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輯導讀 

本（36）期為本刊改版發行之第13刊，亦為「刑事法

學」及「犯罪學」合併出刊後的第6期。為有效因應高風險

個案之處遇問題，我國近年提出許多政策，如「強化社會安

全網計畫」、「新世代反毒行動綱領計畫」、「曝險少年行

政輔導先行機制」等，而政策的推動也帶動我國司法社會工

作的發展。有鑒於此，本期以司法社工為議題主軸，共收錄

4篇專論、1篇特稿，期能從實務工作與學術研究的觀點探究

此一「跨領域助人專業」。 

在專論部分，吳淑玲、施睿誼、劉素華、黎勝文、吳慧菁

以「監護處分之精神障礙者多元處遇整合、銜接與持續照

護」一文，聚焦受監護處分之精神疾病患者，剖析法律判決

書，透過八件判決資料，試圖瞭解監護處分判決對復歸社會

的影響，並提出政策規劃與實務推動上的修正。 

近年來，司法社會工作逐漸發展，使得社會工作在司法

體系的角色與功能備受關注。陳怡青、鄒國儀共同撰寫「司

法社會工作者角色與專業養成──以藥癮戒治場域的經驗為

起點」一文，以參與毒品戒治之第一線社工人員的觀點，探

討司法社會工作者應具備的專業能力和角色定位。作者提出

可以在司法／矯治體系中強化跨專業協調合作，方能結合各



領域的專業知識，使司法社會工作者所扮演的角色效益發揮

到極致。 

蕭同仁、李易蓁以「與司法少年共處──社工師的實務

經驗探見與反思」一文，帶領讀者從實務工作者的視角出

發，透過實務經驗與理論文獻的相互驗證，試圖理解司法少

年的生命處境，並反思我國在司法少年的處遇工作應如何提

供切合個案需求之服務資源，以保障少年健全之發展。文中

也特別提供諸多具體因應策略，頗具參考價值。 

顏玉如、韓意慈、張祺「司法系統中女性成癮與精神共

病者的需求──美國處遇經驗對附條件緩起訴之啟發」一文

中，探討女性成癮與精神共病風險因子與康復因子，點出成

癮與精神共病之性別差異性。作者更以美國司法系統之藥癮

精神共病處遇模式為借鑑，檢視我國臺灣附條件緩起訴處分

的實施概況與困境，其所提出的建議回饋，足堪作為日後精

進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制度之重要參考。 

而在特稿類別，戴世玫「從社會工作觀點討論高齡犯罪

與貫穿式處遇架構」一文，以監禁人口高齡化的現象為開

端，探討在健康正義的潮流下，如何針對此一醫療弱勢群

體，建構貫穿式處遇架構。作者從社會工作觀點，檢視國內

外相關理論與研究，應可作為我國矯治機關處遇高齡監禁者

及犯罪者之實務參考。 

 



感謝前揭專家學者大作，亦盼望未來有更多刑事法學、

刑事政策、犯罪學等專家學者、青年學人踴躍賜稿，使學術

及實務間激盪出更多火花，帶給讀者豐富的啟發與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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