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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人們的生活因新冠疫情而大幅地被改變，為防止病毒擴散有許多防疫措施
相應而生，進而對人們的心理健康產生負面的影響。然而，受刑人在疫情期間之心
理健康較少被關注，又毒品受刑人之心理狀態具有其特殊性，故本研究將探討毒品
受刑人心理健康狀況，及影響心理健康相關因素之性別差異。本研究以問卷調查的
方式，針對四間監所以立意抽樣的方式選取服刑時間早於疫情三級警戒（2021年5

月19日）的毒品受刑人，有效樣本包含270位女性與159位男性。瞭解其在疫情
期間（2021年5月19日至同年7月26日）使用替代接見的經驗、接見與通信的頻
率、受防疫措施影響、感知的社會支持、復原力與心理困擾的程度。研究結果發現
受到對內防疫措施影響越大與復原力越低，其憂鬱、焦慮與壓力程度越高。另外，
迴歸分析顯示影響心理健康因素之性別差異如下：男性與家人接見頻率越高，其焦
慮程度越高；女性受到對外防疫措施影響越大，其憂鬱與壓力程度越高。最後亦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下列政策建議：一、為所有毒品受刑人提供減壓課程與培養復原
力；二、提升男性毒品受刑人之溝通技巧以增進家庭關係；三、為女性毒品受刑人
定期評估心理健康與提供性別敏感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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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為碩士論文之一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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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greatly changed our lives.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COVID-19, 
many epidemic prevention measures have been implemented, which may have negative impacts 
on people’ s mental health. The topics regarding inmates’ mental health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have not received enough attention. To bridge the gap in literature, the current study 
explored the mental health of inmates with drug offense. It also examined gender differences in 
factors that affect male and female inmates’ mental health. Surveys were conducted with inmates 
with drug offense who served their sentences before level 3 alert (19 May 2021) in four prisons of 
Taiwan. The sample included 270 female and 159 male inmates. Specifically, this study examined 
inmates’ experiences with alternative visitation, frequency of visitation and correspondence, 
perceived impact on epidemic prevention measures,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resilience,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during the pandemic (between 19 May 2021 and 26 July 2021).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ose inmates who perceived greater impact of internal epidemic prevention measures 
and had lower resilience, displayed higher levels of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gender differences in factors affecting inmates’ mental health. For 
male inmates, a higher frequency of visitation with family members was associated with higher 
levels of anxiety. For female inmates, perceived impact of external epidemic prevention measures 
was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on and stress. Finally, the follow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1. providing stress-reduction courses 
and cultivating resilience for inmates with drug offense; 2. improving communication skills to 
strengthen family relationships for male inmates with drug offense; 3. evaluating mental health 
regularly and providing gender-responsive treatment to promote mental health for female inmates 
with drug off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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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9年新冠病毒出現與疫情爆發後，各地監所採取許多措施來降低疾病傳播，
包含：前端防堵 ( 減少病毒進入監獄 )、獄中管控 ( 限制病毒在監所中傳播 ) 及後端
釋放 ( 減少監所人數以降低感染風險 )( 任全鈞，2022)。臺灣的監所也於2021年5

月19日起，實施相關的防疫措施，包括暫停教化活動、技訓課程、收受送入飮食
及一般接見等 ( 法務部矯正署，2021a、2021b)。然而，無論是擔心染疫，或是實
施防疫措施 ( 如隔離、暫停接見及減少處遇 )，皆可能使受刑人的心理健康狀態產
生負面影響 (Johnson et al., 2021)。

過去針對受刑人心理健康的研究顯示，相較於未使用物質的受刑人而言，使用
過非法物質的受刑人有較高度的心理困擾 (Sfendla et al., 2021)，其患有焦慮與憂鬱
的比例亦較高 (Light et al., 2013)。由此可見，毒品受刑人隱含著心理健康的議題，
而疫情期間的心理健康更須加以重視。

根據法務部矯正署 (2022) 在監受刑人罪名之統計，截至2022年11月止，全
臺監獄共收容50,162名受刑人，而毒品犯占總人口數的41.4%(20,767人 )，是監
獄中數量最龐大的族群。其中，男性毒品犯有18,363人，占所有男性受刑人約
40.1%(45,764人 )；女性毒品犯則有2,404人，占所有女性受刑人約54.7%(4,398

人 )。可見物質濫用是不分性別的議題，但値得注意的是，女性受刑人物質濫用的
比例明顯高於男性受刑人。而女性使用物質的原因可能受到童年受虐、曾經歷肢體
或性暴力所影響 (Tripodi & Pettus-Davis, 2013)，並透過濫用毒品或酒精及自我傷
害來掩飾過去的受創經驗 (MacDonald, 2013)，這也使得女性毒品受刑人的心理健
康低於其他犯行的受刑人 (Esmaeilzadeh Ghandehary et al., 2019)，亦低於男性毒
品受刑人 (Ohnishi et al., 2020)。

面對因新冠疫情而生的心理健康問題，有學者關注人們的心理復原力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其為有效因應困難、不確定性和變化至關重要的能力
(Killgore et al., 2020)。也有強調社會支持是因應疫情期間可能產生負面心理狀態的
重要資源 (Szkody et al., 2021)。而過去針對受刑人的研究，亦顯示復原力及社會支
持是心理健康的保護因子 ( 柯又嘉，2017；Huang et al., 2020)。基於此，復原力與
社會支持也許是能夠幫助毒品受刑人順利渡過疫情的重要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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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由於新冠疫情在各方面影響人們的心理狀態，然受刑人的心理健康仍未
受到重視，尤其毒品受刑人更可能面臨心理健康的問題。本研究將以毒品受刑人為
研究對象，瞭解其於疫情下的心理狀態，進而探討影響心理健康的因素，及是否具
性別差異。

貳、文獻回顧

一、受刑人的心理健康

過去的研究顯示受刑人的心理健康普遍較差，包含其壓力程度高、患有憂鬱症
的情況相當常見 (Ahmad & Mazlan, 2014)，且患有焦慮症的可能性高於一般人許
多 (Costa et al., 2020)。然而，從監獄的居住條件不佳、受限的監獄活動，到人際
關係中的霸凌與孤立等，皆會影響甚是危害受刑人的心理健康 (Birmingham, 2003; 

Hesselink & Booyens, 2021)。此外，疫情產生的風險對受刑人之心理健康更是雙重
的威脅 (Hesselink & Booyens, 2021)。

疫情改變了監所內的生活，多數的活動機會 ( 工作訓練或教育課程 ) 和有意義
的社會接觸皆被剝奪，人際互動的缺乏而產生孤立感，這導致受刑人出現憂鬱、沮
喪、自傷與自殺意念等心理影響 (Maycock, 2021; Suhomlinova et al., 2022)。此外，
活動範圍受限與無法得到他人支持亦是造成心理健康狀況不佳的原因，而疫情的變
化與壓力都使得受刑人難以因應 (Kothari et al., 2022)。

二、受刑人心理健康之性別差異

相較於男性受刑人，大多的文獻顯示女性受刑人的心理健康普遍較差 (Ahmad 

& Mazlan, 2014; Light et al., 2013; Santos et al., 2019; Severson, 2019)。其中，影
響女性受刑人心理健康的原因包括物質使用問題、童年受虐或成年後受暴 (Casey 

et al., 2020)，以及親密關係暴力等創傷經驗 (Minieri et al., 2014)。目前與男性
受刑人心理健康相關的研究似乎著重於外在行為，包含其憂鬱與違規行為相關
(Santos et al., 2019)，其自殺意圖亦顯著高於女性受刑人 (Gates et al., 2017)。由
此可知，女性受刑人的心理狀態受到許多因素影響，而男性受刑人之心理問題可
能反映在行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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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儘管不同性別受刑人的心理健康有所差異，探討各自之心理健康保護因
子仍有其重要性，以期降低疫情對受刑人之負面影響。

