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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促使戒癮治療處遇方案臻於完善，並加強毒品再犯防制聯繫平台各方

成員之合作交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特於 111 年 5

月 27 日下午 2 時，聯合召開「111 年第 1 次毒品再犯防制聯繫平台會議暨多

元司法處遇網絡精進會議」，由本署檢察長洪信旭與橋頭地檢署檢察長鍾和

憲率領主任檢察官及同仁與會，邀請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局長林瑩蓉、大

高雄各醫療院所及社會復健治療課程講師等共同參加，另因應新冠肺炎疫

情嚴峻，本次會議特以視訊方式舉行。  

 

    本次會議以兩位檢察長之致詞揭開

序幕，本署洪檢察長表示，於 110 年度共

有 423 人接受緩起訴處分附帶命令之多

元戒癮處遇方案，截至今年 4月已完成或

仍持續接受戒癮治療之戒癮者比率為

83.18％，執行成效卓著，特別感謝各機

關(構)及社會復健治療課程講師，於疫

情期間仍不遺餘力支持協助毒品再犯防

制工作，另鑑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與「毒品戒癮治療實施辦法及完成治

療認定標準」之修正與實施，就新制上路後，若干實務執行層面之問題及困

難，希藉由本次毒品再犯防制聯繫平台會議，邀集各方成員充分進行意見交

流與討論，以完備戒癮治療機制，全面減少再犯。 

 

    橋頭地檢署鍾檢察長致詞時亦表示，為強化緩起訴處分個案之戒癮治

療成效，橋頭地檢署依循高雄地檢署之方針，於 109 年 8 月試辦針對毒品戒

癮者的多元司法處遇方案，並藉由 110 年起設置之毒品再犯防制聯繫平台，

精進戒癮治療處遇模式，提高個案之戒癮動機，共同協助戒癮者在兼顧家

庭、工作與生活之情況下復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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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特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主任，亦為整合性藥癮醫療示

範中心計畫主持人黃名琪醫師辦理專題講座，向與會人員分享成癮治療模式

與司法系統合作經驗，藉由成癮治療模式 13個原則之解說，強調個案成癮之

精準康復有賴於有效治療和持續追蹤，階段性的酬賞管理能提升個案之戒癮

動機，延長個案在戒癮治療網絡內的持續性，並以與北檢合作二級毒品緩起

訴處分附帶命令戒癮治療為例，指出此治療模式下個案之中途退出率及復發

率皆有效降低，顯示醫療端與司法端在戒癮治療網絡內相輔相成之關係，亦

可見司法護盾之重要性，其精闢見解使與會者深感獲益匪淺，並在各自的工

作上激盪出新的思維火花。 

接著由高雄地檢署、橋頭地檢署與醫院端針對現行毒品戒癮治療之執

行課題進行討論與協調，包含緩起訴處分附帶命令戒癮治療之心理治療次

數評估、提升緩起訴處分個案履行戒癮治療之完成率等議題，皆進行充分

且詳實之探討，本次透過毒品再犯防制聯繫平台更有效整合戒癮資源，促

使司法、醫療、毒品防制局等各方成員溝通無礙，共同為毒品防制而努

力，期能實現保護國人遠離毒害之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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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署於 111年 5 月 3 日及 5月 16 日辦理一、二級毒品戒癮治療說明會，

由郭方案人員及林觀護助理員向被告詳細說明戒癮治療流程及相關規定。本

次說明會首先提及緩起訴處分與觀察勒戒之差異，緩起訴處分之被告可保有

相當程度之人身自由，繼續其工作、家庭及學業，但仍須定時回地檢署向觀護

人報到，如處遇為完成社會復健治療課程與義務勞務者，必須安排時間履行，

亦叮囑醫療處遇之被告務必每月至醫院接受門診與心理治療。 

    說明會最後，也再次提醒個案，請遵守戒癮治療所有相關規定，珍惜緩起

訴處分機會，跟毒癮說掰掰，早日回歸社會懷抱。 

您在戒毒方面的好幫手： 

（一）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    電話：（07）211-1311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 420號 4樓 

（二）戒毒成功專線： 0800 － 770 － 885（24 小時無休服務） 

遠離毒品，迎接新生 
雄檢辦理一、二級毒品戒癮治療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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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家庭暴力防治報告中指出「家庭暴力是一種犯罪行為，亦是

