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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行刑法概要》 
一、依監獄行刑法原則上對受刑人採「強制作業」之理由為何？又監獄作業生產性低之原因為何？請

分述之。（25 分） 

命題意旨 
強制作業旨在訓練受刑人謀生技能，養成勤勞習慣，陶冶身心為目的，並非以生產導向為主訴求，

因此其命題重點在於考驗考生對強制作業的精神及其主旨之瞭解程度是關鍵點。 

答題關鍵 
本題羅老師上課時不斷叮嚀，監所管理員最愛考作業之主題，93~97 年考出相關主題多次，今年又

再次出題，可見其重要性不容忽視。 
高分閱讀 羅忠福，高上「監獄行刑法」講義第一回，P.81-82(強制作業相關內容)。 

【擬答】 
(一)監獄行刑法原則對受刑人採強制作業之目的說明如下： 

根據監獄行刑法施行細則第 36 條第 1 項規定：「監獄作業，以訓練受刑人謀生技能，養成勤勞習慣，陶冶身

心為目的。」歸納重點敘述如下： 

1.訓練受刑人謀生技：監獄當局應視受刑人之專長及興趣，安排各種職類職種，強化其技能訓練，促其日後

出獄能得一技之長。 
2.養成勤勞習慣：由於在監受刑人許多都是因為好吃懶惰、好逸惡勞，導致犯罪成習，因此，監獄當局特別

安排技能訓練勞其筋骨，養成勤勞習性。 
3.陶冶身心：由於監獄生活作息正常固定，變化不大，安排作業科目及技能訓練，除可以多樣化在監生活，

也可以陶冶受刑人性情，緩和監禁痛苦。 
(二)另外，監獄作業生產性低之原因，說明如下： 

根據黃徵男引述美國學者巴尼斯與提特斯(Barnes & Teeters 1959)的研究指出，監獄作業之主要目的包括： 

1.懲罰(punishment)認為作業之用意是要讓受刑人感受到刑罰之威嚴性，以達特別威嚇之效果，免除其日後

再犯之可能性。 
2.獲利(profit)藉由受刑人的勞作，一方面可以得到作業勞作金，賺取在監部分生活費。另一方面監獄亦可以

從作業獲利作為改善受刑人生活設施以及作業設備之用，共創雙贏局面。 
3.矯治(rehabilitation)作業可謂是教化刑理念之一部分。監獄安排各種作業與職類課程，化除其惡性，強化日

後出獄適應正常社會之能力，這是當今矯治思潮對於矯正工作之重要的一環。 
基於前述因素分析可知，監獄作業生產性低是有其重要之考量原因及重點。 
 
二、「保外醫治」與「移送醫院」二者之區別何在？請依監獄行刑法及其施行細則分別說明之。（25

分） 

命題意旨 
監獄行刑法第 58 條規定受刑人罹疾病時，在監內不能為適當醫治者，得斟酌情形，報請監督機關許

可保外醫治或移送病監或移送醫院。 

答題關鍵 
本題羅老師上課時已叮嚀，司法特考這類考題相當重要，91~99 年考出相關主題多次，今年又再次

出現，足見其重要性不容忽視。 

高分閱讀 
羅忠福老師，高上「監獄行刑法」總複習講義第一回，P.16-17(相關「保外就醫」與「移送就醫」二

者之內容)。 

【擬答】 
有關「保外就醫」與「戒送就醫」之定義、異同以及目前監獄受刑人生病之醫治方式等，分別說明如下： 

(一)監獄行刑法第 58 條規定受刑人罹疾病時，在監內不能為適當醫治者，得斟酌情形，報請監督機關許可保外

醫治或移送病監或移送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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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外醫治：指受刑人現罹患疾病，在監內不能為適當之醫治，經法務部許可，依刑事訴訟法之具保程序，

到監外自行治療。若情況緊急時，監獄長官得先為保外醫治處分，再行報請監督機關核准。 
2.移送病監：指受刑人現罹患疾病，在監內不能為適當之醫治，經法務部許可，移送至： 

