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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頭如何靠岸？更生人復歸社會協助策略之研析* 

Getting back to Shore: The Strategies of Ex-Offenders’ 
Reintegration into Society 

孟維德** 黃翠紋*** 溫翎佑∗∗∗∗ 

Mon, Wei-The Huang, Tsui-Wen Wen, Ling-Yu 

摘要 
矯正機關大多數收容人最終都會回到社區。然而收容人出監後，面臨著無數的

挑戰與障礙，從而增加他們再次犯罪的機會。然而各國資料顯示，大多數更生人無

法成功復歸社會，所耗損的社會、家庭與個人代價極為龐大，如何預防再犯，是各

國刑事政策重要的課題。晚近各國有關更生人復歸社會之協助策略，非常強調全程

照護概念，透過網絡合作的方式，協助更生人重新融入社會。 

本研究旨在探究我國政府應該如何協助更生人復歸社會？除了透過國內外文獻

蒐集與分析，並對第一線從事更生保護工作的更生保護會人員、觀護人、檢察官、

矯正機關人員及社政機關人員，共計 17位實務人員進行深度訪談。最後，透過邀請

專家學者召開兩場焦點團體座談會，藉以聚焦研究發現。經過資料分析後，本研究

發現我國更生保護工作不受重視，外界常將重任全交由更生保護會負責，但更保會

各項資源與衛生福利部相較有若天壤，執行上未能發揮預定的功能，因此本研究提

出以下結論與建議：一、須重視社會福利與衛生保健系統在更生保護的角色；二、

社會安全網應該強化關注更生保護議題；三、更生人家庭支持及協助方案應加強落

實；四、持續建構友善更生人職場環境；五、應有更生人住房協助方案；六、社政

及衛政機關應提前進入矯正機關協助收容人；七、應由政府機關主責更生人跨網絡

協助；八、應對更生人所需保護措施進行調查並進行效益評估，等 8項建議供政府

施政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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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arly all inmates in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s eventually return to the community. 

However, after being released from the prison, most inmates face numerous challenges 

and obstacles in their daily life that increase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ir re-offending. 

According to data from various countries, it shows that most ex-offenders do not 

successfully reintegrate into society, and the social, family, and personal costs for their 

rehabilitation are enormous, making the prevention of recidivism an important issue in 

national criminal policy.Preventing recidivism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criminal policies of every country. 

This study analyzes and clarifies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by applying 

literature research. Secondly, it employs two empirical research data collection strategies, 

including in-depth interviewsand focus group discussions to find out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rehabilitative protection organizations in Taiwan.Final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this study proposes eightresearch recommendations for for relevant 

units to consider: (1) Pay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social and health system in the protection 

of ex-offenders; (2) Social safety net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ssue of 

rehabilitative protection; (3) Implement family support and assistance programs for 

ex-offenders; (4) Continue to build a friendly workplace environment for rehabilitated 

persons; (5) There should be housing assistance programs for ex-offenders; (6) Under the 

concept of full care, social and health authorities enter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s to assist 

inmates; (7) government agencies are responsible for inter-network assistance for 

ex-offenders; (8) We need to investigate what protection measures are needed for 

ex-offenders and evaluate their effectiveness. 

Key words: Ex-Offenders, Rehabilitation, Reintegration into Society 

壹、前言 

雖然矯正機關收容人係由不同人口特徵群體所組成，但所有國家的收容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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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共同特徵：大多數是貧窮、易受傷害，以及生存與社會適應能力不佳的人，且

經常具有嚴重的健康問題（Coyle & Fair, 2018）。再者，重刑化刑事政策更導致世

界各地長期刑和終身監禁的收容人數增加，許多國家矯正機關成為老年和體弱多

病者的療養院。監禁不僅可能產生有害而持久的影響，也會加劇惡化他們身心健

康的狀況。雖然監禁的目的不應包括傷害收容人，但監禁對收容人會帶來許多有

害的狀況，則是不容忽視的事實（WHO, 2007）。由於犯罪者入監前本身諸多的弱

勢因素，加上監禁所帶來的烙印羞恥之雙重不利影響，在重新融入社會過程會經

歷許多挑戰。Shinkfield和 Graffam (2009) 的研究指出，出獄更生人所面臨的挑戰

主要包括三個領域：內在條件（例如身體和心理健康狀況不佳、藥物濫用、教育

和社交技能不佳）；生存條件（例如財務、就業和住房）；和支持條件（例如社會/

醫療保健/刑事司法服務、新的社交網絡、非正式社會支持），這些挑戰會讓許多更

生人出監後，很快地即因適應不良而再度犯罪並再入監服刑。 

更生保護措施是為保持更生人在矯正機關中的處遇效果，提供其所需的照顧

及輔導。並避免更生人在社會上遭遇就業、居住、家庭以及人際關係等問題，成

為出獄再犯的因子。法務部的統計資料顯示，在 2014年期滿出獄的更生人，至 2018

年底前共 50.9%再犯；在 2015年期滿出獄的更生人，至 2018年底前共 54.4%再犯；

2016年期滿出獄之更生人，至 2018年底前共 49.0%再犯；在 2017年期滿出獄之

更生人，至 2018年底前共 36.9%再犯，在 2018年期滿出獄之更生人，至同年底前

共 13.3%再犯。再者，近 5年期滿出獄更生人，1年內再犯比率皆高於假釋出獄更

生人再犯比率（蔡宜家、吳永達，2019）。因此，更生保護是先進國家因應實際需

要，所發展成與犯罪矯正制度相配合的完整體系（周震歐，1998: 298）。而各國由

於其法制、社會資源以及刑事政策之差異等因素，有關更生保護制度之運作差異

相當大。一般來說，各國的更生保護制度多包含「法定更生保護」以及「任意性

更生保護」。前者包括被宣判緩刑或假釋出獄者，後者則是針對已經服刑期滿而離

開矯正機關，且未加附條件釋放者提供協助，至於是否接受協助，則交由更生人

決定。法定更生保護者若是違反規定，將會被撤銷緩刑、假釋；而任意性更生保

護則不會因為更生人拒絕而遭受任何懲罰。我國對於更生人提供的更生保護措

施，以任意性更生保護為主，且多聚焦於更生保護會所提供的協助，此可從 2017

年行政院所召開的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第 5 分組決議窺知。鑒於過去國內有關本議

題之文獻相當不足，為提供政府在此議題政策之參考，本文透過整理國內、外相

關文獻，並利用深度訪談及焦點團體研究方法，以更生保護會為主要的研究對象，



警專學報第八卷第一期 

188 

兼採其他行政機關的權責分工，來探討我國協助更生人復歸社會策略，最後提出

結論與建議，供相關政府部門參考。 

貳、相關文獻回顧 

本研究回顧國內外文獻，探討有關更生人復歸社會的影響因素，及解釋終止

犯罪的相關理論，以及了解國外保護制度運作成功要素。 

一、更生人復歸社會的影響因素 

影響更生人能否成功復歸社會的因素相當多元，參考國內外文獻，舉其要者

如下（Price-Tucker, Zhou, Charroux, et al., 2019） 

（一）更生人本身的健康狀況 

研究顯示許多更生人患有慢性病、傳染病、憂鬱症或其他精神疾病（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2020; Freudenberg, Daniels, Crum, Perkins, & Richie, 

2008）。此外，更生人出獄後不久會面臨巨大的自殺風險，特別是被釋放後

的前三個月是高風險期。而剛被釋放的人死於藥物過量的可能性是一般人

群的 129倍（Alexander Maconochie Centre, 2011,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14a），而在釋放和再監禁之間的時期，是更生人 HIV 發病率最高時期

（Gough et.al.,2010）。 

再者，患有嚴重精神疾病者的再犯罪率高於沒有嚴重精神疾病者。

Torrey、Dailey、Lamb、Sinclair和 Snook (2017) 以美國於 1956年至 1998

年間犯下重大罪行的嚴重精神疾病患者進行研究發現，從精神療養院獲釋

者平均在 5 年內會再次被逮捕機率約為 40%；而從監獄釋放者其再犯率更

高達 60%。對於這兩個群體，再犯者所犯罪名約有 20%是暴力犯罪。該研

究也發現，美國大多數州沒有為犯下重大罪行的罹患嚴重精神疾病者提供

足夠的社區支持，是導致再次被逮捕和再次被監禁的主因。近年來刑事司

法系統中涉及嚴重精神疾病的人數顯著增加，以美國洛杉磯為例，2010 年

至 2015 年期間，患有精神疾病的更生人增加 350%。其中，女性更生人所

面臨的問題又較男性來得嚴重。許多女性在入獄前曾遭受家暴或性侵害，

並罹患精神疾病，而入監服刑則會加劇她們的創傷，加上許多監獄未能為

婦女提供基本的保健需求，在重新融入社會期間增加這些女性的負擔，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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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女性更生人因適應不良或未能滿足假釋要求而再次回到監獄（Alper, 

