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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別：四等考試 

科目：監獄學概要 

類科：監所管理員 

甲、申論題部分 

一、試論述累進處遇制度之主要內涵為何？ 

 

(一)意義 

所謂累進處遇制度，是指將受刑人判決主文所宣告的刑期分為數個

階段，依照受刑人改善的程度，漸次由下級進級於上級，因進級的

結果，其處遇漸次緩和。其目的是鼓勵受刑人改過自新向上，使受

刑人重新適於社會生活的一種行刑制度，也簡稱累進制或階級制。 

(二)對象 

依監獄行刑法第 20 條及行刑累進處遇條例施行細則第 15 條之規定，

茲分述如下： 

1.宣告刑或有二以上刑期經合併計算為六月以上者。 

2.經調查分類結果，無不為累進處遇之情形者。 

(三)方式 

依行刑累進處遇條例規定，其處遇方式大略可分為編級數、責任分

數、成績分數、進級、假進級、留級、降級、停止進級等八種。 

1.編級數： 

依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 13 條規定，累進處遇分下列四級，自第四

級依次漸進：第四級、第三級、第二級、第一級。可知累進處遇

的編級數共有四級，從最低的第四級依序進階至最高的第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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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責任分數： 

指依照受刑人的刑期，而相應科予其應盡之責任，其責任以分數

表示計算。既是依照受刑人的刑期與級別分別訂定，那麼受刑人

之級別越高，則其責任分數亦相應隨之漸進而遞增。 

3.成績分數： 

指以受刑人在教化、作業及操行等三方面之表現成果，以分數表

示的一種制度。受刑人所得的成績分數，不僅可抵銷其應負擔之

責任分數，同時也是縮短其刑期、返家探視和報請假釋之依據。 

4.進級： 

指各級受刑人之責任分數以其所得成績分數予以抵銷的一種制度。

倘責任分數被成績分數抵銷淨盡者，便令受刑人進級。當受刑人

的本級責任分數抵銷淨盡之後，如果其成績分數仍有剩餘，其剩

餘的成績分數就併入所進之級計算。 

5.假進級： 

指當受刑人的責任分數並未抵銷完，而其差額分數仍在十分之一

以內，但其操行曾經得最高分數者，典獄長如認有必要時，得令

其假進級。 

6.留級： 

依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 70 條規定，應停止進級之受刑人，典獄長

認為情有可恕，得於一定期間內，不為停止進級之宣告，但在指

定期間內再違反紀律者，仍應宣告之。意即留級就是應停止進級

之受刑人，於一定期間之內不為停止進級的宣告。 

7.降級： 

依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 69 條規定，受刑人違反紀律時，已受停止

進級者，如其再違反紀律者，得令降級。前述受降級處分者，自

當月起，六個月內不予縮短刑期。 

  



 

8.停止進級： 

依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 69 條規定，受刑人違反紀律時，得斟酌情

形，於二個月內停止進級，並不計算分數。前述停止進級期間，

不得縮短刑期。 

(四)優點 

1.具有彈性： 

有自由刑的彈性，由嚴而寬，有鼓勵受刑人改過向善的積極面。 

2.訓練受刑人的自律能力： 

監禁方式由最初的獨居監禁，到有條件雜居，再來中間監禁，最

後是假釋或期滿出獄，由他律到自律，使受刑人逐步回歸社會。 

3.使受刑人具備回歸社會的能力： 

受刑人在接受累進處遇一段時間後，允許其在一定範圍內自治，

對其輔以教化及職能訓練，考核其行為並施以法治教育，使其具

備回歸社會的能力。 

(五)缺點 

1.難有客觀衡量標準： 

每個受刑人成績分數的考核很難有一定的客觀標準，往往有不公

平的情形出現。 

2.未能符合制度之設計目的： 

受刑人往往為了爭取成績分數而流於自私自利的功利心態，只做

表面功夫而非出於真心改過，以致失去累進處遇最初的良法美意。 

二、試論述收容人脫逃之主要方式及防範對策為何？ 

 

(一)定義 

指收容人未經監獄有權人員合法使其回歸自由社會之危險行為，亦

即收容人利用不法之行為，脫離監獄或戒護人員監督之範圍而回復

其自由之危險性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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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方式 

1.破壞獄所設備或是戒具： 

收容人透過破壞獄所鐵窗、牆壁或門鎖等設備，或以外力破壞其

身上之手銬、腳鐐等戒具，藉以脫逃。 

2.藉由外力幫助： 

指親友利用收容人之出庭、借提、移監機會助其脫逃，或以劫囚

方式為之。 

3.伺機脫逃： 

指收容人利用外出或以藏匿方式，伺機找尋脫逃機會。如收容人

可能利用接見機會，於往返途中趁機脫逃，或是藏匿於作業貨車

中，藉此離開獄所管理範圍。 

4.管理人員疏於注意： 

指收容人於返家探視、監外作業或於機關附近打掃環境時，利用

管理人員疏於注意之機會，伺機脫逃。 

(三)防範對策 

1.不使收容人脫離戒護視線： 

戒護首要工作即是不能使其脫離監控的視線，尤其是以戒護返家

探視、戒護保外就醫等勤務的監控。 

2.確實掌握收容人數： 

可防止脫逃事故的發生，清點人數應確實。 

3.確實上鎖： 

監所房舍、走道通用門、工場等入口，管教人員應有親自關閉門

鎖之觀念；並加強鑰匙管理，嚴禁交予人犯使用。 

4.落實安全檢查： 

收容人是否秘密持有違禁品、安全設施有無遭到破壞或毀損等，

防止作為脫逃工具。夜間應集中保管鑰匙，如有開啟舍門之必要，

應報告勤務中心派員支援處理。 



 

