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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方式：電子交換（第一類，不加密）
檔 號

保存年限：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

: 地址：10048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 124 號
丨 承辦人：楊# 芳
| 電話：（02)2361-8577轉737

受 文 者 ：法務部
：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3日

發文字號：秘台大二字第107003104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如文

k 主 旨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107年度憲二字第342號王思漢聲請解釋案 

，請於函到2個 月 内 ，就說明二至十所列事項，提供卓見及 

相關資料惠復，俾供審理之參考，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

^ 二 、106年4月19日修正公布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下稱修正後組 

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 規 定 ：「犯第1項 之 罪 者 ，應 

於 刑 執 行 前 ，令入勞動場所，強 制工作，其期間為3年 。」 

同條第4項 規 定 ：「前項之強制工作，準用刑法第90條第2項 

但 書 、第3項及第98條第2項 、第3項 規 定 。」

(一）其他規定強制工作之法律包括刑法第90條第1項 ： 「有犯 

^ 罪之習慣或因遊蕩或懶惰成習而犯罪者，於刑之執行前，

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但執行滿1年6月 後 ，認無繼續 

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同條第2項 ： 

「執行期間屆滿前，認為有延長之必要者，法院得許可延 

長 之 ，其延長之期間不得逾1年6月 ，並以一次為限。」竊 

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3條第1項 ：「18歲以上之竊盜 

犯 、贓 物 犯 ，有犯罪之習慣者，得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 

動場所強制工作。」第5條第1項 ：「依本條例宣告之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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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處 分 ，其執行以3年 為 期 。但執行已滿1年6個 月 ，而 

執行機關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得 檢 具 事 證 ，報請檢察 

官聲請法院免予繼續執行。」其均以被告有犯罪習慣為強 

制工作處分之要件。依修正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 

項 ，命犯同條第1項 之 罪 者 （發 起 、主 持 、操縱或指揮犯 

罪 組 織 ，以及參與犯罪組織）強制工作，是否亦以有犯罪 

習慣為必要？如 是 ，其依據為何？

(二) 若依修正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 ，命犯同條第1 

項之罪者強制工作，不以有犯罪習慣為必要，則修正後組 

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 之 要 件 ，即有別於刑法第90條 

第1項及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3條第 1項 。該規定 

不以有犯罪習慣為強制工作要件之理由為何？

(三） 刑法第90條第1項 、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3條第 1 

項是否給予法官裁量權限，決定是否命符合各該要件之被 

告強制工作？實務上之執行是否亦如此？

(四） 犯修正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 之 罪 者 ，是否一律 

均應依同條第3項命其強制工作？法官有無裁量權限？如 

法官並無裁量權限，犯修正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 1 

項 之 罪 者 ，一律均應命其強制工作之立法目的為何？

三 、依106年4月1 9日修正前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 、第 

4項 、第5項 ，犯同條第1項 之 罪 者 ，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 

後 ，應強制工作3年 ，但設有免予執行及免予繼續執行之機 

制 ；依修正後之組織犯罪條例第3條第3項 、第4項 規 定 ，則 

均需於刑之執行前，受3年之強制工作處分，且至少須執行1 

年6個 月 。

(一）106年4月1 9日修正組織犯罪條例第3條第3項 規 定 ，將強制 

工作由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執行，變更為刑之執行前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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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立法理由為何？

(二)修正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是否仍符合本院釋字 

第471號 、第528號解釋之意旨？其理由為何？

四 、 請詳細說明下列與強制工作目的及執行相關之事項。

(一） 強制工作之目的為何？強制工作執行内容與其目的間有如 

何之關聯？強制工作與刑罰間之區別為何？

(二） 強制工作與自由刑對人身自由之拘束、侵犯程度有無差別 

? 其理由為何？

(三 ） 目前收容強制工作受處分人的處所為何？附設於監獄或有 

專門處所？

(四） 強制工作受處分人的作業内容及處遇為何？受刑人亦有作 

業 ，其與強制工作受處分人的作業内容及處遇有無差別？ 

如二者間並無差別，則強制工作與刑罰間的區別是否仍有 

正當性？

(五） 請提供強制工作受處分人每日之作息，以及受刑人每曰之

作 息 。

(六） 請提供95年至106年 間 ，因強制工作處分而收容於矯正機 

關之人數，並其係因刑法、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及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而受強制工作處分之比例。請逐年分列

之 。

(七） 與強制工作處分具體成效相關之統計資料。

五 、 94年2月2 日修正刑法第90條 ，將強制工作由刑之執行完畢或 

赦 免 後 執 行 ，變更為刑之執行前執行，其立法目的為何？

六 、 修正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 、刑法第90條第 1項 ， 

以及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5項 ，均將強制工作處分 

期間定為3年 。強制工作處分期間須為3年之理由為何？法官 

有無裁量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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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依 刑 法 第 90條 第 1項 、竊 盜 犯 贓 物 犯 保 安 處 分 條 例 第 5條 ，強 

制 工 作 處 分 執 行 滿 1年 6個 月 ，無 繼 續 執 行 之 必 要 者 ，法 院 得  

免 其 處 分 之 執 行 。

(一） 為 何 強 制 工 作 必 須 執 行 至 少 1年 6個 月 ？

(二 )  請 提 供 9 5年 至 1 0 6年 各 年 度 強 制 工 作 處 分 執 行 已 滿 1年 6個 

月 之 受 處 分 人 人 數 ，以 及 獲 得 免 予 執 行 之 人 數 。

八 、 依 刑 法 第 98條 第 2項 及 竊 盜 犯 贓 物 犯 保 安 處 分 條 例 第 6條 ，執 

行 強 制 工 作 結 果 ，如 無 執 行 刑 之 必 要 者 ，法 院 得 免 其 刑 之 全  

部 或 一 部 執 行 。請 提 供 9 5年 至 1 0 6年 間 受 強 制 工 作 處 分 者 之  

人 數 ，以 及 因 前 開 規 定 獲 得 免 其 刑 之 全 部 或 一 部 執 行 者 之 人  

數 。

九 、 請 提 供 強 制 工 作 處 分 規 定 之 外 國 立 法 例 。

十 、檢 附 旨 揭 聲 請 案 之 聲 請 書 及 相 關 另 案 1 0 7年 度 憲 三 字 第 3 6號 

聲 請 案 之 聲 請 書 ，請 就 其 聲 請 意 旨 表 示 意 見 。

正 本 ：法務部 
副 本 ：

電 子 交 換 ：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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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保存年fr

法 務 部 函

地 址 ：1 0 0 4 8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130

號
承辦人 ：聶 眾 主 任檢察官

電 話 ：0 2 - 2 1 9 1 0 1 8 9轉2308

電子信箱：nien888@mail. moj.gov. tw

受 文 者 ：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 0 8年2 月2 6 曰

發文字號：法檢字第1 0 8 0 4 5 0 1 3 5 0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如 主 旨 （八1 1 0 0 0 0 0 ( ^ _ 1 0 8 0 4 5 0 1 3 5 ( ^ 0 (：̂1 1 ( ：1130.〇1〇〇又、六1 1 0 0 0 0 0 0 ? _ 1 0 8 0 4 5 0 1 3 5 0八 

0C_ATTCH16. txt > A 1 1 0 0 0 0 0 0 F J 0 8 0 4 5 0 1 350A0C_^ATTCH17. txt ' A 1 1 0 0 0 0 0 0 F _ 1 0 8 0  

4 5 0 1 3 5 0 A 0 C _ A T T C H 1 8 .  txt ' A 1 1 0 0 0 0 0 0 F _ 1 0 8 0 4 5 0 1 3 5 0 A 0 C _ A T T C H 1 9 . p d f  > A 1 1 0 0 0 0  

0 0 F _ 1 0 8 0 4 5 0 1350A0C_ATTCH20. txt ' A 1 1 0 0 0 0 0 0 F _ 1 0 8 0 4 5 0 1 3 5 0 A Q C _ A T T C H 2 1 .  txt 

> A 1 1 0 0 0 0 0 0 F _ 1 0 8 0 4 5 0 1 3 5 0 A 0 C _ A T T C H 2 2 . p d f  ' A 1 1 0 0 0 0 0 0 F _ 1 0 8 0 4 5 0 r 3 5 0 A 0 C _ A T T C  

m . txt ' A 1 1 0 0 0 Q 0 0 F _ 1 0 8 Q 4 5 0 1 3 5 0 A 0 C _ A T T C H 2 4 .  txt ' A 1 1 0 0 0 0 0 0 F _ 1 0 8 0 4 5 0 1 3 5 0  
A 0 C _ A T T C H 2 5 . p d f  ' A 1 1 0 0 0 0 0 0 F _ 1 0 8 0 4 5 0 1 3 5 0 A 0 C _ A T T C H 2 6 . p d f  > A 1 1 0 0 0 0 0 0 F _ 1 0 8  

0 4 5 0 1 3 5 0 A 0 C _ A T T C H 2 7 . x l s x  ' A 1 1 0 0 0 0 0 0 F _ 1 0 8 0 4 5 0 1 3 5 0 A O C _ A T T C H 2 8 .  x l s x  ' A11 0  

0 0 0 0 0 F _ 1 0 8 0 4 5 0 1 3 5 0 A 0 C _ A T T C H 2 9 . p d f )

主 旨 ：大 院 大 法 官 為 審 理 107年 度 憲 二 字 第 342號 王 思 漢 聲 請 解 釋  

案 ，請 本 部 提 供 意 見 及 相 關 資 料 乙 案 ，復 如 附 件 ，請查照

說 明 ：復 大 院 秘 書 長 107年 11月 1 3 日 秘 台 大 二 字 第 1070031047號

函 。

正 本 ：司法院秘書 
副 本 ：本部檢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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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關 「司法官大法官為審理1 0 7年度憲二字第342號王思漢 

聲請解釋案，請本部就說明二至十所列事項，提供意見及相 

關資料」乙 案 ，茲依說明二至十分別說明及提供資料如下：

說 明 二 、1 0 6年 4 月 1 9 日修正公布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下稱修正 

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 第 3 項 規 定 ：「犯 第 1 項 之 罪 者 ，應於 

刑 執 行 前 ，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 3 年 。」同條第 4 項 

規 定 ：「前項之強制工作，準用刑法第 9 0條 第 2 項 但 書 、第 3 項及第 

9 8條 第 2 項 、第 3 項 規 定 。」

(一 ）其他規定強制工作之法律包括刑法第9 0條 第 1 項 ：「有犯罪之 

習慣或因遊蕩或懶惰成習而犯罪者，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 

所 ，強制工作。但 執 行 滿 1 年 6 月 後 ，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 

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同條第 2 項 ：「執行期間屆滿前，認 

為有延長之必要者，法院得許可延長之，其延長之期間不得逾1 

年 6 月 ，並以一次為限。」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3 條第 

1 項 ：「1 8歲以上之竊盜犯、贓 物 犯 ，有犯罪之習慣者，得於刑 

之 執 行 前 ，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第 5 條 第 1 項 ：「依本條 

例宣告之強制工作處分，其執行以 3 年 為 期 。但 執 行 已 滿 1 年 6 

個 月 ，而執行機關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得 檢 具 事 證 ，報請檢 

察官聲請法院免予繼續執行。」其均以被告有犯罪習慣為強制工 

作處分之要件。依修正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 第 3 項 ，命犯 

同條 第 1 項 之 罪 者 （發 起 、主 持 、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以及參 

與犯罪組織）強 制 工 作 ，是否亦以有犯罪習慣為必要？如 是 ，其 

依據為何？

答 ：修 正 前 第 3 條 第 3 項 規 定 ：「犯第一項之罪者，應於刑執行完畢 

或 赦 免 後 ，令入勞動場所，強 制 工 作 ，其期間為三年；犯前項之 

罪 者 ，其期間為五年。」是修正前即有強制工作之規定，且該強 

制工作並不以有犯罪習慣為必要，其係在立法時參酌刑法第9 0條



對於有犯罪之習慣或以犯罪為常業者併宣告保安處分之法例，明 

定參加犯罪組織者除判處前開法定刑外，併 宣 告 保 安 處 分 ，以收 

刑事懲處及保安教化，授習技藝之雙重效果，以有效遏阻組織犯 

罪 ，故凡犯同條例第3 條 第 1 項 之 罪 ，而受刑之宣告者，即應併 

依 同 條 第 3 項之規定宣付強制工作處分，法院無斟酌之餘地。以 

組織型態從事犯罪，内部結構階層化，並有嚴密 控 制 關 係 ，其所 

造 成 之 危 害 、對社會之衝擊及對民主制度之威脅，遠甚於一般之 

非組 織 性 犯 罪 。是故本條例第 3 條 第 3 項乃設強制工作之規定， 

藉以補充刑罰之不足，協 助 其再社會化；此就一般預防之刑事政 

策 目 標 言 ，並具有防制組織犯罪之功能，為維護社會秩序、保障 

人民權益所必要。至於針對個別受處分人之不同情狀，認無再執 

行刑罰或繼續執行強制工作必要者，修正後同條第 4 項準用刑法 

第 9 0條 第 2 項 但 書 、第 3 項 及 第 9 8條 第 2 項 、第 3 項 規 定 ，已 

有免其刑之執行與免予繼績執行強制工作之規定，足供法院斟酌 

保障人權之基本原則，為 適 當 、必要與合理之裁量，與 憲 法 第 8 

條人民身體自由之保障及第2 3條比例原則之意旨不相牴觸。最高 

法 院 9 1 年度台上字第 67 6 6號 刑 事 裁 判 （附 件 1 ) 及司法院大法 

官會議釋字第 5 2 8號解釋亦均採此種見解（附 件 2 ) ，。此次修法 

就此部分並未修正，是與修法前相同，並不以有犯罪習慣為必要。

(二 ） 若依修正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 第 3 項 ，命 犯 同 條 第 1 項 

之 罪 者 強 制 工 作 ，不以有犯罪習慣為必要，則修正後組織犯罪防 

制 條 例 第 3 條 第 3 項 之 要 件 ，即有別於刑法第9 0條 第 1 項及竊 

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3 條 第 1 項 。該規定不以有犯罪習慣 

為強制工作要件之理由為何？

答 ：請 參 考 前 開 問 題 （一 ）之 說 明 。

(三） 刑 法 第 9 0條 第 1 項 、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3 條 第 1 

項是否給予法官裁量權限，決定是否命符合各該要件之被告強制 

工 作 ？實務上之執行是否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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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刑 法 9 0條 第 1 項 規 定 ：「有犯罪之習慣或因遊蕩或懶惰成習而犯 