Durose & Markman, 2018; La Vigne, Davies, Palmer, & Halberstadt, 2008）。 

（二）能否穩定就業 

就更生人而言，就業除可提供基本生活所需收入來源外，工作會佔據

日常大部分的生活時間，因此它也提供機會可以從工作中為他的生活做出

貢獻，從而強化更生人跟社會的連結，協助更生人重新與社區成員建立關

係，並增強他們的自尊、自信和自我效能，從而可以減少吸毒或犯罪的誘

惑，並減少經由非法活動賺錢的壓力（Freudenberg, Daniels, Crum, Perkins, & 

Richie, 2008）。然而針對更生人的多項研究發現，大約一半的人在獲釋後一

年內仍處於失業狀態（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14b），而 Ray、Orrell、

Bushway 等人（2021）的研究亦發現，美國有半數以上更生人在重返社會

的第一年內無法找到穩定工作，其中 3/4的人在出獄後 3年內因再度犯罪而

被逮捕。雖然有強而有力的證據顯示，擁有穩定和優質就業機會的更生人

不太可能再次犯罪。但檢視就協助改善更生人就業干預措施成效評估的研

究發現，獨立的就業計畫不太可能發揮效果，除非它們與激勵、社會、健

康和教育支持服務相結合，以協助更生人解決可能成為就業障礙的其他犯

罪需求。這些障礙包括：學習困難、罹患精神疾病和藥物濫用（McIvor, Trotter 

& Sheehan, 2009; Visher, Winterfield & Coggeshall, 2006）。再者，協助方案應

該在更生人出獄前就啟動，且監獄應該與社區部門有良好的協調，機構之

間若能共享訊息，可以有效協助更生人出獄後穩定就業（Sapouna, Bisset, 

Conlong & Matthews, 2015）。 

（三）是否有固定的住所 

更生人出獄後的第一個挑戰即是住宿問題，儘管一部分的更生人能夠

依靠非營利性慈善組織、庇護所或家人，但仍有部分的更生人會陷入困境

（Nellis & Bishop, 2021）。美國司法部司法援助局（Bureau of Justice 

Assistance, 2022）曾於 2022年提出一份有關國民住宅（Public Housing）的

報告，文中指出更生人面臨無家可歸的可能性是一般民眾的十倍，而每

10,000 人當中即有 203 人無家可歸。過去研究顯示，監禁和無家可歸之間

有很強的相關性，尤其對年輕人而言，無家可歸是個體進入少年司法系統

的主要預測因素（Jones, 2021）。而 Gray和 Smith (2019) 的研究指出，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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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歸者和司法系統的參與密不可分。在美國，與一般人口群相比，無家可

歸者面臨監禁的可能性要高 11倍。Couloute (2018) 對居住在美國的 500萬

更生人的居住狀況進行調查，發現更生人無家可歸的可能性是ㄧ般民眾的

10 倍。因此，必須將擁有固定住所視為影響更生人成功復歸社區的關鍵因

素，因為它也可能對就業和社會支持服務產生直接影響。其中更生人族群

內有一些特定群體無家可歸率特別高，包括：精神障礙者、被監禁不止一

次者、剛出獄者、有色人種、短期服刑的年輕單身男性和帶著子女的單身

女性，他們在獲得足夠的住房方面面臨更大的障礙。由此產生的社會孤立，

使他們復歸社會變得更加困難（Couloute, 2018）。而相較於男性犯罪者，女

性在獲得住所方面面臨更大障礙（La Vigne, Davies, Palmer, & Halberstadt, 

2008）。由於無家可歸與監禁之間具有正相關，無家可歸之人遭到執法人員

逮捕的機會是有固定居所者的 11倍。因此，獲取穩定和負擔得起的住宅機

會，是更生人復歸社會的關鍵，並藉此重新經營家庭關係、找尋穩定的就

業機會、重建具支持性的社會網絡，以避免再次實施犯罪而鋃鐺入獄（Bureau 

of Justice Assistance, 2022）。因此許多成功的更生保護計畫會提供與住房相

結合的其他服務，例如就業服務、健康服務、社會情感發展等。尤其是必

須同時承擔子女照顧的女性更生人，所需協助更為多元（Price-Tucker, Zhou, 

Charroux, et al., 2019）。 

（四）家庭支持健全與否 

家庭支持和家庭依附關係是更生人成功重返社會的最重要因素，而缺

乏家庭支持所帶來的挑戰在女性更生人亦較為明顯，更會增加他們憂鬱症

狀（Sathoo, Ibrahim Sulaiman, 2021）。探視則是在監禁期間維繫與家庭成員

關係的重要方式，更重要地，有意義的接觸係透過為更生人提供重要的應

對資源，來有效協助更生人減少監禁的痛苦，進而提高更生人在獄中和釋

放後處遇的成功率。Stansfield,、Mowen、Napolitano和 Boman (2020) 的研

究發現：若是更生人在監獄中有更多的家庭接觸與釋放後的家庭衝突和暴

力減少有關，而且各種接觸的形式，包括家人親自到監獄探訪、電話或郵

件聯繫都與釋放後的家庭衝突減少有關；反之，若是沒有任何個人形式的

接觸與日後的家庭暴力有顯著相關性，顯示在監禁期間保持家庭聯繫的重

要性。因此，強化或重新建立與家人的關係對於降低再犯率至關重要，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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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社交網絡可以提供保護機制，以防止出獄後再犯罪（Sathoo, Ibrahim 

Sulaiman, 2021）。Chapski (2019) 的研究也發現，無論人口/背景特徵和入監

前的家庭支持如何，監禁期間的家人接觸可改善獲釋後的家庭支持，而家

庭支持則可進一步增加成功重返家園的可能性，而不易再犯。 

（五）社會融合和家庭福利 

犯罪前科的污名是更生人成功復歸社會和重新融入社會最重要的障礙

之一，嚴重影響就業、住房、教育、和福利身分；犯罪紀錄不僅是法律中

規定的禁令，也會影響雇主、房東和其他人對犯罪者的評價。監禁使兒童

與父母分開，無論是他們在監獄中還是在他們獲釋後，因為監禁使關係破

裂的可能性變高（Satinsky, Harris, Farhang & Alexander, 2016）。有一個被監

禁的家庭成員是 10種童年不良經歷的指標之一，不僅與未來成為暴力的被

害人和/或犯罪者高度相關，而且與一系列慢性健康問題（從憂鬱症到心臟

病）有關（Satinsky, Harris, Farhang & Alexander, 2016）。因此，更保工作不

僅要對更生人的悔改抱持信心，還必須教育社會大眾以同理和體貼的態度

接受他們。更重要的，必須讓社會大眾認識到，如果更生人無法改造、融

入主流社會，將被迫過著犯罪生活，社會則將必須為他的犯罪行為而付出
更大的代價。更生保護工作者為了維繫更生人和他的家人間和諧關係，應
該盡量安排頻繁的聯繫。當更生人的收入是家庭唯一經濟來源，在他缺席

期間家人將陷入經濟困難。此時，更生保護會應提供必要的幫助給家人，
與他們共同支持更生人改悔向善（Deb, 1971）。 

二、解釋終止犯罪理論 

有關實證犯罪學領域的理論，早期著重在尋求解釋犯罪人如何形成，到了 1990

年代，有學者逐漸將關注的焦點置於探求更生人如何能夠終止犯罪的理論。目前

該領域對終止犯罪的兩個最突出理論，包括：Sampson與 Laub所提出的「生命歷

程理論」（Sampson & Laub, 1993），以及 Giordano 等人提出的「認知轉變理論」

（Giordano et al., 2002），儘管這兩種終止犯罪理論之間存在一些重要差異，但重

要的共同點都是強調外界提供支持的重要性。以下敘述之。 

（一）生命歷程理論（Life course theory） 

根據生命歷程理論，終止犯罪取決於主觀因素和社會影響。主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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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個人內在特徵，如態度、自尊、身分和動機。社會影響包括：就業、婚

