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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偡嵥 
 

? ? 乏  ? ? ╤? 咖? ? 
 

??? ? ╤? 
 

近年來，台灣社會黑金氾濫，貪瀆案件層出不窮，從前不久

的選舉爭端，到入出境管理局爆發公務員與人蛇掛鉤，放任大陸

女子來台假結婚真賣淫案， 1甚至連掌管金融監督的金管會亦發

生疑似貪瀆案件， 2均嚴重衝擊社會治安與民主法治的發展，並

損 傷 政 府 公 權 力 與 公 信 力 。 根 據 「 國 際 透 明 組 織 」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2006 年調查全球「貪腐印象指

數」(Corruption Deceptions Index, CPI)結果，我國在 163個被

評比國家中，排名 34，仍屬中度廉潔國家， 3但實際上，若將其

他與我國係同列之國家納入觀察，坦白說，台灣的貪腐印象指數

並無實質提昇；甚至較去年排名下降兩名；且於亞洲國家中亦落

後新加坡、香港、日本，顯示我國整體貪腐印象持續惡化。 

 

國家之敗，由官邪之；官之失德，? 賂彰也。有鑒於貪腐事

態若不加管控，將加速政府腐化，其結果不僅損害政府形象與威

                                        
1  中央社， h t t p : / / n e w s . p c h o m e . c o m . t w /  s o c i e t y / c n a /  2 0 0 6 1 0 2 8 . h t m l，民 95 .10 .28。  
2  中 央 社 ， h t tp : / /www.gov . tw /news / cna / f n /news /  2 0 0 6 1 0 / 2 0 0 6 1 0 3 0 4 9 5 9 8 4 . h t m l ， 民
95 .10 .30。  
3  國 際 透 明 組 織 ， h t t p : / / w w w . t r a n s p a r e n c y . o r g / c o n t e n t / d o w n l o a d / 4 8 4 2 
/ 2 8 6 0 7 / f i l e / g c r 2 0 0 6 _ t . o . c . . p d f，民 95 .11 .28。相關介紹，參見余致力，〈非政府組織與反
貪腐運動－國際透明組織與台灣透明組織簡介〉，「廿一世紀優質治理之機制－行政透明
化」學術研討會，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主辦，台北，民 91，頁 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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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造成民怨，近而影響民眾對政府的信賴；更甚者，亦可能造

成社會資源的分配不均。一旦發生影響民眾對政府的信賴度及對

未來產生強烈的不確定感，勢必衝擊國內投資環境和國家競爭

力， 4這對矢志要提升國家競爭力的政府，無啻是一大警訊與諷

刺。有鑑於人心的向背與風氣良否，攸關國家存亡，為避免貪腐

問題成為國家政經發展上的一個毒瘤，如何促進政府防腐？還給

人民一個清明的環境，思索如何全面消滅貪腐實為當務之急。 

 

當今加強政府防腐的作為，須從「善治」著手；唯有提高政

府治理品質，始能降低政府腐化的機會，而良善的治理品質又係

屬於審慎的制度規劃與行政執行。因此，有必要探討之，包括：

政府在防腐議題上扮演何種角色？發揮何等功能？對此，實有必

要檢視政府的各種腐化態樣併同分析。此外，政府面對政治腐化

議題，如何透過諸如：管制(regulations)、制定規則(rules)、檢

證與制衡 (check and balance)等方式因應？亦為重點，畢竟政府

的合法性 (legitimacy)須經得起公眾檢視 (scrutiny)。 

 

隨著目前「政府再造」 (reinventing government)之討論方

興未艾，政府業務大量私有化 (privatization)、外包 (contract-

out)，連帶地民間企業與私人亦可能「受委託行使公權力」， 5

                                        
4  美國於 2001 年首度將我國紅包文化列入貿易障礙，並指控我國貪瀆情形嚴重。根據美國貿
易代表署所公布「 2002 年度外國貿易障礙報告」（ N a t i o n a l  T r a d e  E s t i m a t e  o n  F o r e i g n  
T r a d e  B a r r i e r s ,  N T E ） ， 其 中 仍 將 「 貪 腐 」 列 為 我 國 九 項 貿 易 障 礙 之 一 。
h t t p : / / w w w . u s t r . g o v / D o c u m e n t _ L i b r a r y  
/ P r e s s _ R e l e a s e s / 2 0 0 2 / A p r i l / U S T R _ R e l e a s e s _ 2 0 0 2 _ I n v e n t o r y _ o f _ T r a d e _ B a r r i e r s . h t m l 。
又依據世界銀行公布 2004 年國家治理六項指標，我國除了「民主與言論自由」、「法規品
質」等兩項指標進步外，「政府效能」指標並未成長；相反地在「法治程度」、「防制貪
污」與 「政治穩定度」三項指標呈現退步現象， 且以「 防制貪污」 指標下降幅度為最
( 73 .9 )。  
5  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係指國家將其行使之公權力交由私人加以行使。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規
定：「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前項情形，應將委
託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之，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此時此一私人在法律上即屬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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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代表發生貪腐的範圍將再擴大，而面對此等轉變，政府如何建

制妥善、健全的防腐策略與配套？實有必要。 6 

 

由於所任職的政風室屬地方政府型的政風機構，面對實際的

防腐作為，實位居第一線。因此，如何經由持續的精進與變革，

並藉著不斷修正與回饋的過程，達成防腐目標，同時強化政風機

構的效能以及對環境的應變能力，自屬不可或缺。本研究試圖以

政風機構身處地方政府內之環境為背景，檢視實務上常見的案例

如何藉由防腐作為回應，同時透過防腐作為所設定之目標，探討

如何在實務作為上進行必要的變革與發展，一方面檢討如何導正

其與改革目標間的落差，並冀望能就若干偏差項目給予修正，以

維政風機構健全發展與清廉政府的形象。 

 

??? ? ? ? 
 

由於本身任職於地方政府內的政風機構，如何改善現今地方

政府的貪腐程度？以達政府之透明、清廉目標，實為筆者致力於

研究之方向，申言之，有鑒於政風機構在面臨貪腐弊案，不論涉

案對象是機關首長本人、重要親信、幕僚或其他人員，政風機構

均須本於防貪與肅貪職權，發掘並移送貪官污吏之徒，促成「不

敢貪、不願貪、不能貪、不必貪」之政治風氣，藉以端正政風。

然隨著社會變遷，貪腐案件之類型亦有所改變，連帶地防貪與肅

                                                                                                                          
機關之地位。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例，在法律上常見者如人民依刑事訴訟法第 88 條之規定
逮捕現行犯、船長依船員法第 58 條、 59 條之規定享有之海上警察權及緊急處分權、公路法
第 53 條規定之民營汽車廠代辦汽車檢驗、私立學校頒授學位、大學教師升等評審等，都是
國家工作由私人來履行的典型。  
6  R o s e -  A c k e r m a n  Su s a n , “ L e s s o n s  f r o m  I t a l y  f o r  L a t i n  A m e r i c a ,  ” J o u r n a l  o f  P u b l i c  
a n d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A f f a i r s , V o l .  9 ,  R o b e r t s o n  H a l l :  P r i n c e t o n ,  1 9 9 8  f a l l ,  p p . 447- 4 6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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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工作亦會隨之調整，對此，政風機構如何捍衛政風工作之價值

上，兼顧對上與對外政治關係之管理，進而統制對下、對內的團

隊關係，以強化組織能力，均有賴進一步剖析；申言之，政風機

構應如何本於職掌研析機關內各類型貪腐弊案類型屬性，發現其

貪腐成因、行政運作流程及弊案影響度等，並透過加強各項防

貪、反貪及肅貪作為，進而檢肅貪瀆、建立廉能政府，或許是今

後仍待努力的目標。 

 

據此，本文主要以南投縣政府政風機構組織結構功能，列舉

貪腐案例類型屬性，分析、評議防腐作為，輔以地方政府政風機

構實施反浪費、反貪腐、反貪污及肅貪等防腐工作之發展作為研

究對象，探討地方政府政風機構執行防腐作為的業務現況。基於

上述研究動機，將本論文之研究目的分述如下： 

（一）探討地方政府政風機構防腐作為發展之意涵、特色與模式

運用。 

（二）瞭解地方政府政風機構於具體執行防腐作為的現實狀況與

面臨之困境，並對此提出具體因應與建議。 

（三）研究政風機構於地方政府體制下，對其防腐作為的進行與

分工等，是否限制政風機構發揮功能，而有進一步檢討之

必要？同時斟酌政府組織再造後，對政風機構之影響與變

革。 

（四）依據研究發現與建議，提供相類機關在相關作為或業務之

發展，甚至供提昇效能之參考並擴展政風機構對此議題之

研究。 

 

? ? 乏  ? ? ? ? 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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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文獻分析是將前人研究，分析其研究結果與精華，指出需要

驗證的假設，對照現今事實，是否有應用價值，它可作為研究者

立論基礎，亦能彌補研究者主觀論斷上的不足。係屬於一種靜態

的研究方法，即蒐集與研究問題有關文獻，作有系統的分析、鑑

定，再予以探討或評述。本研究亦採取蒐集國內外學者之著作、

期刊、研究、論文、各類統計資料、政府部門報告、學術團體或

非營利事業團體之研究報告內容等，針對有關政風機構肅貪工作

文獻部分加以探討，俾以建構理論基礎及廉政探討分析之依據。 

 

??? ? 屏? ? 
 

觀察在科學研究中，是研究者有目的、有計畫的一種活動。

觀察者運用自己的感覺器官或借助科學儀器能動地對自然或社會

現象進行感知和描述，從而獲得有關的事實材料。 7本研究就研

究者平時承辦業務接觸範圍與參加各項幹部訓練講習、座談會、

工作檢討會、績效評估、業務觀摩及業務上非正式的互動進行觀

察，以充分瞭解實務上運作現況，並實際執行政風機構防腐工作

中所遭遇困難，獲得問題的真相之所在。 

 

??? ? ? ? ? 

 

                                        
7  水延凱編，《社會調查教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民 85，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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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析法是行為科學中研究行為問題的一種方法，它是以

個體、群體、組織或場所為對象，廣泛蒐集其資料，以徹底瞭解

其過去、現狀及未來發展傾向。本研究考量可能因機關特性、任

務及職掌的不同，產生對政風工作執行而會有政策推動程度強弱

不一的現象。因此，系統性的依據機關首長所涉貪腐弊案屬性，

如重大工程、鉅額採購等 19 項易滋弊端業務， 8擇其作貪腐個案

分析研究，以瞭解地方政府政風機構在執行防腐工作上，理論與

實務互為比較分析，進而以各項貪腐個案之分析探討與實際防腐

作為間，找出其落差情形並探討其原因之所在。 

 

??? 憒? ? ? 
 

制度方案的優劣與否，需經比較始能知曉其良窳，故本文亦

採取比較研究的方式進行分析。比較研究法的基本理論有二：一

為比相同；另一為比較差異。前者的目的，在以類似情況，作為

當前研究對象之比附援引，以做同因必同果的解釋或預測；後者

則常為證明不同因不同果，故不能將當前研究的現象與其他對照

現象混為一談，或引據為作因果解釋或預測的借鏡。 9本研究擬

蒐集地方政府南投縣防腐工作績效，從貪腐案例中作一比較，綜

合分析歸納，找出地方政府基層公務員所涉弊案型態或政風機構

防腐成效，以作為政風機構日後辦理防腐工作之參考運用。 

 

                                        
8  該 19 類易滋弊端業務，項目分別包括重大工程、鉅額採購、工商登記、都市計畫、金融、
監理、稅務、關務、警政、司法、矯正、建管、地政、環保、醫療、教育、消防、殯葬、砂
石管理等業務類型。  
9  王玉民，《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原理》。臺北：洪葉文化，民 88，頁 247。  



 

 7 

??? ? ? ? ? 

 

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係一種研究性交談，即研究

者與被研究者面對面透過口頭談話方式建構資料的一種研究方

法。就研究者對訪談結構的控制程度而言，訪談可以分成三種類

型：封閉型、開放型、半開放型。這三種類型也被稱為「結構

型」、「無結構型」和「半結構型」。 1 0所謂結構型訪談即指研

究者依其事先設計之固定結構問卷主導訪談走向及步驟，無結構

型訪談乃指研究者並沒有固定訪談問題，任由被研究者依自我思

路與觀念，自由發表問題看法，而半結構型訪談則為上述二者之

折衷，即研究者先提出一個概略的訪談提綱，再依研究設計提出

問題，並同時於提問時鼓勵被研究者提出自我問題，後根據訪談

具體情況對其程序及內容進行調整。本研究深度訪談係採用半結

構型訪談，擬訂地方政府政風機構推動防腐工作，所須扮演防腐

角色與功能之各項提問，藉此，廣泛蒐集訪談者實務經驗的寶貴

意見，以作為撰文之參據。 

 

??? ? ? ? 
 

地方政府依地方制度法規定， 1 1直轄市、縣（市）為地方自

治團體，依法辦理自治事項，並執行上級政府委辦事項，其自治

事項包含該自治區之組織及行政管理、財政、社會服務、教育文

化及體育、勞工行政、都市計畫及營建、經濟服務、水利、衛生

                                        
1 0  胡幼慧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民 85，頁 7。  
1 1  「地方制度法」係 1999 年 1月 25 日總統  ( 88 )  華總一義字第  8 8 0 0 0 1 7 8 5 0號令制定公布
全文  88  條， 2005 年 12 月 1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 9 4 0 0 1 9 9 3 6 1 號令修正公布第  56  條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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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環境保護、交通及觀光、公共安全、事業之經營及管理，及其

他依法律賦予之事項等，亦即舉凡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之各項公

共事務，均直接涉及地方政府的權責與權限，可見地方政府施政

成果的重要性。然而，地方政府施政作為，或因其公共政策釐

訂、執行，有所偏失，或因人為因素－機關首長認知、民意代表

介入、公務員自身因素等影響，致生貪腐，因此，實有必要針對

政府防腐的機制設計與理論建構加以探討，從而分析地方政府腐

化成因、態樣及其防腐法制，並輔以地方政府防腐組織結構功能

與案例、績效之分析評議，進而開展地方政府防腐策進作為與未

來發展，共同開創「廉」、「能」的優質地方政府。因之，本研

究設計其概念分析架構，如圖 1-1所示。 

 
圖 1-1  研究架構 

 

 

 

 

 

 

 

 

 

 

 

 

政府防腐作為，主要可從預防性政風－反浪費、反貪腐、

反貪污及調查性政風－肅貪方面觀察，其中尤以預防性政風更為

政府防腐機制設計 

地方政府腐化分析 

地方政府防腐經驗 

地方政府防腐策進

與發展 

地方政府  優質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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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面對此等政治腐化的類型，政府各該防腐機制、作為得否

發揮功效？更加牽動政府的清廉度。身為政府內部的重要防腐機

制，政風機構所擔任的角色亦屬關鍵，其能否適度先期介入、預

防，甚至於事後積極查處，亦會影響政府防腐的績效，因此如何

透過持續性、有計畫的觀察與預先因應，達成防腐作為之目標並

加強其效能，實為政風機構應持續策進的方向。 

 

? ? 乏  ? ? 乓? 咖棟? 
 

??? ? 乓? 

 

端正政風，促進廉能政治，一直是政府重要的施政目標與方

向，亦為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指標，蓋廉潔與效率、效能往往互為

表裡，而政風機構負責貪瀆不法之預防、發掘與查處，對於防範

不法弊端並提昇機關內政治風氣，有其重要性與影響力，如何藉

由預防性政風－反浪費、反貪腐與反貪污及調查性政風－肅貪等

防腐作為導正，實為清廉政府的關鍵。據此，本文以此目標為前

提，並就研究範圍侷限於防腐作為上。事實上，要能深入控制政

府腐化現象，勢必須回顧政府防腐機制設計與理論建構，就其理

論依據與發展分析其特色與優、缺點；其次針對防腐之機制設計

與運作加以分析，以理解政風體系之防腐作為業務，進而支持政

風體系之工作職掌，共同促進建立廉能政風。 

 

其次，由於不同層級政府間就政治腐化現象有別，因此實有

必要分析地方政府政治腐化的現象，包括：其成因、態樣為題材

加以探討，進而導出地方政府的防腐相關法令與組織模式，並思

索如何藉由政風機構於地方政府內的組織定位，開展若干防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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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而延續上述脈絡，冀望以本身擔任業務之縣市進行防腐經驗

的解析，包括：剖析實務上地方政府政風機構實施防腐作為的相

關功能，同時藉由過往發生之相關防腐案件加以探討，對其成效

與運作加以評論，以明瞭各該防腐作為所帶來之影響與功效；並

試圖對既存影響政風防腐作為的問題提出回應；復為檢視防腐作

為的目標達成率及成效，特別是模式運作與實務經驗的差異，有

必要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從中發掘可供借鏡的策進作為與若干研

議。 

 

最後，則希望隨著上述之探討脈絡，一方面拋出於研究過程

中所觀察到的問題外，並針對未來可行之改進方向提出若干興革

措施與建議，冀望有利於建構地方政府政風機構實施防腐作為之

完整途徑；亦提供實務參考並開展未來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 ? 棟? 
 

本研究考量防腐作為－尤其針對大宗的貪污案件－所涉及的

高度隱密性、忌諱性、高犯罪黑數等特性， 1 2以及地方政府所屬

機關、學校大多並無設置政風機構等因素，乃採取半結構型訪

談，設計訪談題綱並預定訪談對象，進行深度訪談，其間除提問

訪談題綱有關地方政府政風機構防腐作為的問題外，並藉由訪談

對象間開放性問題，期使互動討論，以深入問題核心之所在。惟

傳統上政風機構政風人員在行事風格，比一般公務人員更趨保守

                                        
1 2  法務部，《貪污犯罪及其防治對策之研究》。台北：犯罪研究中心，民 84，頁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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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連帶地對相關重要且具敏感性防腐作為之深度訪談，基於

業務限制，往往心存顧忌，如何設計訪談並有技巧地進行深入探

究，亦為本文亟須突破之處。 

 

其次，儘管地方政府政風機構依據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規

定體制上係由機關首長領導並兼受上級政風機構指揮監督，但實

際上政風業務及人事調遷卻是由法務部指導與監督，由於機關環

境特性不盡相同，加以首長對政風工作支持與否影響甚鉅，且防

腐肅貪作為若法辦首長或其親信幕僚，無形中會加劇任務的艱

鉅，此外，又因政風機構人力配置不盡合理－如：大多均單人編

制單位，易滋弊端機關並無設置政風機構，或人力嚴重不足，或

長期出缺不補等現象，所以目前僅能以服務所屬單位為主軸，尚

無法全面實證去探討，亦為研究限制之所在。 

 

縱使本文僅以南投縣政風機構實施的防腐作為為主題，進而

蒐集、分析防腐案例，茲因地方政府機關環境特性差異，加以時

間、人力的限制，仍無法窺知整體防腐－防貪、反貪與肅貪工

作，連帶地就所提建議事項自會受到限縮，亦屬內在的限制。 

 

? ? 乏  ? 桫? ? ? 岝 
 

政風機構防腐作為所涉及的項目主要包括：預防性政風－反

浪費、反腐敗、反貪污與調查性政風－肅貪等工作。惟我國政風

機構自 1992 年由人事查核單位改制迄今僅 14 年，因此國內目

前對政風機構廉政作為探討文獻並不多，加以早期由於針對貪污

定義未有共識， 1 3因此，相關探討均侷限於有關貪污定義與成
                                        

1 3  隨著時代的改變，「國際透明組織」 ( T r a n s p a r e n c y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亦將「貪污」擴大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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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1 4探討肅貪組織、防貪政策、 1 5我國廉政制度及政風人員角

色衝突等居多。學者宋筱元主要著眼於貪污之基本概念與其形成

因素，而就其防治、專責肅貪機構或他國經驗之分析方面切入，

探討如何強化肅貪機構所應具備之嚇阻、預防、溝通、宣傳與教

育等功能，並將其套用於肅貪工作之推動上。 1 6 

 

近幾年來，隨著「政府再造」而將政府業務大量私有化、外

包，在相關討論的議題亦有所開展。 1 7然而相關研究日多，卻鮮

少見針對地方政府或在地化的角度，探討政風機構防腐作為之研

究。因此，本文期盼從地方政府政風機構的立場出發，探討如何

在現行體制下發揮防腐作為的功能與成效；同時對現行制度提出

若干建議與檢討。目前從此角度進行探討者，相關研究文獻僅有

李世明(2002)〈我國肅貪組織結構功能之研究〉、 1 8張光志 (2002)

〈彰化縣政風體系之研究〉、 1 9詹政曇(2003)〈法務部政風體系

                                                                                                                          
為：濫用公權力以謀取私利 ( t h e  a b u s e  o f  p u b l i c  o f f i c e  f o r  p r i v a t e  g a i n )，包括：賄賂政府
官員、從公共採購上收取回扣，及挪用政府公款。 J .  P o p e ,  Co n f r o n t i n g  C o r r u p t i o n :  T h e  
E l e m e n t s  o f  a  N a t i o n a l  I n t e g r i t y  S y s t e m.  G e r m a n y ,  I L :  T r a n s p a r e n c y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T I ) ,  
2000 ,  p .  2 . 
1 4  宋筱元，〈貪污－概念分析及其所造成的影響〉，《警政學報》，第 14號，民 77 .12，頁
331- 3 4 0；許濱松，〈公務員貪污行為的成因及防治之道〉，《理論與政策》，第 8 卷，第
1期，民 82 .12，頁 10- 14。  
1 5  江岷欽，〈行政官僚貪污防治之比較研究（上）〉，《人事月刊》，第 114 期，民 84 .2，
頁 4- 11；江岷欽，〈行政官僚貪污防治之比較研究（下）〉，《人事月刊》，第 115期，民
84 .3，頁 44- 55。  
1 6  宋筱元，〈論我國肅貪組織及其發展〉，《警學叢刊》，第 20 卷，第 2 期，民 78 .2，頁
71- 81。  
1 7  余致力，〈非政府組織與反貪腐運動－國際透明組織與台灣透明組織簡介〉，「廿一世紀
優質治理之機制－行政透明化」學術研討會，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主辦，台北，民
91 .12，頁 1 以下；劉淶福，〈非營利組織犯罪問題之研究：以調查局偵辦之案件為例〉，
碩士論文，南華大學非營利事業管理研究所，民 92 .6，頁 98以下。  
1 8  李世明，〈我國肅貪組織結構功能之研究〉，碩士論文，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碩士在
職專班，民 91 .7，頁 6- 10。  
1 9  張光志，〈彰化縣政風體系之研究〉，碩士論文，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民
91 .1 滿頁 1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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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貪策略之研究〉、 2 0施世珍 (2005)〈南投縣鄉 (鎮、市 )公所政

風室結構與肅貪功能研究〉 2 1以及賴俊源 (2006)〈政風機構組織

發展之研究－以台北縣政府為例〉。 2 2茲分述如下： 

 

李世明(2002)於其研究中點出：我國現行肅貪機制是透過政

風單位線索蒐集，調查單位調查蒐證，檢察單位偵查起訴，三個

單位接續工作，經過一個組織就必定產生一些問題，故應設立專

責的肅貪組織，統整肅貪工作力量，以避免貽誤先機而導致案件

無疾而終。肅貪政策的規劃與執行，應以防患未然為治本之道。

查處偵辦為治標之法，唯有二者兼顧，方能減緩貪污犯罪之惡

化。另外，該研究係以派深思 (Talcott Parsons)結構功能系統

(AGIL)為研究架構，從環境適應(adaptation)、目標達成(goal-

attainment)、內部整合 (integration)、型態維護 (latency)等四個

面向論述肅貪組織如想求生存發展，必須解決前揭四項基本問

題。然由於其係由功能理論觀點研究肅貪組織，與本研究從防腐

作為的業務與功能論述方向不同；惟仍可作為本文研究之依據。 

 

其次，張光志(2002)之研究，主要以文獻研究法為主，質性

訪談為輔，針對個人、團體、組織、環境等面向，研析現行彰化

縣政風室、縣附屬機關政風室及縣轄鄉（鎮、市）公所政風室體

系之組織結構、職權與功能及組織在機關的角色定位等問題探

討；研究架構以縣政府政風體系為主體，從公共組織政風機構之

個人、團體與組織三方面逐步作層面分析，探討其在機關內部與

                                        
2 0  詹政曇，〈法務部政風體系肅貪策略之研究〉，碩士論文，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
班，民 92 .1，頁 11- 16。  
2 1  施世珍，〈南投縣鄉（鎮、市）公所政風室結構與肅貪功能研究〉，碩士論文，東海大學
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民 94.1，頁 15- 17。  
2 2  賴俊源，〈政風機構組織發展之研究－以台北縣政府為例〉，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政治研究所國家事務與管理碩士專班，民 95.1，頁 2- 7。  



 

 14 

外部環境間之運作關係及狀況，並就整體彰化縣之政風績效不彰

的原因加以分析及提出解決之道。儘管該研究從地方政府的角度

切入與本文相同，但由於區域性的地方政府會因環境特性的差異

而有別，以致該研究所探討地方政府－彰化縣政風體系之組織結

構、職權與功能，仍會與本研究所著眼的防腐作為－含案例及績

效－基本論述與架構有所區隔，因此實有必要進一步去比較兩者

間的異同。 

 

另，詹政曇 (2003)之研究，乃針對法務部政風體系肅貪策略

進行研究，主要透過個人、團體、組織、環境等四個層面進行檢

測，並輔以質性研究深度訪談，從中探討政風體系理想之肅貪策

略工作重點，以及實務執行面之差異現況，進而研議因應改善措

施，作為法務部政風體系強化肅貪策略之參考。該肅貪策略研

究，分別就個人、團體、組織、環境等四層面加以探討，實值得

本研究參酌，惟該研究係以法務部政風體系肅貪策略進行研究，

與本文從地方政府政風機構切入面有所差異，且該研究以肅貪策

略作為研究主軸，亦與本文所研究防腐角色與功能亦有所不同之

處。 

 

此外，施世珍(2005)的研究係以鄉（鎮、市）公所政風室為

出發，採取水平分工模式、垂直分工模式及整合模式之研究架

構，探討鄉（鎮、市）公所政風室組織結構，在不同的分工面向

上，分別就個人、組織、團體及環境等，論述鄉（鎮、市）公所

政風室如何推動反貪與肅貪工作，發揮肅貪功能的實際情形；另

外，在外在環境因素方面，分別就輸入環境、輸出環境、政治環

境及社會環境等四個層面，分析影響肅貪功能的因素。經研究結

論認為設於內部的政風室，無法完全發揮功能；儘管該研究可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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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參酌，但由於其係以鄉（鎮、市）公所政風室的層級來探討

防腐作為業務，有可能受制於層級過低的背景而影響研究結果，

亦與本研究冀望以－較高層級的－地方政府所進行之論述主軸有

別。 

 

最後，就賴俊源(2006)之研究，主要係以組織發展的理論出

發，除了就繼往之組織變革予以體系整理外，亦針對在不同時

空、環境等變遷下，所對政風機構所進行之調整予以探究，實有

相當參考價值，然由於該研究仍側重在組織發展的主軸上，加上

係以台北縣為觀察。因此，面對區域性、討論議題的不同，在探

討的主題與觀察亦有若干差異。 

 

綜上所述，無論李世明 (2002)、張光志 (2002)、詹政曇

(2003)、施世珍(2005)，或賴俊源(2006)對防腐作為的組織、地

方政府政風機構結構與功能均有提出相關寶貴的論述，除提供本

文－地方政府政風機構對防腐作為之研究－不同的觀察重點外，

亦提供得以更進一步深入探究之方向。惟本研究另嘗試以地方政

府腐化態樣類型－諸如公共工程類、環保類及教育類等，輔以各

腐化態樣類型例舉弊案事實，分別就其發生態樣、犯罪手法、貪

腐因素、防腐作為等加以探討、分析，進而導向實務上之應有防

腐策進作為，開展研究發現與建議，實為本論文與他作有所不同

研究貢獻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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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叟? ? ? ?? 咖? 嵥? ? 
 