罪 者 ，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係本於保安 

處分應受比例原則之規範，使保安處分之宣告，與行為人所為行 

為之嚴重性、行為人所表現之危險性及對於行為人未來行為之期 

待性相當之意旨而制定，而由法院視行為人之危險性格，決定應 

否令入勞動處所強制工作，以達預防之目的。所 謂 「有犯罪之習 

慣 」係指對於犯罪以為日常之惰性行為，乃一種犯罪之習性（最 

高法院 9 4 年度台上字第661 1號判決意旨參照、附 件 3 ) 。是倘法 

院認定被告未符合宣告強制工作之資格，即可不諭知強制工作。

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所指之習慣犯，與 累 犯 、連續犯 

之 性 質 有 別 ，必須有具體之事實，足資證明行為人有犯罪之惡習 

及 慣 行 ，始有習慣犯規定之適用，旨在對於嚴重職業性犯罪及欠 

缺正確工作觀念或無正當工作因而犯罪者，強制其從事勞動，學 

習一技之長及正確之謀生觀念，使其日後重返社會，並非一有累 

犯或連續犯之情形，即可認為有犯罪之習慣。又因保安處分實質 

上具有刑罰之性質，故其宣告應符合比例原則，且應審酌行為人 

客觀上是否有於一段較長時間内反覆為多次犯罪行為之情狀、行 

為 嚴 重 性 、表現之危險性，及對於行為人未來行為之期待性，以 

決定應否令入勞動處所強制工作。（臺北地方法院1 0 6年度審易字 

第 3 0 3 5號判決 參 照 、附 件 4)

(四 ）犯修正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 第 1 項之罪者，是否一律均 

應依同條第 3 項命其強制工作？法官有無裁量權限？如法官並無 

裁 量 權 限 ，犯修正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 第 1 項 之 罪 者 ，一 

律均應命其強制工作之立法目的為 何 ？

答 ：與修法前相同，一律均應命其強制工作，法官並無裁量權限。此 

係立法政策之自由形成，其立法目的及理由，請參閱本條例8 5 年 

1 2 月 1 1 日公布施行時第3 條 之 立 法 理 由 （附 件 5 ) ，另請參考前 

開 問 題 （一 ）之 說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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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三、依 106年 4 月 1 9 日修正前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 第 3 

項 、第 4 項 、第 5 項 ，犯同條第1 項之罪者，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 

後 ，應強制工作3 年 ，但設有免予執行及免予繼績執行之機制；依修 

正後之組織犯罪條例第3 條 第 3 項 、第 4 項規定，則均需於刑之執行 

前 ，受 3 年之強制工作處分，且至少須執行1 年 6 個 月 。

(一） 106年 4 月 1 9 日修正組織犯罪條例第3 條 第 3 項規定，將強 

制工作由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執行，變更為刑之執行前執行之 

立法理由為何？

答 ：修 正 前 第 3 項採刑後強制工作 ，惟受刑人如經假釋出監，須於 

假釋期滿再進入勞動處所執行強制工作，執行上易生困擾且不利 

受刑人更生，爱修正為刑前強制工作。又修正前第 2 項再犯加重 

之規定既已刪除，第 3 項後段亦配合刪除。有關執行強制工作已 

達相當期間後可否免其處分繼續執行、延 長 、免除其刑之全部或 

一部執行等，刑 法 第 9 0條 第 2 項但書、第 3 項 及 第 9 8條 第 2 項 、 

第 3 項已有明文，爰於第4 項增訂準用刑法上開規定，以 臻 明 確 。 

另配合第 3 項修正為刑前強制工作，爰刪除原第 4 項 、第 5 項之 

規 定 （附 件 5-106. 4.1 9 組 織 第 3 條修正理由）。

(二） 修正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是否仍符合本院釋字第 

47 1號 、第 528號解釋之意旨？其理由為何？

答 ：仍 然 符 合 。此次修正原因係因修正前第3 項採刑後 強 制 工 作 ， 

惟受刑人如經假釋出監，須於假釋期滿再進入勞動處所執行強制 

工 作 ，執行上易生困擾且不利受刑人更生，爰修正為刑前強制工 

作 ，此次修正主要是解決該部分實務執行面的問題，有關強制工 

作之要件仍與修正前相同，並 未 修 正 。

說明四、請詳細說明下列與強制工作目的及執行相關之事項。

(一）強制工作之目的為何？強制工作執行内容與其目的間有如何



之 關 聯 ？強制工作與刑罰間之區別為何？

答 ：刑事法採刑罰與保安處分雙軌之立法體制，本於特別預防之目 

的 ，針對具社會危險性之行為人所具備之危險性格，除處以刑罰 

外 ，另施以各種保安處分，以期改善、矯治行為人之偏差性格； 

保 安 處 分 （包括感化教育、監 護 、禁 戒 、強制工作、強制治療、 

保 護 管 束 、驅逐出境等）之強制工作，旨在對有犯罪習慣或以犯 

罪為常業或因遊蕩或怠惰成習而犯罪者，令入勞動場所，以強制 

從事勞動方式，培養其勤勞習慣、正確工作觀念，習得一技之長， 

於其日後重返社會時，能自立更生，期以達成刑法教化、矯治之 

目的（司法院釋字47 1號 〔附 件 6 〕及 52 8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刑罰與保安處分在宣告基礎（過往的惡害、將來的危險性）、 

性 質 （主 要 、補充性處分）、功 能 （應 報 正 義 、預防或特別預防 

目的）及其裁量原則（罪刑相當性原則、比例原則）均 有 不 同 ， 

尚不能以二者同屬拘束人身自由之處分為由，逕將其受宣告之刑 

期或保安處分期間予以合併觀察後評價為罪刑不相當或違反一 

罪 二 罰 原 則 （最高法院 9 1 年度台上字第4652號 〔附 件 7 〕、103 

年度台上字第 1799號 〔附 件 8 〕刑事裁判參照）。

我國法制採刑罰與保安處分雙軌制，既仍維持行為責任之刑 

罰 原 則 ，並期協助行為人再社會化功能，改善行為人潛在危險性 

格 ，俾達成根治犯罪原因、預防犯罪之特別目的。保安處分係針 

對受處分人將來之危險性所為之處置，以達教化、治療之目的， 

為刑罰之補充制度。其中之強制工作，旨在對嚴重職業性犯罪及 

欠缺正確工作觀念或無正 常 工 作而犯罪之人，強制其從事勞動， 

學習一技之長與正確謀生觀念，使其日後順利重返社會，適應社 

會生活。顯見刑罰與保安處分各有其目的與功能，二者相輔相成， 

並行不悖，最高法院 1 0 2年度台抗字第8 8號裁判可參（附 件 9 ) 。

(二 ）強制工作與自由刑對人身自由之拘束、侵犯程度有無差別？其 

理 由 為 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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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剝奪自由的保安處分，其作用重在純粹特別預防的刑法效果的期 

待 ，適用上受到目的性原則的支配；這與刑罰的作用重在正義價 

值 的 實 現 ，受到行為責任原則的限制，二 者 有 所 不 同 。剝奪自由 

的保安處分與自由刑，因兩種制度本質各異，處 遇 方 式 之 差 別 ，

依學者及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見解，不即當然牴觸憲法的平等原則

1
〇

( 三 ）  目前收容強制工作受處分人的處所為何？附設於監獄或有專 

門處所？

答 ：原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所屬職業訓導第三總隊及泰源職業訓練中心， 

專責收容觸犯「動員戡亂時期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之 

強制工作受處分人，施以感化教育及職能訓練。解 嚴 後 ，原 「臺 

灣警備總司令部」裁 撤 ，行 政 院 於 7 7 年 1 月 1 5 日核定將「臺灣 

警備總司令部職業訓導第三總隊」及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泰源職 

業訓練 中 心 」一併撥交法務部接管，並定名為「臺灣泰源監獄」。 

接 管 之 初 ，鑑於警備總部所遺房舍陳舊，不符矯治之需求，經行 

政院核撥專款重新整建，並 於 民 國 8 0 年 1 2 月 2 0 日完工啟用。

為 因 應 「法務部技能訓練所組織條例」於 8 1 年 1 月 3 1 曰公 

布 施 行 ，於 同 年 7 月 1 日 將 「臺灣泰源監獄」更 名 為 「臺灣泰源 

技能訓練所」，專責收容男性保安處分強制工作受處分人；另於 

8 4 年 1 2 月 7 日成立臺灣高雄女子監獄並附設技能訓練所，專責 

收容女性保安處分強制工作受處分人。配合法務部矯正署成立， 

上開兩機關於 1 0 0年 1 月 1 日分別更名為「法務部矯正署泰源技 

能訓練所」及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女子監獄」。

(四） 強制工作受處分人的作業内容及處遇為何？受刑人亦有作業， 

其與強制工作受處分人的作業内容及處遇有無差別？如二者間 

並無差別，則強制工作與刑罰間的區別是否仍有正當性？

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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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強制工作實施之内容：

(一 ） 依法務部 9 0年 1 0月 1 1 日法9 0矯 決 字 001681號 函 核 定 「技 

能訓練所強制工作受處分人處遇細部實施内容計晝」（詳 附 件 10) 

辦理強制工作受處分人三階段處遇：

1. 第 一 階 段 ：生活輔導期

(1) 適用於新收受處分人，考核期間為 2 個 月 ，考核期滿成績合格 

者 ，提所務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配業至工場作業或至技訓班 

暨 進 入 「工場作業期」或 「技能訓練期」。

(2) 實施定心教育及養成教育，使收容人安心接受強制工作處分， 

並為進入技能訓練期做準備。

2. 第 二 階 段 ：技能訓練期或工場作業期

( 1 )  技 能 訓 練 期 ：技能訓練結業並通過證照考試成績合格者，提所 

務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進入社會適應期；為期三個月至一年， 

以加強職業訓練為主。

( 2 )  工 場 作 業 期 ：工場作業期間滿1 年 ，作業技能已熟練且成績良 

好 者 ，提所務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進入社會適應期。

3. 第 三 階 段 ：社會適應期

( 1 )  入所執行滿 1 年 6 月或取得證照資格且最近1 年内無違規紀錄 

者 ，提所務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為社會適應期合格，並為審查 

陳報強制工作處分免予（停止）繼續執行之參考依據。

( 2 )  以對社會資源的運用，就業資訊的瞭解，勞動服務為主，配合 

作 業 、教 化 輔 導 、戒 護 管 理 ，使能順利回歸社會。

(二 ） 分類管理

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5 3條之規定辦理，實施強制工作，應依受

處分人之性別、年 齡 、身 體 健 康 、知 識 程 度 、家庭狀況、原有職業

技 能 、保安處分期間等標準，分 類 管 理 ，酌 定 課 程 ，訓練其謀生技

能及養成勞動習慣，使具有就業能力。

另依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收容人分類處遇要點（詳附件



1 1 ) 第 1 7點之 規 定 辦 理 ，受保安處分人，除依有關規定辦理外，監 

獄 各 類 （級 ） 受刑人處遇表之規定於處遇性質不相抵觸者準用之。

(三 ） 工作時間與内容

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5 4條之規定辦理，強制工作時間，每曰六 

小 時 至 八 小 時 ，斟 酌 作 業 種 類 、設備狀況及其他情形定之。炊 事 、 

打 掃 、看 管 、及其在工作場所之事務，視 同 作 業 。

(四 ）  累進處遇

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1 0條 、第 3 8條 、第 5 4 條及保安處分累進 

處遇規程之規定辦理，強制工作之累進處遇分一至四等，自第四等 

依 次 漸 進 。保安處分累進處遇規程第 1 7條 規 定 ，強制工作受處分人 

得免予繼續執行及得停止執行之要件。

另依保安處分累進處遇規程第1 9條 規 定 ，辦理受處分人之累進 

處 遇 事 項 ，本 規 程未規定者 ，準用行刑累進處遇條例施行細則之規 

定 。

二 、與受刑人作業内容及處遇有什麼不同

就 法 制 面 而 言 ，強制工作受處分人與一般徒刑受刑人，適用法 

令依據不同，及保安處分為刑罰之補充制度（司法院釋字第4 7 1號參 

照），在 工 作 内 容 、處遇方式等有其差異。

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5 3條 規 定 ，實施強制工作，應依受處分人 

之 性 別 、年 齡 、身 體 健 康 、知 識 程 度 、家 庭 狀 況 、原 有 職 業 技 能 、 

保安處分期間等標準，分 類 管 理 ，酌 定 課 程 ，訓練其謀生技能及養 

成 勞 動 習 慣 ，使 具 有 就業能力。強制工作處分著重於使受處分人養 

成勤勞習慣與規律生活，並培養一般職場所需之「基本就業能力」； 

而各矯正機關之職業訓練班次，係針對 特 定 專 業 技 能 （如 長 照 、電 

銲 、烘焙等），訓練受刑人出獄後能至特定產業就業之「專業職能」， 

在目標與做法上有所差異。

然在現行實務上，因各矯正機關積極推動自營作業、委託加工 

作 業 、自主性監外作業、藝文課程及技能訓練等項目，強制工作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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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人與一般徒刑受刑人在作業之執行已漸趨相同

三 、強制工作與刑罰間的區別是否仍有正當性

司法院釋字第52 8號解釋關於對修正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 第 3 項強制工作規定，見解略以：「刑事法保安處分之強制工作， 

旨在對有犯罪習慣或以犯罪為常業或因遊蕩或怠惰成習而犯罪者， 

令入勞動場所，以強制從事勞動方式，培養其勤勞習慣、正確工作 

觀 念 ，習得一技之長，於其日後重返社會時，能自立 更 生 ，期以達 

成刑法教化、矯治之目的」、「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 第 3 項乃設 

強制工作之規定，藉以補充刑罰之不足，協助其再社會化；此就一 

般預防之刑事政策目標言，並具有防制組織犯罪之功能，為維護社 

會秩序、保障人民權益所必要。至於針對個別受處分人之不同情狀， 

認無強制工作必要者，於同條第 4 項 、第 5 項已有免其執行與免予 

繼續執行之規定，足供法院斟酌保障人權之基本原則，為 適 當 、必 

要與合理之裁量，與憲法第 8 條人民身體自由之保障及第2 3條比例 

原則之意旨不相牴觸」，從 而 ，大法官對強制工作制度並未否定其價 

值 。

( 五 ) 請提供強制工作受處分人每日之作息，以及受刑人每日之作息。

答 ：

因為收容於同一機關，在作 息 處 遇 上 ，不宜有不同制度，且因 

為強制工作受處分人人數未能獨立成立單位，多與受刑人合併配業， 

故作息表無區分差異。

法 務 部 矯 正 署 泰 源 技 能 訓 練 所 收 容 人 作 息 時 間 表

冬 令 作 息 （每 年 1 0 月 1 5 日起） 夏 令 作 息 ( 每年 4 月 1 日起）

06 : 30 起 床 06 ： 30 起 床

06 ： 4 0 - 0 6  ： 50 點 名 06 : 4 0 - 0 6  : 50 點 名

06 ： 5 0 - 0 7  ： 20 盥洗（整理内務） 06 ： 5 0 - 0 7  ： 20 盥洗（整理内務）

07 ： 2 0 - 0 8  ： 00 早 餐 ( 舍 房 内 ） . 07  ： 2 0 - 0 8  ： 00 早 餐 ( 舍 房 内 ）

08 ： 0 0 - 0 8  ： 15 開 封 08 : 0 0 - 0 8  : 15 開 封

08 ： 1 5 - 0 8  ： 30 健康操 08 ： 1 5 - 0 8  ： 30 健康操



08  ： 3 0 - 1 1  ： 30
作 業 、教 化 、分組盥 

洗及吸菸
08  : 3 0 - 1 1  : 30

作 業 、教 化 、分組盥 

洗及吸終

11 ： 3 0 - 1 2  ： 00 收 工 、電視觀賞 11 ： 3 0 - 1 2  ： 00 收 工 、電視觀賞

12 ： 0 0 - 1 3  ： 00 午 餐 、午 休 12 ： 0 0 - 1 3  ： 00 午 餐 、午 休

13 ： 0 0 - 1 6  ： 00
作 業 、教 化 、分組盥 

洗及吸菸
13 ： 0 0 - 1 6  ： 00

作 業 、教 化 、分組盥 

洗及吸終

16 ： 0 0 - 1 6  ： 10 收 工 16 ： 0 0 - 1 6  ： 10 收 工

16  : 1 0 - 1 6  : 30 健康操（電視觀賞） 16 : 1 0 - 1 7  : 00 健康操（電視觀賞）

16 ： 3 0 - 1 7  ： 00 收 封 、點 名 17 ： 0 0 - 1 7  ： 20 晚 餐 ( 工 場 内 ）

17  ： 0 0 - 1 7  ： 20 晚 餐 ( 舍 房 内 ） 17 : 2 0 - 1 8  : 00 收 封 、點 名

17 ： 2 0 - 2 1  ： 00 夜間舍房活動 18 : 0 0 - 2 1  : 00 夜間舍房活動

21 ： 00 晚點名就寢 21 ： 00 晚點名就寢

1 0 6 年 0 5 月 1 1 日奉法務部矯正署法矯署安決字第 1 0 6 0 1 6 4 6 0 0 0號函核定實施

(六） 請 提 供 9 5 年 至 1 0 6年 間 ，因強制工作處分而收容於矯正機關之 

人 數 ，並其係因刑法、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及組織犯罪防制條 

例而受強制工作處分之比例。請 逐 年 分 列 之 。

答 ：如 附 件 1 2 。

9

( 七 ） 與強制工作處分具體成效相關之統計資料。

答 ：如 附 件 1 2 。

說 明 五 、9 4 年 2 月 2 日修正刑法第9 0條 ，將強制工作由刑之執行完 

畢或赦免後執行，變更為刑之執行前執行，其立法目的為何？_

答 ：依 立 法 院 第 5 屆 第 2 會 期 第 1 0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行政院及司 