姻、父母身分、朋友和治療干預。社交網絡為守法行為提供結構和機會，

並使犯罪者能夠讓自己遠離異常環境且為他們的未來開發新的生活模式。

生命歷程觀點的一個關鍵要素，是關注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的變化和生

活方式的維持，而不是最初的行為變化。現有研究表明，再度犯罪的更生

人往往缺乏有助於維持無犯罪生活方式的社會支持網絡（Davis, Bahr & 

Ward, 2013）。生命歷程理論理論觀點是：當個人與社會的聯繫薄弱或斷裂

時，偏差和犯罪的可能性就更大。對這些人的生命歷程分析強調：非正式

社會控制的作用，這些控制來自社會互動和人際關係的結構，社會成員彼

此之間，不論是工作、家庭、學校和社區機構都具有很強的聯繫關係。而

且成年後的工作穩定性和婚姻關係，與成人期犯罪的變化顯著相關

（Sampson & Laub, 1993）。 

除此之外，Sampson和 Laub認為在生命歷程的不同階段，各種正式和

非正式的社會制度有助於鞏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聯繫。例如，對於青少年、

學校、家庭和同齡群體影響年輕人與其更廣泛社區之間聯繫的性質，而就

業、婚姻和父母身分對成年期的影響程度類似。因此，避免犯罪往往是由

於犯罪控制機制以外原因而形成的關係之結果。個人與這些不同機構關係

的變化是現代生活一個不可避免的特徵，因此這是在整個生命過程中理解

個體參與犯罪的關鍵。雖然可以觀察到個人生活中的許多連續性，但關鍵

事件可能會引發個人與社會鍵發生變化，從而引發犯罪模式的變化。同樣，

因為許多關係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持久（McNeill, Farrall, Lightowler & 

Maruna, 2012）。 

（二）認知轉變理論（theory of cognitive transformations） 

Maruna (2001: 7-8) 的研究指出，能夠終止犯罪的人具有高度的自我效

能感，這意味著他們認為可以控制自己的未來，並且對自己的生活有明確

的目標和意義。他們還找到一種方法來理解他們過去的生活，甚至在經常

進出監獄的生活中找到一些救贖的價值。因此，要停止犯罪，更生人需要

為自己建立一個連貫的、親社會的身分。而 Giordano、Cernkovich和 Rudolph 

(2002) 則更進一步提出「認知轉變理論」（ theory of cognitive 

transformation），並將終止犯罪的過程分成 4個相互關聯的歷程，包括：1.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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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抱持開放的態度：行為人要能思考到終止犯罪對他而言是有可能的，

而且不排斥終止的可能性。2. 對改變的機會或轉折點感到興趣並願意嘗試

改變：雖然對行為做出改變抱持開放的態度是必要的，但光有意願是不夠

的，而改變的機會則在促進轉變發揮重要作用。同時，犯罪者不僅必須將

新的環境狀況視為一種積極的發展（例如，對配偶的依附程度很高），而且

還必須將新的轉折點定義為與持續犯罪是不相容，而且是一個吸引人的，

進而產生一個有別於以往犯罪身分的構想。3. 產生新的身分和替代自我的

構想：新身分可以被認為是一個更廣泛、更包羅萬象的個人結構，身分為

一個人的認知提供更高層次的組織和連貫性。涉及的不僅僅是精神上的整

理，因為新的或重新塑造的身分可以作為決策的認知過濾器。當人們進入

未來並不可避免地遇到新情況時，這種過濾過程尤其重要。與已經建立相

對成功之人生歷程的成年人不同，長期犯罪者在試圖向前邁進時無法利用

先前的經驗和習慣。在轉型過程的所有階段，改變的助力可以為新身分提

供重要的動力，因為它直接關注參與者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也就是說，

一個基本前提是，必須出現改變的助力以及對改變助力的態度都是成功變

革的重要因素。除了外部提供協助（例如，提供就業機會），從長遠來看，

一個可靠的替代自我可能證明是行為持續改變的更重要之影響因素。4. 犯

罪者看待犯罪行為的方式轉變：當犯罪者不再將過去犯罪的行為模式視為

可行的，相反地，積極利用外界提供的機會來讓自己的生活產生重大的變

化，犯罪終止過程可以被視為相對完整。經由這種方式，他們致力於建立

一個終止犯罪的生活模式。 

三、更生保護制度運作成功要素 

晚近各國有關更生人復歸社會之協助策略，非常強調全程照護概念。文獻顯

示，對於更生人採行輔導作為而不是傳統的執法模式，對於減少再犯、提升就業

能力和改變的動力都產生積極影響。相較美國的強化監督計畫的效果，英國的犯

罪者綜合管理計畫（Integrated Offender Management Schemes, IOMS） 得到更積極

的評價，儘管計畫的實施效果因地而異，但 IOMS 強調更生人管理與服務機關，

包括法務、警察、社會工作者和志願服務之間能有合作與協調關係。這些計畫結

合了支持、適合個人的干預和終止犯罪。強制性訪視通常由警察進行，旨在找出

那些脫離 IOMS 並被認為有再次犯罪風險者。儘管評估並未試圖直接衡量對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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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但從實務工作者以及更生人的訪談結果，都獲得很好的評價（Senior et al., 

2011）。在蘇格蘭所實施的「監獄出獄之路」（Routes out of Prison project）計畫經

評估發現，大多數受訪者獲得生活教練的服務和協助，多能增加他們終止犯罪的

動力（Schinkel, Jardine, Curran & Whyte, 2009）。英格蘭和威爾斯的研究也表明，

當導師使用動機訪談技術時，輔導可以降低參與者的再定罪率，增加就業機會，

並有助於思維方式的積極變化。輔導尤其對仍處於犯罪風險中的青少年可以發揮

更佳的作用（Sapouna, Bisset, Conlong,. & Matthews, 2015）。 

整體而言，綜合過去相關研究顯示，協助更生人發展親社會社交網絡的干預

措施，以及增加更生人新的身分認知、自我效能感和良好解決問題能力的干預措

施，較可能有效減少再犯罪 Sapouna, Bisset, Conlong & Matthews, 2015）。但研究也

顯示，只有少數更生人在干預開始時做好改變的準備，大多數更生人通常需要一

些激勵性措施來增加服務的參與度和保留率。因此，動機不應被簡單地視為一種

選擇標準，而是處遇的必要條件之一。如果沒有有形資源來支持改變，更生人的

改變動機不足以減少再犯行為（Sapouna, Bisset, Conlong & Matthews, 2015）。

Nugent和 Schinkel (2016) 的研究指出，輔導可以透過以下方式激勵更生人終止犯

罪：幫助更生人考慮終止犯罪的可能性；讓他們接觸改變的機會，並幫助他們看

到改變的可能性；幫助他們找到一種新的親社會生活方式，並向他們示範應該做

的積極行為範例；幫助他們反思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它與犯罪行為是不相容的。

此外，實際支持可以幫助他們看到自己的物質環境發生變化，這表明他們取得進

步，並透過確認改變是可能的來激勵他們，還可以讓他們接觸更多的親社會資源。 

而聯合國毒品與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 2018）強調，由於更生人差異性

很大，更生保護工作應該採行個別化的個案管理方法，並應考慮更生人的犯罪史、

刑期以及是否因吸毒或其他身心障礙狀況而有特殊需求等因素。有關更生保護工

作個案管理模式，如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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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更生保護工作個案管理模型 

資料來源：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2018). Introductory Handbook on the 
Prevention of Recidivism and the Social Reintegration of Offenders. United Nations, 
P.50. 

整體而言，為了防止更生人再犯和重新融入社會，著實相當不易，必須制定

全面的預防策略。同時，取決於現有的法律和司法系統資源，並結合社區中可用

的資源，繼而根據更生人的特性採取漸進性再犯預防措施。雖然每一個國家的狀

況不同，然而成功的輔導策略，仍具有一些共同的要素，而且各階段皆有應該注

意的事項，有關更生保護各階段的作為，參閱表 1（UNODC, 2018）。 

表 1 更生保護各階段的作為 

準備階段的作為 執行階段的作為 
修正與調整 

階段的作為 

1.確定關鍵利益相關

者； 

2.鼓勵主要相關利益者

之間的合作，並將他

們的注意力集中在更

生人重新融入社會；

3.瞭解更生人所返回社

1.將協助更生人重新融入社會的任務，納入

各個機關的任務和工作計畫中； 

2.審查並在必要時修改現有法律和政策；

3.制定策略並調整所需之資源； 

4.根據更生人之個別需要，獲取額外資源；

5.制訂機關間的工作協議； 

6.建構更生保護系統並確認處遇工作的連

1.監督執行策略的

詳細實施情形； 

2.評估策略的實施

成果以及影響。 

風險與需求
評估 

評估更生人

的狀況，確定

他們的風險

和需求。 

規劃更生保
護計畫 

識別最有效

的 處 遇 措

施，解決犯

罪風險與需

求，促使復
歸社會。 

執行 
處遇計畫 

完成處遇計

畫，其間可能

涉及將更生

人轉介到可

以提供治療

的相關機構

和方案。 

持續執行 
處遇計畫 

持續評估更生

人的狀況，確

認處遇措施的

效果並依照狀

況適度修改方

法以因應其進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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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階段的作為 執行階段的作為 
修正與調整 

階段的作為 

區的背景，包括當地

的狀況以及資源。 

續性； 

7.向公眾宣傳更生人再犯所帶來的個人與

社會成本，以及更生人的需求，讓社會

大眾能夠支持更生人重新融入社會的政

策。 

資料來源：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2018). Introductory Handbook on the 
Prevention of Recidivism and the Social Reintegration of Offenders. United Nations, 
P.11. 