三、心理健康之保護因子

( 一 ) 社會支持

目前已經有廣泛的研究指出社會支持對於受刑人及物質濫用者的正面影響，包
括降低復發或再犯 ( 張麗玉、林子菲，2018；De Claire & Dixon, 2017)、有助於在
監適應 ( 陳玉書等人，2012；曾富良、謝志龍，2017)，且能降低心理困擾 (Birtel 
et al., 2017; De Claire & Dixon, 2017)。對受刑人而言，其支持來源大致包含家人、
朋友、同儕與監所人員。

1. 支持來源

(1)家人支持

過去針對物質濫用受刑人的研究指出家庭能夠提供廣泛的社會支持，包含表達
愛與關懷、幫忙照顧孩子、寄錢與提供賦歸社會相關的訊息等 ( 曾富良、謝志龍，
2017；Clone & DeHart, 2014)。然而，相較於非毒品受刑人，毒品受刑人在任何類
型的家庭支持皆較低 ( 陳玉書等人，2012)，甚至有研究指出其與家庭的關係往往
是緊張的 (Lemieux, 2002)。

(2)朋友與伴侶支持

朋友支持對於毒品受刑人的影響憂喜參半，其風險之處在於有研究指出毒品受
刑人之友人中，使用毒品者佔七成 ( 張麗玉、林子菲，2018)；其希望之處在於成
功戒癮並有家庭生活的朋友對受刑人具有鼓勵的效果 (Clone & DeHart, 2014)。另
外，有研究顯示毒品受刑人獲得來自重要他人或伴侶的支持質量更勝家庭 (Clone & 
DeHart, 2014; Lemieux, 2002)。

(3)監所內同儕與監所人員支持

監內同儕及舍友與受刑人生活在一起，時常扮演重要的角色。包含提供情緒上
的支持、相關的指引及訊息，以利因應在監生活 (Clone & DeHart, 2014)。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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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指出同儕支持也影響戒治處遇效果跟戒癮意願，朱群芳等人 (2019) 的研究
指出自我效能、同儕支持、治療同盟皆能影響戒治處遇之效果，而同儕支持為最
重要之因素。而 Liu 等人 (2018) 的研究指出戒毒機構內朋友的支持與戒癮意願的
關係最為顯著，表示有較高的同儕支持，其戒癮的意願更高。另一方面，教誨師
(counselors) 的支持與鼓勵能夠幫助受刑人適應監獄生活 (Clone & DeHart, 2014)。

綜上，儘管家庭支持有其重要性，然毒品受刑人該部分支持較為薄弱；而朋友
與伴侶支持有潛在且關鍵的影響力；同儕與監所人員為生活上最密切接觸的對象，
其支持是監禁生活重要的資源。

2. 社會支持對心理健康之影響

過去的研究指出缺乏社會支持的女性受刑人更有可能產生憂鬱及焦慮的情況
(Asberg & Renk, 2014)，而獲得越多情感性社會支持的男性受刑人，其壓力與總體
心理困擾程度越低 (Wolff & Caravaca Sánchez, 2019)。另外，一項涵蓋不同性別的
研究指出，朋友支持能預測男性與女性毒品受刑人之焦慮程度；家人支持僅能預測
女性毒品受刑人之焦慮程度 (Chen, 2010)。綜上，社會支持對於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不分性別，惟社會支持的來源對心理健康的影響可能有性別差異。

3. 疫情期間與社會支持相關之研究

疫情使得過去的實體接見替代為電話、遠距、行動及Line接見 (法務部矯正署，
2021b、2021c)。有研究顯示因疫情停止接見，加上電話接見的機會有限，受刑人
自認其家庭關係有變得緊張、惡化的現象 (Charles et al., 2021；Maycock, 2022)。

另外，疫情期間受刑人霸凌獄友的行為增加、受刑人與矯正人員之間由於防
疫措施而產生隔閡 (Suhomlinova et al., 2022)。而 Sorge 等人 (2021) 的研究發現
有部分的受刑人感謝監所人員在疫情艱困時，給予支持、傾聽、解決其問題與傳
遞消息等。可知無論是和家人、其他受刑人與監獄矯正人員之間的關係都受因疫
情而產生變化。



68 第 14 卷第 2 期新冠疫情對毒品受刑人心理健康影響之研究

( 二 ) 復原力

Luthar 與 Cicchetti(2000) 指出人們經歷重大的逆境或是創傷，仍表現出積極
適應的能力，稱為復原力 (resilience)。即使面對低潮或是疫情肆虐仍能繼續前進即
為復原力之展現，且其有助於心理健康 (PeConga et al., 2020)。然而，復原力的概
念既多元又複雜，Rudzinski 等人 (2017) 歸納出以下三種觀點。

1. 復原力的三種觀點

首先，復原力經常被視為特質 (trait)，該觀點也將其視為保護因子，包含內在
優勢及外在資源 (Rudzinski et al, 2017)。其中，內在優勢包括韌性 (toughness)、
優勢 (strength)、樂觀、責任感、助人利他等概念 ( 柯又嘉，2017；Huang et al., 

2020)；外在資源則包含家庭、機構及社區等支持系統 ( 劉俊良、陳意文，2019)。

其次，復原力被當作是一種過程 (process)，此觀點認為復原力並非固定不變
的傾向，而是透過動態的行為、認知和環境所塑造的 (PeConga et al., 2020)，因而
會隨著時間而改變 (Connor & Davidson, 2003; Huang et al., 2020)。

最後，復原力亦被視為結果 (outcome)，其包含產生正向結果，以及未產生負
面結果。以物質濫用領域為例，正向結果包含戒癮及復原，而負面結果則為吸毒與
復發 (Rudzinski et al., 2017)。

2. 與受刑人及物質濫用者之復原力相關研究

受刑人可能面臨各式各樣的議題，包括創傷、成癮及弱勢等問題，無庸置疑是
身處逆境的族群。而復原力正是一種讓人們在高風險的環境中仍能抵抗或避免犯罪
的能力 (Hartman et al., 2009)，即復原力較高者，其犯罪的可能性較低。Afra 等人
(2017) 的研究顯示女性受刑人在個人能力、對負面情緒的忍受度與接受變化等三面
向之復原力明顯低於一般女性。尤其，與三個月內未使用物質的女性受刑人相比，
有使用物質者之復原力明顯較低 (Caravaca-Sánchez & García-Jarillo, 2020)。然而，
一項研究有出乎意料的結果，Bartholomaeus 與 Strelan(2021) 的研究顯示女性受
刑人的復原力高於一般女性，作者認為受刑人更可能經歷逆境，其經驗有助於培養
復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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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藥物濫用成功戒除者之復原力相關的保護因子包含擁有正向的自我概
念、自我價値感；願意為自己負責；對家庭與工作的承諾；擁有親友、專業人員與
機構、社區等社會支持 ( 劉俊良、陳意文，2019)。由此可知，復原力可能受到不
同層面的因素所影響，包含是否使用物質、對自我的認知與支持系統等，其範圍複
雜而廣泛。目前針對受刑人與物質濫用者的復原力研究仍有限，也鮮少探討男性受
刑人之復原力。

3. 復原力與心理健康相關之研究

Sygit-Kowalkowska 等人 (2017) 針對女性受刑人的研究指出，復原力可
以被視為預測心理健康的因素，即復原力越高則憂鬱程度越低，其心理狀態
越佳。Wolff 與 Caravaca Sánchez(2019) 針對男性受刑人的研究也有類似的
發現，結果顯示較高的復原力可以預測較低的焦慮和壓力程度。另外，疫情
期間的文獻指出復原力越高時，焦慮感或相關症狀較少 (Debski et al., 2021; 

