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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University of Houston-Downtown, UHD），為中央警

察大學(下稱本校)姊妹校，本校定期安排在校各班期、不同學制學生前往該校參

訪及交流。惟自民國107年始，培訓之承辦單位由語言中心更換為該校「刑事司

法訓練中心」（Criminal Justice Training Center）；課程由該中心諸位老師精心

安排，主要內容為美國警察人員基礎專業訓練課程，包含美國警政、警察於德州

的巡邏措施、犯罪偵查、犯罪逮捕與搜索、保護犯罪被害人等主題。另外，在課

程之間亦安排同學前往休士頓警察學校（Houston Police Academy）實地參訪，

觀摩警車高速追車情境演練、多型槍械介紹與射擊觀摩、新式Taser電擊槍解說

與實際體驗等，讓參加學生更加瞭解美國警察設備與訓練機制。除此之外，另有

分組前往德州公共安全部、騎警隊／警犬隊、縱火調查局及海巡署等單位，更深

入了解美國警察之運作模式，更讓本團成員得以體驗美國警察生活文化之國情、

紀律、教學及互動差異。 

本次參加學員係本校遴選之碩士班研究生、大學部學生與二技部學生，共計 

40 名。學員上課與參訪全程穿著制服，學習表現主動積極、勇於提問，展現出

本校教育訓練的成果。本次遊學團之開幕式由 UHD 校長 Juan Munoz親自主持，

休士頓警察學校巡官 Morefield Bradley、駐休士頓臺北經濟及文化處處長陳家彥

等貴賓均與會參加；外交部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歡迎晚宴由陳家彥處長主持，與

會貴賓包含校長 Juan Munoz、休士頓警察局局長 Art Acevedo 及各家媒體等，顯

示遊學團深受休士頓各界重視。另外，王曉明教授邀請領隊高大宇副教授為 UHD

學生授課，內容為刑事司法及數位鑑識執法之英語教學，並且讓在校學員與 UHD

學生分組討論交流，充分展現彼此國際交流並無私分享的美意。 

    最後，於本報告提出「持續邀請姐妹校之師生至本校交流」、「持續培養本校

學生國際視野與增強外語能力」、「持續強化學生之國際專業學術並鼓勵互動」等

三面項之建議。希望讓本校師生能藉由強化各姊妹校關係，提升本校之國際觀、

全球化與人力培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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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遊學交流活動目的 

    為培養本校學生的國際觀與英語能力，本校於民國94年與休士頓大學城中校

區（UHD; University of Houston – Downtown）簽署協議，締結為姊妹校，並每年

安排學生參訪交流。本次美國休士頓遊學團由資訊管理系副教授高大宇與區隊長

謝枘宬一同擔任領隊，協助處理各項課程聯繫事務、安排學生參訪及住宿交通安

全等相關事宜。 

    本次遊學團為第14屆，在形式與內涵與第13屆類似，自民國107年開始，培訓單

位由過去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語言學習中心」，改至該校「刑事司法訓練中心」

（Criminal Justice Training Center），該訓練中心提供主要提供基礎警察訓練、德州警

察在職訓練以及認證訓練等，故其教師能安排警政相關課程，相較之前能給學員更

多刺激。除在刑事司法訓練中心研習外，亦安排學生赴刑事司法相關機構如警察

學校（Houston Police Academy）及德州公共安全部（Department of Public Safety）、

騎警隊（Houston Police Department-Mounted）／警犬隊（Houston Police 

Department-K-9）、縱火調查局（Houston Arson Bureau）及海巡隊（U.S Coast Guard）

等單位參觀，認識休士頓當地刑事司法單位的教學及實務運作。 

 

圖1：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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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交流行程與心得 

一、 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交流過程 

（一） 德州警政介紹 

    在認識美國德州的警察體系及文化之前，必須對美國憲法有初步認識，

本次遊學團的第一堂課程便是由 Rob Lunsford 老師為大家介紹美國憲法的

基本知識。後由 Lee Dees 老師講解美國警政，其中提到警察文化的演進是

由傳統警政到社區警政，再演變成問題導向警政。這些警察運作模式的改變

是隨著時代不斷融入人民需求和社會氣氛而產生的產物，和本校的警察學課

程所欲傳授的概念有相連通之處，在本堂課程中更加深了學生對警政的了解，

同時也能透過不同國家警察文化的交流而融會貫通。 

 

