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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源技訓所廉政月刊    111年 1月 

 

法務部矯正署泰源技能訓練所政風室編撰 

本 期 目 錄 

廉政專區 產業用地增效能 簡化便民增效率 

肅貪案例 台電專員涉收賄 600萬元遭收押案 

機密維護 違法查詢資料洩漏機密遭判刑 

安全維護(防詐騙) 生活安全維護與災害預防 

消費者保護 推動食安五環，把關國人食安 

為鼓勵檢舉貪瀆不法，法務部廉政署設置多元檢舉管道如下： 

(一)「現場檢舉」方式：於上班日日間(08:30-17:30)，法務部廉政署各地區調查組

均有值勤人員負責受理民眾現場檢舉事項。 

(二)「電話檢舉」方式：設置「0800」檢舉專線，電話為「0800-286-586」(0800-你

爆料-我爆料)。 

(三)「書面檢舉」方式：檢舉專用郵政信箱為「10099 國史館郵局第 153 號信箱」。 

(四)「傳真檢舉」方式：專線為「02-2381-1234」。 

(五)「網頁填報」方式：請參見法務部廉政署首頁

（https://www.aac.moj.gov.tw/）/檢舉和申請專區/檢舉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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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專區 

產業用地增效能 簡化便民增效率 

基隆市政府於 12/15與法務部廉政署合作舉辦一場與企業

界的交流座談會「產業用地增效能 簡化便民增效率」，市長林

右昌與署長鄭銘謙連袂出席，除了林市長與鄭署長之外，包括

經濟部工業局主任秘書周崇斌以及基隆市工商企業、工業會及

工策會等單位也都到場進行交流對談。 

基隆市林右昌市長表示，近幾年來法務與廉政部門除了防

弊之外，也在不違法的前提之下，積極協助公務部門提振行政

效能，面對全球競爭的年代，企業界跟時間賽跑，商機稍縱即

逝，公部門如何提供協助，攸關國家競爭力的提升。 

法務部廉政署署長鄭銘謙說，公部門除了要堅守廉潔不能

貪污，廉政署也一直推動各級政府機關行政透明價值，台灣有

民間工業力量，公私部門合作一同擴大台灣品牌，林市長出席

座談，象徵公私攜手合作的共識，台灣要在世界站穩腳步，不

只打國內盃，更要打國際盃，企業若要永續發展，誠信絕對是

核心價值之一，因此廉政署積極透過座談創造對話橋樑，共同

提高競爭力。 

本次座談會活動以工業區立體化等議題為主軸，並輔以申

請案件實務案例介紹便民與道德風險之間的權衡及判斷區別

等，讓公務員在不違背法令的前提下，積極為民服務，也透過

公私雙向意見交流，瞭解廠商問題及

意見回饋，基隆市府的服務措施將更

便民、更有效能及更接地氣，並達到

促進產業發展及產官合作的雙贏局

面。 

資料來源：報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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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貪案例 

 台電專員涉收賄 600萬元遭收押案  

台電驚爆洪姓修護處專員量身打造1億多元限制性招標，護

航油機工業公司取得台電車床機台標案，收受600萬元賄款。高

雄地檢署、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21日聯合搜索、帶回17

人，洪姓專員和油機公司王姓總經理、張姓副理及郭姓代理商違

反《貪汙治罪條例》遭聲押，高雄地院全數裁准收押禁見。  

據了解，油機公司王姓總經理與張姓副理得知郭姓代理商結

識洪姓專員，告訴郭姓代理商，若能協助銷售庫存的6米立式車

床、2米半中型立式車床機台給台電，就會給付賄款酬謝。  

經由郭姓代理商轉告，洪姓專員同意以限制廠商資格、制定

特殊產品規格等綁標方式，於2019年3月、10月間陸續辦理6米立

式車床、2米半中型立式車床機台2件標案的招標作業，2件標案

都是為油機公司量身訂做，第一次流標，第二次招標也只有油機

公司來投標，油機公司最後順利以1億560萬餘元得標2件標案。  

油機公司收受台電修護處核撥的工程款後，郭姓代理商與王

姓總經理議定行賄款共計600萬元，開立支票交給郭姓代理商兌

現。而王姓總經理與張姓副理為核銷行賄款項，共謀以假買賣、

開立不實發票給油機公司，再由油機公司會計人員製作不實會計

傳票掩飾犯行。  

檢廉獲報該案展開追查，21日上午持搜索票至台電公司電力

修護處、油機公司及相關人等的住居所共12

處執行搜索，並通知被告11人及證人6人到

案說明，訊後洪姓專員和王姓總經理、張姓

副理及郭姓代理商均被檢方聲押獲准。 

資料來源：中時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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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維護 

違法查詢資料洩漏機密遭判刑 

壹、案情概述： 

一、甲、乙、丙等人分別為稅捐單位之稅務員，為依據法

令從事公務之人員，緣起於該等有共同友人丁以徵信

社為業，自八十三年間  起，丁均以傳真或電話方式

通知，用被查詢人身分證字號等資料，請甲等代查個

人財產資料，再由甲等利用職務上操作電腦終端機之

機會，或利用同事離開座位未關電腦之際，將建檔儲

存於電腦中之待查對象個人財產資料，以身分證字號

叫出後，再將資料交付或傳真回覆予丁，丁每月委查

數十件不等，每件支付甲等人報酬新臺幣二百元不

等，丁則將查得資料轉交委託調整之客戶，並收費牟

利。   

二、本案經地檢署指揮偵辦，偵查終結以甲、乙、丙與丁

係共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對於主管之

事務直接圖利罪及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項洩漏國

防以外之密秘密罪嫌，依共同正犯提起公訴。本案經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更一審判決，丁處有期徒刑一

