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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矯正新知

美國軍事矯正與美國矯正協會合作對

我國軍事矯正工作啟發

周石棋（本會總編輯）

前言

我國軍事審判制度在「洪仲丘事件」後，經立法將其改隸司法系統，其相關

軍事羈押及矯正工作也改由司法矯正系統負責，如此種大改變並沒有經過詳細評

估與檢討，現在情況似乎又回到早期台灣光復後，由於尚未成立軍事監禁機構，

軍事收容人暫時收容於司法監獄的情況，畢竟我國軍事審判制度是學習西方制

度，有必要回頭檢視國外軍事矯正制度發展，或許可以作為我國未來相關政策規

劃參考。

美國軍事矯正發展

Grande (20113)指出，美國陸軍與美國矯正協會(American Correctional 

Association簡稱ACA)有關監獄管理及監禁環境合作關係已超過142年，ACA早期

稱為美國監獄協會(American Prison Association)，於1870年在俄亥俄州辛辛

那提市舉行全國監禁及改造原則會議(the National Congress on Penitentiary 

and Reformation Discipline)時，當時州長也是協會會長Rutherford B. 

Hayes，特邀請陸軍將領Thomas F. Barr代表陸軍與會，理由是當時有非常多軍

人監禁於司法監獄之中，Barr對於司法監獄進步留下深刻印象，例如有關典獄

長、宗教教誨、監獄改革委員會成員及社會慈善人士的協助，進而採用其相關原

理原則，在他回到華府後，請求軍政部長准許設立軍事監獄。

在1874年，經評估許多地點後，美國國會同意於堪薩斯州Fort Leavenworth

設立美國軍事監獄(U.S. Military Prison簡稱USMP)，Barr擔任其中一位首長

(Commissioners)一直到1894年，同時監督該監獄運作，該監獄及管理委員會後

來改名為美國管訓營區(United States Disciplinary Barracks簡稱USDB)，

Barr 與該營區密切合作，協助該監獄興建及有關新成立監獄的規章、紀律管理

及處遇育計畫等事宜，後來Thomas F. Barr被認為是美國軍事監獄之父。

在1884年第七屆美國矯正年會於美國底特律舉辦時，USDB被認定為美國最

佳監獄之ㄧ，同時邀請Barr提供專題演講，介紹該監獄，他表示:陸軍在1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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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軍事懲罰系統及為軍人所設立軍事監獄，透過國會立法，軍事監獄在Fort 