圖 2-1：Lee Dees 老師講解美國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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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犯罪偵查、逮捕及搜索扣押 

    美國的犯罪偵查與臺灣在立法上最根本的差別在於槍枝持有的合法化，

由於美國合法持有槍枝，美國警察所面對的嫌犯其危險性高於臺灣許多，於

是他們必須對此抱持更謹慎的態度。舉一課堂上之範例而言，當警察欲進入

一嫌犯之住宅執行搜索，敲門時所站的位置不能在門的正前方，必須站在側

面的牆壁旁，否則在屋內的嫌犯若持有槍枝，可能立刻隔著門板槍殺警察。

或者，欲對一位嫌犯進行搜身時，而他的雙手正放在口袋內，此時絕不要要

求他雙手舉高，而是要求他將雙口放在口袋內再近身搜索，因為其口袋內可

能藏有武器。這些經驗對於在臺灣的警察亦是十分受用，美國警察在面臨隨

時可能攜帶槍枝的嫌犯，唯有謹慎處理各式案件才能使他們遠離危險，這些

執法觀念的不同也是本次交流重要的收穫。 

 在犯罪偵查時，嫌犯的指認是重要的環節。Lee Dees 老師解釋嫌犯指認

時的注意事項並請同學飾演嫌犯指認的情境幫助同學了解。當欲令被害人指

認嫌犯時，被指認人不能有特殊穿著、髮型、眼鏡等干擾辨識，應統一服裝

等外觀使被害人指認，方能顯現公平。 

 

圖 2-2：犯罪偵查、逮捕及搜索扣押上課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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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刑事司法英語教學：學生分組討論與交流 

    本次遊學團領隊高大宇副教授獲王曉明教授之邀請前往為UHD該校大學學

生講課，分享刑事司法及電腦犯罪偵查等經驗與研究，全程以全英語演講並回答

同學發問，展現國際警察學術交流的精神。用英語教學對老師而言，是種刺激，

也是學習。 

 

圖 2-3：領隊高大宇副教授分享電腦犯罪偵查的經驗與研究 

 同時，本校學生亦前往王曉明教授授課現場，與 UHD 學生分組交流、討論

課程內容，並且更進一步認識美國大學生生活及文化。學生們彼此相談甚歡，甚

至有將隨身攜帶之小禮物進行交換，以表示相識歡喜之情，另一方面更拓展了同

學們的國際視野。 

 

圖 2-4-1：與 UHD 學生交流討論 I 圖 2-4-2：與 UHD 學生交流討論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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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歡迎晚宴 

    除了上課與參訪，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 22 日晚間於市中心

Jackson St. BBQ 餐廳舉辦歡迎晚宴，盛情款待我們以及合作百優計畫的 UHD 校

方。休士頓市警察局局長阿塞維多（Art Acevedo）於晚宴中捐贈制服，作為本

校世界警察博物館陳列收藏。 

 

 

圖 2-5：休士頓警察局局長 Art Acevedo 致贈休士頓警長制服 

 

    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致詞時表示，百優計畫是相當難得

的機會，相信學生不僅收穫滿滿、返臺後也能學以致用，對未來工作有相當助益。

他推崇王曉明教授，也讓百優計畫成為有助於臺美關係的一項重要交流活動。 

    休士頓警察局局長 Art Acevedo 亦於接待餐會關心同學遊學狀況，同學輪流

一一大方表現、分享，當晚氣氛十分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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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休士頓警察局局長 Art Acevedo 於接待餐會關心同學遊學狀況 

 

二、 參訪休士頓刑事司法機關 

    在課程間，安排學生實地參訪休士頓警察相關單位，其中包含德州公共安全

部、騎警隊／警犬隊、海巡署、縱火調查局等單位。參訪方式為分組進行，小組

行動更有利參訪單位人員之講解與參觀動線之安排，以增加學習效率。 

（一） 德州公共安全部(Texas Department of Public Safety, DPS ) 

    前往參訪德州公共安全部時，令人最印象深刻的是美國警察運用直升機協助

犯罪追緝逮捕，並且讓學員近距離觀看直升機內部結構，同時詳細講解操作直升

機的要旨和設備，相較於臺灣直升機多用於深山探索救援，美國警用直升機更為

普遍。另外，德州公共安全部安排專員為本校參訪學員展示直升機俯瞰警車追緝

犯罪的經過，過程中直升機以俯瞰的視角，清楚指示在地面上的警車嫌犯的方位，

夜間會使用夜視鏡透過熱感應的強弱來辨識高速行駛的車輛和人體，能保護員警

人身安全並提高嫌犯追捕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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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1：參訪德州公共安全部 I 圖 2-7-2：參訪德州公共安全部 II 