年三月，甲、乙、丙共同連續對於主管之事務，直接

圖利及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利用職權機會圖

利，均各處有期徒刑二年六月，遞奪公權兩年；甲、

乙、丙之所得財物並予追繳沒收。  

 

貳、研析：  

一、甲、乙、丙等人係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明知個

人財產資料係屬國防以外之機密，非因機關公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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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不得任內調取，竟利用職務之便提供相關業者牟

利，除嚴重影響公務人員形象外，更誤導民眾以為只

要有管線即可取得機密資料。 

二、少數公務員法令觀念薄弱，保密警覺不足，致同事可

任意使用他人電腦，或取得開機密碼，使密封喪失應

有之防護作用。  

 

參、檢討分析： 

戶政、地政或其他類如警察、稅捐、電信等機關人員

係依據業務職掌經管公務機密資料，理應恪遵作業規定，

予以保密，不得洩漏於外，即或在人情困擾下，亦不得破

例，否則民眾權益及個人隱私勢將受損，坊間多有徵信業

者從事錄音、跟蹤、查址、尋人等業務，平時為包攬生

意，打探隱私，勢必透過種種方式或管道向公務經管單位

取得相關資料，文中某甲將查詢代號洩漏予乙，雖屬基於

私人之情誼，亦已觸犯相關法條，如係期約收賄，則必獲

從重量刑，上開案例足堪身為公務員者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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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 

生活安全維護與災害預防 

由於現代人生活品質要求愈高，對於居家及工作上安全

維護往往容易疏忽，觀之近年來意外死亡案件在全國十大死

因中有愈上升之趨勢，即可證明。以下就居家安全維護及工

作安全維護簡述供參： 

一、居家生活方面：室內電線有無老化或超載負荷使用情形？

另外至少準備堪用滅火機一具放置順手可取之處以防萬

一。電梯安全開關門是否正常，樓梯轉角不可堆放雜物，

扶手傢俱注意稜角刺傷發生，瓦斯熱水爐自動安全裝置，

家中若有老人更應注意浴室臥房防滑裝置。電器用品應注

意輻射外洩所致危險，如微波爐。住家出入門口附近交通

是否順暢？野狗野貓是否橫行?都攸關我們生活財產安

全，須及早防範因應，尤其高樓火災一旦發生更是悲慘，

週休二日實施後，外出旅遊機會增多，住宿旅館應先查看

逃生道路是否通暢?因為火災發生時除了濃煙就是黑暗，

最好能模擬走一遍，以求心安。最後就是個人修為，避免

與人結怨或臨時口角衝突造成傷害。 

二、工作安全方面：執行公務，尤其基層同仁在第一線與民眾

接觸，態度一定要端莊和藹，立場一定要堅定，法令規章

要熟悉，遇有民眾抗爭要能耐心傾聽，予以詳細解說法令

內容，如確有窒礙難行之處應迅速彙報上級尋求因應處

理，不可推拖拉招致民怨，執行公務中發現民隱民瘼也應

主動協調相關單位處理或反應，切莫因循苟且，疏忽怠

惰，招致機關不必要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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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專區 

推動食安五環，把關國人食安 

為提升食品安全管理，建立消費信心，政府於 105年 6

月推動「食安五環」政策，由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與農業

委員會、環境保護署、衛生福利部、經濟部及教育部等部會

共同規劃與執行。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

執行迄今已有顯著成果(詳如附件)，包括法規標準評估原則

與國際一致、擴大食品關鍵業別納管範圍、市售產品抽驗合

格率提高、黑心廠商嚴懲重罰及吹哨者檢舉條款奏效等。 

「食安五環」包括「源頭控管」、「重建生產管理」、「加

強查驗」、「加重惡意黑心廠商責任」及「全民監督食安」等

五大面向，食藥署針對每一環之執行重點說明如下： 

一、第一環「源頭控管」： 致力調和法規標準，強化食品中

風險物質檢驗技術之研發，並運用泛食品雲系統進行大

數據分析。 

二、第二環「重建生產管理」：逐步擴大「食品業者關鍵業

別」建立自主管理系統，包括落實一級品管自主監測與

強制檢驗、追溯追蹤及導入食品專業人員機制，強化食

品業者自律管理。 

三、第三環「加強查驗」：運用「分年分月、風險管控」原

則，針對高違規、高風險、高關注產品，提高查驗比

率，遏止不良產品上市。 

四、第四環「加重惡意黑心廠商責任」：修正相關法規，重

懲惡質廠商；並整合檢警調司法力量，補強行政機關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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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權之限制，消滅黑數。 

五、第五環「全民監督食安」：積極鼓勵、創造監督平臺，

資訊透明揭露，全民公開參與；並提高檢舉獎金，加強

監督黑心廠商的力量。 

政府以食安一體思維，積極推動「食安五環」，透過產業

自律、政府管理及民間參與三大力量，完善從農場到餐桌之

管理體系，邁向信任食安消費環境。 

 

 

 

 

 

 

 

 

 

 

資料來源：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