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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別：四等考試 

科目：監獄學概要 

類科：監所管理員 

一、試論述調查分類制度之定義及方法，並說明調查分類制度主要

目的及效益為何？ 

 

(一)定義 

依據受刑人之個別狀況，運用各種科學方法加以調查，用以擬定該

受刑人之處遇計畫，以收最佳之矯治效果。 

(二)方法 

1.入監講習： 

受刑人入監時，應實施入監講習，告以應遵守之事項及其刑期起

算與終了日期，並照相及捺印指紋，降低受刑人之不安全感。 

2.調查： 

受刑人入監時，應調查其個人關係及其他必要事項。關於前項調

查事項，得請求機關、團體或私人報告或閱覽審判確定之訴訟記

錄。可知調查可以區分為二： 

(1)直接調查：包括照相、基本資料調查及填寫，藉以了解收容人

之教育、職業、犯罪經過及家庭狀況等資訊。 

(2)間接調查：請求如警察機關及家屬，協助調查收容人社會背景

及了解其家庭狀況。 

3.心理測驗： 

於實施新收調查作業時，輔導受刑人填寫心理測驗，藉此了解其

身心狀況及需求，提升處遇成效，作為後續處遇計畫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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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更生保護： 

依據調查結果，於受刑人出獄後，提供更生幫助，如資助返家旅

費、安置就醫就養、輔導就業等更生保護相關事項。 

(三)主要目的及效益 

1.實施講習： 

受刑人入監時，實施講習，告以應遵守之事項及其刑期起算與終

了日期，利於適應監獄生活。 

2.健康檢查： 

受刑人入監時，應實施健康檢查。其目的是提早發現，盡早治療，

維護監獄內所有人員之健康。 

3.擬定處遇： 

透過調查與心理測驗方式，對受刑人之相關資訊，有充分認識後，

擬訂個別化之處遇方案，增加受刑人出獄後就業、就學之機會。 

4.進行觀察： 

受刑人入監時，會有不安全感，應適時給予輔導，利於適應監獄

生活外，還能透過監禁，達到思過改悔的效果。 

5.防止惡習相染： 

應將不同類型的受刑人，分別隔離監禁，避免惡習相染。 

二、依刑罰執行時間進行分類，非機構處遇可區分為刑罰執行前、
刑罰執行中及刑罰執行後等三類型之社區處遇，試分別說明上
述三類型社區處遇之主要型態及其目前在我國實務上之應用狀
況為何？ 

 

(一)非機構處遇之類型 

1.刑罰執行前： 

(1)罰金：要求受刑人提供補償金給被害人或國家，以減少該傷害

造成之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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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間報到：受刑人居住家中，其白日依規定向指定機構報到。 

(3)在家監禁：指受刑人不得任意外出，除驚報備，始得離開。 

(4)電子監控：以電子科技設備實施監控，限制受刑人的行動範圍，

若有逾越，即會被捕。 

(5)緩刑：對於初犯或犯罪行為情節輕微之犯罪者，暫緩宣告其刑，

避免過早進入司法體系。 

(6)社區服務：為達補償效果，要求受刑人在社區從事一定時數之

工作與服務，藉以培養責任感。 

(7)密集觀護：對受刑人實施高密度約談，阻斷犯罪可能，能使受

刑人正常工作，唯觀護費用須自行負擔。 

2.刑罰執行中： 

(1)外出制度：受刑人在白天沒有戒護情況下，外出工作或上學，

下班、放學後回到監獄服刑。 

(2)返家探視：受刑人具表現良好、家屬喪亡或其他重大事故時，

經同意後，於一定期間得以返家探視。 

(3)威嚇性質之觀護或監禁：指讓受刑人感受監禁的痛苦或是令其

接受嚴苛的管理，避免再犯。 

(4)非全天候在監服刑：受刑人並非全天二十四小時均在監獄內服

刑，可以外出工作、上學或是周末才入監服刑。 

3.刑罰執行後： 

(1)假釋：為一種附條件之暫時釋放，其對象係執行已達一定刑期

之自由刑受刑人，倘有足夠事實足以認定其已改悔，並責令其

接受觀護機關輔導與考核。 

(2)中途之家：提供建築物及資金等資源，收容出獄更生人，助其

復歸社會。 

(3)社區矯正中心：觀察符合假釋資格但尚未假釋通過的受刑人，

藉以判定其社會適應性，強化社會生活能力，並為假釋與否之

參考依據。 



 

(二)於我國實務之應用 

1.緩刑： 

依刑法第 74 條規定，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

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二年以上五

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 

(1)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2)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

