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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緣起

此緃火犯係中度智障



前言-法規

• 警察職權行使法19條

– 警察對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管束：

一、瘋狂或酒醉，非管束不能救護其生命、身體之危險，或預防他人生命、

身體之危險。

二、意圖自殺，非管束不能救護其生命。

三、暴行或鬥毆，非管束不能預防其傷害。

四、其他認為必須救護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非管束不能救護或不能預

防危害。

• 精神衛生法32條⋯(保障病人就醫)

– 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於執行職務時，發現病人或有第三條第一款所定狀態
之人有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者，應通知當地主管機關，並視需要
要求協助處理或共同處理；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即護送前往就近適當醫
療機構就醫。



綜上，依照精神衛生法，精神病人送醫並無明確強制之權責，
警消人員僅得為協助護送就醫，惟精神病人於送醫現場之行
為達警察職權行使法第19條規範時，可由警察機關適時予以
管束。

請讓所有人知道，衛生局沒有「強送(強制送醫)」
的權利，也請不要再使用這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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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法規
提審法(103/1/8修正，103/7/8施行)

• 2條(逮捕拘禁機關應書面告知之事項)人民被逮捕、拘禁時，逮捕、拘禁之機
關應即將逮捕、拘禁之原因、時間、地點及得依本法聲請提審之意旨，以書面
告知本人及其指定之親友，至遲不得逾二十四小時。

• 第7條(被逮捕拘禁人之解交)-逮捕、拘禁之機關，應於收受提審票後，二十四
小時內將被逮捕、拘禁人解交；如在收受提審票前已將該人移送他機關者，應
即回復發提審票之法院，並即將該提審票轉送受移送之機關，由該機關於二十
四小時內逕行解交；如法院自行迎提者，應立即交出。前項情形，因特殊情況
致解交或迎提困難，被逮捕、拘禁人所在與法院間有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設
備而得直接訊問，經法院認為適當者，得以該設備訊問，逮捕、拘禁之機關免
予解交。逮捕、拘禁之機關，在收受提審票前，被逮捕、拘禁人已回復自由或
死亡者，應將其事由速即回復發提審票之法院。第二項之視訊過程，應全程錄
音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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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現況

如果，貴縣市的社區干擾案件是衛生局主政的話，
那麼⋯⋯

再多的警示與資源都是沒辦法運作的



回到必須講法規的天龍國
如何執行不可能的任務



任務一：法規共識1-護送就醫爭點

爭點 常見狀況

一、未具精神疾病診斷者
如何送醫

1.個案是否具精神病診斷？
2.不具精神疾病診斷者可否送醫？
(1)無法判斷第3條第1款所定狀態之人-員警無法

單從民眾外觀表現分辨是否罹患精神疾病
(2)如何認定病人有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

-員警到場未必見到病人有行為失序、自戕或
傷害他人舉止



任務一：法規共識2-護送就醫爭點

爭點 常見狀況

二、現場護送就醫執行
權責

1.現場是否需有醫護人員?
2.現場局處權責？
 遠距進行醫療？

爭點 常見狀況

三、社區照護問題 1.個案不符合護送就醫標準，但有就醫需要
2.個案雖接受醫療，但仍有違序或犯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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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的歷程-局處協調共識大事曆

1.1060711本府社會安全網會議爭點:評估透過遠距或其他方式，解
決醫生無法在現場提供評估與指示，或其他執行過程中的疑義

2.1060727本局邀集相關局處召開共識會議

3.1060814市長室報告爭點：修正「臺北市政府處理干擾社區行為
者通報及處置流程圖」及相關規定和表單，降低警消人員送醫執
行過程中之醫療責任

4.1060830本局邀集相關局處召開共識會議

(1)本局局長主持，鄧副市長列席督導

(2)流程已達共識，並於臺北市政府處理干擾社區個案行為者通報
及處置流程圖與處置說明進行修正

(3)1060928市長室列管會議解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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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0620、1128本局107年度臺北市維護公共安全社區特殊個案追蹤照護跨局
處聯繫會報

(1)潛在精神照護個案：
運用醫療機構精神病人社區照護品質提升計畫提供後續服務。

(2)強化個案資料隱私維護說明：

請各醫療院所、警察局、社會局暨本局相關同仁，於發佈相關新聞、與媒體
溝通交流時或處理相關情事時應注意維護個案隱私及遵循相關法令之規定。

持續跨局處合作



任務三：天龍國的管理



社區干擾系統
(疑似精神病人)

鍵資料(含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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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新臺北市
精神病人系統

精神照護系統 (精神病人)
1.資料(含醫院、訪視)
2.訪視分級
3.介接系統-自殺、社政
(家暴、兒少)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1 資料介接與整合

2 訪視分級

3 新增-評估因子

串接本局家戶系統

大數據分析

本局精神病人照護系統
照護整合化 管理資訊化
本局精神病人照護系統
照護整合化 管理資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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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臺北 把愛傳出來

把愛傳出來

把愛傳到每一個角落

對你的關懷 一直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