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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壹壹壹壹、、、、調查依據調查依據調查依據調查依據    

     依據「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施行細則」第七

條暨配合機關 101 年度民意調查計畫辦理。 

貳貳貳貳、、、、回收率及有效樣本數回收率及有效樣本數回收率及有效樣本數回收率及有效樣本數    

    本次問卷調查計發送問卷159 份，回收問卷159 份，

回收率100％，有效樣本數100 份，有效問卷率100

％。 

参参参参、、、、調查結果分析調查結果分析調查結果分析調查結果分析    

    本次問卷調查統計分析顯示，本所出所收容少年整

體滿意程度前三名之項目依序為「生活管理課程或

訓練」、「同仁之整體清廉度」及「處理保管金或

保管品」；不滿意度偏高者依序為「代購買日常生

活用品之服務」及「供應伙食品質」。另就各題調

查情形研析如下：  

一一一一、、、、供應伙食品質供應伙食品質供應伙食品質供應伙食品質    

    表示「很滿意」、「滿意」與「尚可」者合占

88.05﹪；另有 8.81%受訪者表示不滿意，整體

而言，受訪少年對於膳食的供應仍相信有作到

衛生、營養的原則，即便在炎炎的夏日季節中，

同學們的反應還是無顯著差別。 

二、醫療照護措施醫療照護措施醫療照護措施醫療照護措施    

     表示「很滿意」、「滿意」與「尚可」者合占

87.42﹪。醫療照護是指本所在特定時段有醫護

人員駐所幫忙診療，對很多同學在所外願意好

好就診，除非是有緊急病痛，然在所期間能藉

此機會適時提供更正確的醫療資源及常識，是

非常有助益的。 

三三三三、、、、代購買日常生活用品之服務代購買日常生活用品之服務代購買日常生活用品之服務代購買日常生活用品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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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很滿意」、「滿意」與「尚可」者合占

84.91﹪；另有 10.06%受訪者表示不滿意，總

體以言，本所代購物品服務是秉持「關懷」的

理念,從輔助者的角度提供少年日常用品的需

用，從問卷結果可看出並無因缺少某些用品而

造成不便利。 

四四四四、、、、處理保管金或保管品處理保管金或保管品處理保管金或保管品處理保管金或保管品    

     表示「很滿意」、「滿意」與「尚可」者合占

88.06﹪，少年們初入所時所持有的有價物品通

常都不算太鉅額，當他們出所時，所方必善盡

物歸原主的處理作為，是以從問卷結果，不難

知道受訪少年對於所方保管措施的認同。 

五五五五、、、、配班配班配班配班、、、、配房措施配房措施配房措施配房措施    

     表示「很滿意」、「滿意」與「尚可」者合占

89.94﹪。整體而言，受訪少年對於配班、房作

法有近 9 成給予正面評價，顯示受訪少年有很

高的團體適應性，然有 8 位不滿意的少年是合

群性及融合度比較不佳的情形，應多加以協

助。 

六六六六、、、、機關同仁之整體清廉度機關同仁之整體清廉度機關同仁之整體清廉度機關同仁之整體清廉度    

    表示「很滿意」、「滿意」與「尚可」者合占

89.94%。顯示受訪者環視本所團隊同仁實踐清

廉度持肯定之看法。 

七七七七、、、、生活管理課程生活管理課程生活管理課程生活管理課程或訓練或訓練或訓練或訓練    

     表示「很有幫助」、「幫助」與「尚可」者合

占 94.97﹪。光看到很有幫助及有幫助的比例，

機關就會很受鼓舞，因他們既願意表示有助益，

也證明所方的努力就是一項對的投資。 

八八八八、、、、辦理教化活動辦理教化活動辦理教化活動辦理教化活動    

     數據顯示教化方式對少年的學習成效，認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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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誨」及「個別教誨」幫助程度佔居優先，

顯示因為個人的背景不同，其所發揮的功能，

對於收容少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文康活動因

具活潑性，容易帶給少年們歡樂的感染力，頗

值参考，或可多設計這類活動的編排。 

九九九九、、、、建議或反映事項建議或反映事項建議或反映事項建議或反映事項    

                本次開放問項於全部有效問卷 159 份中，無受

訪者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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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研究目的第一章研究目的第一章研究目的第一章研究目的    

