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山大學內部監督稽核報告 

受稽核單位 學生事務處諮商與健康促進組(原諮商與職涯輔

導組) 

稽核日期 111年 4月 14日(四) 

稽核種類 年度稽核                               稽核地點 行政大樓 4006會議室 

案件編號 110-年稽-02 

項次 查 核 項 目 稽 核 結 果 稽 核 建 議 缺失佐證資料 

 

一 內部控制作業項目 

學-諮-01 

精神疾病及自我傷害

個案危機處理 

完  備                  □ 

不完備  內控流程不完整  □ 

        欠缺內控有效性  □ 

        其他缺失        ▄ 

一、精神疾病患者除自我傷害行為外，

亦常發生傷害他人行為之情況。建

議增加傷人個案之危機處理機制。

如：流程圖第二階段現場處理中，

{研判立即送醫指標－評估是否有

自傷或傷人之虞}之内容，自傷的

指標較明確具體，傷人的指標請等

同自傷的指標，具體列出。如有此

相關案主，可能考慮是否送醫外，

需考慮是否讓警察介入？另外，請

考量是否增加對於潛在被害者的

處理流程。 

二、有鑒於學校積極邁向國際化後，外

籍生人數增加，建議儘速建立具外

語溝通能力之外籍生諮商人才清

單，以為因應。 

部分稽核人員提供佐證

資料請參閱附件。 

 

 



三、有關流程圖中現場處理:依指標研

判是否立即送醫，所指”指標”是

否僅符合其中之一或需多項以上

才送醫?是否有確實列入現場處理

人員之訓練職能之一，倘無法判定

時之支援做法為何?建議釐清。 

四、危機處理小組主要成員是否為常

態性設置?基本成員包含哪些人?

建議於作業程序說明中釐清。 

五、依流程圖所示，無論是否送醫，是

否學務處都會聯繫並組成危機處

理小組?需啟動者建議明確，以利

權責分工，另啟動時程並未有要

求，建議能依事件嚴重程度而有區

隔。 

六、依流程圖所示之現行處理模式，第

三階段因涉及各單位分工及權責，

針對案件處理資訊之聯繫與整合，

如何達到快速且有效率，同時維護

個資安全，建議進一步研擬強化流

程。 

七、建議系統性建立案件處理日誌及

檢討可改善之處，以作為未來事件

處理之經驗留存及交接，如已有建

立，請提供歷年處理案件名稱清

冊。 



八、精神疾病與自我傷害個案設計在

同一之危機處理流程，原因為何？

精神疾病涵蓋面如何界定？校安

人員是否有足夠的專業能力判斷

精神疾病患者？請予釐清。 

九、作業程序中第二點中所提的指標，
建議應在流程中羅列，以與流程圖

之研判立即送醫指標一致。 

十、作業程序中指標 3～6項內容中之

校安人員（值班人員）是否可以在

當時立刻判定？ 

十一、作業程序中三、（二）1 中「召

開危機處理小組:視學生個案

嚴重度通知相關單位派員協

助」，嚴重度的標準如何界定？

請予以釐清。 

十二、作業程序中三、（二）中之「2提

供緊急臨時住宿安排」建議納

入流程圖中。作業程序與流程

圖中內容應有一致性，以免遺

漏細項。 

十三、以往曾發生接受諮商輔導得學

生，離開諮商輔導處所後去自

殺的事件，如依現有流程圖經

評估不須送醫，當下如何因應

處理? 