Killgore et al., 2020)。目前與疫情期間復原力相關的研究著重於一般大眾
(Ferreira et al., 2020; Killgore et al., 2020)，Killgore 等人 (2020) 的研究顯示
人們在封城期間 (lockdown) 的心理復原力低於過去所公布的數據。而復原力
較低與封城及居家令天數較長、壓力感較高等有關 (Ferreira et al., 2020)。綜
上，不同性別受刑人的復原力與心理健康的關係皆得到支持，而復原力既是面
對疫情考驗的適應能力，也是人們身心健康的重要指標，卻鮮少有針對受刑人
之研究。

四、小結

綜合前述文獻可知，毒品受刑人與較差之心理健康有其關聯性，而監獄條件、
管理制度與人際關係等複雜原因皆為影響心理健康之因素，且不同性別之心理健康
有所差異。

與疫情相關的研究顯示受刑人在疫情期間的活動受到限制、缺乏人際互動，進
而對心理產生負面的影響。此外，雖僅能以電話、視訊等方式替代實體接見，但保
持對外聯繫對於受刑人的心理健康有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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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過去的研究指出社會支持和復原力有利於受刑人的心理健康，且社會支
持與復原力亦是抵禦疫情期間心理健康的重要資源，然目前仍未有研究探討疫情之
下受刑人的社會支持與復原力對心理健康之影響。據此，本研究將聚焦於毒品受刑
人之心理健康及其性別差異，探討疫情相關的因素、社會支持、復原力對於心理健
康的影響。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從臺灣的男監、女監各選取兩所進行招募，以立意取樣之方式，選取本
次入監罪名包含施用毒品之受刑人，因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故研究參與者需具有文
字識讀能力。另為符合本研究探討新冠疫情期間心理健康之目的，其入監服刑日期
須早於三級警戒實施 (2021年5月19日 )。為維護研究參與者之權益，本研究經法
務部矯正署之審查，施測過程亦恪遵倫理規範。最後之有效樣本為429人，男性有
159人 (37.1%)，女性有270人 (62.9%)。

表1為研究參與者個人基本資料之描述統計。其中，男性的平均年齡為42.7歲，
女性的平均年齡為43.6歲；男性的平均刑期為5.3年，女性的平均刑期為14.4年，
比起男性，女性之刑期明顯高出許多；初次使用毒品的平均年齡，男性為23.4歲，
女性為20.9歲；男性以國中教育程度為最多 ( 占43.4%)，女性以高中、職教育程度
為最多 ( 占43.3%)；婚姻狀態男性以未婚居多 ( 占61.0%)，女性以離婚為最多 ( 占
36.7%)；男性有121人 (76.1%) 曾入監服刑，女性則有219人 (81.1%)，此顯示大多
數受刑人曾入監服刑。

表1 研究參與者人口變項資料 (N = 429)

變項
男性 女性

n (%) M (SD) n (%) M (SD)

性別 159 (37.1) - 270 (62.9) -

年齡 42.7 (9.9) - 43.6 (7.8)

本次刑期長度 ( 年 ) - 5.3 (3.2) - 14.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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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男性 女性

n (%) M (SD) n (%) M (SD)

初次使用毒品年齡 - 23.4 (7.4) - 20.9 (6.2)

教育程度

國小 9 (5.7) - 23 (8.5) -

國中 69 (43.4) - 116 (43.0) -

高中、高職 67 (42.1) - 117 (43.3) -

大專以上 14 (8.8) - 14 (5.2) -

婚姻狀態

已婚 22 (13.8) - 71 (26.3) -

未婚 97 (61.0) - 86 (31.9) -

離婚 38 (23.9) - 99 (36.7) -

喪偶  2 (1.3) - 14 (5.2) -

曾入監服刑

是 121 (76.1) - 219 (81.1) -

否 38 (23.9) - 51 (18.9) -

註：合計未符合總數為遺漏値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針對毒品受刑人在疫情期間 (2021年5月19日至同年
7月26日 ) 是否使用替代接見、接見與通信頻率、受防疫措施影響、復原力、感知
的社會支持及心理困擾進行研究，以下分述各變項之研究工具。表2至表5包含各
量表題項、計分方式、信度與效度分析。

( 一 )  使用替代接見經驗：是否使用過電話、行動、遠距及 Line 視訊等替代接見。

( 二 )  接見與通信頻率：於監所暫停實體接見的期間，與家人接見與通信的頻率、
與親戚或朋友通信的頻率。選項包含一個月4次 ( 含 ) 以上；一個月2至3次；
一至兩個月1次；無／未接見／未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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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監所之防疫措施：本研究根據法務部矯正署 (2021a、2021b) 公布實施之防疫
措施，選取部分措施設計成 「防疫措施量表」 ，其計分方式採用 Likert 五點
計分法：完全沒影響 (1分 )；偶爾感到困擾 (2分 )；有時感到困擾 (3分 )；經
常感到困擾 (4分 )；總是感到困擾 (5分 )，而分數越高，表示受防疫措施困擾
程度越高。該量表之內部一致性為 .87，經探索性因素分析萃取出 「對內防疫
措施」 與 「對外防疫措施」 兩構面，特徵値為5.08與1.58，合計解釋之變異
量達66.56%，共計九個題項 ( 詳見表2)。

表2 防疫措施量表之信度與效度分析結果

因素
構面 題項

旋轉後之因素負荷量

因素 1 因素 2

對內
防疫
措施

暫停所有教化活動 .83

暫停技能訓練班之上課 .82

暫停教誨志工進入 .81

暫停監外作業 .81

暫緩辦理返家探視及與眷屬同住 .79

暫緩辦理移監作業 .74

對外
防疫
措施

暫停收受送入飮食 .89

暫停實體接見 .89

接見改以電話、視訊等通訊設備 (Line) 方式辦理 .76

特徵値 5.08 1.58

解釋總變異量 41.96 24.60

累積解釋總變異量 41.96 66.56

Cronbach's α .90 .84

註：題目依照因素負荷量之大小進行排序

( 四 )  感知的社會支持：參考並改編自郭文正 (2012) 之戒治時期支持量表。計分方
式採用 Likert 五點計分法，分別為1分 ( 從未 )、2分 ( 很少 )、3分 ( 有時 )、4

分 ( 經常 )、5分 ( 總是 )，分數越高，表示感知的社會支持程度越高。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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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部一致性為 .96，因素分析萃取出 「監所內支持」 、「家人支持」 、「所外
親友支持」 等三個構面，共計19個題項，特徵値介於1.16至11.26，合計解
釋之變異量達76.83%( 詳見表3)。

表3 感知社會支持量表之信度與效度分析結果

因素
構面 題項

旋轉後之因素負荷量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監所內
支持

新冠疫 
情期間

監所 ( 如輔
導人員、戒
護人員等 )

會表達對我的重視或肯定。 .87
能給我一些生活上的建議。 .86
會給我實質上的幫助。 .86
會給我情感上的支持。 .83
會給我一些生活上的建議。 .75

監所內的朋
友或舍友

會表達對我的重視或肯定。 .73
會給我物質上的支持。 .65
會給我情感上的支持。 .57

家人 
支持

新冠疫 
情期間， 
家人

會透過接見 ( 行動、電話、視訊接見 )， 
表達對我的重視或肯定。 .83

會透過接見 ( 行動、電話、視訊接見 )， 
給我一些生活上的建議。 .81

會透過書信表達對我的重視或肯定。 .80
的接見 ( 行動、電話、視訊接見 )，會給 
我情感上的支持。 .77

會透過書信給我一些生活上的建議。 .77
寄送物品或金錢，會給我實質上的幫助。 .74
的書信，會給我情感上的支持。 .73

親友 
支持

新冠疫情
期間，獄
所外親戚
或朋友

透過書信表達對我的重視或肯定。 .83

會透過書信給我一些生活上的建議。 .81

的書信，會給我情感上的支持。 .80

寄送物品或金錢能給我實質上的幫助。 .76

特徵値 11.26 2.17 1.16

解釋總變異量 29.55 28.21 19.07

累積解釋總變異量 29.55 57.76 76.83

Cronbach's α .94 .94 .96

註：題目依照因素負荷量之大小進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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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復原力：復原力量表 (CD-RISC) 由 Connor 與 Davidson(2003) 所發展，原量
表題目共25題，本研究採用經 Campbell‒Sills 與 Stein(2007) 修正之簡式量
表，此量表共10題，視復原力為單一構面。其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 (α = 