壹壹壹壹、、、、調查目的調查目的調查目的調查目的    

    為瞭解本所收容少年在所執行期間，對教化、

衛生醫療、伙食、員工風紀等問題之觀感，並蒐集

各項業務執行情形或尚待改善事項等資訊，期作為

本所業務革新之參考，爰辦理本問卷。  

 

貳貳貳貳、、、、調查主題調查主題調查主題調查主題  

本次調查主題，除開放題外，分就以下面向探討出所收

容少年滿意度情形： 

●供應伙食品質供應伙食品質供應伙食品質供應伙食品質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    

●醫療照護措施醫療照護措施醫療照護措施醫療照護措施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 

●代購買日常生活用品之服務代購買日常生活用品之服務代購買日常生活用品之服務代購買日常生活用品之服務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 

●處理保管金或保管品處理保管金或保管品處理保管金或保管品處理保管金或保管品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 

●配班配班配班配班、、、、配房措施配房措施配房措施配房措施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 

●機關同仁之整體清廉度機關同仁之整體清廉度機關同仁之整體清廉度機關同仁之整體清廉度 

●生活管理課程生活管理課程生活管理課程生活管理課程或訓練或訓練或訓練或訓練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 

●辦理教化活動辦理教化活動辦理教化活動辦理教化活動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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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研究方法第二章研究方法第二章研究方法第二章研究方法    

壹壹壹壹、、、、問卷設計問卷設計問卷設計問卷設計 

  一、問卷調查採無記名方式辦理，並以懇切語詞提出

簡要問題說明，使受訪者樂意合作，期提高問卷

之信、效度。 

  二、問卷以封閉選項填答為主，開放自由簡答為輔。 

貳貳貳貳、、、、調查對象調查對象調查對象調查對象    

     出所收容少年為對象。 

參參參參、、、、抽樣方法抽樣方法抽樣方法抽樣方法  

    委請板橋、士林地方法院法警室，針對飭回、責付

收容少年，採全面普查作業，以書面問卷及不記名

方式，經充分時間自由填答，再由本室收回。 

肆肆肆肆、、、、調查時間調查時間調查時間調查時間    

    本次調查自101 年3月1日起至10 月1日止。 

伍伍伍伍、、、、資料處理及分析方法資料處理及分析方法資料處理及分析方法資料處理及分析方法    

一、封閉式題項：除開放性題項（第9 題）外，針對

各封閉問項，彙整調查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區

分為成滿意度(即很滿意+滿意)、可接受度（很

滿意+滿意+尚可）、不滿意度(即很不滿意+不滿

意) 等三大項區塊做整體分析。 

  二、開放式題項：經彙整統計資料，於全部有效

問卷 159 份中，開放問項無受訪者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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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調第三章調第三章調第三章調查查查查統計結果統計結果統計結果統計結果    

壹、請問您對本所辦理之伙食是否滿意？ 

一、設計原因 

    瞭解收容少年對本所伙食供應之滿意度，以作為

本所策進之參考。  

 

  二、圖表分析 

      受訪少年對於辦理膳食滿意度，認為很滿意者有

17人（10.69%），滿意者有49人（30.82%），尚

可者有74人（46.54%），不滿意者有14人（8.81%），

沒意見者有5人（3.14%）。 

 

選 項 很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沒意見

101 份 數 17  49  74  14  5  

% 10.69 30.82 46.54 8.81 3.14 

 

 

 

  三、整體分析 

      整體而言，受訪少年對於膳食的供應仍相信有作到

衛生、營養的原則，即便在炎炎的夏日季節中，同

很滿意

11%

滿意

31%

尚可

46%

不滿意

9%

沒意見

3%

圖圖圖圖1:供應伙食品質供應伙食品質供應伙食品質供應伙食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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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們的反應還是無顯著差別。 

 

貳、請問您對於本所辦理之醫療照護措施是否滿意？ 

一、設計原因 

    旨在知悉收容少年對本所醫療照護之滿意度，以

作為本所興革之參考。  

 