 

（二） 騎警隊／警犬隊（Houston Police Department-Mounted&K-9） 

1. 警犬隊 

休士頓警犬隊的主要功能是追捕嫌犯、協助緝毒等，相對來說，臺灣警犬較

著重在協助海關及機場緝毒為主，追捕嫌犯時並不會出動警犬隊。休士頓警犬隊

的解說人員表示：每一隻警犬被視為是他們的成員，就像警察成員一樣。因此，

他們格外注重警犬的訓練和待遇。在講解過程中，警犬隊有模擬實際嫌犯追捕情

形，警犬能準確接收到指揮者的口令，不論是攻擊或停止的動作都非常迅速，殺

傷力也足以使持有武器的嫌犯無法攻擊員警，對追捕嫌犯的助益非同小可。 

圖 2-8-1：參訪休士頓警犬隊 I        圖 2-8-2：參訪休士頓警犬隊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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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騎警隊 

 騎警隊屬於德州的執法單位，總部位於奧斯汀，現代的德州騎警除了負責偵

辦從謀殺到政治腐敗等案件之外，也負責追查逃犯。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騎警

隊在暴動時會出動，負責保護德州州政府的安全，原因是暴動人群相對於警車可

能更害怕真實的騎警，會與騎警保持距離避免危險。另外騎警隊還開放本校學員

近距離接觸騎警，牠們性情溫和，平易近人。 

  

圖 2-9：參訪德州騎警隊 I            圖 2-9：參訪德州騎警隊 II  

（三） 海巡隊(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位於休士頓境內的海巡隊屬於國土安全部門，負責管理休士頓外海包含加爾維斯敦

島附近海域，其工作包含海上巡防、搜救、維護海洋安全，在戰爭必要時也會協助海軍。

參訪期間，海巡人員帶領我們登上一艘巡邏小艇，並向我們介紹其內部設備、分享出航

經驗，曾在外勤服務的水上系同學也熱絡交流海巡的技術經驗。海巡隊為此次新增的參

訪單位，值得未來遊學同學再次參觀。 

 
圖 2-10：參訪休士頓海巡隊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7%E6%96%AF%E6%B1%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C%80%E6%AE%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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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縱火調查局(Houston Arson Bureau) 

    縱火調查局屬於消防部門（HOUSTON FIRE DEPARTMENT），專責處理縱火案調查，

組織編制不同於消防員（fire fighter）而是調查員（investigator）體系，擁有獨立調查權

以利執法。參訪期間，我們得以體驗測謊儀器、空拍攝影機配合 360 度環景影像程式、

調查犬執勤介紹。有別於之前常參訪的消防隊，縱火調查局亦為新參訪單位，值得配合

消防隊設備機制，規劃更完整的行程供未來遊學同學再次參觀。 

 

圖 2-11-1：參訪休士頓縱火調查局 I 

  

圖 2-11-2：參訪休士頓縱火調查局 II 圖 2-11-3：參訪休士頓縱火調查局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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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訪哈瑞斯縣監獄(Harris County Jail) 

    在 UHD 的安排下我們前往哈瑞斯縣監獄及即將於下月啟用的新拘留中心進

行參訪行程，並在警局人員解說下，了解設施相關用途、拘押流程及制度；可以

親身感受監獄氛圍。 

 

 

 

 

 

 

圖 2-12：參訪哈瑞斯縣監獄 

    剛進到監獄大廳，負責接待獄警就先解說進入監獄後的相關注意事項，如必

須經過詳細安檢、不能攜帶手機、皮夾、金錢進入監獄。參訪行程先前往即將啟

用的拘留中心，並在負責人及專業人員解說下，介紹如搜身牆、資料調查中心及

精神狀況檢查中心等，也讓我們親自體驗拘留中心、監獄，了解相關規定及作法，

對於未來實務有非常多幫助。學員們更進入拘留室、陪談室等，體驗囚犯感受。 

 

 

 

 

 

 

 

圖 2-13 參訪哈瑞斯監獄需經過嚴密安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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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休士頓警察學校參訪（Houston Police Academy） 

