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年犯罪人社區處遇效能之研究 

與談人：法務部保護司司長羅榮乾 



                   前   言 

 

我國自民國71年設置成人觀護制度，
迄今已36年，朝向社區處遇發展，案
件量及司法保護業務日趨繁重。 
 

本研究案亟具意義及開創性，研究者
蒐集歷年統計資料，並進行研究分析，
輔以質性深度訪談，有效整理實務經
驗，內容充實。 
 
 
 

 



                   前   言 

 

政策建議，可作為我國司法保護政策
依據與參考。 

研究結論反應實務需求，務實且具體 

讓社會大眾瞭解社區處遇制度之功能
與成效，注意到犯罪者更生保護，社
會治安維護的重要性。 
 

 

 

 

 



     各國社區處遇立法比較 

一、強調風險管理及社會防衛為主的 

         英國、美國及韓國 

二、強調社會復歸的日本、北歐的社 

         區處遇 

三、社會防衛及社會復歸併重的國家 

        （德國、我國） 

 



國外的觀護人案件負荷量遠比我國低 

 我國觀護人案件負荷量： 

 （一）保護管束案件負荷量：131名個案： 

              1 位觀護人。 

 （二）每年受理各類型觀護案件（假釋或緩刑  

            付保護管束、附條件緩刑與緩起訴、易 

            服社會勞動）10萬餘件。 

 （三）觀護人每人每月平均執行各類型觀護案 

            件約280餘件。 



      社區處遇現況與精進作為 

 我國觀護工作業務繁重，大家辛勤付出、貢獻
己力，社區處遇成效，有目共睹。 

 法院組織法第67條增修簡任觀護人、觀護人兼
組長、心理師、佐理員的編制。 

 107年起已有11個地檢署聘任觀護人兼組長，計
有21位觀護人兼組長，增加觀護人的升遷管道。 

 提高戒癮治療緩起訴處分比例，107年增加委外
承攬人力30名毒品助理員，協助觀護人處理戒
癮治療案件。 



       社區處遇現況與精進作為 

 有關發展風險評估工具部分，明年將進行大數
據分級分類風險評估工具研究案。 

 觀護人力不足，案件負荷量沉重，亟待增加員
額，受限行政院人事總處總員額控管。 

 成立保護署部分，涉及人員、組織編制等政策
問題，固須周妥計議，但確刻不容緩。 

 針對相關觀護法令，提出通盤檢討。 

 社區處遇在社會防衛、社會復歸併重下，強調
科技化、多元化、專業化，積極結合醫療、社
工及社會資源等作為。 

 



 
一、思想觀念一生命層次。 
二、生命沒有貴賤    活出意義、價值 
        一生命珍貴     不能空過。 
三、社會一體    榮辱與共    相互影響 
        彼此依存 。  
四、透視現象    智慧選擇 。  
 

               生命教育的內化與體現 



 
 
五、通達人性、通達人情。 
六、觀機一契機。  
七、善用其心 、藉事鍊心、無住生心 
        一三心造就美麗輝煌的一生。 
 
 

               

生命教育的內化與體現 

 



  
 
八、生命的終極功能在於心志作用的 
        發揮。 
九、人生最大的敵人是自己，人生最 
         大的勝利是克己而不是制敵— 
         自知者明、自勝者強。 
十、服務利他一至高無上的思想觀念、 
        至情至性的菩薩行  
 

               生命教育的內化與體現 

 



服務利他、百分人生 

              結    語 



報 告 完 畢 

敬 請 指 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