法院會銜函請立法院審議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90 

條之修正說明二謂：「本 條 現 行 第 1 項規定強制工作應於刑之執行 

後 為 之 ，惟按其處分之作用，原在補充或代替刑罰，爰參考德國 

現行刑法第 6 7條立法例及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3 條 第 1 

項強制工作處分應先於刑之執行而執行之意旨修正為應於刑之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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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為之」。另德國刑法第6 7條係規範保安處分之執行順序，於 

該 條 第 1 項 後 段 規 定 ：「保安處分優先於徒刑之執行」。

說 明 六 、修正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 第 3 項 、刑 法 第 9 0條 第 1 

項 ，以及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5 項 ，均將強制工作處分期間 

定 為 3 年 。強制工作處分期間須為3 年之理由為何？法官有無裁量權 

限 ？

答 ：刑 法 第 9 0條之強制工作3 年 期 間 ，於 民 國 2 4 年刑法制定時即為 

此等期間之規定。7 9年刑法修正草案曾有將執行期間改為7 年 ， 

有延長必要時延長期間不得逾3 年 之 草 案 ，因有過長之嫌疑而未 

通 過 。

勘亂時期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7 條原 訂 ：「依本條例 

宣告之強制工作處分，其執行以七年為期。但執行已滿三年，而 

執行機關認為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得 檢 具 事 證 ，執請檢察官聲 

請法院免予繼續執行。依本條例宣告之強制工作處分，執行已滿 

七 年 ，而執行機關認為有延長之必要者，得 檢 具 事 證 ，報請檢察 

官聲請法院許可延長之。但延長處分期間至多不得逾三年，在延 

長期間内，執行機關認為無繼績延長之必要者，得隨時檢具事證， 

報請檢察官聲請法院免予繼績延長執行。」8 1 年 將 「勘亂時期竊 

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修訂為「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 」， 

立法院審查意見原認強制工作處分執行以5 年 為 期 ，於二讀時委 

員認為5 年過長而提議將強制工作處分執行期間再限縮為3 年（立 

法院公報第 8 1卷 第 5 4期會議紀錄第 6 0 - 7 8頁）而二讀通過。三 

讀通過之立法理由謂：「依本條例宣告之強制工作處分期間，規定 

為 七 年 ，又可延長為三年，期間 是 否 太 長 ，不 無 疑 義 ，現行刑法 

規定強制工作處分期間為三年以下，且 竊 盜 犯 、贓物犯所判本刑 

亦多判決一年有期徒刑，基於罪刑均衡原則，爰將原條文第一項、 

第 二 項 中 之 『七年』均 修 正 為 『三年』，『三年』均 修 正 為 『一年

11



六個月』。」

修正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強制工作期間即為三年，此部分 

並未修正，訂為三年係參考刑法有關強制工作之立法例。

說明七、依刑法第9 0條 第 1 項、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5 條 ，

強制工作處分執行滿1 年 6 個 月 ，無繼蹟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

處分之執行。

(一） 為何強制工作必須執行至少1 年 6 個月？

答 ：依立法院第5 屆第 2 會期第1 0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行政院及司 

法院會銜函請立法院審議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90 

條之修正說明三 謂 ：「強制工作執行滿一年六月後，認為無繼績 

執行之必要者，為鼓勵向上，得免其處分之執行。執行將屆三 年 ， 

認為有延長之必要者，得許可延長之，其延長以一次為限，延長 

期間不得逾一年六月° 」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5 條期間 

規定由來如說明六之回 覆 。

(二) 請提供9 5年至 106年各年度強制工作處分執行已滿1 年 6 個月

之受處分人人數，以及獲得免予執行之人數。

答 ：如附件1 3。

說明八、依刑法第98條第 2 項及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6條 ， 

執行強制工作結果，如無執行刑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 

部執行。請提供9 5年 至 106年間受強制工作處分者之人數，以及因 

前開規定獲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者之人數。

答 ：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者部分，8 0年以前，無統計資料可查； 

8 0年以後，僅臺南地方法院1 件 。（9 4年度聲字第145號刑事裁 

定 ，附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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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九、請提供強制工作處分規定之外國立法例。

答 ：本部目前尚無各國刑法強制工作制度之相關研究文獻。依目前蒐 

集所得之相關文獻顯示，日本在1927年的刑法預備改正草案之中， 

有對心神障礙者之監護處分、對酗酒及藥物成癮者之矯正處分、 

對遊蕩懶惰者之勞動處分、對執行刑罰完畢而可能再犯者的預防 

處分等4 種保安處分的設計規定；二次大戰後在1961年之改正刑 

法準備草案則將保安處分種類限定在具有醫療性善性質之措施，

只提出對精神障礙者之治療處分與對酒精麻醉藥品成癮者之禁斷 

處分 2 種 。為了提供受刑人保護及辅導，日本在受刑人之執行過 

程中非常重視使其復歸社會的協助措施，而保安處分之特別預防 

思 想 ，則在其他附屬刑法的規定之中顯現，所以日本刑法中雖然 

沒有狹義保安處分的規定，但仍舊有廣義保安處分，其保安處分 

制度可以概略分為四大類，即保護觀察、更生保護、保護處分， 

以及其他性質的處分制度。保護觀察是指對受處分人的行為加以 

監督輔導，並提供其指導輔助，使受處分人得以改善更生而適應 

社會環境。保護觀察制度依其科處型態可以進一步區分為四類型： 

獨立處分制度的保護觀察（独立処分）、附隨於緩刑的保護觀察（7° 

口 3 y 型）、附隨於假釋的保護觀察（八 口 一 小 型 ）、以及刑 

罰執行期滿後的保護觀察。似未發現有類似我國強制工作之保安 

處分類型。

說明十、檢附旨揭聲請案之聲請書及相關另案107年度憲三字第36

號聲請案之聲請書，請就其聲請意旨表示意見。

答 ：刑事法保安處分之強制工作，旨在對有犯罪習慣或以犯罪為常業 

或因遊蕩或怠惰成習而犯罪者，令入勞動場所，以強制從事勞動 

方 式 ，培養其勤勞習慣、正確工作觀念，習得一技之長，於其曰 

後重返社會時，能自立更生，期以達成刑法教化、矯治之目的。 

本條例強制工作係以三人以上，有内部管理結構，以犯罪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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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成員從事犯罪活動，具有集團性、常習性、脅迫性或暴力性 

之犯罪組織為規範對象。

此類犯罪組織成員間雖有發起、主持、操 縱 、指 揮 、參與等 

之區分，然以組織型態從事犯罪，内部結構階層化，並有嚴密控 

制關係，其所造成之危害、對社會之衝擊及對民主制度之威脅， 

遠甚於一般之非組織性犯罪。是故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 第 3 

項乃設強制工作之規定，藉以補充刑罰之不足，協助其再社會化； 

此就一般預防之刑事政策目標言，並具有防制組織犯罪之功能， 

為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權益所必要。至於針對個別受處分人 

之不同情狀，認無再執行刑罰或繼續執行強制工作必要者，修正 

後同條第4 項準用刑法第9 0條 第 2 項但書、第 3 項及第98條第 

2 項 、第 3 項規定，已有免其刑之執行與免予繼績執行強制工作 

之規定，足供法院斟酌保障人權之基本原則，為適當、必要與合 

理之裁量，與憲法第8 條人民身體自由之保障及第23條比例原則 

之意旨不相牴觸。是聲請人認修正後本條例第2 項強制工作規定 

違反憲法第8 條正當法律程序及第23條比例原則云云，容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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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 事 類 【最高 i 院刑事裁判】
1.裁 判 字 號 ：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6766號 

刑事裁判
要 旨 ：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三 

項 前 段 規 定 ：「犯第一項之罪者，應於刑之
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勞動 

場 所 ，強 制 工 作 ，其期間為三年」 ，同條例
第三條第一項規定：「發 起 、 

主 持 、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纟成者，處三年以玉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台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參 與 者 ，處六月以上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台幣一千萬元以下葡去」 。^依同條例弟二
條 規 定 ：「所稱犯罪組織，係 

指 三 人 以 上 ，有内部管理結構，以犯养為宗

旨或以其成員從事犯罪活動， 
具有集團性、常習性及脅迫性或暴力性之組

織 」 ，故於立法時參酌刑法第 
九十條對於有犯罪之習慣或以犯罪為常業者

併宣告保安處分之法例，明定 
參加犯罪組織者除判處前開法定刑外，併宣

告 保 安 處 分 ，以收刑事懲處及 
保 安 教 化 ，授習技藝之雙重效果，以有效遏

阻組織犯罪，故凡犯同條例第 
三條第一項之罪，而受刑之宣告者，即應併

依同條第三項之規定宣付強制 
工 作 處 分 ，法院無斟酌之餘地。

A11000000F_10804501350A0C_ATTCH16.txt



司 法 解 釋 【大 i 官解釋】
1.解 釋 字 號 ： 釋字第528號 

解 釋 文 ： 刑事法保安處分之強制工 
作 ，旨在對有犯罪習慣或以犯罪為常業或因

遊蕩或怠惰成習而犯罪者，令 
入 勞 動 場 所 ，以強制從事勞動方式，培養其

勤 勞 習 慣 、正確工作觀念，習 

得 一 技 之 長 ，於其曰棱重遠社會日寺，能南立
更 生 ，期以達成刑法教化、矯 

治 之 目 的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三項
: 「犯 苐 一 項 之 #暑 ，應於刑 

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勞動場所，強制
工 作 ，其期間爲三年；犯前項 

之 罪 者 ，其期間為五年。」該條例係以三人
以 上 ，肴内部管理結構，以犯 

罪為宗旨或其成員從事犯罪活動，具有集團
性 、常 習 性 、脅迫性或暴力性 

之犯罪組織為規範對象。
此類犯罪組織成員間雖有 

發 起 、主 持 、操 縱 、指 揮 、#與 等 之 蠢 分 ，
然以組織型態從事犯罪，内部 

結 構 階 層 化 ，並有嚴密控制關)系，其所造成
之 危 害 、對社會之衝擊及對民 

主制度之威脅，遠甚於一般之非組嘁性犯罪
。是故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 

條第三項乃設強制工作之規定，藉以補充刑
罰 之 不 足 ，協助其再社會化； 

此就一般預防之刑事政策目標言，並具有防
初組巍犯葬之功能，爲維護社

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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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 事 類 【最高& 院刑事裁判】
1.裁 判 字 號 ：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6611號 

刑事裁拘
要 旨 ： 保安處分係針對受處分人將來

之危險性所為之處置，以達教化、治療之目
的 ，為刑罰之補充制度。我國 

現行刑法採刑罰與保安處分雙執制，係在維
# 行爲責任之刑罰雇則 T ，為 

協助行為人再社會化之4 能 ，以及&善行爲
人潛在之危險性格，期能達成 

根治犯罪原因、預防犯罪之特別目的。是保
安處分中之強制工作，旨在對 

嚴 重 職 業 性 犯 罪 及 欠 工 彳 乍 念 滅 無 正
常工作因而習慣犯罪者，強制 

其 從 事 勞 動 ，學習一技之長及正確之謀生觀
念 ，使其日後重返社會，能適 

應 社 會 生 活 。刑法第九十條第一項規定： 「
有犯罪之習慣或以犯罪為常業 

或因遊蕩或懶惰成習而犯罪者，得於刑之執
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勞動場 

所 ，強 制 工 作 。」 ，即係本於保安處分應受
比例原則之規範，使保安處分 

之 宣 告 ，與行為人所為行為之嚴重性、行為
人所表現之危險性及對於行為 

人未來行為之期待性相當之意旨而制定，而

由法院視行為人之危險性格， 
決定應否令入勞動處所強制工作，以達預防

之 目 的 。所 謂 「有犯罪之習 
慣 」係指對於犯罪以為日常之惰性行為，乃一

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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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犯 罪 之 習 性 ，至所犯之罪名 
為 何 ，是 否 同 一 ，則非所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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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106,審易，3035

【裁判日期】1070202

【裁判案由】竊盜

【裁判全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6年度審易字第3035號

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 國 松  

選任辯護人李德正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6年度偵字第23437 

號） ，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被告就被訴事實爲有罪之陳述，經本 

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國松共同攜帶兇器、踰越安全設備侵入住宅竊盜罪，處有期徒 

刑壹年。扣案之活動板手、一字起子、十字起子、磨平一字起子 

各壹支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 、 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一第13行所載「或大門」 

應予刪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陳國松於本院審理中之自白 

」外 ，餘均弓丨用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 、 論罪科刑之理由：

(一) 核被告所爲，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 、2 、3款之攜帶兇 

器 、踰越安全設備侵入住宅竊盜罪。

(二) 被告與尹祥華就上揭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爲分擔，應論以 

共同正犯。

(三) 爰審酌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能坦承犯行，復參酌其犯罪動機、 

手 段 、角色分工、中低收入戶之生活狀況、智識程度、有多 

次財產犯罪紀錄之前科素行、所竊財物之價値，以及除蘋果 

牌筆記型電腦1臺 外 ，其餘2臺筆記型電腦業經被害人領回等 

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 、 檢察官雖以被告素行不良，竊盜前科累累，堪認被告有犯罪 