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2.義務勞動： 

依刑事訴訟法第 253-2 條之規定，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者，得命

被告於一定期間內，向該管檢察署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

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四十小時

以上二百四十小時以下之義務勞務。 

3.外出制度： 

依監獄行刑法第 29 條規定： 

(1)受刑人在監執行逾三月，行狀善良，得報請監督機關核准其於

一定期間內外出。但受刑人有不適宜外出之情事者，不在此限。 

(2)經核准外出之受刑人，應於指定時間內回監，必要時得向指定

處所報到。 

(3)受刑人外出期間，違反外出應遵守規定或發現有不符合第五項

所定辦法有關資格、條件之規定者，得變更或取消其外出之核

准；外出核准經取消者，其在外期間不算入執行刑期。外出期

間表現良好者，得予以獎勵。 

(4)受刑人外出，無正當理由未於指定時間內回監或向指定處所報

到者，其在外期間不算入執行刑期，並以脫逃罪論處。 

  



 

4.返家探親： 

依外役監條例第 21 條規定，受刑人作業成績優良者，得許於例假

日或紀念日返家探視。受刑人遇有祖父母、父母、配偶之父母、

配偶、子女或兄弟姊妹喪亡時，得許其返家探視。 

5.假釋： 

依刑法第 77 條規定，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悔實據者，無期徒刑逾

二十五年，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累犯逾三分之二，由監獄報請

法務部，得許假釋出獄。 

三、試論述受刑人外出制度之主要類型，並說明各類型外出制度之
法定條件為何？ 

 

外出制度為非機構化矯正處遇方式，採取低度安全管理，可分為暫行外

出、就學或職業訓練外出、工作外出、釋放前外出等外出制度，分述如下： 

(一)暫行外出 

1.意義： 

准許非參與工作或就學外出的受刑人，於一定期間內離開矯正機

構的制度，是暫時釋放的制度。 

2.法定要件： 

(1)監獄行刑法第 28 條之返家探視。 

(2)監獄行刑法第 62 條之保外就醫。 

(3)參與更生處遇方案。 

(4)參與具教化效果的活動。 

(5)傳喚出庭。 

(二)就學或職業訓練外出 

1.意義： 

允許受刑人白天外出就學，夜間或其他非就學期間回矯正機構的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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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定要件： 

依監獄行刑法第 26-2 條規定，受刑人在監執行逾三月，行狀善良，

合於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日間有外出必要者，得報請法務部核准

其於日間外出： 

(1)無期徒刑執行逾九年，有期徒刑執行逾三分之一，為就學或職

業訓練者。 

(2)殘餘刑期一月以內或假釋核准後，為釋放後謀職、就學等之準

備者。 

(三)工作外出 

1.意義： 

受刑人在白天沒有戒護情況下，外出到社會工作，下班或其他非

工作時間則回到矯正機構服刑的制度。 

2.法定要件： 

依監獄行刑法第 26-2 條規定，要件如下： 

(1)受刑人在監執行逾三月，行狀善良。 

(2)日間有外出必要者。 

(3)刑期三年以下，執行逾三分之一，為從事富有公益價值之工作

者。 

3.種類： 

(1)司法性質： 

美國採之。法官宣判時，將外出工作視為刑罰方式，作為緩刑

及徒刑之中間性刑罰，多用於具職業且短刑期之受刑人。 

(2)行政性質： 

我國採之。由行政當局或假釋委員會等行政機構作為行刑之措

施。如監獄行刑法第 29條規定，得准予報請外出。 

  



 

(四)釋放前外出 

1.定義： 

將刑期屆滿前之收容人，提前釋放低度安全管理之處所，由中間

處遇機構使其獲得再教育、再社會化，使收容人得以回歸社會。 

2.法定要件： 

依監獄行刑法第 29 條規定，受刑人在監執行逾三月，行狀善良，

得報請監督機關核准其於一定期間內外出。但受刑人有不適宜外出

之情事者，不在此限。 

四、犯罪矯正可區分為機構性處遇（Institutional Treatment）與非機
構性處遇（Non-institutional Treatment），試論述機構性犯罪矯
正之主要功能及其內涵為何？ 

 

機構性處遇，指國家以公權力將受刑人監禁於監獄，使其思過改悔。其

主要功能及其內涵如下： 

(一)應報 

1.意義： 

指犯罪者應為其犯行受到懲罰，即係以刑罰作為制裁犯罪行為之

手段： 

(1)刑事追訴： 

應報，必須透過國家為之，由國家代表人民、被害人，正式向

犯罪者追訴。 

(2)衡平性： 

是指刑罰所具有的衡平性，指可能產生之私刑或補償，逾越犯罪

事件所造成的傷害，必須藉由國家進行協調，以達刑罰的均衡。 

(3)社會公平正義： 

要求對於犯罪人施予懲罰，並去除其犯罪能力，如刑罰梯的概

念，如階梯般愈往上就趨嚴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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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結論： 