(1)肺病監：台灣台中監獄。 
(2)精神病監：台灣台中監獄，為男性心神喪失受刑人專責病監及台灣台北監獄桃園(內壢)分監，為女性心

神喪失受刑人專責病監。 
3.移送醫院：又稱「戒護送醫」、「戒護外醫」，指受刑人現罹患疾病，在監內不能為適當之醫治，經法務部

許可，在管理人員戒護下赴監外醫院以自費或公費方式醫治。 
(二)本法規定，保外醫治期間，不算入刑期之內： 

1.保外醫治不算刑期：係指受刑人既已保外暫時恢復自由，其自由刑期之執行時效中止計算，其保外醫治期

間，自然不算入自由刑之執行，因此不得算入執行刑期之內。 
2.移送病監或醫院者，視為在監執行，算入刑期：因為移送病監或醫院，受刑人仍受到監獄戒護力的監督與

控制，視為在監執行。因此，受刑人如逃離戒護管理人員之戒護視線，即構成刑法上脫逃罪。 
(三)保外就醫與戒送就醫之區別，表列說明如下：  

類別 
項目 保外醫治 戒送醫院 

在外期間性質不同 屬於暫時恢復自由，保外期間不算入

刑期。 
視為在監執行，故算入刑期。 

手續不同 須由受刑人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辦

理具保手續。 
由衛生科基於職權移送醫院，不必具保。

病情不同 屬長期慢性病。 緊急性疾病，較不須長期住院。 
是否構成逃亡罪不同 逾期不歸，不構成脫逃罪。 逾期不歸，構成脫逃罪。 
是否有戒護不同 不需戒護人員 需戒護人員陪同送醫 

相同點 
1.受刑人現罹疾病，在監內不能為適當之醫治。 
2.都須報請法務部許可。 
3.有緊急情形時，得先為處分，再報請監督機關核准。 

 
三、受刑人入監時，應行健康檢查，有那些情形應拒絕收監？後續之處置為何？（25 分） 

命題意旨 
監獄行刑法第 11、51 條及施行細則第 70 條規定，受刑人入監時，應行健康檢查，有那些情形應拒

絕收監？後續之處置為何？是實務上值得重視的問題。 

答題關鍵 
本題羅老師上課時已叮嚀並一再複習，監所管理員特考這類考題出題率相當大，91~99 年考了相關

主題 10 次之多，今年又再次出題，足見其重要性不容忽視的。 

高分閱讀 
羅忠福老師，高上「監獄行刑法」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第 21 頁(「保外就醫」與「移送就醫」二者

之內容分析)。 

【擬答】 
有關受刑人入監時健康檢查與入監後健康檢查之差異，及實施健康檢查之執行方式、後續之處置等，依據監獄

行刑法第 11、51 條、施行細則第 70 條分別表列說明如下： 

 

 

 

 

 

 

 

 

 

 



  
高點律師司法官班  http://www.license.com.tw/lawyer/ 
北市開封街一段 2 號 8 樓‧02-23115586(代表號) 

 
 1

 

 
2011 高點矯正職系‧ 全套詳解 

 

 1-3

類別 

項目 
受刑人入監時 受刑人入監後 

依據法令 監獄行刑法第11條 監獄行刑法第51條 

法令規定應拒絕收監

之內容 

檢查結果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拒絕收監：

1.心神喪失或現罹疾病，因執行而有喪生之虞

者。 

2.懷胎五月以上，或分娩未滿二月者。 

3.罹急性傳染病者。 

4.衰老、殘廢、不能自理生活者。 

對於受刑人應定期及視實際需要施行

健康檢查，並實施預防接種等傳染病

防治措施。 

 

檢查目的 

希望將罹病及懷胎等不適服刑者，先予以查

察，免因執行而危及生命，或影響全監受刑

人之身心，固有尚列情形之一者，應拒絕收

監。 

為維護受刑人身心健康及防範全監受

傳染病危害，乃實施健檢及預防接種。

檢查結果執行方式 
前項被拒絕收監者，應由檢察官斟酌情形，

送交醫院、監護人或其他適當處所。 

實施預防接種等傳染病防治措施。 

 

其他事項： 
依監獄行刑法施行細則

第70條規定 

受刑人健康檢查，依左列規定：   

1.在監健康檢查每季辦理一次，並得依受刑人身體及精神狀況施行臨時檢查。 
2.受刑人入監、出監或移監應施行健康檢查。 
3.健康檢查由監獄醫師行之，其有特殊情形設備不足者，得護送當地醫療機構檢查之。

