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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保護制度是刑事政策的一環，希望透過及時的扶助和福利支援，

協助矯正機關收容人重返社會生活。更生保護法第1條開宗明義指出更生

保護之目的是「協助更生人自立更生，適於社會生活；預防再犯，維護社

會安寧」，而雖然「自立更生」和「預防再犯」有著因果上的相關，但「自

立更生」的目標，多了一份期待服務個案能恢復其社會角色（為人父母、

為人子女、為人夫婦）的人性化關懷，也是法務部及更生保護會推動多元

化更生保護服務的殷切期盼。

近期在法務部蔡清祥部長及更生保護會邢泰釗董事長領導下，精益求

精，提出多項新願景和革新措施，讓更生保護在「仁愛精神」的核心價值

不變，實務執行方式與觀念能夠隨著時空環境轉變，與時俱進，因此工作

人員應秉持理念與前瞻觀念如下：

一、化被動為主動，拓展服務

臺灣矯正教育從早期的「應報」思維逐漸轉換為「教化輔導」，即透

過矯正教育轉變收容人的錯誤觀念，使其改變自我，與更生保護理念相符。

更生保護工作延伸前端服務至矯正機關，銜接輔導收容人，順利復歸社會。

此外為落實「貫穿式保護」概念，更生保護會應與矯正機關建立緊密夥伴

關係，積極推動入監宣導與個別輔導，提前與收容人建立關係，讓收容人

能認識更保，信任更保，進而願意接受更保的協助。針對特殊收容人則與

矯正機關合作，適時連結外界合適資源，儘可能提供協助，以有效降低再

犯事件發生。而針對更生人涉及之社會矚目案件或媒體關注案件，亦需保

持高度敏感性，主動介入瞭解，提供及時服務，協助處理，方能彰顯更生

更生保護服務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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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撰文者：法務部保護司更生保護科科長侯淯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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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之宗旨。

二、全方位協助，強化網絡合作

更生人經常伴隨老年、貧窮、精神疾病、家暴、高風險家庭等議題，

過往多因具更生人身分，而遭社福系統拒絕服務，僅能尋求更生保護會協

助。惟隨著政府推動社會安全網政策，矯正、社福、勞政機關針對上述特

殊個案須辦理轉銜會議，這樣的轉變，讓更生保護會有連結其他社會資源

的契機，實應予以善加利用，積極參與。此外如服務個案具社福身分，亦

可適時依相關法令，邀請主責機關與會，進行個案研討跟資源連結，以謀

求當事人最大利益，並符合社會安全網之目的。

三、保護工作之行銷

更生保護會長期提供更生保

護服務，希望社會大眾共襄盛舉，

一同協助更生人，故保護工作之

行銷有其必要性。此外，部分收

容人對於更生保護服務內涵有錯

誤認知，例如接受更生保護服務，

即會遭到司法機關監控；抑或出獄時可向更生保護會索取一定費用等。而

在更生人與服務同仁雙方認知不同情況下，因言語表達不當，造成更生人

誤解與不愉快，並可能在更生人之間以訛傳訛，影響會務之推展。更生保

護工作以服務為導向，與更生人互動時應注意「立場堅定、態度柔和」之

原則，妥適說明更生保護服務內涵，導正錯誤觀念，並適時主動提供適切

服務，讓尋求協助者感到被重視，透過口碑行銷，讓更生保護會成為更生

人尋求協助的第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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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運用科技，提升社會能見度

行動資訊時代，影音

媒體的可近性，讓每個機構

與個人都可藉由影音媒體和

社群平臺推銷自己，展現自

我。而臺灣更生保護會109

年服務案量達8萬3千餘案，

每位同仁均恪盡職守的提供

更生保護服務，協助更生人復歸社會服務。適當的行銷，讓社會看到更生

保護會的努力。

前述的服務重點提醒，可歸納為「跨域合作」與「精進服務」兩方面，

也是現今每個組織團體均須重視的環節。其中「跨域合作」的目的在於提

供當事人更充足的服務；「精進服務」的目的則在於提供當事人更優質的

服務，並提升組織競爭力。臺灣更生保護會走過76年，放眼下個76年，

期待透過這兩方面的強化，更深化更生保護的服務，更充實拓展更生保護

網絡，以協助更多更生人自立更生、復歸社會；達到維護社會安寧、增進

社會安全之雙重目標。

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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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保護服務態度

●�藉由影音媒體和社群平
臺宣導
●�選擇合適個案� �
對外宣導

●�立場堅定、� �
態度柔和
●�提供適切服務� �
達到好口碑

●�對於有困難之更
生人主動積極協
助，不限於自由
保護

●�符合社會安全網
●�連結矯正、社福、
勞政等機關

提升

能見度

化被動

為主動

行銷保護

服務

強化網絡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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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係依更生保護法第4條規定設立，係屬受法務部指揮監督之公益

法人組織。本會成立宗旨「本仁愛精神，輔導更生人自立更生，適於社會

生活，預防再犯，以維護社會安寧為宗旨」。肩負輔導更生人回歸社會任

務，降低社會對於更生人之標籤化，預防其再犯。本會受法務部指揮監督，

預算仍受國會監督審查，目前社會對更生保護功能提升呼籲日益增加，任

務也逐漸增加，組織危機意識不斷攀高，變革與管理勢在必行 3。

 更生保護會擔負著承上啟下的責任，承上是要協助落實政府有關的政

策；啟下則是提供第一線同仁服務上的工具與資源，所以組織的專業健全

且能有效的運用十分重要。

更生保護會因應時代變遷，要如何與時俱進，希望大家一同努力，就

更生保護未來規劃方向有三項主軸：

一、同理心即時關懷，一路相伴。

二、佈局網絡資源，強化對外互動與行銷。

三、引進專業諮詢，帶動行政革新。

這三項主軸其實互為因果，呼應時代的改變，秉於上述理念，未來有

四項工作重點：

一、 行政革新：（一）強化組織的服務。（二）工作職能優化，提高專業

素質。（三）建立社區回饋機制。（四）發展活躍志工團體並提升輔

導知能。（五）保持與社區溝通，爭取民眾支持。

二、 資源分配的優先順序：找出重點項目以及優先順序，如設定「安置處

更生保護服務原則
 2

2撰文者：更生保護會代理副執行長蔡孟勳。
3 施茂林（2015）。更生保護組織定位與未來發展。更生保護 70周年論文集，388。臺北市：
臺灣更生保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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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為未來工作的重點，接下來就要進行效益的評估，評估的項目應