近年來，公共行政已漸擺脫牧民之術 (administration of the 

public)，而轉向「為民行政」(administration for the people)，

現代化的行政管理也不再只是重視內部控制與績效達成，相反地

更應體認為民行政的意旨，使得政府所有作為均朝向維護國家的

民主憲政與人民權益的目標， 2 3然而，此等目標卻會受到貪腐的

侵蝕。貪腐並非一個新的現象，世界各國政府或多或少皆存在

著。所謂貪腐，是指政府官員利用其政治權力謀取私人的財務上

利益。 2 4此在政黨輪替的國家亦可能發生，因為過去的舊政權的

崩解，社會脫序，新政府沿襲舊政權之貪腐模式；其次，在法治

文化未完全建立的國家，縱然已具備現代國家的法律制度，但整

個國家的治理仍停留以血緣、家族、地域等範疇，亦往往會出現

貪腐。 

 

由於貪腐將扭曲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同時損害國家財政資

源的分配或影響經濟發展與國際投資；也造成人民對政府的不信

任，使統治的正當性發生危機， 2 5致各國多以研究或著手法律修

正，藉以防止貪腐現象一再發生；換言之，如何透過理論研究與

實證，在制度上建構防止政府貪腐的機制，對提昇國家競爭力與

清廉形象甚為重要。 

 
                                        

2 3  G e r a l d  E .  G a i d e n ,  P u b l i c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 P a c i f i c  P a l i s a d e s ,  C A .  :  P a l i s a d e s ,  1 9 8 2 ,  p .  
7 . 
2 4  貪腐的字義與拉丁字” c o r r u p t u s”同源，意指「罪惡萬象」 ( i m a g e  o f  e v i l )，含有濃厚的
道德內涵 。 R o b e r t  K l i t g a a r d  ,  C o n t r o l l i n g  C o r r u p t i o n ,  C A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C a l i f o r n i a  
P r e s s ,  1 9 8 8 ,  p .  2 3 .  
2 5  A l a t a s  S y e d  H u s s e i n  ,  C o r r u p t i o n :  I t s  N a t u r e ,  C a u s e s  a n d  F u n c t i o n s ,  A l d e r s h o t  ( a n d  
B o o k f i e l d  U S A ,  H o n g  K o n g ,  S i n g a p o r e  a n d  S y d n e y )： Avebury ,  1 9 9 0 ,  p . 1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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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乏  ? ? ? ? 咖?叟? ? ? ? ? 岝 
 

從機制設計的角度來看，我們需要確切知道權力與腐化之間

的演進，始得知道如何制衡與監督，進而避免腐化的發生。學理

上有側重腐化成因的觀察提出若干理論；也藉此等理論背景作為

現實上設計的基礎。以下僅針對防腐的理論建構出發，探討政府

防腐的各種機制設計。 

 

??? ? ? ? 咖? ? ? ? ?  

 

對於政府存在的理由與定義，存在著不同的思考脈絡。新政

治經濟學中的新制度主義者立據於私人的財產權而解釋國家起

源；公共選擇學派則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論證政府存在的理由。   

 

??? ? ? ? 券? ?  

 

如何定義政府，以及解釋政府為何存在，大致有兩種對立之

主張： .其一為契約理論 (contract theory)；其二為剝削理論

(exploitation theory)。 2 6契約理論認? 國家的作用是建立契約制

度並確保契約的實施，國家所保護的是有效率的財產權，並確保

人與人之間的契約行為（交換關係），以促進經濟發展，政府在

契約理論下的目標，是想辦法創造極大化的社會產出，而「契

約」方法可以為國家提供一個有效使用資源的框架； 2 7相對地，
                                        

2 6  劉瑞華譯， Douglas s  C .  Nor th 著，《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 ( Struc t u r e  a n d  C h a n g e  i n  
E c o n o m i c  H i s t o r y )》。台北：時報出版社，民 84，頁 25- 29。  
2 7  儘管契約論並沒有足夠的考古證據，迄今被認? 是理論假設或根據邏輯推演的結果，不過
由於其打破神權論的國家起源論，指出國家是人類自覺創立，同時強調統治權來自人民的國
民主權觀點，其對於人權的促進具有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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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削理論則認? 國家本身代表著某個階級或集團的利益，因此國

家的作用是替統治階級進行掠奪式的財富分配工作，並向其他階

級或集團榨取獲利。因此，政府的工作是為了極大化其本身的效

用或財富。 

 

對於國家的起源，契約理論與剝削理論都是基於肯定私人財

產權而為論述，只是前者是為避免衝突而與政府締約，由權威來

仲裁爭執；至於後者則由於掠奪或剝削其他階級激化了社會中的

衝突。因此，國家要控制社會衝突。  

 

??? ? 指? ? ? ? ?  

 

新政治經濟學中的公共選擇學派以政府? 研究的物件，他們

從經濟學的角度，論證政府存在的理由。其認? 政府存在的必要

性與正當性，除作為人民的公僕外，更以提供公共財 (public 

goods)為主要目的，而政府在提供公共財方面具有規模優勢。所

謂的公共財是指那些個人不願意提供，或無力提供，在消費時具

有非排他性的，而又是每個人都需要的商品或服務。其與一般私

有財貨 (private goods)不同者，在於供給上不易排他，於消費上

亦未相互排斥(exclusive)。若透過市場提供會產生外部效果與搭

便車(free rider)的情形，為解決社會協調的困難，往往需透過國

家來提供。 2 8 

 

理論上不排除個人提供公共財的情況，比如由個人組織巡守

隊保護社區安全，但與國家的警察系統相比，個人所提供社會安

                                        
2 8  李宗勳，《政府業務委外經營：理論與實務》。台北：智勝，民 91，頁 189- 1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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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服務的成本明顯較高，因此由政府提供顯然比個人效率更高，

政府在提供公共財方面具有規模效應。此外，亦可能肇因對公共

財的爭奪所? 生的衝突。因此，需要公權力來維護、管理和分

配。由於國家壟斷了暴力的行使，在維持秩序上的作用是其他任

何組織所無法替代的。 

 

??? ? 叟? ? ? ? 咖? ? 

 

??? ? 咖? ? ? 桫? 

 

在民主政治的運作下，政府與人民之間存在著若干的關係，

而此等關係的聯繫，也是政府存續的正當性原因。 2 9由於「民

主」 (democracy)不僅要讓人民自由(freeing the people)外，亦

要讓人民擁有權力 (empowering the people)，除賦予形式上

「選舉民主」 (electoral democracy)外，民主亦須思索如何透過

限制行政權、保障個人自由，始可避免政府官員出現專擅獨裁。 

在這樣的思考之下，人民與政府之間具有幾個層次的關係，

首先是人民投票選出民意代表或民選首長，由人民委託此等代表

或官員代理政務，藉著具有民意基礎的代表，遴選或任命政務官

員，並透過層級區劃的民主運作機制(overhead democracy)，委

託其執行公務並受上級機關的指示與監督，同時就不同職位與任

務課予不同程度的責務。 3 0 

 

                                        
2 9  陳敦源、蔡秀涓，〈國家發展的倫理基礎：反貪腐與公職人員倫理準則〉，《台灣民主季
刊》，第 3卷，第 3期，民 95 .9，頁 189。  
3 0  余致力，〈倡廉反貪與民主治理〉，《台灣民主季刊》，第 3 卷，第 3 期，民 95 .9，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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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委託人與代理人理論(principal - agent theory)的串聯，

可解釋人民與政府間的關係。然而，由於代理人可以獲知更多資

訊，當一方擁有另一方所沒有的資訊時，其可能採取投機行為來

增加其利益，而造成另一方的損失。因此，如何避免政府發生

「代理人問題」並加以防範與監督，是必要透過若干機制或收集

資訊等方式因應。 3 1舉例來說：如前所述，由於政府管理或分配

公共財，需要透過集體決策的公共選擇，並非透過個人自由選擇

或市場機制，人民與政府間會出現資訊不對等的狀況，此時，若

過度信賴政府或制度設計不當，便可能導致政府或其官員濫用權

力而形成貪腐，如何強化對於政府的控制？如何敦促政府於執行

公務能依循公共利益？均係值得探討的重點。 3 2 

 

??? ? 叟? ? ? ? 

 

事實上要如何控制政府避免貪腐，實有必要溯及地追問：政

府發生腐化的成因為何？唯有理解其成因，始得對癥下藥。 

 

對於政府腐化的成因，主要可分從三個面向談起：首先，政

府可合法地掌握國家權力，然而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卻使

人絕對腐化。由於人性相當脆弱，當所能掌握的權力越大，可控

制的資源就越多，其他人覬覦或期待其資源之賞賜與分享，為求

能從政府公權力牟取最大利益，可能透過扭曲規則、干擾秩序，

或是在監督、制衡等諸多環結上「放水」，進而便造就腐化。 

 

                                        
3 1  有關委託人與代理人理論的探討， J .  Ferr is  and  S .  T a n g , “ T h e  N e w  I n s t i t u t i o n a l i s m  a n d  
P u b l i c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  A n  O v e r v i e w , “  J o u r n a l  o f  P u b l i c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  R e s e a r c h  a n d  
Theory ,  Vol.  3 ,  N o . 1 ,  Oxfo rd :  Oxfo rd  Un iv e r s i t y  P r e s s ,  1993 ,  p p .  4 - 10 . 
3 2  同註 30，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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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掌握的權力或資源多少會影響腐化的程度外，政府相較於

一般人民，亦具有掌控資訊的優勢。當政府權力越大時，亦代表

掌控的決策環結越多，一旦有心，便可於各環結之資訊同時湧現

上下其手，藉著隱藏若干資訊或透漏些訊息的方式獲利。加上面

對權力的掌控與資訊的優勢，若未加發掘往往會降低改革的動

力。由於改革的目的是為促進效率或提昇品質等，但對於政府而

言，過多的改革可能會造成權力結構的改變或影響過往已定式的

運作，以致往往較無誘因積極進行改善，久而久之，政府相對地

便腐化了。 

 

公務員通常是在一個依據制度與法律規章的環境下執行公

務，其行為必然受到行政與司法機關所頒布的準則與其他約束影

響。在正常的運作下，行政機構的監督功能能夠發生監督與查核

的作用；若失去的監督與查核的功能，必定導致公務員違反法規

的事件逐漸攀升， 3 3致生貪污與腐化。 

 

??? ? 叟? ? ? ? 

 

從前述探討政府腐化的成因可知，政府腐化往往是在執行公

務上悖離公眾付託，忽略人民的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藉

著某種形式的法規合理性，作為掩飾的手段，進而欺瞞政府組

織、私人或一般社會大眾。 3 4在此等觀察下，可將政府的腐化態

樣區隔為若干類型： 

 

（1） 外在環境的改變：其中又可就不同細節分類如下： 

                                        
3 3  宋筱元，《肅貪機構與貪污之防制》。台北：五南，民 78，頁 16- 23。  
3 4  A l a t a s ,  o p .  c i t . ,  p p .  1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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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交易型的腐化：係指在施與受雙方 (donor and 

recipient)的刻意設計與安排下，促進雙方的私益，

通常包括企業與政府的官商勾結，或民眾與政府的

相互圖利，或預期的投資利益。 

B.  支持型的腐化：與回收金錢或其他利益無直接關

係，主要是為支持或強化現行的腐化；亦可能以強

迫手段進行，避免個人權益遭受侵害或牽連重要的

人與事。 

（2） 內在環境的變遷：現代化促成了新的財富與新的權

力、政治制度方面產生變革助長了腐化， 3 5若內部組

織的設計不當欠缺管控，或由於涉及任務之利益可

觀，往往會因為內部環境的變遷而出現貪腐，例

如：以不正當的方法製造裙帶關係(nepotism)， 3 6除

追求自身的私益外，亦提供週遭人員金錢上或行事

上的特殊待遇。 

（3） 政府官員自身所致：官僚體系易於參與貪腐，往往

與政府官員有很大的關係，有時是因為其可以安全

且快速地滿足慾望而導致政府腐化。例如，行政人

員因職務之便，預知都市計畫內容，除自發地促成

該案外，並先行於特定區域購置土地或告知親友。 

 

??槱? ? ? 叟? ? ? ? 

 

面對政府腐化的因應，不論從實務或學理均有若干改善方

                                        
3 5  P o p e ,  o p .  c i t , .  p .  1 0 .  
3 6  J o s e  V.  A b u e v a ,  “ T h e  C o n t r i b u t i o n  o f  N e p o t i s m ,  S p o i l s a n d  G r a f t  t o  P o l i t i c a l  N a t i o n ” ,  
Eas t -  W e s t  C e n t e r  R e v i e w , Vol. 3 ,  S i n g a p o r e ,  1 9 9 6 ,  p p .  4 5 - 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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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分別說明如下： 

 

??? 棳? 叟? ? ? 

 

貪腐本質上是一種神秘的活動，而那些貪腐者並不會欣然的

承認其貪腐行為，所以最需要的是清楚和明確的證據，但貪腐之

證據若不靠特別方法的調查是難以獲得的，必須給予專業執法人

員有能力去創造合理的懷疑，否則定罪也是困難的。只要否認貪

腐的存在，就無法處理貪腐的問題，所以必須將貪腐透明化，使

得人們增加對貪腐的注意，使得貪腐無法被隱瞞而降低了貪腐的

案件發生。 

 

??栚? ? ? ? ? ? 

 

封閉使得政府明顯有高度的貪腐習性，此方法最能隱藏貪腐

的行為，因此要確保政府的活動能夠透明化、公開化，以降低貪

腐的發生。為此，有必要抑制獨占，因為獨占往往容易出現貪腐

的空間。此外，亦須提昇公務員的專業形象與職業態度。擔任職

務的行政官僚必須都是被仔細審查、測試而挑選出來的，必須經

過特別的訓練與準備，並被付予適當的報酬。 

 

??? ? ? ? 叟? ? 

 

貪腐是人性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任何環境中，貪腐總是會

出現的， 3 7因此必須有適當的社會規範：政府應該拋棄那些不該
                                        

3 7  邱瑞忠，〈行政官僚貪污防治之途徑─行政倫理的思考〉，《東海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第 19期，民 89 .6，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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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預的事與擺脫那些無法施行，且不符期望的社會控制，適度修

正法律，而由於民眾並不願遵守有問題且無法落實的法律，因此

應修正那些不當的法律；政府並應針對貪腐的各項成因，因應時

代各階段的需要，判定反貪腐政策或法令，俾利於民眾與政府官

員遵循。 

 

??拸? ? 丰? 

 

當行政官僚貪腐情形無法避免時，勢必制定組織內部的反貪

腐計畫，並實施於各個部門；針對貪腐狀況情形嚴重的部門更應

加強控管。制度、秩序及規則對於弊端的查明是必要的，蓋適當

的管理可防止貪腐的發生；同時適度加強行政官僚的自律、廉

潔，始能根本抑制貪腐發生。 

 

? ? 乏  ? ? ? 叟? ? 嵥? ? 
 

有關政府防腐的理論發展，隨著時間的演進有不同的觀察。

以下玆就不同時期的發展，分別從道德、學理的發展到法律的制

定予以剖析。 

 

??? ? ? ? ? ? 

 

過去對民主政治的思考，係源自於古希臘時期對於政府的理

想觀察，彼等認為公民均具有追求美德 (virtue)的責任，對於官

員－由具有特定資格的公民擔任－自然亦負有提昇公民道德的使

命；換言之，政府是由公民與高尚官員(honorable bureauc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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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建構，所以對於官員不僅應嫻熟政策執行技術，更應堅持道

德的訴求。 3 8 

 

然而從道德觀點來評論政府官員，往往過於一廂情願，由於

所有人的道德觀未必一致，透過道德約束實有其缺陷， 3 9公務員

不論是單獨或集體遂行公務職權時，若因把持不住，違反到自身

應有的忠貞與人格標準，不僅會損害民眾對政府的信心與信賴，

亦可能犧牲人民福祉或公務效益。為此，如何強化對於行政倫理

重視？如何落實於政府運作？則成為學者關注的焦點。 

 

??? ? 嫛?? ? ? ? 
 

從公共行政上的發展有若干的脈絡，主要有從組織理論、人

群關係理論以及權變理論進行探討，說明如下： 

 

??俓僣? 嵥 

 

傳統的組織理論著眼於組織的特性，藉此解釋政府腐化並對

其加以因應。組織為了因應環境的需求和挑戰，進而追求組織效

能，往往會採取若干策略因應。 4 0當組織的行動和利害關係人的

期望發生落差時，就產生需要解決的效能的問題。 

 

面對政府組織的觀察，首先，政府機構大多有一些共通的特
                                        

3 8 .江明修，《公共行政學：理論與社會實踐》。台北：五南，民 86，頁 33- 34。  
3 9   O .  P.  D w i v e d i ,  P ub l i c  S e r v i c e  E t h i c s ,  B e l g i u m :  I n t e r a t i o n a l  I n s t i t u t e  o f  
A d m i n s i t r a t i v e  S c i e n c e s ,  1 9 7 8 ,  p .  4 . 
4 0  M i c h a e l  M .  H a r m o n ,  a n d  R i c h a r d  T .  M a y e r,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T h e o r y  f o r  P u b l i c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  B o s t o n： L i t t l e ,  B r o w n  a n d  C o m p a n y ,  1 9 8 6 ,  p .  3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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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先是縱向和橫向的分工。傳統的縱向分工是一個金字塔式的

架構，權力分布明確，權力集中是政府組織縱向分工的特色，上

層的決定，下層必須遵守，公務員的職責是忠實執行政治決定，

關注合理可行的執行方式。隨著政府部門變得龐大，公務員，特

別是中下階層的職員工作，就趨向於專工細化，而橫向式的專工

細化是政府組織的另一特色。官僚架構的優點是很清晰的：不偏

不倚，一視同仁，有效率，依章辦事而不因人而異，個人去留不

影響部門運作。 4 1但隨著國家任務日益複雜、多元，將使得傳統

的官僚運作模式更顯無力。 

 

政府組織大多是龐然巨物。官僚深信這會帶來經濟效益，就

更加趨向自給自足。因為業務繁複和人員眾多，橫向分工就變得

更精細；政府組織的縱向分工和專業造就了專業的職業位階，透

過升遷與調任，使得各部門的專業精神更趨一致，強化了全面控

制的信念。然而，隨著部門的業務越多，就有協調的麻煩。加上

大規模的官僚架構，往往隨著架構越大，分層的監管就越弱，將

導致傳遞的訊息失真，即便撇開官僚的私利和主觀願望，這些溝

通的毛病和誤傳也是難免。龐大的架構一定要向下授權，而授權

必定要把權力下放到下級，下級執行任務時有自己的設想。架構

越大，決策者和執行者間的距離就越大，執行的結果和原先設想

的差別就更大。 

 

官僚制度衍生的架構還有個問題：無效率和浪費。由於任何

服務的提供或任務的執行，都需要大量的資訊。然而政府在執行

任務上屬於獨占的個體，往往沒有足夠的資訊來決定是否與執行

多少的任務；亦很難去界定付出與回饋的相互關係，加上沒有比

                                        
4 1  吳定，《公共行政論叢》。台北：天一圖書，民 84，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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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連帶地亦無法突顯任務執行的重要或品質，亦難保有一定機

制評估或結束一些失敗的公共政策。 4 2 

 

??? 刳桫? ? 嵥 
 

以個人為分析焦點，將每個人均視為具有理性的個體，而以

效率為行政中心目標，以合作為基礎哲學而建構。其假設個人與

組織間關係，包括：明確界定公務員與管理階層的責任與分工；

同時對於知識的性質採客觀的觀察。 

 

對此，管理階層須熟知公務員擁有知識，並設計工作的完成

方法，化約成有系統的科學生產法則；公務員應以科學的方法甄

選，依據不同的生理、心理等特質任用；同時強調科學的激勵方

法，使其循管理階層之指示而工作，並就其工作劃定明確的獎懲

辦法。為此，如何促使工作分配明確？如何提供有效的獎懲？將

有助於減少政府貪腐的發生。 

 

然而人群關係理論將公務員僅視為組織的工具，往往使得人

去遷就組織；其次，假設不同成員的角色與分工，往往造就「奴

化」或「專業霸權」，將可能造就組織的極權統治；同時專業分

工，可能導致公務員無法獲得成就感，亦會影響工作氣氛；最

後，最為關鍵的是人群關係理論立足於理性模式，但現實上，政

府運作卻無法擺脫政治本質與公共性的影響，連帶地無法有效減

少政府貪腐的狀況。 

 

                                        
4 2  同註 41，頁 109-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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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帙? 嵥 
 

權變理論認為組織績效或表現，主要取決於領導者與情境二

者實際的契合度，故亦稱為領導的權變理論(contingency theory 

of leadership)。在高度控制的情境下，由於工作流程是有成規

可循，人際關係是「合作」的，「人際取向」的領導方式可能會

是最有效的，且又強調工作目標的達成。此模型以組織目標為基

礎，組織有多個目標及衝突的目標。由於組織目標超越實體存

在，並獨立於個人外，因此決策時就要考慮需要與限制。 4 3 

 

由於世界上並沒有最佳方式來解決所有問題，包括：對人員

的領導。因此，權變理論並不強調原則，只關心能否有效管理，
4 4而管理方式尚須考慮到時代背景，不同的時代要採取不同的管

理方式，在平時安定的狀態下，管理是溫和的、民主的；但在緊

急狀態下，管理就應該嚴格一點，甚至要專斷一點，這對領導者

而言，領導的效率源自於所領導的方式和所處的情境是有利或是

有害於組織，在明顯不利的情境中或是十分有利的情境裡，以工

作取向得領導方式比較有效；介於這兩者間的情境，則以人情取

向的領導比較有效。 

 

領導的最後是要作決策的，決策影響著組織未來的走向，而

決策必須考慮對組織有效的利益。作決策包含經濟和社會鑲嵌的

理性，在所有爭論中，作決策其實是有限的理性。通常組織高層

作決策，既然組織高層屬於權力的所在，所以大部分策略性的決

定皆進入組織高層的核心。但領導者作決策的同時，受到資訊接

                                        
4 3  R i c h a r d  H .  H a l l ,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s t r u c t u r e s ,  p r o c e s s ,  a n d  o u t c o m e s ,  N .  J . ,  1 9 9 9。  
4 4  同註 41，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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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的多寡影響；換言之，資訊是領導者作決策的核心。一般而

言，意識型態和價值觀會影響作決定的過程。 

 

這個模型是理想，組織內的人員不是工具，會一板一眼的順

從而絲毫沒有私心，這未免太苛求。在討論環境影響的同時，

「權力」其實暗藏在其中運作。當組織沒有足夠權力可以改變環

境時，則被環境所控制，更遑談組織自主了。 4 5面對組織權力多

寡時，又不免牽扯到組織內部權力的核心領導決策；加上具有權

力的團體透過經濟上的刺激去操作，以獲得他們想要的決定，往

往會在利益上出現分歧。 4 6 

 

??? ? ? ? ? ? 