習 慣 ，而請求另諭知強制工作等語，惟 ：

(一)按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所指之習慣犯，與累犯、連續 

犯之性質有別，必須有具體之事實，足資證明行爲人有犯罪 

之惡習及慣行，始有習慣犯規定之適用，旨在對於嚴重職業 

性犯罪及欠缺正確工作觀念或無正當工作因而犯罪者，強制 

其從事勞動，學習一技之長及正確之謀生觀念，使其日後重 

返社會，並非一有累犯或連續犯之情形，即可認爲有犯罪之 

習1貫。又因保安處分實質上具有刑罰之性質，故其宣告應符 

合比例原則，且應審酌行爲人客觀上是否有於一段較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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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反覆爲多次犯罪行爲之情狀、行爲嚴重性、表現之危險性 

，及對於行爲人未來行爲之期待性，以決定應否令入勞動處 

所強制工作。

(二)查被告雖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載之竊盜前科， 

惟其自95年6月15日入監至105年11月16日假釋出監，出監後 

迄今僅因曾於106年7月間2次於便利超商徒手竊取價値分別 

均爲約新臺幣500元左右商品之行爲，並考量被告於犯後坦 

承犯行並與被害人達成和解且實際依約賠償完畢等情狀，經 

本院以106年度簡字第3133號判決應執行罰金新臺幣(下同）

5,000元確定。而本案犯罪及贓物則主要均係由共犯尹祥華 

主導、處 置 ，被告並未因而獲得任何利益，亦未造成財物以 

外之損失。綜上所述，就被告假釋迄今之行竊次數、動 機 、 

手 段 、所生危害、角色分工而論，尙不能認其有於一段較長 

時間內反覆爲多次犯罪行爲之情形，其行爲之嚴重性及表現 

之危險性均尙有待日後觀察，本院認尙無對被告諭知宣告強 

制工作之必要，附此敘明。

四 、 沒 收 ：

(一) 被告所竊得之ACER牌筆記型電腦1臺 、LENOVO牌筆記型電腦1 

臺既經被害人領回，故無沒收之必要。

(二) 至尙未實際發還予被害人之蘋果牌筆記型電腦1臺 ，實際上 

既係交由共犯尹祥華處置，而卷內亦無事證足認被告另受有 

犯罪報酬，故亦無從對被告諭知沒收。

(三) 而扣案活動板手、一字起子、十字起子、磨平一字起子各1 

支 ，係共犯尹祥華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見偵卷第79頁 

) ，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至其餘扣案 

物 ，並無證據證明與本案有關，爰均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 

明 。

五 、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 、第299條第1項前段 

、第310條之2 、第454條第2項 ，刑法第28條 、第38條第2項

前 段 、第321條第1項第1款 、第2款 、第3款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嘉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2 月 2 曰 

刑 事 第 二 十 一 庭 法 官 朱 家 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 「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

書記官林鈴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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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7 年 2 月 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21條

犯竊盜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倂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一 、 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者。

二 、 毀越門扇、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者。

三 、 攜帶兇器而犯之者。

四 、 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者。

五 、 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者。

六 、 在車站、埠頭、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 、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 、航空機內而犯之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 件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06年度偵字第23437號

被 告 尹 祥 華

陳國松

上列被告等因竊盜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 

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 、陳國松於民國9 2、9 4、95年間因竊盜、毀損、強盜案件，經 

法院分別判處有期徒刑2年6月 、6月 、1年 、8年 、8月 、2年 

，並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12年6月 ，於95年6月15日入監執行 

後 ，105年11月16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縮刑期滿日期爲108 

年2月7日（不構成累犯）；尹祥華於9 2、9 3、94年間因強盜、 

竊 盜 、毀損、僞造文書案件，經法院分別判處有期徒刑7年6 

月 、2年 、8月 、8月 、1年2月確定，並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9 

年4月 ，於97年1月29日入監執行後，104年9月17日縮短刑期 

假釋出監，縮刑期滿日期爲106年8月26日 。詎均仍不知警惕 

，其等共同意圖爲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於106年9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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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4時 許 ，由尹祥華手持客觀上足以對人之生命、身 體 、安 

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螺絲起子等物後，2人踰越臺北 

市 窗戶或大門侵入高曼芸承

租 處 ，趁高曼芸不在家之際，徒手竊取其所有或監管置於屋 

內筆記型電腦3台 （市價計新台幣126,000元）得 手 。嗣高曼 

芸返家發現報警，經警調閱監視器循線查悉上情。

二 、案經高曼芸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 、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J

1編號 
1

1

1 證據名稱 
1

1 \

1 待證事實 1 

1 |
t 1

丨被告尹祥華之供述

1
1

1 1

1其坦承竊盜犯行。 1

( 1
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丨一

i
1 被告陳國松之供述

I
I

1 1

I 其坦承竊盜犯行。 1

1 1 
I I

[二

1

丨告訴人高曼芸之指訴

1
1

1 1

丨其居處遭竊之事實。 1

1 1
J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丨四

1

I 同案被告吳惠珠（另爲不 

1起訴處分）之證述 
1

1 1

1佐證其陪同被告2人到案丨 

|發地之經過。 丨
1 I

1五 

1

1

1搜索筆錄、扣押物品目錄

1表暨收據監視器影像照片

丨、作案衣物照片、犯案路

1線圖等 
1

1 1 

1被告等竊取被害人財物行丨

丨竊所攜帶工具及犯案經過丨

0

1
1 1

二 、 核被告2人所爲，均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 、2 、3款加重 

竊盜罪嫌。又被告尹祥華有如上開犯罪事實所載之前科犯行

，此有本署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5年內再犯本件有期徒刑 

以上之罪，爲累犯，應依刑法第47條規定加重其刑。扣案之 

螺絲起子等爲被告等所有並供犯罪所用，請依刑法第38條第 

2項宣告沒收。

三 、 另按18歲以上之竊盜犯、贓物犯，有犯罪之習慣者，得於刑 

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有犯罪之習慣或因遊蕩 

或懶惰成習而犯罪者，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 

工 作 ，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3條第1項及刑法第9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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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均定有明文。而保安處分係針對受處分人將來之危險 

性所爲之處置，以達教化、治療之目的，爲刑罰之補充制度 

。我國現行刑法採刑罰與保安處分雙軌制，係在維持行爲責 

任之刑罰原則下，爲協助行爲人再社會化之功能，以及改善 

行爲人潛在之危險性格，期能達成根治犯罪原因、預防犯罪 

之特別目的。是保安處分中之強制工作，旨在對嚴重職業性 

犯罪及欠缺正確工作觀念或無正常工作因而犯罪者，強制其 

從事勞動，學習一技之長及正確之謀生觀念，使其日後重返 

社 會 ，能適應社會生活。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3條 

第1項規定，即係本於保安處分應受比例原則之規範，使保 

安處分之宣告，與行爲人所爲行爲之嚴重性、行爲人所表現 

之危險性及對於行爲人未來行爲之期待性相當之意旨而制定 

，而由法院視行爲人之危險性格，決定應否令入勞動處所強 

制工作，以達預防之目的（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4625號 

判決意旨參照） 。查被告等素行不良，竊盜前科累累，有本 

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可證，堪認被告等確有犯罪習慣 

無 疑 ，無從期待被告能改正竊取他人財物之習慣，均足堪認 

被告等無正常工作、欠缺正確工作觀念，因而有犯罪習慣。 

依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4625號刑事判決意旨，參酌被告 

等行爲之嚴重性、被告等所表現之危險性及對於被告等未來 

行爲行期待性等事項，僅宣告被告等有期徒刑，尙不足改變 

竊盜習性，爲使被告等習得將來適應社會生活所需，爰請依 

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3條第1項及刑法第90條第1項 

規 定 ，併予宣告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以糾正其行。

四 、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0 月 23 日

檢 察 官 李 明 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1 月 2 日

書 記 官 余 姍 霏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加重竊盜罪）

犯竊盜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 

刑 ，得倂科新臺幣1 0 萬元以下罰金：

一 、 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者。

二 、 毀越門扇、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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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攜帶兇器而犯之者。

四 、 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者。

五 、 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者。

六 、 在車站、±阜頭、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 、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 、航空機內而犯之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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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8 5 年 1 2 月 1 1 日 第 3 條 立 法 理 由
一 、 參考刑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及外國立法 

例 ，將參加犯罪組織之行為，認定為具預備
犯性質之犯罪。且將刑法必要共犯之 

首謀及參與犯罪組織之犯行，針對現行犯罪
組咸之複雜性，擴 襄 其 概 念 ，棱及於 

發 起 、主 持 、操 縱 、指揮等不同層次之犯行
，均予規範處罰，以收遏制之效。

二 、 為澈底瓦解犯罪組織被破獲後，死灰 
復燃甚或更加壯大，爰明定再犯者，為一處

以較重刑度之另一類型之犯罪。此項 
規 定 ，並無排斥刑法累犯規定適用之意。

三 、 參酌刑法第九十條對於有犯罪之習慣 
或以犯罪為常業者併宣告保安處分之法例，

明定參加犯罪組織者，除 判 刑 外 ，同 
時並應宣告保安處分，以收刑事懲處及保安

教 化 、授習技藝之雙重效果，以有效 
遏阻組織犯I I 。

四 、 爲鼓勵參加犯罪組織者改過悛悔，仿 
刑法第九十八條，明定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

後 ，認無執行之必要者，免除其保安
^

五 、 仿刑法第九十七條，明定保安處分減 
免 之 要 件 ，俾鼓勵受刑人悔過遷善。

六 、 參 考立法例：

(一 ） 發 起 、主 持 ：德國刑法第一百二十 
九 條 、義大知刑法第四首十六樣。

(二 ） 操 縱 ：檢肅流氓條例第二條第一

A11000000F_10804501350A0C_ATTCH2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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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1 0 6 年 0 4 月 1 9 日 第 3 條 立 法 理 由
一 、 因加入犯罪組織成為組缄之成員，不 

問有無參加組織活動’犯罪即屬成立，避先
情輕法重，增訂龛一項但書，以求罪

刑均衡。
二 、 原第二項再犯第一項之罪而提高其法 

定刑之規定，因其再犯之時間，並無期限限
制 ，且本項並未排除刑法累犯之適 

用 ，恐有過度及重複評價之疑慮，爰刪除第二
項加重處肩說定。

三 、 原第四條第一款係因身分關係之加 
重 ，與其餘各款係行為類型之加重，性質不同

，爰移列於本條第二項，並酌為文字
修 正 。

四 、 原第三項採刑後強制工作，惟受刑人 
如經假釋出監，須於假釋期滿再進入勞動處

所執行強制工4 ，戚行上矣i 困擾且 
不利受刑人更生，爰修正為刑前強制工作。

又原第二項再犯加董之規定既已删 
除 ，第三項後段亦配合删除。

五 、 有關執行強制工作已達相當期間後可 
否免其處分繼續執行、延 長 、免除其刑之全

部或一部執行等，刑法第九十條第二 
項但書、第三項及第九十八條第二項、第三

項已有明文，爰於龛四項增訂準用刑 
法上開規定，以臻明確。另配合第三項修正

為刑 前 強 制 工 #，爰删除原窠四項、 
第五項之規定。

第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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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法 解 釋 【大 f 官解釋】
1.解 釋 字 號 ： 釋字第471號 

解 釋 文 ：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
障 ，蕙法第八條設有明文。限制人身自由之法

律 ，其内容須符合蕙法第二十 

三條所定要件。保安處分係對受處分人將來
之危險性所為拘束其身體、自 

由等之處置，以達教化與治療之目的，為刑
罰之補充制度。本諸法治國家 

保障人權之原理及刑法之保護作用，其法律

^ 定 之 内 容 ，應受比例原則之 
規 範 ，使保安處分之宣告，與行為人所為行

為之嚴重彳i 、行為人4 表現之 
危 險 性 ，及對於行為人未來行為之期待性相

當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犯 第 七 條 、第 八 條 、

第十)条、第 + —條 、崇十二條 
第一項至第三項、第十三條第一項至第三項

之 罪 ，經判處有期徒刑者，應 
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勞動場所，

強 制 工 作 ，其期間為三年 。」 

此項規定不問對行為人有無預防矯治其社會
危 險 性之必要 ，一律宣付強制 

工 作 三 年 ，限制其中不具社會危險性之受處
分人之身邊、g 由 部 分 ，其所 

採措施與所欲達成預防矯治之目的及所需程
皮 ，不合蕙法禁二十三彳条所定 

之比例原則。犯上開條例第十九政所定之
，不問對行為人有無預防矯治

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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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91，台上 ,4652 

【裁判日期】910822 

【裁判案由】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裁判全文】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一年度台上字第四六五二號

上 訴 人 台 灣 高 等 法 院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被 告 劉 維 生

右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 

月二十二日第二審判決（九十一年度上訴字第六一三號，起 訴 案 號 ：台灣新竹地方法 

院檢察署九十年度偵字第四九五號） ，提 起 上 訴 ，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上 訴 駁 回 。

理 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爲理由， 

不 得 爲 之 。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爲理由，係屬法定要件；且必須 

依據卷內資料爲具體之指摘，並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始屬相當 

。惟如所指摘事項純屬對事實審法院已經調查說明之事項或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 

，重爲事實上之爭辯或任意指摘，尙不能認爲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自應認其上訴 

爲違背法律上之程式，從程序上予以駁回。本件檢察官上訴意旨略稱：被告劉維生持 

有之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計三十一小包，驗餘淨重達八百十五點六七公克，可供人施 

用二千餘次，足證其係爲販賣而持有，且已達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之程度，原判決 

置上開不利被告之證據於不論。且未說明上開證據何以不足推論有販賣意圖之合理懷 

疑 存 在 。況縱認不能證明被告有販賣毒品行爲，亦應就意圖販賣而持有部分論罪，原 

判決恝置不論，自有決不載理由之違法等語。惟查原判決依憑被告之自白，證人即查 

獲本案之警員徐坤榮之證述，卷附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民國九十年六月十三日刑 

鑑字第五一一九四號鑑驗通知書及扣案之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三十一包（驗餘淨重八 

百十五點六七公克）等 證 據 ，認定被告確有原判決事實欄記載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犯行 

。另說明被告自偵查迄原審審理時均否認有爲售賣之營利目的而購入上開安非他命之 

犯 行 ，且卷內亦無何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確有以營fU爲目的將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販入或賣出之行爲。尙難僅因被告持有鉅量之安非他命，逕認若非圖謀銷售予他人， 

當不至甘冒重罪、沒收之風險攜帶大量毒品外出等臆測之詞，推論被告應負販賣第二 

級 毒 品 罪 責 ，核被告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一條第二項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罪罪， 

檢察官認被告係犯同條例第四條第二項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尙有未洽，起訴法條應予變 

更 （見原判決理由四） 。因而撤銷第一審不當之判決，改判論處被告持有第二級毒品 

(累 犯 ）罪 刑 ，因已詳其所憑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並無違 

背法令情形存在。又原判決既已說明尙乏積極證據證明被告上開持有安非他命行爲係 

基於販賣之營利目的，而係犯單純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罪，自無再論被告是否成立意 

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罪之必要。檢察官上訴意旨，純係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 

法行使及已經調查說明之事項，徒憑己意重爲事實上之爭辯，自不足據以辨認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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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綜上所述，應認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從程序上予以

駁 回 。

據上論結 > 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 五 條 前 段 ， 決 如 主 文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最高法院刑事第四庭