  二、圖表分析 

      受訪少年對於辦理醫療措施滿意度，認為很滿意者

有 28 人（17.61%），滿意者有 52 人（32.70%），

尚可者有 59 人（37.11%），不滿意者有 10 人（6.29%），

沒意見者有 10 人（6.29%）。 

 

  選 項 很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沒意見 

101 份  數 28  52  59  10  10  

% 17.61 32.70 37.11 6.29 6.29 

 

 

 

  三、整體分析 

      醫療照護是指本所在特定時段有醫護人員駐所幫

忙診療，對很多同學在所外願意好好就診，除非是

很滿意

18%

滿意

33%

尚可

37%

不滿意

6%

沒意見

6%

圖圖圖圖2:醫療照護措施醫療照護措施醫療照護措施醫療照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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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緊急病痛，然在所期間能藉此機會適時提供更正

確的醫療資源及常識，是非常有助益的。  

 

參、請問您對本所代購日常生活用品之服務是否滿意？ 

一、設計原因 

    本所因收容人數較少，並無合作社之設立，而係

以代購方式提供收容少年購買日常生活用品，本

項旨在藉以瞭解收容少年對本所代購物品措施之

滿意度，以作為本所興革之參考。 

 

  二、圖表分析  

      受訪少年對於代購日常生活用品之服務滿意度，認

為很滿意者有 30 人（18.87%），滿意者有 54 人

（33.96%），尚可者有 51 人（32.08%），不滿意

者有 16 人（10.06%），沒意見者有 8 人（5.03%）。 

 

選 項 很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沒意見

101 份 數 30  54  51  16  8  

% 18.87 33.96 32.08 10.06 5.03 

 

 

 

很滿意

19%

滿意

34%

尚可

32%

不滿意

10%

沒意見

5%

圖圖圖圖3:代購物品服務代購物品服務代購物品服務代購物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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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整體分析 

      總體以言，本所代購物品服務是秉持「關懷」的理

念,從輔助者的角度提供少年日常用品的需用，從

問卷結果可看出並無因缺少某些用品而造成不便

利。 

 

肆、請問您對於本所處理您的保管金或保管品是否滿意？ 

一、設計原因 

    旨在知悉收容少年入所後由本所保管之金錢及物

品處理情形滿意度，以作為本所興革之參考。 

  二、圖表分析 

      受訪少年對於處理保管金或保管品滿意度，認為很

滿意者有 50人（31.45%），滿意者有 59人（37.11%），

尚可者有 31 人（19.50%），不滿意者有 10 人（6.29%），

沒意見者有 9 人（5.66%）。 

 

 

選 項 很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沒意見 

101 份  數 50  59  31  10  9  

% 31.45 37.11 19.50 6.29 5.66 

 

 

很滿意

31%

滿意

37%

尚可

20%

不滿意

6%

沒意見

6%

圖圖圖圖4:保管金處理保管金處理保管金處理保管金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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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整體分析  

     少年們初入所時所持有的有價物品通常都不算太鉅

額，當他們出所時，所方必善盡物歸原主的處理作

為，是以從問卷結果，不難知道受訪少年對於所方

保管措施的認同。 

 

伍、請問您認為本所的配班、配房方面是否適當？ 

一、設計原因 

    旨在知悉收容少年對本所配班、配房之滿意度，

以作為本所興革之參考。 

 

二、圖表分析 

    受訪少年對於配班、配房滿意度，認為很滿意者

有 46 人（28.31%），滿意者有 56 人（35.22%），

尚可者有 41 人（25.79%），不滿意者有 8 人（5.03%），

沒意見者有 8 人（5.03%）。 

 

選 項 很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沒意見 

101 份  數 46  56  41  8  8  

% 28.93 35.22 25.79 5.03 5.03 

 

 

   

很滿意

29%

滿意

35%

尚可

26%

不滿意

5%

沒意見

5%

圖圖圖圖5:配班配房措施配班配房措施配班配房措施配班配房措施



 �

 

11 

 