4.檢查結果應詳為記載，罹疾病者，應予診治或為適當之處理。 
前項規定於受刑人攜帶之子女準用之。 

 
四、監獄行刑法及其相關法規中，對於受刑人之「給養」如何規定？如受刑人有攜帶子女之情形，其

子女之給養有何規定？（25 分） 

命題意旨 
監獄行刑法第 45、46 條及施行細則之規定，受刑人入監時之「給養」、受刑人攜帶子女之情形，其

子女的給養規定，是實務上值得重視的問題。 

答題關鍵 
本題羅老師上課時已叮嚀，監所管理員及監獄官之特考，這類考題出題率很大，近年考了相關主題

多次，今年再次出題，足見其重要性值得重視。 

高分閱讀 
羅忠福老師，高上「監獄行刑法」講義第四回，P.19~23（受刑人之「給養」規定？受刑人有攜帶子

女，其給養有何規定？)。 

【擬答】 
(一)監獄行刑法第 45 條，係屬受刑人給養權(或謂生存權)之依據及動用勞作金條件之根據。 
(二)本條第 1 項規定監獄應斟酌受刑人保健，提供營養之規定： 

1.給養之意義：有指軍隊之糧食及必需品，另外裝載在船上的食物，亦稱「給養品」。而監獄行刑所稱之「給

養」，就其性質具有「刑罰之意義」，為矯正教育之手段。就內容而言，係包括給與和供用。是國家給與受

刑人飲食用品，並供用衣被及其他必需品器具之謂。「給與」是發給受刑人，不再收回；「供用」是僅供受

刑人「使用」，尚可收回。因此監獄當局應該斟酌受刑人保健上之必要，提供飲食用品，並供用衣被及其

他必需品器具。 
2.飲食之標準：根據本法施行細則第 63 條之規定，受刑人主副食之營養，應足敷其保健需要，品質須合衛

生標準，適時調製，按時進餐；並備足供受刑人飲用及使用之水。 
(三)本條第 2、3 項規定受刑人得動用勞作金之情形與動用標準： 

1.動用情形：本條第 2 項規定，乃前項之例外規定。蓋受刑人衣、食、住等原則上均由監獄負責提供，無須

受刑人另行購買負擔。惟基於受刑人間彼此健康情形不同，對於各自營養之需求也不盡相同。因此特別規

定受刑人為增進其本身營養，得就其每日應得之勞作金項下報准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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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動用標準：可分為非自由使用與自由使用兩部分說明： 
非自由使用部分：本條第 3 項規定為第 2 項之補充規定。對於受刑人之勞作金動用，不得漫無標準動支。

因此授權典獄長依據實際情形擬訂動支狀況，呈報監督機關核定後，受刑人即可憑據動支。所謂非自由使

用部分是指扣除行刑累進處遇條例中規定各級受刑人得自由使用之部分而言。 
(四)監獄行刑法第 46 條規定攜帶子女之受刑人所需物品原則上須自備，相關細節說明如下： 

1.原則：攜帶子女之受刑人，其子女之食物，衣類及必需用品，原則上均應由請求攜帶子女之受刑人自備。 
2.例外：惟實務上經常發現，請求攜帶子女之受刑人，其入監後身上並無金錢者以及無外界家屬前來探望救

濟者，大有人在，若其子女之給養均依賴其母親，恐無法勝任。因此基於人道與仁愛精神，本條後段特別

法外開恩規定「不能自備者，給與或供用之」。 
3.其他特別規定： 

監獄行刑法施行細則第 67 條之規定，所謂「必需用品」，係指受刑人攜帶子女，在日常生活上所需之玩具、

器具、用品、讀物以及有益兒童身心發育之各項物品之謂。 
4.入監婦女請求攜帶子女，子女滿三歲後之處置： 

前項子女滿三歲後，無相當之人受領，又無法寄養者，得延期六個月，期滿後交付救濟處所收留。 
5.攜帶子女應施行健康檢查： 

依監獄行刑法施行細則第 70 條第 2 項之規定，準用一般受刑人之健康檢查。 
6.在監分娩之子女之証明文件應注意事項： 

依據監獄行刑法施行細則第 13 條第 2 項之規定：「受刑人在監分娩之子女，其証明文件不得記載與監獄有

關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