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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研究背景

 研究動機與⽬的

 研究設計與實施

 研究結果: 國內外類似制度之比較分析
 研究結果: 深度訪談結果與分析
 研究結果: 官⽅資料統計分析
 研究結果: 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焦點團體座談結果分析

 本研究建議: 政策⾯(短/中⻑期)與實務⾯(短/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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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政策的轉變

 近年來政府為達防⽌再犯之⽬的，將我國預防犯罪的刑事政策關注焦點，逐漸從社
會防衛導向，轉化為以協助犯罪⼈復歸社會為核⼼。

 法務部矯正署⾃2017年6⽉不遺餘⼒推動《⾃主監外作業制度》，以協助受刑⼈順
利復歸社會⽽防⽌再犯。截⾄2022年8⽉，共累積計5,447位受刑⼈參加⾃主監外作
業。

 《⾃主監外作業》，係指受刑⼈⾃主往返作業及監禁處所，監獄無須派⼈戒護之監
外作業型態，以落實受刑⼈階段性處遇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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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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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6



研究背景7



研究動機

⾃主監外作業實施成效為何？對於受刑⼈再犯預防，該⽅案所扮演的
機制⾓⾊為何？迄今仍未有具體之實證研究結果產出，此為本研究的
動機之⼀。

國外⾸先主張復歸理念的國家，特別是美國，其有無相對應且正在實
施的制度或方案，以及有無相關的成效評估研究，提供本國參考？此
為本研究的動機之⼆。

此⼀制度實施5年之際，參與的受刑⼈已逾5千4百⼈，參與的廠商與
NGO團體已逾200家，受刑⼈從事的作業類別已逾20種，實有必要邀
請相關等利害關係人，進行此一制度的效益評估研究。此為的產、
官、學以及刻正參加之受刑人、曾經參與之更生人本研究的動機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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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9

整理其他國家類似⾃主監外作業之中間性處遇措施之文獻，並與我
國現⾏制度進行跨國制度比較分析。

蒐集歷年參加⾃主監外作業受刑⼈之官⽅資料，包含⼈數、⼈次、
性別、罪名、參與作業產業類別等，進⾏官方資料分析，以了解再
犯情形。

針對參與⾃主監外作業受刑⼈與為參與者進行問卷調查比較，以了
解參與者對於復歸社會的⾃我信⼼程度。

針對矯正機關、合作廠商、曾參與⾃主監外作業之受刑⼈、更⽣
⼈，從預防再犯、社會復歸、成本效益及保險制度等不同視⾓，進
行深度訪談與焦點團體座談，評估當前自主監外作業制度之執行效
益。

針對研究結果，形成政策說帖，提供法務部矯正署作為策進此⼀制
度之道，並發表學術刊物。



研究設計與實施：研究架構10



研究設計與實施：研究方法

•了解受刑⼈對⾃主監

外作業之看法及復歸社

會之⾃我效能，編製調

查問卷，分北中、南、

東四區監所參與之800名

受刑⼈進⾏問卷調查。

• 邀請犯罪與矯正背景
之學者與專家，共計2
場次12名，針對本研究
質化與量化分析的初步
結果，進⾏檢視與討
論，以形塑政策建議。

•邀請參與⾃主監外作業
之利益團體，包含受刑
⼈、更⽣⼈、矯正代表
與廠商等共計12名，進
⾏深度訪談。

•本研究擬蒐集近年來官
⽅統計資料，進⾏量化
統計分析，瞭解參與⾃
主監外作業者出獄後的
再犯比例與因素。

官⽅資料
分析

深度訪談
法

問卷調查
法

焦點團體
座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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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資料分析(獄政資料庫)：敘述統計分析12

個人特性
1. 性別
2. 年齡
3. 教育程度
4. 婚姻狀況
5. 職業/家庭

經濟狀況

自主監外作業
有無參加

再犯情形
檢察官偵查起訴且經
法院判決確定有罪

多變量分
析

犯罪經驗
1. 罪名
2. 刑期
3. 犯次

邏輯式迴歸分
析、卡方檢定、
相關性檢定析



問卷調查法分析：推論與應用統計分析13

自主監外作業參與者

1. 態度與看法
2. 自我效能

個人特性

藉此了解執行成功或
失敗的成因與特性

卡方檢定、相關
係數分析、迴歸
分析、信度與效
度分析…等

社會支持

在監表現

工作表現



研究設計與實施：研究對象與參與人數14



各國自主監外作業制度之介紹與比較

我國與各國自主監外作業制度法制面之比較表(1/2)15



各國自主監外作業制度之介紹與比較

我國與各國自主監外作業制度法制面之比較表(1/2)16



各國自主監外作業制度之介紹與比較

我國與各國自主監外作業制度實施現況之比較表17



各國自主監外作業制度之介紹與比較

我國與各國自主監外作業制度成效評估之比較表18



各國自主監外作業制度之介紹與比較

各國自主監外作業制度介紹與比較後值得借鏡之處

 放寬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遴選之條件

 自主監外作業與外役監受刑人條件應區隔

 邀請法官、檢察官與社區代表參與遴選工作

 擴大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從事作業之型態

 對於外出工作有疑慮之受刑人可搭配GPS

 社區成立專責自主監外作業之收容機構

 經評估研究發現參加者再犯率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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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結果之綜合分析-當前之困境(1/2)