 

所謂的法治，係透過法律規範人民與政府重要的權利義務關

係，透過法律的規範，使人民可預測政府的作為；同時給予政府

明確的規定執行事務，有助於避免政府腐化的發生。換言之，人

民所服從的是依一定程序合法建立起來的秩序；而公務員亦在具

合法形式的命令下執行公務，舉例來說：公務員依法為民服務，

不受到特權或人情的困擾；相同地，人民在法律規範下，亦無法

以非法手段威脅、利誘公務員提供特別服務或免除某些應負擔之

義務。 

 

對於防腐於法律上之發展，主要表現在立法的規範上，其中

包括：對於公務員本身的倫理規範與工作手則。由於公務員在政

                                        
4 5  同註 41，頁 116。  
4 6  同註 44。  



 

 31 

府中扮演重要且根本的角色，對於其處理事務的正確認知與處理

手段，均有賴法律的具體明確；其次，是有關行政內部各單位或

機關的運作程序，除有賴首長的管理領導外，法律的規範更屬關

鍵，如何指導下屬行事？下屬如何反映或協調？透過法律規範亦

有助於釐清責任。此外，是有關政府機關的程序運作或組織型態

規範，其涉及政府所面對的內外環境與處理之任務性質；如何依

據不同的性質與環境而給予適度設計，亦將影響防腐機制所能發

揮的成效。 

 

透過上述對於防腐理論的發展可以看出：對於政府存在與其

腐化的關係，而也由於國家有必要對其腐化加以因應並做適度管

理，始能回應身為國家主權者－人民之殷切期盼。據此，政府有

必要針對防腐建立制度化的體制因應，惟制度建制並非一蹴而

積，況且隨著不同條件的斟酌亦會影響制度的內涵，因此有必要

釐清其法源、環境考量等因素，建立起符合我國現實的防腐機

制。 

 

? ? 乏  ? ? ?叟? ? ? ? ? 
 

??? ? 監? 

 

人權理念源自所有人類生來即具有平等的尊嚴與權利，此道

德上主張係不可讓渡和每個人與生俱來的美德，即人類的生命、

自由與財產的基本權利永不屈服於國家，且個人進入市民社會形

成國家，此種權利應藉由國家實踐。反貪腐是一種基本人權，乃

因人對生命、尊嚴和其他重要的人類基本價值依賴著一個社會免

於貪腐的發生。唯有具備反貪腐的基本人權，國家自然資源和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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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之實踐才能反應人的經濟上自決權。反貪腐是基本權利，在公

民政治權利公約第一條人民自決權與社會經濟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第二條實踐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不得歧視等規定，找到適切的

依據。 

 

1990 年代起，各國際組織對於反貪腐有更為深刻的體認，

紛紛以公約方式防止貪腐，逐漸承認反貪腐是國際法上的基本人

權；其中，1996 年底，聯合國採用公務員行為之國際規範，要

求各國必須實踐反貪腐措施，其原理為所有國家的公務員必須堅

持公職的廉潔，主張公務員對其本國公共利益的最大忠誠，公務

員不應利用其公職的權威謀求本身或家族的不當財政上利益。

2003 年 10 月，聯合國大會通過國際反貪污公約，包括：政府採

購、賄賂、不法致富、侵占、不當挪用、洗錢、保障檢舉人、凍

結資產和各國合作等 71個條款。 

 

依據我國憲法第二條之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

體」，而「國民全體」意味著「每一個」自主參與的公民，因此

身為國家「頭家」的公民自有資格時時關切、檢視代議部門的運

作，並隨時準備批判，甚至接管腐化、濫權的政府；即使是號稱

「司法獨立」或對公民負責的「立法」，亦須接受公民檢驗，畢

竟法律體系的相對獨立，是民主體制為讓法律官僚能夠發揮其專

業執行法律，免受偏私黨派政治的扭曲，但司法決定最終仍須向

「國民全體」負責。因此，法院的審判過程與結果，其正當性在

於其說理與論證能否說服公民群體—非法律官僚內部─的評價。 

 

???? ? 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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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當某人權力越大，其所控制的資源就越多，同時

相較於他人，亦具有掌握資訊或權力的優勢。為避免政府腐化，

有必要將國家權力加以分離；換言之，應將權力分立設計；其

次，為避免資訊或掌握決策過於集中而出現貪腐，亦有必要將執

行公務的過程加以切割，阻隔擁有不同資訊的人串連起來上下其

手的機會；尤其在會計帳務等處理流程上更具有效果。 

 

由於政府獨占若干國家權力，往往會因為欠缺刺激與比較而

怠於改革，如何加強外部與內部的監督機制或刺激，對於獨占國

家權力的政府而言，相當具有效果。如何透過不同團體或組織加

強公民意識，促使其對政府的質疑並積極地參與，實可產生監

督、制衡政府的集體力量。 4 7 

 

??? ? ? ? 
 

鑒於前述，為避免政府腐化，應將權力分立設計，並加強外

部與內部的監督機制，依我國憲法規定採「五權分立」組織架

構，目前政府防腐機制建制設計為內控制及外控制之雙軌並行

制，所謂「外控的廉政機制」係指行政院所屬各地檢察機關以及

法務部調查局分布全國各縣市之調查處、站（含北、中、南、東

地區機動工作組）就各類型貪瀆案件實際以司法權進行偵辦之型

態；嚴格上來說監察院所屬審計部及監察調查處亦屬廉政機制的

一環，實務上較傾向憲法所賦予監察委員彈劾、糾舉權行使，以

及公部門官員涉及違法失職時行政責任之追究、調查，性質上亦

屬於外部機制，各級司法院審判貪瀆案件的法官就該案而言亦為

                                        
4 7  孟汶靜譯， R o b e r t  N .  B e l l a h 著，《新世界啟示錄 ( T h e  G o o d  S o c i e t y )》。台北：正中，
民 83，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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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控制機制。 4 8而所謂「內控機制」係指主計單位及政風機

構，依各機關層級分布於全國中央與地方機關及公營事業內，故

現行我國政府主要防腐的組織現況如圖 2-1所示： 

                                        
4 8  韋漢樑，〈我國廉政制度之研究〉，碩士論文，東海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民 90 .7，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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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我國政府防腐組織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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匕?? ? 拚? 
 

為確保公務體系為人民服務，民主控制是重要的工具，對於

政府防腐的機制主要兩個面向的觀察，其中包括外控 (extenal 

controls)與內控 (internal controls)兩個面向。以下沿此兩種分

類分述之： 

 

??? ? ? ? 叟? ? 

 

在民主國家中的外在機制，主要有以下幾種： 

 

首先是定期選舉制度，透過改選的方式可促進政府官員的流

動，有助於避免政府腐化。其次，強而有力的媒體，藉由媒體所

具有的第四權( the fourth estate theory)地位， 4 9發送並傳遞訊息

以落實人民知的權利，可揭露政府貪腐，亦可發揮嚇阻的效果。

此外，有拘束力的政黨，除可對貪腐的同黨同志進行約制外，亦

可提升政黨間競爭的品質，同時提供利益團體與公民參與的機

會。最後，獨立的司法體系，可就政府腐化的部分給予處罰或制

裁。 5 0 

 

專業中立的執法機構如何建立起明確的法律架構及解釋，並

配合社會大眾的監督力量，有助於避免政府腐化的發生。而依我

                                        
4 9  林子儀，《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台北：月旦出版，民 82，頁 66。  
5 0 A .  C .  D r u r y ,  J .  K r i e c k h a u s  a n d  M .  L u s z t i g ,  “C o r r u p t i o n ,  D e m o c r a c y ,  a n d  E c o n o mi c  
G r o w t h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P o l i t i c a l  S c i e n c e  R e v i e w ,  V o l .  2 7 ,  N o .  2 ,  S a g e  P u b l i c a t i o n :  
I P S A ,  2 0 0 6 ,  p p .  1 2 1 - 1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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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府防腐組織現況，司法體系中受限於各級法院審判程序過於

窘久、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編制人力有限，因此，調查機關

已成為我國外控防腐機制的主力。 

 

調查機關係政府施政「外控的廉政機制」的主力，為瞭解其

機制運作，茲就該組織概況架構、業務職掌分工、工作方針及工

作目標分述如下： 

 

??? 俓僣? ? 咖? ? 

 

  法務部調查局(MJIB)成立於 1927 年，在政府遷台初期原隸

屬內政部，自 1956年改隸屬於司法行政部（1980年更名為法務

部），根據該局組織條例第 2條規定：「法務部調查局掌理有關

危害國家安全與違反國家利益之調查、保防事項」並於 2000 年

經行政院核定修正 9項職掌，其中第 4項「貪瀆防制及賄選查察

事項」與第 9 項「上級機關特交有關國家安全及國家利益之調

查、保防事項。」即為調查局執行廉政工作之法令依據。 

 

  調查局於政府遷台初期，工作重點放在國家安全之偵防（捉

匪諜）與保防（防洩密）工作，對於貪瀆問題，僅列為社會重大

犯罪案件處理。自 1971 年底政府決心大力整頓政風以來，有關

檢肅貪污之工作交由該局執行，根據行政院所制定之各項肅貪法

令與政策，調查局對於肅貪工作之進行亦曾有過教次調整與變

化，1989 年 2 月政府為加強行政革新，促進廉能政治，經行政

院 2095 次院會決議，指示調查局成立「肅貪處」專責檢肅貪污

瀆職，由副局長兼任處長，從現有人力調配，並在各外勤調查

處、站成立肅貪科組。1993 年 2 月 1 日又奉命更名為「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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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除主動偵辦重大貪瀆案件外，更積極研擬如何偵辦貪瀆案

件及預防措施。 5 1 

 

  另為防止金錢介入選舉，該局更加強中央與地方競選期間查

察賄選案件，以貫徹上級「掃除黑金」政策要求。因此，調查局

已成為我國執行防腐肅貪工作之主力。該局組織架構及其廉政處

水平分化組織，分別如圖 2-2、圖 2-3所示： 

 

 

 

 

 

 

 

 

 

 

 

 

 

 

 

 

 

 

 

                                        
5 1  同註 18，頁 46-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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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法務部全球資訊網，ht tp: / /www.moj.gov.tw，民 95.10.18。 

 

 

 

 

 

 



 

 40 

圖 2-3 法務部調查局廉政處之水平分化組織 

 

 

 

 

 

 

 

 

 

 

 

 

 

 

 

 

 

 

???? ╨匆? 咖? ?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條第第 2條規定：「法務部調查局掌理有

關危害國家安全與違反國家利益之調查、保防事項。前項調查保

防事項，由行政院定之。」，據此，行政院於 2000年核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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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工作職掌為 9項，列述如下： 5 2 

1.  內亂防制事項。 

2.  外患防制事項。 

3.  洩漏國家機密防制事項。 

4.  貪瀆防制及賄選查察事項。 

5.  毒品防制事項。 

6.  組織犯罪之協同辦理事項。 

7.  重大經濟犯罪及洗錢防制事項。 

8.  國內安全調查事項。 

9.  上級機關特交有關國家安全及國家利益之調查、保防事

項。 

 

  法務部調查局廉政處主管該局廉政業務，置處長 1人由副局

長兼任，局專門委員 1人，副處長 2人，下設 5個科，各科業務

分工如下： 5 3 

 

第一科：掌理公共工程弊端案件、財物勞務採購舞弊案件及查察

賄選案件之偵查偵辦、行政處理等策劃督導業務。 

第二科：掌理北部及東部地方一般貪瀆案件及上級特交案件之偵

查偵辦、行政處理等策劃督導業務。 

第三科：掌理中部及南部地區一般貪瀆案件及上級特交案件之偵

查偵辦、行政處理等策劃督導業務。 

第四科：掌理該局辦案程序規章制定修正，移送案件偵辦流程複

閱審查，貪瀆案例研究報告及貪瀆預防專報審核，貪

                                        
5 2  法務部調查局工作職掌係行政院於 1956 年 8月 27 日以台 45（內）字第 4711 號令頒布調
查局 10項工作職掌；復以 1998 年 10月 30 日台 87 法字第 53381 號函及 2000 年 10月 27
日台 89法字第 31119號函核定修正為 9項工作職掌。  
5 3  法務部調查局，《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廉政工作年報》。民 95，頁 1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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瀆預防宣導教育工作策劃執行，該局內部網路廉政資

料庫規劃建置，中央文版廉政工作年報編輯，廉政工

作手冊、犯罪調查作業手冊之編修訂等業務。 

第五科：掌理廉政工作之策劃、管考、統計、訓練、績效等綜合

業務，籌備廉政工作諮詢委員會議、公共工程諮詢委

員會議及不定期業務研討會議等，協調聯繫財政部賦

稅署第四組等單位，及辦理廉政處之總務、資訊、人

事、會計、收發文等行政支援工作。 

 

???? ? ? 摬 

 

1.預防重於偵辦、偵辦也為預防。以推廣反貪宣導及強化行政

肅貪之方式，防患於未然、弭患於無形。 

2.加強偵辦重大貪瀆案件，以收移風易俗、風行草偃之效。積

極查辦賄選案件，以淨化選風，切斷賄選與貪污之共生鏈。 

3.落實程序正義、貫徹嚴謹取證，以提昇偵辦案件品質，兼顧

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 

 

???? ? ? ? 

 

 1.推廣反貪宣導，號召全民防貪：結合轄區深耕經營之理念，

運用偵辦案件之充沛資源，以多元化之教育方式加強反貪

污、反賄選宣導工作，藉以傳播廉潔觀念，並匯聚政府與民

眾之力量，共創廉潔社會，貫徹「預防重於偵辦，偵辦也為

預防」之廉政工作方針。 

 2.強化行政肅貪，預防貪瀆弊端：就偵辦案件中所發現之人為

疏失或制度缺失等，涉及公務員行政責任者，或行政措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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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違反行政法令等情事者，即彙整相關資料或以研編預防

專報方式，函請相關主管機關處理，以強化行政肅貪功能，

並預防貪瀆犯罪之發生。 

 3.防制黑金介入，確保採購品質：從近年偵辦案件歸納得知，

公共工程弊端及財物勞務採購舞弊案件中，鄉鎮市長利用經

辦公共工程及採購機會，以分害發包、逃避稽察、指定廠

商、不實比價、洩漏底價、包庇圍標、綁標、浮編預算等手

法藉機索取回扣、財賂或營私舞弊的方式犯罪為最多；其次

為基層民意代表如鄉鎮民代表會主席、副主席、代表、縣市

議員等利用監督施政機會，介入工程關說、護航，違法爭取

承包權後轉包，並藉機索取不法利益、違法挪用預算等情

形。顯示官商勾結舞弊現象尚未能有效根除，故廉政工作置

重點於防制黑金介入重大公共工程及巨額採購案件。 

 4.提昇查賄效能，積極端正選風：賄選文化係貪瀆弊端發生之

主因，故治本之道，必須結合檢察、調查及警察機關之力

量，加強地方首長、民意代表選舉查察賄選工作，以收正本

清源之效。歷年來，針對各項公職人員或農漁會選舉，成立

專案配合檢方執行查賄工作，並全力動員內外勤同仁，機先

發掘賄選情資，積極查處賄選案件，貫徹政府端正選風、維

護選舉秩序之決心，藉以樹立公平乾淨的選舉環境。 

 5.秉持行政中立，貫徹掃黑決心：一般民眾對政府形象觀感，

往往以發生在其自身或週遭的事相來判斷，其中或為其個人

利益的損失，或為傳聞中涉及貪污的跡象，若政府機關查處

不力，直接影響民眾對政府肅貪決心的質疑。因此，堅守

「行政中立、依法行政」的立場，全力偵辦法務部掃除黑金

行動方案列舉之易滋弊端、為民詬病之重大貪瀆案件，以行

動來宣誓掃除黑金的決心，鼓舞廉潔自持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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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堅守程序正義，精進蒐證技巧：注重程序正義及維護人權保

障，為刑事訴訟程序之演進趨勢，尤其自 2003 年刑事訴訟

法修正後，法院及辯方對於辦案程序之要求愈趨嚴格。為尊

重人權並避免因程序瑕疵衛生困擾或影響證據能力，亦為提

昇定罪率，達到懲奸除惡之目的，制定各項辦案程序規章，

並辦理專精講習，嚴格督促同仁恪遵法律規定、堅守程序正

義。又貪污係狡詐型犯罪，行受賄雙方有必然的利害關係，

當利益共生時，甚難蒐集犯罪證據，因此，辦案同仁在調查

過程中必須抱持「在不疑之處有疑」的求真求實心態，抽絲

剝繭以求水落石出，並配合資金清查、科技鑑定等技巧，以

盡調查之能事。 

 

??? ? ? ? 叟? ? 

 

針對政府內在的防腐機制，主要是從行政內部的各種程序或

措施著手。就行政運作的防腐措施而言，其共同的重心在於：使

用政府預算的行政裁量認定、行使公權力的適當性及公務資源與

私利的界線等。對此，有必要加強行政的特明度，以增加人民對

於行政的信賴。就增加行政透明度而言，可透過公開的稽核制

度，針對可能存在的利益衝突或貪腐行為予以舉報、揭發，藉此

發揮一定正面的效果。增加行政透明度的機制設計，各國作法不

一；其內容，包括：政府採購方式的標準化與公開化，揭露公職

人員的財務所得，利益衝突的處理程序，公開公正的任用程序，

獲取資訊的法定權力，政治獻金的規範、公共利益的保護條款、

以及行政程序法等相關規定。 

 

此外，有效防腐的機制，除外在途徑外，亦可藉由內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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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目的，其中又包括強化行政倫理核心價值、提倡專業主義與

建立代表官僚體制(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等方式。 5 4行政

核心價值的揭示與釐清，不僅有助於公民瞭解政府的願景與任

務，更能協助公務人員建立執行職務的行為規範；至於建立起專

業主義的官僚體系，更能汰換不適任的政府官員。 

 

依前述目前政府防腐機制設計之「內控的廉政機制」，係指

依各機關層級分布於全國中央與地方機關及公營事業內的主計單

位及政風機構，各級主計機構主計人員依據「主計機構人員設置

管理條例」規定掌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務， 5 5諸因主計單位掌

管控制機關經費核銷，屬內控機制，又各機關政風機構政風人員

依據「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辦理各項政風業務， 5 6該條例第

1 條明訂：「為端正政風，促進廉能政治，維護機關安全，特制

定本條例。」，顯而可見，政風機構為「內控的廉政機制」，為

探究該機制運作，茲將該組織概況、業務職掌分工及當前政風工

作政策分述如下： 

 

???俓僣? ? 咖? ? 
 

  隨著憲政演進，政府於 1987 年 7 月 15 日，宣布解除戒

嚴，另陸續開放報禁黨禁。同時，全國民眾以及民意機關益形重

視機關政風情況；由於當時國內政治形勢及社會形態均有很大之

                                        
5 4  C .  H . , Lev ine ,  Pe te r s  B .  G . ,  and  T h o m p s o n  F .  J . , P u b l i c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  C h a l l e n g e s ,  
C h o i c e s ,  C o n s e q u e n c e s ,  G l e n v i e w ,  I L :  S c o t t  F o r e s m a n  a n d  C o m p a n y ,  1 9 9 0 ,  p p .  1 9 1 -
203 .  
5 5「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係於 1981 年 12 月 28 日總統（ 70）台統（一）義字第
8316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29條。  
5 6  「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係於 1992 年 7 月 1 日總統（ 81）華總（一）義字第 3171 號
令制定公布全文 1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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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嗣於 1992 年 8 月 1 日宣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人事查核

單位之組織、體制以及職掌，亦隨之同步調整，以脫離「動員戡

亂時期」，並予以重新定位，而定位之方向係單位透明合法、業

務職掌明確定、指揮體系清楚定位，尤更重要者，執行成員應超

乎黨派，接受民意機關之監督。爰此，1992 年 6月 16日立法院

第一屆第 89 會期第 34 次會議三讀通過「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

例」；「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施行細則」旋於 1992年 8月 14

日經法務部、銓敘部令會銜訂定，人事查核單位正式進行改制，

於 1992 年 9 月 16 日正式成立政風機構，此為該組織最重大的

變遷。 5 7 

 

  依據「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第 3條：「法務部為掌理全

國政風業務之主管機關。」及第 10 條：「各機關政風人員應秉

承機關長官之命，依法辦理政風業務，並兼受上級政風機構之指

揮監督。」之規定，政風機構為一條鞭雙軌制的管理指揮系統，

對於攸關全國業務決策，均來自於法務部業務主管部門－政風

司，以及法務部中部辦公室， 5 8政風司主要負責中央行政機關政

                                        
5 7  同註 48，頁 143。  
5 8  法務部中部辦公室前身為台灣省政府政風處，前台灣省政府政風處在政風組織發展及變遷
較為劇烈，且能完整觀察各時期蛻變過程，該政風機構之組織發展概分為四個時期：一、
「臺灣省政府安全處時期」：係由臺灣省政府於 1967 年 8 月 5 日以府人丙字第 62968 號函
設置，並於同年 8 月 21 日假中興新村中興會堂開始運作；二、「臺灣省政府人事處（二）
時期」： 1972 年行政院為精簡政府機關組織，於同年 7月 22日人政貳字第 22897 號：「各
機關安全單位均自本年 8 月 1 日起栽撤，業務及人員併入人事單位，以加強人事業務。」臺
灣省政府於該年 7 月 27 日以人丙字第 83706 號函將臺灣省政府安全處歸併人事處，為臺灣
省政府人事處第二辦公室，簡稱人事處（二），負責辦理臺灣省政府人事查核業務之綜合規
劃及推行督導事項；三、「臺灣省政府政風處時期」：因「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於 1992
年 6月 16日經立法院 89 會期第 34 次會議中三讀通過，臺灣省政府人事處（二）於 1993 年
1 月 27 日 82 府人一字第 1702 號頒臺灣省政府政風處組織編制，同年 2 月 9 日成立，並追
溯自 1992 年 9月 16 日生效；四、「法務部中部辦公室時期」：因「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
組織調整暫行條例」於 1998 年 10 月 28 日總統（ 87）華總（一）義字第 8700221340 號令
制定公布全文 22條，該條例自同年 12月 21 日起施行，至 2000 年 12月 6 日總統（ 89）華
總一義字第 8900292140 號令修正公布第 12、 22 條條文；該條例施行期限，於到期前經立
法院，得再延長一年。後於 2004 年 12 月 31 日行政院院授研綜字第 0930030403 號函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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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機構政風業務的督導考核事宜，中部辦公室則負責地方行政機

構政風業務的督導考核事宜。惟有關人事任免遷調事項，仍由政

風司統籌辦理，中部辦公室此即負責轉陳政風司的角色，對於重

大政風事項或是政風查處業務之辦理亦同。有關全國政風機構組

織架構及法務部政風司之水平分化組織，如圖 2-3、2-4所示： 

 
圖 2-4 政風機構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法務部政風司網站，ht tp: / /www.moj .gov. tw/ethics，民 95.9.14。 

 

 

 

 

 

 

 

                                                                                                                          
期限業經立法院同意延長至 2005年 12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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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法務部政風司之水平分化組織 

 

資料來源：法務部全球資訊網，ht tp: / /www.moj.gov. tw，民 95.9.14。 

 

???? ╨匆? 咖? ? 
 