從嚴審視。

三、 提高經營效能

（一）利用現有的科技，強化對外的互動與行銷。

（二）提昇會議效能、凝聚共識。

（三）強化視訊運用、及時溝通。

（四）企業化管理、汰舊換新。

（五）減少不必要的行政流程。

（六）求新求變、與時俱進。

（七）開源節流。

（八）善用人力資源。

四、策略性行銷與企業共同協辦，增加雙方助益

 （一）提升募款專業知能。（二）擴展行銷管

道。（三）擴大募款通路例如電子支付及愛心

碼等。（四）增加組織的能見度。（五）引進新捐款人。

基本型

歡迎 謝謝 很讚

同理

相伴

佈局

網絡

專業

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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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助人的過程中，藉由倫理守則，讓實施更生保護者瞭解本身應有之

適切行為，不但能保障更生人的權益，也建立了工作領域的信任與信心，

換言之，倫理守則是專業化必備要素，也說明本會的核心價值所在，在實

施更生保護時，希能遵守與落實。我們的責任，是透過專業助人的工作，

協助更生人建立友善的環境，順利適應社會，增加社會的安定，並且降低

再犯率。

一、總則

（一）  使命：本會實施更生保護者，在於鼓勵更生人自我成長與發

展，適應社會生活，避免再犯，並促進更生人之權益及社會之

福祉。

（二）   操守與言行：本會實施更生保護者，應確認其專業操守會影響

團隊的聲譽及社會大眾的信任，應當謹言慎行，實施更生保護

時，應注意衣著整齊，並遵守專業倫理。

（三）   專業釋疑：實施更生保護時，若對自己的專業倫理判斷有疑問

時，應隨時詢問分會主任或統一由總會函請法務部釋疑。

（四）   尋求社會資源：更生人或其家庭的問題與其所處環境有關，實

施更生保護者應善用其環境資源（家庭或社會等資源），協助

更生人或其家庭解決問題，並滿足其基本需求，減少再犯危險

因子出現。

（五）   專業責任及能力限制：實施更生保護者，應學習新知能，不

斷進修，充分瞭解自己所能提供的服務內容及本會的政策，

更生保護倫理守則
 4

4 撰文者：更生保護會執行長許瑜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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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維護服務之品質，並應瞭解自己的專業能力限制，不得處

理超越個人專業能力之案件。

（六） 倫理衝突優先順序：實施更生保護時，應維護更生人尊嚴，並

衡量社會公平與正義，面對不同法益倫理衝突時，優先順序應

為1.生命。2.身體。3.自由。4.名譽。5.財產。

二、倫理守則內涵

（一）   不得圖利自己：實施更生保護時，不得利用自己職務，獲取不

法利益，應避免利用更生人或其家庭來滿足個人需求，如向更

生人或其家庭推銷產品或請其提供勞務，卻獲取與報酬顯不相

當之對價。

（二）   不得收費：本會以從事公益事業為目的，對於更生人或其家庭

提供更生保護服務時，不得收取費用。

（三）   不得混淆專業關係：實施更生保護應避免收受更生人或其家庭

饋贈禮物，以免混淆專業關係或引發誤會。

（四）   尊重個案自決：不得強迫更生人或其家庭聽從實施更生保護者

之建議，或依照其規劃行事。

（五）  保密原則及例外：實施更生保護時，原則上所獲得的資料應予

保密，且應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辦理，對更生人或

其家庭資料之蒐集或處理，應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

1項第1、3、5、6款；第2項）、第19條及第20條之相關規

定（詳如備註）。此外，以下情況亦為保密原則例外情況：

 1.   更生人或其他第三人面臨緊急情況，如未揭露其資料，會

有立即性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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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更生人將涉及刑案或已預備犯罪，如未通報相關單位，恐

有影響社會公共安全之虞。

 3. 更生人為精神疾病者，有自傷、傷人行為或之虞時。

 4. 法律明定有通報義務的事項。

（六）   舉止穩重：實施更生保護時，行為舉止穩重、端莊、可靠，不

輕挑，不可對更生人或其家庭在語言或行為上性騷擾。

（七）   親密或性關係：實施更生保護時，不可與更生人或與甫結束輔

導關係的更生人建立親密或性關係，以免造成更生人身心傷

害。

（八）   相互尊重：實施更生保護者，應彼此尊重，不得在更生人或其

家庭面前起爭執，對於更生人或其家庭也應避免發生爭執。

（九）   學術研究：若為學術研究之目的，需要做口頭或書面報告時，

應先取得更生人同意，並設法為更生人的身分保密，避免揭露

其真實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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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包容社會多元性：實施更生保護者，應包容多元文化、尊重多

元社會現象，避免因個人喜愛或偏好而影響更生人之權益。

三、緊急優先處理案件

（一） 通報或轉介

  以下情況，實施更生保護者視實際情況通報或轉介衛生、消

防、社政、警察、地檢署觀護人室（在保護管束期間）等單位：

 1.更生人或其他第三人有立即的危險。

 2.更生人罹傳染病防治法第3條之傳染疾病者。

 3.更生人有自殺危險時。

 4.更生人涉及刑案時。

 5.更生人為精神疾病者，有自傷、傷人行為或之虞時。

 6.更生人將對他人造成傷害。

（二）立即關懷並協助尋找社會資源

 1.更生人或其家庭生活嚴重失序，經濟陷入困頓。

 2.無家可歸，流落街頭。

四、停止保護及轉介服務

（一）受保護人有下列情形，停止其保護：

 1.原保護之目的已完成者。

 2.習藝中已能自立謀生者。

 3.已輔導就業、就學或自覓工作者。

 4.違反會規，情節重大者。

 5.受保護人請求停止保護者。

 6.其他經更生保護分會認為已無保護之必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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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下情況，轉介他人服務

 1.更生人抗拒、態度不佳、不於約定時間碰面等。 

 2.更生人對實施更生保護者情感轉移或產生愛慕之意。 

 3. 實施更生保護者察覺自己對更生人情感反轉移，如覺得更生

人像以前的仇人、前夫或初戀情人，而不利輔導關係。 

 4.實施更生保護者因其他事由欲停止接案。

（三） 提升轉銜服務：轉介時應充分告知更生人現況及未來服務方向，

並將更生人資料，適當告知被轉介機構，以利轉銜服務。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 6條

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不得蒐集、處理或

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 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

當安全維護措施。

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四、 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衛生或犯罪預防之目的，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

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五、 為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

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六、 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但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或其他法律另有限制不得僅依當事