.85) 與建構效度，與原量表之分數具高度相關 (r = .92)。 採用 Likert 五點計分
法，分別為1分 (從未 )、  2分 (很少 )、  3分 (有時 )、  4分 (經常 )、  5分 (總是 )，
分數越高代表復原力越高。本研究之內部一致性為 .95( 詳見表4)。

表4 復原力量表之信度分析結果

量表 題項 Cronbach's α

復原力 儘管有阻礙，我也能達成目標。 .95

面臨壓力時，我可以專注並淸楚地思考。

我不會因為失敗而容易感到氣餒。

我會試著去看事情幽默的一面。

我能夠處理不愉快的感覺。

應對壓力可以讓我變得更強。

遇到困難或生病，我很容易就能恢復。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我都能處理。

我認為自己是堅強的人。

當改變發生時，我能適應。
註：題目依照因素負荷量之大小進行排序

( 六 )  心理困擾：採用 Lovibond 與 Lovibond(1995) 所發展之憂鬱、焦慮、壓力量
表 (DASS)之簡式量表，其計分方式為 Likert四點計分法，分別為0分 (從未 )、
1分 ( 有時 )、2分 ( 經常 )、3分 ( 總是 )。分數越低表示憂鬱、焦慮及壓力程
度較低。本研究之內部一致性為 .95，因素分析包含 「壓力」 、「焦慮」 、「憂
鬱」 等三個構面，共計19題，特徵値介於1.3至10.44，合計解釋之變異量達
65.67%( 詳見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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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心理困擾量表之信度與效度分析結果

因素 
構面 題項

旋轉後之因素負荷量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壓力

我發現很難放鬆 .81

我覺得自己很敏感。 .81

我發現自己變得焦躁不安。 .75

我無法容忍任何事情阻礙我正在做的事。 .73

我對許多情況會過度反應。 .71

我發現自己很難平靜下來。 .70

我覺得我消耗許多精力。 .70

焦慮

我覺得我快要恐慌了。 .77

我經歷過呼吸困難 ( 例如呼吸過快、 
在沒有消耗體力的情況下呼吸困難 )。 .77

我無緣無故感到害怕。 .76

我經歷過顫抖 ( 例如手抖 )。 .75

我感到口乾舌燥。 .74

我擔心會讓我恐慌或出糗的情況。 .69

在沒有消耗體力的情況下，我感覺得到自己
的心跳 ( 例如心率加速、心跳漏拍 )。 .61

憂鬱

我覺得沒有什麼可以期待的。 .81

我覺得生活毫無意義。 .77

我似乎沒有任何正向的感覺。 .77

我無法對任何事情充滿熱情。 .77

我發現做事情提不起勁。 .56

特徵値 10.44 2.05 1.30

解釋總變異量 23.83 23.40 18.44

累積解釋總變異量 23.83 47.23 65.67

Cronbach's α .92 .89 .91

註：題目依照因素負荷量之大小進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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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一、毒品受刑人在疫情期間接見與通信的狀況

自疫情以來，為降低病毒傳染之風險，監所推動電話接見、行動接見、遠距接
見與 Line 接見等四種替代實體接見的方式。為瞭解疫情期間毒品受刑人與外界聯
繫的狀況，以及性別之間的差異，以下分述之。

( 一 ) 替代接見之使用狀況

使用替代接見的情形如表6，有103位 (65.2%)男性使用過其中一種替代接見，而女性
則有244人 (90.4%)使用過。此顯示相較於男性，女性使用過替代接見的比例較高。其中，
電話接見是使用率最高、最普遍的替代接見方式，有98位男性 (61.6%)與235位女性 (87.0%)

使用過。其次為 Line接見，有21位男性 (13.3%)與153位女性 (56.9%)使用過。

表6 各類型替代接見的使用情形

變項
n (%)

男性 159 (37.1) 女性 270 (62.9)
使用過任一替代接見

是 103 (65.2) 244 (90.4)

否 55 (34.8) 26 (9.6)

使用過電話接見

是 98 (61.6) 235 (87.0)

否 61 (38.4) 35 (13.0)

使用過行動接見

是 33 (20.9) 72 (26.7)

否 125 (79.1) 198 (73.3)

使用過遠距接見

是 15 (9.6) 37 (13.7)

否 142 (90.4) 233 (86.3)

使用過 Line 接見

是 21 (13.3) 153 (56.9)

否 137 (86.7) 116 (43.1)

註：合計未符合總數為遺漏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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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疫情期間對外聯繫之頻率

與家人使用替代接見的頻率，男性以未接見之比例為最高，有67人 (42.4%)；女性以一
個月接見4次 (含 )以上為最多，有131人 (48.5%)。此顯示男性與女性在接見頻率上顯有不
同 (詳見表7)。

與家人透過書信聯繫的頻率，男性以一至兩個月通信1次為最多，有50人 (31.8%)，而
一個月通信2至3次則次之，有43人 (27.4%)；女性是以一個月通信2至3次占最高之比例，
有85人 (31.5%)，一至兩個月通信1次則次之，有82人 (30.4%)。由此可知，男、女性與家人
的通信頻率集中於一至兩個月一次至一個月通信2至3次之間。

與親戚、朋友透過書信聯繫的頻率，男性 (43人，27.6%)、女性 (113人，42.3%)皆以一
個月通信4次 (含 )以上為最多。此顯示無論男性或女性，與親友聯繫的頻率普遍較高。

表7 使用替代接見與書信對外聯繫之頻率

變項
n (%)

男性 159 (37.1) 女性 270 (62.9)
家人使用替代接見

一個月4次 ( 含 ) 以上 28 (17.7) 131 (48.5)

一個月2至3次 35 (22.2) 60 (22.2)

一至兩個月1次 28 (17.7) 23 (8.5)

無／未接見 67 (42.4) 56 (20.7)

與家人書信聯繫

一個月4次 ( 含 ) 以上 40 (25.5) 60 (22.2)

一個月2至3次 43 (27.4) 85 (31.5)

一至兩個月1次 50 (31.8) 82 (30.4)

無／未通信 24 (15.3) 43 (15.9)

與親戚 / 朋友書信聯繫

一個月4次 ( 含 ) 以上 43 (27.6) 113 (42.3)

一個月2至3次 41 (26.3) 77 (28.8)

一至兩個月1次 42 (26.9) 43 (16.1)

無／未通信 30 (19.2) 34 (12.7)

註：合計未符合總數為遺漏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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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毒品受刑人各變項的狀況與性別差異

表8為防疫措施、復原力、感知的社會支持與心理困擾的總得分、平均數、標
準差以及每題平均數，以檢視不同性別在各量表與構面之得分狀況，並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不同性別之間是否存在差異。

首先，防疫措施量表為五點量表，中間値為3，從題平均數可知研究參與者受
到防疫措施 ( 含整體、內與外 ) 之影響分數均低於3，顯示其受影響程度偏低。無
論是整體防疫措施、對外或是對內防疫措施構面，經獨立樣本 t 檢定之結果，男性
與女性在各構面皆未達統計之顯著水準 (t = -1.31，p = .191；t = -.64，p = .524；t 