  依據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第 5 條及法務部組織法第 14 條

規定，政風司業務職掌如下： 5 9 

 

1.關於全國政風業務之行政事項。  

2.關於全國各機關政風人員任免、遷調、考績、獎懲之擬議

                                        
5 9  法務部，《中華民國法務部 94年政風工作年報》。民 95 .10，頁 1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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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3.關於調查業務之聯繫事項。   

4.關於政風法令之擬訂、宣導事項。   

5.關於員工貪瀆不法之預防、發掘及處理檢舉事項。  

6.關於政風興革事項。  

7.關於公務機密及機關安全維護事項。   

8.關於本部政風事項。  

9.其他有關政風事項。  

 

  法務部政風司主管全國政風業務，置司長 1人，副司長、專

門委員、簡任視察各 1人，下設 6科，各科掌理事項如下： 

 

第一科：   

1.有關政風組織制度研究規劃事項。   

2.有關政風人事法令研擬事項。   

3.有關政風機構組織設置及員額配置研議事項。   

4.有關政風機構人力規劃、銓審及人才儲備事項。   

5.有關考試用人計畫及分發事項。  

6.有關中央機關政風機構人員訓練與進修事項。   

7.有關中央機關政風機構人員考績、考核與獎懲事項。   

8.有關中央機關政風機構人員風紀視察事項。  

9.有關中央機關政風機構人員風紀教育宣導事項。   

第二科：   

1.有關文稿、會議資料撰擬事項。  

2.有關年度工作計畫策劃擬訂事項。   

3.有關辦理政風督導會報及各項聯繫協調會報秘書業務事

項。   



 

 50 

4.有關公共關係及經費管理事項。  

5.有關政風業務督導考核事項。   

6.有關文書收發、稽催與查詢事項。   

7.有關政風興革建議與研考事項。  

8.有關政風組織資訊系統建立事項。   

9.其他不屬於各科事項。   

第三科：   

1.有關肅貪相關法令研擬事項。   

2.有關肅貪業務推動辦理事項。   

3.有關政風機構肅貪工作績效管考事項。  

4.有關推動行政肅貪事項。  

5.有關重大政風案件追查與審核事項。   

6.有關貪瀆起訴判決案件之統計分析事項。   

7.有關部長室交查民眾檢舉案件處理事項。   

8.有關貪瀆案件檢舉獎金審核之秘書業務事項。   

第四科：   

1.有關防貪政策之研擬事項。   

2.有關具體防貪政策之研擬策劃事項。   

3.有關貪污犯罪問題研析事項。   

4.有關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規研擬事項。  

5.有關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案件之審核及裁罰作業事項。   

6.有關中央機關肅貪、防貪法令宣導及防貪工作成果資料統

計分析事項。  

7.有關中央機關肅貪案例宣導與獎廉倡廉事項。   

8.有關各國廉政制度資訊蒐報彙整事項。  

第五科：   

1.有關預防危害或破壞事件及協助處理陳情請願措施、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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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維護法令研擬與宣導事項。  

2.有關中央機關推動資訊保密措施事項。  

3.有關中央機關陳情請願事件預警資料通報、處理事項。  

4.有關協助調查機關辦理保防工作事項。  

5.有關中央機關公務機密維護、預防危害或破壞事件及協助

處理陳情請願業務績效管考事項。   

6.有關中央機關違規、洩密案件查處事項。   

7.其他有關中央機關公務機密維護、預防危害或破壞事件及

協助處理陳情請願事項。  

第六科（本部科）：負責法務部暨所屬機關政風業務。 

 

法務部中部辦公室分設 5科，各科掌理事項分述如下： 

 

第七科：   

1.有關各縣市政府政風機構員額設置與組織編制事項。   

2.有關各縣市政府政風機構人事任免案件資料彙報事項。  

3.有關各縣市政府政風機構人員訓練與進修事項。   

4.有關各縣市政府政風機構人員考績、考核與獎懲事項。  

5.有關各縣市政府政風機構人員風紀教育宣導事項。  

6.有關政風人事資訊登註與管理事項。   

第八科：   

1.有關各縣市政府肅貪及防貪法令宣導事項。  

2.有關各縣市政府廉政、肅貪案例宣導與獎廉倡廉事項。  

3.有關各縣市政府政風興革建議事項。   

4.有關各縣市政府政風業務研究發展事項。   

5.有關各縣市政府防貪工作成果資料統計、分析事項。   

6.有關各縣市政府易滋弊端業務防弊錯施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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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有關政風預防調查（研析）專報事項。  

8.有關法紀教材、宣導影片編撰作與宣導事項。   

第九科：   

1.有關審核、指導及處理各縣市政府蒐報之政風資料事項。   

2.有關審核、指導及處理各縣市政府查處之貪瀆不法檢舉事

項。   

3.有關審核、指導及處理各縣市政府發掘之一般貪瀆不法案

件。   

4.有關審核各縣市政府擬函送偵辦之一般貪瀆不法線索。  

5.有關統計、分析各縣市政府查處工作績效事項。   

6.有關專案性政風查處工作。   

7.首長交辦查處案件。  

第十科：   

1.有關各縣市政府公務機密維護、預防危害或破壞事件及協

助處理陳情請願業務宣導、講習事項。   

2.有關各縣市政府推動資訊保密措施事項。   

3.有關各縣市政府陳情請願事件預警資料通報、處理事項。   

4.有關各縣市政府協助調查機關辦理保防工作事項。  

5.有關各縣市政府公務機密維護、預防危害或破壞事件及協

助處理陳情請願業務績效管考事項。  

6.有關各縣市政府違規、洩密案件查處事項。  

7.其他有關各縣市政府公務機密維護、預防危害或破壞事件

及協助處理陳情請願事項。   

第十一科：   

1.有關中部辦公室事務管理及行政支援事項。  

2.有關中部辦公室文書收發、管考、繕校及保管事項。   

3.有關中部辦公室人事、會計業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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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關執行端正政風工作年報編輯事項。  

5.有關政風工作成果資料統計、分析事項。   

 

???? ? ? ? ? ? ? ?60 
 

1.配合政府組織改造，進行政風體制改革，持續推動成立

「法務部廉政局」之專責廉政機關， 6 1結合政風機構建構

新的廉政機制；落實政風機構主管任期制，結合業務績效

評核，建立權責相符、賞罰分明之政風人員責任制度；加

強新進及在職政風人員訓練，以有效發揮政風機構功能，

提昇政風工作成效。 

2.鎖定重大工程、巨額採購等 19類易滋貪瀆弊端的業務類

型，積極督導各級政風機構從中發掘組織性及結構性之

重大貪瀆線索或犯罪案件資料，提供檢察、調查機關偵

辦，以收嚇阻黑金之效。 

3.為強化政風機構橫向聯繫，統合有限資源，於北、中、

南三區及各縣市政府設置「政風查處機動小組」， 6 2針

對重大貪瀆及違法（紀）案件執行動態蒐證，提昇查處

蒐證效率。另由法務部成立「政風特蒐組」，於 2004

年 8月 2日起揭牌運作，將針對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機關

首長、副首長、其他身分敏感之公務員涉及貪瀆不法，

經核定為「具指標性意義」之重大貪瀆案件，執行蒐證
                                        

6 0  同註 59，頁 14- 16。  
6 1  「法務部廉政局組織法草案」及相關配套之「法務部組織法第 9 條之 1、第 29 條修正草
案」，經法務部於 2005 年 10 月 24 日以法政字第 0941118385 號函報請行政院提 2005 年
10 月 26 日第 2963 次院會決議通過，並經行政院於 2005 年 10 月 27 日以院授研綜字第
0 9 4 0 0 2 0 4 9 3號函請立法院審議中。  
6 2  「政風查處機動小組」係依據法務部部長 2004 年 4 月 27 日核定成立，法務部並於 2004
年 5 月 4 日以法政字第 0 9 3 1 1 0 7 1 5 7號函頒實施，其編組分為北區、中區、南區及各縣市查
處機動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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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展現政府強力肅貪，整飭官箴之決心。 

4.為統合現行各級政風機構受理電話檢舉機制，本於「專

人受理、即時回應、專案列管、全程追蹤」原則，自

2004年 10月 1日起啟用「我爆料」廉政檢舉專線－

(02)2316-7586（取諧音「惡習依舊，欺我爆料」）；

本專線於上班時間由專人接聽，下班時間採數位錄音，

受理檢舉後，24小時內回電聯繫，72小時內專人訪談

檢舉人，藉此鼓勵民眾勇於檢舉貪瀆不法，爭取民眾之

信賴與認同。 

5.已完成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及施行細則立法程序， 6 3

建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之規範，積極落實執行；另

研提「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修正草案， 6 4包含擴大申

報人範圍、改採財產強制信託制度及增列違反財產異常

增加說明義務罪等條文，待行政院會審核通過後，將函

送立法院審議，俾早日完成立法程序。 

6.秉持「興利優於防弊」之工作原則，配合機關推動興利

行政，定期提出本機關政風狀況整體分析評估，協助機

關研擬具體改進措施或建議事項，促使行政作業程序公

開化、簡便化、標準化，有效提昇行政效能。 

7.針對與民眾接觸頻繁及權益有直接關聯業務，督導各級

政風機構結合業務單位規劃辦理問卷調查、政風訪查或

舉辦政風座談會，蒐集各界廉政反映意見，評析機關業

                                        
6 3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係 2000 年 7 月 12 日總統（ 89）華 總（一）義字第
8 9 0 0 1 7 0 2 9 0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24 條，其施行細則於 2002 年 3 月 20 日行政院（ 91）院台
法字第 0 9 1 0 0 1 2 4 7 6 號令、考試院（ 91）考台法字第 0910002065 號令、監察院（ 91）院台
申肆字第 0 9 1 1 8 0 0 2 5 1號令會銜訂定發布全文 11條。  
6 4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係 1993年 7 月 2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3137 號令制定公布全
文 17條，於 1994 年 7月 2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4 2 0 6 號令修正第 7條條文，於 1995
年 7月 12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4719號令再修正第 7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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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及政治風氣改善狀況，瞭解民眾對政府滿意度及清廉

度變動情形，作為檢討改進業務與加強改善風紀之參。 

8.督導各級政風機構對力行端正政風、拒收餽贈、廉潔自

持等足堪表率之公務員，積極發掘並辦理公開表揚獎

勵，以激發公務人員榮譽心，培養依法行政觀念，加強

為民服務。並結合機關環境特性，靈活辦理法令宣導活

動，以發揮激濁揚清及潛移默化之效。 

9.督導各級政風機構持續宣導「端正政風行動方案」防貪

規範，逐步消除「請託關說」、「贈受財物」、「飲宴

應酬」等不良風氣，落實登錄制度，促使公務員廉潔自

持，依法行政。 

10.推動「反浪費」工作理念，協助機關審慎先期評估、建

立管考制度，並就易滋弊端業務事項，督導相關機關政

風機構規劃辦理專案稽核及研採預防作為，針對缺失事

項協調業管研提改善對策，期能防範缺失弊端造成公帑

浪費，發揮政風興利服務成效。 

11.法務部下轄檢察、調查、矯正、行政執行、政風 5大系

統，為加強各系統橫向力量結合，以各地檢署政風室成

立各地區政風機構之聯繫中心，統整法務部全體力量，

共同作為政風機構之後盾，以落實網式管理理念，強化

「打擊不法犯罪、提昇行政效能、維持法律秩序」3大

工作重點之工作績效。 

 

政府防腐的建制設計，隨著不同思考脈絡、現實環境的因素

有所不同呈現；惟儘管如此，針對防腐機制之運作仍可約略區分

為政府外在的防腐機制，以及政府內在的防腐機制。其中，調查

機關對於防腐之肅貪，及政風機構對於防腐之查處與預防，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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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外控與內控廉政機制上扮演著吃重的角色。有鑒於各級政府所

發生的政治腐化現象有別，因此為求突顯政風機構的重要性，有

必要針對地方政府所現實發生的腐化成因加以分析，並藉由類型

化之觀察從法制、組織模式等不同面向監控政治腐化的現象，以

冀望達到「廉能政府」之目標。 

 

 

 



 

 57 

? ? ?  ? ? ? ? ? ? ? 叟? ? ? ? ? 
 

? ? 乏  ? ? ? ? ? ? ? 叟? ? ? 
 

民主的政治體系貴在政府受人民之授權和監督，而在有限範

圍內行使其職權。因此，憲政結構和法律的各種機制，莫不企求

建構一套完善的防腐措施，於公務人員行使職權時予以有效的監

督，防止貪腐發生。然而，尋求確立課責 (accoutability)的完整

體制，至今在各個國家仍然十分困難。究其原因約有如下數項：
6 5 

 

一、專業技術及資訊的增加：公務人員通常專精其工作，外人無

法運用他們的知識，或者想當然耳地間接揣摩其決策和活

動。同時，公務人員又握有一般人難以獲得的資訊，因此，

公務人員往往較其監督者更具優勢，得以規避監督。 

 

二、人事制度的保護特質：公務機關的人事制度，對於公務人員

均有極大的保障。懲戒和撤職雖有可能，但過程相當繁複困

難，導致一些情節輕微的貪腐行為（例如使用價值有限的公

共資源，以圖謀私利的小毛病），可能不受處罰。然而諸如

此類的過錯一旦累積起來，其影響勢必相當可觀。同樣地，

行政規章的誤用，除非其相當嚴重或者為大眾所關注，通常

亦被認為不值大費周章深予追究。 

 

三、協調的問題：分權使得課責的要求更形複雜。因為行政、立

                                        
6 5  同註 14，頁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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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司法三權分立，各有不同的權責和利害基礎，雖有相互

制衡的關係，到最後因為協調不易，彼此監督變成彼此喪失

監督能力。 

 

四、全職的優勢：大部分的公務人員在其職務上為全職人員，而

外來的監督者往往對公務人員的工作一知半解，並且僅能投

入有限的時間，故監督者必須以一種固定型態的監督模式，

對公務員進行考核和防治貪腐，使得公務人員有機可乘，在

監督者力有未逮之際，出現貪腐狀況。 

 

五、政治指導的匱乏：政務官員原本是代表多數民意監督事務官

員執行法令的設計，但是由於政務官員的任期短暫，伴隨公

務機關人事制度的保護色彩，政務官對永業文官的監督極為

匱乏。 

 

六、機關結構和職能的割裂：公務機關結構的分化以及權責的重

疊，使得任何行政行動之確切責任歸屬的認定十分困難。就

防範腐化而言，新設機構與另訂法規相對容易，然而真正比

較困難的部分，卻在於確保現存肅貪組織能夠有效發揮功

能。 6 6 

 

七、公共行政的範圍和規模龐大：公共行政的範圍在今日已深入

人民生活的各種領域之中，其業務項目繁複，機關組織的數

量和員額不斷擴充，使得監督和控制更為困難。 

 

                                        
6 6  E w a  L e t o w s k a ,  “C o r r u p t i o n :  T o w a r d s  G r e a t e r  T r a n s p a r e n c y ?”  A  B a c k g r o u n d  P a p e r  
P p r e p e a r e d  f o r  S y m p o s i u m  o n  E t h i c s  i n  t h e  P u b l i c  S e c t o r.  P a r i s ,  O E C D :  1 9 9 7  
Nove m b e r ,  p .  6 . 



 

 59 

八、反制法則：唐恩 (Downs)提出「反制法則」 (the law of 

countercontrol)觀點：「主權者或是高層人員愈是努力控制

部屬的行為，則部屬就會付出更多的心力規避或反對這些控

制。」但是上級的指導愈多，就可能需要控制一個官僚體

系，可能創造另外一個官僚體系，意謂著需要付出更多的努

力於組織控制之上，使得監督控制更形困難。 

 

廉能的文官，乃是一國政府是否能夠有所建樹的關鍵因素，

因為「廉潔鎖住權力的濫用，而效率開啟了建設之門」，政府若

腐化卻未有任何改善或變革，勢必影響機關內部人員的士氣，甚

至將動搖人民對於政府的信任程度。 

 

? ? 乏  ? ? ? ? ? ? ? 叟? ? ? 
 

根據趙永茂 (1998)研究，縣市政府與鄉鎮市公所主要單位和

公共造產等附屬機關的業務和資源，幾乎都受到地方派系、政

客、黑道、財團和選舉樁腳等的干預、關說、施壓和分贓。以建

設、工務局（課）而言，其施壓和分贓的項目，包括基層建設工

程、工程分配款，以及其他公共（建築、設施）工程預算，如道

路改善工程、排水工程等的分贓、圍標、 6 7綁標。 6 8對環保局

（課）的壓力和分贓方面，則包括垃圾外包清運、垃圾場用地的

取得、環保公園工程等的介入和綁標。教育局等教育單位也是地

方政客、企業、派系，甚至黑道主要爭取或獵食的單位，彼等介

                                        
6 7  圍標通常是指事業與事業之間，在工程招標之際，或物品標售之際，不為價格競爭，彼此
協議由某一事業得標，至於未得標者，或約定不參加競標者，則由得標的事業，分得若干經
濟利益。亦即俗稱「搓圓仔湯」或稱圍標即公平交易法上之「聯合行為」。  
6 8  綁標即係由承辦採購與工程人員與特定競爭者，內神通外鬼的舞弊行為。承辦人員依特定
競標者的意見在投標規範上動手腳，訂出有利於該廠商的條款，以排除其他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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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項目包括校舍建築、設施工程、教育用品、辦公用品、教學

器材等採購。此外，地方政府如有公營行庫，則民意代表、關係

人物的超額貸款亦甚為嚴重。 

 

為此，茲就實務工作經驗，釐列上述公共工程、環保、教育

等類型貪腐態樣，分述如下： 

 

??? ? ? ? ? ? 叟? ? 

 

公共工程依據規劃設計階段、預算編列階段、採購招標階

段、施工監造階段等，研析可能發生之貪腐弊端態樣與違失型態

如下： 6 9 

 

?? ? ? ? ? ? ?? 
 

機關辦理工程採購，除自行規劃設計外，常囿於人力、技

術、專業知識等，將較為專業之規劃設計工作或發包所需之招標

文件，委託專業顧問公司代為規劃辦理，因此初始階段之規劃設

計所採行之方式，攸關後階段採購之具體實現及功能目標之達

成，必須建立完善之委外設計制度及從嚴管理上加強，減少弊端

發生之可能。常見腐化態樣與違失型態如下： 

 

（一）機關委託規劃設計案件，無法落實評估受委託之技術顧問

公司專業能力與信譽，而發生指定材料、規格、綁標或洩

                                        
6 9  法務部政風司，《政府機關易滋弊端業務之研析與防制對策報告：（二）重大工程》。民
92 .7，頁 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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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規劃內容、估價不實等，甚有勾串機關承辦單位利益輸

送等情事。 

（二）受委託規劃設計機構，藉規劃設計權限，於設計圖說或施

工材料規範或招標文件中指定特殊規格、工法、材料、技

術或限定廠商資格條件等，為將來之議價或圍標埋下伏

筆，以圖利特定廠商，獲取不法利益。 

（三）指定獨家規格、型號或廠牌，哄抬價格或造成綁標、圍

標，設計時雖列舉三家以上參考廠牌並加註同等品，其中

二家在價格、行銷上顯不具有競爭性，且同等品又難有統

一認定標準，變相指定某特定廠牌。 

（四）技術顧問公司於辦理規劃設計時，未考慮地質、水文、氣

候等因素，確實作好實地勘測調查與試驗、評估等工作，

未衡量民眾需求性與可行性，或故意於設計中「技術性」

遺漏重要事項，而事後再予補辦或變更設計，造成公帑浪

費及民眾不便與紛爭。 

（五）委託工程技術顧問機構規劃設計時，於委託合約書內未明

訂保密條款與罰則，致發生洩密或設計不週情事時，無法

追究設計者責任。 

（六）於編列工程預算前，即委由特定廠商辦理規劃設計，再於

預算核編後，辦理形式比價，由承辦人員提供標的工程預

算估價單及洩漏底價予該特定廠商。 

（七）以保障工程品質或建置時程緊迫為由，故意針對廠商資格

為不當限制或將非屬專利、獨特而對特定廠商具有特殊利

益之材料型式設計隱藏於眾多材料規格中，使特定廠商獲

利。 

（八）重大工程之委託規劃設計服務費較常使用之計費方法為

「建造費用百分比法」，按照工程結算經費的一定比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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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此計費方法亦為工程顧問公司高估設計發包價或預算

的誘因，藉以獲取較高額之服務費用。 

（九）技術顧問公司與營造廠商勾結，超量設計 (over design)寬

列預算，而由廠商以圍標方式取得該項工程，嗣於施工時

巧立各項名目，予以變更設計。復假借總價決標，如數領

取全部工程款，從中獲取差額利益。 

 

?? 檟並偷? ? ?? 

 

採購總經費係指採購預算書上所詳列之經費總額，包括可行

性研究、規劃、鑽探、設計之服務費。至發包預算係依據法定預

算，對工程計畫開始細部規劃設計，進行設計圖說，再依圖說分

析檢算工程數量、分析工程單價、編列工程詳細表，工程預算內

容除包括發包工程費用外，另包括監工管理費用、供給材料費

用、試驗費、委託代辦費等發包以外之相關成本費用，故完整之

施工預算書，除包括上述費用外尚含設計圖說，施工外補充說明

書，以為發包施工之依據及控制預算之執行。常見腐化態樣與違

失型態如下： 

 

（一）工程項目或數量計算錯誤：由於趕辦工程時間短促，資料

蒐集及調查取得之基本資料、數據不足，致工程項目漏列

或算錯工程數量，造成預算總額不合理偏高或偏低之不良

後果。 

（二）變更原設計標準：因設計疏失，原設計標準不符環保法令

要求或實際材料品質、施工要求，必須變更設計，致工程

完竣經費與核定預算產生差距。 

（三）估算引用數據偏差：囿於資料取得困難，資訊掌握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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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引用之數據常「蕭規曹隨」參考舊有資料，再略加增

減，即編列預算；由於成本屬性、工作條件等與現行標準

不符，致產生偏差。 

（四）整體規劃不當：公共工程計畫如未經適當規劃即已編列預

算，計畫執行時，由於路線未定、用地取得困難、政府財

政或因政策考量等因素，致造成工程時程變動，預算偏差

情事。 

（五）未考量市場經濟變動：因整體經濟情況變動，導致市場行

情急驟變動、地價急驟變動、物價指數調整、匯率之變

動、人力及材料的供需失衡、規劃及設計單位之水準及整

合能力不足等，均可能造成預算編列偏差。 

（六）機關預算編列缺乏統一標準：各部門各自為政，無專責單

位負責審核，常以調整單價或刪減項目之方式來配合預

算，往往承襲慣例，或依據「個人經驗」編列，衍生貪腐

弊端。 

（七）缺乏協調聯繫：各項工程計畫未整體考量，導致重覆、浮

編預算，或工程項目相互衝突導致需追加預算修正調整，

或為消化預算而浮濫追加新增項目，造成採購之設備、財

物閒置，嚴重浪費公帑，易遭不法分子覬覦與介入圖利，

不肖承辦人易趁機指定特定廠商協助辦理，中飽私囊。 

（八）工程預算未完整編列：僅依上級政府核定補助之工程款即

辦理發包，致該工程進行施工後，承包廠商在階段工程完

工請款遭到無錢付款之窘境，引起催討積欠工程款之糾

紛。 

（九）不當分批編列預算：為規避政府採購法查核金額、公告金

額等相關門檻規定而分批編列預算， 7 0或將可量化之工

                                        
7 0  政府採購法係 1998 年 5 月 27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8 7 0 0 1 0 5 7 4 0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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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以「式」為單位計價，方便灌水、提高總價，圖利特

定廠商。 

 

?? ? 律? ? ? ?? 
 

建立公平、公開、透明化的採購招標作業，以遴擇優良廠商

來執行採購標的物，事關整個採購案成敗，能否由最符合招標規

範所訂條件之廠商承攬，以達採購目的之重要階段，為重要之關

鍵。採購機關應極力防範黑道及不肖採購人員不法以圍標、綁

標、低價搶標及特權關說等方式介入，破壞營建秩序，影響發包

進度，使優良廠商無法或不願參與競攬，形成「劣幣驅逐良幣」

反淘汰現象發生。常見腐化態樣與違失型態如下： 

 

（一）洩漏底價：廠商透過各種管道，多方探求底價，或勾串機

關內部人員洩漏底價，以利圍標。 

（二）化整為零，逃避稽核：利用化整為零分批辦理採購方式規

避公開招標門檻，將同一會計年度施工性質相同且地點相

近而可合併發包案件，採用分批設計及發包，或藉口緊急

事故採行限制性招標，由特定廠商得標。 

（三）不當限制廠商資格：非屬特殊、巨額採購（工程採購為二

億元以上）， 7 1不當設定投標廠商特定資格或特殊條件，

使招標對象、範圍更趨狹隘，刻意製造投標障礙，使其他

廠商難以與特定廠商競標。 

                                                                                                                          
114 條。該法所稱查核金額指工程及財物採購為新台幣 5000 萬元，勞務採購為新台幣 1000
萬元；所稱公告金額指工程、財物及勞務採購為新台幣 100萬元。  
7 1  依據政府採購法第 36 條第 4 項訂定「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其工
程採購金額為新台幣 2 億元、財物採購金額為新台幣 1 億元、勞務採購金額為新台幣 2 千萬
元以上者，均屬巨額採購。  



 

 65 

（四）招標文件規範訂定不夠明確、周延：授與主持開標人員便

宜行事或給予審標者勾串圖利特定廠商之機會，先以較高

標準排除競爭者後，再故意放水護航通過審查或以近核定

底價圖利特定廠商。 

 

?? ? ? ? 抯? ?? 
 