參、資料蒐集方法與實施 

一、深度訪談法 

基於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以更生保護會人員、觀護人、檢察官、矯正機關處

遇人員及縣市社會局資深督導為研究對象，共計訪談 17位實務人員。在更生保護

會受訪人員選取上，主要以負責分會運作的主任職位人員為主，並審酌分會的案

件數及受訪者更保工作年資，選取 5 個位於直轄市及 2 個位於一般縣市的更生保

護會人員。而（主任）觀護人及檢察官部分，則以滾雪球方式，選取與更生保護

會合作較為密切之觀護人或檢察官，另矯正機關及社政機關受訪人員亦以該種方

式產生。訪談期間為 2022 年 3 月持續至 2022 年 5 月；有關受訪者之基本資料如

表 2所示。 

  



回頭如何靠岸？更生人復歸社會協助策略之研析 

197 

表 2 本研究訪談人員基本資料表 

編號 性別 職稱 服務機關 

A1 女 主任 更生保護會人員 

A2 女 主任 更生保護會人員 

A3 女 主任 更生保護會人員 

A4 男 主任委員 更生保護會人員 

A5 男 主任 更生保護會人員 

A6 男 主任委員 更生保護會人員 

A7 女 主任 更生保護會人員 

B1 男 主任觀護人 地檢署 

B2 男 觀護人 地檢署 

B3 女 觀護人 地檢署 

B4 女 觀護人 地檢署 

C1 男 檢察官 高檢署 

C2 男 檢察官 法務部 

D1 女 科員 矯正機關人員 

D2 女 調查員 矯正機關人員 

E1 女 督導 社政機關人員 

E2 男 督導 社政機關人員 

二、焦點團體座談會 

在前述人員訪談後，為聚焦研究議題，讓所得意見能擬聚共識，並就政策方

向進行探討，除前述 5 類實務工作者外，本研究另外蒐集相關研究領域專家學者

之意見。再者，為避免討論失焦，本研究舉辦二場次焦點團體座談。辦理時間為

2022年 6月上旬，參加人員基本資料表，則如表 3所示。 

表 3 本研究焦點團體座談參與人員基本資料表 

第一場次 

編號 性別 職稱 專業領域/服務單位 

F1 男 教授 犯罪學學者 

F2 女 副教授 法律學者 

F3 男 檢察官 法務部 

F4 男 檢察官 高檢署 

F5 女 觀護人 地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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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6 男 觀護人 地檢署 

F7 女 少年調保官 地方法院 

F8 男 科長 法務部 

第二場次 

編號 性別 職稱 專業領域 

F9 男 副教授 心理諮商輔導學者 

F10 女 主任 更生保護會人員 

F11 女 主任 更生保護會人員 

F12 女 主任 更生保護會人員 

F13 女 督導 社政機關人員 

F14 女 科員 矯正署人員 

F15 男 專員 矯正署人員 

F5 

（參加兩場次） 
女 觀護人 地檢署 

F8 

（參加兩場次） 
男 科長 法務部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期程之規劃，以深度訪談為主，焦點團體座談會舉辦為輔，深度訪談

方面採半結構式訪談，經整理相關文獻資料後，編撰本研究訪談題綱整理如表 4。 

表 4 本研究深度訪談訪談架構 

研究對象類型 訪談題綱 

更生保護會人員 

(一) 貴會對更生人會提供哪些保護/服務措施： 

1. 居住需求（包含安置、住房等）：貴分會提供哪些措施？成效如

何？會與哪些機關或團體合作？有無改善建議？ 

2. 家庭支持需求：貴分會提供哪些措施？成效如何？會與哪些機關

或團體合作？有無改善建議？ 

3. 經濟需求（包含就業、職業續練、生活津貼等）：貴分會提供哪

些措施？成效如何？會與哪些機關或團體合作？有無改善建

議？ 

4. 現況來說，更生人最常尋求何種保護措施？除前述類別，您們還

有提供哪些措施？您認為可以再增加何種保護措施？對於不符

合（身分或申請項目）的申請案，貴會如何處理？有無建議？ 

(二) 目前貴分會最常合作的機關團體？就您觀點，目前更生保護最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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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類型 訪談題綱 

的網絡資源？最有幫助的網絡資源？您最希望能再加強或引進何

種社區資源？自去年社安網 2.0實施後，合作關係是否有改變？參

考國外「全程照護」的概念，避免漏接需要服務的更生人，或是發

生資源重問題，更生保護會的工作模式有何需要改建的方向或建

議？ 

(三) 就您的觀點，現階段貴分會整體服務效益如何？哪些因素會影響服

務效益？目前組織運作上有無困難？有無策進作為？ 

觀護人 

(一) 目前觀護人是否會跟更生保護會有所合作？具體合作內容為何？ 

(二) 就您的觀察，更生保護會服務更生人的量能為何？有哪些優點？有

哪些缺點應改善？具體之改善方向？ 

(三) 就您觀點，目前更生保護最應該再加強或引進何種社區資源？參考

國外「全程照護」的概念，避免漏接需要服務的更生人，或是發生

資源重疊問題，您認為更生保護會的工作模式有何需要改建的方向

或建議（如盤點社區資源、做好資源連結工作？加強與矯正機關的

合作？強化個案管理工作？⋯） 

(四) 就您的經驗，哪些情況下的更生人對於更生保護的需求高且願意申

請服務?哪些更生人有需求卻沒有提出申請，原因為何？當您獲得

資訊，更生人是有更生保護需求的，但未提出申請，您會如何處理？

您覺得怎麼做可以讓有需要的人願意向更保會提出申請？您認為

現行規定應該如何修正，讓有需求的更生人獲得最大的服務？ 

檢察人員 

(一) 目前檢察官是否會跟更生保護會有所合作？具體合作內容為何？ 

(二) 就您的觀察，更生保護會服務更生人的量能為何？有哪些優點？有

哪些缺點應改善？具體之改善方向？ 

矯正人員 

(一) 目前矯正機關是否會跟更生保護會有所合作？具體合作內容為

何？ 

(二) 就您的觀察，更生保護會服務更生人的量能為何？有哪些優點？有

哪些缺點應改善？具體之改善方向？ 

(三) 實務上發現，矯正機關在提供資料給更生保護會時，時有缺漏或不

願意提供的情形。就您自己的看法，造成這種現象的可能原因為

何？可以如何改善，以提升矯正機關提供資料的精確度？ 

(四) 有關出獄更生人的輔導，有哪些改善措施，可以讓矯正機關與更生

保護會的合作關係更密切？ 

社政人員 

(一) 社政機關跟更保會在哪些方面有合作?具體的合作內容為何? 

(二) 就您的觀察，更生保護會服務更生人的量能為何？有哪些優點？有

哪些缺點應改善？具體之改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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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類型 訪談題綱 

(三) 更保會是法務部監督的民間團體，但帶有濃厚的社福色彩。您認為

更保會在社福網絡中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四) 更生人出監後其實如同一般的國民，大多數的國家都會結合社區的

資源，提供所需協助。就您的實務經驗，更生人的扶助需求應該回

歸社區的社政系統處理，還是全交由更保會處理?還是共同協力完

成？理由為何? 

(五) 根據國外的文獻，更生人出獄後有沒有穩定的居住地方，是復歸社

會重要的關鍵，對於更生人的居住問題，社政機關能與更保會如何

合作？ 

另根據深度訪談資料分析結果，及對照本研究探討議題，編列焦點團體座談

會題綱，如表 5。 

表 5 本研究焦點團體座談會題綱 

第一場次 

(一) 我國現階段更生保護法採任意保護，未含「法定（強制）保護」（觀護制度），未來

是否應增列法定保護？如增列法定更生保護，如何在現有更生保護法規範下運作？

又如何與現行觀護制度（法定保護）區別或合作? 