審 判 長 法 官 紀 俊 乾  

法 官 黃 正 興  

法 官 劉 介 民  

法 官 陳 東 誥  

法 官 白 文 漳

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二十六

曰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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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 事 類 【最高f 院刑事裁判】
1.裁判字號：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799 

號刑事裁判
要 旨 ： 刑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

就其行為本身之惡害程度予以非難評價。法
院於個案為宣告刑之具體裁 

量 ，必須審酌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列各項罪責因
素 ，而為科刑輕重標準之衡 

量 ，使 罪 、刑 相 當 ，以實5兑开j罰雜應被正義，
並兼顧犯罪一般預防與特別預 

防之目的。故刑罰之適用乃對具有（完全或
限制）責任能力之行為人過往 

侵害法益之惡害行為，經非難評價後依據罪
責相當性原則，反應刑罰應報 

正 義 、預防目的等刑事政策所為關於以生命
、自由或財產權之剝奪、限制 

為内容之主要處分。又我國刑法採刑罰與保
安處分雙執制度，在刑罰之 

外 ，另設保安處分專章（第 十二章） ，對於具
有將來犯罪危險性之行為人， 

施以矯正、教 育 、治療等拘束身體、自由之
適當處分，以達教化、治療並 

防止其再犯，危害社會安全之目的。故保安
處分之適用，S 針對行爲人或 

其行為經評估將來對於社會可能造成之高度
危 險 性 ，為補充或輔助刑罰措 

施之不足或不完備，依比例原則裁量適合於
行為人本身之具體矯正、治療 

或預防性等拘束人身自由之補充或替代性處

A11000000F_10804501350A0C_ATTCH2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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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二者無論 ^宣 告 基 礎 （過 

往的惡害、將來的危險性） 、性 質 （主 要 、
補充性處分） 、功 能 （應報正 

義 、預防或特別預防目的）及其裁量原則（
罪刑相當性原則、比例原則） 

均有不同，自不能以二者同屬限制行為人人
身自由之處分為由，逕將其受 

宣告之刑期或保安處分期間予以合併觀察後
評價為罪刑不相當。況刑法為 

防止對同時受刑罰及保安處分宣告之行為人
自由造成過度之限制，於先執 

行徒刑 者 ，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認為
無執行監護處分之必要者，法 

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莫先執行保安處分者
，於處分執行完畢或一部執行 

而免除後，認為無執行刑之必要者，法院得
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第 

九十八條第一項） 。保安處分自應執行之曰
起邊三年未開始或、纟蠢破執行 

者 ，非經法院認為原宣告保安處分之原因仍繼
續存在時，不得許可執行；逾 

七年未開始或繼續戒行者，不 得 滅 行 （龛乂
十人條） 。6有 龙 其 我 行 、免 

予繼續執行、許可戒行或叙行時沒等氣定，
檢察官自得衡量行為人之各種 

情狀聲請法院為適當、必要與合理之裁量，
以保障人權。從整體法規範以 

觀 ，亦無蕙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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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 事 類 【最高& 院刑事裁判】
1.裁判字號：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88號 

刑事裁判

要 旨 ： 我國法制採刑罰與保安處分雙
執 制 ，既仍維持行為責任之刑罰原則，並期

谖刼行為人#社普化功能，改 
善行為人潛在危險性格，俾達成根治犯罪原

因 、預防犯罪之特別目的。保 
安處分係針對受處分人無東之A 險^戶/f為之

處 置 ，以達教化、治療之目 
的 ，為刑罰之補充制度。其中之強制工作，旨

在對嚴重職業性犯罪及欠缺正 
確工作觀念或無正 常 工 作而犯罪之人，強制

其從事勞動，學習一技之長與 
正確謀生觀念，使其日後順利重返社會，適

應社會生活。顯見刑罰與保安 
處分各有其目的與功能，二者相輔相成，並

行不悖。而依开丨法弟九十八條 
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依第八十六條第二

項 、第八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宣 
告之保安處分，其先執行徒刑者，於刑之執

行完桌或i 免 後 ，認爲無執行 
之必要者，法院得羌其處分之執行；其先我

行保安處分者，於處分執行完 
畢或一部執行而免备棱，認爲無執行刑之必

要 者 ，法院得免其刑之全部或 
一部執行。依第八十八條索一績、第八十九

條第一項、第九十條第一項、 
第九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宣告之保安處分，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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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執行完畢或一部執行而免 
除 後 ，認為無執行刑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

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另 「 
依本條例宣告之強制工作處分，其執行以三

年為期。但執行已滿一年六個 
月 ，而執行機關認爲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

得檢具事證，報請檢察官聲請 
法院免予繼續執行。」 「依本條例執行強制

工作之結桌，滅行福:關認為無 
執行刑之必要者，得檢具事證，報請檢察官

聲請法院免其刑之執行。」竊 
盜犯贼物犯保安處分樣例第五▲第一項、第

六條亦分別定有明文。足認依 
上開規定，刑法所為之保安處分，無論先執

行徒刑或保安處分，前者得於 
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認為無執行之必要

毒 ，法院得it其處分之執行； 
後者則於處分執行完畢或一部執行而免除後

，認為無我行刑之必要著，法 
院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依竊盜犯贓

物犯保安處分條例之強制工 
作 ，其執行已滿法定期間者，執行機關亦得檢

視其戚行成效，也認無纟績執 
行強制工作之必要者，得檢具事證，報請檢

秦 官 聲 請 免 予 繼 續 裁 行 。 
如執行機關認為併無執行刑之必要者，亦得

檢具事證，報請檢察官聲請法 

院免其刑之執行。倶見立法者為取得刑罰與
保安處分間之平衡，避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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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
.所

象

執

之

「
技
能
訓
練
所
強
制
工
作
受
處
分
人
處
：遇
細
部
實
.施
.内

容

計

晝

」
„乙
 

象

，
經

本

部

作

部

分

文

字

修

正

(
詳

附

件

)
後

同

意

•，
請

貴

所

於

九

十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起
正
.式

試

輝

，- 

並

於

實

施

一

年

六

個

月

後

，
視

其

執

行

威

效

，.再

行

修

訂

計

晝

。
請

查

照

辦

理

。
 

,

:

口
灣
泰
源
、
綠
島
技
.能
訓
練
所

部
長依

分
層
負
貴
規
定
授
權
業
務
主
管
決
.行

*
苐
一
頁



r
>

•
 

-

/
\ /
技
能
訓
練
所
強
制
工
作
受
處
分
人
處
遇
細
部
實
施

内
容
計

*..

壹

、
 
目
的
：
 

■

‘ 

..
 

強
制
工
作
受
處
分
人
多
你
遊
手
好
間
，
有
犯
罪
習
慣
及
暴
力
型
態
者
，
為
達
強
制
工
作
處
分
之
目
的
，
針
對
其
犯
罪
習
性
，

予
以
適
當
之
矯
正
，
使
其
養
成
勞
動
習
慣
，
知
法
守
法
觀
念
，
並
訓
練
受
處
分
人
習
得
謀
生
技
能
，
輔

導

就

業

，
順
利
卧
歸
社
會
。

• 

遵
照
現
行
法
令
暨
運
用
現
有
資
源
訂
定
本
處
遇
計
劃
。

貳

、
 
處
遇
計
割
.内
容
：
 

*

1

、
調
査
分
類
：

.

(
一
)
受
強
制
工
作
處
分
人
入
所
後
，
.由
調
查
分
類
科
就
其
個
人
關
係
、•
犯
#
原
因
動
機
、
性

向

、
境

遇

、
學

歷

、
身
心
狀

 

兄
及
其
他
可
供
執
行
之
參
考
事
項
，
詳
加
調
查
作
成
調
査
表
，
並
即
決
定
應
否
適
用
累
進
處
遇
，
並

告

知

本

人

。

'

 

(
二
)
辨

理

入

所

講

習

以

「
技
能
訓
練
所
強
制
工
作
手
冊
」
為

教

材

，
告
知
入
所
—

辦
理
及
遵
守
事
項
並
將
有
關
編
等
、
累

 

進

處

遇

、
獎

赏

、
懲

罰

、
作
業
技
能
訓
練
、
教
化
與
辅
t

、
接
見
與
通
信
、
返
家
探
視
、
給

養

、
衛

生

保

健

及

醫

療

、 

金
錢
物
品
的
送
入
與
保
管
，
受
處
分
人
兔
除
或
停
止
執
行
之
提
報
及
釋
放
之
保
護
等
分
別
予
以
說
明
，
使
其
安
心

 

接

受

處

分

。

二

、
訓
綠
時
間
：
 

•

- 

1



(一

 )
生
活
輔
導
期
：

* 

以

二
個
月
為
一
期
，
經
評
估
不
合
格
並
經
所
務
委
員
會
審

定

者

，
留
原
期
磁
硪
輔
導
評
估
。

(
二
)
 
技
能
訓
練
期
：

f 
■ « 

■
 . 

- 
.
 

— 

•
 

_

_
_
_
_

 

!
 

I

丨
以
三
個
月
至
一
年
為
一
期
，
經
評
估
不
合
格
並
經
所
務
委
員
會
審

定

者

，
留

原
期
繼
續
輔
導
評

估

。

,
 

*

 

.
*
 

*
 

•
 

I

 

I

-

-

-

 
-

1
-
 

.

.

.

.I
 
i

 
n

 
I
 :
 
-
I

 I

 

-
-
$
 

■

 
i

 

!

(
三
)
 
社
會
適
應
期
：

以
三
個
月
為
一
期
，
經
評
估
不
合
格
並
經
所
務
委
員
會
審
定
者
，
留
原
期
繼
續
輔
導
評
估
。
 

.

(
四
)
 
三
階
段
訓
練
時
期
，
如
附
件
一
■流

程

圊

。
訓

練

項

目

、
内
容
如
附
件
二
。

三

、
各

期

成

效

評

估

，
評
分
標
準
：
如
附
件
三
：r

強
制
工
作
受
處
分
人
處
遇
考
核
實
施
要
點
」
。
 

，

參

、
各
期
實
施
方
式
：

一

、
生
活
輔
導
期
：

表
輔
導
期
實
施
定
心
教
育
及
養
成
教
育
，
使
收
容
人
安
心
接
受
強
制
工
作
處
分
，
並
為
進
入
技
能
訓
練
期
做
準
備
’
為

期

. 

二

個

月

。
(
課

程

>

作
息
時
間
排
定
如
附
件
四
、
五
)

(一)定心
教
育
：

.

.

 

•

 

.

以
四
週
為
期
，
施
以
入
所
講
習
，
告
知
本
所
概
況
及
應
遵
守
事
項
等
，
排
定
靜
坐
課
程
，
洗

滌

雜

念

，
達

定

心

、
靜

 

心
之
效
，
以
基
本
教
練
課
程
端
正
個
人
基
本
儀
態
，
並
培
養
服
從
容
忍
之
性
格
，
提
振
新

生

之

精

神

。



(
二
)
養
成
教
育
：
 

. 

以
四
週
為
期
施
以
體
能
訓
練
，
以
鍛
鍊
強
徤
艘
魄
，
施
以
精
神
教
育
宗
教
教
誨
，
培
養
其
生
活
倫
理
，
道
德
規
範
之

 

養

成

，
並
教
導
法
律
常
識
，
使
能
瞭
解
法
律
，
進
而
不
敢
犯
法
，
另
予
以
勞
動
服
務
之
訓
練
-
以
革
除
好
逸
惡
勞
習

 

性

，
養

成
勤
勞
美
德
，
最
後
觀
察
其
是
否
適
應
雜
居
作
業
，
成
績
合
f
者
晉
至
技
能
訓
練
期
，
不
合
格
者
繼
續
政
核

其
課
程
編
排
實
施
方
式
要
求
標
準
如
下
：

1
體
能
訓
練
：
 

.

依
入
所
之
年
齡
、
身
體
狀
況
施
以
適
當
之
體
能
訓
練
-
以
鍛
練
其
強
健
體
魄
，
體
能
訓
練
課
程
如
下
：

.

(
1
)
跑

步

(
田
徑
運
動
)
：
 

.

跑
步
為
運
動'

前
之
肌
肉
暖
身
運
動
-
於
現
有
之
運
動
場
所
實
施
-
如
場
地
許
可
，
安
排
各
項
田
徑
運
動
。 

(
C
M
)

單

槓

▲.

雙
手
一
律
正
握
，
引
上
以
下
巴
碰
觸
單
槓
，
下
垂
雙
乎
伸
直
，
身
體
不
可
過
度
擺
盪
。

(
3
)
 
曲
膝
仰
臥
起
坐
：

副
手
壓
住
雙
腳
曲
膝
，
雙

手

抱

頭

-
起
以
手
肘
碰
觸
膝
蓋
，
臥
以
雙
肩
著
地
。

(
4
)
 
伏
地
挺
身
：



3 2 1
. 項 

次

60 41 20 年

歲 至 至

以 59 40

上 歲 歲 齡

、單 要

1次 3 次 5.次

槓
加

1 0分 . 4 分 3 分 扣

分
求起曲

1 0次 15次 20 f欠 膝

坐臥

加

4 分 . 3 分 2 分
£

標
.伏

1 0次 15次 2 0次
地

挺
.身’
加.

4 分 3 分 2 分 扣

分 準
一 _ 考

。次減每標加 。為標邊 核

為少增準^ 六準到 說
基 ^ 加 為 1 十者要
準 一 一 ：分 分 ，求 明

挺

上

雙

手

伸

直

(
手
指
方
向
不
規
定
)
，
身

趙

挺

直

，
伏
下
肩
與
雙
手
大
臂
平
行
，
膝

篕

不

可

著

地

。 

(
5
)
體
能
訓
練
要
求
標
準
如
下
：

※
如

有

衰

老

、
病

殘

，
經
所
務
會
議
審
查
通
過
者
，
免
接
受
本
項
考
核
，
視

同

合

格

。

2
基
本
教
練
：

每
日
至
少

一

小

時

，
以

立

正

、
稱

息

、
轉
法
及
行
進
步
伐
為
主
，
藉
以
端
正
個
人
基
本
儀
態
-
培
養
服
從
容
忍
之

 

性

格

為

主

，
藉
以
提
振
其
精
神
。



3
勞
動
服
務
：

施
以
勞
動
服
務
之
訓
練
，
藉
以
革
除
奸
逸
惡
勞
之
習
性
，
養
成
勤
勞
務
賁
之
習
慣
。

(
1
)
 
項
目
：

A
舍
房
清
掃
：
各
舍
每
日
排
定
人
員
實
施
舍
房
清
掃
並
由
管
理
人
員
檢
査
評
分
。

.