 監獄端

 全部監所均推動此一制度，小機關
力有未逮

 適切之合作廠商尋找困難

 部分廠商忽略職安

 戒護科與作業科立場相左

 受刑人出工心態:透透氣、開眼界，
非真正想學技術

 受刑人/更生人端

 遴選時未考量健康狀況

 職前講習未能標準化課程

 監獄未能詳為說明薪資流向

 勞基法排除受刑人之適用

 技訓與出工作業型態不符時代趨勢

 廠商員工仍有歧視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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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結果之綜合分析-當前之困境(2/2)

 合作廠商端

 目前出工作業仍以勞力密集為主，與受
刑人之背景有關

 合作廠商基於出工時間緣故難以規劃職
安講習時間

 受刑人的心態導致留任率低

 不肖受刑人親友透過廠商提供出工就業
機會

 疫情衝擊，讓受刑人從生產主力轉為輔
力

 其他端

 仍持有排斥受刑人出工之心態

 媒體汙名與權責機關調查，打擊士氣與
推動此至之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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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結果之綜合分析-優化建議(1/2)

 監獄端

 選擇適切之監獄開辦:人數、資源與地
理環境

 透過經濟部媒合尋求規劃較大且連鎖之
合作廠商

 引進勞安署之職安規範與指引

 透過共識營讓各科室同心推動

 職前講習應該課程化以樹立受刑人出工
正確心態

 成立工作釋放中心或類似制度

 受刑人/更生人端

 遴選機制應該納入醫療與觀護人員

 作業科應按月說明薪資發放流向

 矯正署應持續爭取受刑人納入勞基法
與勞保

 盤點不符合時趨的技訓職類與出工作
業科目

 監獄與廠商應建立各自的反應與溝通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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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結果之綜合分析-優化建議(2/2)

 合作廠商端

 受刑人之遴選應該符合廠商的需求

 廠商應遵守與監獄簽訂之合作契約(勿
派非契約工作)

 廠商應該將受刑人一視同仁發放分紅
與相關福利

 其他端

 法務矯正署應製作相關宣導海報與微電
影，邀請媒體採訪宣傳

 監察院勿應該體會國際刑事政策潮流趨
勢調查或檢討矯正作為，勿見獵心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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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資料樣本特性分析(N=8,249)24



自主監外作業經驗與再犯與否之卡方檢定25



自主監外作業經驗顯著預測出獄後是否再犯之分析26



問卷調查之重要發現27



自主監外作業經驗對於復歸社會自我效能之影響28



焦點團體座談會對象分析29



焦點團體座談主題

 1.監獄管理層面之議題

 2.廠商執行層面之議題

 3.因為新冠肺炎造成出工人數的衝擊影響之相關問題

 4.如何精進與優化自主監外作業制度已協助受刑人順利復歸社會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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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團體座談重要結果分析

 監獄管理建議:遴選條件、生活管理、職前講習、行為規範與開放加班

 廠商管理建議:產業升級、人際互動、職安保險與留任轉介、擴大參與。

 疫情衝擊的建議:矯正當局作為與廠商作為建議。

 整體制度的改革建議:聯合技訓、 單一窗口、人才資料庫建立、行銷宣傳與評估

指標建立。

31



政策面

(一)短期

1.透過修法優化及精化遴選品質

2.免除實務機關部分行政責任

3.結合科學實證專業化處遇計畫，放寬毒品犯之遴選條件

(二)中長期

1.營造自主監外作業制度之正面形象

2.整合勞動部門職業訓練資源

3.規劃高專業精密技術導向的工作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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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面

(一)短期

1.將該制集中於大型矯正機關擴大實施

2.建立連鎖或聯合企業轉介制度

3.持續爭取修正勞動基準法讓受刑人納入勞工保險

4.加強現行自主監外作業制度成效的行銷

5.職前講習應該課程化並納入職安署之職安指引

(二)中長期

1.設置自主監外作業合作產業專區

2.成立專責自主監外作業之收容機構

3.建立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追蹤行為表現機制

4.實施風險評估量表以建構外出風險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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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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