工程採購與財物採購、勞務採購最大之不同處，乃在於工程

採購有施工階段，工程施工為採購規劃設計、招商、簽約後之實

踐步驟，亦是透過承包廠商依合約圖說、規定材料施工及工程設

計強度等密集施作，展現出不僅是承包商承接力，同時亦是檢視

採購標的是否達到預期規劃設計所要求的重要階段，如發現廠商

有轉包、未按圖說施工及偷工減料情事，應請承包廠商限期改

善，對於未能如期完工或致生嚴重損害機關權益者，迅即依法處

理。常見腐化態樣與違失型態如下： 

 

（一）剩餘土石方處理不實：國內合法棄土場數量不多，且國內

各工程之「廢方處理」一項，編列之金額常不足承商實際

之施作成本甚多， 7 2故承商為減少成本或獲取不法利益，

多會以購置不實棄土證明之方式處理廢方，實則任由司機

到處違法傾倒。實例上發現有棄土聯單同車號車輛前後兩

次棄土聯單載運時間差距過近，顯不可能於該時段內來

回，以及實際運載廢棄土車輛車號與棄土聯單所載車輛車

號不同，或棄土聯單所載車輛車號實際上並無可能參與棄

土清運（例如：棄土聯單車輛車號為小客車車號）等情。 

                                        
7 2  廢方處理，承商須另就同意棄土證明書、棄土聯單及實際傾倒進棄土場分別付費予棄土業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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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偷工減料：偷工減料之態樣極多，各施工階段均有可能出

現，如模板品質不佳、支撐不良、緊密度不足；鋼筋配置

不當、品質不良、規格不符、綁紮搭接不良、間隙過大；

鋼骨組立不均、焊接不良、螺栓接合不良；混泥土比例不

當、灌漿厚度不足、蜂窩及裂縫等；其他如地板、天花

板、門窗、排水及衛生設備、消防機電設備、停車場地面

與坡度、植栽等，均有可能發生使用低級材料或品質不良

之情形。 

（三）紀錄不實：監工人員未於工地現場監工或與廠商勾結利益

輸送，而在職務上所掌之監工日誌上不實登載，使承包商

有未按圖施工、偷工減料或任意變更設計追加預算之機

會。監工人員未依契約及工程設計圖說規定，讓承包廠商

有偷工減料之機會；部分監工、驗收人員因人情關說，偽

造、變造監工日誌、數量、時間，填寫不實監工日誌表或

竣工報告書，圖利包商。 

（四）契約變更：工程單位藉變更設計另增加高單價項目數量，

以彌補承商因配合趕工進度或行政程序違失，致施工品質

不良不予驗收計價虧損部分，藉以規避行政責任。 

（五）估驗不實：工程應按工程進度分期估驗以給付承包商工程

款，承包商可能勾結估驗人員，填載不實數量於監工日誌

或故意製作不實之工程估驗計價單，讓承包廠商不當得

利，請領超額工程款。 

（六）虛報停工：包商捏造無法施工事由，要求展延工期，或明

知無展延事由，先申請停工，主辦單位知情不報曲意配

合，以圖利廠商。 

（七）監工包庇：監造單位及主辦人員可能受制於廠商暴力威嚇

或利益引誘，而縱任包商偷工減料，包庇使用未經認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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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之建材。如施工檢驗作業未落實、品質控管不佳、

未確實辦理或檢驗即簽署檢驗合格表單、鋼筋數量不足及

搭接不實致與設計圖不符仍予放行、監工點收不實、保管

不當、監守自盜或勾結承包商盜賣、挪用工地材料等；或

工地結構物開挖產生之土石方，未依規定作為結構物回填

及指定之用途，承商藉機將土石方外運牟利。 

（八）竣工不實：包商逾期竣工，為規避逾期罰款賄賂監造單位

及主辦人員倒填日期，偽造不實竣工紀錄。 

（九）驗收不實：各類工程辦理驗收時應依合約備齊各項文件，

如進口證明文件、構造物檢查紀錄、各式施工紀錄、安全

檢查報告、檢驗記錄或報告、抽驗紀錄、工程結算書等，

如有竣工逾期或各施工階段之檢查、檢驗等不符合約要

求，主辦人員可能因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違法驗

收，或不依合約規定罰款，製作不實驗收紀錄，讓承包廠

商領取工程款而圖利廠商。 

 

??? ? ? ? 叟? ? 

 

環保攸關後代子孫生存空間的良窳，然實務上有關環保類貪

腐態樣，大致為人為因素－環保檢查員、環境清潔隊員，或環保

工程，或環保採購等四項致生貪腐態樣，茲就各項貪腐態樣略述

如下： 7 3  

 

??? ? ? ? ? 捷? 
                                        

7 3  黃成琪，〈我國公務人員貪污問題與防制策略之研究〉，博士論文，文化大學中山學術研
究所，民 90 .6，頁 26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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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環保人員於工廠設立或申請變更登記，以及污染防治

設備之勘驗時，收受廠商之賄賂，違背職務予以簽證。 

（二）環保稽查人員事先通風報信，或對關係密切廠商減少稽查

次數。 

（三）環保稽查人員利用執行水污染、空氣污染、噪音、廢棄物

之查察取締時，向違規廠商索取賄賂。 

（四）環保稽查、檢驗人員利用職權向廠商索賄，塗改或偽造不

實之檢驗報告或罰單，包庇廠商，收取賄賂。 

（五）承辦人員對其補助之民間或學術團體之經費，索取賄款。 

（六）環保業務承辦人明知開發單位未依環境評估之內容執行，

竟予包容而未科處罰鍰。 

（七）環保業務承辦人製作不實環境評估報告，圖利財團或特定

人士。 

（八）環保人員查覺在防制區內有污染空氣之行為，情節重大，

乃違法不予取締，勒令其停止，使其繼續生產。 

（九）承辦環境檢驗鑑定機構之認定業務，明知不合格條件之申

請人或申請文件，仍違反規定予以同意。 

（十）違規砂石場及廢棄物清運公司與環保人員相互勾結，違法

獲得許可證，藉以盜採砂石回填廢棄物等。 

（十一）部分環保人員投資或與環保設備公司掛勾，利用職務向

廠商推介公害防治設備。 

（十二）環保檢驗或稽查人員掉包採樣檢驗樣本或偽造檢驗結

果，以協助廠商逃避告發取締。 

（十三）環保人員利用核發棄土證明之機會收取賄款。 

 

??? ? ? ? ?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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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於春節、中秋、端午三節收受民眾、事業單位或社區管理

委員會等給予之紅包或餽贈，甚有主動需索給付者。 

（二）清潔隊長收取隊員變賣廢棄物所得價款，未依規定核撥，

擅自非法分配予少數員工與本人。 

（三）清潔隊員向當地民眾收取清潔費圖利。 

（四）清潔隊員利用公餘時間駕駛公家垃圾車，為私人廠商運載

事業廢棄物，或幫人載運大宗垃圾，收取不法利益。 

（五）利用調動路線或分配工作、調整職務之機會，向員工或民

眾收取紅包。 

（六）清潔隊員暨駕駛虛報里程浮報油料，以變賣圖利或轉供私

人車輛使用。 

（七）對於垃圾超量之行業，如餐飲業、大型修車廠、醫院等，

主動要求不當津貼納入私囊，或每月收取固定垃圾清潔

費，朋分花用。 

（八）清潔隊長向所屬清潔隊員每月收取陋規，圖利自肥。 

（九）清潔隊司機未執行任何職務，仍按月領薪。 

（十）利用垃圾車輛保養索取回扣，否則將更換保養場；或勾結

保養場為不當之保養，甚或偽造保養紀錄，如以副廠零件

代替正廠零件，或未更換零件卻謊報已更換，牟取不當利

益。 

 

??? ? ? ? 捷? 

 

（一）垃圾處理用地之收購，虛報地價或虛估地上物補償費，從

中收取賄賂牟利。 

（二）官商勾結，炸作土地或搶建、搶種農作物，致使徵收補償



 

 70 

費用大增，造成公帑損失。 

（三）顧問公司規劃設計不當，未考慮地質因素，造成工程停

滯，甚至變更設計，從中謀取不法利益；另工程顧問公司

設計服務費用係按工程結算經費一定比例計算，致使顧問

公司為圖設計服務費而高估設計發包價，造成浪費公帑，

致衍生諸多弊端。 

（四）招標時綁資格標、規格標、圖利特定廠商，並於事後收取

該等廠商所給付的回扣。 

（五）借牌轉包之情事時常發生，導致不肖廠商從中牟取差價，

在層層剝削下偷工減料，致使工程品質降低。 

（六）監造不實，與公務人員相互勾結及利益輸送，致工程品質

低落及追加工程款等圖利廠商之情事發生。 

 

??? ? ? 律捷? 

 

（一）採購各項儀器用品、車輛或材料，利用職權勾結商人違法

圖利。 

（二）將易發生噪音之設施，明知不合標準，仍違法准許，圖利

廠商。 

（三）驗收不實，圖利包商，從中收取好處，造成物品品質不

佳。 

（四）官商勾結、洩漏底價或拉抬售價，從中索取回扣。 

（五）化整為零，規避審計稽查，圖利特定廠商，從中收取利

益，或將應公開招標採購，改為限制性招標，使內定廠商

承包。 

 



 

 71 

??? 十? ? 叟? ? 

 

  教育係百年大計的事業，是培養人才的根本，然實務上仍有

著貪瀆弊端情事滋生，關於教育類貪腐態樣，包括下列情事： 7 4 

 

一、教育主管機關藉其審查發照職權、如核發幼稚園、托兒所之

設立，向業者索賄。 

二、教育人員利用辦理營養早餐、午餐之機會，向廠商索取回扣

或接受賄賂。 

三、教育人員侵吞行政經費、課業輔導費、營養午餐費、勸募救

濟款等款項。 

四、教育人員與書商、補習班業者勾結，利用其職權身分，強迫

學生購買指定參考書，或媒介學生參加補習，以謀取不法利

益。 

五、配合民意代表補助款，指定特定廠商洗錢。 

六、採購教科書、桌椅、文具、制服等學校用品，索賄或收取不

正利益。 

七、辦理學校工程變相要求廠商捐款或贈與物品，為私人施作工

程、裝潢，變相索取回扣等。 

八、辦理校外教活動，租用遊覽車索取回扣，或浮報學生所繳費

用，據以核銷獲利。 

九、教師甄選及兼行政人員，派任或協助甄選或請調、就任，須

送紅包。 

十、以偽造估價單辦理小額工程採購案，限制規格，協助業者綁

                                        
7 4  陳順煌，〈我國貪污問題與廉政制度之研究〉，碩士論文，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民
91 .1，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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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十一、招標資訊未完全公開，化整為零，未確實訪價，高價購買

物品或高價施作工程。 

十二、教育人員兼辦員生消費合作社業務圖利。 

十三、學校家長會會長介入學校採購。 

 

  地方政腐的政治腐化態樣，因人因時因地不同，貪腐態樣類

型不勝枚舉，諸如－稅務、警政、建管、地政、工商登記、都市

計畫、衛生醫療等等，均有著不同形貌的貪腐態樣。公務人員的

貪腐行為是政治體系中運作的陰暗面，以細緻而隱匿的運作程

序，將權力當作生財的工具，以獲取一般人所難以獲得的利益。

由於公務人員利用職權牟利的方法，有些是在執行過程中的巧妙

運作，有些是立於幕後利用彼等之身分巧取豪奪，因此，局外人

不易瞭解其中之奧秘與細節。以上所舉之公共工程、環保及教育

等類型貪腐態樣，僅是對公務人員貪腐手法作一重點與概括式論

述，期能更深入體認公務人員貪腐行為與手法，以提出防腐的方

法與策略，加以因應。 

 

? ? 乏  ? ? ? ? ? ? 叟? ? 
 

鑒於近年來政治腐化成因及其腐化態樣，致生貪腐現象層出

不窮，政府自 1993 年起為檢肅貪瀆、澄清吏治及掃除黑金等作

為，分別訂頒防腐肅貪法令政策主要有「肅貪行動方案」、「行

政革新方案」、「掃除黑金行動方案」、「掃除黑金行動方案後

續推動方案」、「反貪行動方案」等，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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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 ? ? 嫛╤? ? 

 

肅貪行動方案（現已更名端正政風行動方案）係 1993 年 3

月 4 日行政院第 2321 次會議提示事項訂頒， 7 5該方案目標為檢

肅貪瀆、澄清吏治，使公務員不敢貪、不能貪、不願貪、不必

貪，以維護絕大多數奉公守法公務員之榮譽與尊嚴，並提昇政府

清廉形象。該方案具體行動與實施要領分別論述如下： 

 

??? 浣嫛╤? 
 

（一）檢、調、政風等機關  (構 )  應秉持「正人先正己」之精

神，率先嚴肅紀律，整飭風氣。 

（二）摒棄「家醜不可外揚」及「官官相護」心態，不包庇，不

護短，以提振政府之公信力。 

（三）對於社會公認易生弊端之各類公務員，列為優先整飭對

象。 

（四）貪瀆案件，應集中檢、調、政風機關 (構 ) 人力、物力，

統一事權，迅速偵辦。 

（五）主動出擊，積極偵辦，不待有關機關移送或民眾檢舉。 

（六）不枉直，不漏惡，官職不分高低，案件不論大小，鐵面無

私，追根究底，以發揮嚇阻  作用。 

（七）貫徹偵查不公開之原則，適度維護當事人之尊嚴與權益。 

（八）肅貪與防貪兼籌並顧，修法與嚴辦同時進行。 

 

                                        
7 5  「肅貪行動方案」係行政院院長連戰先生於 1993 年 3月 4 日行政院第 2321 次會議提示訂
頒，並於該年 9月 14日行政院台 82研展字第 5295 號函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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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尐?? 
 

???? ? ? 槱 
 

1.? ▄? 咘 
 

鼓勵民眾勇於利用各檢察機關、法務部調查局暨其各

處、站、機動組及各機關政風機構所設置之專線電話及檢

舉信箱，提供具體資料，檢舉貪瀆。 

 

        各機關首長及政風機構發現該機關人員有貪瀆嫌疑

者，應即檢同有關資料，函請該管法院檢察署或當地調查

處、站依法偵辦。同時，並應經常透過大眾傳播媒體或各

種集會，表達政府嚴辦貪瀆之決心，並鼓勵民眾提供具體

資料，檢舉貪瀆。 

 

        受理檢舉機關對檢舉人之身分應予保密，有關檢舉人

之資料，非有絕對必要，不列入偵查卷宗；對檢舉人之安

全，必要時應聯繫有關機關，予以保護，並應依「獎勵保

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之規定， 7 6主動從優發給獎金。 

 

2.? ▄? 氥?? ? 
 

犯貪瀆罪後自首或自白者，檢察官於起訴時應主動請

求法院從輕量刑；其自動繳交所得財物或參與集體貪瀆先

                                        
7 6  「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係 1979 年 12 月 3 日行政院台（ 68）人政參字第 26812
號函訂定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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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自首或自白供出其他共犯而查獲者，如符合緩刑要件，

並應請求法院宣告緩刑。 

 

3.? ? 俓僣 
 

       最高法院檢察署成立「肅貪督導小組」， 7 7各地方法

院檢察署成立「肅貪執行小組」， 7 8法務部調查局暨其各

處、站、機動組及各機關政風機構於受理貪瀆案件檢舉

後，除應迅即展開調查外，並應即通報當地「執行小組」

列管，調查結果發現有貪瀆嫌疑者，應即移送偵辦；未經

移送偵辦者，「執行小組」得調卷審查之。 

 

        「執行小組」召集人應視案件多寡，以主任檢察官或

檢察官一人或數人，成立專股，指揮調查處、站、機動組

偵辦轄區內之貪瀆案件。調查處、站、機動組受理之貪瀆

案件，應報請「執行小組」主任檢察官或檢察官指揮偵

辦。「督導小組」至少每月開會一次，於每月第四週召開 

之，「執行小組」至少每月開會一次，於每月第二週召開

為原則，就檢舉案件管制、追蹤與貪瀆案件偵辦兩部分，

分別檢討執行成效，並作成紀錄。各高等法院及其分院檢

察署檢察長得出席執行小組之會議，並督導其業務。「督

導小組」會議紀錄逕報法務部，「執行小組」會議紀錄及

                                        
7 7  「肅貪督導小組」係由法務部檢察司司長、政風司司長、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高等
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檢察長、調查局局長共同組成，專責督導偵辦貪瀆案件，並以檢察總長
為召集人，最高法院檢察署書記官長為執行秘書，另指定最高法院檢察署或高等法院檢察署
主任檢察官、檢察官若干人協助辦理。  
7 8  「肅貪執行小組」係由各該檢察署檢察長指定主任檢察官或檢察官、書記官各若干人、各
該署政風室主任、各地調查處處長、調查局站主任或機動組主任及其指定人員組成之，以檢
察長為召集人，主任檢察官或檢察官一人為執行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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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案件辦理情形應密報「督導小組」轉報法務部，另以

副本分陳上級檢察機關。法務部檢察司應會同政風司追蹤

各小組決議事項執行情形並定期陳報部長。 

 

4.木? ? ? 
 

       「執行小組」應嚴密查察從事重大工程、鉅額採購、

工商登記、都市計畫、銀行放款、證券管理、監理、稅

務、關務、警察、司法 (含法務)  、建管、地政、環保等人

員有無官商勾結、利益輸送或要求、期約、收受賄賂或其

他不正利益等貪瀆行為，依法偵辦。 

 

      檢察官辦理貪瀆案件，應妥適行使法定強制處分權。

為蒐證及逮捕涉案人之必要，應依規定執行監聽或履勘現

場；對貪瀆所得財物，例如銀行存款、有價證券、不動產

等，如認係屬得扣押之物，應依法扣押；對犯罪嫌疑人，

如認有羈押之必要，應即依法羈押；起訴時，除犯罪後自

首或自白者外，並應請求法院從重量刑及宣告褫奪公權。

如貪瀆所得之利益超過罰金最高額時，並請求法院於所得

範圍內，加重量處其罰金刑。 

 

貪瀆案件經一審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者，應將該不起

訴案件卷證送交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檢察署審核，高等法院

或其分院檢察署審核時認原不起訴案件之偵查未完全者，

應發交該地檢察署再行偵查，再行偵查發現新事實或新證

據認有貪瀆之罪嫌者，應提起公訴。 

 



 

 77 

???? ? ? 槱 
 

1.? 岦桫崹 
 

請託或關說事件，涉及違法或對機關業務有產生不當

影響之虞者，依下列規定處理： 

 

（1）請託或關說以書面為之者，應準用「行政機關處理

人民陳情案件要點」之規定處理之， 7 9非以書面為之

者，受請託或關說人員應簽報其長官，並知會政風

機構；請託或關說以機關首長為對象者，該首長應

逕行知會政風機構。 

（2）未設政風機構之機關及公立學校人員，依前述規定

所為之知會，應向其人事單位為之。 

（3）政風機構或人事單位獲知前述請託或關說情事後，

應即逐案建檔，如發現有違法或失職行為，應依法

移送偵辦或陳報議處。 

 

2.得? 弰? 
 

公務員與他人間之贈受財物事項，除屬機關公務  (含

外交)  禮儀之性質外，應遵守下列規定： 

 

（1）公務員不得接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 8 0餽贈之財物
                                        

7 9  「行政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係行政院於 1973 年 1 月 3日以行政院台 62 研展字第
001 號令頒布， 1984 年 3 月 6日行政院台 73 研展字第 0785 號函修正 1995 年 9月 13 日行
政院台 84研展字第 028831 號函修正全文 19條。  
8 0  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係指以下民間團體或個人：與本機關或所屬機關有承攬、買賣或
其他契約關係，或正進行訂立此項契約，而此項契約之成立或履行，與該公務員之職務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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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利益 8 1；對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餽贈，應

予拒絕或退還，並簽報其長官及知會政風機構；無

法退還時，除簽報其長官外，並應於受贈之日起 3

日內，將餽贈之財物，送交政風機構處理。 

（2）公務員就其親屬以外之他人對之所為餽贈，雖無職

務上利害關係，其價值超過正常社交禮俗之標準

者，應於受贈之日起 3 日內簽報其長官，並知會政

風機構。 

（3）餽贈之對象為機關首長者，應視餽贈之民間團體或

個人與其職務有無利害關係，分別依前述有關規定

處理，並逕行知會政風機構。 

（4）公務員相互間有隸屬關係者，除屬婚喪喜慶等正常

社交禮俗性質及長官對屬員之獎勵、救助者外，不

得贈受財物；無隸屬關係者，准用前述之規定。 

（5）未設政風機構之機關及公立學校人員，依前述各項

規定所為之知會，應向其人事單位為之；對無法退

還之財物，應送交人事單位處理。 

（6）公務員違反前述規定情節嚴重者，應予議處。 

 

3.? ? ? ? 
 

（1）公務員不得接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邀請之飲宴

或其他應酬活動；亦不得參加與其身分、職務顯不

                                                                                                                          
連者；受本機關或所屬機關補助費用，而此項補助之決定或執行，與該公務員之職務有關連
者；其他因本機關或所屬機關業務之執行，將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而此項業務之執行與
該公務員之職務有關連者。  
8 1  其他利益，指具有經濟價值之權利或享受優待、安排工作機會、便利貸款等利益；左列情
形，視為公務員接受他人餽贈：由其父母、配偶或子女出名接受餽贈者；藉由其他第三人名
義接受餽贈而轉達與其本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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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宜之上述活動。但因執行公務確有必要參加者，

應報告其長官，或逕行知會政風機構。 

（2）公務員於視察、調查、出差、會議等活動時，不得

在茶點及執行公務確有必要之簡便食、宿、交通以

外，接受相關機關飲宴或其他應酬活動之招待。 

（3）公務員違反前述規定情節嚴重者，應予議處。 

 

4.?? ? ? 檟? ? ? 
（1）各機關首長及各級主管應加強對所屬人員之品德考

核，以作為工作獎懲之依據；政風機構並應加強查

察，對於生活違常或財產之增加與其收入顯不相當

之人員，發現有貪瀆傾向或跡象者，應依規定逐案

建檔，追蹤其後續發展並作適當之處理，以防範貪

瀆案件發生。 

（2）針對貪污案件及與民眾接觸頻繁易生弊端之重大工

程、鉅額採購、工商登記、都市計畫、建築管理等

類業務，分析其弊端發生原因與癥結，研編「預防

貪瀆調查專報」，送請有關機關參考。 

（3）各機關政風機構應選擇經常與民眾接觸之單位，不

定期向民眾進行問卷調查，了解易滋弊端之業務，

研訂具體可行之防弊措施，切實執行，每年並應定

期檢討改進，以杜絕弊端之發生。 

（4）各機關應積極宣導公務員「以廉潔為榮，以貪瀆為

恥」之觀念，使公務員不願貪。各機關對其所屬公

務員因廉潔自持獲得獎勵及因貪瀆案件經判處罪刑

確定者，均應將其資料予以公告或刊載於定期公

報，以收表揚及警惕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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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繼續逐年合理調整公務員待遇，改善公務員福利，

尤應積極加強辦理輔購或配售住宅，以安定公務員

生活，使公務員不必貪。 

（6）對未構成貪瀆犯罪，但有重大行政疏失之案件，送

請監察院或有關機關視情節追究行政責任。 

 

????? ? 槱 
 

1.修正「貪污治罪條例」： 8 2 

（1）將該條例第四、五、六各條所定之罰金額度提高為 3

倍，以進一步減少貪污之誘因。 

（2）增訂對於公務員關於職務上之行為，行求、期約或

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台幣 10 萬元以下罰金之處罰規定，以遏阻

行賄。 

（3）對行賄者自首不設時限，凡經自首，均免除其刑，

俾利貪污罪之發現。 

（4）增訂公務員犯貪污罪後 6 個月內自首，並自動繳交

所得財物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或宣告緩刑之規定，

以勵自新。 

（5）增訂參與集體貪污之公務員，於犯罪後 6 個內月自

首，自動繳交所得財物，並供出其他共犯因而查獲

                                        
8 2  「貪污治罪條例」原名稱為：「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其立法沿革分別說明於后，
「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係於 1963 年 7 月 15 日制定公布全 20 條； 1973 年 8 月 17 日修
正公布全文 20 條；嗣於 1992 年 8 月 17 日總統（ 81）華總（一）義字第 3479 號令修正公
布名稱為「貪污治罪條例」及全文 18條； 1996 年 10月 23 日總統（ 85）華總（一）義字第
850025100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20 條； 2001 年 11 月 7 日總統（ 90）華總（一）義字第
9 0 0 0 2 1 7 6 4 0 號 令 修 正 公 布 第 六 條 條 文 ； 2003 年 2 月 6 日 總 統 華 總 （ 一 ） 義 字 第
0 9 2 0 0 0 1 7 7 4 0 號令修正公布第 11條條文，並增訂第 12- 1 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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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免除其刑，以期澈底打擊集體貪污犯罪。 

（6）增訂公務員犯貪污罪後，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

刑。 

（7）增訂檢察官於偵查重大貪污犯罪時，得先扣押或凍

結被告財產之規定，以利追繳或追徵之執行。 

 

2.修正「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提高檢舉獎金之

額度，最高可達新台幣 600萬元。 

 

3.修正「行政院禁止所屬公務人員贈受財物及接受招待辦

法」， 8 3以杜公務員因職務關係贈受財物或接受招待，

並使公務員知所依循。 

 

??? ? 嫛? 槸? ? ? ? ? 

 

  行政革新方案係於 1993 年 9 月 2 日行政院第 2347 次會議

審議通過， 8 4該方案主要重點內容，說明如下： 

 

?? ? ? ? ? 咖摜? 尐? 
 