(二) 有關更保法含括緩刑及職權不起訴等服務對象是否刪除？又是否應該增加緩起訴

為服務對象？再者，服務對象是否增列毒品觀察勒戒執行完畢者？ 

(三) 為落實更生人全程輔導之效果，討論更生保護人員如何與相關網絡單位合作事宜？ 

第二場次 

(一) 在藥、酒癮個案服務中，您認為法務部跟衛生福利部應如何合作與分工？更保會在

其中能夠扮演什麼角色？ 

(二) 若要實踐更生人全程照護概念，您認為更保會在與矯正機關的合作，在哪些方面有

改善的空間?如何讓兩者合作更為密切？ 

(三) 就您的看法，更生保護會在現行資源明顯較縣市政府來得不足的情況下，更保會有

關更生人服務工作的角色定位是什麼?原因為何？ 

肆、資料分析與討論 

一、深度訪談資料分析 

（一）我國更生保護執行現況 

依據生命歷程理論，為更生人提供有助於維持無犯罪生活方式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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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1，可以終止再犯。而從認知轉變理論出發，也可知如果我們想幫助更

生人停止犯罪並走上正途，就必須讓其有機會過上更好的生活，而不僅僅

是獲得危害較小的承諾2。參考與中止犯罪相關的理論與文獻，更生保護措

施必須要能給更生人足夠的社會支持，讓其有機會過上比從事犯罪更好的

生活。綜合訪談資料分析發現，我國主要由身為財團法人的更生保護會提

供更生人各式的保護措施。現行更生保護執行的重點，也在於協助更生人

自立與增加社會支持上，具體措施包括：提供安置處所、家庭支持方案、

經濟補助、就業協助等。若是運作良好，應可發揮協助更生人復歸社會的

功能，然而實際的狀況如何？以下針對保護措施的執行現況，以及執行上

面臨的困境進行分析。 

1.安置上較缺乏過渡性的安置處所 

從訪談分析發現，在更生人的安置措施上，更保會的安置處所有一

般更生人與藥癮戒治人等兩類的安置處所。其中毒品戒治的安置處所管

理較為嚴格，更生人因不想受到約制，接受入住管理嚴格的安置處所意

願不高。較受歡迎的處所是由協力廠商提供類似員工宿舍的低密度管理

處所，白天工作，晚上及假日可以安排其他教化活動。雖然法務部於 2017

年公布新修正的《受刑人監外作業實施辦法》，已將我國監外作業制度分

為戒護監外作業及自主監外作業兩種，但目前尚在推廣階段，而就更生

保護會可以運用的此類低密度管理處所亦較為缺乏。 

安置處所分兩大塊，一塊是一般收容，像待業中心的概念，另外一塊是

毒品。（A1-3-1-1） 

                                                 
1 Shinkfield和 Graffam（2009）的研究指出，出獄更生人所面臨的挑戰主要包括三個領域：內在

條件（例如身體和心理健康狀況不佳、藥物濫用、教育和社交技能不佳）；生存條件（例如財務、

就業和住房）；和支持條件（例如社會／醫療保健／刑事司法服務、新的社交網絡、非正式社會

支持），這些挑戰會讓許多更生人出監後，很快地即因適應不良而再度犯罪並再入監服刑。因此

更生保護措施應該能夠對上述三個部分提供更生人支持 
2 Ward和 Laws（010）的研究指出，犯罪的發生是因為人們缺乏心理和社會資本來構建和實施對

個人有意義和社會可接受的美好生活計畫（Good Lives Plans, GLP）。生活在弱勢及不幸家庭中

的個體，會發現在試圖滿足自己的慾望方面一直處於障礙。缺乏足夠的社會資源，可能難讓其

發展良好的社會適應能力，使得遵守法律和對社會負責的生活變得更加困難。過錯既在於個人，

也在於社會；存在正義問題和個人責任問題。要協助這些人能過上不犯罪的生活，關鍵是有效

的社會復歸計畫，需要能夠針對從個人到社會結構和過程的一系列目標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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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福或宗教團體合作安置處所⋯分會亦開發多個提供住宿的協力僱

主。（A2-3-1-1） 

但受訪者 A1表示這類的處所不但較為缺乏，且難以對住在該處的更

生人施以教化輔導，僅能依賴廠商是否願意於下班後提供輔導活動。受

訪者 A1 表示，理想的低密度管理處所應該是工作、住宿與教化三者結

合，廠商提供工作與住宿地方，工作之餘能夠配合其他團體提供教化工

作，做為更生人從出獄到真正復歸社會的過渡性住居。 

總會希望我們成立低密度管理處所。（A1-3-1-3） 

目前比較容易成功的案例是讓更生人在那邊住，也同時給他工作。

（B1-3-1-3） 

我們現在有增加低密度管理…不過廠商不可能晚上還幫他們輔導。

（A7-4-10-1） 

我們最缺乏的網絡就是安置機構。（A5-5-2-1） 

身為社政工作者的 E2也觀察到，若更生人可以得到這種住宿結合就

業的機會，更生人自立成功的機率比較高。而身為觀護人的受訪者 B1則

認為，我國確實很缺乏提供更生人過渡生活的低密度管理安置處所，但

這類的安置處所應該由政府開辦，並訂定相關規定，確認哪類的人員出

獄後須在該處所安置一段時間，而不是交由類似民間團體的更保會自行

尋覓類似的處所，讓更生人任意的選擇是否入住。 

比較欠缺的是中間的機構…這種比較像官方…你要讓更保做很難。

（B1-2-4-2） 

要給這些更生人一些技術性低的工作，也提供住宿。（E2-3-1-2） 

2. 近年開始重視更生人家庭支持 

從訪談分析發現，我國近年包括更保會在內開始做家庭支持服務，

然而多採委外方式進行。至於家庭支持服務方案的內容，據受訪者 A5表

示，多為親子活動、心理諮商、家庭聚餐等等，透過活動與諮商拉近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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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與修復家庭關係。輔導期間約為半年。 

內容方面就是親子活動，其他像是心理諮商…辦理家庭聚會、修復家庭

關係等。（A5-3-2-2） 

大多會先給予更生人心理諮商，再加入社會資源…至少服務 6 個月。

（A2-3-2-2） 

另外受訪者 D2表示，矯正機關近年在家庭支持重建上，也特別注意

家庭暴力相對人與家庭間關係的重建工作。 

家暴犯於出監前，我們會通知更保會。（D2-1-2-7） 

不過雖然法務部積極推行家庭服務方案，然而更保會對於該方案多

與其他相關社福團體合作，採轉介或委外的方式辦理。透過委外單位，

更保會也可以另外再增加資源的連結。 

我們和非營利組織有合作委外經營…希望透過這個單位再幫忙連結其他

資源。（A5-3-2-1） 

家庭支持方面我們都是委外…他們也幫我們結合很多其他資源。

（A7-3-2-1） 

3. 主動求助個案多是尋求福利補助 

研究發現，主動前來更保會要求服務的更生人，大多是希望更保會

能夠在經濟上給予協助。通常有福利身分者會先向社會局等相關單位提

出申請，來更保會者，則多為無法申請到社政單位補助者。然而更保會

能夠提供的經濟補助，也必須符合規定的條件始能核發，並非只要具備

更生人的身分就可以直接補助，因此更保會人員常需花許多時間跟這類

服務對象做解釋。 

影響到服務效益的因素，主要是個案覺得出監就可以從我們這邊拿補

助。（A1-6-2-1） 

然而更保會給予更生人的福利補助，多為暫時的協助需求，如更生

人及其子女獎助學金、旅費支應、家貧者醫藥費用補助急難救助、代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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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券、毒品更生人口提供租屋補助及穩定就業獎勵金等。 

他沒有福利身分，更保對於他的困境也只能給予一次性的幫助。

（B1-2-3-2） 

更生子女獎助學金、急難救助、旅費支應、代用餐券、毒品更生人租屋

補助、穩定就業獎勵金。（A3-3-3-1）。 

更生人最常尋求經濟上的協助。（A4-3-4-1）  

不過受訪者 E1認為，更生人家庭可能有複合性的問題，且更生人在

社會上面臨就業歧視，特別需要更保會的協力廠商給予更生人就業的機

會，因此他認為，更生人反而應該優先使用更保會的資源，若有其他不

夠之處，再由社政機關就個案情形進行判斷，予以協助。 

社安網都是以家庭為中心去工作…更保會有協力的廠商，所以我才說是

不是優先用他們的資源。（E1-1-3-1） 

4. 保護措施主要視個案接受服務意願 

更保會所實施的各項措施，因屬任意性保護，因此皆須尊重更生人

本身的意願，即使是觀護人轉介案件，也會尊重更生人意見。然而更保

會經常遇到的情況，是更生人不願意配合或接受協助的情況。因此，近

年更保總會修正規定，更生人不配合處遇措施者，更保會即可結案。 

我們轉過去的案件都是當事人願意，起碼是不反對的。（B1-1-1-6）  

更保會不是公部門，更生人受理服務沒有強制性，服務上我們是主動出

擊。（A6-15-1） 

因為更保會是財團法人，無公權力、人力，導致執行上有困難。（D2-1-4-4） 

（二）更生保護網絡合作情形 

行政院雖推動的社安網第二期計畫，將投入 4 百多億，增加公私立機

關團體 9 千多位的社會工作人員，其中更生人是社安網重要的關注與服務

對象，因此將矯正機關及更保會納入第二期計畫的網絡單位。然而衛生福

利部所屬單位，及各縣市政府衛生局及社會局，在矯正機關及更保會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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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網的網絡之前，對這兩個單位非常陌生，即使在社區當中有各種方案，