人書面同意蒐集、處理或利用，或其同意違反其意願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準用第八條、第九條規定；其中前項第六款之

書面同意，準用第七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並以書面為之。

第 19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目的，

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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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

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四、 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

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五、經當事人同意。

六、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七、 個人資料取自於一般可得之來源。但當事人對該資料之禁止處理或利用，顯有更值

得保護之重大利益者，不在此限。

八、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蒐集或處理者知悉或經當事人通知依前項第七款但書規定禁止對該資料之處理或利用時，

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

第 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

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 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

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 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

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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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保護服務流程
 5

一、 更生保護對於在社會遭遇困難的更生人主動給予關心，並鼓勵接受本

會所提供的服務。

二、 依監獄行刑法第142條第1項後段：「無法通知或經通知後拒絕接回者，

監獄應檢具相關資料通知受刑人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社會福

利主管機關辦理轉介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同法第142條第

2項：「依其他法規規定於受刑人釋放前應通知相關個人、法人、團

體或機關（構）者，監獄應依規定辦理。」，監獄認為有應予以保護

輔導者，即通知本會或分會辦理，更生人也可以自行向本會或各分會

請求各種輔導保護。

三、 分會接到通知或更生人請求保護後，立即填發訪視調查表，轉請受保

護人住居地之更生輔導員按址訪視，依受保護人之事實需要，經其同

意予以處遇措施或其他適當方式之輔導保護。

四、 更生輔導員先行電訪初步瞭解出獄後現況與需求，給予關懷及情緒支

持，再擇期約定家訪，於家訪時，需對每一保護之個案身體狀況、技

藝專長、工作經歷、家庭成員、家庭關係做全盤瞭解，並給予協助輔

導。

五、 更生輔導員訪視時就個案目前生活急需協助之服務項目（問題所在及

困境）回報分會工作人員知悉，並共同研討處遇措施及輔導方針。

六、 輔導訪視紀錄10天內寄至分會；遇有更生輔導員無法解決的情事，本

會或分會工作人員立即加以支援，期能解決受保護人之困難，達成預

防再犯及維護社會安寧的任務。

5 撰文者：更生保護會代理副執行長蔡孟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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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保護服務流程

自請保護 通知保護

否

是

是否出監

無

有
評估返家

需求

無評估需求填寫申請表

入監個輔

行前電訪

通知書表訪視
(家訪)

更生保護服務
安置收容、技能訓練
就業、就學、就醫、急難救助

資助旅膳費、協助申辦戶口
資助醫藥費、護送返家、創業貸款

持續追蹤輔導訪視
家訪/電訪

結案

專案
認輔

專案
毒品社區處遇

專案
家庭支持服務一般

毒品專案：租屋服務、轉介心理諮商及治療

更生人/收容人子女獎助學金、團體及諮商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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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美人〉水彩畫 / 39×27cm /
李鐸 / 2021更生美展

〈百花爭鳴〉油畫 / 117×91cm / 
李鐸 / 2011 更生美展

〈印象花園〉油畫 / 91×65cm / 
李鐸 / 2010更生美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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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機處理與評估　144

二、危機處理策略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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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大輿情案件處理流程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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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機處理的案例　144
二、危機的基本概念　145
三、危機處理　149
四、危機處理成效評估　155
五、結論　156

一、危機處理的案例

（一）案例一

 　　空軍退役後擔任電子公司工程師的男子小華，在27歲時結

識第一任妻子陳女，婚後隔年生下大女兒；小華在32歲時與另

一女子林女產生婚外情，而在三年後與陳女離婚；35歲和林女

結婚，隔年生下小女兒，但此後卻彼此爭吵不斷。林女抱怨小

華經常酗酒、家暴、婚外情，而小華則稱林女曾因酗酒後持刀

威脅，報警強制送醫；與林女結婚3年後，小華被林女指控家暴，

判刑4個月，易科罰金，並獲判與林女判決離婚，小女兒監護

權歸林女所有。小華因不滿家暴案件中司法判決對他不公平，

幾經陳情求助無門，以砂石車衝撞總統府的手段表達對家暴案

件判決的不滿。

 　　假釋出獄後，個案與林女間的危機仍存在，觀護人與更生

保護會評估小華有偏執型人格、對社政單位與無子女探視權不

滿、沒有任何工作意願以及司法單位的不信任等再犯危險因

子。相關機構召開預防再犯社區網絡聯繫會議，以觀護、更生

保護及與社福機構合作的模式，加強個案的監督與輔導，並協

危機處理與評估
 1

1 撰文者：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副教授謝文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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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個案向地方法院聲請親子探視權，分會轉介家庭支持服務方

案，透過專業資源介入及家庭支持陪伴，增加個案正向經驗，

提供個案與前妻間一個理性的溝通平台，降低再犯危險因子。

（二）案例二

 　　小麗自殺時是高中二年級的學生，父母從加拿大遷回臺灣定

居，小麗的自殺讓他們內心深受打擊，不明白自己做錯了什麼，

所以他們經常為女兒的自殺而自責不已。在學校輔導員的鼓勵

下，他們同意參加家庭諮商，儘管他們不太相信這會有所幫助。

 　　在使用賦權和生態的諮商策略下，諮商師的支持與鼓勵策略

產生效果。在危機處理過程中，小麗的父母開始能確認出其實他

們已經為孩子提供了很多幫助，也了解學校與社區中普遍存在的

社會壓力源有哪些，同時了解如何支持其他倖存子女的一些方

法。獲得有關悲傷反應過程及他們將來可以做些什麼等資訊，讓

家人覺得他們可以克服絕望的局面。最終，父母願意參加鄰近社

區的自殺倖存者小組，除解決他們的家庭創傷外，他們更決心成

為其他倖存孩子更好的父母。

二、危機的基本概念

（一）危機的性質

 　　危機（crisis）原意是指決定變好或變壞的時機，其含有危

險發生（danger）或機會（opportunity）發生兩種性質。若未

能處理得宜，情況可能變壞；若能處理妥適，則可趁此機會增

進原有功能。James and Gilliland （2005）將危機定義為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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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事件或情境讓個人覺得就算運用其有效資源及因應方式均