一、 警察培育制度 

    休士頓警察局(Houston Police Department)所設置之休士頓警察學校(Houston 

Police Academy)專門訓練休士頓的警察人員，警察人員在正式任職之前須接受 6

個月學科訓練與 6 個月術科訓練，共 1 年又 2 個月的訓練，工作期間也要定期回

來受訓。訓練內容包含警察執法、體能訓練、射擊訓練、警車駕駛等擔任警職人

員所需要的能力培訓。 

    參訪過程中，休士頓警察學校巡官 Morefield Bradley 先向我們介紹警察受

訓的內容以及學院的編組，接著讓我們觀摩受訓學員精神達數、伏地挺身，展現

美國警察訓練有素的精神。結束後亦與休士頓警察局警察學員（cadets）進行簡

短交流。 

 
圖 3-1-1：參訪休士頓警察學校並與學員簡短交流 I 

 
圖 3-1-2：參訪休士頓警察學校並與學員簡短交流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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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警車駕駛情境模擬 

    僅休士頓警察局（HPD）的警察學校有專屬大型場地空間（約2個標準400

公尺跑道），結合實際操作及觀念講解。設有高速（高於時速100英里）及低速

環境之警察追逐駕駛訓練場地。除課堂講解外，亦著重利用多台汰換老舊警車之

實境演練，由於情境逼真，印象深刻，頗受好評。 

    警察的追逐專業駕駛訓練是根據法定原則，著重安全及防衛性的駕駛，為可

能發生的危險狀況預作準備，確保警察人員能有效執行警務工作，採取各種適當

防衛措施。例如，不要假定嫌犯的駕駛是守規矩的。在高速公路上與前後車保持

足夠距離，讓警察有時間對嫌犯各種危險駕駛情況作反應，並要做好保護措施。 

 

圖 3-2：教官解說警車駕駛的要領 

三、 美國射擊課程觀摩 

    如同校內的射擊課程，休士頓警察學校也有相當扎實的射擊訓練，讓即將成

為警察的學員能夠熟悉警察槍械的使用，確保在執法時的警械使用安全。設在休

士頓警察學校內的射擊場與學校的靶場十分相似，使用的槍械從手槍、步槍、霰

彈槍、獵槍都有，射擊教官先示範每把槍的實彈射擊，再向我們一一介紹每支槍

枝的使用方式以及槍枝四大安全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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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實彈射擊演練 

四、 新式電擊槍（Taser）介紹與體驗 

    美國警察可以合法使用電擊槍制伏歹徒，因此休士頓警察學校也設有電擊槍

的訓練場所。教官先向我們介紹電擊槍的性質，接著示範電擊槍的使用方式，更

讓每一位同學都可以體驗射擊，也有同學體驗接受電擊槍電擊後全身麻痺無法動

彈的感受，是相當難得的經驗。 

  

圖 3-4-1：教官講解電擊槍的使用方式 I 圖 3-4-1：教官講解電擊槍的使用方式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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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論與建議 

