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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聲請提審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其在路邊聽歌、跳舞動作有點大，經父親報

請救護車及警察來圍制，但其沒有違法，不應受管束，其因

父親之堅持而願意上救護車，然在救護車上一路平靜，其無

犯法，不可以對其管束進醫院，為此聲請提審 請求裁定釋

放等語。

二、按人民被法院以外之任何機關逮捕、拘禁時，其本人或他人

得向逮捕、拘禁地之地方法院聲請提審；法院審查逮捕、拘

禁之合法性，應就逮捕、拘禁之法律依據、原因及程序為

之；法院審查後，認為不應逮捕、拘禁者，應即裁定釋放；

認為應予逮捕、拘禁者，以裁定駁回之，並將被逮捕、拘禁

人解返原解交之機關；提審法第1條第1項前段、第8條第1

項、第9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精神衛生法所稱之嚴重病

人，係指病人呈現出與現實脫節之怪異思想及奇特行為，致

不能處理自己事務，經專科醫師診斷認定者；嚴重病人傷害

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經專科醫師診斷有全日住院治療

之必要者，其保護人應協助嚴重病人，前往精神醫療機構辦

理住院；前項嚴重病人拒絕接受全日住院治療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指定精神醫療機構予以緊急安置，並交

由二位以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進行

強制鑑定，但於離島地區，強制鑑定得僅由一位專科醫師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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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精神衛生法第3條第4款、第41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

明文。

三、經查，聲請人罹患雙相情緒障礙症，過去曾於臺北市立聯合

醫院松德院區住院，109年6月出院後即未持續就診，近一週

開始出現情緒高昂、想法多、衝動行為增加之情形，經友人

安排至飯店休息，於民國113年11月22日行為脫序，在飯店

以頭撞地板致額頭出血、尾隨陌生房客、頻繁自語、大聲謾

罵，經飯店報警送往臺大醫院救治，在該院縫合額頭傷口

後，聲請人即逃離該院，在車道上自言自語，與路人發生口

角、肢體衝突，並脫衣服坐在路邊比手畫腳，為其家屬及友

人發現後再送至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急診，於同年月

23日，聲請人情緒不悅，自稱睡不好、想法很多，有幻聽略

以「史帝夫的聲音，他是我朋友，我們用心電感應就能溝

通，因為我很強」，評估其精神病症狀明顯，現實感缺損，

衝動性高，有自傷行為及傷人之虞，而有全日住院治療必

要，惟聲請人拒絕接受，經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檢附相關文件

向衛生福利部審查會提出強制住院申請，經依精神衛生法規

定及相關申請審查程序，審查決定許可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對

於聲請人強制住院等情，有衛生福利部審查決定通知書、精

神疾病嚴重病人基本資料暨通報表、精神疾病嚴重病人診斷

證明書、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住院嚴重病人意見說明、精

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住院保護人之意見書、精神疾病嚴重病

人保護人願任同意書、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急診護理

紀錄、急診病歷、急診病程紀錄、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救護紀

錄表、臺北市仁愛路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在卷可憑，並經

本院當庭訊問聲請人、聲請人之父、陪同醫師無訛(見本院

卷第51至55頁)。綜上，聲請人遭強制住院之原因及程序，

經本院調查後，核與前揭精神衛生法之相關規定尚屬無違，

聲請人提出提審之聲請，請求裁定准予釋放，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四、末按逮捕、拘禁之機關，應於收受提審票後，24小時內將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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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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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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審法第7條第1、2項定有明