B
公

共

環

境

之

打

馨

理

：
以
公
共
區
域
為
主
排
定
時
間
，
整
理
 '
打
掃
環
境
，
並
由
管
理
員
人
員
檢
查
評
分
。

C

不
定
時
公
表
：
視
工
# .
情
況
派
遣
公
差
時
，
應
注
意
其
服
務
態
度
，
工
作
效
率
及
工
作
完
成
狀
況
予
以
評

 

定

成

績

。

D

上
列
單
項
評
分
表
由
各
執
行
單
位
依
實
際
狀
況
訂
定
之
。

(
2
)
 
服
務
時
數
：

■ 
;

除

不

定

時

外

，
每
週
一
至
四
小
時
為
基
準
。

4
生
活
教
育
：

每
日
靜
坐
並
灌
輸
生
活
常
識
及
法
律
教
育
，
使
能
適
應
所
内
生
活
作
息
。

(
1
)
靜

坐

：

.
為
穩
定
其
情
緒
，
每
日
安
排
靜
坐
，
並
播
放
梵
音
或
輊
鬆
音
樂
，
清

除

雜

念

，
反
思
己
過

 >
 以
平
穩
心
情
，
 

安
於
接
受
處
分
，
每
週
十
至
十
三
小
時
。



C
2
)生
活
教
育
：

A

以
團
娌
生
活
須
知
、
倫

理

生

活

、
財
產
與
道
德
觀
念
為
主
，
教
導
生
活
上
之
禮
節
與
應
對
進
退
之
方
式
，
 

使
其
具
有
進
退
有
序
之
能
力
，
每
週
不
得
少
於
二
小
時
。

B
要
求
内
務
整
理
，
每
曰
檢
查
公
布
成
績
，
怯
除
投
機
心
理
。

(
3
)
法
律
教
育
*.

針
對
受
處
分
人
類
別
，
請
法
律
專
家
或
管
教
人
員
講
解
法
律
常
識
，
使
受
處
分
人
瞭
解
法
律
，
進
而
不
敢
犯

 

法

，
每
週
不
得
少
於
二
小
時
。

- I

、
技
.能

訓

竦

期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為
期
三
個
月
至
一
年
，
以
加
強
職
^

^

主
，
並
以
諮
^

^

各
種
^

C

去
除
返
社
會
人
格
，
配
合
^

^

，
$

$

教

1
 •
 
«
1
 
♦ 
I
 
•
 
.
 

*
 

»
►>
 

1
■
•
■
 .
 

■

'
 

丨

-
 1
1
 
-
 

—

I
 
■
 t
t
t
-
r
i
 T
 

«
 *

育
程
度
以
上
者
參
加
職
業
訓
練
，
須
習
得
一
技
之
長
-
經
評
定
獲
得
證
照
者
-
累
進
處
遇
於
學
習
項
目
訂
定
加
分
標
準
，
 

增

加
學
習
意
願
，
不
識
字
者
以
作
業
方
式
代
之
，
並
繼
續
以
勞
動
服
務
養
成
勤
勞
工
作
習
慣
。

(
一
)
職
業
訓
練
：
 

■ 
+

1

技
能

t)l
練

班

：

(
1
)
類

別

：

A
經
常
調
查
社
會
所
需
，
訂
定
訓
練
類
別
，
使
受
處
分
人
習
得
一
技
之
長
，
俾

能

就

業

謀

生

。



B
各
訓
練
類
別
開
班
前
應
詳
定
實
施
規
定
，
陳

報

法

務

部

核

定

外

並

嚴

格

貫

徹

執

行

。

(
2
)
 
選
訓
標
準
：

A
依

據

「
法
務
部
所
屬
監
院
所
辦
理
收
容
人
技
能
訓
練
要
點j

辦

理

，
.強
制
工
作
受
處
分
人
優
先
選
訓
。

B
受
處
分
人
教
育
程
度
符
合
人
員
一
律
接
受
技
能
訓
練
。

C
有
關
選
訓
類
別
，
依
受
處
分
人
學
歷
、
志

願

、
興
趣
選
訓
之
。

(
3
)
 
訓
練
課
程
及
方
式
：

A
依
行
政
院
勞
工
娄
員
會
職
業
訓
練
局
所
訂
標
準
，
明
訂
各
類
別
訓
練
目
標
、
訓
練
課
程
及
内
容
，
並
訂
定

 

訓

練

計

劃

陳

報

法

務

部

核

定

後

執

行

。

B
訂
定
技
能
訓
練
期
間
段
考
、
畢
業
考
成
績
優
良
及
獲
證
照
者
之
加
分
標
準
，
以
增，

加
學
習

意

願

。：

0
3

作

業

：

(
1
〕
教
育
程
度
較
低
者
按
分
類
處
遇
管
理
，
依
其
年
齡
、
身

體

狀

況

、
知

識

程

度

、
家
庭
狀
況
等
配
業
至
受
處
分

 

人
工
場
作
業
。

(
2
)
 
原
有
職
$

長
或
接
受
技
能
訓
練
合
格
者
配
業
至
專
業
工
場
作
業
，
受
處
分
人
如
老
弱
殘
疾
者
，
另

行

配

業

。

(
3
)
 
對
組
織
犯
罪
防
制
條
例
、
搶
砲
彈
藥
刀
械
管
制
條
例
之
受
處
分
人
中
有
頑
劣
足
以
影
響
他
人
者
，
為
免
擴
大

/

幫

派

活

動

，
分
區
隔
離
於
獨
居
房
，
參

與

作

業

9

■?•



(
二
)
 
諮
商
與
辅
導
：

1
宗
教
教
悔
：

依
受
處
分
人
宗
教
信
仰
，
邀
請
宗
教
人
士
教
導
教
義
及
為
善
之
道
，
在
不
妨
害
紀
律
之
下
排
定
時
間
按
照
自
己
信

 

仰
奉
行
禮
佛
或
祈
禱
。

2
個
別
諮
商
：
 

- 

為
穩
定
接
受
技
訓
受
處
分
人
之
學
習
情
緒
-
實
施
個
別
諮
商
，
對
學
習
情
緒
不
佳
-
或

情

緒

不

穩

者

，
另
予
以
心

 

理

輔

導

。

3
團
體
治
療
：

遴
聘
團
體
治
療
專
業
人
員
，
並
依
需
要
排
定
課
程
實
施
每
週
二
次
，
每
次
以
一
至
三
小
時
為
準
。

(
三
)
 
教
化
輔
導
：
 

.

1
集
體
教
誨
：

配
合
集
週
會
時
間
訂
定
主
題
-
由
主
持
人
或
聘
請
有
學
識
名
望
之
人
士
，
到

所

演

講

，
實

施

教

梅

。

2
電
化
教
育
：

利
用
播
音
系
統
於
課
餘
、
午

休

時

間

，
播

放

音

樂

、
勵

志

、
座

右

銘

等

(
如

四

書

、
五

經

、
了
凡
•四
訓
)
等
書
及

 

有
助
教

化

之

影

片

。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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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

技能訓練所強制工作受處分人處遇實施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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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技能訓練所強制工作受處分人處遇實施項目內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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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

強制工作受處分人處遇考核實施要點

為 能 以 公 正 、公平駕實考核之理念，健全落實強制工作受處分冬各階段處遇成績之考評 I 

以達執行強制工作之目的，訂定本評估要點。

一 、 強制工作受處分人處遇階段為：生活辅導期、技能訓練期 V社會適應期三階段實施評估。生 活 ： 

輔導期處遇成績合格並經所務委員會審核通過者，進階至技能訓練期，技能訓練期處遇成績合 

格並經所務委員會審核通過者，進階至社會適應期，社會適應期處遇成績合格並經所務委員會’ 

審 核 通 過 者 ，列為陳報免除或停止執行之參考。

二 、 強制工作受處分人各階段處遇成績應參照考核成蜻評定參考表（如附表五）之 評 分 標 準 ，由. 

各管教小組成員依附表 .（附 表 一 、二 、三 ）所定項目評定後交管教小組召集人索整，並簽註意 

見提請所務委員會審核，審核結果應填載於「受處分人各階段處遇成績總表」（叶表四）內 。

三 、 所 務 委員會對所提之受處分人各階段處遇成績 ，應 切 實 審 核 ，管教小組成員應列席說明 °

四 、 生活輔導期處遇成蜻應於該期期滿（二月）後 進 行 評 估 ，技 能 訓 練 期 處 遇 成 绩 於 期 滿 灸I三個月至^■年卜

後及 .社會適應期處遇成績於期滿（三月）後進行評估。上列評估應於五日内完成我被。

'五、各 期 成 績 ，經評估不合格並經所務委員會審定者，留原期繼續辅導評估"

六 '各 訓 練 期 間 違 反 所 規 者 ，除依規定辦理懲罰外，其處遇從生活辅導期，重行考核 -

七 、 生活輔導 .期處遇成績以「體能訓練 J 、「基本教練」、「勞動服務 J 、「生活教育」四項評估。評估

表如附表一 。_ .

八 、 技能訓練期處遇成績以「職業訓竦(工場作業）」、「諮商輔導」、「教化輔導」、「勞動服務 J 四項

評 估 。評估表如附表二及附表二之一。

九 、 社會適應期處遇成蜻以 r 社會資泺的運用」、「就業資訊辅導 J 、「勞動服務 J 、「教化輔導」、四 項 . 

評 估 。評估表如附表三。
■ N ' ■

十 、考核第六點至第八點所列各甲目，應以受處分人參與課程情形、考試成績表現、管理行狀玫核 

紀 錄 、奬 懲 紀 錄 、書 信 、接 見 紀 錄 、日記 、及教梅紀錄等為依據。

十 一 、上列七 ' 八 、九項考核標準可分為優（4 - 5分 ）、可 （2 - 3分 ）、劣 （1 分），8 0 分以上為優，

6 0 分 至 7 9 分 為 可 ，5 9 分以下則為劣。各期總分為5 9 分 以 下 者 ，則依保安處分累進處遇規程 

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一款予以‘「告誡或面責」並扣除當月總分 0 . 5分 ；若 8 0分 以 上 者 ，則依保 

安處分累進處遇規程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予以「嘉獎」並增給當月總分 0 . 5分 。

十 二 、強制工作受處分人於執行訓練期間應遵守紀律、保持 善 行 ，若 因 身 體 、心 理 、精 神 方 面 障 礙 ， 

不適某項目課程之實施時，經醫師診斷證明，.經提管教小組通過後，由所務委員會會議審查



通 過 者 ，其該項目之成績，視 同 合 格 。

十 三 、技皞訓練所對強制工作受處分人各階段處遇成績評估由所務會議審定之，且應於審定後之次 

月值速通知其本人，並 公 佈 之 •



附表一

強制工作受處分人生活辅導期成績評估表

受處分人號碼： 姓 名 ： 入 所 日 期 ：

評 比 成績 等級 ： 優 （4 - 5分） 可 （2 - 3分 〉 劣 （1 分 ）

、體能訓練 評 比 ：30%

運 動 技 能 ：超 標 準 （ ) •速到標準（ ) 加強訓練（ ） *

( 分 ） （80-100) (60-79) ( 5 9以下）

【科 貝】簽 章 ‘ • ,

二 、基本教竦 評 比 ：20%

( 分 ） 服從確實（ •) 動作標準（ ) 敷衍了事（ ）

(80-100) (60-79) ( 5 9以下）

【科 員】簽 牽 ： _

三 、勞動服務評比：20%

( 分 ） 自動自發（ ) 配合勞動（ ) 抗拒勞動（ ）

(80-100) (60-79) ( 5 9以下）

【科 員】簽 章 ：

四 、生活教育 評 估 ：30%

法 律 教 育 ： 80-100 ( ) 60-79 ( ) 5 9 以下（. )

( 分 ） 【管 理 員】簽章:

生 活 紀 律 ：謹守法紀（ ) 遵守、纪律（ ) 違反紀律（ )

( 分 ） （80-100) (60-79) ( 5 9以下）

【科. 員】簽 章 ： _

内 務 評 比 ：整齊清潔（ ) 依照規定（ ) 陽奉陰違（ ）

( 分 ） （80-100) (60-79) ( 5 9以下）

【輔 導 員 】簽 章 ：

※ 整 體 表 現 ：平均成績分數：（ ）分

五 、生 活 輔 導 評 估 ：（計分方式以單項合計，平均得分 x 20x 所佔比率）

(一) 艘 能 訓 練 評 估 （ 分 ）合 格 （ ）不 合 格 （ ）原因

(二 ) 基 本 教 蛛 評 估 （ 分 ）合 格 （ ）不 合 格 （ ）原因

(三） 勞動服 務 評 估 （ 分 ）合 格 （ ）不 合 格 （ ）原因

(四） 生 活 教 育 評 估 （ 分 ）合 格 （ ）不 合 格 （ ）原因

生活評比小組成員簽章： 年 月 曰

※生活輔導期烀比結果：總計 分 合 格 （ ) 不 合 格 （ )

所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 ’年 月 日審查通過



附表二

強制工作受處分人技能訓練期成績評估表 

(參加技能訓練受處分人）
受 處 分 人 號 瑪 ： 姓 名 ： 入 所 曰 期 ：

評 比 成 績 等 級 ： '優 （4 - 5分 ）

一 '職 業 訓 練 評 比 ：50«

學 習 作 業 ：80-100 ( )

( 分）

隨 堂 測 驗 ：80-100 ( )

( 分）

階 段 考 試 ：80-100 ( )

( 分）

. 結 業 考 試 ：80-100 .( )

( 分）

技 能 檢 定 ：合 格 （5 分 ） 不合格（0 分）

可 （2 - 3分 ） . 劣 （

60-79 ( ) 5 9 以下(

【管 理 員】簽章

60-79 ( ) 5 9 以下（

【訓 練 師 】簽章

60-79 ( ) 5 9 以下(

【訓 練 師 】簽章

60-79 ( ) 5 9 以下（

【訓 泳 師 】簽 章 ：

分）

※整體表現平均成績分數：（ 

二 、諮 商 與 輔導課程評比：30% 

個 別 諮 商 ：碓有悔意（

( 分 ） （80-100)

) 分

【訓 練 師 】簽 章 ：

图 體 治 療 ：配合互動（ 

( 分 ） （80-100)

) 接受辅導（ ） 故意排斥（

(60-79) (59 以下 ）

【輔 導 員 】簽 章 ：_  

) 能知配合（ ) 怠惰迴避（

(60-79) (59 以 下 ）

【輔 導 員 】簽 章 ：一

※ 整 體 表 現 ：平 均 成 績 分 數 ：（ ）分 

三 、教化輔導(心得 )評 比 ：10%

( 分 ） 80-1 0 0  ( -* ) 60-79 ( ) 59 以下（

【輔 導 員 】簽 章 ：_

四 、 勞 動 服 務 評 比 ：10%

自動自發（ ） 配合勞動（ ） 抗拒勞動（

( 分 ）（80-100) ■ (60-79) (59 以下）

【管 理 員 】簽 章 ：_______

五 、 技 能 訓 練 評 估 ：（計分方式以單項合計，平均得分 x 20x .所佔比率）

職 業 訓 練 評 估 （ 分 ）合 格 （ ）不 合 格 （ ）原 因 ：_____________ ______

‘諮 商 輔 導 評 估 （ 分 ）合 格 （ ）不 令 格 （ ）原 因 ：___________________

教 化 輔 導 評 估 分 ）舍 掩 （. _)不 合 格 原 因 ：___________________

勞 動 服 務 評 估 （ 分 ）合 輅 （ ）不 合 格 （ ）原 因 ：___________________

技能訓練期烀比小組成員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技 能 訓 練 評 比 結 果 ：總計 分 合 格 （ ）不 合 格 （ ）合



附表二之一

強制工作受處分人技能訓練期成績評估表 
(參加工場作業受處分人） ，

受處分人號碼： 姓 名 ： 入 所 曰 期 ：

所務委員會會議 年 月 日審查通過

評比成 績等 級 ： 優 C4 - 5分) 