= -1.43，p = .154)，表示不同性別受到防疫措施影響並無顯著之差異。

其次，感知社會支持量表為五點量表，中間値為3，從題平均數可知研究參與
者感知各支持構面的分數均低於3，顯示其感知的社會支持程度偏低。整體之感知
社會支持、家人支持、監所內支持，經獨立樣本 t 檢定之結果，男性與女性在上述
構面皆未達統計之顯著水準 (t = -1.20，p = .232；t = -1.06，p = .291；t = -.46，p 

= .645)，僅親友支持達統計之顯著水準 (t = -2.13，p = .035)，表示女性感知之親友
支持顯著高於男性，而其他的支持來源並無顯著差異。

再者，復原力量表為五點量表，中間値為3，從題平均數可知男性的復原力分
數高於3，顯示其復原力屬於中等程度，而女性略低於3，顯示其復原力程度較低。
復原力經獨立樣本 t 檢定之結果，男性與女性在此構面未達統計之顯著水準 (t = 

1.80，p = .073)，顯示不同性別的復原力沒有顯著差異。

最後，心理困擾量表為四點量表 (0分到3分 )，中間値為1.5，從題平均數可
知研究參與者心理困擾分數均低於1.5，顯示其心理困擾偏低。無論是整體心理困
擾狀態、憂鬱、焦慮或壓力構面，經獨立樣本 t 檢定之結果，男性與女性在各構
面皆達統計之顯著水準 (t = -4.30，p < .001；t = -2.65，p = .008；t = -2.98，p = 

.003；t = -4.70，p < .001)，表示女性之整體心理困擾、憂鬱、焦慮與壓力等三個
構面皆顯著高於男性，而有較差之心理健康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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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各量表得分情況與性別差異分析

變項 題數
M (SD)

量尺點數 
等級

t 值 
( 顯著性 )題平均數

男性 (n = 159) 女性 (n = 270)

防疫措施
9 15.84 (7.59) 16.88 (7.75)

1-5

-1.31

1.76 1.88

對內防疫措施
6 8.46 (4.77) 8.78 (5.03) -.64

1.41 1.46

對外防疫措施
3 7.46 (4.07) 8.05 (4.12) -.14

2.49 2.68

感知的社會支持
19 48.65 (22.14) 51.16 (18.22)

1-5

-1.20

2.56 2.69

家人支持
7 18.41 (9.13) 19.33 (7.94) -1.06

2.63 2.76

親友支持
4 10.09 (5.73) 11.24 (4.87) -2.13*

2.52 2.81

監所內支持
8 20.15 (9.57) 20.57 (8.28) -.46

2.52 2.57

復原力
10 31.31 (9.53) 29.61 (9.36)

1-5
1.80

3.13 2.96

心理困擾
19 10.81 (13.72) 17.35 (16.91)

0-3

-4.30***

0.57 0.91

憂鬱
5 2.94 (4.74) 4.29 (5.26) -2.65**

0.59 0.86

焦慮
7 2.46 (4.56) 3.99 (5.97) -2.98**

0.35 0.57

壓力
7 5.61 (6.81) 9.27 (8.30) -4.70***

0.80 1.32
*p < .05, **p < .01, ***p < .001

三、毒品受刑人各變項與心理困擾之相關分析

為瞭解不同性別的毒品受刑人之心理困擾與各變項之關係，以皮爾森差積相關
進行相關性之分析，結果如表9、表10。變項包含年齡、教育程度、婚姻、刑期、
初次使用毒品與是否曾入監服刑等個人背景變項，並將教育程度 ( 高中職 【含】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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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1，高中職以下 = 0)、婚姻 ( 已婚 = 1，未婚、離婚與喪偶 = 0)、曾否入監服
刑 ( 是 = 1，否 = 0) 等變項轉換為虛擬變項並進行編碼。疫情期間是否使用替代接
見 ( 以虛擬變項處理，是 = 1，否 = 0)、接見與通信頻率、對內與對外之防疫措施
等疫情因素變項；各構面之感知社會支持 ( 家人支持、親友支持與監所內支持 )；
復原力；各構面心理困擾 ( 憂鬱、焦慮、壓力 )，以下分述不同性別樣本之相關性
結果。

( 一 ) 男性心理困擾與各變項之相關性

男性的憂鬱與親友通信頻率、家人支持、監所內支持、復原力呈現低度負相關

表9 男性心理困擾與各變項之相關性

變項 M / % SD 1 2 3 4 5 6 7
1. 年齡 42.73 9.91 1 -.30*** .06 .02 .42*** .46*** -.15

2. 教育程度 50.9% n/a 1 -.00 .06 .08 -.29*** .12

3. 婚姻 13.8% n/a 1 .10 .12 .01 .22**

4. 刑期 5.28 3.16 1 -.06 -.05 .05

5. 初次使用毒品年齡 23.37 7.42 1 -.09 .04

6. 曾否入監服刑 76.1% n/a 1 -.07

7. 是否使用替代接見 65.2% n/a 1

8. 家人接見 2.15 1.16

9. 家人通信 2.63 1.03

10. 親友通信 2.62 1.09

11. 對內防疫措施 8.46 4.77

12. 對外防疫措施 7.46 4.07

13. 家人支持 18.41 9.13

14. 親友支持 10.09 5.73

15. 監所內支持 20.15 9.57

16. 復原力 31.31 9.53

17. 憂鬱 2.94 4.74

18. 焦慮 2.46 4.56

19. 壓力 5.61 6.81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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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17，p = .033；r = -.17，p = .036；r = -.23，p = .005；r = -.17，p = .039)，
表示與親友通信頻率越高、家人支持越高、監所內支持越高、復原力越高者，其憂
鬱程度越低。

男性的焦慮與對內防疫措施呈現低度正相關 (r = .23，p = .005)，表示受對內
防疫措施影響程度越小者，其焦慮程度越低。此外，焦慮與親友通信頻率、親友支
持、監所內支持、復原力呈現低度負相關 (r = -.17，p = .031；r = -.16，p = .048；
r = -.16，p = .045；r = -.28，p < .001)，表示與親友通信頻率越高、親友與監所內
支持越高、復原力越高者，其焦慮程度越低。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4** -.28*** -.27** -.13 -.21* -.18* -.07 -.13 .02 .05 -.10 -.12