Leavenworth正式成立運作，有固定編制員工、調查分類系統及550人收容員額，

他們對此監獄感到非常榮幸，並且相信收容人會真正改過，監獄工作在於協助收

容人成為有榮譽感的軍人，提供他們有足夠能力成為良好公民。

USDB的宗教教誨主管Axton於1917年參加於美國紐奧爾良協會年會時，向與

會者解釋，軍事監獄收容人也就是一般人稱戰犯(War Prisoners)，或者稱為逃

兵，因其中收容人的三分之二為逃兵，每位逃兵都希望能夠被改造後再度回到

軍隊，在第二次世紀大戰時，於1944年在紐約市舉行矯正協會年會時，Robert 

Patterson特別表示對於司法監獄對於軍方協助，提供超過35,000軍事收容人監

禁床位服務，也協助軍方下定決心提供健全軍事矯正政策，在2005年於巴爾的摩

舉辦年會時，David Peter(副首長)特別提供一個工作坊，稱為:矯正人員海外工

作之反恐安全訓練(Anti-Terrorism Safety Training for Corrections Staff 

Stationed Overseas)，提供駐紮在伊拉克司法矯正人員諮詢服務。

由於軍方密切參與ACA專業會議，來自軍方各部門人員於1980年代早期成立

ACA軍事矯正委員會(Military Corrections Committee簡稱MCC)，MCC提供兩個

系統溝通平台，與ACA合作規劃各種處遇計畫，收集有利於軍事矯正資訊，經過

31年後，MCC已有超過100位成員，來自世界各國成員，代表各矯正單位、訓練中

心、假釋委員會等，於1984年MCC成立年度個人貢獻獎，提供對於國防部矯正服

務有特殊貢獻人員，該貢獻獎命名是以ACA前協會理事長，於1940年代提供陸軍

及軍事矯正諮詢服務的Austin MacCormick命名。

陸軍為了介紹其管理特色，經常在ACA會刊Corrections Today發表文章，其

中一篇係介紹軍事收容人、陸軍矯正管理系統、如何管理空軍及陸軍海外據點、

及USDB發展歷史。陸軍矯正系統也在政策其管理方面配合ACA標準，及獲得認

證，例如憲兵、社會工作師、矯正處遇專員、計畫管理者等。

在2007年陸軍與ACA合作聘請司法矯正官員協助軍事高階管理人員，準備提

供全球反恐羈押管理服務，此類司法專業人員分享其經驗及所學，提供有關醫

療、安全、特殊收容人管理及監禁管理原理的專業知識，在過去5年間，所有外

派海外的的憲兵管理人員皆需要接受此種訓練。

ACA提供一平台供軍事及司法矯正官員交換有關理想之處遇計畫、組織管理

及提升矯正系統社區處遇等實際作法，並交換意見，如果沒有此種合作關係及來

自ACA及司法矯正系統協助，陸軍矯正系統是無法提供海內外如此有效能及成功

的管理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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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陸軍矯正模範處遇計劃

Taggart 及Schroeder (2013)指出，美國陸軍於密蘇里州Fort Leonard 

Wood的矯正及羈押專屬計劃在美國國防部及司法犯罪矯正系統是非常有名氣，

在陸軍系統中，負責矯正及羈押工作為31E部隊，隸屬於憲兵司令部，此部隊的

訓練由經過嚴格訓練及有經驗幹部(cadre)、完善設施機構、及有效訓練計劃所

組成，訓練成員生活關鍵技能、工作價值及職場倫理等。由於軍事矯正工作是

每天皆需運作的勤務，運作順利與否關係31E部隊的專業成效，此項工作從Fort 

Leonard Wood基地開始，是美國憲兵唯一高階個別訓練(Advanced Individual 

Training,簡稱AIT)部門，也負責訓練新進軍事矯正人員。

訓練內容:陸軍矯正工作入伍訓練為10週基礎戰鬥訓練，訓練完成後被送至

Charlie部隊，接受為期7週矯正工作訓練，讓士兵接受技能及執勤與文書寫作訓

練，在測驗通過後，才分發軍事矯正部門負責相關勤務工作。

美國海軍矯正小組管理

美國海軍矯正小組管理包括:監督管理、小組管理、運用軍事模式及自我負

責的哲學，此種管理方式應用於日常矯正管理工作，從起床號(reveille)開始，

到息燈號(taps)，此管理模式也規範個別收容人處遇計畫、調查分類及配業、

縮刑、違規懲處、教化及輔導工作。小組管理工作成員包括:小組管理者、輔導

員、科員、主任管理員及管理員，此小組隸屬於海軍人犯管理部門(Prisoner 

Management Department)，海軍矯正機關之功能如同一個安全及自我管理機構，

內含教室、工場、健身中心、戶外運動場、洗衣房、餐廳、作業成品展售中心、

舍房、醫療中心及行政中心，軍事模型的矯正處遇計畫在於強化軍中價值、軍紀

及軍禮儀式(Purcell, 2013)。

結語

經審視美國軍事矯正發展，其起源甚早，可以說與美國矯正協會同時發展起

來，其專業化程度有目共睹，不管是在職前訓練、在職訓練、處遇計劃、與社會

互動、參與相關研討會及國際交流等，皆以專業為導向，持續發展，其作法值得

我國在未來再次規劃軍事矯正系統時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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