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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安全篇

「羈押禁見」不等於與世隔絕案例二

受刑人

小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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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小楷想購買小型收音機用來收聽英文電台

時，看守所值班人員小廣卻告知因為小楷的身分

為禁見被告，因此不得閱覽報紙、收看電視機及

收聽廣播，故拒絕他的購物申請。然而小楷仍不

放棄，持續向機關反映，希望取消此不合人道的

規定，主張羈押禁見被告者仍應享有獲得知識的

權利，以吸收新知之正面資訊，減少因羈押時間過長，導致與社

會脫節的負面影響。

關鍵詞：人道處遇、天賦人格尊嚴、無罪推定

小楷因交友不慎，加入詐騙集團擔任車

手的角色，最後因詐欺罪遭逮捕，並羈押禁見

於看守所。在羈押期間，小楷開始反省自身的

行為，於是重拾自己在學校對於英文課程的興

趣，希望將來腳踏實地做人，謀求正當職業。

X

案例二矯正安全篇

「羈押禁見」
不等於與世隔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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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 點

羈押禁止接見之被告不得收看電視、收聽廣播及

禁止購買、閱讀報紙，是否不人道之處遇且侵害

其天賦人格尊嚴？

《監獄行刑法》、《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羈押法》

及《羈押法施行細則》等訂定我國對於自由受到拘束

之被告、受刑人相關規定，惟部分規定現已不符合人

權思維，矯正署刻正積極修法，期給予收容人更人道

之處遇，符合國際人權標準。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53 號解釋，刑事被告受羈押後，為達成羈

押之目的及維持羈押處所秩序之必要，其人身自由及因人身自由

受限制而影響之其他憲法所保障之權利，固然因而依法受有限制，

惟於此範圍之外，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受羈押被告之憲法權利之

保障與一般人民所得享有者，原則上並無不同，有鑑於此，過往

相關規定未符合該原則應予以修正；矯正署於 107 年 2 月 9 日因

應臺灣高等檢察署 86 年 1 月 4 日檢仁所甲字第 17 號函示停止適

用，通函本署各矯正機關，對於原禁見被告之接見、通信及受授

物件等事務，不再完全禁止，而須視個案而定，在偵查中由檢察

官，於審判中由審判長或受命法官指定並指揮看守所為之。

按《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第 1 項規定：「被告經法官訊問後，

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左列情形之一，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

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一、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

之虞者。二、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

或證人之虞者。三、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 5 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因此，羈押之目的主要是在保全刑事追

1

2

3

人權公約結構指標

《公政公約》第 7 條規定：任何人不得施以殘酷，或予以殘忍、

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非經本人自願同意，尤不得對任

何人作醫學或科學試驗。

《公政公約》第 10 條規定：自由被剝奪之人，應受合於人道及

尊重其天賦人格尊嚴之處遇（第 1 項）。

國家義務

 國家對待自由受剝奪者，應如同自由的人一樣，必須保障這些

人的尊嚴得到尊重，而且不得使其遭受與喪失自由無關的任何

困難或限制。喪失自由者除在封閉環境中不可避免須受的限制

外，享有《公政公約》規定的所有權利（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21

號一般性意見第 3 段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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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中，禁見被告小楷除法官或檢察官有特別囑咐不得閱讀報

紙、收看電視及收聽廣播外，小楷可以向看守所購買收音機，值

班主管小廣也不得因此拒絕，否則有違《公政公約》第 7 條及第

10 條不人道處遇之規定。

7訴、審判或執行程序，避免被告有逃亡或湮滅、偽造、變造證據

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俾確保訴訟程序順利進行，使國家刑罰

權得以實現。

惟參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53 號解釋，受羈押被告之憲法權利

之保障與一般人民所得享有者，原則上並無不同，故即使是禁見

被告，相關之權利也應受到保障。

對於禁見被告禁止使用收音機、電視機或閱讀報紙之規定係按照

臺灣高等檢察署 86 年 1 月 4 日檢仁所甲字第 17 號函示規定辦理，

其限制目的係為避免共犯或相關利害關係人等，利用電視、廣播

等傳播媒體，或以公開報導、刊登廣告等方式藉此傳遞串供（證）

之相關訊息，然而禁止措施雖為達成羈押目的，然恐與比例原則

未盡相符，且已不符人權趨勢及時宜，故經檢討後，該函示已停

止適用。

《刑事訴訟法》第105條第3項及第4項規定，關於禁止被告接見、

通信及受授物件等事務，偵查中由檢察官，於審判中由審判長或

受命法官指定並指揮看守所為之，故本案例中，縱使被告被裁定

羈押禁見，除非由法官或檢察官視個案有特別限制不得被告閱讀

報紙、收看電視及收聽廣播外，禁見被告仍可以主張閱讀報紙、

收看電視及收聽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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