不足以承受的事件或情境。換言之，當個人面對重大挫折或經

歷壓力事件，運用過去習慣性的處理機制不足以應付當時狀態，

或找不出有效解決對策時，例如個案一小華受判決離婚，喪失

子女探視權而深覺法院判決不公而感到憤怒與無助時，便陷入

內在失衡、極度無力或不安狀態，此即陷入危機之中。此時若

能得到他人協助或自行發展出有效因應之道，不但能消除其憤

怒與敵意情緒，也可能發展出良好的因應策略及獲得更滿意的

結果。上述定義顯示，危機事件具有下列特性（Dass-Brailsford, 

2007）：（1）個人遭遇或感知達成生活重要目標受到嚴重阻礙。

（2）造成個人嚴重的焦慮、無助等情緒困擾。（3）個人無法

發展出有系統的解決方法。（4）有時限性，個人必要做選擇並

設法取得平衡。

 　　從個人的層次來看，危機的型態大致可分為成長性的危機

與情境性的危機兩種，成長性的危機係指個案在人生過程中所

面對的各項成長任務，例如入學、追求自我認同、就業、結婚、

懷孕、父母角色、退休等而產生難以調適之情形；而情境性危

機則是指由外在環境引發的事件，且大多數是突發的，例如天

災、嚴重疾病、配偶或家人過世、車禍、失業、財務困難、分居、

離婚、犯罪被害等，因而造成個案一時無法妥當因應。但不論

是何種危機型態，當個案陷入危機時，其情緒狀態乃是處於一

種低潮、焦慮之不平衡狀態，且無法發揮其正常功能，急須他

人或機構的介入處理。

 　　對助人的專業人員與志工而言，危機處理工作是一項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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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任務，因為每一件危機事件的屬性與狀態都可能不同，

個案不同的危機都需要被立即處理，才能減少該危機對個案帶

來的傷害，也才能讓個案恢復其原有的功能，並帶來成長與正

向改變。

（二）危機的發展階段

 　　不同的學者對危機的發展階段各有不同的見解，本文僅以

Fink（1986）的危機發展四階段的觀點加以論述，並說明助人

工作者在各階段中的任務。

  1. 醞釀期（incubate stage）

  　　  　　危機發生前可能會有各種蛛絲馬跡或徵兆，周遭相處而

未具敏感性的人，是難以覺察得到的。例如個案二小麗的父母

在小麗自殺後有嚴重自責內疚，並自覺是失敗的父母，愛面子

的他們少與他人談論內心的感受，他人也難以覺察這些負面

情緒所引發的危機。因此，一般人對自己的情緒變化需有多

些覺察，否則就會面臨更大的損失或傷害；而助人工作者更需

對個案具有高度的覺察敏感性，才能發現個案的問題與需求，

並進一步地提供有效的因應策略，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2. 急性期（acute stage）

  　　  　　當危機已到達臨界點而無法制止其產生時，就會像火山一

樣爆發，讓個案產生震驚、焦慮、沮喪、憤怒與暴力傾向等負

向反應；此時倘若沒有在第一時間立即採取有效措施加以處

理，就可能造成難以估計與預料的損失或傷害。通常個案會先

運用慣常的應變方法或資源解決問題，若成效不如理想則可能

再轉向尋求家庭或社區的協助。助人工作者在此階段的主要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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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就是要幫助當事人找出解決危機的方法，恢復平衡和功能，

重新掌握應變的能力。

  3. 慢性期（chronic stage）

  　　  　　在發生危機後，個案一時之間難以完全被擺脫危機狀態而

產生受困情形，因此危機爆發後仍可能產生各種後遺症，包括

各種情緒困擾、狹窄的認知、偏執的態度與偏差行為等。助人

工作者在此階段中宜針對每一種不同的後遺症分別加以妥善處

理，避免危機所造成的損失或傷害再度擴散。若能協助當事人

將經歷和過程中學到的處理方法，運用於處理人生之前階段中

未完成的問題 （unfinished business），便能建立新的應變能

力。

  4. 解決期（resolution stage）

  　　  　　個案此時已能將危機所造成之損失或傷害加以解決，以積

極的想法和感受面對危機，運用各種資源及嘗試各種方法來減

低或消除壓力或威脅，並學習到如何預防與處理危機，建立一

套危機管理機制。助人工作者可進一步地透過事先引導，協助

個案預期未來可能危機，並有效計畫因應策略。同時也可持續

追蹤個案的適應情形，以確保個案能平順地渡過危機、避免復

發，並發揮正向功能。

危機的發展階段

醞釀期 慢性期急性期 解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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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危機處理 （Crisis Intervention）

（一）意涵

 　　危機處理的概念是1940年代逐漸發展出來的，1942年美國麻

州綜合醫院的Linderman（1944）及其同僚在對倖存者與喪親者之

心理反應與調適行為進行研究時提出此一概念，意指對處於生活危

機狀況中的個人施予短期性處遇的方法，透過提供個人立即性的幫

助，協助個案克服危急情況、找回生活秩序、重回身心平衡的狀態。

 　　因此，危機處理是指一種旨在協助個人或家庭從不穩定的狀況

中熬過來的幫助過程，使個案的負面效應（例如情感上的傷痕、肉

體上的傷害）可能性減到最低，並使正面成長（例如發展新技能、

生活獲得新展望、生活方式能重新選擇）的可能性達到最大。就個

人層面而言，危機處理的目標在於立即提供個案一些支持與關懷，

評估危機的嚴重程度，採取各種必要的措施來降低個案的傷害與損

失，並協助個案能運用資源再度恢復其功能。

（二） 管理 （ Management）

 　　有一個與危機處理相類似的概念就是危機管理，它是指機關組

織對於所面臨危機問題的形成及處理過程，從事必要的預防、決策

及執行，以預防危機發生或化解危機的一系列作為。危機管理比較

是從巨觀社會層面或組織層面對社會危機事件進行管控的措施，危

機管理的目標是要在第一時間點要發揮緊急救災或救難的功能，不

但要穩定住當下局面，避免災情持續擴大，而且要儘速恢復秩序或

原來功能，並且經過檢討改進後能發揮預防再發生的效果。成功的

危機處理不但能使社會產生安定效果，也可提升民眾與媒體對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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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任。