核心觀念在於罪刑均衡，指刑罰制度由寬到嚴之趨勢與發展，如

階梯般愈往上就趨嚴之制度。如由寬至嚴之順序為罰金刑→社會

處遇損害賠償→社區服務→密集觀護→中途之家→社區拘留中心

→電子監控→剝奪自由刑→無期徒刑→死刑。當某一個犯罪行為

符合該犯罪行為的階梯時，與其相等的刑罰，即是犯罪人應該接

受之制裁。 

(二)嚇阻 

認為刑罰在於讓犯罪者體認到犯罪是一種有害無益的行為，設計出

刑事懲罰大於犯罪所得的懲罰機制，阻斷違犯法律之念頭。嚇阻又

可區分為對社會大眾產生嚇阻之一般嚇阻與對犯罪人產生嚇阻之特

別嚇阻，試分述如下： 

1.一般嚇阻： 

使社會大眾了解犯罪刑罰的可怕，使人心生畏懼，不敢犯罪。經

由國家對犯罪者的刑事制裁及類似刑法之明文規定，產生阻止潛

在犯罪者從事犯罪行為之想法。依其理論又可區分為三： 

(1)警戒主義： 

法有明文揭示犯罪後懲戒結果，使民眾不敢輕易嘗試犯罪，以

達預防犯罪效果。 

(2)威嚇主義： 

藉公開執行刑罰，嚇阻社會大眾，以收對社會一般人犯罪預防

效果。 

(3)心理強制主義： 

以法律揭示犯罪的具體構成要件，阻卻社會一般人犯罪想法，

以生預防犯罪發生之效。 

2.特別嚇阻： 

(1)意義： 

指透過刑罰的制裁，使犯罪者感受刑罰威嚇性後，減少再犯可

能性。其應具有以下三個特性： 



 

A. 確定性： 

指古典犯罪學派所主張之定期刑概念，也就是相同的罪名應

判處相同的刑罰，不該有所不同，以為平等。 

B. 嚴厲性： 

執行刑罰過程中所帶來的痛苦程度，遠多於其犯罪所得，使

犯罪者不再視犯罪為一件值得的行為。 

C. 迅速性： 

犯罪者接受刑罰制裁的時間愈快愈好，愈有效率就愈能達到

刑罰威嚴、嚇阻之目的。 

(2)結論： 

基於下述理由，刑罰的特別嚇阻功能難以彰顯： 

A. 在近代矯治理論的影響下，實施假釋、縮減刑等不定期刑，

已不具確定性。 

B. 減少使用絕對獨居，使得刑罰欠缺嚴厲性。 

C. 因保障人權思潮，強調對犯罪者刑事追訴的程序正義，保障

犯罪人之基本人權，喪失刑罰迅速性。 

(三)隔離： 

意即將犯人徹底與社會隔離，避免危及社會大眾。該主張認為犯罪

人出於己意違犯法律規範，即毋須任其續留於社會中，應為徹底隔

離，不給予復歸社會的機會。 

1.實質監禁： 

(1)一般性隔離： 

刑罰具有嚇阻作用，可透過重懲，達到嚇阻潛在犯罪人的目標，

且能降低犯罪人再犯機率，除使犯罪人受到懲罰外，還能達到

矯治教化，並可保障社會和樂。 

  



 

(2)選擇性隔離： 

依據分類調查結果，篩選出特殊的犯罪人，如慢性犯罪人或是

核心犯罪人，特別將其隔離，避免惡習相染外，亦符社會大眾

對犯罪人懲罰的期待。 

2.擬制監禁（透過科技隔離）： 

透過公權力，運用特殊手段，剝奪犯罪人的身體機能或是人身自

由，但非是一般將人監禁於監獄內，其種類如下： 

(1)電子監控： 

為限制犯罪人的人身自由，早期運用於監控假釋者的行蹤。係

以電子科技設備實施監控，限制受刑人的行動範圍，若有逾越，

即會被捕。 

(2)藥物治療及進行手術： 

將犯罪人視為病患，對其使用藥物或使用手術，以為治療。如

吸食毒品者、酗酒犯罪人或性侵害犯罪人給予藥物，進行矯治。

或對極具強烈攻擊性的暴力犯罪者，為去勢手術或利用腦部手

術，去除其暴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