  三、整體分析  

      填答可接受程度(含表示很滿意者、滿意者及尚可

者)計有 88.98﹪。整體而言，受訪少年對於配班、

房作法有近 9 成給予正面評價，顯示受訪少年有很

高的團體適應性，然有 8 位不滿意的少年是合群性

及融合度比較不佳的情形，應多加以協助。 

 

陸、請問您對本機關同仁之整體清廉度是否滿意？ 

  一、設計原因 

      旨在防止本所員工有違法或不當行為發生。 

  二、圖表分析 

      受訪少年對於機關同仁之整體清廉度滿意度，認

為很滿意者有 44 人（27.67%），滿意者有 60 人

（37.74%），尚可者有 39 人（24.53%），不滿意

者有 6 人（3.77%），沒意見者有 10 人（6.29%）。 

   

選 項 很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沒意見 

101 份  數 44  60  39  6  10  

% 27.67 37.74 24.53 3.77 6.29 

 

 

   

 

很滿意

28%

滿意

38%

尚可

24%

不滿意

4%

沒意見

6%

圖圖圖圖6:同仁之整體清廉度滿意度同仁之整體清廉度滿意度同仁之整體清廉度滿意度同仁之整體清廉度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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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整體分析  

      受訪少年對於本所同仁之整體清廉度顯示受訪者

環視本所團隊同仁實踐清廉度持肯定之看法。 

 

柒、請問您認為在本所期間所接受任何生活管理課程或

訓練是否有助益？ 

   一、設計原因 

       旨在知悉收容少年對本所安排之生活管理課程、

是否能發揮輔導管理生活之功能及其意見，以作

為本所興革之參考。 

   二、圖表分析 

       受訪少年對於提供任何生活管理課程或訓練之反

映情況，認為「很有幫助」者有 58 人（36.48%），

「有幫助」者有 69 人（43.40%），「尚可」者有

24 人（15.90%），接受程度(含表示很有幫助者及

有幫助者及尚可者)計有 94.91﹪，「沒有幫助」者

有 2 人（1.26%），「沒意見」者有 6 人（3.77%）。 

 

選 項 很有幫助 有幫助  尚可  沒有幫助 沒意見  

101 份  數 58 69 24 2 6 

% 36.48 43.40 15.90 1.26 3.77 

 

 

很有幫助

36%

有幫助

43%

尚可

16%

沒有幫助

1%

沒意見

4%

圖圖圖圖7:生活管理課程生活管理課程生活管理課程生活管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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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整體分析  

      光看到很有幫助及有幫助的比例（79.88%），機關

就會很受鼓舞，因他們既願意表示有助益，也證明

所方的努力就是一項對的投資。 

 

捌、請問您對於本所辦理之教化活動，哪一種對您幫助最  

大？ 

  一、設計原因 

      旨在蒐集收容少年對於教化之意見，以作為各相關

科室之參考。 

  二、圖表分析 

      受訪少年對於教化活動，認為幫助最大者，宗教教

誨有 52 人（32.70%），個別教誨有 53 人（33.33%），

集體教誨有 30 人（18.87%），文康活動有 32 人

（20.13%），其他有 4 人（2.52%）。 

 

 

選 項 宗教教誨 個別教誨 集體教誨 文康活動 其他 

101 份  數 52 53 30 32 4 

% 32.70 33.33 18.87 20.13 2.52 

 

 

宗教教誨

31%

個別教誨

30%

集體教誨

18%

文康活動

19%

其他

2%

圖圖圖圖8:幫助最大的教誨活動幫助最大的教誨活動幫助最大的教誨活動幫助最大的教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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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整體分析  

      本年度所呈現的數據，可提供本所瞭解各項教化方

式對少年的學習成效。受訪少年認為「宗教教誨」

及「個別教誨」幫助程度佔居優先，顯示因為個人

的背景不同，其所發揮的功能，對於收容少年扮演

著重要的角色。文康活動因具活潑性，容易帶給少

年們歡樂的感染力，頗值参考，或可多設計這類活

動的編排。  

 

