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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研究證實，藥物濫用治療可減少再犯率

和其他犯罪行為、改善個人的社會功能、就業、

身體和情緒健康。因應愛滋病的防疫需求，台灣

自2006年起，開始實施「受緩起訴處分附命完成

戒癮治療」（簡稱受緩起訴處分），作為監禁以

外的另一種司法處遇方式，提供海洛因使用者美

沙冬替代療法，期望改善其與社會的聯繫，不致

因司法處遇而中斷。司法處遇後的就業狀況是藥

物濫用者能否順利重返社會與降低再犯率的重要

指標，本文旨在探討不同司法處遇狀況與司法處

遇後失業的相關性。

　　以第一、二級毒品施用者於司法處遇前的就

業狀況分析。於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

期間接受司法處遇之毒品施用者為實驗組，進行

配對病例對照研究 (Matched Case-Control Study )。

以接受司法處遇之毒品施用者為實驗組，配對性

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種族、戶籍所

在地鄉鎮區別與實驗組個案相近的對照組，配對

比為1:1。分析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司法處遇成案日

前就業狀況差異，就業狀況以健保投保薪資進行

分類。另分析投保單位的行職業別與接受司法處

遇之毒品施用者的關係，並進一步探討不同司法

處遇方式前後的就業狀況差異比較分析。資料來

源包括：(1)法務部刑事系統：提供因施用第一、

不同司法處遇與失業的相關性：
一個全人口回溯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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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級毒品而受緩起訴處分資料。(2) 法務部獄政

系統：提供因施用第一、二級毒品而受監禁及受

觀察勒戒者之資料。(3)全民健保資料庫：提供全

民健康保險投保之相關資料。

　　依刑事司法處遇方式分為「受緩起訴處

分」、「受觀察勒戒」及「受監禁」等三組。

其中「受緩起訴處分」組為2011年間接受緩起訴

處分人；「受觀察勒戒」為2011年間出所之受觀

察勒戒人；「受監禁」組為2011年間出獄之受刑

人，為避免重複監禁影響就業狀況之判斷，排除

資料期間因施用毒品2次以上入獄之樣本。本研

究共納入9,120名受刑事司法處遇的藥物濫用者。

主要研究變項包括處遇前就業狀況、城鄉別、年

齡、性別及處遇後就業狀況等。

　　統計分析方法採用邏輯斯迴歸分析(Logistic 

Regression)，計算各自變項的「勝算比」(Odds-

Ratio)。勝算比等於1表示該自變項與失業無相

關；勝算比小於1表示該自變項與失業呈負相

關；勝算比大於1表示該自變項與失業呈正相

關。

　　分析結果顯示，在控制性別、年齡、婚姻狀

況、教育程度、種族、戶籍所在地鄉鎮區別後，

司法處遇前的就業狀況若以是否就業來分析，接

受司法處遇之毒品施用者與對照組(未接受毒品

司法處遇)無統計上顯著差異；然司法處遇前的

就業狀況若再細分薪資高低來看，接受司法處遇

之毒品施用者在處遇前明顯比對照組低薪。進一

步在控制性別、年齡、城鄉、司法處遇前兩年

內的就業狀況等變項後，受監禁者在司法處遇後

兩年內失業的風險較受緩起訴處分者高(勝算比

=2.27，95%信賴區間: 1.95-2.64，P值<0.001)。失

業的風險在受觀察勒戒與受緩起訴處分間無顯著

差異。男性、年長者、住鄉村及司法處遇前無就

業者，在司法處遇後有較高的失業風險。在司法

處遇前已就業的族群中，受監禁者出所後的失業

風險明顯比受緩起訴處分者高。

　　目前檢察官對第一、二級毒品施用者是否施

用緩起訴處分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係綜合醫療機

構評估、再犯可能性研判等各種因素考量為判

斷。由於更生人之就業狀況不但是預測再犯的重

要因子，也是其是否能對其所屬之社會、家庭做

出貢獻的重要指標。本研究對於不同族群、特性

更生人就業狀況之分析，期望可成為檢察官未來

決定對個案施以緩起訴處分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

判斷參考依據，以提升其處分之品質。另本研究

結果指出，受緩起訴處者較受監禁者之後續就業

狀況為佳，因此對於再犯毒品施用罪者，是否可

選擇更多適當的個案，以緩起訴處分取代監禁，

應亦是未來可思考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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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資料之特性以及整合與應用介紹

　　近年來隨著網路環境發達、雲端服務盛行及

智慧型行動裝置之普及，造就了「儲存成本」與

「資料取得成本」迅速的下降，伴隨而來的是

資料快速且大量的累積，使得人們更容易地進

行資料的蒐集，也因此從資訊技術（Information 

Technology，IT）的階段邁入了資料技術（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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