但卻未曾想過將服務的觸角伸入矯正機關中。從訪談分析發現，更保會期

待衛生福利部將更生人當成一般國民，提供更種服務，而社政單位則希望

更保會負擔起個案管理工作，由更保會替更生人做各種資源的連結。 

1. 社政及衛政系統與更保會鮮少互動、彼此陌生 

社政單位的受訪者 E1與 E2都表示，在其過去 10多年的社工職業生

涯中，都未曾與更保會接觸過，詢問同縣市的其他社政同仁，也沒有相

關的經驗。只有在去（2021）年社安網第二期計畫中，明定更保會為網

絡成員，社政網絡會議開始邀請更保會參加後，才逐漸與更保會有一些

接觸。受訪者 E1 及 E2 也表示，從更保會的宣導資料，發現更保會對更

生人的服務很全面，因此非常期待更保會能夠發揮功能，增加社政單位

服務的量能。 

二期社安網計畫之後，更保跟矯正機關才納入重要網絡核心單位…跟更

保的接觸幾乎是零。（E1-1-1-1） 

我們對更保也很陌生。（E2-1-1-1） 

2. 更保會常是矯正機關唯一合作的民間團體 

更保會帶有官方性的色彩，在作風較為保守的矯正機關中，更保會

常是唯一與監所合作的民間團體，或是其他民間團體進入矯正機關的橋

梁。更保會於矯正機關內除宣導之外，也會引入師資協助矯正機關辦理

職業訓練或教化活動。受訪者 B1就舉例，某縣市的廠商能夠進入矯正機

關進行職業訓練，並在其出監後立即提供工作與住宿的地方。而參考國

外的更生人就業服務計畫，這樣的模式執行成效較好，維持更生人穩定

就業的成功率較高。而這家廠商之所以能進入矯正機關，是因為老闆是

更保會的委員，透過更保會才有機會進入矯正機關。 

矯正機關跟更保的連結比較深…因為更保有半官方色彩（B1-2-2-3）。 

和監所合辦技職訓練，還有三節的關懷活動，還有空大的就學，就業講

座等。（A5-9-1-1） 

矯正機關跟更保會的配合，彼此間也有一定的默契。（D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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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更保會認為更生人照護應回歸社區資源系統，更保會則是補充角色 

社政系統對更保會充滿期待，不過更保會本身認為自己為民間團

體，對於衛生福利部所屬機關將更保會當成政府機關，需負擔所有更生

人的服務工作感到不平與無奈。受訪者 B1表示，衛生福利部有關更生人

的照護工作，常常都劃分給更保會，然而更保會的性質應該更接近社福

團體。B1認為，更生人出獄就是一般國民，衛生福利部對國民應該有的

照顧，也應該給予更生人，而非被衛生福利部排除。此種狀況，除了是

責任切割外，其實也是在給更生人貼標籤。更保會的服務，應該是在補

充衛福部以及縣市政府對更生人照護不足的地方。 

衛福部都把更保會當成官方機關了，更生人都丟給我們，但他們就是一

般國民阿。（B1-3-2-4） 

社會局聽到個案是更生人，就是說請他去更保會，這樣有點奇怪，好像

貼標籤。（A5-3-6-2） 

4. 社政單位認為更保會應負責更生人個案管理工作 

不管是毒品更生人、性侵害加害人、精神障礙更生人、家庭暴力相

對人或是脆弱家庭的更生人，衛政及社政機關在社區中均有提供輔導協

助方案。然而，從訪談分析中發現，這兩個系統幾乎沒有深入矯正機關，

從更生人還在監時就開始輔導，但為不漏接個案，及基於全程照護的理

念，以降低收容人的再犯機率，犯罪者確實有從矯正機關就須開始追蹤

的需求，因此身為社政人員的受訪者 E1 及 E2 都希望更保會能成為矯正

機關收容人與社區資源銜接的中介者，對於更生人應負責個案管理工

作。然而考量更保會為民間團體，甚且近年來，政府已經配置大量的資

源在社政及衛政機關，兩者經費相差懸殊，基於政府一體的概念以及資

源有限的情況下，社政與衛政機關應可以考慮仿效勞政系統，直接與矯

正機關建立連結，提早進入矯正機關服務個案，較能夠提高服務的效能

及不漏接個案。 

這類標的人口應該要優先去適用為他們準備的更保會。（E1-1-3-4） 

更保應該更具主動性，辦理個案管理角色。（D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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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更生保護執行成效 

綜合訪談分析，更保會在服務效益面向，只能就更生人基本需求提供

服務，輔導量能亦相當有限，恐難以發揮社會大眾期待的效益。 

1. 更保會僅能對個案進行緊急短期服務 

觀察更保會的服務效益，發現以其目前人力狀況與經費情形，多只

能夠提供更生人基本的需求服務，或是當作資源的平台，進行轉介的工

作。 

人力根本不夠，最少要多四個人才比較可以提升整體的服務效益。

（A4-6-3-1）  

我覺得量能可能有限，因為正職的人不多…你不能期待他的量能做很大

啊。（B1-2-1-1） 

量能牽涉到人力、預算、法源。專職者太少。（B2-2-3-1） 

然而屬社政人員的受訪者 E1表示，社政機關的案件負荷量也很大，

更保會能夠以志工協助訪視，但對於社政系統的社工而言，未進行需求

評估每一件個案都需要親自訪視，而類似更保會的一次性訪視案件，社

政系統每年也是上千件，因此受訪者 E1認為，社政機關的工作負荷也很

大，其實不輸更保，但社政單位在部分個案上，卻可以做到個案管理的

深度服務。 

如果只是一次性的訪視，我們一年也可以訪視上千人，而且都是社工親

訪。（E1-1-2-2） 

2. 輔導量能亦有限 

身為矯正機關的受訪者 D2認為，矯正機關對更保會很多期待，希望

更保會能夠提供更多協助，但更保會實際能提供的協助有限，即使有許

多的方案在推動，但到後面可能流於形式，也經常要求矯正機關自行先

篩選適合的個案，再提供服務。 

更保會心有餘而力不足，導致這些計劃、方案最後都流於形式。（D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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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員心態影響服務品質及效能 

受訪者 C1是地檢署的人員，從其角度觀察，認為更保會誠然有工作

量過大的問題，但很重要的是專職人員的心態也需要調整。C1認為，許

多專職人員久任後，一直沿用過去的工作模式，甚至與更生人的互動停

留在上對下的態度中，如果不改變服務心態，引進新觀念，讓更生人更

願意向更保會求助，會影響更保會的服務效能。因此 C1表示，他會要求

更保會要加強教育訓練。 

更保的人也有一些問題…工作心態，可能就會影響到我們的服務品質跟

量能。（C1-2-1-3） 

二、焦點團體資料分析 

（一）我國更生保護不受重視，外界常將重任全交由更生保護會負責 

我國更生保護工作，與歐美不同，並非起源於宗教慈善團體，而是由

官方成立的機構負責。更保會即為達成這個目的的產物。我國更保會歷史

悠久，雖為法務部扶持的民間團體，但是因其名稱及工作內容，加上該會

辦公處所設在地檢署內，常被外界誤解為公務機關，而將屬於各政府機關

應該負責的更生保護事項，交由其辦理。尤其是更生人任意性保護措施部

分，目前重擔幾乎全在該會身上，當服務對象具有更生人身分時，公、私

部門常會認為應由更保會處理。但實際上，更生人常常有多元的處遇需求，

需要跨網絡的協助，可能涉及衛政及社政系統的服務項目。再者，近 20年

來政府為推動性別暴力防治工作，衛生福利部已經投入相當多人力與資

源，除被害人保護工作，並及於加害人處遇工作，這些工作理應及於加害

人的更生保護工作，方能發揮再犯預防效果。同樣地，毒品戒治若只將重

點放在戒毒或是處遇工作，而沒有及於毒品犯的其他需求，亦難發揮再犯

預防效果。在本研究焦點團體座談會舉辦過程進一步發現，更保會受限於

各項資源的不足，在輔導個案尚難以深化與精緻化。因此，為避免服務項

目與其他機關疊床架屋，應由各部會共同承擔。此外，亦應注意更保會為

一民間團體，量能有限，無法承擔所有任意性更生保護工作之事實。 

更保分會與地方政府社政間，工作項目有很多重複的服務項目。（F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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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更保會各項資源與衛生福利部相較有若天壤，更生保護工作應考量現行國