文。查本件係以視訊設備進行訊問，聲請人既未解交本院，

自毋庸另行諭知解返原解交機關，附此敘明。　　

五、依提審法第9條第1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陳苑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劉文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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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聲請提審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其在路邊聽歌、跳舞動作有點大，經父親報請救護車及警察來圍制，但其沒有違法，不應受管束，其因父親之堅持而願意上救護車，然在救護車上一路平靜，其無犯法，不可以對其管束進醫院，為此聲請提審 請求裁定釋放等語。
二、按人民被法院以外之任何機關逮捕、拘禁時，其本人或他人得向逮捕、拘禁地之地方法院聲請提審；法院審查逮捕、拘禁之合法性，應就逮捕、拘禁之法律依據、原因及程序為之；法院審查後，認為不應逮捕、拘禁者，應即裁定釋放；認為應予逮捕、拘禁者，以裁定駁回之，並將被逮捕、拘禁人解返原解交之機關；提審法第1條第1項前段、第8條第1項、第9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精神衛生法所稱之嚴重病人，係指病人呈現出與現實脫節之怪異思想及奇特行為，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經專科醫師診斷認定者；嚴重病人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經專科醫師診斷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者，其保護人應協助嚴重病人，前往精神醫療機構辦理住院；前項嚴重病人拒絕接受全日住院治療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指定精神醫療機構予以緊急安置，並交由二位以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進行強制鑑定，但於離島地區，強制鑑定得僅由一位專科醫師實施。精神衛生法第3條第4款、第41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聲請人罹患雙相情緒障礙症，過去曾於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住院，109年6月出院後即未持續就診，近一週開始出現情緒高昂、想法多、衝動行為增加之情形，經友人安排至飯店休息，於民國113年11月22日行為脫序，在飯店以頭撞地板致額頭出血、尾隨陌生房客、頻繁自語、大聲謾罵，經飯店報警送往臺大醫院救治，在該院縫合額頭傷口後，聲請人即逃離該院，在車道上自言自語，與路人發生口角、肢體衝突，並脫衣服坐在路邊比手畫腳，為其家屬及友人發現後再送至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急診，於同年月23日，聲請人情緒不悅，自稱睡不好、想法很多，有幻聽略以「史帝夫的聲音，他是我朋友，我們用心電感應就能溝通，因為我很強」，評估其精神病症狀明顯，現實感缺損，衝動性高，有自傷行為及傷人之虞，而有全日住院治療必要，惟聲請人拒絕接受，經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檢附相關文件向衛生福利部審查會提出強制住院申請，經依精神衛生法規定及相關申請審查程序，審查決定許可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對於聲請人強制住院等情，有衛生福利部審查決定通知書、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基本資料暨通報表、精神疾病嚴重病人診斷證明書、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住院嚴重病人意見說明、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住院保護人之意見書、精神疾病嚴重病人保護人願任同意書、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急診護理紀錄、急診病歷、急診病程紀錄、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救護紀錄表、臺北市仁愛路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在卷可憑，並經本院當庭訊問聲請人、聲請人之父、陪同醫師無訛(見本院卷第51至55頁)。綜上，聲請人遭強制住院之原因及程序，經本院調查後，核與前揭精神衛生法之相關規定尚屬無違，聲請人提出提審之聲請，請求裁定准予釋放，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末按逮捕、拘禁之機關，應於收受提審票後，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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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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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審法第7條第1、2項定有明文。查本件係以視訊設備進行訊問，聲請人既未解交本院，自毋庸另行諭知解返原解交機關，附此敘明。　　
五、依提審法第9條第1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陳苑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劉文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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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聲請提審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其在路邊聽歌、跳舞動作有點大，經父親報
    請救護車及警察來圍制，但其沒有違法，不應受管束，其因
    父親之堅持而願意上救護車，然在救護車上一路平靜，其無
    犯法，不可以對其管束進醫院，為此聲請提審 請求裁定釋
    放等語。
二、按人民被法院以外之任何機關逮捕、拘禁時，其本人或他人
    得向逮捕、拘禁地之地方法院聲請提審；法院審查逮捕、拘
    禁之合法性，應就逮捕、拘禁之法律依據、原因及程序為之
    ；法院審查後，認為不應逮捕、拘禁者，應即裁定釋放；認
    為應予逮捕、拘禁者，以裁定駁回之，並將被逮捕、拘禁人
    解返原解交之機關；提審法第1條第1項前段、第8條第1項、
    第9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精神衛生法所稱之嚴重病人，係
    指病人呈現出與現實脫節之怪異思想及奇特行為，致不能處
    理自己事務，經專科醫師診斷認定者；嚴重病人傷害他人或
    自己或有傷害之虞，經專科醫師診斷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
    者，其保護人應協助嚴重病人，前往精神醫療機構辦理住院
    ；前項嚴重病人拒絕接受全日住院治療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指定精神醫療機構予以緊急安置，並交由二位
    以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進行強制鑑
    定，但於離島地區，強制鑑定得僅由一位專科醫師實施。精
    神衛生法第3條第4款、第41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聲請人罹患雙相情緒障礙症，過去曾於臺北市立聯合
    醫院松德院區住院，109年6月出院後即未持續就診，近一週
    開始出現情緒高昂、想法多、衝動行為增加之情形，經友人
    安排至飯店休息，於民國113年11月22日行為脫序，在飯店
    以頭撞地板致額頭出血、尾隨陌生房客、頻繁自語、大聲謾
    罵，經飯店報警送往臺大醫院救治，在該院縫合額頭傷口後
    ，聲請人即逃離該院，在車道上自言自語，與路人發生口角
    、肢體衝突，並脫衣服坐在路邊比手畫腳，為其家屬及友人
    發現後再送至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急診，於同年月23
    日，聲請人情緒不悅，自稱睡不好、想法很多，有幻聽略以
    「史帝夫的聲音，他是我朋友，我們用心電感應就能溝通，
    因為我很強」，評估其精神病症狀明顯，現實感缺損，衝動
    性高，有自傷行為及傷人之虞，而有全日住院治療必要，惟
    聲請人拒絕接受，經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檢附相關文件向衛生
    福利部審查會提出強制住院申請，經依精神衛生法規定及相
    關申請審查程序，審查決定許可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對於聲請
    人強制住院等情，有衛生福利部審查決定通知書、精神疾病
    嚴重病人基本資料暨通報表、精神疾病嚴重病人診斷證明書
    、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住院嚴重病人意見說明、精神疾病
    嚴重病人強制住院保護人之意見書、精神疾病嚴重病人保護
    人願任同意書、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急診護理紀錄、
    急診病歷、急診病程紀錄、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救護紀錄表、
    臺北市仁愛路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在卷可憑，並經本院當
    庭訊問聲請人、聲請人之父、陪同醫師無訛(見本院卷第51
    至55頁)。綜上，聲請人遭強制住院之原因及程序，經本院
    調查後，核與前揭精神衛生法之相關規定尚屬無違，聲請人
    提出提審之聲請，請求裁定准予釋放，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四、末按逮捕、拘禁之機關，應於收受提審票後，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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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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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審法第7條第1、2項定有明文。
    查本件係以視訊設備進行訊問，聲請人既未解交本院，自毋
    庸另行諭知解返原解交機關，附此敘明。　　
五、依提審法第9條第1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陳苑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劉文松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提字第38號
聲請人  即
被逮捕拘禁人  000  



