箱開啟事宜等提案進行討論，決議情形如附件2會議紀錄。

3.本季外部視察小組專用意見箱未收受陳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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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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

收容人職業

訓練辦理情

形

一、視察重點及說明：穩定的工作及收入是收容人出監後能否

順利回歸社會的重要條件之一，如能讓收容人在監禁中習

得一技之長，使其出監後能找到適合之工作，或可降低再

犯率，同時保障社會安全。為了解在監收容人職業訓練情

形，特邀請業務承辦單位，於本季會議就此項業務辦理情

形進行專題報告。(可參考附件1簡報及附件2會議紀錄)

二、臺南監獄列席視察會議針對委員建議與提問回覆說明：

(一)簡報中有部分職訓項目就業相關比率偏低，例如烘焙等，

或許因為容易上手故市場競爭也大，是否有考慮將相關量

能轉投其他職訓項目？。 

    該監答覆：

    有關烘焙等職業訓練課程，因該監亦有辦理蛋捲、餅乾類

等自營作業項目，辦理職業訓練可以增進該監食品作業技

能並增加收容人作業收入，所以仍會持續辦理，以精進烘

焙技術。

(二)是否能提供出監後收容人有否穩定就業人數之統計。

    該監答覆：

    出監收容人曾參與職業訓練班者，每三個月或半年另由調

查科函文出監收容人所屬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分會，

並從其所回函相關資料做統計，因更生人出監後多半也不

希望監方去直接聯繫，故函請民間機構調查數據比較正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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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  

(三)可將 AI 應用相關產業列入職業訓練項目，以跟上未來出

監後之產業變化。

    該監答覆：

    AI應用課程需要專業師資及電腦設備，未來會針對機關現

有軟硬體設施及相關教授師資來評估未來是否開辦可行

性。

(四)對於每個班別上課人數及出監後就業相關人數，建議可做

成就業人數年度統計曲線，如該職訓項目就業情形逐年變

差，就業相關人數逐年降低，是否考慮將量能轉至其他職

訓項目。另，有關退訓人數的問題，是否有哪些課程退訓

人數特別多？

    該監答覆：

    1.有關職業訓練項目與出監後就業統計相關人數，做成就

業人數年度統計曲線，因其調查表格係為矯正署所設計

在電腦新獄政系統中所列必須調查數據表格，委員所建

議事項將反映上級做電腦改版參考。

    2.該監目前除假釋出監及重大違規被退訓外並無其他原因

退訓。

(五)可透過協助面試管道或寫履歷等，提供其完整的就業媒合

及轉銜。另，對於收容人出監後從事工作時，除了相關工

作技能外，最大的問題經常是不知道如何跟長官或同事相

處，對於新環境適應會慌張，無法妥善處理人際關係及溝

3



通，或許可在未來職訓加入此課程。

    該監答覆：

    針對妥善處理人際關係及溝通課程，協助就業面試及寫履

歷表等項目，將請上課講師、社工師及心理師，增加安排

相關課程。

(六)報告中提到廣告及創意商品設計行銷班，主要內容為何？

另，有關職前訓練項目就業相關有一位，出監後從事相關

的作業為何？

    該監答覆：

    1.廣告行銷課程，是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合

辦之職業訓練，講授廣告設計、美工美編、創意商品設

計行銷等知識，期能與本監自營作業相結合，使收容人

能透過包裝行銷提高附加價值。

    2.有關職前訓練，講授有關安全衛生基本知識與管理實

務、職業災害補償及災害求償規定、勞工作業安全有關

之案例分析等課程，期能使收容人從事各行業時，確保

自身權益與安全，將再持續辦理。另有關職前訓練項目

就業相關人數，因職前訓練並無針對特別行業，所有行

業皆適用，所以只要是結業之收容人出監後有就業算是

相關行業，並非是專業職安人員等特殊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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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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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113 1 (一)針對高齡收容人之定義、評估、處遇