.21* .19* .17* .14 .09 .17* .02 .07 .10 .04 -.09 .08

.28*** .22** .05 .09 .10 .16* .12 .07 .04 -.06 .02 .02

.11 .16 .09 .18* .29*** .05 .066 -.01 .09 .09 .02 .13

.02 -.08 -.12 -.03 -.13 .11 -.038 .05 -.04 -.10 -.08 -.06

-.13 -.06 -.03 -.02 -.07 -.10 .06 -.04 .14 -.03 -.02 -.04

.58*** .34*** .23** .04 .26** .32*** .08 .05 .10 -.06 .09 .01

1 .51*** .37*** .04 .23** .36*** .16* .07 .13 .03 .11 .07

1 .68*** .12 .22** .36*** .22** .16* .03 -.12 -.05 -.02

1 .09 .26** .29*** .36*** .20* .10 -.17* -.17* -.06

1 .47*** .15 .13 .18* .06 .09 .23** .30***

1 .27** .19* .13 .13 .12 .04 .24**

1 .72*** .70*** .34*** -.17* -.09 -.12

1 .73*** .39*** -.14 -.16* -.12

1 .37*** -.23** -.16* -.11

1 -.17* -.28*** -.24**

1 .50*** .64***

1 .59***

1



82 第 14 卷第 2 期新冠疫情對毒品受刑人心理健康影響之研究

表10 女性心理困擾與各變項之相關性

變項 M / % SD 1 2 3 4 5 6 7
1. 年齡 43.6 7.8 1 -.26*** -.06 .29*** .55*** .15* -.10

2. 教育程度 48.5% n/a 1 -.06 -.01 .04 -.14* .07

3. 婚姻 26.3% n/a 1 -.10 .03 .12 .08

4. 刑期 14.4 8.3 1 .12* -.06 .06

5. 初次使用毒品年齡 20.9 6.2 1 -.19** -.10

6. 曾否入監服刑 81.1% n/a 1 .00

7. 是否使用替代接見 90.4% n/a 1

8. 家人接見 2.99 1.19

9. 家人通信 2.6 1

10. 親友通信 3.01 1.05

11. 對內防疫措施 8.78 5.03

12. 對外防疫措施 8.05 4.12

13. 家人支持 19.33 7.94

14. 親友支持 11.24 4.87

15. 監所內支持 20.57 8.28

16. 復原力 29.61 9.36

17. 憂鬱 4.29 5.26

18. 焦慮 3.99 5.97

19. 壓力 9.27 8.30

*p < .05, **p < .01, ***p < .001

男性的壓力與對內防疫措施、對外防疫措施呈現低度正相關 (r = .30，p < 

.001；r = .24，p = .003)，表示受對內防疫措施與對外防疫措施影響程度越小者，
其壓力程度越低。此外，壓力與復原力呈現低度負相關 (r = -.24，p = .002)，表示
復原力越高者，其壓力程度越低。

( 二 ) 女性心理困擾與各變項之相關性

女性憂鬱與對內防疫措施、對外防疫措施呈現低度正相關 (r = .24，p < .001；
r = .22，p < .001)，表示受對內防疫措施與對外防疫措施影響程度越小者，其憂鬱
程度越低。此外，憂鬱與初次使用毒品年齡、親友通信頻率、家人支持、親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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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女性心理困擾與各變項之相關性

變項 M / % SD 1 2 3 4 5 6 7
1. 年齡 43.6 7.8 1 -.26*** -.06 .29*** .55*** .15* -.10

2. 教育程度 48.5% n/a 1 -.06 -.01 .04 -.14* .07

3. 婚姻 26.3% n/a 1 -.10 .03 .12 .08

4. 刑期 14.4 8.3 1 .12* -.06 .06

5. 初次使用毒品年齡 20.9 6.2 1 -.19** -.10

6. 曾否入監服刑 81.1% n/a 1 .00

7. 是否使用替代接見 90.4% n/a 1

8. 家人接見 2.99 1.19

9. 家人通信 2.6 1

10. 親友通信 3.01 1.05

11. 對內防疫措施 8.78 5.03

12. 對外防疫措施 8.05 4.12

13. 家人支持 19.33 7.94

14. 親友支持 11.24 4.87

15. 監所內支持 20.57 8.28

16. 復原力 29.61 9.36

17. 憂鬱 4.29 5.26

18. 焦慮 3.99 5.97

19. 壓力 9.27 8.30

*p < .05, **p < .01, ***p < .001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01 .07 .01 .09 -.09 .06 .08 .08 .06 -.10 .03 -.08

.02 .01 -.00 -.05 -.04 .14* .10 .10 .14* -.12 -.07 -.10

.00 .11 .09 -.11 -.00 -.03 -.11 -.03 .02 .05 -.05 -.01

.16** -.06 .04 -.02 .04 .13* .02 .08 .20** -.10 -.20** -.08

-.06 .17** .02 .03 -.14* .10 .08 .10 .02 -.15* -.05 -.16**

-.05 -.06 .00 .03 .04 -.08 -.05 -.05 .06 .03 -.06 -.02

.41*** .03 .22*** .07 .15* .25*** .12* .10 .06 .00 -.04 -.00

1 .11 .35*** -.02 .12 .27*** .13* .07 .05 -.06 -.06 .03

1 .35*** .08 -.02 .38*** .14* .16* .03 -.04 .00 -.02

1 -.03 .05 .29*** .44*** .30*** .09 -.18** -.11 -.08

1 .42*** .05 .06 .10 -.09 .24*** .39*** .35***

1 .18** .16** .04 -.03 22*** .20** .36***

1 .67*** .54*** .37*** -.14* -.12 .03

1 .66*** .32*** -.17** -.07 .01

1 .41*** -.18** -.06 -.06

1 -.34*** -.34*** -.24***

1 .62*** .73***

1 .58***

1

持、監所內支持與復原力呈現低度負相關 (r = -.15，p = .016；r = -.18，p = .004；
r = -.14，p = .025；r = -.17，p = .007；r = -.18，p = .003；r = -.34，p < .001)，表
示初次使用毒品年齡越大、與親友通信頻率越高、家人支持越高、親友支持越高、
監所內支持越高、復原力越高者，其憂鬱程度越低。

女性焦慮與對內防疫措施、對外防疫措施分別呈現中度、低度正相關 (r = .39，
p < .001；r = .20，p = .001)，表示受對內防疫措施與對外防疫措施影響程度越小者，
其焦慮程度越低。此外，焦慮與刑期、復原力分別呈現低度、中度負相關 (r = -.20，
p = .001；r = -.34，p < .001)，表示與刑期越高、復原力越高者，其焦慮程度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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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壓力與對內防疫措施、對外防疫措施呈現中度正相關 (r = .35，p < .001；
r = .36，p < .001)，表示受對內防疫措施與對外防疫措施影響程度越小者，其壓力
程度越低。此外，壓力與初次使用毒品年齡、復原力呈現低度負相關 (r = -.16，p = 
.007；r = -.24，p < .001)，表示初次使用毒品年齡越高、復原力越高者，其焦慮程
度越低。 

四、心理困擾影響因素之迴歸分析

接著以階層迴歸分析各變項對於心理困擾 ( 憂鬱、焦慮與壓力 ) 之解釋與預測
力。首先於模型一放入個人背景變項作為控制變項：年齡、教育程度、婚姻、刑期、
初次使用毒品年齡、曾否入監服刑；模型二加入疫情因素：是否曾使用替代接見、
家人接見頻率、家人通信頻率、親友通信頻率、對內防疫措施與對外防疫措施；模
型三加入感知社會支持：家人支持、親友支持、監所內支持；模型四加入復原力 (詳
見表11)，其中，以虛擬變數處理之變項及編碼方式如前所述。另外，本研究以變
異數膨脹係數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 作為共線性的判斷指標，文獻顯示 VIF
小於5的迴歸模型有其適切性 (Akinwande et al., 2015)。經檢驗結果，每個迴歸模
型 VIF 値的最大値介於2.93至4.12之間，表示迴歸模型皆可被接受。以下分述不同
性別樣本的迴歸分析結果。

( 一 ) 男性樣本心理困擾之迴歸分析

1. 男性憂鬱之迴歸分析

整體迴歸模型並不顯著 (F = 1.596，p = .080)，表示本研究之變項非男性毒品
受刑人憂鬱之預測因素。

2. 男性焦慮之迴歸分析

家人接見頻率、對內防疫措施與復原力 (β = .281，p = .013；β = .372，p < 
.001；β = -.301，p = .001) 為焦慮之顯著預測因子，表示家人接見頻率越高、受對
內防疫措施影響程度越大、復原力越低者，其焦慮程度越高。上述變項之整體解釋
力為18.9%，其中，受對內防疫措施為影響男性焦慮最重要之預測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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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男性壓力之迴歸分析

對內防疫措施與復原力 (β = .242，p = .009；β = -.261，p = .004) 為壓力之顯

著預測因子，表示受對內防疫措施影響程度越大、復原力越低者，其壓力程度越

高，上述變項之整體解釋力為14.6%。

( 二 ) 女性樣本心理困擾之迴歸分析

1. 女性憂鬱之迴歸分析

對內防疫措施、對外防疫措施與復原力 (β = .163，p = .014；β = .142，p = 

.038；β = -.288，p < .001) 為憂鬱之顯著預測因子，表示受監內與對外防疫措施影
響程度越大、復原力越低者，其憂鬱程度越高。上述變項之整體解釋力為16.1%，
其中，復原力為女性憂鬱最重要之預測因子。