上列聲請人聲請提審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其在路邊聽歌、跳舞動作有點大，經父親報請救護車及警察來圍制，但其沒有違法，不應受管束，其因父親之堅持而願意上救護車，然在救護車上一路平靜，其無犯法，不可以對其管束進醫院，為此聲請提審 請求裁定釋放等語。
二、按人民被法院以外之任何機關逮捕、拘禁時，其本人或他人得向逮捕、拘禁地之地方法院聲請提審；法院審查逮捕、拘禁之合法性，應就逮捕、拘禁之法律依據、原因及程序為之；法院審查後，認為不應逮捕、拘禁者，應即裁定釋放；認為應予逮捕、拘禁者，以裁定駁回之，並將被逮捕、拘禁人解返原解交之機關；提審法第1條第1項前段、第8條第1項、第9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精神衛生法所稱之嚴重病人，係指病人呈現出與現實脫節之怪異思想及奇特行為，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經專科醫師診斷認定者；嚴重病人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經專科醫師診斷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者，其保護人應協助嚴重病人，前往精神醫療機構辦理住院；前項嚴重病人拒絕接受全日住院治療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指定精神醫療機構予以緊急安置，並交由二位以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進行強制鑑定，但於離島地區，強制鑑定得僅由一位專科醫師實施。精神衛生法第3條第4款、第41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聲請人罹患雙相情緒障礙症，過去曾於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住院，109年6月出院後即未持續就診，近一週開始出現情緒高昂、想法多、衝動行為增加之情形，經友人安排至飯店休息，於民國113年11月22日行為脫序，在飯店以頭撞地板致額頭出血、尾隨陌生房客、頻繁自語、大聲謾罵，經飯店報警送往臺大醫院救治，在該院縫合額頭傷口後，聲請人即逃離該院，在車道上自言自語，與路人發生口角、肢體衝突，並脫衣服坐在路邊比手畫腳，為其家屬及友人發現後再送至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急診，於同年月23日，聲請人情緒不悅，自稱睡不好、想法很多，有幻聽略以「史帝夫的聲音，他是我朋友，我們用心電感應就能溝通，因為我很強」，評估其精神病症狀明顯，現實感缺損，衝動性高，有自傷行為及傷人之虞，而有全日住院治療必要，惟聲請人拒絕接受，經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檢附相關文件向衛生福利部審查會提出強制住院申請，經依精神衛生法規定及相關申請審查程序，審查決定許可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對於聲請人強制住院等情，有衛生福利部審查決定通知書、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基本資料暨通報表、精神疾病嚴重病人診斷證明書、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住院嚴重病人意見說明、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住院保護人之意見書、精神疾病嚴重病人保護人願任同意書、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急診護理紀錄、急診病歷、急診病程紀錄、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救護紀錄表、臺北市仁愛路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在卷可憑，並經本院當庭訊問聲請人、聲請人之父、陪同醫師無訛(見本院卷第51至55頁)。綜上，聲請人遭強制住院之原因及程序，經本院調查後，核與前揭精神衛生法之相關規定尚屬無違，聲請人提出提審之聲請，請求裁定准予釋放，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末按逮捕、拘禁之機關，應於收受提審票後，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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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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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審法第7條第1、2項定有明文。查本件係以視訊設備進行訊問，聲請人既未解交本院，自毋庸另行諭知解返原解交機關，附此敘明。　　
五、依提審法第9條第1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陳苑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劉文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