家資源配置 

更保會自 2021年起，與矯正機關同時被納入社安網第二期計畫，然而

政府在社安網投入的經費及人力，大部分流至衛生福利部所屬的衛政及社

政系統中，而更保會屬於法務部所補助的民間團體，雖然被納入治安網的

網絡中，但所分到的資源並未隨之增加。 

更保就是針對社政機關在轉銜更生人的空窗期，加以銜接，也就是救急不

救窮。（F12-1-2） 

更生保護會與縣市政府社衛政機關社會福利資源相較，有相對不足之情

形。（F11-1-3） 

更生人往往要面對許多的問題，在現行以家庭為中心的服務概念之

下，所需的資源挹注更非單一機關團體所能解決，考量國家整體資源的配

置，衛生福利部所屬單位在現行社區計畫中，有以更生人為服務對象者，

應考量不再交由更保會負擔，以縮減更保會的服務範圍，減輕已不堪負荷

的工作量，更保會才能夠朝深化與精緻化的更生保護方向前進。 

可部分轉由縣市政府社衛政機關相關資源予以提供，讓更生保護會更專注

更生人之追蹤輔導、中高風險更生人認輔。（F11-1-4） 

（三） 藥癮個案應回歸衛政系統或社區處遇計畫 

毒品與酒後駕車的公共危險案件，為目前司法系統佔量最多的犯罪類

型之一。這類的犯罪類型，犯罪者不單純被當成罪犯，還被視作病人，處

遇方式有別於一般犯罪類型的更生人。為協助毒癮者的戒治，讓其復歸社

會，政府各機關投入大量的資源與人力，甚至在各縣市成立毒防中心，針

對毒癮者的處遇需求提供幫助。此外，部分縣市的觀護人室亦有毒品更生

人社會復歸的多元處遇計畫。目前毒品更生人為更保會的服務對象，甚至

部分更保會還有新增毒品個案管理師，然而在相關人力資源配置上，並無

法與衛生福利部所屬機關相較，且從前述更保會的工作負荷量來看，現行

的任意性更生保護工作個案負擔，已讓大多數更保分會難以提供精緻化服

務，為提升更保會個案服務效能，應考慮將藥癮更生人回歸衛政系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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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社區處遇計畫，排除於更保會的服務對象外。 

對於有藥、酒癮的更生人，應該更需要更保儘早提供出監規劃的協助。

（F9-2-1） 

有藥、酒癮的人要定義為病人?還是犯人?這類的更生人很需要醫療資源的協

助。（F10-2-1） 

建議現參加醫院戒癮治療的毒品更生人可由毒防中心負責。（F11-2-1） 

（四）需建置跨網絡資訊整合平台 

如要使更生人轉銜順利，機關間資料的傳遞必須即時、完整，尤其是

矯正機關蒐集而來的資料，可以讓相關單位瞭解收容人出監後所需的更生

服務。惟因為個資法規定，如像犯罪紀錄這類隱私性較高的資料，通常不

被允許在未獲當事人的同意下隨意蒐集。 

讓受刑人有團體資源的置入，讓個案瞭解出監後，有怎樣資源的協助。

（F14-2-2） 

在個案的資料傳遞上，建議可修法並建置個案轉銜網路平台。（F11-2-3） 

除了法源依據的修正外，在全程照護的概念下，亦可思考思考建立一

個跨網絡的資訊平台，與更生保護工作相關的機關團體都可以利用這個平

台，來取得更生人相關的處遇資訊，將可促進服務效能，避免個案服務過

程還要再蒐集相關資料。 

希望以資訊系統的方式對接資料。（F15-2-1） 

可以建立跨網絡平台，讓社政機關跟更保可以有預防性討論。（F13-2-1）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一）須重視社會福利與衛生保健系統在更生保護的角色 

社會福利與衛生保健系統專業人員可以為更生人制訂就業、教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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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濫用、健康和心理健康計畫，使更生人重新融入社會，並可以倡導減少

成功重返社會障礙的政策。透過這樣做，可以促進社區最弱勢人群的健康，

並幫助扭轉其對社會正義承諾的威脅。研究結果顯示，增加工作培訓和釋

放後的就業機會以及提供健康保險和獲得初級保健是具體的優先事項

（Freudenberg, Daniels, Crum, Perkins, & Richie, 2008）。然而由於社會福利

與衛生保健系統對更生人所提供服務往往是片段式的，加上可及性不高，

導致更生人在使用上面臨許多障礙（Smith, Mays, Collins & Ramaswamy, 

2019）。更生人重返社區後重建生活的複雜性包括獲得住房、尋找就業機

會、正式身分證明和重新申請其他社會服務。因此，社區中相關機構，包

括社會局（兒少福利、社會救助、食物銀行等）、衛生局（毒品危害防制中

心、心理健康中心）、勞動局、都發局和宗教團體等。這些機構除了提供安

全且滿足最基本生活所需的服務外，也被認為是弱勢群體的第二次機會服

務（Jason, Salina, & Ram, 2016）。 

隨著毒品人口增加，地方衛生機關的角色越來越重要。衛生局是地方

公共衛生系統的支柱，其使命和目標是改善社區的健康、福祉、安全和生

活質量，對於毒品人口而言，是提供社會支持的重要機構。社會支持有三

個要素：支持強度、網絡特徵和提供的支持類型。支持強度反映了個人在

社會支持網絡中所提供的支持程度。社交網絡的特徵包括網絡的規模以及

構成網絡的人員類型。一個人的社交網絡提供的支持類型可以是有形的（例

如，提供金錢、食物等實體物）或無形的（例如，提供情感上的支持），也

可能是針對特定問題的處理，例如提供戒癮治療，並支持成癮者持續接受

治療。由於毒品人口經常合併精神疾病，因此除了毒品戒治外，尚需治療

其精神問題，才有可能協助更生人成功重返社會。顯示衛生機關在社區提

供基本公共衛生服務方面發揮著核心作用，除了預防和減少慢性病，並保

護兒童和家庭免受毒品和傳染病的侵害（Nargiso, Kuo, Zlotnick, & Johnson, 

2014）。再者，與一般社區中的女性相比，女性更生人更容易罹患慢性傳染

病，如：愛滋病、C型肝炎和其他性病等。女性毒品人口出獄後，除了可能

持續使用毒品外也很容易懷孕，因此她們需要產前和產後以及計畫生育服

務（Kelly, Hunter, Daily, & Ramaswamy, 2017）。這些都與社會福利和衛生保

健系統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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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安全網應該強化關注更生保護議題 

涵蓋精神衛生、刑事司法體系的司法心理衛生服務，是精神障礙更生

人「復歸社會」的根本且系統性的問題，需要全盤考量。行政院核定之「強

化社會安全網計畫」第一期計畫（2018-2020 年），有關精神障礙者部分具

體指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欠缺資源可近性、服務對象為已發生保護性案

件卻未能發揮預警功能、防範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之突發事件個案服務待

深化、社區精神病人關懷訪視人力待補充，以及精神病人社區生活支持服

務資源待增加等項。目前已邁入第二期計畫（2021-2025 年），有關精神障

礙者犯罪部分，具體內容包括：經由布建 71處社區心理衛生中心、49處精

神障礙者協作模式服務據點；設置 1處司法精神醫院及 6處司法精神病房，

俾執行分級、分流處遇，並建立社區銜接機制；整合衛政、社政、教育、

勞政、警政、法務等體系橫向合作，並補助民間團體專業人力辦理各類專

精服務方案，綿密跨網絡合作機制等項。其中「司法精神醫院」、「司法精

神法院」與更生保護工作密切關聯，這突顯我國社會安全網推動統合不同

部門資源之重要性。但政府在第二期計畫中投入的 407億及增加 7,797社政

人力，資源幾乎全流至衛生福利部。本研究認為，更生輔導工作為跨網絡

的合作，且應考量政府資源配置及全程照護理念，社會安全網所關注的焦

點，與更生保護措施關聯性高，因此計畫中應該要對更生人復歸社會的輔

導措施更加注重，而非僅關注在衛生福利部的業務範圍內。 

（三）更生人家庭支持及協助方案應加強落實 

收容人的家屬在其服刑期間主動或被動的探望頻率愈高，收容人出獄

後的再犯可能性愈低，收容人與家屬保持正向的互動和支持有助於降低再

犯率。因此，針對監獄中有小孩的收容人舉辦親職教育方案，同時在社區

推動更生人家庭支持服務方案乃重要方針。法務部曾於 2009年推動的「更

生人家庭支持服務方案」，但根據鄭麗珍（2012）研究，雖然肯定該方案的

精神符合矯正處遇典範的轉移，卻也發現服務提供與需求有落差、方案補

助經費不足、行政工作無法配合、民間單位人力不足、不熟悉與更生人工

作的經驗等瓶頸。嗣後，雖然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決議對於更生人提

供必要之托育協助、建立「更生人家庭支持系統」。然因各地更生保護會及

矯正機關資源不同，致服務內容亦不盡相同而有落差。再者，目前除法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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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外，衛生福利部對於家庭支持服務方案的專業程度，遠較各部會具備更