2. 女性焦慮之迴歸分析

年齡、刑期、是否曾入監、對內防疫措施與復原力 (β = .177，p = .025；
β = -.193，p = .002；β = -.122，p = .045；β = .308，p < .001；β = -.275，
p < .001) 為焦慮之顯著預測因子，表示年齡越高、刑期越短、未曾入監者、
受對內防疫措施影響程度越大、復原力越低者，其焦慮程度越高。上述變項之
整體解釋力為23.8%，其中，對內防疫措施為女性焦慮最重要之預測因子，復
原力次之。

3. 女性壓力之迴歸分析

對內防疫措施、對外防疫措施與復原力 (β = .255，p < .001；β = .206，p = 

.002；β = -.224，p = .001) 為壓力之顯著預測因子，表示受監內與對外防疫措施影

響程度越大、復原力越低者，其壓力程度越高。上述變項之整體解釋力為21.3%，

其中，對內防疫措施為女性壓力最重要之預測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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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男、女性之憂鬱、焦慮與壓力之迴歸結果

依變項 憂鬱 焦慮 壓力
自變項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個人
背景
變項

年齡 .076 -.017 -.103 .177* -.136 .006

教育程度 .133 -.048 -.125 .008 .119 -.041

婚姻 -.065 .087 -.086 .024 -.025 .072

刑期 -.023 -.012 .011 -.193** .152 -.047

初次使用毒品年齡 -.047 -.100 -.080 -.135 .047 -.151*

曾否入監服刑 .011 -.011 -.002 -.122* .084 -.042

疫情
因素

使用替代接見 -.028 .027 .033 -.023 -.011 -.092

家人接見頻率 .172 -.014 .281* .016 .137 .064

家人通信頻率 .055 .025 -.110 .016 -.034 -.044

親友通信頻率 -.322* -.130 -.185 -.093 -.152 -.077

對內防疫措施 .081 .163* .372*** .308*** .242** .255***

對外防疫措施 .146 .142* -.162 .073 .088 .206**

社會
支持

家人支持 -.050 .014 .049 -.032 -.142 .134

親友支持 .111 -.013 .063 -.002 -.026 .051

監所內支持 -.192 -.015 -.150 .101 .065 -.031

復原力 復原力 -.165 -.288*** -.301** -.275*** -.261** -.224**

F 値 1.596 4.004*** 3.027*** 5.938*** 2.501** 5.300***

R2adj .065 .161 .189 .238 .146 .213
註：Beta 値為標準化後的 Beta；*p < .05, **p < .01, ***p < .001

伍、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影響毒品受刑人於疫情期間之心理健康因素，研究結果顯示對
內防疫措施與自身之復原力為顯著之預測因素。首先，復原力之對於心理健康的重
要性一如既往 (Debski et al., 2021; Sygit-Kowalkowska et al., 2017; Wolff & Caravaca 

Sánchez, 2019)。値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毒品受刑人復原力 (M = 30.24，SD = 9.45)

雖與疫情期間之一般成人相差無幾 (M = 30.97，SD = 5.46；Ferreira et al., 2020)，
然其標準差遠高於一般成人，表示研究參與者間的復原力差異較大，這提醒我們應
留意那些復原力較低的受刑人。此外，本研究並未發現復原力具有性別差異，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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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表示不同性別間在面臨困境的適應能力或是擁有的保護因子是相似的，不因性別
而有所不同 (Hartman et al., 2009)。

其次，防疫措施與受刑人的心理健康息息相關是本研究關鍵性的發現，研究結
果將防疫措施細分為內部政策及對外措施，內部政策如同受刑人生活起居之指導原
則，而對外措施則是外界支持之規範。此外，研究結果更進一步顯示，相較於內部
防疫措施，對外防疫措施對受刑人而言，有較高之困擾程度。然有趣的是，迴歸分
析結果發現，對內的防疫措施能預測男性的焦慮與壓力，以及女性的憂鬱、焦慮與
壓力，表示受刑人受到對內的防疫措施影響越大，其心理健康越差；而對外防疫措
施僅為女性憂鬱及壓力之預測因子，即內部的防疫措施造成的困擾程度雖低於對外
防疫措施，卻能預測不同性別之毒品受刑人之心理健康，可見受刑人長期待在監獄
裡面，日常的課程、活動與人際接觸等才是構築心理健康的因素，而與心理健康有
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此部分結果呼應近期的研究 (Maycock, 2021; Suhomlinova et 

al., 2022)。反觀對外防疫措施，儘管其對受刑人造成較高之困擾，然而無論是接見
或收受飮食頻率各受 《行刑累進處遇條例》、《外界對受刑人及被告送入金錢與飮
食及必需物品辦法》 之規範，故推測對外防疫措施實際上與受刑人日常緊密度或關
聯性相對較低，而對心理健康之影響力較小。

再細思對外防疫措施的內容似揭示人們對社會支持的需求，正如現有的文獻
指出因停止接見、與家人聯繫機會受限，降低了受刑人主觀上對於家人支持的認
知（ Charles et al., 2021; Maycock, 2022），然感知的社會支持是影響疫情期間心理
健康的因素嗎？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各構面的感知社會支持皆非心理困擾之顯著預測
因子，表示對受刑人而言，疫情期間感知的家人、親友及監所內支持皆非影響心
理困擾之因素，這與許多研究結果並不相符而顯得出乎意料 (Asberg & Renk, 2014; 

Chen, 2010; Wolff & Caravaca Sánchez, 2019)。本研究固得到感知社會支持與憂
鬱、焦慮之負相關，然未測得其與壓力之相關性，又毒品受刑人之心理困擾，以壓
力構面之分數為最高，故推測疫情期間所帶來的變數，使受限的感知社會支持仍不
足對心理健康有顯著的保護作用。此外，本研究參與者於各構面的感知社會支持皆
偏低，以家人及親友支持而言，對外防疫措施限制實體接見，飮食等物質方面的
供應亦受影響，本研究也發現在疫情期間未與家人接見的受刑人並非少數 ( 男性有
42.4%，女性有20.7%)，這都可能降低支持感；監所內支持大致受對內防疫措施之



88 第 14 卷第 2 期新冠疫情對毒品受刑人心理健康影響之研究

影響，以降低人際互動來減少病毒傳播可能使得獄友間或與監所人員之關係疏離。從而，
感知的社會支持受疫情各種措施影響的可能性高；另一方面，毒品受刑人本身的特殊性
亦與支持感較低有關 ( 陳玉書等人，2012、Lemieux, 2002)，而未能對心理健康生保護效
果。綜上，即使未能發現感知社會支持對心理健康之預測力，對外防疫措施能夠預測女
性毒品受刑人心理健康也塡補過去文獻的空缺，而本研究中女性參與者對於替代接見的
使用度亦反映了其與外界聯繫之需求，以及對外防疫措施對於心理健康之影響。

此外，男性受刑人的家人接見頻率為焦慮之正向預測因素亦是意料之外的結
果，表示家人接見頻率越高，其焦慮程度越高。Woodall 與 Kinsella(2018) 的研究
顯示接見若是充斥著負面的話題 ( 家庭、經濟或人際關係問題 )，會增加受刑人的
壓力程度。因此，家人接見頻率較高的受刑人很可能因頻繁地接收家人在疫情期間
的困擾，而引發其焦慮感。

最後，與過往研究結果一致的是受刑人的心理健康具性別差異，即女性受刑
人無論在憂鬱、焦慮或壓力之心理困擾程度上皆高於男性 (Ahmad & Mazlan, 2014; 