玖、請問您對於本機關處遇或其他措施有無興革建議或反

映事項？ 

    一、設計原因 

        聽取收容少年對本所各項建議，以供本所參考改

善。 

    二、統計結果：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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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受訪者基本資料受訪者基本資料受訪者基本資料受訪者基本資料     

本次調查共計回收212 份問卷，有效問卷計205 份，分

就性別、罪名、入所期間等基本資料分析。 

壹、性別 

    本次調查，男性比例較女性高，男性有141人，占

88.68%，女性有18人占11.32%。 

貳、罪名 

    本次調查，其他以63人（39.62%）占最眾，依序為

竊盜37人（23.27%）、毒品31人（19.50%）、傷害

18人（11.32%）、妨害性自主5人（3.14%）、恐嚇

4人（2.52%）、感化1人。 

參、入所期間 

本次調查，1月以下，53人（占33.33%）、1-2月，69

人（占43.40%）、2-3月，19人（占11.95%）、3-6月，

14人（占8.81%）、未填寫4人（占2.52%）。 

受訪者基本資料 

壹、  性別 

選 項 男 女 

101 份  數 141  18  

% 88.68 11.32 

 

 

男

89%

女

11%

圖圖圖圖四四四四-1: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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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罪名 

選 項  
妨害性

自主 
傷害  竊盜  恐嚇  毒品  感化  其他  

101份數 5  18  37  4  31  1  63  

% 3.14 11.32 23.27 2.52 19.50 1 39.62 

  
       

  
       

 

 

 

參、  入所期間 

選 項 1 月以下 1-2 月 2-3 月 3-6 月 未填寫 

101 份  數 53  69  19  14  4  

% 33.33 43.40 11.95 8.81 2.52 

 

妨害性自主

3%

傷害

11%

竊盜

23%

恐嚇

3%

毒品

20%

感化

1%

其他

40%

圖圖圖圖四四四四-2:罪名罪名罪名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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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以下

33%

1-2月

43%

2-3月

12%

3-6月

9%

未填寫

3%

圖圖圖圖四四四四-3:入所入所入所入所期間期間期間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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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第五章結論第五章結論第五章結論    

壹、綜合統計 

一、本次問卷係委由板橋、士林地方法院法警室協助

辦理，對受訪少年共發出159份問卷數，回收159

份，有效樣本數計159份，問卷回收及有效樣本

率均為100%。在所期間1個月以上受訪者，佔

64.16%，統計結果更具有相當且普遍之可信度足

供參考。 

二、綜合 101 年度問卷所列第 1-7 封閉題項統計結果，

整體上，分成滿意度(即很滿意+滿意)、可接受

度（很滿意+滿意+尚可）、不滿意度(即不滿意)

三 大 項 ， 統 計 結 果 顯 示 總 體 滿 意 度 平 均 值 為

60.38%，可接受度維持在 89.04%的高評價水準。 

貳、結論及建議事項    

  一、本次問卷調查時間含括暑假期間，也是少觀所需

較費心的時刻，但從問卷統計數據得知，縱使是

較被提及的伙食部份，因 5-7 月份的炎熱天候，

常會導致沒有食慾，但可接受度仍維持在 89.04

﹪指數，可見機關也在飲食上作出相當的變化來

因應。 

  二、另外，值得一提，少年入所期間在 2 個月以下，

約佔 76.73﹪之多，在這不算長的期間，能反應

生活管理課程或訓練及教化活動皆受到很大的

幫助，這也顯示出本機關的作法是愈來愈有方

向。 

  三、少年入所的心態大多從陌生、哭泣、懊悔，最後

也轉為平靜，只是此時離出所之日也更接近了，

不過少年們願意平復下來，就可以聽懂父母們平

常時時反覆愛的叮嚀是何意義？本所只是提供



 �

 

19 

 

一個場所，盡最大的力量去保護他們，然這樣的

生活模式，還是要靠少年們自己有獨立運轉的能

力，今年的問卷結果大致上呈現良好狀態，對於

能改善的部分，所方也會尋求方法將之改進使之

作的更好，因為我們都相信扶持一個少年尋找正

確地方向，看見他們可以昂首往前走，所有同仁

內心的滿足感遠超過那在問卷上填寫百分之百

的滿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