    目標和需求期待：

  1.建議可用國民健康署對高齡之定義，

將高齡處遇對象設定為 65歲以上之收

容人。另外，考量收容人之特殊性、

生理疾病和心理狀態，仍與一般人存

在差異，未來也能考慮將 55歲以上之

收容人，列入高齡前瞻處遇對象，比

如毒品犯。

   2.該監以團隊合作取代單打獨鬥的方式，

值得讚許，但單看書面資料較難以了

解各個活動的主要目標為何。建議未

來撰寫計畫或下個年度執行計畫時，

能更精進去思考目標的定位，並聚焦

於計劃目標，規劃各項處遇，以達到

預期成果。

    3.對於相關活動，是否有符合高齡收容

人的期待或需求，這些可從活動參與

(一)針對高齡收容人之定義、評估、處

遇目標和需求期待：

1.由文康、心理和社工人員所承辦之

高齡收容人相關活動中，因每個教

區高齡者人數不同，對於高齡者報

名人數較多的教區，會請各教區教

誨師篩選時，優先讓 65 歲以上參

加高齡組活動，有多餘名額，才會

開放給 60 歲以上人員參加，其餘

60歲以下者，則報名一般組，不會

有未符合高齡定義者參加高齡組活

動的情形。因此，高齡者的範圍，

目前優先邀請 65 歲以上之收容人

參與，其次才開放給 60 歲以上人

員參加。

2.依據深化受刑人個別處遇實施計畫

及高齡收容人處遇實施計畫，透過

場舍協助、辦理適性團體活動、個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5



人數或狀況看出端倪。建議在擬訂計

畫時，可參考前一年度高齡收容人參

與情形進行分析與修訂，或者可在計

畫階段與高齡收容人討論，以符合高

齡者期待與需求，亦可更有效地運用

有限的資源。

(二)針對高齡收容人處遇之內容設計和執行

狀況：

   1.高齡者有其豐厚的生命歷程，相關活動

除了運用媒材介入，建議可嘗試增加懷

舊療法，協助他們能重新檢視整理自己

的生命經驗，增進其對自我的了解與接

納。

  2.報告中提到高齡收容人活動以球類為

主，建議如要推廣老人體適能運動，或

可聘請外部專家來評估高齡者適合什麼

類型的運動，也可避免監內高齡者因活

動意外而受傷。  

(三)針對高齡收容人處遇之參與度、普及

度、滿意度、質量分析、限制與成果：

  1.高齡收容人是否都有接受計畫內的處

遇，收容人的回應跟反饋是什麼，正向

反饋的比例為何，如能有詳實的數據可

別關心輔導、強化家庭連結等方

式，以促進在監環境適應、減緩生

理老化衰退、增加心理自尊、歸屬

感及安全感、協助未來復歸社會等

目標。

(二)針對高齡收容人處遇之內容設計和

執行狀況：

1.依據深化受刑人個別處遇實施計畫

及高齡收容人處遇實施計畫，安排

增進身心健康之娛樂性或保健性等

多元適性活動。另外，就高齡受刑

人之特殊問題(如失落、無意義、

社交疏離、依賴、失能或死亡恐懼

等心理議題)，聚焦安排支持性或

治療性團體，如促進情感支持、認

知功能訓練、敘事治療或生命回顧

等團體，以增加自尊、歸屬感及安

全感，減緩衰退並促進在監適應。

2.由衛生科辦理，利用門診候診的空

檔，與醫院社工師合作辦理小團體

課程，設計課程內容包括從自我察

覺、疾病的認知、家庭支持修復、

人際關係觀念建立等，有一整套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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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對於之後精進此項業務才有依

據。

  2.建議可建立相關數據並持續追蹤，除了

量的紀錄，也要加上質的呈現，可經由

問卷調查或收容人之其他反饋，分析後

作為下次處遇計畫的參考，也可讓成果

報告更加完整豐富。

環的課程。

3.由文康教誨師辦理，高齡組靜態文

康活動或動態運動比賽。舉例來

說，籃球比賽是請高齡者定點投

籃，距離設定也不會太遠，大概在

罰球線上；桌球比賽，則是在球桌

對面區域設定得分區，發球進得分

區即可得分，比較不會讓他們激烈

對打，或者是數獨比賽，採用

2*2、4*4、6*6的比賽難度給高齡

者作答。目前所辦理之高齡者運動

比賽，並非激烈運動，會以保護高

齡收容人的前提，鼓勵參與。此

外，高齡者有豐富生命歷程，因

此，在辦理比賽過程，也是讓高齡

者可以分享他的人生經驗，可幫助

其他場舍的高齡者建立正向情緒，

抒發其在監心理壓力。

4.由心理人員辦理，以情感支持、敘

事或是生命回顧等為主的支持性課

程或適性團體活動，相較於酒駕、

毒品、性侵或家暴等法定課程，高

齡收容人所參加之輔導內容，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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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會相對簡單、紓壓和溫馨。

5.由社工人員辦理，團體課程目標為

在監適應、身心壓力及調整、情緒

調整、家庭關係及家庭經驗回顧

等，課程內容也會針對高齡收容人

之特殊性，安排一些和緩的手眼協

調肢體活動。

(三)針對高齡收容人處遇之參與度、普

及度、滿意度、質量分析、限制與

成果：

1.辦理教化輔導活動時，會橫跨各教

區進行召募，可以邀請到不同的高

齡收容人參加，以避免重覆參加或

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雖然實務

上，部分高齡者確實缺乏參與課程

動機，有些成員則可能因為認知能

力或肢體動作等較為退化，影響下

次參與課程的意願。但是，多數收

容人過去在監外可能沒有機會參加

這種活動，因此，參加者大多覺得

是新的生活體驗，例如在團體活動

中帶領成員紓壓練習，成員回饋他

們藉由練習，感覺到了緊張與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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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也學習覺察情緒與放鬆的

技巧，對他們而言都是新的經驗及

探討，也希望下次還能來參加。

2.目前量能確實有限，也儘量在有限

的資源內去幫助高齡收容人。在經

費部分，為自行編列預算。

3.辦理高齡處遇時，皆需戒護人力支

援，以維護各項安全。因此，高齡

者文康活動較難獨立辦理，需戒護

科派員現場戒護，但戒護人力吃

緊，難以負荷過多的教化活動，所

以在辦理高齡者的文康活動時，也

儘量與一般收容人同時辦理。另

外，衛生科門診活動，在戒護安全

的框架下，能進行處遇的時間勢必

會被壓縮，而實務上遇到的困難，

則為受處遇的對象無法每次都參

加。

五、附件1-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113年第4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簡報

    附件2-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外部視察小組113年第4季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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