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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司法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監獄官  

科  目：監獄學 

 

一、請說明竊盗慣犯在監生活之特性，並提出適切之矯正處遇對策。（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掌握不同類型受刑人之特色即可對其處遇困境與因應對策彙整出矯正現況與個人建

議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特殊受刑人處遇對策 

【擬答】： 

前言：在我國歷年法務統計上顯示，竊盜犯罪都占有一定比例且累再犯比例高達 81.6%，而

且竊盜受刑人在監內有特別的生活適應型態，難以被教化導正。再加上，如前述數據顯示，新入

監的竊盜受刑人有前科的人數比例高，這些竊盜受刑人是監獄當中的常客，這些人的教化矯正工

作必須特別注意。 

在監生活特性 

避免招惹麻煩，不亂出風頭，而達保護自己於刑期內之安全。 

參與可以打發時間的活動，將自由刑視為時間刑，靜渡刑期。 

主動爭取重要職務而使獲取更高成績分數，並且享受因監內職務之特權及使用奢侈品，類似

移民型受刑人。 

僅與少數相同竊盜次級文化的朋友交往。 

參加各種處遇方案，來獲得縮短刑期之機會，爭取早日離開監獄之機會。 

矯正處遇對策 

初累（再）犯應予分別監禁：將竊盜初犯和累犯分別處遇，避免工作和居住在一起，避免犯

罪惡習之感染。因為初犯和累犯在犯罪經歷、價值觀、態度等存有差異，為了避免犯罪惡習

的模仿、相互學習傳染，故在各項處遇上予以分離。 

加強技能訓練與尌業輔導：採行符合市場導向的職業訓練，以強化竊盜受刑人的謀生技能。

很多研究都指出竊盜受刑人出監之後在謀職方面有很多的困難，故應加強職業訓練並予以妥

善尌業輔導。 

矯正竊盜次文化：竊盜受刑人的犯罪次文化對其成員的影響非常大，大部分竊盜受刑人具有

偏差價值觀和反社會傾向，所以應該採行像是絕對獨居、宗教宣導、各種心理諮商輔導等，

進行長期輔導以導正其之偏差價值觀，改變其之反社會性。 

竊盜累犯之假釋應從實、從嚴審查：竊盜累犯在監適應情況非常好，也非常善於掩飾，故亦

應該對其假釋從實從嚴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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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監獄之江湖規矩有何作用？並請列舉國外及國內之監獄受刑人江湖規矩各至少 5 項說明之。

（25 分） 

★★☆☆☆ 

國內外監所江湖規矩需依靠背誦學者論點之方式記憶，並無太多理論解析的內容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監所次文化 

【擬答】： 

江湖規矩之作用 

受刑人間的規矩係指矯正機關內的收容人對於所屬的團體（非正式群體）內應遵守的行為規範

而言，簡稱「江湖規矩」。受刑人間的江湖規產生之原因，主要是因為其一方面可協助角色的

定位，另一方面可清楚劃分受刑人和管教人員之價值觀（或意識型態）的不同 

國內外受刑人之江湖規矩 

國外受刑人 

賽克斯（Sykes）及梅辛爾（Messinger）曾摘要江湖規矩如下： 

不可背叛老大：老大是團體的領袖，不背叛老大，對所屬的團體忠誠，及規範遵從的表現。 

坐自己的牢，勿管閒事：對與自已無關的麻煩事勿介入，甚至逃避以避免無事生端，影響

成績分數。 

不可剝削、詐欺受刑人：不可以失信，要講信用，不可以出賣朋友和對其他受刑人敲詐勒

索，不可以逃避賭債。 

可防礙受刑人之利益：不要好管閒事、亂傳閒話，阻礙到其他受刑人利益。 

要堅強的生活：要像男子漢一樣，不可軟弱、悲傷、哭哭啼啼的。 

不可信任管理員及其主張（認定）的事理：管理人員是專門壓榨欺負受刑人的，是監獄裡

的流氓，獄方都是錯的，受刑人都是對的。 

國內受刑人 

國內學者林琪芳： 

不可告密（不可當爪耙子）。 

不可偷竊。 

有事由輩份小或將出監之人來扛責任。 

保密，不可洩漏他人之秘密。 

要有輩份觀念，懂得尊重前輩。 

不要白目（不機伶，怎麼教也不會）。 

勿與管教人員走太近。 

不能吃裡扒外，出賣他人。 

人犯要團結，大家都是困難中求存。 

不要惹事生非，影響其他受刑人之利益。 

  

https://www.public.com.tw/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2 司法特考) 

共 5 頁 第 3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三、請說明法務部矯正署推動「科學實證毒品犯處遇」之主要動機與內涵，並引述研究文獻評估

其效能。（25 分） 

★★★★☆ 

此題必須熟悉法務部現行推動政策並參酌相關研究資訊，才能掌握答題重點，對於

考生而言屬於較難掌握的題型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楊士隆, 戴伸峰，巫梓豪，科學實證毒品犯處遇之執行與策進

作法，矯政期刊 第 8 卷第 1 期，2019 年 3 月。 

【擬答】： 

前言：根據法務部長期統計數據資料，臺灣監獄中每 2 名收容人，尌有 1 人是因毒品罪入獄。

施用毒品不僅對個人身心有所危害，同時常伴隨其他犯罪如：販毒、竊盜、搶奪等，對家庭及國

家社會影響甚劇。毒品犯處遇須依據科學研究建議制定及修正，協助生理、心理與社會功能的復

健，包括協助家庭支持、社會接納、尌業協助等，才能有效預防復發。故矯正署特委託專家學者

針對此議題進行進一步之文獻與效能評估，本文分述如下： 

司法戒癮模式之概況現況與困境 

我國的毒癮戒治處遇主要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將毒癮者定位為同時具有病人與犯人雙