 　　危機管理的過程分為危機發生前準備、危機發生時的處理、及

危機發生後的復原等三階段，每一階段各有不同的功能，其作用不

僅在加強危機發生時組織的應變能力，更希望能澈底改變組織決策

品質，真正降低不確定性對民眾造成的威脅。危機管理的第一階段

乃是在危機發生前做好風險管理、預防與準備，此階段的關鍵是要

提早掌握與預測危機的資訊，事先作好完整的規劃與演練，內容包

括：（1）危機的調查與預測、（2）建立危機早期預警指標與系統、

（3）危機辨認與認知的訓練、（4）危機管理小組的建置、（5）

相關資源的調查與整備、（6）危機處理計畫的擬定、（7）危機事

件的演練與訓練。

 　　危機管理的第二階段乃是針對當前的危機，基於時間最短、損

失程度最低及動用資源最少的理念，而進行有計畫、有步驟的對策

和行動，期能在黃金時間內對受害地區及人員進行搶救，同時須立

即對外說明事件發生情形與處置方式，以使社會大眾得以安心。此

階段中主要的危機管理步驟包括：（1）靈敏暢通的警報與通報系

統，（2）成立危機處理小組來蒐集資訊、診斷危機、確認決策方案，

（3）進行協調跨部會的任務分工，並執行處理策略、重點即時處

理，（4）適時的與媒體進行溝通，（5）與事件關鍵人物進行有效

的協商談判，（6）妥善的善後與檢討。

 　　危機管理的第三階段則是在危機結束後的作為，此時側重於

制定挽救損失與回復秩序與安全措施，並發展預防此類危機事再

發生的方案。

（三）危機處理的模式 （Models of Crisis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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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危機中的個案通常是使用標準心理量表、危機情境中

的性格測驗與個案晤談等3種方法，其中與個案進行晤談是最

常使用、也是最基本的方法，藉著晤談來正確評估個案的危機

風險程度，並發展出有效的危機處理策略。Gilliland（2005）

以晤談策略為中心而提出6步驟的危機處理模式，包括3個傾

聽步驟與3個行動步驟。傾聽步驟為定義問題、確保個案安全

及提供個案支持等，其中專注、觀察、理解伴隨著同理心、真

誠、尊重、接納、不判斷和關懷的回應態度是傾聽的重要要素。

行動步驟則為檢視各種替代方案、制定計劃及獲得承諾等，此

部分是以非指導性和合作的方式來進行，以滿足個案的需求，

並獲得環境的支持（James and Gilliland, 2005）。

 　　在對危機處理過程進行概念化時，Roberts和Ottens

（2005）發展出個案邁向穩定、解決與重新獲得控制所要經歷

的7個關鍵階段的危機處理模式，此模式可作為更生助人工作

者的實務指引。

  1.  第1階段：進行生物心理社會和致死率的風險評估

     　　該評估至少應涵蓋個案的自殺與殺人的風險性評估、醫

療需求和藥物、當前藥物和酒精濫用情形、及負面的因應方

式等，也可評估其家庭與社會的保護因子，包括環境支持、

有效社會資源等。例如評估小麗的父母與其他家人的自責與

憂鬱程度、依賴藥物助眠情形、及回臺後親人支持情形。

  2. 第2階段：迅速建立融洽關係

      　　助人工作者提供個案同在（presence）的條件（如真誠、

尊重與接受）即能促進彼此融洽的關係，有時個案在遭遇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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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而受創時，可能會有被遺棄感或被懲罰感而產生自責與內

疚，如案例二中小麗的父母，這時助人工作者與個案之間需

要建立親近與信任的關係，助人工作者宜在此階段中向個案

表達其特質、行為或基本特質力量，藉此與個案發展信任關

係。其中包括良好的眼神接觸，不加評判的態度，具創造力、

靈活性、正向的心理態度，以強化其進步情形與心理韌性。

  3. 第3階段：辨識與評估主要問題或誘發因素

     　　危機處理側重於個案當下的問題，助人工作者的興趣在於

闡明個案生活中的當下是什麼事件導致他需要求助。一旦當針

對事件的主要問題被辨識出來，就需要立馬建立支援體系。危

機有其多面向的特質，可分別從其程度性、破壞性、動態性、

擴散性與結構性等各方面來研判，再加上造成危機的內外在誘

發因素極多，外在環境變動所產生的危機更是難以捉摸，需在

危機發生的第一時間即時深入分析。助人工作者不僅要深入分

析與尋求突發事件的原因（如壓倒的最後一根稻草），還要考

慮如何解決其當下問題的實際問題。

    　　在理解事件如何升級為危機的過程中，助人工作者需針對

個案不同的因應方式而不斷發展其個案概念化，藉以解決當

前的危機並防止未來再度發生類似的危機。以下問題有助當

事人辨認這次危機出現的導因：（1）為什麼這次事變會導致

如此大的打擊和困擾？有否其他外在的引發壓力？（2）以前

曾否遇到近似的問題？這次與以往有什麼不同？（3）是否你

的觀感、內在想法與以往有所不同？（4）現在對事變所持有

的觀感，是否可以引發你更大動機去處理面前的危機？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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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工作者亦應藉助相關的專家，迅速評估危機影響的範圍與

層級，並了解助人組織內部與社會資源之運作標準與運作底

線，即時釐定需協調整合的相關部會與所需危機處理的人才、

設備等資源，使助人組織或機構能提供給個案最有益的協助。

  4. 第4階段：處理其感覺與情緒

     　　當危機情境被個案清楚辨識後，對於所發生的事件的扭曲

想法與感覺都需要個案重新理解和認識，例如小麗的父母覺得

自己不夠關懷小麗，沒能及時發現小麗的困擾與絕望，覺得自

己是失敗的父母而深感內疚。此時助人工作者可以使用「積極

傾聽」技能（如覆述、反映感受和探究）來同理其內在感受，

有時也需使用提供資訊、重新構建、解釋、角色扮演、甚至面

質性的挑戰技術，不斷地幫助個案認識自我情緒，而非選擇自

責或逃避。如果應用得當，這些具有挑戰性的回應有助於鬆動

個案扭曲的信念，並考慮其他行為選項。

  5. 第5階段：尋找與發現其他替代方法

    　　處於危機中的個案常傾向於頑固地堅持使用熟悉但無

效的因應方式，然而經歷第4階段後，個案已能清楚辨識其

感覺與情緒，此時助人工作者即可和個案共同討論各種選擇

的可能，例如小麗的父母願意參加家庭諮商以面對長期的自

責問題，甚至願意參加父母互助團體分享彼此的親職經驗；

企圖自殺的青年願意簽署不自殺協定、或是同意暫時住院治

療，以確保個案的安全。如果這些替代方案是助人工作者與

個案合作討論出來的，或是由個案本身提出的，其效果會更

好，助人工作者當然也可以詢問個案在類似情況下會如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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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其問題發現的工作原理。在此階段中，助人工作者可以將