    伴隨著滿載行李的是滿滿的感謝，感謝學校提供這次難得的機會與高大宇副

教授一同擔任領隊，帶領學生開拓視野，自己也跟著同學們一同學習、成長，同

時感謝UHD王曉明教授等多名老師給予合作的機會，提供我們良好豐富的遊學體

驗。考量合作邁入第 14 年，應持續提升合作層次，讓本校師生能強化姊妹校關

係，提升本校之國際觀、全球化與人力培育發展。綜上所述，不斷精進改善姊妹

校關係、應是本校朝向國際化、全球化及未來化發展的國際學術交流重要工作。

具體實施建議如下： 

一、 持續邀請姐妹校之師生至本校交流 

    本次遊學團學員在學術、技術、文化等方面均獲益良多，且現代科技快速進

步，面對日新月異的犯罪型態警察更需持續精進自身能力，目前已常有姊妹校師

生至本校參訪，因此建議可持續邀請姊妹校之師生前來本校進行交流，擴大警察

知識技術的交流活動以拓展本校師生之警察國際視野，同時能增進情誼。提升自

我內在涵養，將國內與國際警政精隨相互融合，發展出更利於實務運用之學術技

術。 

二、 持續培養本校學生國際視野與增強外語能力 

 本次參訪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感受到美國教育提倡學生自主思考、鼓勵主

動發問的精神，值得臺灣學習，以培養當前社會十分重視的「軟實力」。故建議

持續辦理外語選修課程，提供校內學生培養外語能力之環境，以擴大資料獲取來

源（第一手資料）與吸收知識的效率。除此之外，亦建議本校教師鼓勵學生主動

提問，培養同學之間討論思辯的風氣。對於一位現代社會公民來說，個人的自主

學習能力是十分重要的。自主能力主要是由自覺、視野和行動等能力所組成，在

此過程中必須為自己選擇所需的知識或自我判斷所做出的決定，從成功或誤判中

累積寶貴的經驗。若僅學習旁人灌輸的知識，如此獲得的知識則無法達到自主學

習能靈活應用、融會貫通的成效。希望能讓校內師生有更多可利用的學習資源，

同時也能提升校園中整體的學習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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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持續強化學生之國際專業學術並鼓勵互動 

在全球化的時代下，執法人員面對的挑戰將會跨越國境，又近年來我國有更

多的外籍人士來訪，處理案件時執法人員更應具備基本的英語口說能力，方能應

對外籍人士的訴求。有鑑於此，同學在校期間宜應厚植語言能力，警大亦應朝營

造英語學習友善環境的目標發展，如目前多有學生參與國際研討會發表，及目前

實施已久的遊學團等，持續推動以利同學能在校便能加強語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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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附錄 

 一、108 年 1 月 13 日新唐人報報導 

中央警大遊學團抵休斯頓參訪 

新唐人記者易永琦美國休斯頓採訪報導 

January 13, 2019, 5:30 am 

(https://www.ntdtv.com/b5/2019/01/12/a102487781.html) 

【新唐人 2019 年 01 月 12 日訊】來自台灣的中央警察大學的遊學團，將在休斯

頓進行為期 2 週的參觀學習，了解美國的刑事司法。週五，休斯頓大學城中校區，

舉行歡迎儀式。請看報導。42 位團員由本科生，進修生，研究生組成，他們的

專業有資訊，交通，消防， 水上警察，行政、外事等不同領域。 

學員們將在兩週的時間內，參觀休斯頓不同的刑事司法機構，了解休斯頓警政執

法，包括休斯頓警察局，休斯頓消防局，法院，德州交通部，海岸護衛隊等。 

做為百優計畫的一部分，從 2005 年起， 休斯頓大學城中校區與中央警察大學合

作，每年都接待中央警大的遊學團來休斯頓參訪。今年是第 14 團。 

百優計畫負責人，休斯頓大學城中校區刑事司法教授王曉明，希望通過本次交流，

增進台灣與美國刑事司法同行的互動和了解。 

本次參訪內容除了觀摩，學員們還將有具體實踐操作部分。 

 

 

 

 

 

https://www.ntdtv.com/b5/2019/01/12/a102487781.html
https://www.ntdtv.com/b5/休斯頓.htm
https://www.ntdtv.com/b5/休斯頓.htm
https://www.ntdtv.com/b5/休斯頓.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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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8 年 1 月 24 日世界日報報導 

台灣警大學員 參訪哈縣監獄 

記者郭宗岳／休士頓報導 

January 24, 2019, 6:05 am 

(https://www.worldjournal.com/6094778/article-台灣警大學員-參訪哈縣監獄

/#.XEow1O-rhkA.lineme) 

台灣中央警察大學百優計畫參訪學員 23 日下午前往哈瑞斯縣監獄及即將於下月

啟用的新拘留中心進行參訪行程，並在警局人員解說下，了解設施相關用途、拘

押流程及制度；讓百優計畫學員們親身感受監獄氛圍。 

剛進到監獄大廳，負責接待獄警就先對學員及採訪媒體解說進入監獄後的相關注

意事項，如必須經過詳細安檢、不能攜帶手機、皮夾、金錢進入監獄；媒體雖獲

准採訪，卻不能對著囚犯、監獄電子門鎖拍照，規定相當嚴格。 

參訪行程先前往即將啟用的拘留中心，並在負責人及專業人員解說下，一一介紹

如搜身牆、資料調查中心及精神狀況檢查中心等，讓學員們對相關流程有更進一

步認識，也親自體驗拘留中心、監獄，了解相關規定及作法，對於未來實務有非

常多幫助。學員們也進入拘留室、陪談室等，體驗囚犯感受。 

參訪團領隊、副教授高大宇也代表致贈小禮物；而另一領隊中央警察大學區隊長

謝枘宬也和哈瑞斯縣警長辦公室員警交換警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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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百優計畫參訪學員 23 日下午前往哈瑞斯縣監獄進行參訪行程。（記