重身分之「病犯」。然而，目前仍以司法體系承接毒癮者之戒癮處遇，受限於矯正機關內之專

業人力與相關資源之不足，矯正機關內之毒癮戒治處遇成效始終遭受外界質疑，如何透過司法

與醫療兩者間之合作加強毒癮戒治處遇之成效無疑是一項重要議題，畢竟毒品所衍生出的種種

犯罪問題不僅影響社會之安定，家庭與社會福利等問題更是加重整體社會成本。 

毒品犯復歸 

根據美國政府之官方統計數據，每一百名美國成年人，當中有一人被監禁；每年有高過七十萬

人，從監獄中被釋放，而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會在三年之內被逮捕。另依據美國國家酗酒和

藥物依賴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n Alcoholism and Drug Dependence, NCADD）的資料，

在美國有超過一半之州立監獄及聯邦監獄受刑人符藥物濫用之條件，大約 95%者在釋放之後依

然持續酗酒與施用毒品，顯現出復歸社會失敗之現象，並因而耗費更多社會成本。 

實證處遇研究之成果 

人際關係品質改善、強化正向社會連結 

將計畫成效重點放置於這些有藥物濫用行為前科的研究參與者的人際關係感受，並且從「主

要家人」以及「主要朋友」中的藥物濫用經驗為區分，從針對主要家人以及主要朋友之分析

結果可以發現，本次多元戒治輔導處遇計畫的確能夠有效的提升研究參與者對於未使用藥物

之主要家人以及朋友之間的人際關係感受，其提升幅度明顯大於對有使用毒品的主要家人與

朋友，由此足證本次多元戒治輔導處遇計畫之成效。 

生活品質感受上升、重燃正向生命意義 

在建立了足夠的自我信心以及人際期許後，開始正視自己的生活現象，從而表達出對於自己

在入監前的藥物濫用生活評估的負向感受。研究參與者在參與完課程後，更願意以中立且負

向的方式來評估自己入監前的藥物濫用型態生活，足以顯示渠等已經開始出現「反省」的深

刻認知思維模式 

建立藥物正確知識、降低錯誤認知風險 

在毒癮傷害性認知部分，由於本次研究中加入了醫學專業領域課程，讓研究參與者從真實的

藥理學以及醫學層面認識藥物，不再是從自己本身的經驗去幻想或是誇大藥物的作用，從更

正確、更具有醫療意義層面去瞭解藥物，降低對藥物的錯誤理解風險。 

戒癮動機積極提升、勇敢求助尋求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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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與者在了解到藥理性以及生理性的正確觀點，並理解到只要願意治療，而且在生理與

心理專業人力的協助之下，毒癮的戒治是可以成功的，更進一步地趕勇敢對自己的恐懼發出

求救訊號。 

 

四、請說明脫逃者之特徵，並提出適切之防止犯罪矯正機關收容人脫逃對策。（25 分） 

★★☆☆☆ 

熟悉監所各類戒護事故因應對策即可迎刃而解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戒護事故因應對策 

【擬答】： 

前言：收容人脫逃，係指監所收容人未經過監獄有權人員合法使其回歸自由社會的危險行為，

也尌是收容人利用不法的行為，脫離監獄或戒護人員的監督範圍而回復其自由之危險行為。關於

脫逃者之特徵以及防逃對策，將分述如下： 

脫逃者之特徵 

日本學者高橋良雄之研究： 

二十多歲之收容人占高比例，特別是未滿二十五歲的收容人，超過五十歲者則較低。因為

未滿二十五歲的收容人衝動性較強，是脫逃的高危險年齡。 

押被告因未判決而心情不安定，故比起已決犯有較高比例脫逃。 

初犯以及有脫逃經驗之累犯都較容易發生脫逃。 

二年以下刑期者居多，又以入監執行一年內發生機率較高。若是長刑期受刑人因為戒護的

層級較高，比較少有到監外活動的機會，所以比較沒有脫逃的機會或誘因。 

學者 N. M. Cochranc 之研究，： 

薄弱或缺乏家庭凝聚力。 

服刑未滿刑期的百分之四十。 

距離假釋審訊期大於十八個月。 

最高刑期在四年以上。 

習慣犯。 

在監內不配合、不合作者。 

居住所飄泊不定。 

監內作業分數低下或記錄欠佳。 

年齡在三十歲以下。 

防逃對策 

迅速處理收容人的意見與情緒： 

下情無法上達或收容人受到委屈、歧視或不平時，未能受到獄政當局的重視，獲得合理的解

決，收容人在忍無可忍時尌很容易採取激烈的行為，故為防止收容人脫逃，遇有申訴時，應

迅速處理切勿拖延。 

徹底施行嚴密的動靜觀察： 

收容人不使其脫離戒護視線為原則，並建立機動查勤制度和佩帶無線電通訊設備，以利聯絡，

各級督勤人員應不定時查勤。 

有效活用戒護警戒系統： 

近年來法務部為強化監所警戒功能，已經陸續裝備各式安全防護措施和監視設備，對於防止

脫逃事故的發生功不可沒。 

擬定周全之防逃應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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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配合各種假設狀況，定期或不定期實施沙盤推演和實戰演練，務使所有職員都熟悉處理技

巧，假若事故真的發生，才能有效的因應，不致於手足無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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