焦點解決治療技術中的「擴大解決方案談話」（Amplifying 

Solution Talk）加以應用。

  6. 第6階段：實施行動計畫

    　　此階段中，各種可能的策略都可能被整合到賦權

（empowering）的處理方案之中，諮商師使用支持與鼓勵

的策略使小麗的父母覺得自己是有效能的父母而非失敗的父

母，於是願意持續探索內在的資源，走出傷痛，並發展出

願意參與互助團體幫助其他面臨哀傷的父母。Jobes等學者

（2005）針對自殺青少年的危機處理提共了下列的行動措

施（Jobes, Berman and Martin, 2005）：

  （1） 消除手段：讓父母或重要他人參與消除個案所有致命手段。

  （2） 協商安全：在高風險期間，與個案發展同意維護其安全

的協定。

  （3）未來聯結：安排電話、後續臨床聯繫、期待的事件。

  （4） 減少焦慮和睡眠不足：如為急性焦慮則需藥物治療，但

要仔細監測。

  （5） 減少孤立：需要動員親友、鄰居能隨時與處於危機中的

青年保持聯繫。

  （6） 住院治療：若風險持續有增無減，且個案無法承諾不自

殺，則強制其住院治療。

  7. 第7階段：追蹤

     　　助人工作者應計劃在初步處理後需與個案進行面訪或電

訪的後續聯繫，以確保危機正在得到解決，並評估個案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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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後的狀態。危機事件後對個案的評估可以包括：個案的身

心狀況；對突發事件的認知掌握程度；評估整體功能，包括

社會、精神、就業和學業；持續治療的滿意度與進展情形；

任何當前的壓力源與處理策略；可能的轉診或其他（例如法

律，住房，醫療）的需求等。建議在事件後的週年紀念日或

其有特定意義的日子，再次與個案聯絡，也可以建議個案參

加互助團體來鞏固其改善情形。

四、危機處理成效評估

危機處理是否能讓個案將危機轉化為增強應變能力機會，視助人工作

者在危機處理過程中的敏感度、洞察力及在短暫時間內有效地運用不同的

原則及技巧以達致最佳的成效，以下的評估指標可提供助人工作者作評估

參考。

（一） 當危機對個案的威脅及衝擊是否已能被個案控制在可應付的範

圍內？

（二）個案在遇到同類事件發生時是否能夠應付和處理？

（三）個案的應變能力是否已回復正常甚或比以前更佳？

（四）個案的思考方式是否比以往更正面及積極？

（五）個案將來遇到近似危機時是否更有信心去處理？

五、結論

在遭遇到高挫折壓力、不幸事件、犯罪事件或被害事件時，許多人陷

入生活中的危機之中。在危機期間，他們與社會正常的相處方式突然中斷。

雖然他們對危機的反應時間並不一很長，但創傷後所帶給他們的影響卻常

持續存在。危機處理通常是立即性且短暫性的，助人工作者可能只有短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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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或機會可以與個案一起討論，但一個有效的助人工作者卻很期待個案

的生命會產生改變，即便是微小的改變也足以解決問題，並為個案帶來能

力與希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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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謂危機

「危機」是指更生人生命中遭遇的事件 4，而這個危機事件多是不可

預知的，可能來自個人、家庭、經濟、身體健康因素 5等等，針對事件發

生已經無法用過去經驗既有方式去做處理，導致有失落、不安、憤怒等情

緒，當其情緒無法排解時，就有可能有「危機」產生。

二、危機的種類

 （一）健康

  　　健康部份為因遭遇傷病健康困擾進而發展出的「危機」，

此健康困擾可能是慢性疾病、痼疾、癌症、發生事故傷勢或精

神疾病。慢性疾病、痼疾可能因長期用藥或久治不癒導致其情

緒低落；癌症可能帶來許多的不良情緒，其中可能包含了對家

庭的愧對、對治療的不安、醫療費用的壓力等等；發生事故傷

勢如交通事故帶來的外傷或骨折，進而導致增加額外的療費用

及工作收入停滯問題。

（二）家庭

  　　家庭部份為家庭功能喪失或家庭成員關係的改變進而發展

出的「危機」。人的一生中可能會經歷結婚生子，或家人的生、

老、病、死，這些雖然大多都是可預期的，但在事件發生時，

生命發生改變時，仍可能產生危機。

危機處理策略
 3

3 撰文者：更生保護會總會個案管理師呂衍緯。
4    麥麗蓉（2009）。助人工作者於危機處理過程中的壓力因應與自我照顧。臺灣心理諮商季刊，
1（3），11-21。

5     鄭泓鎂（2015）。社區關懷訪視員在危機助人工作情境中的衝擊及因應歷程研究。國立臺南
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碩士班。https://hdl.handle.net/11296/m6hz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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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濟

  　　經濟部份為經濟問題帶來的「危機」，經濟問題可能來

自天災、人禍等等因素，導致個人或家庭失去收入來源，使

個人或家庭不只是情感心理上產生「危機」，更顯著的是生

活生存困頓造成的「危機」。

三、危機處理的目標與策略

危機處理的目標為認識更生人危機產生的原因及問題，進而去連結

合適之社會資源，以協助更生人渡過危機並提升更生人對於危機處理的經

驗，其危機處理策略，如下：

（一）確認危機

 　　 當更生人危機發生時，我們應先與更生人建立良好的溝通

管道及信任關係，以便我們進一步與更生人瞭解危機產生的原

因，若是有多種問題產生的危機，也可透過與更生人或其家人

朋友談話去瞭解當下問題解決的優先順序，以利制定危機處理

的措施或方案。

（二）進行處理

  　　在瞭解危機產生的原因及問題後，便是進行危機的處理，

處理的過程需盤點手邊擁有的資源，並瞭解可連結的相關單位，

過程中除了資源的給予、相關單位的聯繫，也需要給予更生人

情緒上的支持，使更生人在獲得鼓勵的同時，更願意去使用我

們提供資源及合適相關單位的連結來渡過危機。

（三）解決危機

  　　在更生人的問題已使用提供之社會資源或相關單位進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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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仍需針對更生人進行追蹤，並適時關懷，以瞭解更生人的

問題是否已獲得解決，且症狀是否已有緩和，並希望更生人在

此次危機的過程中瞭解並提升自身處理危機之經驗，若在追蹤

發現更生人問題仍存在，則需再瞭解、確認問題，若仍是相同

問題則可嘗試連結不同社會資源或單位以協助更生人。

危機處理策略

確認危機 進行處理 解決危機

●��建立溝通
管道

●��建立信任
關係

●��瞭解問題

●��制定措
施、方案

●��盤點資源

●��連結資源

●��給予情緒
支持與鼓
勵

●��後續追蹤

●��適時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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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更生保護業務時，工作內容龐雜繁瑣，尤其面對瞬息萬變事件，

