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監獄 114年度第 1季外部視察報告權責機關回覆 

項次 視察小組意見或建議 權責機關回覆 

一 有關<處遇與輔導計畫>之監方報告： 

戒護科與教化科分別提交「精神疾病

與障礙受刑人之自傷危機與暴力風險

應對機制」及「精神疾病自殺防治、復

歸轉銜」報告，內容詳實，涵蓋收容人

管理與輔導措施。 

標記管理機制： 

監方採用紅、黃、綠色貼紙標記收容人

名牌，供執勤主管參考，綠色標示自殺

傾向者，並安排其與較熟識收容人同

住及每日主管互動。 

鄧煌發委員提問： 

用不同顏色貼紙標記收容人名牌，收

容人是否知曉？若知曉，是否會帶來

負面影響，如霸凌或疏離？ 

張瓊文委員提問： 

高自殺風險收容人由其他收容人陪

伴，其狀態是否會影響同住者？陪伴

者是否也需被關懷？ 

外部視察小組結論： 

標記有助於快速辨識高風險收容人並

提供即時關懷，獎勵制度提升陪伴者

參與度。 

潛在問題： 

收容人可能察覺標籤，恐引發霸凌或

疏離；高風險者情緒可能影響陪伴者，

戒護科長林正揚： 

標記設於舍房門口，

供執勤主管參考，雖

未主動告知收容人，

但長期下來他們可能

自行察覺。正面影響

包括綠色標示者周圍

安排熟識同學陪伴，

主動開導並通報異

常，主管每日互動，

必要時轉介心理師或

醫療調整；負面影響

方面，已透過心理師

與教誨師定期介入，

持續關注有無霸凌或

疏離情形。 

 

戒護科長林正揚： 

針對高風險者是否影

響同住者及陪伴者是

否需關懷，監方通常

每季或半年對陪伴者

給予獎勵（如加分或

獎狀），對其在監行為

分數或假釋報請有正

面幫助，旨在維持其



心理負擔需進一步評估。 

建議： 

持續監測標記機制的長期影響，考慮

遮蔽部分資訊，並定期評估陪伴者的

心理狀況。 

積極性。 

二 有關<自殺防治機制>防治之監方現

況： 

(一)一級防治由教化科主導，二級由

單位主管與教化科分工，三級由

戒護科移除危險源並配合心理師

建議。 

(二)高風險收容人由其他收容人陪

伴，陪伴者每季或半年獲獎勵。 

鄧煌發委員提問： 

建議將收容人資訊遮蔽，自殺防治分

工調整為一級由教化科主導，二級加

入戒護科，三級由衛生科主導，教化科

與戒護科輔助，監方能否調整人力？ 

外部視察小組結論： 

(一)陪伴制度具正面激勵，但高風險

收容人情緒可能影響陪伴者，需

關注其心理健康。 

(二)衛生科人力不足限制三級防治分

工完整性。 

建議： 

二級防治納入戒護科協助，三級由衛

生科主導，監方應評估人力調整，並定

期評估陪伴者心理狀況。 

戒護科長林正揚： 

二級防治目前由單位

主管與教化科分工，

三級由戒護科協助移

除危險源（如加強安

檢）；衛生科因人力不

足未主導，僅由心理

師提供建議。監方將

視人力狀況評估調整

可行性。 



三 有關<外部視察小組信箱管理>事宜 

共識： 

(一)信箱由外部委員親自開啟，監方

僅通知投書情況，不介入開啟。 

(二)不強制標示急件，緊急事件由委

員線上討論並即時處理。 

(三)投書量減少後，各場舍主管協助

觀察並通知，女性委員開信時避

開收容人作息敏感時段。 

外部視察小組結論： 

透明化提升信任度，但投書減少可能

反映收容人參與度降低，需進一步鼓

勵使用。 

建議： 

試行現行流程，若投書量過多導致負

擔加重，應適時調整，並持續宣傳申訴

管道以保障收容人權益。 

已與委員達成上述共

識，並表示將協助觀

察投書情況。 

四 行程安排與其他事項 

因時間限制，未安排進入戒護區訪視

及處理陳情書，影響對收容人實際狀

況的了解。 

建議： 

下次會議補足訪視行程，並優先處理

兩封陳情書。 

配合下次會議補足訪

視行程。 

五 結論與建議 

本次視察顯示花蓮監獄在處遇計畫、

自殺防治及申訴管理上已建立一定基

礎，監方對委員提問的回應具參考價

配合辦理。 



值，但仍存改善空間。 

處遇與輔導計畫： 

(一)加強標記管理的隱私保護。 

(二)持續關注心理輔導教化介入的實

際運作情形，尤其是跨科別的合

作模式與介入頻率。 

(三)釐清心理介入流程與定位，避免

只聚焦在某幾個科室的運作，並

檢視各科室在處遇體系中的實際

角色與功能。 

(四)應進一步掌握跨科室輔導矯治介

入之運作方式，包括介入時機、協

作機制與資源配置。 

自殺防治機制： 

完善分工架構，嘗試規劃二級納入戒

護科，三級由衛生科主導，確保陪伴者

心理健康，監方應評估人力調整。 

信箱管理： 

維持獨立性與透明度，鼓勵收容人使

用申訴管道，若投書量增加應適時調

整流程。 

其餘事項： 

下次會議（114 年 6 月 13 日）安排訪

視與陳情書討論，並於 4月 10日前提

交報告予矯正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