重大公共衛生議題，不僅侵害被害人人身安全，影響被害人身心健康甚鉅，

並會產生暴力代間傳遞情形，所衍生的社會成本難以估算。因此，讓每個人

都能在家庭中安心成長，免於遭受家庭暴力威脅，是國家必須致力保障的基

本權益。」 

    本署為加強家庭暴力防治觀念，於 111

年 5 月 4 日辦理法治教育課程，邀請社工師

王嘉正擔任講師，為緩起訴處分被告暨緩刑

受保護管束人講授家庭暴力防治與通報之

相關法規及流程，說明保護令的相關規定。 

    講師以生活實例及社會案例，引導個案

認識家庭暴力、定義家庭暴力，並讓個案理解家暴的行為態樣，進而說明家

庭暴力處理流程，以及保護令的三個種類。 

    另針對實務上家暴類型說明，依統計數據產生家暴事件的原因：相處問

題佔 75%、權控佔 15%、精神飲酒佔 10%；講師指出衝突最大的來源在於溝通

不良，造成相處上的摩擦，勉勵個案關係是需要經營的，美好的關係建立在

真正的傾聽與理解之上，當感受彼此需求真正被重視，改變舊有相處問題，

才能在關係裡找到新契機，繼續前行。 

高雄地檢署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家庭暴力防治與通報」、「保護令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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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政府已大力宣導勿酒後駕車，

社會上仍有部分民眾存有僥倖心態、貪

圖方便酒後駕車。為加強宣導法治觀念，

於 111年 5月 18日假本署第二辦公室團

輔室辦理法治教育課程，邀請社工師王

美懿擔任講師，為緩起訴處分被告暨緩

刑受保護管束人講授酒駕新制重要事項

以及認識家暴法重點。 

    

   

    講師先向個案說明最新的酒駕新制規定，如:酒駕、拒絕酒測的再犯累

計期限，由原本 5 年延長為 10 年，因此未來若 10 年內再度酒駕，主管機關

將公佈其姓名、照片及違法事實，同時提高酒駕同車乘客的處分，明定年滿

18 歲乘客將被處新臺幣 6000 元以上至 15000 元以下罰鍰（原罰則為新臺幣

600 元至 3000 元罰鍰）等，讓個案明白存有僥倖的心態而違法之後果相當嚴

重。另外，講師亦向個案說明家暴法的重點、定義及保護對象。 

 

 

     第二堂課，講師以認識壓力與促進

身心健康為議題，向個案說明壓力和表

現之相關性。適度的壓力可提升成就，壓

力表現在行為、心理、身體三方面，個人

生活的生態影響其情緒和成長。最後講

授壓力調適的方法-「信運同轉」：信仰、

運動、同在、轉念，並請個案為自己的健

康填寫分數，及說明如何面對壓力讓自己

更健康快樂。 

高雄地檢署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法律常識大補帖」、「惜福感恩，人生即是修行」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詐騙幾乎已成全民經驗，各式各樣詐騙電話、簡訊，一頁式的廣告無所

不在，民眾經常飽受各式詐騙手法的困擾。為建立詐欺與反詐騙的法治教育

觀念，特邀高雄市政府刑事警察大隊副大隊長蔡信助擔任講師，以「不義之

財要當心!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慎防網購詐騙、假投資、竄改的來電

顯示」為課題，於 111 年 6 月 1 日假本署第二辦公室一樓團輔室舉辦法治教

育課程，講授對象為緩起訴處分被告暨緩刑受保護管束人。 

  課程開始，講師先說明詐欺的定義係指犯嫌以不法手段或詐術等方式，

取得被害人財物或財產之不法利益。並介紹常見的詐騙態樣與案例，例如隱

瞞凶宅訊息售屋，致賣家陷於錯誤而購買則構成詐欺罪；而部分民眾看準

停車場全自動繳費特性，利用出口感應器空檔「偷溜」出場，講師亦告誡此

舉可能涉及詐欺罪嫌，切勿為了一時貪念而誤觸法網。 

    講師於課程後半段介紹國內常見詐騙手法前三名為「假網拍」─利用臉

書購物或假代購真詐財、「假冒名義」─竄改的來電顯示，假冒機構、親友，

以及「ATM 解除分期付款設定」─購物個資外洩，被要求至 ATM 解除訂單及

分期。並利用口訣教授如何反詐騙，一聽(聽清楚電話說什麼?是否有詐騙關

鍵字)、二掛(聽完後立即掛上電話，不讓歹徒繼續操控你的情緒)、三查證

(撥 165 查證)。期能藉由此次課程增進個案基礎法治觀念，了解手法遠離詐

騙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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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地檢署網址： http://www.ksc.moj.gov.tw 

高雄地檢署服務中心電話：(07)216-1467。 

高雄地檢署社會勞動諮詢：(07)215-2565 轉 3032，乙股觀護人。 
有任何問題或建議嗎？ 

請以電子郵件寄至 xpisces@mail.moj.gov.tw  編輯：郭又菱、林詠智 

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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