難免會有心力交瘁，力所不及之憾，如何能有效解決面臨的問題，引進專

業及不斷精進，則是當務之急，對於業務，汲取他人經驗，從經驗中成長，

能使更生保護夥伴們，面對危機事件，易如反掌，輕易地解決。有關更生

人危機事件處理方式，說明如下：

一、個案來源

為達本會協助預防犯罪目的，不同以往，針對危機事件之更生人，本

會應揚棄以往自由保護的觀念，對於有需要協助之更生人，應採取主動積

極的態度，對更生人提供貼心的協助，危機事件之案源來自於更生人或其

關係人主動求助、更生保護會主動發現、其他單位轉介或媒體報導。

二、危機處理人員

危機事件之態樣變化多端，為有效提供必要之協助，爭取時效及減少

傷害產生是必要的，危機處理人員協助處理緊急事件，小組成員於發現危

機事件時，應立即處理，必要時應取消假期。小組成員包括二層，視危機

之嚴重性，依序由第一層至第二層處理。

（一） 第一層（分會）：危機事件單純，分會專任人員可完全掌控並

化解，危機處理人員包括，分會主任、副主任、專員、主任委員、

兼任督導或外聘督導等。

（二） 第二層（總會）：危機事件較複雜、重大，為避免傷害持續擴

大，須提昇至第二層，處理人員包括：執行長、副執行長、督導、

各組組長，並納入分會為任務編組，例：重大輿情事件，或分

6  撰文者：更生保護會執行長許瑜庭 。

危機處理技巧與方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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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專任人員無法獨立處理該危機，由分會通報總會，總會協助

分會專任人員處理，並報告董事長及陳報法務部保護司。

三、危機處理程序：

（一）第一層（分會）

 1.  接獲危機通報：立即通知小組成員，依優先次序通知下列成

員。

 2.  小組成員到場：依距離遠近，能立即到現場者為優先通知

對象。

 3.  緊急事件立即排除：危機事件具有急迫性且具立即性危害，

如未緊急處理，無法排除危難，如攻擊行為、自傷、涉及違

法等，視危機事件性質通知警方、督導（地檢署書記官長或

主任觀護人）、更生人最近家屬、更生人重要他人或其他必

要人員到場協助處理，先控制危機現場。

 4.  緊急會議：由小組成員先行召開緊急會議商討策略，並評估

其他外部單位相關人員，可提供危機事件之協助及資源。

（二）第二層（總會及分會）

 危機事件具有複雜性及嚴重性

 1.  接獲危機通報：以總會執行長為中心，立即通知小組成員，

組成危機處理小組，並給予任務分配。

接獲危機通報順序

主任
副主任

專員 兼任督導主任委員 外聘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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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診斷危機問題：先確認更生人為輔導中或結案之案件，進入

「個案暨輔導員管理系統」查詢相關資料，如未曾輔導之個

案，於「個案暨輔導員管理系統」無法得知相關資料時，則

透過當地分局或派出所，得知個案問題所在及基本資料（依

據個資法，並非所有員警願意立即提供個案資料），去電更

生人或家屬瞭解問題，確認本會可介入協助之處。

 3.  資源盤點：盤點本會資源是否能提供更生人協助，如無法

提供完整協助，或更生人未符合申請資格，應結合社會資

源或轉介其他適當的機構，共同協助更生人。例如：更生

人欲再犯社會重大矚目案件，除運用本會資源協助更生人

生活及情緒支持等輔導措施外，仍須通知觀護人 (如為觀護

案件 )，或函轄區分局做必要協助。

 4.  處理危機：危機處理事件須迅速、按照一定的原則，妥善

處理，儘快恢復本會的信譽和形象。接獲事件立即評估情

況、主動積極溝通，並擬定策略以控制事態的發展。對事

件中的更生人應主動提出協助，避其再犯，如：更生人犯

危機事件具有複雜性及嚴重性通報對口

副執行長、督導 總會各組組長 分會主管

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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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重大治安案件，立即先以電話聯繫並瞭解事件原委，或

親自訪視，關懷其所面臨的問題，給予適當協助，並勸導

勿再犯。

 5.  將處理過程報告董事長及陳報法務部保護司。

四、堅持精進作為，化解危機事件

處理危機事件，除汲取經驗外，尚需要有精進作為，分述如下：

（一）   專業化的態度：面對來分會求助更生人的情緒波瀾，更保夥伴

們要有「八風吹不動」的定力，不帶個人情緒，耐心傾聽與同

理，努力協助更生人解決問題，「態度懇切，立場堅定」是專

業化的基本要求。如何提升專業化，應具備以下6項 7：

 1. 專業知能：對於更生保護業務，有充分瞭解，包含從事個案

工作及行政工作等，相關理論及實務之專門的知識或技能，

擁有系統性的知識體系。

 2. 倫理規範：任何行業，為達成目標，需有一套規範，並建立

特殊之專業領域，專業應擁有完善的倫理規範，避免不當之

措施，影響服務品質。

 3. 專業組織：進入組織必具備符合該組織之一定條件，由受過

訓練之專任人員組成，且擁有健全的組織架構及規章，並擁

有專業的自主性。

 4. 專業訓練：透過在職訓練、長期的訓練及培訓，持續協助專

業人員的成長。

 5. 執行業務之標準流程：製定作業流程標準化，除了能夠縮短

7翁長亨（2021）。台灣家庭教育專業化的現況與發展 -以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觀點剖析。輔仁
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碩士班。https://hdl.handle.net/11296/7qd9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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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人員面對不熟練且複雜的學習外，還能減少錯誤的產生、

提升工作效率。

 6. 專業態度：專業人員應具有服務的熱忱，且對社會有犧牲奉

獻的精神。

（二）   從被動到主動：目前接受服務的更生人，大部分是自願性個

案，當前更生保護會在社會安全網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之一，

為了因應社會趨勢，革舊圖新是必要的，在發現有需要協助

的更生人，應主動關懷，並鼓勵其接受協助，服務理念配合

時代改弦更張，從被動到主動，才能提供完整協助。

（三）  多元化的服務：更生人常因本身原因，無法完全瞭解本會協

助內容，因此為每一位更生人個別評估需求是必要的，如更

生人未符合該項申請資格，經評估符合本會他項資格，應主

動提供協助。倘更生人本會所有服務內容皆未符合，應為其

尋找社會資源，提供妥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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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辦理社會矚目案件暨重大事故回報機制流程圖