十四、 建議針對以往處理案件，檢視

目前內控作業及流程圖，適時

做滾動式修正，以維持內控作

業之有效性。 

十五、依目前流程圖，經評估需送醫

者之流程，建議考量是否亦應

通知該學生導師。 

 
 



※未來有關管理及績效重大挑戰之預警性意見(含行政興革建議事項)： 

一、案件（包括心理及健康）處理日誌之建立對於諮商輔導業務相當重要，建議諮健組應儘速建立機制。 

二、目前本校正致力於校園雙語化之推動。惟本校可提供外籍生諮商者，目前僅有一位兼任諮商心理師，建議諮

健組對於人力之延攬宜考量校務之發展趨勢。 

三、諮商輔導人力(包括專、兼任心理師及精神醫師)宜確實呈現其年度執行成效（包含三級預防之成效），並應建

立分析機制。 

四、諮商心理輔導學生志工之建立是心理諮商網路重要的一環。建議應建立同儕輔導志工團體及年度培訓機制。

另外，諮商心理師及導師之心理諮商成長機制亦宜有年度規劃，以提昇輔導知能。 

五、對於轉學生、復學生及身心障礙資源生之輔導機制應列為內部控制項目，建立內部控制作業及機制（SOP） 

六、以往曾發生接受諮商輔導的學生，離開諮商輔導處所後仍去自殺的事件。如依現有流程圖經評估為不須送醫，

當下需如何因應前述事件之處理? 

七、諮商與健康促進組於 111 年 2 月 1 日剛完成組織調整，組內人員間之適應與磨合至為重要。 

八、因應本校半導體、國際金融研究學院及後醫系新設立，宜未雨綢繆，將新設立單位之學生納入現有諮商輔導

體系。 

九、近期諮健組有 2 名護理師先後離職，其實際原因為何?諮健組宜研擬留才作法。 

十、關於本校學生自我傷害事件個案，有接受輔導紀錄與無接受過輔導紀錄學生是否有作統計?其比例為何? 

十一、建議強化學校、家庭及同儕對需關懷輔導個案之支持與協助。 

十二、建議考量對外爭取經費計畫業務與核心績效之關聯性，以避免因額外負擔影響諮商成效。 

十三、因應資通安全管理法施行細則、教育體系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規範，資訊安全及個人資料文件、系統

之保密作為備受重視，單位保存之資料與紀錄為本校重要資料者，為符合資安防護及個資保護之精神，建

議事項如下： 



 

資訊安全部分 

(一)新進人員需落實簽立資訊安全保密切結書，了解資安保密職責。 

(二)個人電腦存有各項資訊(含機敏資料)及文件等，應妥善保管並落實個人電腦保護措施，以避免遭受入

侵而導致資料外洩。 

(三)避免使用即時通訊軟體傳輸含機敏資料或個人資料檔案。以電子郵件的方式傳送含機敏資料或個人資

料檔案時應予以加密。 

(四)宜更落實人員離(調)職應落實業務交換，含資訊(含機敏)資料、文件等，以利業務持續運作(如填寫

離(調)職人員移交表單)。 

(五)電腦或相關設備如需報廢或移轉他用時，應確實刪除該設備所儲存之資料與檔案。 

(六)人員離職應克盡資訊安全保密職責，禁止散播本校資訊(含機敏)資料、文件等，以防資料外洩。 

個人資料保護部分 

(一)新進人員需落實簽立個人資料保密切結書，了解個資保密職責，處理含個人資料時，應依據「個人資

料保護法」及相關規定審慎處理，不私自蒐集或洩漏業務資訊，非公務用途嚴禁調閱使用。 

(二)個人資料之調閱宜經申請並核准，且記錄其調閱身分及行為，調閱紀錄或傳輸行為加以記錄流向備查。 

(三)內部傳遞或與外部機關交換個人資料時，應選擇可靠且具備保密機制之傳遞方式，如於實體文件封袋

加上彌封或對資料檔案壓縮加密。 

(四)宜更落實執行個人資料盤點，以利掌握單位個資數量(如資料盤點表)。 

(五)宜更落實執行風險評鑑，以利知悉個資事件發生之風險值(如風險評鑑彙整表)。 

(六)人員離職應克盡個人資料保密職責，禁止散播本校個人資料、文件等，以防人員資料外洩。 

建議同仁可參加資安及個資相關研討會以提升新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