Light et al., 2013; Ohnishi et al., 2020; Santos et al., 2019; Severson, 2019)。本研究
也發現了女性受刑人的刑期越短、未曾入監者，其焦慮程度越高。其中，刑期較短
者可能需要擔心疫情對於賦歸社會的影響，而刑期較長者暫不受此影響，僅需適應
在監生活，故較不受外界變化或疫情肆虐之影響；至於未曾入監者可能因需同時面
臨首次服刑及疫情之考驗，致其焦慮感較高。然値得慶幸的是，即便是心理困擾程
度較高之女性受刑人，其題平均數 (0.91) 仍低於中間値1.5，表示心理困擾程度偏
低，顯示我國毒品受刑人心理健康受到疫情影響的程度並不如國外嚴重（ Maycock, 

2021, 2022; Sorge et al., 2021; Suhomlinova et al., 2022），研究者推測我國監所在
疫情期間未有大規模感染之防疫成效可能是降低心理困擾之最大功臣。

陸、研究建議與限制

一、研究限制

( 一 ) 研究過程受疫情影響

相較於疫情爆發初期，國外僅能以受刑人發布在部落格的文章進行分析（ Sorge et al., 

2021）、透過寫信的方式（ Maycock, 2021, 2022; Suhomlinova et al., 2022）進行研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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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縱使經矯正機關同意得發放問卷，仍因疫情考量，研究者無法親赴監所進行施測，而
未能掌握施測過程屬本研究之限制。

( 二 ) 研究結果僅受訪者主觀回憶，缺乏客觀資料佐證

由於本研究之時空背景為台灣實施三級警戒之時期 ( 自2021年5月19日至同年7月
26日止 )，而本研究問卷施測的時間為2022年4至5月，時間相隔許久。當時的情況僅能
憑藉記憶來作答，因此產生回憶偏差 (recall bias) 的可能性高。此外，研究者亦未請求監
所提供實施防疫政策期間之接見及使用心理健康服務之頻率等客觀數據資料，故應謹愼看
待研究結果。

( 三 ) 研究樣本之差異性較大、代表性不足

本研究之抽樣方式非隨機抽樣，為針對毒品受刑人之立意抽樣，可能有取樣誤差的
情況。另外，選取研究對象之條件僅設定包含施用毒品罪名，因而可能也有合併製造、運
輸、販賣毒品或是其他案件類型的受刑人，此舉將增加樣本差異性，無法聚焦於單純施用
毒品之受刑人，因此，本研究女性參與者平均刑期較長（14.4年）可能為其涉及較重之罪。

二、未來研究建議

( 一 ) 對影響心理健康因素有更全面之探討

影響心理健康之因素複雜且廣泛，且不同性別亦有不同程度的影響。針對疫情期間
之影響因素，除了本研究之防疫措施影響、接見與通信頻率之外，建議未來亦可加入更
多相關的因子，包括對疫情的擔憂 (Johnson et al., 2021)、對疫情相關訊息的瞭解程度
(Suhomlinova et al., 2022) 及對疫情的看法或態度等，以對因疫情而產生的影響有更深入
的認識。

( 二 ) 擴展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是針對施用毒品之受刑人，其並未涵蓋其他犯行之受刑人，故未來可將
研究對象擴展至其他犯罪受刑人，或比較不同犯行受刑人之心理健康，以發覺心理健康之
高危險族群並利機關提供後續心理健康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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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進行縱貫性研究

本研究以全國三級警戒時之受刑人心理健康狀態作為研究背景，進行一次性調
查，故無法觀察或推論心理健康之變化，而受刑人本身為脆弱性之群體，建議未來
可進行縱貫性的研究，以瞭解受刑人隨著疫情發展或經歷政策變動之心理健康狀態。

三、政策建議

( 一 ) 為毒品受刑人提供減壓課程與培養復原力

1. 提供減壓課程以降低疫情期間對內防疫措施之影響

研究顯示對內防疫措施為受刑人焦慮與壓力最具影響力之預測因素，可
見監所內活動受到限制對受刑人的心理健康有最直接的影響。相較於憂鬱及
焦慮程度，毒品受刑人在疫情期間的心理困擾以壓力之得分為最高，故應探
討如何降低其壓力。目前與受刑人減壓課程相關之實證研究，包含正念減壓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其有助於降低受刑人心理上的
負面經驗，如壓力、憤怒、焦慮與憂鬱等 (Bouw et al., 2019)；結合正念及正
向心理學之正向處遇課程亦能於降低女性受刑人的壓力、提升正向的態度 ( 朱
群芳等人，2022)。綜上，矯正機關可參考研究結果規畫相關課程以減輕疫情
帶來之壓力。

2. 培養復原力以減輕受刑人之心理困擾

研究發現復原力是降低心理困擾之重要因素，然而受刑人的復原力差異較
大，若能提升其個人內在的優勢，應有助於因應疫情。過去研究證實認知行為治
療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CBT) 可幫助受刑人將負面認知轉化成正面的想
法以提升個體的復原力 (Budiyono et al., 2020)。另外，心理技能訓練亦能夠降低
女性受刑人之心理困擾並提升幸福感，而心理技能訓練是結合正向心理學干預、
認知行為療法與正念等方法，透過復原力訓練教導相關技能，其包含解決人際問
題、培養感恩、認識與使用個人優勢等 (Lo et al., 2020)。據此，矯正機關可以透
過認知上的訓練以提升受刑人之復原力，使其更好地面對疫情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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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提升男性毒品受刑人之溝通技巧以增進家庭關係

研究顯示與家人接見頻率越高的男性受刑人有較高的焦慮感，表示接見可能對
心理健康產生負面的影響。近來有研究指出接見過程的互動未必都能帶來正面的影
響 (Meyers et al., 2017; Woodall & Kinsella, 2018)，而具支持性的接見方能增進親密
感與減少爭執 (Meyers et al., 2017)。因此如何拉近關係或增進溝通技巧以降低接見
造成的焦慮値得關注。

Loper 與 Tuerk(2011) 的研究指出以認知行為治療為基礎的技能教導課程有助
於發展與其子女更適當的溝通模式、增進其與照顧者之間的交流，以及降低情緒困
擾。該課程包含照顧自己的感受、學習聆聽、換位思考等。此外，也有針對受刑人
及其伴侶之關係處遇研究 (Kazura, 2018)，處遇內容包含有效溝通、寬恕、潛在的
關係議題與解決問題等，結果顯示該處遇為親密關係帶來正向互動、提升維持關係
的信心以及溝通技能。由此可知，有效的溝通有助於增進關係與減少情緒困擾。據
此，建議提升受刑人之人際相處技能，以減少因人際互動而生的心理困擾。

( 三 ) 為女性毒品受刑人定期評估心理健康與提供性別敏感處遇

儘管研究發現多數受刑人並無心理困擾，然仍須留意女性受刑人在各面向之情
緒反應。尤其隨著疫情快速發展與防疫措施調整可能會使得情緒隨之波動而產生心
理上之變化，若能定期地檢視其心理健康，得以提供最即時的服務。

由於女性毒品受刑人具有較多元的心理需求，因此針對其心理健康之性別敏感
(gender-responsive) 處遇經常包含創傷或受害以及物質濫用問題 (Covington et al., 

2008; Wright et al., 2012)。其中，Covington 等人 (2008) 的研究指出綜合成癮與創
傷議題的處遇能夠有效降低女性毒品受刑人之物質使用、憂鬱與焦慮症狀。該處遇
透過心理教育、認知行為、表達藝術與關係取向來建構課程。其中，成癮處遇以自
我、關係、性、靈性作為課程的四大領域；創傷計畫則著重於教導因應技巧與情緒
處理。由此可知，透過教導心理技巧、面對與表達情緒能夠提升女性毒品受刑人的
心理健康。綜上，研究建議實務機關應重視女性之心理需求，定期評估並提供適切
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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