工場作業評比：50%

作 業 評 比 ：課程超過（

可 （2 - 3分 ） 劣（1 分 ）

)完成課程80%以上（ ）未達課程80%( )

【作業導師】簽 章 ：__________

二 、諮商與辅導課程評比：30%

個 別 諮 商 ：確有悔意（ .） 接受辅導 (

. ( 分） （80-100〉 (60-79)

•困體 治 療 ：配合互動（ ) 能知配合 (

( 分） （80-100) (60-79)

※整體表現：平均成 績 分 數 ：（ ) 分

三 、教化輔導 (心 得 )評 比 ：10%

( 分）（80-100) (60-79)

1

四 、勞動服務評比：10%

1

自動自發（. _ ) 配合勞動（

( 分）（80-100) (60-79)

) 故意排斥（

(59以下)

【輔 導 員 】簽 幸 ：一  

) 怠惰迴避（

(5 9以下)

【輔 導 員 】簽 章 ：

(5 9以下） 

【輔 導 貝 】簽 章 ：_

) 抗拒勞動（

(5 9以下） • 

【管 理 員 】簽 章 ：一

五 、技 能 訓 練 評 估 ：（計分方式以单項合計 * 平均得分 x 20x 所佔比率）

工 場 作 業 评 估 （ 分）合 格 （ ）不 合 格 （ ）原因 

諮 商 輔 導 評 估 （ 分 ）合 格 （ ）不 合 格 （ ）原因 

教 化 辅 導 評 估 （ 分）合 格 （ ）不 合 格 （ ）原因 

勞 動 服 務 評 估 （ 分 ）合 格 （ ）不 合 格 （ ）原因

技能訓練期評比小組成員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年 月

※技能訓練評比結果：垅計 分 合 格 （ ）不 合 格 （

月所務委員會會議 年 曰審查通過



附表三

強制工作受處分人社會適應期成績評估表

受 處 分 人 號 碼 ： 姓 名 ： 入 所 日 期 ：

評 比 成 績 等 級 ： 優 （4 - 5 分 ）

一 、 社會資源的運用評比 '：40%

各項活動參與：勤勉好學（ ）

( .  分） （80-100)

生 涯 規 畫 ：完善規畫（ ）

( 分） （80-100)

※ 整 體 表 現 ：平 均 成 績 分 數 ：（

二 、 就業資訊輔導評比:20%

認真積極（ ）

( 分）（80-100)

三 、 勞動服務評比：10%

自動自發（ ）

( 分）⑽ -100)

四 、 教彳匕辅導評比•• 30%

諮 商 輔 導 _ : 確 有 悔 意 （ ）

( 分） （80-100) '

可 （2 - 3分 ） 劣 U 分

用心學習（ ） 柜絕學習（

(60-79) (59 以下）

【輔 導 員 】簽 章 ：_______

正在規畫（ ） 奸逸惡勞（

(60-79) (59 以下）

【管 理 員 】簽 章 ：______

分

尚受輔導（ 

(60-79)'

抗拒排斥（ 

( 5 9以下）

【管 理 員 】簽章

配合勞動（ 

(60-79)

接受辅導（ 

(60-79)

) 抗拒勞動（

( 5 9以下）

【管 理 員 】簽 章 ：_

法 律 常 識 ：（80-100) (60-79)

( 分 )’

※整體表現平均成績分數：（ ）分 

五 、社 會 適 應 期 評 估 ：（計分方式以單項合計 

社 會 資 源 的 運 用 評 估 （ 分 ）：合 格 （

就 業 資 訊 輔 導 評 估 （ 分 ）：合 格 （

勞動服務評怙 （ 分 ）：合 格 （

教化輔導評估 （ 分 ）：合 格 （

社會迪應期評比小 k 成 員 簽 章 ：

) 故意排斥（

( 5 9以下）

【輔 導 員 】簽 章 ：_  

( 5 9以下) 

【辅 導 員 】簽 章 _

平均得分 x 20x 所佔比率） 

) 不 合 格 （ ）原因 

) 不 合 格 （ ）原因 

) 不 合 格 （ ）原因 

) 不 合 格 （ ）原因

※ 社會適應期評比結果：總計 分 合 格 （ ）不 合 格 （ ）



附表四

強制工作受處分人各階段處遇成績總表

所務委員會會議 年 月 日審査通過

受處分人號碼： 姓 名 ： 入 所 日 期 ：

一 、生活輔導期表現評估 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曰

體 能 訓 練 評 姑 ：30%( •分） 合 格 （ ) 不 合 格 （ )

勞 動 服 務 評 估 ：20%( 分） 合 格 （ ) 不 合 格 （ )

基 本 教 練 評 估 ：20%( 分） 合 格 （ ) 不 合 格 （ ）
-

生 活 教 育 評 估 ：30%( 分） 合 格 （ ) 不 合 格 （ ）

生活辅導期評牯結果 總計 分__ 合 格 ） 不合格（ )

所務委員 +會議 •年 月 曰審査通過
•

二 、技能訓蛛期表現評估 期間 年 月 曰 至 年 月 曰

職業訓練(工場 )評估 50%( 分） 合 格 （ ) 不 合 格 （ )

諮 商 與 輔 導 評 估 30%( 分） 合 格 （ ) 不 合 格 （_ )

教化輔導(心得 )評估 10%( 分) 合 格 C ) 不 合 格 （ )

勞 動 服 務 評 估 應 ( 分） 合 格 （ ) 不 合 格 （ )

技能訓練期評枯結果：總計 合格C ) 不合格（ ）

所務委員會會議 年 月 日審査通過

三 、社 會 適 應 期 評 估 ：期間 年 月

社會資源的運用評估：40%( 分）

就業資訊輔導評估 .：20抓 分）

勞 動 服 務 評 估 ：10%( 分）

教 化 輔 導 評 估 ：30%( 分）

曰至 年 月 

合 格 （ 

合 格 （

合 格 （ )

合 格 （ )

曰

) 不 合 格 （ 

) 不 合 格 （ 

不 合 格 （

不 合 格 （

社會適應期評估結果：總 計 . 分 合格（ ） 不合格(

月所務委員會會議 年 日審査通過



附表五

強制工作受處分人處遇考核成績評定參考表

項 目評 語 得 分 表 現 情 形 參考資料

基

本

教

練

服 從 硪 實 80-100
服從指導，動作標準，精神飽滿，服裝儀 

容整齊，並能示範指導他人者。

請參閱玫 

核實施要 

點十
動 作 標 準 60-79 動作標準，精神尚佳，服裝儀容整齊者。

敷 衍 了 事 .5 9以下
動作欠佳，怠惰馬虎，服裝儀容不整齊 

者 。

評 分 標 準 服 裝 2 5 % 、儀容 2 5 % 、精 神 2 5 % 、動 作 2 5 %

勞

動

月艮

務

自動自發 80-100
完成所交付之工作外，並協助他人完成工 

作 ，月艮務態度良好，毫無怨言者。

配 合 勞 動 60-79
交付之工作完成百分之八十以上，服務態 

度 尚 可 ，無特殊表現及偷機行為者。

抗 拒 勞 動 5 9以下
交付之工作完成未達百分之八十，不服從 

指揮及服務態度低劣者。

評 分 標 準 工作完成度5 0 % 、工作態度2 0 % 、服從性3 0 %

生

活

紀

律

謹 守 法 紀 80-100
»•j

考核期間，依規定靜坐表現優良，充分瞭解 

教導之生活須知測驗8 0分以上者，獲得獎 

狀及加分者"

遵 守 紀 律 60-79

考核期間，依規定靜坐表現正常，暸解教 

導之生活須知測驗6 0 - 7 9分者或偶犯小 

錯勒扣分，無 獎 、懲記錄者。

違 反 紀 律 5 9以下
考核期間，影響他人靜坐，，生活須知測驗 

不合格，違反紀律，經核定懲處者。

n  分 標 準 靜坐4 0 % 、生活教育測驗3 0 % 、獎懲記錄3 0 %



項 目評 語 得 分表 現 情 形 參考資料

内

務

評

比

整 齊 清 潔 80-100
内務、物品均依規定放置，經檢査有加分 

無扣分紀錄者》

V

依照.規定 60-79
内務、物品均依規定放置，經檢查無加扣 

分紀錄或偶犯小錯扣分有改進者。

陽奉陰違 5 9以下
.内務、物品，除個人未按規定放置外，並 

破壞他人内務者。

評 分 標 準 整齊4 0 % 、清潔3 0 % 、位置 2 0 %

個

:別

諮

商

教
化

辅

導

確 有 悔 意 80-100

樂於接受輔導，確有改悔向善之心，並有 

積極向上求知之行為，對犯錯之行為，坦 

誠供認。

接 受 輔 導 60-79
對所犯之行為，供認錯誤，配合管教，希 

望接受輔導有心改過，使己成長者。

故意排斥 5 9 以下
對所犯之行為，執迷不悟，虚以委蛇，嚴 

重消極抵抗，態度惡劣者。

評 分  標 準 接受輔導程度4 0 % 、行狀表現 3 0 % 、對犯行之悔意3 0 %

團

體

治

療.

配合互動 80-100
對於團體互動，協助他人，能積極主動配 

合 ，並能帶領團員，使其困艘成長者。

能 知 配 合 60-79
對於困體互動之進朽•，能盡已之力配合， 

協調合作者。

怠惰迴避 5 9以下
對於指導者之指示意見甚多，消極怠惰， 

故意排斥團體互動者。

評 分 標 準
接受輔導度3 0 % 、行狀表現3G% 、配合度2 0 % 、對 

犯行之悔意2 0 %



項 目評 ’語 得 分 表 現 情 形 參考考料

各

項

活

動

參

與

勤 勉 好 學 80-100 •
主動參加各項活動，認真聽講，勤作筆 

記 ，主動蒐集資料者。

*1

用心學習 60-79
參加各項活動，用心聽講，並作筆記者。

拒 絕 學 習 5 9以下.
參加各項活動，有牢騷滿腹，意願低劣 

者 。

評 分 標 準 課堂秩序2 0 % 、學習態度5 0 % 、學習心得3 0 %

生

涯

規

劃

完 善 規 劃 80-100,
對於出所後之生涯，有完善之規釗，並將近程、 

中程、遠程之目梯，妥善分配，對於出所後有強 

烈意願參與生產者。

正 在 規 劃 60-79
對於出所後之生涯，已積極在規劃，並已 
著手準備中者。

好 逸 惡 勞 5 9以下
對於出所後之生涯，漫 不 經 心 ，毫無規 

劃 ，並無心從事生產者。

評 分 標 準 規劃内容5 0 % 、規劃可行度3 0 % 、謀生技能2 0 %

就

業

資

訊

認 真 積 極 90-100
主動蒐集就業資訊，並加a 分析，有強烈 

意願就業者。

尚 受 輔 導 70-79
對提供之就業資訊，不排斥，並有就業意 

願 者 。

抗 拒 排 斥 5 9以下
對提供之就業資訊，抗 拒 接 受 ，漫不經 

心 ，無就業意願者。

評 分 標 準 就業意願5 0 % 、資料蒐集3 0 % 、謀生技能2 0 %
■ | ■ 1 ■ ■ 1- - _ ■ - . 1 1  1 ■ - li * * r - .....



11 ： 00

|(

12 : 00 l2T 〇〇

13 ： 30

06 ： 50

08 ： 00 

08 : 00 h
09 ： 00

教宗 訓體 敎基 訓 體 講 入

诲 教 練能 練本 練能 習所

教宗 服勞 靜 訓體 講入

梅教 務動 坐 練能 習所

環整 靜 靜 靜 靜

境理 坐 坐 坐 坐

13 : 30I、
14 ： 20

14 ： 30I.
15 ： 20

15 ： 30 

丨(
16 : 20

吸 時 名 澡 晚

k 、 、f
煙 點 定 點 洗  

封

16 ： 30I,
17 : 20T H ir
18 ： 20

活戶

動外

教法

育律

教宗

誨教

教基

練本

教 基

練本

09 ： 00

09 ： 50

活戶

動外

教法

育律

教宗

誨 教

教基

練 本

教基

練本

10 ： 00

10 ： 50

靜

坐

靜

坐

基

本

教

練

基

本

 

教

練

j坐

用
餐
、定
 

I

時

、.定 

點
、吸煙

二三四五

起
床
盥
 

洗
、整
理

j

:

 

務
-

點

名

、
用

 

餐
、準
僙
 

課

程

o
 

o

O
A
.

 

2

 

8

 

9

1

X

 

1

;

 

坐
 

靜

坐

靜

坐

靜

坐

 

靜

坐

209

'

T—
1

0021

休
息
閱
 

讀
 

書
 

報

、
整
.进
 

内

I

g

21

準
時

|

寢
一

技
能
訓
練
所
強
制
工
作
受
處
分
人
生
活
輔
導
期
定
心
教
育
課
程
作
息
表

六曰

附

記

附
件
四

全

日

不

開

封

(
上

、
下
午
各
實
施
一
小
S

坐
)

全

日

不

開

封

(
上

、
下
午
各
實
施
一
小
時
靜
坐
)

本
課
表
由
年
月
日
起
至
年
月
日
止



技
能
訓
練
所
強
制
工
作
受
處
分
人
生
活
輔
導
期
養
成
教
育
課
程
作
息
表

.

附件五



法務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1 ...I

k 規内容

法規名稱：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收容人分類處遇要點

公發布日：民 國 1 0 0年 0 1 月 0 5 日

法規體系：矯正機關 > 法務部矯正署

圖表附件：附表一監獄各類（級）受刑人處遇表.D0C
附表二看守所 '少年観護所被告及收容少年處遇表 .DOC

.. 烈

\ -"

\ ?.

列印時間：107.01,16 14:15 

___________________

件
4 .