該方案係要建立廉能政府為目標，並以廉潔、效能、便民為

                                        
8 3  「行政院禁止所屬公務人員贈受財物及接受招待辦法」係於 1969 年 12 月 15 日行政院台
（ 58）人政參字第 27944 號令制定發布。  
8 4  「行政革新方案」係行政院院長於 1993 年 3 月 4 日行政院第 23221 次會議提示，並於同
年 9月 2 日行政院第 2347 會議審議通過，嗣於該年 9月 14 日行政院台 82研展字第 5291號
函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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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要求。 

 

??? ? ? ? ? 槱 

 

（一）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及各種集會，表達政府嚴辦貪瀆之決

心，並鼓勵民眾勇於檢舉。 

（二）最高法院檢察署成立「肅貪督導小組」，各地方法院檢察

署成立「肅貪執行小組」，至少每月開會 1次，檢討執行

成效。 

（三）嚴密查察重大工程、鉅額採購、工商登記、都市計畫、銀

行放款、證券管理、監理、稅務、關務、警察、司法（含

法務）、建管、地政、環保等類人員有無利益輸送或要

求、期約、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等貪瀆行為，並從嚴

偵辦。 

（四）研修「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提高檢舉獎金之額

度，最高可達新台幣 600萬元。 

 

??? ? 嫛? ? ? ? 槱 

 

（一）規劃調整現有員額與配合組織精簡，所餘員額移撥至人力

不足之機關或單位；3 年內縮減該院暨所屬行政機關預算

員額 5%，1994年度員額精簡比率，以不低於 2%為原則。  

（二）加強辦理基層人員各項訓練，提高工作效能，並全面辦理

各級主管人員領導統御的能力訓練。 

（三）全面檢討現行法規，凡有應修正、合併或廢止之事由者，

應即整理，以精簡法規數量，並使法規適切可切行。 

（四）依據法律規定或基於實際需要，應積極研訂法規據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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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俾資適法，並利政務推動。 

 

?? ? ? ? ? ? ╨? 槱 
 

各機關應就主管業務範圍，選定加強為民服務項目，積極規

劃辦理，以解決民眾日常關切的問題，研訂為民服務工作規範及

獎懲標準，建立以民意為導向的正確服務觀念，改進服務態度。 

 

??? ╤俓僣? 槱 
 

行政院組設「行政革新會報」，由行政院院長、副院長任

正、副召集人，成員包括行政院秘書長、副秘書長暨該方案各主

辦機關、省（市）政府首長，並由行政院研考會主任委員擔任執

行秘書，幕僚作業由行政院研考會承辦，負責行政院行政革新整

體規劃推動事項。 

 

??? ? ? ? ? 槱 
 

該方案各實施要項之業務性質，分由各執行機關之法制、主

計、人事、政風、研考及相關業務單位係為承辦單位，辦理推動

及績效追蹤考核事項，並由研考單位負責綜合事項。 

 

??岑檡? 棳煠摠嫛╤? ?85 

 
                                        

8 5  「掃除黑金行動方案」係行政院長於 2000 年 5 月 24 日第 2683 行政院會提示，並於同年
7月 12 日台 89法字第 20964 號函核定頒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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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金氾濫，嚴重衝擊社會治安與民主法治的發展，並侵蝕經

濟發展的成果，損傷政府公權力與公信力，遭致人民對政府失去

信心。為使臺灣社會徹底擺脫向下沈淪的力量，讓清流共治向上

提升，還給人民一個清明的政治環境，宣示「澈底掃除黑金」政

策，行政院於 2000 年 5月 24 日第 2683 次行政院會提示訂頒掃

除黑金行動方案，該方案工作重點分述如下： 

 

??? 煠 

 

（一）偵辦對象以各幫派首惡或地方惡霸為優先，蒐證務求縝

密，不問對象身分、地位或任何幫派，只要事證齊全，即

行查緝追訴，並同時對其周遭幫派分子一併蒐證，俾同時

查緝，一網打盡。  

（二）採刑事訴追及流氓提報併行原則，其涉有刑事犯罪嫌疑

者，移請專案檢察官偵辦；合於流氓提報要件者，由警察

機關檢具事證移送管轄法院治安法庭審理。  

（三）黑道無所不在，故掃黑之類型涵括環保、校園、職業運

動、農產品產銷、工程、選舉等各種黑道滲入嚴重之領

域，對於經查緝到案之黑道首惡，更進一步清查其財稅資

料，如有逃漏稅捐情事，即依稅捐稽徵法處罰，徹底清查

以斷其財源，以防止其日後還有機會坐大。 

  

??? ? 

 

（一）現階段採取肅貪與防貪並重的做法，結合檢察、調查、政

風三股力量，成為堅實的鐵三角，配合偵查行動編組的建

立，嚴密查察蒐報，執行肅貪，務使達到公務員不敢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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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貪、不願貪、不必貪的目標。   

（二）鎖定 17 種易滋生貪瀆弊端的類型，作為優先查察的對

象：重大工程、鉅額採購、工商登記、都市計畫、銀行放

款、證券管理、監理、稅務、關務、警察、司法、矯正、

建管、地政、環保、醫療與教育等，未來視社會實況再做

調整。  

（三）未來擬規劃設置專責肅貪機構－法務部廉政署： 8 6現行有

關廉政工作之推動，係由分散之不同機關各依權責分工辦

理，因乏團隊整合力量，以致事倍功半，宜參考香港廉政

公署及新加坡貪污調查局成功之經驗，在法務部設立廉政

署，統籌防貪、肅貪，以齊一工作之目標，發揮以臂使

指、統一事權之效。    

 

??? ?  
 

（一）由警調機關建立有效的賄選情資蒐報系統，掌握歷次各項

選舉樁腳之活動網絡，篩檢鎖定具體對象，長期蒐證，以

利選舉期間有效查緝賄選。   

（二）查賄最困難者，在於直接證據之取得，故於查察賄選期

間，應投入大量檢、警、調人力，通力合作，採取盯人方

式，嚴密掌控樁腳活動情形，隨時即時蒐證，此項查賄績

效，並應列入檢、警、調績效評比。  

（三）結合肅貪及掃黑，切斷候選人的金脈及人脈，使其沒有資

力賄選，不能利用暴力及金錢介入選舉。 

 

                                        
8 6  「法務部廉政署組織條例」草案係於 2000 年 10 月 11 日行政院院會第 2703 次會議決議
通過，該院並於 2000年 10月 21 日台 89研綜字第 19888 號函請立法院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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匕?檡岑? 棳煠摠嫛╤? ? ? ? ? ╤? ? ? ? 

 

「掃除黑金行動方案」實施以來，雖已獲致部分成效，惟掃

除黑金仍是政府重要政策，行政院乃於 2003 年 7 月 1 日訂定

「掃除黑金行動方案後續推動方案」以為繼續貫徹實施之準據，
8 7該後續推動案工作重點仍以掃黑、肅貪及查賄為其重點工作，

茲就該方案之工作項目及具體措施作為等概述如下： 

 

??? ? ? 棳煠摠? ? 
 

（一）研修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將各級民意機關正副議長之選

舉納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範；增訂公職人員涉犯賄

選、組織犯罪條例罪經判刑確定者、及受死刑、無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判決者，或將因案受保安處分、流

氓感訓處分者裁判確定者，及其他保護處分（如監護、禁

戒、強制治療）於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者，

均列為候選人之消極資格。 

 

（二）制定政治獻金管理條例：立法目的係規範及管理政治獻

金，促進國民政治參與，確保政治活動公平及公正，健全

民主政治發展。為避免不當之政治獻金，造成不當利益輸

送，明定政黨、全國性政治團體及公職候選人不得接受政

治獻金之對象；政黨、全國性政治團體及公職候選人收受

政治獻金應開立專戶，報請受理申報機關許可後，始得為

                                        
8 7  「掃除黑金行動方案後續推動方案」係行政院 2003 年 7 月 1 日院台法字第 0920087133
號函修正核定函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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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政治獻金收支採公開原則。 

 

（三）制定遊說法：研擬本法目的係為使遊說遵循公開、透明之

程序，防止不當利益輸送，確保民主政治之參與；另研擬

有限制遊說及研議遊說者應具備申請書，載明遊說之內

容、目的、期間等內容，被遊說者則應將遊說者之相關事

項登記列冊保管並公開，違者應處以罰鍰。 

 

（四）研修公務員服務法及公務員基準法：為防止公務員不當受

贈財物，影響公務之適正執行及公務員廉潔形象，於「公

務員服務法」增訂有關公務員受贈財物之限制、受贈財物

金額之上限、應申報之情形、期限及違反者之罰則；並於

公務人員基準法第 35 條明定，公務人員於職務上之行

為，不得贈受財產上利益及非財產上利益，以防範貪瀆於

未然。 

 

（五）配合法務部廉政署之設置，研修法務部組織法，並制定法

務部廉政署組織條例：現行有關廉政工作之推動，係由分

散之不同機關各依權責分工辦理，因乏團隊整合力量，以

致事倍功半，宜參考香港廉政公署及新加坡貪污調查局成

功之經驗，在法務部設立廉政署，統籌防貪、肅貪，以齊

一工作之目標，發揮以臂使指、統一事權之效。 

 

（六）於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中增訂「財產信託」條款及「財產

變動申報」制度：為配合政府掃除黑金，預防貪瀆之政

策，經檢討後認現行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中之「財產動態

申報」制度未能發揮預期功能，宜配合信託法及信託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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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施行，改採「財產信託」制度及「財產變動申報」制度

代之，並增訂「財產信託」制度之配套規定，俾財產信託

能順利執行，且使公職人員之財產變動情形透明化，以期

杜絕公職人員假借職權遂行利益輸送。 

 

（七）研修刑法：提高有期徒刑最高上限至 20 年，遇有加重或

合併執行得至 40 年，以縮短現行刑法刑度之落差，以期

發揮刑罰威嚇及矯治之功能；並參酌美國「三振法案」之

精神，對於惡性重大之黑道犯罪者，加重其再犯、三犯之

處罰，並嚴格其假釋條件，以期遏阻黑道暴力犯罪之再

犯。 

 

（八）制定「臥底偵查法」：立法目的係為有利特定刑事案件之

偵查及保障臥底偵查員之權益。臥底偵查係犯罪偵查之利

器，爰限於需有事實足認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情節

重大，且不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集或調查證據者，始得使

用臥底偵查；為保護臥底偵查員及其密切利害關係人，對

其身分即有保護必要，爰規定臥底偵查員之保密及其例外

和拒絕證言之程序，並明定阻卻違法之明文。 

 

??? ? 嫛╤偷俓?? ? ? ? ? ? 
 

???? ? ? ? 煠摠? ? ? ? 俓 
 

  1.建立行動編組－「檢肅黑金特別偵查組」，主動建立黑金

犯罪情資，進行分析篩選，經篩選出重大黑金犯罪，即時

由該特別偵查組專案檢察官立即進行蒐證偵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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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偵查經濟犯罪中心下所設立之「金融

犯罪查緝督導小組」。 

  3.公布檢舉專線：提供掃除黑金免費專線電話：0800-024-

099，鼓勵民眾踴躍檢舉重大黑金犯罪。 

  4. 強化布線蒐報：除警、調、憲、政風系統仍應循現有之

情資蒐報管道提供情資給「查緝黑金行動中心」、「檢肅

黑金特別偵查組」外，「查緝黑金行動中心」、「檢肅黑

金特別偵查組」並均應指派專人負責過濾媒體或其他相關

管道所披露有關黑金犯罪之資訊，依據蒐報進行初步查

證。 

???? ? 倀? ? ? 

 

  1.司法警察機關應對轄區內黑道幫派份子交往狀況，相關之

外圍份子，應予建檔列管；黑道經常出沒之營業場所、或

黑道賴以生存之地下色情場所、賭場等，應加強查緝，嚴

密掌控，以斷絕其為惡之經濟來源；對涉嫌與圍標集團勾

結之公務員及對於政府官員、民意代表等與財團或金融機

構勾結，進行違法超貸、炒作土地、變更使用分區項目等

暨黑道介入公共工程、破壞國土及環保犯罪等不法情事，

應積極蒐集證據，於發覺事證時，並應即報請「檢肅黑金

特別偵查組」主動偵查，從嚴查辦對利用我國海域、海岸

從事走私槍、毒、偷渡及破壞海洋環境等不法集團之幕後

操縱者，應積極蒐證，加強查緝；成立金融犯罪查緝專案

小組、加強國際司法互助與專家協助，並採取有效保全措

施及速偵速結；加強防制網路金融犯罪及金融犯罪案件之

通報聯繫與查緝，並建立金融犯罪案件連線查詢系統。 

  2.交通部、經濟部、財政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等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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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查緝黑金行動中心」、「檢肅黑金特別偵查組」偵辦

「黑金」案件有必要時，應速指定專家進駐、協助辦案，

以發揮統合戰力。 

  3.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及各機關應對過去承作各項公共工

程中有不良紀錄之廠商及其負責人等資料，建立檔案，以

供相關辦理工程機關查核參考，俾作適切之防範。 

  4.財政部對於透過黑道幫派參與圍標之廠商，應積極清查其

不法利益涉及逃漏稅捐之具體事證，並依所得稅法第 110

條及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等規定， 8 8函送相關稅捐機關裁

罰，藉以阻斷黑道幫派之經濟來源；財政部應責成各金融

機關（構）切實依洗錢防制法規定，隨時將疑似洗錢資料

函報法務部調查局。 

  5.內政部、交通部、經濟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及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等機關應清查社會矚目之各項公共工程及採

購案中，曾發生疑似黑道介入或疑似偷工減料情事之重大

涉及黑金犯罪案件，應即提報「查緝黑金行動中心」、

「檢肅黑金特別偵查組」過濾。 

 

                                        
88 所得稅法第 110條係指漏稅處罰，該第一、二項規定：「一、納稅義務人已依本法規定辦

理結算申報，但對依本法規定應申報課稅之所得額有漏報或短報情事者，處以所漏稅額兩倍

以下之罰鍰。二、納稅義務人未依本法規定自行辦理結算申報，而經稽徵機關調查，發現有

依本法規定課稅之所得額者，除依法核定補徵應納稅額外，應照補徵稅額，處三倍以下之罰

鍰。」；稅捐稽徵法第 44條係指違反給與或取得憑證義務之處罰，該規定為：「營利事業

依法規定應給與他人憑證而未給與，應自他人取得憑證而未取得，或應保存憑證而未保存

者，應就其未給與憑證、未取得憑證或未保存憑證，經查明認定之總額，處百分之五罰

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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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丰? 煠摠? 凹? ? 
 

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查緝黑金行動中心」及「檢肅黑金特

別偵查組」對於所偵辦之黑金犯罪案件，從偵查之進行至起訴後

審判中之全程蒞庭，均予以列管，以落實檢察官追訴成效。 

 

??? ? ? ? 檟? 煠摠? ??? ? ? ? ? 煠摠拚╤ 
 

???? ? ? 檟? 煠摠? ? 
 

1.政風機構應採取下列作為： 

  （1）各機關應透過問卷調查、廉政座談會與政風（民情）

訪查等方式，蒐集各界反應意見，評析機關業務及政

治風氣改善之狀況，並瞭解機關滿意度及清廉度變動

情形，作為施政檢討改進之參考。 

  （2）各機關應定期評估機關整體政風狀況，針對可能產生

無效率、不便民或可能妨害興利之業務與人員，分析

問題或癥結所在，研擬具體改進意見，定期追蹤及檢

討執行成效，先期防制，促使機關行政作業程序及流

程公開化、透明化與制度化，減少貪瀆發生機會。 

  （3）加強公務人員反黑金教育訓練。 

  （4）賡續發揮政風機構防貪機制與功能，掌握並瞭解機關

易滋弊端或妨礙興利之業務與問題所在，加強蒐集反

映「機關政風狀況反映報告表」，深入發掘機關責任

區內政風狀況，積極發掘重大、預警性情資，先期發

掘影響機關施政之問題與癥結，達到「權責相符、賞

罰分明」之責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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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建立「機關辦理採購案件一覽表」，將機關採購案件

辦理情形，主動清查過濾與交叉比對分析，從採購資

料中勾稽篩選異常情事，採計畫性之防貪作為，有效

發掘採購弊端。 

 

2.行政院新聞局及法務部應採取下列宣傳措施： 

  （1）行政院新聞局應加強推廣反黑金專案，並製作打擊黑

金宣導短片及錄音帶。 

  （2）法務部開發建置「社區法律推廣人才資料庫」及「學

校法治教育人才資料庫」，鼓勵各機關團體及學校充

分運用，以普及各項掃除黑金防範犯罪相關法律常

識。 

  （3）建立全國法律服務資源網絡，整合各公私機關團體法

律諮詢服務資源，並擴大普及相關資料，使各機關

團體及民眾熟知相關管道，預防黑金勾結擴大。 

 

3.法治教育： 

  （1）教育部與法務部共同推動「加強學校法治教育計

劃」，繼續協助學校及社教機構推動法治教育。 

  （2）加強全民法治教育，宣導政府掃除黑金政策、使反黑

金宣導澈底落實向下紮根，並使國民感受成為廉

潔、清白社會一份子的榮耀。 

  （3）應用媒體、網路等傳播工具跨時空之特性，加強反黑

金宣導。 

 

???? ? ? ? 指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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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辦理反賄選、反暴力宣導推廣，鼓勵檢舉，淨化選風，

針對選民特色，依對象群之認知及態度設定訴求重點，選擇適當

管道及媒體，以落實宣導效果；結合各級政府、選務機關、檢調

機關及各地民間熱心公益團體，發揮整體力量共同推動辦理；落

實推動行政院核頒之「淨化選風實施方案」。 

 

???俟? ? ? ? 摞 

 

主動參與各機關及社團舉辦之集會、訓練等活動，利用各種

與民眾直接接觸機會，說明反黑金措施及具體做法，另結合公私

機構舉辦反黑金推廣活動，以凝聚反黑金共識。 

 

??? 岑? ? 嫛╤? ? 

 

行政院 2006 年 3 月間，為消弭可能影響經濟發展因素，籌

劃召開「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邀集國內產官學界菁英，針

對長期性、結構性、爭議性的問題，透過通盤的思考，進行深入

的檢討，異中求同，尋求最大的交集，為臺灣經濟的永續發展擘

劃出具體可行的策略與方案。在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提升政

府效能」議題上，與會菁英凝聚之共同意見，咸認為政府應儘速

研訂「反貪污行動方案」，以具體行動，展現反貪決心。案經行

政院 2006 年 8 月 2 日第 3000 次會議院長提示後訂定該行動方

案。 

 

有鑑於行政院為檢肅貪瀆、澄清吏治、掃除黑金，原即訂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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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端正政風行動方案」、「掃除黑金行動方案」及「掃除黑金

行動方案後續推動方案」等方案，具體作為均持續執行中，惟為

顧及政策與執行成效之延續性，乃另行研訂「反貪行動方案」，
8 9並將該方案定位為「現階段政府加強反貪污行動之具體作

為」。 

 

該「反貪行動方案」，為回應社會各界殷切期待，特針對重

大危害政府廉能之貪瀆及經濟犯罪案件，擬定具體可行之「肅

貪」、「防貪」對策，結合各中央部會及直轄市、縣（市）政

府，並統合檢察、調查、政風組織力量，以實際行動打擊貪瀆犯

罪，期能凝聚全民反貪意識，促使我國邁向高度廉潔國家。該方

案重點內容如下： 

 
??? ? 
 
（一）結合中央各部會及地方政府整體力量，全力反貪。 
（二）統合檢察、調查、政風機關機構戰力，有效打擊貪瀆犯

罪。 
（三）刑懲併行整飭官箴，落實人民對廉能政府的期待。 
（四）喚起全民反貪意識，凝聚向心，齊步邁向高度廉潔國家。 
 
??? ? 摜? 
 

???? ? 
 

1.嚴懲高階官員，展現肅貪決心 

在最高法院檢察署成立特別偵查組，遴選幹練之檢察官，
                                        

8 9  反貪行動方案係行政院 2006 年 8 月 2 日第 3000 次會議提示，並於同年 11 月 30 日院台
法字第 0950055261 號函核定頒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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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總統、副總統、五院院長、部會首長或上將階級軍職人

員涉及之貪瀆案件及特殊重大貪瀆案件，立即強力偵辦，

以展現政府肅貪決心。 

2.徹查官商勾結，破除黑白共生 

官商勾結，影響公共工程及重大採購案之品質，浪費國家

公帑，造成人民生命、財產之損失；黑白共生，循私包

庇，嚴重損害政府清廉形象，必須積極強化各級檢察機關

肅貪及掃黑專組，將重大公共工程及巨額採購，列為優先

重點打擊對象，積極徹查，以回應民眾之期待。 

3建立監測機制，發掘金融弊案 

由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指定專責檢察官或檢察事務官蒐集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網站之「重大裁罰公布」案

件、台灣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站」及相關媒體報導

等情資，進行分析研判，主動發掘重大金融貪瀆弊案線

索，並積極偵辦。 

4.貫徹正己專案，樹立司法威信 

最高法院檢察署成立「正己專案」查察小組，並與法務部

「政風特蒐組」、調查局密切聯繫，積極、主動蒐集司法

官涉及貪瀆之違法情資及事證，對涉案之司法官，分案列

管，積極偵辦。 

5 強化二審功能，確保追訴成果 

於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成立「重案公訴組」，對於重大貪

瀆弊案由「重案公訴組」全程實施公訴，以鞏固重大危害

政府廉能案件之追訴成果，並強化二審檢察官督導跨越轄

區重大貪瀆弊案之偵辦。 

6.落實證人保護，重獎鼓勵檢舉 

為使證人勇於出面指證犯罪，除落實執行對證人之身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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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人身安全維護等措施外，並依證人保護法規劃證人短

期生活安置計畫，以確保證人安全。另修正「獎勵保護檢

舉貪污瀆職辦法」，提高檢舉獎金最高至新台幣 1,000 萬

元，並有效運用檢、調、政風檢舉專線，以鼓勵檢舉。 

7.建立電子監控，嚴防被告潛逃 

對偵、審中之重大貪瀆被告，參照刑事訴訟法第 116 條之

2第 1項第 4款、第 117條之 1之規定， 9 0施以電子監控，

以防潛逃，確保訴追成效。 

8.加強司法互助，全力追贓追逃 

積極尋求國際司法互助，加強追緝逃亡國外重大貪瀆要

犯，並執行「追查貪官財產行動計畫」，對貪瀆及重大危

害政府廉能案件之被告，強力執行扣押及追查其隱匿國內

外之不法所得。 

 

???? ? 
 