者郭宗岳／攝影） 

 

中央警察大學區隊長謝枘宬（右二）也和哈瑞斯縣警長辦公室員警交換警徽。（記

者郭宗岳／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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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8 年 1 月 24 日世界日報報導 

休城警長贈制服 送台警大收藏 

記者郭宗岳／休士頓報導 

January 24, 2019, 6:07 am 

(https://www.worldjournal.com/6094532/article-休城警長贈制服-送台警大收藏

/#.XEowcUQ_6tU.lineme)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 22 日晚間於市中心 Jackson St. BBQ 餐廳舉

辦中央警察大學百優計畫研習學員接待餐會，休士頓警長阿塞維多（Art Acevedo）

於餐會中捐贈休士頓警長制服，作為警大世界警察博物館陳列收藏。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家彥致詞時表示，警大學員們能參加百優計

畫是相當難得機會，相信此次來訪休士頓進行交流訪問行程，不僅收穫滿滿、返

台後也能將所學學以致用，對未來工作有相當大助益。他推崇一手促成百優計畫

的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UHD）教授王曉明，讓百優計畫成為有助於台美關係

的一項重要交流活動。 

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校長 Juan Munoz 表示，學員們來到休士頓不只能學習到相

關知識，更能拓展眼界、認識不同人脈，未來更可以將所學用於幫助自己家鄉。

22 日正好是 Juan Munoz 生日，嘉賓和學員們共同為他唱生日快樂歌及準備生日

蛋糕向他祝賀。 

先前曾造訪台灣的阿塞維多，對台灣許多城市並不陌生，一開始先親切問候並詢

問學員們來自台灣哪些地方，迅速就和學員們拉近關係。他並致詞時提到，許多

犯罪行為如人口走私、販賣，都可能是跨國進行，因此執法單位之間建立聯繫相

當重要；阿塞維多在餐會中並且贈送上頭印有警長阿塞維多名字的休士頓警長制

服給警大，作為警大世界警察博物館陳列收藏。 

中央警察大學副教授高大宇代表致詞時，對休士頓大學、休士頓警局全力支持表

達感謝之意，讓學員們能大大拓展國際觀，也看到警察面臨的挑戰。中央警察大

學區隊長謝枘宬則分享在休士頓學習到許多有別於台灣的知識和資訊，如警察自

身保護措施，以及強後勤專業系統支援制度等，讓他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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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經文處教育組 22 日晚間舉辦中央警察大學百優計畫研習學員接待餐會。（記

者郭宗岳／攝影） 

 

休士頓警長阿塞維多並於餐會中捐贈休士頓警長制服，作為警大世界警察博物館

陳列收藏。（記者郭宗岳／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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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8 年 1 月 31 日休士頓城中大學 Skyline 報導 

Taiwanese Cadets Tour Harris County Jail 

Posted on January 31, 2019 by UHD 

(https://news.uhd.edu/taiwanese-cadets-tour-harris-county-jail/) 

This month, the University of Houston-Downtown (UHD) welcomed cadets from 

Taiwan's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CPU). 

For two weeks, these aspiring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40 in total—learned from 

instructors at UHD's Criminal Justice Training Center and members of Houston's 

public safety community (Houston Police Department, Houston Fire Department and 

the Texas Department of Public Safety among others).  

On Jan. 23, the CPU cadets paid their first visit to an American detention center. They 

toured Harris County Jail facilities including its processing center and mental health 

center. 

The cadets' visit was made possible by The Bayou Connection led by its director Dr. 

Hsiao Ming Wang, professor of criminal justice and assistant director Dr. Judith 

Harris, assistant professor of criminal justice. 

Thanks to the Bayou Connection, more than 300 students have visited UHD and 

Houston during the past decade. Likewise, Wang and other UHD delegates have 

ventured to Taiwan and other countries to meet with law enforcement and higher 

education administrators. Among the recent visits to Taiwan was a trip undertaken by 

Wang, UHD President, Dr. Juan Sánchez Muñoz; Vice President for Advancement & 

University Relations Johanna Wolfe, and Assistant Vice President for Enrollment 

Management & Registrar. 

 

CPU Cadets Tour Harris Co. Jail(Photos: Thomas B. Shea) 

https://news.uhd.edu/taiwanese-cadets-tour-harris-county-ja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