多的資源及專業能力，而其所辦理之家庭支持服務方案（例如守護家庭小

衛星），經費來源固定，且有專業社工提供服務，惟服務對象只有收容人，

而未包含更生人，也顯示各部會在縱向協調未能完善，全面性服務內容的

發展有改進的空間。此亦彰顯法務部雖為更生保護業務主責機關，但在更

生保護工作上，各個政府部門專業分工上應重新檢討，避免因為政府機關

業務劃分的隔閡，使得有需要的更生人無法得到政府資源的關注。例如對

於本來就是屬於社政及衛社系統服務對象的收容人，考量更生人復歸社區

需要長期的輔導，社政及衛政系統的社區資源，應該可以提前進入矯正機

關服務收容人，俾利出監後的輔導。同時，針對家庭支持系統薄弱之更生

人，可參考國外社區更生人服務模式，經由招募志工提供更生人復歸社會

之陪伴，藉以強化非正式支持系統之力量。 

二、研究建議 

（一）持續建構友善更生人職場環境 

周愫嫻等人（2014）研究指出，能夠順利就業的更生人，所具有的特

質包括：能維繫工作上人際關係與網路、累積昔日工作經歷，願意重新學

習、友善雇主認同更生人、會篩選適當工作類型，降低就業阻力、工作態

度主動積極、決心遠離過去損友、獲得適合就業的資源。然而不幸地，大

多數更生人沒有在釋放後獲得就業的支持協助，或者提供協助不足導致無

法產生實質的助益。是故，除了先前在矯正機關中已經提供的就業技能培

訓外，更生保護會應該提供協助更生人發展求職與面試技巧、討論期望、

解決求職過程相關的焦慮、提供有關就業市場的訊息、準備簡歷和申請手

續等措施（UNODC, 2018）。此外，更生保護會應該跟矯正機關合作，在矯

正機關中就應該開始跟收容人討論，可以返回哪些社區；也可以媒合能夠

提供就業協助的個人或以前的雇主（Tucker, et al., 2019）。研究者以為，更

保總會可仿效其他政府部門，建構個案資料庫，再提供給各分會建置個案

資料，並跟矯正機關的出監人口進行介接。如此一來，將可對更生保護會

所服務之個案，進行更為完整的服務與分析。而為便利個案的追蹤，應該

在更生保護法中增加相關規定，讓更生保護會可以直接介接矯正機關的系

統，一來在出獄的銜接上可以不漏接個案，二來可以落實全程照護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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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持續進行追蹤。整體而言，從個案管理的角度，應該要朝建構個案管理

系統的方向努力，尤其不論是矯正機關或是更生保護會都隸屬於法務部，

要達成此一目標應該不難。等系統發展成熟，還可以進一步與其他機關的

系統資料進行連結，形成跨網絡資訊平台，讓網絡內的成員彼此可以分享

資訊。 

而政府縱然相當程度解除限制更生人就業相關法令，提供更多樣的就

業機會，倘若雇主無法理解更生人特殊背景，社會的烙印對待，形成與人

相處較不容易等困境，而無法提供相對更多的體諒及包容的友善職場，亦

難以使更生人就業穩定及成功。以全球知名汽車大廠為例，如 Audi、BMW、

Benz的美國 B型企業晉升工程（Cascade Engineering），公司一半以上的員

工是更生人，公司致力種族平等，保持對公平、多元化和包容性企業文化

承諾，致力讓員工感到安全的工作場所，公司認為對於更生人而言，不是

同情及福利，而是機會，提出更生人只是「回歸的公民」（Returning Citizens）

的口號，透過人力協調員將申請人、工作機會和其他包含交通和安全住房

等政府支持計畫都整合在一起，因此公司留任率達 96%，值得參考3。因此，

如何令國民瞭解更生保護事業之推動，需要全體國民之共同參與，其概念

類似於全民國防「人人有責」之想法，政府及更生保護會應與企業建置公

私協助及夥伴關係，尤其是雇主對於更生保護之深度理解與支持，才能提

供更生人相對友善的職場，促進更生人就業成功，創造雙贏。 

（二）應有更生人住房協助方案 

從前述的國內外研究可以發現，有穩定的住居所是更生人能否成功復

歸社會的關鍵第一步。雖然更保會針對更生人的住房有相關租屋補助方

案，我國在少數計畫中，例如辦理毒品更生人社區復歸多元支持計畫中，

也提供部分金額的租金補貼予更生人，但觀察同為亞洲國家的日韓兩國，

掌握社會住宅的公部門，會保留部分社會住宅予更生人。因此我國相比於

國外先進國家所採取的更生人住房協助方案，可能遠遠不夠。研究者以為，

                                                 
3 推動 B型企業的是 2007年設立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非營利組織－B型實驗室（B Lab®），致

力使「人們的商業活動發揮對社會及環境的正面影響力」，迄今 B 型企業已成為企業永續的黃

金標準，並持續地啟發及引領著全球上千家企業建立與利益相關者共益的營運績效、及良好公

司治理的榜樣（社團法人 B型企業協會 (B Lab Taiwan)，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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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生人住房的協助上，我國政府應該更加重視，例如更保會在 2021年 10

月開始結合社會住宅及更生人需求，試辦的更生住宅方案，至今實施已逾 1

年，相關機關可評估該方案的效益，並思考如何擴大推廣。 

（三）社政及衛政機關應提前進入矯正機關協助收容人 

近年來，隨著更生保護逐漸受到重視，為保障收容人的基本人權，許

多國家都將矯正機關的收容人視為「穿著囚服的國民」。為了無縫接軌，會

導入社政與衛政機關的資源到矯正機關中，讓這些資源儘早進入矯正機

關，待收容人離開矯正機關後，相關的資料也直接轉移至社區的醫療院所

或社政機關，可避免個案漏接，達到全程照護的理念。因此社區中負責一

般國民各項事務的機關，例如社政、衛政、勞政等機關的資源，會導入矯

正機關中，提前對收容人進行出監前的輔導工作。本研究認為，應該參考

聯合國建議，相關政府部門應確保更生人能夠獲得所需的社會福利保障，

而且在出監前就必須與社區衛生單位建立聯繫管道，包括愛滋病、結核病

和其他傳染疾病治療以及因吸毒而引起的障礙預防、治療和護理等措施

（UNODC, 2018: 56）。而女性更生人往往比男性更生人有更大的健康相關

需求，尤其是有關心理創傷和諮商服務（Price-Tucker, Zhou, Charroux, et al., 

2019）。且面對精神疾病犯罪者增加，政府必須優先治療涉及刑事司法系統

的嚴重精神疾病患者，並且社區中需有機制持續評估治療的成效。 

（四）應由政府機關主責更生人跨網絡協助 

我國因應歷史發展，更生保護工作是以政府與更生保護會協力形式，

由具財團法人性質的更生保護會推動辦理相關工作。但鑑於廣義「更生保

護」工作，負責機關涵括政府社政、衛政、毒防中心、家防中心、少輔會

等機關（構），為保護社會安全，預防更生人再犯，政府機關責無旁貸，對

於更生人處遇需求的跨網絡合作，也確實需要強而有力的主責機關。研究

者認為，更生人所需的服務常須跨網絡合作，由政府單位主責才能夠協調

與綜理。更生保護會雖由法務部扶持，然而仍屬民間團體，而實際上，在

社區中，不論是衛政機關、社政機關、勞政機關，都有針對不同犯罪類型

的更生人，各自推出服務方案，例如各縣市的毒品危害防治中心依規定，

須對施用毒品者及其家庭提供社會救助、危機處理或保護等服務。因此，

本研究認為，政府各機關的更生保護服務方案，應往前延伸至矯正機關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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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期間為宜，並由原負責的政府機關擔任跨網絡的主責單位。或是參考國

外做法，指定地方政府做為整合資源者，而更生保護會則是對於非屬於社

政或衛政系統處遇方案的服務對象，卻有服務需求的更生人，再做補充性

的更生保護服務。 

（五）應對更生人所需保護措施進行調查並進行效益評估 

我國更生保護會的服務項目中，包括提供更生人居住安置、技能訓練、

協助就醫、就業輔導、就學輔導、創業貸款、經濟資助等服務。為因應更

生人需求，實務運作上有很多計畫或方案，可謂琳瑯滿目。然是否能發揮

協助更生人復歸社會之效益？有待討論。本研究認為，應該參考衛生福利

部每五年針對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做調查的方式，定期針對更生人

的保護需求做調查，以作為政策規劃的依據。此外，我國更生保護制度已

經實施多年，但對於接受更生保護會服務個案之狀況、需求以及輔導效益

如何，則欠缺系統性研究。建議法務部可針對目前各更生保護會以及其合

作之公私部門，進行系統性研究。同時研究對象，應該包含接受服務的更

生人。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鑑於本研究經費之限制和關注之焦點，因此，並

未以出獄之更生人為研究對象進行研究，此乃本文之重大研究限制。然鑒

於更生人的生活情形與需求調查，是政策規劃上重要參考項目，而且相對

而言，需探討的議題也較為廣泛。建議未來法務部相關單位，可思考定期

對更生人進行需求評估，並持續提供所需之支持服務，從而降低其再犯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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