5.選擇最適當的戒護位置： 

對於死角等高度危險之勤務崗哨，應加強戒護人員的配置。 

6.隨時掌握囚情動態： 

戒護人員平時應注意收容人情緒變化，應提高警覺，尋求原因，

加強溝通或安撫。 

7.管理人員應認真服勤： 

管理人員服勤時應守法守紀，執勤態度認真以及熟練專業技能，

並建立與收容人良好的溝通。 

8.有效處理申訴： 

迅速處理人犯之申訴，避免人犯感受到不平等待遇而心生不滿。 

9.善用警備： 

有效活用戒護警備系統，如安全防護措施及監視設備。 

10.擬訂計畫： 

擬定周全的防止收容人逃脫之應變計劃。 

11.配業或配房應有的準則： 

一般以集體脫逃最易成功，應建立完善之配房配業準則。 

12.慎選雜役： 

對雜役人選應為妥適考慮，並隨時檢身及謹慎監視其行動。 

13.個別教誨： 

加強返家探視者之個別教誨，降低收容人之萌生脫逃想法。 

14.謹慎遴選外役： 

對於遴選外役作業收容人應為謹慎考慮外，並隨時考核其行狀，

注意接見通信情形，發現有異狀或情緒不穩者，立即調入監內並

妥為處理。 

15.外役作業應為集中： 

以集中為外役作業之原則，受刑人不得脫離戒護視線。且主管應

隨時查點人數，如為分組作業，宜責成組長協助看視。 



 

16.嚴格管制出入： 

外役單位車輛調派與門禁應嚴格管制，避免作為脫逃工具。 

17.嚴禁與外人接觸： 

服外役監或保外就醫之收容人嚴禁與不相干之外人接觸，接見及

寄送現金、物品應依規定辦理。 

18.建立嚴密查勤及回報制度： 

對服外役監或保外就醫之勤務應建立嚴密查勤及回報制度，確實

掌握狀況和提高管理人員之警覺性。 

三、犯罪矯正在刑事司法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刑事司法體系
現存問題對犯罪矯正之影響為何？請說明之。 

 

(一)矯正犯罪在刑事司法體系所扮演的角色 

1.犯人最後的終點站： 

犯人在歷經一連串刑事訴訟程序的審理而最終被法院論罪科刑定

讞後，其結局便是入監服刑。故矯正犯罪，可以說是犯人最後的

終點站。 

2.犯人對其犯行所付出的代價： 

每一個人都應該為其行為負責，當有人犯罪之後，入監服刑便是

提供犯人一處可靜心反省改過的環境，令犯人省思其犯行所付出

的代價。 

3.協助犯人改過向善： 

現今刑罰的目的不再只是侷限於懲罰受刑人的應報思想，而更應積

極協助犯人洗心革面，對其施以感化與職能訓練，助其重返社會。 

4.民主進步的指標： 

犯罪矯正的思想已從過去的應報、嚇阻、隔離等機構性矯正，漸

漸進展到現今的矯正、重整、修復等非機構性處遇，這意味著人

權思想的抬頭，為了與國際人權思潮接軌，獄政進步的程度也象

徵著一個國家民主進步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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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刑事司法體系現存問題對犯罪矯正之影響 

學者巴特拉斯（Bartollas）認為司法體系存在三大困境，連帶矯正

的功能亦受挫，茲分述其所面臨的困境如下： 

1.司法體系的各組織各自為政： 

(1)不利整合： 

檢警、法院、矯正機構是各自獨立的機構，各有不同的管轄，

故而在溝通監督上不利整合。 

(2)執行配合之困難： 

每一個次級體系皆有其既定的政策，都會隨著首長的更動而發

生變動，造成彼此執行配合上的不穩定。 

(3)溝通執行之障礙： 

每一個次級體系皆有其獨特的任務，並接受不同的教育與職能

訓練。因此，每一個體系的人員都很容易各行其是，其結果便

造成溝通與執行上的困難與障礙。 

2.矯正的功能有限： 

(1)矯正效果不彰： 

許多案件可能為司法的死角，即使被法院判決有罪定讞，也未

必罪刑相當，造成矯正效能無法彰顯。 

(2)矯正流於形式： 

受刑人對於獄政的教化排斥，致使矯正功能流於形式表面。 

(3)矯正工作落實有困難： 

當監獄人滿為患，致使各項矯正工作更難落實。 

(4)受到外界排擠： 

社區民眾的排斥，造成社區處遇難收預期的效果。 

  



 

3.貧窮與無勢者的不公平處境： 

貧富不均與階級，往往造成有錢有勢者往往可運用其豐沛的資源

逃脫法律制裁；而無錢無勢者往往可能面臨不公平的司法處遇，

加上社會的排斥，致使矯正的理想更難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