1 — 、為發揮矯正功能，落實矯正機關收容人分類管理，特訂定本要點。

二 、矯正機關收容人之分類及處遇項目、處遇內容如附表一、二 。

3 三 、受刑人類別分為：

(一） 隔離犯係指收容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須隔離加強考核者：

1. 幫派分子對戒護管理或對他人有不良影響者。

2. 性行暴戾，有毆辱或威脅、恐嚇管教人員、收容人情節重大者。

3. 誣控濫告管教人員者。

4. 集體閙房、暴動之為首或嚴重滋事者。

5. 重大違規隔離考核者。

6. 有三次以上違規紀錄者。

(二） 累 、再 犯 ：累 、再犯可分十年以上之重刑累、再犯及未滿十年之普 

通累、再犯。

(三） 重开L1犯 ：刑期在十年以上者（初犯） 。

(四） 一般犯：刑期未滿十年者（初犯）。

4 四 、看守所、少年觀護所收容人類別可分為隔離犯與一般犯，隔離犯之要 

件與監獄相同。

5 五 、隔離犯之認定及經三個月至六個月以上之考核’繼纘保持善行得免列 

為隔離犯處遇者，均由管教小組簽報，經 監 （所）務委員會核定後實 

施 。

6 六 、監獄之累再犯、重刑犯、一般犯之認定由調查分類科於新收調查時， 

即詳予調查分類，並提調査分類委員會審核通過後，交戒護、教化科 

依處遇表規定執行。

“ A-f



七 、依監獄行刑法第二十條第三項規定得為和緩處遇者，其處遇得比照一 

般犯辦理。

8 八 '收容人持有小型電視機、收音機等電器用品，係以使用乾電池及委託 

合作社代購者為限。

9 九 、小型電視機、收音機不得使用擴音喇叭，及具有錄放音、錄放影之功 

能 ，且電視機畫面不得逾四吋，收音機之長寬不得逾九x 十二公分。

1 0十 、掌上型電動玩具型號應嚴加管制，禁止使用插卡式或有色情影像及作 

為賭博之用者。

1 1十 一 、矯正機關收容人於本要點實施前已入矯正機關者，除被認定為隔離 

犯或實施後有違規行為者外，准其繼續持有或購置小型電視機、收 

音機等各項電器用品。

1 2十 二 、圖書雜誌及報紙内容，有礙於收容人身心及改過遷善者，得限制送 

人 ，禁止閱讀。

1 3十 三 、收容人於違規考核期間禁止使用小型電視機、收音機、語言學習機 

、電動玩具、電風扇及禁止吸菸。

1 4十四、各橋正機關對於收容人之分類處遇情形及相關資料，於其移送執行 

或移禁其他矯正機關時，應即隨案移送。

15十 五 、監獄未編級受刑人之處遇視同四級受刑人。

1 6十六 '實施分類管理，各矯正機關宜落實分區管教及注意不同類（級 ）別 

收容人之配房、配業。

1 7十 七 、受保安處分人，除依有關規定辦理外，監獄各類（級 ）受刑人處遇 

表之規定於處遇性質不相抵觸者準用之。 •

附表一

1

丨類別處遇内容處遇項目

1 監獄各類（級 ）受刑人處遇表

1

1

1

1I \ 1 1

1 1 隔 離 犯 1累 、再 犯 1 重刑犯

1

一 般 犯 1



[---------

1

1 f
1 監 禁 丨 獨 居 監 禁 。

H---------------------- h
丨 重 刑 累 、再 1 儘 先 獨 居 或

H---------------------- 1

1 雜 居 。 1

1 1 方 式 丨 1 犯 儘 先 獨 居 1 小 雜 居 。 1 1

1 臣6 林  J rm. > 1 1 卜 普 通 累 、 1 1 1

丨 處 遇 1 1 丨 再 犯 獨 居 或 1 1 1

1

[

1 1 

I I
1 小 雜 居 。 丨

I [

1 1 

1 t 1
1

t

1 1

| 考 核 | 三 至 六 個 月

1 1

I 二 至 三 個 月 丨 一 至 二 個 月

1 ~ ~  1 

I I

1

I
丨 時 間 卜  

| 1

1 1
〇 I I

J I
丨

丨 教 化

1 1

| 語 言 丨 禁 止 持 有 。

1 1

丨 經 典 獄 長 核 丨 同 上 。

I I
I 同 上 。 丨

丨 處 遇 1 學 習 丨 1 准 者 。 丨 I I

1

|

1 機 1

I I
i 1

I )

I ]

1

1

1 1

1 生 活 丨 個 別 實 施 一

1 J
| 個 別 實 施 一 | 個 別 實 施 一

I 1 

丨 團 體 實 施 一 丨

1 丨 指 導 | 月 三 次 以 上 1 月 一 次 以 上 I 月 一 次 以 上 丨 月 二 次 以 上 I

1

I
丨 商 談 丨 。 

( |

〇

1 I
〇 〇 [ 

1 1
1

1

1 I
I 閱 讀 丨 以 宗 教 、勵

1 1

丨 准 其 訂 閱 書 1 同 上 。

1 1 

丨 准 其 訂 閱 書 I

1 1 書 報 1 志 類 為 限 。 1 報 、 自 備 書 1 1 報 、 自 備 書 1

1 1 i 丨 籍 ，不 當 處 i 1 籍 ，除 有 不 丨

1 1 1 丨 刪 除 塗 銷 ， 1 1 當 部 分 顯 外 丨

1 1 1 丨 並 可 利 用 巡 i 1 ，原 則 上 不 1

1 ! 1 1 迴 書 箱 。 1 1 剪 ，二 級 以 丨

1 [ 1 1 1 丨 上 受 刑 人 並 丨

1 1 1 1 1 1 得 准 利 1用 監 1

1

1

1 1

| 1

1 1 

1 I
1 內 圖 書 室 。 丨

1

丨 作 業

1 1

丨 作 業 1 不 參 加 作 業

I I
丨 參 加 作 業 ’ 1 同 上 。

\ 1

丨 參 加 作 業 。 1

丨 處 遇 丨 參 與 1 , 但 考 核 三 1 但 基 於 戒 護 丨 1 1

1 1 1 個 月 以 上 表 1 安 全 之 需 要 1 i 1

1 1 1 現 良 好 者 ， 丨 不 在 此 限 。 1 \ 1 1

1

1

I

1 1 得 使 其 作 業

I 卜

1 I

1 1

1 1 

1 1

1 1

1 1

I I
1

1

1 1

1 轉 業 1 不 許 轉 業 。 丨 不 許 轉 業 ， 1 同 上 。

1 1

丨 三 級 以 下 者 1

1 1 1 丨 但 經 典 獄 長 1 卜 不 許 轉 業 丨

1 1 1 1 核 准 者 ，得 丨 丨 ，但 因 處 遇 丨



1 I 1 許 轉 業 。 1 丨 上 之 必 要 時 1

i

1

1

I

I

1 1

[ 1 

1 1

丨 ，不 在 此 限 丨

a |

J 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1 纏

T
丨 小 型

1

I 禁 止 持 有 。

1 1

1 三 級 以 上 者 1 同 上 。

1 1

1 同 上 。 1

j 處 遇 1 收 音 I 1 始 准 持 有 。 1 1 I

1 機

I
I
I

1 1 

\ 1

1 1 

I 1
1

丨 小 型

1

I 禁 止 持 有 。

1 1

1 三 級 以 上 者 1 同 上 。

1 1 

1 同 上 。 1

1 電 視 1 丨 始 准 持 有 。 1 1 1

丨 機

I
1

1 ...

1 1 1 1 

| I
1

I 小 型

1

j 禁 止 持 有 。

t 1

1 四 級 以 上 者 1 同 上 。

1 1

| 同 上 。 |

1 電 風 1 1 始 准 持 有 。 1 1 1

I 扇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掌 上

1

丨 禁 止 持 有 。

1 1

1 四 級 以 上 者 1 同 上 。

1 1

1 同 上 。 1

丨 型 電 1 丨 始 准 持 有 。 1 1 1

1 動 玩 1 1 1 I 1

丨 具

I
1

1
1 1 1 1 

[ I

1 接 見

1

I 對 象

1

丨 最 近 親 屬 及

i r
I 三 級 以 上 者 1 同 上 。

1 1 

1 同 上 。 1

1 與 通 I 限 制 丨 家 屬 為 限 。 1 得 准 與 非 親 1 1 1

1 信 處 I 1 1 屬 接 見 、 通 丨 1 1

丨 遇 I
I

1

1

1 信 。 丨 

1 [

1 1

[ . (I

I 接 見

1

1 電 視 接 見 為

I 1

丨 窗 口 接 見 為 1 同 上 。

1 1 

1 同 上 。 1

I 方 式 丨 原 則 ，但 經 1 原 則 。 丨 1 1

I 1 三 個 月 考 核 1 1 1 1

I 1 後 ，得 准 予 1 1 1 1

I 1 窗 口 接 見 。 

1

1 1 

1 I
1 1 

[ I
!

I 監 聽

1

1 嚴 格 實 施 。

1 1

1 加 強 實 施 。 1 同 上 。

1 1

1 一 般 實 施 。 1

丨 檢 閱

I
1 ..................

1
1 .. 1 

1 1

1 1 

I I

1 其 他

I

I 購 物

1

丨 以 曰 常 生 活

1 1

1 限 制 金 額 使 1 同 上 。

1 1

1 不 限 品 目 ， 1

丨 處 遇 I 1 必 需 品 為 限 丨 用 ，得 限 品 丨 1 限 制 金 額 使 1

i 〇
1 @ 。 1 1 用 。 1



1 吸 菸 丨 禁 止 吸 食 。 丨 每 日 以 十 支 丨 同 上 。 I 同 上 。

! I 丨 為 限 。 丨 I

附 表 二

1

1類 別  

1處 遇 内 容  

1處 遇 項 目

1

[

1

1

看 守 所 、 少 年觀 護 所 被 告 及 收 容 少 年 處 遇 表  j

1_____________

1

I 隔 離 犯  

1

1 1

1 一 般 犯  1 

1 1r

丨 監 禁 方 式 丨 以 獨 居 為 原 則 。 

1

n 1

1以 雜 居 為 原 則  | 

1 ]

丨 生 活 管 理  

1

1

1飲 食 、起 居 、 活 動 、 作 息  

1等 ，嚴 格 要 求 秩 序 與 紀 律  

1 , 並 得 實 施 靜 坐 及 隨 時 突  

丨 擊 檢 身 、檢 房 。

I

1 . 1

1注 意 内 務 整 理 及 保 持 善 行 1

1 ，並 培 養 自 治 精 神 。 1

1 1

1 1 

1 I

1輔 導 方 式  

1

1

1 以 個 別 教 誨 與 生 活 教 育 和  

丨 法 律 教 育 及 宗 教 輔 導 為 主  

| 〇 

1

t 1

1依 相 關 規 定 實 施 一 般 教 育 1

丨 及 輔 導 。 1

1 1 

t I
1

丨 小 型 電 視 機

1

丨 禁 止 持 有 。

t 1

i 得 持 有 。 1 

1 1

1小 型 收 音 機  

1

1

丨 禁 止 持 有 ◊ 

1

r 1

丨 得 持 有 。 1 

1 |
1

1語 言 學 習 機

1

1 禁 止 持 有 。

_ _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

1得 持 有 。 1

1 J
I ]

1掌 上 型 電 動 玩 1禁 止 持 有 。

丨 具  [

1________________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1 

1 得 持 有 e 1

1 t
1 1

1 小 型 電 風 扇  

1

[

丨 禁 止 持 有 。 

1

1 1

1得 持 有 。 1

I j
1

1 香 菸  

1

1

1禁 止 吸 食 。

1

1 I

1每 日 以 十 支 為 限 . ( 少 年 收 丨  

丨 容 人 禁 止 吸 食 ） 。 丨



閱 讀 書 報

---------------------------------------------

1 以 宗 教 及 勵 志 類 書 報 為 限

： 〇

1

---------------------------------------------- i
1 准 其 訂 閱 書 報 ， 自 備 書 籍 1

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

轉 業

1

丨 禁 止 。

1

1

1 1

1 經 機 關 首 長 核 准 者 ，得 准 1

j 轉 業 ° 1 

1 (

接 見 、通 信 之  

對 象 及 次 數

1

j 對 象 、次 數 得 予 限 制 。

1

1 - -

1 t 
1 得 准 與 親 友 接 見 ' 通 信 。 1

1 1 

1 1

接 見 方 式

1

1 電 視 接 見 為 原 則 。 

1

I 1

1 窗 口 接 見 為 原 則 。 丨 

1 1

購 物

1

I 以 日 常 生 活 必 需 品 為 限 。

I
1

1 1

1 對 於 購 物 之 品 目 及 金 額 得 丨

丨 加 限 制 。 1 

1 1

..........  __ t m.............................. .................... 丄 1 ■ . . . .  „

資料來源：法務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95年底 100.0

96年底 100.0

97年底 100.0

98年底 100.0

99年底 100.0

100年底 100.0

101年底 100.0

102年底 100.0

103年底 100.0

104年底 100.0

105年底 100.0

106年底 100.0

資料提供：法務部統計處

技能訓練所在所強制工作受處分/

項 總 脫 偽 印 竊 搶 強 詐 恐 得 贓 懲 條 組 防 其

造
奪 盜 欺

嚇 治 織 制
S 逃

文 文
盜 你 利

取
物

盜 犯 條

別 計 罪 書罪 罪 罪 罪 罪 財 罪
vxr
非 匪例 罪例 他

人數（人）

95年底 551 5 3 484 10 1 9 9 7 2 19 2

96年底 470 7 6 367 17 3 5 12 3 6 33 11

97年底 567 11 9 417 40 8 6 16 5 6 35 14

98年底 577 4 7 409 52 13 18 14 6 7 29 18

99年底 544 3 7 379 50 13 32 13 2 4 25 16

100年底 456 2 9 320 53 14 21 9 1 2 17 8

101年底 405 1 7 301 38 12 15 9 3 2 12 5

102年底 345 2 7 250 29 5 15 4 3 2 23 5

103年底 285 - 4 210 18 3 12 2 1 2 25 8

104年底 219 - 3 153 16 7 10 2 1 1 16 10

105年底 153 - 2 113 6 6 7 1 - - 12 6

106年底 113 - - 83 3 2 7 1 - - 9 8

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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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訓練所實際出所強制工作受處分i
單 位 ：人

項

S

別

實

際

數出

所

人

執 六 

行 個 

一 月  

年 以

免執

予

繼

績 行

95年 299 296 249

96年 335 254 293

97年 196 187 168

98年 222 215 198

99年 224 219 187

100年 271 264 233

101年 217 214 181

102年 195 193 177

103年 166 161 133

104年 139 138 116

105年 119 115 102

106年 83 82 73

資料提供：法務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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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裁
定

聲請人畜濟

薮

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受處分人
 邱堂智

九
十
四
年
度
聲
字
第

騰
股

四
五
號

右
列
受
刑
人
因
賊
物
案
件
，，聲請
人
聲
請
免
其
刑
之
執
行
及
免
予
繼
纘
執
行
強
制
工
作
(九
十
四
 

年
度
執
聲
字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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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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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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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屬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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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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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
堂
智
免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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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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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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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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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
予
繼
續
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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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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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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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件
受
處
分
人
邱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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髙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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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院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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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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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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賊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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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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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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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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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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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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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四
月
十
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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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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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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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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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執
行
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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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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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
九
月
在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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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以
執
行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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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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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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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間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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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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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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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強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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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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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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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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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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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
予
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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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行
強
制
工
作
並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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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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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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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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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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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服
本
裁
定
，應
於
裁
定
送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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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五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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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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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釋票 辛股

案 號 案 由 中華民國9 4年執更字第250號贓物1 案

應 釋 放 人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 月 曰
籍 貫 

( 出 生 地 ）

國民身分燈統一編號

護 照 號 碼

邱 堂 智 . 男

J

住 居 所
.

狀 貌 特 徵

释 放 理 由 免除強工及刑之執行

羈 押 處 所 臺潛桊源技能訓練所

應 釋 日 期 9 4 年 3 月 1 1 曰

注 意 . 事 項

接到本釋票應將簽發 

有疑義或不符情事 

本釋票由執行單位||!

如 j

從 免除強工及刑之執行

|«1 w卜*轉■■ ■■■ *

j ir.--I 丨I L j d r j
桥 候 為 縛.，卞\

簽

發 人

' w  1
檢， 察 官 _
中 華 民 國 9 4 . , 年 3 月

丨」

第 一 聯 存 監 狱 、看守所、少觀所

2200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