1.成立反貪會報，持續推動反貪 

各中央部會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成立「反貪工作會

報」，凝聚機關組織力量及動員所有成員共同參與，以確

保各項反貪工作措施能持續推動進行。 

2.加強專案稽核，有效杜? 浪費 

為善用國家資產及資源，應加強執行專案稽核及清查，並

對機關易滋弊端業務，研提防弊興革專報，以健全政府各

項施政，杜? 浪費，防止貪瀆。 

3.落實陽光法制，嚴予裁罰究責 

                                        
9 0  刑事訴訟法第 116 條之 2第 1項第 4款係指法院許可停止羈押時，得命被告應遵守事項；
同法第 117條之 1係指檢察官或法院依法逕命具保、責付、限制住居之情形，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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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執行陽光法制及違規責任之追究，並公布違規情形，

形成社會監督力量，以確保公職人員清廉作為，遏止貪瀆

腐化及不當利益輸送。 

4.強化政風特蒐，積極蒐證防處 

對於高階及身分特殊之違常人員，運用「政風特蒐組」，

集中力量，主動出擊，積極蒐證，期於貪腐行為發生前，

及時斷? 可能形成貪腐之根源。 

5.建置反貪網站，結合全民反貪 

為使反貪倡廉觀念深植全國各層面，建置法務部反貪網

站，及於各中央部會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建置反貪行

動網頁，以結合全民共同加入反貪行列。 

6.加強行政肅貪，及時懲處不法 

採「刑懲併行」，對於涉有重大行政疏失或違反法令等弊

端案件，嚴予追究公務員所涉行政違失責任；並檢討主管

監督不周之連帶責任，以期權責相符。 

 

該方案之具體作為，係以「肅貪」、「防貪」為工作主軸：

「肅貪」部分，區分為「強化肅貪組織功能」及「重點打擊貪瀆

犯罪」二大工作項目。在「強化肅貪組織功能」項目中，臚列：

成立組織或加強聯繫功能之機制，採取成立「特別偵查組」、落

實肅貪專組功能、貫徹「正己專案」、成立「地區政風業務聯繫

協調中心」等具體作為；在「重點打擊貪瀆犯罪」項目，則從案

件之加強發掘線索、重獎鼓勵檢舉、強化偵查作為、確保訴追成

果為工作主軸，採取加強發掘重大貪瀆案件線索、提高檢舉獎

金、建立檢察官監測重大金融貪瀆弊案機制、偵辦重大危害政府

廉能形象之目標案件、尋求國際司法互助追緝外逃罪犯、落實證

人保護措施嚴密保護證人安全、建立刑事被告電子監控制度、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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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執行「追查貪官財產行動計畫」、成立「重案公訴組」、強化

二審審查重大貪瀆弊案機制等加強偵辦之具體作為。「防貪」部

分，則提出包括成立「反貪工作會報」、加強易滋弊端業務專案

稽核、強化財產申報審查並遏止利益輸送、加強「政風特蒐

組」、設置反貪專屬網站及加強行政肅貪等具體措施。 

 

政府為因應時代階段的不同而因時訂定的防腐肅貪法令政策

－「端正政風行動方案」、「行政革新方案」、「掃除黑金行動

方案」、「掃除黑金行動方案後續推動方案」、「反貪行動方

案」，自 1993 年 10 月起實施「端正政風行動方案」，持續執

行肅貪行動，累計至 2006 年 11 月底肅貪總金額達 644.6 億

元，充分顯示政府肅貪決心；另政府為展現抑制黑金氾濫，並端

正政風提昇清廉形象之決心，自 2000 年 7 月核定「掃除黑金行

動方案」，藉著結合檢察、調查機關及政風機構三組織執行之；

其中賡續偵辦貪瀆不法之案件，據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貪瀆起

訴案件計 3,432 件，起訴人數 8,585 人，查獲貪瀆金額新臺幣

283 億 4,936 萬 6,692.78 元。比較執行「掃除黑金行動方案」

的前後，在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掃除黑金行動方案」後

（2000年 7月至 2006年 9月），新收案件計 7,303件，遠較執

行前同期（1994 年 4 月至 2000 年 6 月）之 10,027 件，減少

27.17%；又執行「掃除黑金行動方案」後，起訴件數計 3,432

件，較執行前同期之 3,723件減少 7.82%；執行「掃除黑金行動

方案」後，起訴人數計 8,585 人，較執行前同期之 8,707 人減少

1.40%， 9 1顯示該方案對整頓治安及端正官箴具有正面的效應。

就政府執行「掃除黑金行動方案」之前後 75 個月新收案件數、

起訴案件數、起訴人數及其比例，如表 3-1所示。 

                                        
9 1  法務部全球資訊網， h t tp : / /www.mo j .gov . tw，民 95 .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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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掃除黑金行動方案前後比較表  

時 程  新收案件數  起訴案件數  起 訴 人 數  
1994年 4月~ 
2000年 6月 

10,027 3,723 8,707 

2000年 7月~ 
2006年 9月 

7,303 3,432 8,585 

減少比例 27.17% 7.82% 1.40% 

 

因此，政府除訂頒「端正政風行動方案」、「行政革新方

案」、「掃除黑金行動方案」、「掃除黑行動方案後續推動方

案」、「反貪行動方案」等防腐肅貪法制外，當然諸如－貪污治

罪條例、刑法瀆職罪章、公務員懲戒法、公務員服務法、公務人

員考績法及獎勵保護貪污瀆職辦法等法規命令，再加上近年相關

陽光法案－政府資訊公開法、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暨其施行細

則、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政治獻金法等的公（發）布施

行，均促使地方政府可遵循的防腐法制更加完備。 

 

  政府防腐法制雖日臻完備，但受限於實際執行能有之不足及

關鍵項目規範不完全，實際執行成效極為有限，尚難以有效防制

貪腐。此外，諸如新加坡及香港等國家或地區，對於貪犯罪舉證

困難的問題，以轉換舉證責任、訂立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方式因

應，政府目前面對擁有異常暴增財產者，則未規範任何刑事或行

政上的責任。又政府行政機關資訊不夠透明、作業流程標準化的

比例偏低、反貪意識的不普及和人事制度的不健全，都會促成貪

腐犯罪的發生，因此，政府面對各類型貪腐問題，更須戳力制定

各項防腐法制，俾供地方政府遵循，以創優質地方政府，共同建

立「廉」、「能」政府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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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傲? ? ? ? 叟倢? ? ? 
 

本章係延續前一章節之脈絡，選定服務之縣市政府進行防腐

經驗的解析，包括：剖析地方政府政風機構組織結構、實施防腐

作為的相關功能、整理過往發生過之相關防腐案件，同時對其成

效與運作加以調查、評論，以明瞭實施防腐作為所可能造成的影

響與功效；同時對既存影響政風防腐作為的問題提出回應。本章

共分為三節進行探討與分析，節次依序為：一、南投縣政府防腐

組織的結構與功能；二、南投縣政府防腐的案例分析；三、南投

縣政府防腐的績效評議。 

 

? ? 乏  ? ? 傲? ? ? 叟俓僣? 俟? 咖? ? 
 

關於 1950 年 10 月始由台中縣分出另成立新縣之南投縣，

其現行組織結構與功能如下： 

 

??? ? 傲? ? 俓僣? ? 
 

依地方制度法第 62 條第 2 項：「縣  (市)政府之組織，由內

政部擬訂準則，報行政院核定；各縣(市)政府應依準則擬訂組織

自治條例，經縣(市 )議會同意後，報內政部備查；縣 (市 )政府所

屬機關及學校之組織規程，由縣 (市 )政府定之。」暨地方行政機

關組織準則第 3條第 2 項：「縣(市 )政府應依本準則擬訂組織自

治條例， 9 2經各該縣 (市 )議會通過後，報內政部備查；縣  (市 ) 政

                                        
9 2  「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係 1999 年 8月 12日內政部  ( 88 )  台內民字第  8 8 0 6 5 2 5 號令訂
定發布全文  3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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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應依本準則及各該組織自治條例，訂定所屬機關組織規程。」

規定制定南投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 9 3南投縣政府依法辦理縣自

治事項、執行上級機關委辦事及監督鄉（鎮、市）自治事項；置

縣長 1人，對外代表南投縣，綜理縣政，並指揮監督南投縣政府

暨所屬機關員工，置副縣長 1人，襄助縣長處理縣政，置主任秘

書 1人，為幕僚長，承縣長之命及副縣長之指導，襄理縣政，置

參議 6 人、秘書 11 人、消費者保護官 1 人，受主任秘書之指揮

監督，辦理縣政設計、撰擬專案研究、政策諮詢、機要、動員、

協調、核稿、消費者保護等事項。南投縣政府內部單位設置 11

局 5 室計 16 個單位，分別為民政局、財政局、教育局、建設

局、公共工程局、水利局、觀光局、農業局、社會局、地政局、

新聞局、行政室、計畫室、人事室、主計室、政風室；另設置 7

個所屬一級機關，分別為警察局、消防局、衛生局、環保局、稅

捐稽徵處、文化局、原住民行政局，以及設置 34 個二級機關，

其中包含 5 個地政事務所、13 個戶政事務所。其南投縣行政區

劃分有 1 市、4 鎮、8 鄉，共計 13 個鄉、鎮市。此外，縣立高

中、國中、國小學校計有 180 所，全縣行政機關數總計 57 個，

全縣公務人員組織編制員額計 3,628人。 

 

就上述南投縣之組織架構圖及行政區劃圖，分別如圖 4-1 及

圖 4-2所示。 

 

 

                                        
9 3「南投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係 2000 年 3 月 7 日八九投府秘法字第 890413001 號令公布
全文 19條， 2002 年 5月 3日府法規字第 0 9 1 0 0 7 7 6 9 4 0號令修正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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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南投縣政府組織架構  

 

 

 

 

 

 

 

 

 

 

 

 

 

圖 4-2 南投縣行政區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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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傲? ? ? 欷? ? 俓僣咖? ? 
 

??? 欷? ? 俓僣咖俟? ? ? 
 

由於縣（市）及鄉（鎮、市）屬於地方自治團體，致使縣政

府的組織編制、職權、功能得以相繼擴張，政風業務趨向多元與

複雜化，政風業務項目隨之增加。依據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第

6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11 條規定，各機關政風機構比照各該人事

機構設政風處或政風室，另依南投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 8條規

定，本府設政風室，置主任、專員、課長、課員、書記，依法辦

理政風業務等事項；故南投縣政府依上開法令設置政風室，並依

業務職掌分設政風預防課、政風查處課、政風行政課等 3課，業

務分工，各司其職。政風室組織編制配置主任、專員各 1人，以

及課長 3人、課員 7人、書記 1人，各課配置課員 2至 3人。其

組織編制與業務職掌如圖 4-3所示： 

 
圖 4-3  南投縣政府政風室組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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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匆? 
 

  機關內部設置各種不同業務與層級的單位，則為顯示各個單

位業務性質。所謂「單位」乃指機關內部分設的部門而言。質言

之，單位之設置，係由於機關內部分工後部門化的結果，各部門

分別執行機關職權中的一部分業務；如此，則無論自組織或職權

方面觀察，分之即為各單位，合之則為機關整體。其行政組織內

部設置單位，大致上分為三種類別，即業務單位、幕僚單位與事

務單位。 9 4在此三大類別中，南投縣政府政風室自屬機關幕僚單

位之性質，其政風室的內部業務劃分，以業務性質之功能性予以

分類，設置三課，第一課為政風預防課，主要掌理預防貪瀆、政

風法令宣導事項；第二課為政風查處課，主要掌理案件查處及處

理檢舉事項；第三課為政風行政課，主要掌理政風人事業務、安

全維護、公務機密維護等事項。有關各課職掌分述說明之： 9 5 

 

???? 欷檟? 嵁 
 

1.摜? ? ╨? 

（1）編撰專報： 

①防貪、興利調查（研析）專報：擬定相關業務主題，

研析其弊端型態及成因、防弊與策進作為，提出具體

建議等事項，並簽報機關首長後移請相關單位（機

關）參處或檢討改進。 

②貪瀆弊案檢討專報：針對本機關發生貪瀆案件發生原

                                        
9 4  同註 22，頁 130。  
9 5  南投縣政府， h t t p : / / w w w . n a n t o u . g o v . t w /，民 95 .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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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及問題癥結進行檢討，研提具體改進措施及建議事

項，簽報機關首長後移請相關單位（機關）參處或檢

討改進。 

（2）防弊措施：針對易滋弊端業務，訂定、修正行政規

則、相關防弊規定，建議機關權責單位訂定、修正法

令規章。 

（3）業務興革建議：針對機關業務涉及法規、制度層面變

更提出具體建議，專案簽報首長後據以執行，或向上

級機關、業務主管機關行文建議。 

（4）業務稽核：針對易滋弊端業務辦理專案稽核，並就稽

核過程發掘缺失事項，彙整分析原因態樣，簽報首長

後，移請相關單位（機關）參處或檢討改進。 

（5）廉政民意調查：對於本機關或所屬機關施政滿意度、

清廉度或易滋弊端業務，自行規劃或委託民間民意調

查機構辦理問卷調查，分析其結果簽報首長或提政風

督導小組會議後，移請相關單位參處或檢討改進。 

（6）政風座談會：針對機關易滋弊端業務或爭議問題選定

主題，邀請專家學者、相關業者與民意代表、社會大

眾等社會人士與會，或以員工座談會方式辦理，並就

發言內容及其處覆結果詳實記錄列管，簽報首長核示

後，移請相關單位（機關）參處。 

（7）採購案件綜合分析：每季彙報機關採購案件一覽表

，並分析結果提列異常採購案件報核。 

（8）機關政風狀況反映報告表：蒐報重要政風狀況，如貪

瀆案件偵審動態、嚴重影響機關形象之重大輿情、員

工風紀案件、危害破壞機關安全重大案件等，即時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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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機關首長。 

（9）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案件之查處及受理公職

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申請迴避案件。 

（10）陳報違反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裁罰案件。 

（11）辦理反貪作為：針對社區里民、學校師生、公司或

中辦企業、社團組織、民意代表等對象（非機關員

工）辦理相關反貪作為，以激發民眾反貪意識，進

而提昇政府廉潔形象者。 

（12）執行本府採購稽核小組業務：依據本府採購稽核小

組設置暨作業要點規定，專案稽核本府暨本縣各鄉

鎮市公所辦理之各類採購案件。 

 

2.? 咻? ╨? 

（1）政風訪查：以實地或電話訪查方式，廣蒐外界反映

意見，並將民眾、業者等反映之需求、施政得失等

民隱民瘼，提供首長、業務單位或權責機關參考 

（2）監辦採購：依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

法規定，監辦機關各項採購案件之公開招標、比價、

議價、決標作業。 

（3）導正缺失：針對機關易滋弊端業務或無效率、不便民

事項（含監辦採購），發現個案缺失，適時建議改進

或予以導正。 

（4）受理請託關說事件、贈受財物事件、飲宴應酬事件登

錄：依據政府採購法規與請託關說、贈受財物、飲宴

應酬相關規定受理機關員工請託關說、贈受財物及飲

宴應酬事件登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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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獎勵表揚廉能事蹟：針對機關員工廉能事蹟，主動簽

報首長予以行政獎勵、於公開集會場所口頭表揚、或

刊載於機關定期刊物表揚。 

（6）政風法令宣導：運用各類型傳播資源，如製作各類檢

肅貪瀆廣播、印製海報、各類電化教育及  LED 電子

看板宣導、邀請專家學者舉辦專題演講、編印宣導資

料、舉辦政風法令有獎徵答等方式，實施政風法令宣

導，以有效促使員工知法、守法，避免違法犯紀情事

發生。 

（7）財產申報業務：依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及其施行細

則等相關規定，受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查閱及實質

審核事宜。 

（8）其他：辦理上級機關及首長交辦事項。 

 

???? 欷? 壤嵁 
 

1.員工貪瀆不法資料之發掘、蒐集與處理：依據「政風機構

人員設置條例」暨其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辦理員工貪瀆

不法資料之發掘、蒐集與處理。 

2.易滋弊端業務之稽核：依據「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施行

細則」及「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針對機關特性，

對易滋弊端業務，主動積極參與，深入瞭解稽核各項業

務作業情形。 

3.作業違常單位及生活違常人員之查察：依據「政風機構人

員設置條例」暨其施行細則規定，持公正客觀態度，審

慎查處，加強查察作業違常單位及生活違常人員，以期

毋枉毋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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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民眾陳情、檢舉及媒體報導有關本機關弊端事項之調查：

依據「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及其他相關規定，對

民眾陳情、檢舉及媒體報導有關本機關弊端事項，審慎處

理貪瀆不法案件。 

5.違反保密規定與洩密案件之查處：依據「政風機構人員設置

條例施行細則」及「政風機構維護公務機密作業要點」規

定， 9 6蒐報洩密案件資料，瞭解洩密管道，以利查處，並依

規定逐級陳報辦理。 

6 .機關首長或上級機關交查事項(案件 )之處理：依據「政風機

構人員設置條例施行細則」及「政風查處工作手冊」等規

定， 9 7縝密查處機關首長或上級交查案件。 

7.其他有關查處業務專案性工作：依據「反貪行動方案」及其

他相關規定，積極配合上級機關就查處業務專案性工作查

察，以端正政風。 

 

???? 欷嫛? 嵁 
 

1.政風人事業務：依據「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及相關規

定，辦理本室暨所屬政風機構組織編制、人員任免遷調、銓

審動態、考核、考績、獎懲、幹部訓練、人事資訊、政風人

員風紀管理等業務。 

2.政風督導小組業務：依據南投縣政府政風督導小組設置要

點，定期召開會議，積極貫徹端正政風防制貪污工作事項，

                                        
9 6  「政風機構維護公務機密作業要點」係 1993 年 2月 4 日法務部（ 82）法政字第 02554 號
函訂定發布，並於 2005年 8月 1日以法政字第 0 9 4 1 1 1 2 8 5 3號函修正發布。  
9 7  「政風查處工作手冊」係 2001 年 9 月法務部政風司編印，內設六章，第一章總則、第二
章政風查處資料蒐報、第三章政風查處實務、第四章檢舉貪瀆處理、第五章貪瀆線索發掘與
查處及第六章行政責任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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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透過會議研討各項防弊措施及弊案檢討，強化防範弊案功

能，促使縣府各單位全力參與推動各項政風工作。 

3.政風督導考核及獎懲建議事項：對縣屬機關及各鄉鎮市公所

政風實施業務聯繫及督導考核，對推動政風工作適時檢討策

進，以提振政風工作效能。 

4.年度工作計畫之策訂管制考核及推動執行：依據「機關政風

工作年度計畫作業要點」， 9 8參照機關特性及實際狀況，訂

定政風工作計畫，貫徹執行，並於年度結束後辦理執行檢

討。 

5.政風法令擬訂事項：擬訂及修正各項政風法令規定、端正政

風及防制貪污工作計畫及適時蒐集編印相關政風法令、工作

手冊，作為執行政風工作之參據。 

6.公務機密維護事項：依據「政風機構維護公務機密作業要

點」及相關規定，結合縣府各單位執行各項機密維護措施，

提升員工保密警覺，防杜洩密案件發生。 

7.預防機關危害、破壞事件及協助處理陳情請願事項：維護機

關首長及人員、設施之安全，預防不法分子危害破壞，協助

處理民眾陳情請願事件，確保縣政各項業務正常運作。 

 

??? 欷? ? 俓僣俟? ? ? 
 

組織乃是追求特定目標的社會單位，社會往往為了特定目標
而成立組織。亦即組織目標，乃是組織適圖去實現所渴望之事務
的狀態。然而，組織一旦成立，動態的成員關係故會更迭；靜態

                                        
9 8  「機關政風工作年度計畫作業要點」係 1992 年 9 月 18 日法務部（ 81）法政字第 13952
號函訂定發布， 1998 年 4月 21 日法務部（ 87）法政字第 0 0 6 4 0 0 號函修正發布全文 11 點，
2002 年 5 月 3 日法務部法政字第 0911104901 號函修正公布全文 9 點， 2005 年 8 月 1 日法
務部法令字第 0941112848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7 點（原名稱：政風機構年度工作計畫
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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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構關係，也會有所消長。組織結構功能方面所探討的主要包
含：環境調適、目標達成、內部整合與潛藏模式維持等四個面
向， 9 9 也 就 是 帕 森 思 (Persons) 生 態 層 級 系 統 理 論 （簡 稱
AGIL），現分述如后： 

 
（一）調適的功能 (adaptation)：指結構要從其周遭的環境吸取

必需的資源、養分、訊息，來分配給結構的各部分，俾作
為結構活動的能源與認知及其處境的憑據。也就是與環境
要做調適（互動），以達到一個平衡的狀態。 

（二）目標達成的功能(goal attainment)：指體系要能夠界定與
分辨目標的大小緩急，也涉及體系怎樣運用其所擁有的資
源、能源、認知能力，以及解決問題的手段與策略，去追
求目標，落實預定的目標。其最高目標就是要讓体系能夠
存活下去。 

（三）整合的功能(integration)：指體系必須管制、協調、促進
體系內各次級體系，乃至同級的其他體系，或上級超
（大）體系之間的聯繫。要把其他三種功能（調適、目標
達成、潛藏模式維持）之間的關係做調整與整合，而使體
系的持續與再生成為可能。其所採禁止的方式，以達成控
制偏離行為的功能。 

（四）潛藏模式維持的功能(latancy pattern-maintenace)：指體

系必須保持某種程度的前後一致、連貫性、持續性。藉激

發其成員的動機，使行為符合體系之要求，而最終使體系

之行為趨向一致性。此種功能從外觀上看不到，但透過此

種行為不斷的發生，而有一定的維持功能，保持體系之平

衡。 

 

依現行南投縣政府組織自治條規定，南投縣政府內部設有：

民政局、財政局、教育局、建設局、公共工程局、水利局、觀光

局、農業局、社會局、地政局、新聞局、行政室、計畫室、人事
                                        

9 9  彭文賢，《組織結構》。台北：三民書局，民 85，頁 36-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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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主計室及政風室等 16 個單位分別掌理縣政事項；而南投縣

政府政風室依南投縣政府組織架構組織性質屬內部幕僚單位，復

按業務職掌「政風預防」、「政風查處」、「政風行政」分析，

係屬管制、協調及促進組織內各單位關係互相調整與整合，以達

成控制偏離行為，就此，顯而易見，南投縣政風機構組織結構功

能乃屬內部整合功能。 

 

? ? 乏  ? ? 傲? ? ? 叟? ? √? ? 
 

  依前章節所述，地方政府的政治腐化態樣中，各類貪瀆弊

案，不勝枚舉，茲就公共工程、環保、教育等類型，提出案例分

析，以剖析防腐作為所可能造成的影響與成效。 

 

??? ? ? ? ??? ? 傲? ? 掘? 掘? ◢? 噾?100 

 

台灣近年來天然災害不斷，如 1999 年 9 月 21 日凌晨 1 點

47 分發生規模 7.3 級的 921 大地震，其所造成的斷層地表破裂

線長度達 105 公里，鄰近斷層之橋樑、道路幾乎無一倖免於毀

損，而建築物的損毀更是不計其數。依據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

重建委員會 1999年 11 月 29 日的統計，在這次地震中死亡（含

失蹤）有 2,403 人，重傷 612 人，房屋全倒 48,018 戶，房屋半

倒 40,314 戶，房屋損傷者數萬戶，財產損失估計在新台幣

3,000 億元以上；2001 年 7 月 30 日桃芝風災，造成 103 人死

                                        
1 0 0  該弊案事實係摘錄自台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2005 年 3 月 8 日 93 年度偵字第
3942、 4173、 4227 號； 94 年度偵字第 589、 590、 755、 756 號起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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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111 人失蹤、189 人受傷，坍方落石、土石流、路基流失及

橋面沖毀，共計 111 處； 1 0 12004 年 7 月 2 日敏督力風災，造成

3人死亡、4 人受傷、1人失蹤、受困救出 26 人，各縣市淹水超

過 30 公分以上者，計 18處，道路塌方 17 處； 1 0 22004 年 8 月的

艾莉風災亦造成死亡 15 人，失蹤 14 人，受傷 399 人，疏散

7,854 人，收容 1,224 人。 1 0 3從最近幾年的災害觀察，台灣的天

然災害發生的頻率有越來越增加的趨勢，且每次災害造成的損傷

都相當大。 

 

然而，綜觀近年來的天然災害，首當其衝且損害最大的總是

山地原住民部落，因為山崩路塌土石流，致使村民除了需忍受斷

糧及財產損失之痛苦外，往往可瞬間奪走無數生命，因此每每生

命總是在一線之間。南投縣仁愛鄉又是台灣最大的山地鄉，近年

來受到的重大天然災害蹂躪相當嚴重，也因此受到政府及社會大

眾特別的關心，並且編列大量的預算投注在搶險及復建工程上。

所以，南投縣仁愛鄉在民間愛心捐款及上級政府等龐大資金撥補

下，短短幾年要執行災害後的復建經費是相當的龐大，任務也甚

為艱鉅，但若公務人員操守不良，禁不起誘惑亦是容易使其有上

下其手的機會。南投縣仁愛鄉鄉長卓文華等人涉嫌貪瀆的 3件工

程弊案，其中「仁愛鄉公所（含代表會）辦公廳舍室內裝修設施

統包工程」預算新台幣（以下同）1,357 萬餘元就是 921 大地震

後仁愛鄉公所辦公大樓震毀後的復建經費；另外「法治村部落電

視共同天線視訊工程」，預算經費 317 萬餘元是行政院原住民

族委員會補助，而「無線電及廣播器材購置計畫委託設計及安裝

                                        
1 0 1  內政部消防署防救災資料庫－桃芝颱風災情報告， h t t p : / / w w w . n f a . g o v . t w /，民 95 .9 .28。  
1 0 2  內政部消防署防救災資料庫－敏督力颱風災情報告，h t t p : / / w w w . n f a . g o v . t w /，民 9 5 . 9 . 2 8。  
1 0 3  內政部消防署防救災資料庫－艾莉颱風災情報告， h t t p : / / w w w . n f a . g o v . t w /，民 95 .9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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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經費 1,200 萬元則是中視民間捐款基金委員會，體恤仁

愛鄉地屬偏遠、幅員遼闊，且多高山峻嶺阻隔，每遇災害收視及

通訊不通而補助仁愛鄉公所建置的高科技設備。仁愛鄉公所在執

行復建工程及民間捐款購置的愛心高科技設施時，竟然發生如此

可能涉及的貪腐弊案，實令人痛心疾首。 

 

??? ? ? 尐 

 

???甲? ? ?? 