特別注意事項：

1.  社會矚目案件係指更生人發生重大刑事案件經新聞媒體報導或知悉可能播報者。

2.  安置處所發生重大事故，除先行通知總會外，另請依本會辦理更生人收容安置處所管

理要點第 10點，進行相關通報程序。

3.  總會回報董事長及法務部保護司，並另行安排同仁業務或輪值順序。

重大輿情案件處理流程
 8

 

 

 

總會知悉通知分會 

分會知悉通知總會 
上述事件種類 

矯正機關 

地檢署/ 其它機關 

( 法院、警察局)  

法務部 

各分會主動知悉

或接獲資訊 

總會知悉

案件 

回報董事長 

回報 

總會公務群組 

總會逐次回報 

董事長 

是否曾經提供更

生保護輔導措施 

願意接受輔導者

進行追蹤輔導 

分會進行 

系統登錄完成報告 

 

總會轉陳 

法務部保護司 

非本會輔導之更生人 

發生社會矚目案件 

輔導中個案 

發生社會矚目案件 

安置處所 

發生重大事故 

後續服務及處遇 

初步調查情形回報 

8 撰文者：更生保護會總會專員余景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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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說明

（一）  案父是跟隨中華民國國軍撤退來臺的四川省籍榮民，4年前逝

世。案母是本省人，75歲，撿拾資源回收並協助案大哥的子

女就學接送。個案有1姐、1兄，手足間排行第3（家庭成員

詳見家系圖）。

（二）  個案（62年次），89年擔任電子公司工程師，結識第一任妻

子陳女，婚後隔年生下大女兒；93年與林女婚外情，因而95

年與陳女離婚；97年和林女結婚，隔年生下小女兒，自此爭

吵不斷。林女抱怨個案酗酒、家暴、婚外情。個案則稱林女曾

因酗酒後持刀威脅，報警強制送醫；99年3月個案被林女指

９撰文者：更生保護會臺北分副主任陳佳琳。

生態圖及家系圖

臺北分會案例
 9

個案危機評估與處理技巧說明與分析

4年前過逝

業務員

89-95

90年次

林女

97-99

住6樓

75

住5樓

1220

48

98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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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家暴，判刑4個月，易科罰金，99年與林女離婚，小女兒

監護權歸林女所有。個案離開工程師工作後擔任過公車司機與

貨車司機，在擔任貨車司機時犯案。

（三） 個案因不滿個人婚姻家暴案司法判決對他不公平，經陳情求助

無門，遂於103年犯下殺人未遂案，判處有期徒刑6年。

二、危機評估

（一） 中華民國總統府砂石車衝撞事件，是中華民國總統府廳舍自

1919年落成以來，除太平洋戰爭末期的臺北大空襲之外，最

嚴重的攻擊性維安事件。

（二）  個案犯案前，留下許多負面色彩的文章和字句，皆是透露了個

人婚姻問題、司法判決問題、犯案行動計畫暗示。

（三）  個案對司法和社會不公表達不滿，犯案也是預謀已久，例如案

發前在總統府的場勘、犯案時間挑選；只因為他不想波及他人，

若衝撞總統府造成人員傷亡，屆時其將一心求死。個案當初犯

案的動機係想透過激烈的手段表達對家暴案件判決的不滿。

（四）  假釋出獄後，個案與林女間的危機仍存在。評估其再犯危險

因子：

  1.偏執型人格。

  2.對社政單位不滿。

  3.無法探視案女。

  4.無工作意願。

  5.對司法單位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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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處理技巧

（一）  由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觀護人召開「張○○ -眾所矚目案預防

再犯社區網絡聯繫會議」並建立預防再犯社區網絡LINE群

組。

（二）  觀護列其為核心案件、更生保護會列其為認輔個案，加強監督

輔導。透過更保與觀護、文山一分局、家暴中心、就服處個管

站、利伯他茲等單位合作，共同進行高密度的關懷與協助。

（三）  觀護函文文山一分局，需針對個案加強不定時查訪。

（四）  更保、利伯他茲就服員及個案管理資源站個管員共同輔導個案

就業並建立張○○輔導就業LINE群組，以便整合三方資訊及

溝通。

（五）  個案對社政及司法單位負向情緒，延伸至假釋報到與觀護人溝

通不良模式，分會居中協調緩解雙方的衝突危機。

（六）  個案介意被多方單位特別關注，更保與觀護共同選派鄭老師

（更生輔導員同為榮譽觀護人），協助加強訪視關懷、執行觀

護報到。

（七）  更保、鄭老師透過LINE群組方式與個案及林女間溝通，提供

雙方溝通的安全管道。

（八）  個案向地院聲請親子探視權，分會轉介家庭支持方案，透過專

業資源介入，透過家支陪伴，增加個案正向經驗，提供個案與

前妻間一個理性的溝通平台，降低再犯危險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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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效評估

輔導期間：109.3-110.6

（一）  協助個案與林女之間扮演溝通橋樑，並成功促成個案出監後親

子第1次會面。

（二）  積極輔導就業，提供個案多元求職的協助。然案家經濟小康，

個案尚有積蓄，無就業意願及就業規劃，案家人亦沒有期望個

案去就業。個案婉拒分會介紹的工作，但對分會的積極協助表

示感謝。

（三）  個案願意循法律途徑爭取案2女探視權，並避免觸法。

（四）  輔導過程，個案仍陷司法不公的認知，個性固著、堅持己見，

想法自我，慣以外歸因究責，不容易接受建議。考量個案當初

犯案的動機及假釋出獄後與案前妻林女間的危機仍存在，轉介

家庭支持方案，透過專業資源介入，提供個案與前妻間一個理

性的溝通平台，降低再犯危險因子。

（五）  轉介家支後，分會除服務個案外，也需對輔導的社工給予支持

與鼓勵。

（六）  社工引導個案在正確法律範圍內，與案前妻協調，爭取女兒

探視權。社工一路陪伴訴訟，減少個案與司法單位人員相處，

衝突點也降低。協助個案走完爭取小孩探視權法律程序並達成

探視權爭取。

（七）  提供案長女情緒諮商資源。

（八）  注意個案心理變化，化解個案與觀護人、他人之衝突。

（九）  家庭支持方案的目標是放在個案跟家庭的互動，且個案期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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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二女建立關係，能夠有探視權，此目的已達到。

（十）  個案假釋期滿之後，預備上山修行，並由住家轄區管區派出所

接手追蹤輔導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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