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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矯正是刑事司法體系最後的一道防線，肩負國家刑罰之執行以及矯正
教化之重要使命。隨著時代演進，人權議題漸受重視，本署對於管理及處
遇思維之革新與專業定位之檢討再造，已刻不容緩。 

        為回應社會對矯正機關的殷切期盼，本署提出法規研修、收容人處遇、
硬體改善及提升士氣等面向之精進作為，俾使矯正機關朝現代化、人本化、
科技化及專業化邁進，以期達到化莠為良，增進社會安全詳和之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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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矯正機關階級章於102年改制為以直線及幸運草為構成圖樣，其中幸運草的
意象由四顆心所組成，象徵矯正機關之四大核心理念：信心、希望、真愛以及幸
福。本著以人為本、從心出發的概念，寓意矯正機關同仁引領收容人改過的信心，
找到復歸的希望，並使其明白愛的真諦與懷感恩的心，最終迎向幸福的人生。 

        此外，四顆心的不同方向輪轉，意涵轉動心智慧，說明心是最強大的能量與
意念，只要有心，足以化解任何逆境，命運及人生亦將隨心而轉，再造幸福人生。 

 信心 Faith ─ 改過向上之心 

 希望 Hope  ─ 復歸社會，新生希望之心 

 真愛 Love ─ 愛的真諦與感恩之心 

 幸福 Happiness ─ 迎向幸福人生之心 



6 

        隨著時代改變以及人權思潮的進步，獄政管理思維已從早期的應報、
懲罰觀念，轉變為教化、重生的矯治理念。矯正機關的使命與社會所期
盼的角色，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主要使命及功能有四：監禁、沈澱、蛻
變、復歸。 

 
 監禁 ─ 積極阻隔收容人與社會接觸，隔絕外界不良影響，以維社會之    
                 公平與正義。 
 沈澱 ─ 使收容人因服刑而有自省機會，因心靈沈澱而能傾聽良知。 

 蛻變 ─ 各項教化處遇、技訓課程改變受刑人生活方式與思維，再獲新 
                 生的機會。 
 復歸 ─ 悛悔向上，重新適於社會生活，重拾幸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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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矯正機關肩負實現司法正義，維護生命價值，在面臨人權思潮的
新世代，如何發揮矯正專業效能，展現人權公義，以衡平人權及行刑
的普世價值，將是矯正的挑戰與願景。 

 發揮矯正專業效能 

     1、系統提升方案 

     2、專業處遇計畫建構 

     3、強化矯正同仁專業 

 展現人權公義形象 

     1、爭取空間，改善硬體 

     2、處遇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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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刑事政策 ─ 加強國際交流、強化組織功能 

     1、強化國際獄政交流，致力走向國際 

     2、加強亞洲區域收容人藝文聯展及實務研討會 

人本化教誨教育 ─ 強調公義與關懷、協助復歸社會 

     1、深化犯罪被害人保護，推動修復式司法 

     2、關懷弱勢收容人家庭，連結社政資源 

     3、推動「自主監外作業」，強化就業轉介 

科技化收容環境 ─ 發展智慧監獄、提昇管理效能 

     添購科技設備及建置各項輔助系統（如收容人購物系統、警示系統、 
                  接見登錄系統等），減少人工化、紙本化作業，降低管教同仁 
                  繁瑣行政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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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化矯正處遇 ─ 擴大學術參與、建立系統性處遇模式 

     1、成立「監所興革小組」，舉辦酒駕處遇方案實務座談會 

     2、辦理性侵害及家暴受刑人處遇研習課程，推動性侵犯自行研究計畫 

     3、與中正大學合作辦理「科學實證之毒品犯罪處遇專家諮詢會議」，  

           建構「科學實證之毒品犯處遇模式」 

     4、辦理北區、中區、南區及少年場分區毒品處遇業務觀摩 

     5、規劃與中正大學合作辦理「科學實證毒品處遇研討會」 



一、持續推動執行法規研修，落實收容人人權保障 

二、營造人文化的收容空間及優質化辦公環境，建立溫馨矯正大家
園。 

三、強化前後門政策(尤其宣告三年以下佔70%短期受刑人之替代方
案)，以期解決人犯擁擠之現況。 

四、高齡受刑人在監處遇對策研擬。 

五、積極發展特殊人犯(含毒品、家暴、性侵、酒駕、長刑期等)系統
性處遇方案，降低再犯率。 

六、積極進行跨域合作，結合社會資源，落實行刑社會化理念，以
利復歸社會。 

七、強化資訊技術(智慧影像監控系統、數據分析)，以提高行政效率。 

八、提振工作同仁之士氣與工作尊嚴(人力不足、危險津貼提高、管
理員名稱等）。 

10 



身為矯正人員必須具備 

宗教家的情懷、教育家的態度 

正人先正己，正身要正心 

用心、踏實的經營，促使收容人 

成為一個良民，以增進社會詳和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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