 

1.有關仁愛前鄉長卓文華、前秘書卓上龍、前課長蔡光吉等

經辦「仁愛鄉公所（含代表會）辦公廳舍室內裝修設施

統包工程」涉嫌收取回扣案部分：  

 

仁愛鄉公所於 2003 年 8 月 28 日欲上網公告辦理總預算經

費 1,357 萬 5,495元之「仁愛鄉公所（含代表會）辦公廳舍室內

裝修設施統包工程」前，因承攬工程及飲宴往來而與卓文華前鄉

長及前課長蔡光吉熟識之林弘斌，即經由蔡員處事先得知仁愛鄉

公所欲辦理該項裝修工程，遂邀其友人台灣全錄股份有限公司業

務員陳盛豪至現場勘查，勘查後經評估認有利可圖，即向蔡員探

詢該工程可否交由渠等借牌承攬，經蔡員同意後，林弘斌即與蔡

員約定工程款之一成五作為回扣，藉以交由前鄉長卓文華，前秘

書卓上龍及前課長蔡光吉等人共同收取。林弘斌經與蔡員取得承

攬裝修工程協議默契後，隨後與陳盛豪及將心造型設計有限公司

負責人郭漢隆等人謀議，以全錄公司參與投標、承攬，陳盛豪並

同意支付裝修工程之一成五作為工程回扣。嗣於等標期間，渠等

發現可能僅有全錄公司參與投標，為避免投標廠商未達 3家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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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規定而流標，林弘斌、陳盛豪及郭漢隆等人遂謀議，由郭

漢隆提供將心公司參與形式之投標外，另由陳盛豪透過同事余人

傑介紹，向余員之友人廖偉傑所負責之凡谷公司借牌投標。且全

錄、將心及凡谷等 3家公司之投標廠商服務建議書等評比資料，

實際上均係由郭漢隆或陳盛豪等人製作，而渠等為使全錄公司能

順利得標，故意將凡谷公司、將心公司之服務建議書等評比資料

製作內容較無競爭性，除藉以形式上符合 3家廠商參加投標資格

外，另亦凸顯全錄公司之參與投標優勢。林弘斌、陳盛豪、郭漢

隆，之借用他人名義或容許他人借用名義之方式，參與裝修工程

之投標。 

 

又林弘斌為使全錄公司之投標資料能獲評高分（達到基本  

入選分數以上），進而能順利取得裝修工程，遂經郭漢隆透過友

人王建智之居間介紹，而認識公共工程委員 1 0 4之王○○，王○○

另行推薦其他公共工程委員之名單蕭○○、江篤信及周良勳等人

交給郭漢隆，郭漢隆繼透過林弘斌將前述 3人連同王隆昌等 4人

之名單交給蔡光吉，蔡光吉即藉職務上辦理裝修工程遴選委員之

機會，先行勾選王○○、蕭○○等 2人，使不知情之當時秘書孔

文博於代行鄉長職權時，指定王○○、蕭○○等 2人為該工程外

聘之評審委員。王、蕭 2人受聘為裝修工程外聘委員後，陳盛豪

即於開標前夕，電請公司不知情之同事余仁傑提領現金 10 萬

元，赴台北科技大學門口將該款項交予郭漢隆，繼由郭員將該

10 萬元親自交付王○○，王員明知郭漢隆為裝修工程之投標廠

商，理不應予以收受，但卻予以收受。王員嗣後又替郭員邀約蕭

○○於 2003 年 9 月 10 日開標當天在台中市水湳機場碰面，由
                                        

1 0 4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核定之公共工程委員學者專家之評審委員，於各政府機關辦理最有
利標採購案時，需依據「採購評審委員會組織準則」遴選一定比例之學者、專家時之核定參
考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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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漢隆開車載王、蕭等人一起至仁愛鄉公所參加裝修工程之開

標，郭漢隆於水湳機場開往仁愛鄉公所之途中，即趁機交付 10

萬元給蕭○○，蕭○○明知不應收受仍予收受，計王、蕭等 2人

對於職務上之行為分別收受廠商所交付之 10 萬元賄賂。而裝修

工程於當日開標之結果，全錄公司順利獲取評選委員之最高分，

而優先取得議價，進而以底價 1,319萬 2,230元承攬裝修工程。 

 

全祿公司經評選得標後，前鄉長卓文華即要求林弘斌依前之

約定交付一成五工程回扣，林弘斌、陳盛豪 2人為隱匿交付工程

回扣乙情，遂於 2003 年 9 月 26 日，由陳盛豪藉支付下包廠商

將心公司工程款之名義，向不知情之全錄公司職員請領工程款即

中國信託商銀敦北分行本行支票面額 171 萬元乙紙，由郭漢隆

囑咐全錄公司員工吳章綺於當日存入將心公司設於中國信託商銀

敦北分行帳戶後，再將其中 47 萬 3,000 元匯入全錄公司職員余

仁傑之帳戶，剩餘款 123萬 7,000元則以現金提領交予陳盛豪、

林弘斌等人收取，當日林弘斌、陳盛豪等人拿取 123萬 7,000元

之現金後，隨即驅車趕赴埔里鎮阿波羅飯店與原先約定碰面之卓

文華、卓上龍等人碰面，以便交付工程回扣。林弘斌、陳盛豪等

人與卓文華、卓上龍等人會面之後，林弘斌即當面先將工程款一

成之回扣即 113 萬元（以牛皮紙袋包裝）交付卓文華，卓文華

即將該牛皮紙袋，交給具有收取回扣犯意聯絡之卓上龍，於阿波

羅大飯店之廁所內予以點收，藉以確認實際收取之金額後，卓文

華隨即表示金額無誤，即予以收取。而卓上龍事後則開車搭載卓

文華返回埔里之住處後，卓文華即將該裝現金 113 萬元之紙袋

取走。至於剩餘之零點五成回扣即 58 萬元部分，事後則由陳盛

豪另行匯款 60 萬元予林弘斌，林弘斌即於 2003 年 11月 3日，

親自帶往蔡光吉位於埔里之住處，當場交付現金 58 萬元予蔡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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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計卓文華、蔡光吉及卓上龍等人利用經辦裝修工程之機會，

共同收取裝修工程之回扣計 171萬元。 

 

2.有關經辦「仁愛鄉公所（含代表會）辦公廳舍室內裝修設

施統包工程」涉嫌詐取財物部分：  

 

前述之裝修工程因包含辦理代表會之室內裝修，蔡光吉遂利

用其身為建設課課長職務上有督導工程之機會，另行起意於

2003 年 10 月中旬，向林弘斌佯稱仁愛鄉代表會室內裝修部分工

程經費 179 萬元，亦需交付一成五回扣，即 27 萬元予仁愛鄉民

代表會主席陳世光，並聲稱陳世光將於同年 10 月底出國，需款

孔急，要求林弘斌趕快交付，林弘斌不疑有他、陷於錯誤，遂由

透過陳盛豪另向公司同事借款支付，林弘斌遂於 2003 年 10 月

13日，再赴蔡光吉位於埔里鎮之住處，交付現金 27 萬元，請其

轉交代表會主席陳世光。蔡光吉以此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而向林

弘斌詐取財物 27萬元得逞。 

 

3.有關經辦「法治村部落電視共同天線視訊工程（下稱視訊

工程）」部分：  

 

2002 年底，仁愛鄉公所欲辦理衛星及共同天線之工程，劉

志恆經人介紹後，與台中市科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科衛

公司）實際負責人黃志成洽談承攬視訊工程之意願，並由該公司

先代為製作設計圖及工程概算等工程招標資料，藉以提供參考；

仁愛鄉公所嗣於 2003 年 4 月 7 日，即以統包之方式辦理「視訊

工程」之公開招標，劉志恆並於視訊工程公開開標之公告前，即

向黃志成表示需留意視訊工程之招標相關訊息，仁愛鄉公所於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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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10 日上網公告，科衛公司原以 317 萬 6,513 元參加競

標，同年 4 月 28 日開標後，科衛公司經評選優先議價後，改以

304 萬 3,000 元之價格承攬。視訊工程決標後數週，卓文華、姜

洪興及劉志恆等人，遂基於經辦公用工程共同收取回扣之犯意聯

絡，由姜洪興、劉志恆出面向黃志成索取視訊工程款項之一成五

作為回扣，黃志成為求視訊工程之請款順利及期待後續得以承攬

其他工程，遂同意予以交付。姜洪興事後則經卓文華指示，陸續

分 3 次向黃志成收取回扣，姜員第 1 次所收取之回扣款 20 餘萬

元，經由卓文華之指示交由劉志恆收取；第 2 次收取之 10 萬元

則親自交由卓文華本人收取；姜員嗣於 2003 年 10 月間視訊工

程請款後，為支付其個人之修車款項，經卓文華同意以該工程之

剩餘回扣款支應修車費用後，於同月 24 日親至科衛公司辦公

室，由黃志成吩咐該公司會計交付現金 10萬元予姜洪興收取。 

 

4.有關「無線電及廣播器材購置計畫委託設計及安裝工程

（下稱廣電工程）」部分：  

 

仁愛鄉公所 2003 年 9、10 月間，欲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廣

電工程，其經費為 1,200萬元，卓文華、姜洪興與劉志恆又續前

共同收取回扣之犯意聯絡，於該工程公告招標前，劉志恆即先行

居間找維大企業有限公司（以下稱維大公司）實際負責人吳和東

洽談該工程之承攬事宜，吳員經核算承攬該工程有利可圖，而表

示有參與承攬之意願後，卓文華遂透過劉員居間向吳員索取該工

程款一成五作為回扣；該工程嗣經 2 次招標流標後，於 2003 年

10 月 21日辦理第 3次招標開標，維大公司以 1,070 萬 3,000 元

得標。於該工程施工期間，卓文華二次指示姜員去電向吳員收取

部分回扣，其中一次為 20 萬、一次為 30 萬，但均遭吳員藉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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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婉拒，直至 2004 年 1 月間，該工程第 1 次估驗請款時，姜

員經卓文華指示，再次要求吳員交付前所約定之一成五回扣款，

吳員乃於 2004 年 1 月 16 日，利用至公所瞭解工程請款進度

時，當面向卓文華確認工程回扣款之交付事宜後，於 2004 年 1

月 20 日赴公所領取面額 465 萬 4,260 元之該工程款公庫支票

時，即以電話通知其妻表示：自維大公司設於台灣銀行大里分行

帳戶內，以語音轉帳方式轉帳 150 萬元至該公司另設於台銀黎

明分行帳號內，再予以提領現金 140 萬元使用，以便支付該工

程之回扣款；嗣於當日吳和東即向其妻表示，將其中 105 萬元

交給劉志恆收取。 

 

???? ? ? ? 
 

案經台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指揮法務部調查局南投

縣調查站、中部地區機動組、南投憲兵隊及警政署保安第三總隊

第一大隊偵辦終結予以起訴，涉案人所觸犯法條分析如下： 

 

1.弊案事實 1部分： 

（1）前鄉長卓文華、前秘書卓上龍、前課長蔡光吉等人違

反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經辦公用工程

收取回扣罪嫌。 

（2）王○○、蕭○○等人係反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

第 3款之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取賄賂罪嫌。 

（3）林弘斌、陳盛豪、郭漢隆及廖偉傑等人均係違反政府

採購法第 87 條第 5 項之意圖影響採購結果，而借用

他人名義或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參加投標罪嫌。 

 



 

 120 

2.弊案事實 2部分： 

蔡光吉係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2款之利用職

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嫌。 

 

3.弊案事實 3、4部分： 

劉志恆雖不具有公務員身分，然其與卓文華、姜洪興等人

具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因之依貪污治罪條例第 3條之

規定，劉志恆、卓文華、姜洪興等 3人皆已涉嫌觸犯貪污

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3款之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收取

回扣罪。 

 

該案台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於 2005 年 3 月 8日偵

結並向台灣南投地方法院提起公訴，各相關涉案嫌疑人求刑如

下： 

 

1. 前鄉長卓文華部分：求處無期徒刑，併科罰金 600 萬

元。 

2. 前課長蔡光吉部分：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部分求處有

期徒刑 13 年，併科罰金 300 萬；另利用職務上之行為詐

取財物罪嫌部分，求處有期徒刑 8 年，併科罰金 200 萬

元，合併求處有期徒刑 20年，併科罰金 500萬元。 

3. 前秘書卓上龍部分：求處有期徒刑 12 年，併科罰金 200

萬元。 

4.王○○、蕭○○等人部分：各求處有期徒刑 10 年，各併

科罰金 100萬元。 

5.姜洪興部分：檢察官請法院審酌姜員於偵查中事先經檢察

官同意，適用證人保護法之規定，於專案小組偵查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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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供述犯罪事實案件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符合證人

保護法第 14 條第 1 項之規定，予以減輕求處 3 年 6 個月

有期徒刑，併科罰金 100萬元。 

6.劉志恆部分：求處有期徒刑 14年，併科罰金 300萬元。 

7.林弘斌、陳盛豪、郭漢隆及廖偉傑等人部分：檢察官認為

渠等素無前科，事後均深表悔意，且據實供述相關之涉案

情節，使得專案小組得以釐清相關案情，從輕求處有期徒

刑 8個月，均緩刑 3年。 

8.全錄公司、將心公司及凡谷公司等，檢察官請求法院依政

府採購法第 92 條規定科以同法第 87 條第 5 項所定之罰

金。 

9.此外，檢察官依貪污治罪條例第 17條、刑法第 37條規定

請求法院對（1）卓文華宣告褫奪公權終身、（2）蔡光

吉宣告褫奪公權 10 年、（3）卓上龍宣告褫奪公權 10

年、（4）姜洪興宣告褫奪公權 6 年、（5）王隆昌、蕭

新祿各宣告褫奪公權 10 年、（6）劉志恆宣告褫奪公權

10 年。另卓文華、卓上龍、蔡光吉、王○○、蕭○○、

姜洪興及劉志恆等人所收取之財物，請法院依貪污治罪條

例第 10條之規定予以追繳或追徵其價額。 

 

??? 叟甲? ? ? ? ? ? 咖? 凹? ? ? ? 

 

???? 桫?? ? 掘? ??? ? 嫷??? ? ? ? ? ? 孬? ? ? 倀
▔? ??? 捷?? 

 

基層鄉公所辦理工程採購，常囿於人力、技術、專業知識

等，較無法自行規劃設計，常需將較為專業之規劃設計工作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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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所需之招標文件，委託專業顧問公司代為規劃辦理。該工程之

採購作業，除基於專業技術考慮外，又為趕時效及所謂「維護工

程品質」之理由等，而採最有利標之統包方式辦理採購。採這種

「統包」方式辦理之採購案，評審廠商及施作和驗收很重要，若

其中某項發生弊端，就會使整個採購案發生品質低劣及圖利廠商

或官商勾結之貪瀆情事發生。 

 

該案之犯罪手法，可說一開始相關犯罪嫌疑人即與其平常飲

宴應酬之朋友共謀以指定廠商或使廠商圍標方式承攬工程，並圖

回扣工程款。又由於採統包招標方式可使整個工程金額易於灌水

提高造價，因此扣除回扣一成五工程款，該工程之利潤還相當

高，所以透過俗稱白手套的引介下有不肖廠商願意投入，共同組

成犯罪集團。 

 

政府採購法規範最有利標統包方式辦理之工程採購案，主辦

機關及採購評審委員會權限相當大，犯罪嫌疑人等既為達到其能

指定由特定公司承攬，其在手段上就運用法規的彈性及可裁量空

間，配合官商勾結予以運作以求達到目的。如仁愛鄉公所建設課

前課長蔡光吉先指定外聘學者專家，全錄公司陳盛豪等故意製作

沒有競爭力之其他二家服務建議書，又怕指定之廠商全錄獲評分

數無法越過最低獲選分數門檻而行賄外聘評審委員，凡此種種都

是涉嫌人所採行為達目的之手段。 

 

??? ? 桫倢??? ? 掘? ??? ? 嫷??? ? ? ? ? ? 孬?
? ? 倀▔? ??? ? 峟? 弰? 捷?? 

 

由於仁愛鄉代表會辦公地點設在公所辦公大樓三樓，所以當



 

 123 

公所辦公大樓落成後，後續代表會編列 217 萬餘元之裝修及設

施工程經費，便委由公所合併在整棟大樓之辦公廳舍室內裝修設

施統包工程內，由公所辦理發包作業。前案蔡光吉因該工程經費

有關公所部分成功收取回扣，便想代表會部分若廠商照公所部分

一樣比例付回扣款，廠商也會接受且理應不會向代表會主席詢

問，於是假冒代表會主席要出國，需錢孔急狀況下向廠商詐取回

扣款。該犯罪手法乃典型利用經辦工程機會，於相關雙方不知情

下詐取財物。 

 

??? ? 桫?? ? ? 捷囌? 尥? ? ? 偩尥? ? ??捷?? 
 

該案於製作工程設計圖及編列工程概算前，即由俗稱白手套

的引介下委由特定廠商辦理設計及核編後，藉以提供公所參考，

再辦理形式上之統包公開招標程序，其操作手法同前案類似，都

是以綁標、圍標方式使特定廠商得以承攬，再向承包廠商索取工

程總價款一成五之回扣。 

 

??? ? 桫?? 偩? ? ? ? ? ? 律函? ? ? 岦? ? ? ? 孬?
??捷?? 

 

該案亦是透過俗稱白手套的引介下委由特定廠商製作工程設

計圖及編列工程概算，藉以提供公所參考，再辦理形式上之統包

公開招標程序，其操作手法同前案類似，都是以綁標、圍標方式

使特定廠商得以承攬，再向承包廠商索取工程總價款一成五之回

扣。 

 

??? ? ? 叟甲? ? ? 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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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槱? 侯 
 

建立公平、公開、透明化的採購招標作業，以遴擇優良廠商

來執行採購標的物，事關整個採購案成敗，而能否由最符合招標

規範所訂條件之廠商承攬，是達成採購目的之重要階段，亦為重

要之關鍵。政府採購法所規範之「統包」、 1 0 5「最有利標」、 1 0 6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等， 1 0 7原本是為授予政府機關更大

的彈性辦理採購案件並避免競標廠商低價搶標，導致工程品質不

易維護而低落的情事發生。不料，有貪瀆犯罪企圖之機關公務人

員竟利用這種非最低價決標方式之採購案特性，官商勾結以達到

指定廠商、圍標、綁標，並圖收取回扣之目的，甚且被指定之廠

商雖因原先設計規劃時造價就已浮編，雖利潤已頗高，但為獲取

暴利或支付公務員更大的需索，竟還是提供劣級品或偷工減料，

上述案件，即是典型例子，因而遭受相關民意機關及有關單位舉

發或注視。 

 

工程契約規定不明確，或與其他法令相互衝突矛盾，致生法

律漏洞或執行困難。例如「仁愛鄉公所（含代表會）辦公廳舍室

內裝修設施統包工程」案，契約並未明確規範各項採購物品規

                                        
1 0 5  所稱「統包」，係指將工程或財物採購中之設計與施工、供應、安裝或一定期間之維修
等併於同一採購契約辦理招標。 1999 年 4 月 26 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88）工程企字第
8 8 0 5 5 0 0 號令發布「統包實施辦法」，全文 11條。  
1 0 6  依政府採購法第 56條第 4項規定訂定「最有利標評選辦法」，係 1999 年 5 月 17 日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88 )工程企字第 8806853 號令發布， 2003 年 5 月 7 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 (92 )工程企字第 0 9 2 0 0 1 8 1 5 9 0 號令修正全文 24條。  
1 0 7  依政府採購法第 94 條第 2項規定訂定「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係 1999 年 5月 21
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88 )工程企字第 8 8 0 6 9 8 6號令發布， 1 9 9 9年 9 月 28日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 (88 )工程企字第 8 8 1 4 9 7 2 號令修正， 2001 年 6 月 20 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 90）工程企字第 9 0 0 2 3 1 5 8 號令修正， 2003 年 6 月 25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2）工程
企字第 0 9 2 0 0 2 5 4 2 0 0號令修正全文 1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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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材質，而驗收時亦未請相關使用單位會同驗收並簽名，驗收

既無明確依據又無真正使用單位表示意見，可說已完全失去統包

及最有利標採購之目的，但驗收人員還是在行政裁量空間下予以

驗收合格。由於承辦人員或審核人員行政裁量權過大，除導致施

工品質不良外，並增加從中舞弊之機會。 

 

???? ? 槱? 侯 
 

該弊案之涉嫌人層級包括鄉長、秘書、主辦課長等，依照

「公務人員陞遷法」規定「秘書」、「課長」（機關內部一級單

位主管）是不用辦理升遷， 1 0 8可由首長直接指定，而今「首長」

有貪瀆企圖，必定任用相同質性可配合的人擔任相關的職務，又

主辦單位主管存心不良，其屬下若不服從甚或舉發不法恐遭排擠

甚或被迫離職，因此，由該案件之制度面觀之，建設課之基層承

辦人相當難為，渠等只能選擇「同流合污」、「默默承受」或

「離職」等面對。 

 

是以，辦理採購案件時，就容易產生程序不夠透明、公開，

黑箱作業，及洩漏評審委員名單或其他應秘密事項等；而驗收時

更配合「長官」要求而刁難或拖延非上層同意或指定之承包商，

致使正派、優良廠商不願投遞標單承攬工程。如「無線電及廣播

器材購置計畫委託設計及安裝工程」，業經 2次流標，而公所第

3 次辦理才得標之「維大公司」，亦願依約定付予涉嫌人員等工

程回扣款。 

 

                                        
1 0 8  「公務人員陞遷法」係 2000 年 5 月 17 日華總一義字第 8900120390 號令公布 19 條，
2000 年 7月 16日考試院核定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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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嫛槱? 侯 
 

1.鄉長、秘書、主辦課長等平常即經常不當飲宴應酬，因而

熟識損友充當俗稱「白手套」者，遇有辦理採購時便互相

勾結，藉由白手套引介不肖廠商，共謀經由指定廠商方式

以獲得不法工程回扣款。 

2.機關首長或授權人員為圖利特定廠商，從中牟取不法利

益，違法指示或勾結承辦單位主管綁標、洩露底價或應秘

密事項。 

3.相關承辦人員或已知情或已有懷疑長官之違法指示業已觸

法，但為保住工作或其他因素沒有提出質疑、舉發，以致

貪腐弊案終於形成。 

 

??? 叟㎞尚? ? ? ? ? 
 
（一）賡續落實法令宣導，以增進員工法律智能，藉以培養知

法、守法、崇法觀念，以免誤蹈法網。例如經常利用員工

座談會時，對員工講解「貪污治罪條例」、「刑法圖利

罪」等法律案例與常識；並辦理「如何避免不必要之飲宴

應酬以免衍生政風弊案」之政風座談會，獲致具體建設性

意見函請各單位參考。 

（二）公所主計、政風等單位應加強採購案件監辦工作，扮演嚴

謹內控單位角色，以樹立良好廉政形象，俾有助於吸引優

良廠商願意參與各項採購案件，並能利用參與廠商的專

業，以達「政府採購法」所設計的精神，由參與競標廠商

舉發不法，以防止弊端發生。實際作法上，應對於工程採

購案經常辦理抽查驗，並宣導相關廠商勇於舉發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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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風單位對於與可能涉案之長官的互動應「同流而不合

污」以便瞭解其狀況，適時提醒其潔身自愛，本做善事的

態度引導其能脫離誘惑，戮力從公。   

（四）辦理工程等採購人員除應加強宣導其等能瞭解法律智能

外，並應激發其能發揮專業及道德勇氣，運用專業知識發

掘可能不法，並依法行政。 

（五）貪瀆弊端發生後，為阻斷並充分了解是否還有其他尚未發

掘之案件，以達「行政肅貪」效果，對相關涉案嫌疑人應

做適當之行政處分，如調整職務、申誡、記過等。 

（六）為防止廠商投標資料外洩，透過會議提案訂定廠商投遞標

單注意事項一種，函發相關單位據以執行。 

 

??? 巿? 檔 

 

（一）為避免類似貪腐弊端情節再次發生，建議行政院工程主管

機關能製作並公告「政府採購法」所規範「統包」、「最

有利標」等招標方式之採購契約書參考範本，以供採購機

關參考應用；另「政府採購法」主管機關能研究相關防弊

措施，以作為爾後修法之參考。 

（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核定學者、專家為公共工程委員，

以供採購機關依據「採購評審委員會組織準則」規定遴選

為評審委員時，除審核被核定之學者、專家其專業領域

外，並應考量其品德操守及風評，且應附帶宣導其等視同

公務員，應遵守相關法律，以避免學者、專家之評選委

員，因心志不堅受引誘而發生類似情節之誤蹈法網情事。 

（三）採購主辦單位辦理統包、有利標等案件時，應善用評審委

員之專業知識協助遴選優良廠商承攬採購案，並訂立詳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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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契約，以供後續執行及驗收之依據，俾避免驗收人員

無所依循、裁量權過大，而需承受關說壓力。 

（四）建議採購主辦單位應嚴格要求監造單位依監造契約配合執

行採購案之品質管理，並精進驗收技術，以早期發現弊端

所在，協同相關單位妥為防制。 

（五）建請機關首長遴選專業及品德操守良好同仁擔任採購主管

及承辦人，並請人事單位建立制度，適時建議首長予以職

期輪調。 

（六）基層建設工務單位具專業性之正式職員人數不足，建請建

設工務部門主管及人事單位應儘速建立激勵制度培養人才

或外補新力軍，俾能順暢業務推動與執行。 

（七）主計單位應依據「機關主會計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加

強派人實地監辦各項採購案件， 1 0 9以落實事前查核功能。 

（八）政風單位應依據相關規定加強工程及採購案件抽查驗，俾

發現缺失建議改善，或分析弊端原因，採取查處作為，以

嚇阻貪瀆案件發生。 

（九）宣導同仁平常生活宜單純化，注意交往對象之品德操守，

避免不當飲宴應酬，以免受損友引誘而涉貪腐弊案，囹圄

入獄。 

 

黑金介入公共工程主要是透過圍標、綁標方式，進行公共工

程利益的掠奪。其影響所及，不但公共工程品質不良，也危害到

民眾安全。中央研究院前院長李遠哲在參與 921 震災重建過程

中，即曾有感而發指出︰「從災後這幾個月來，地方派系與黑道

                                        
1 0 9  依「政府採購法第 13 條第 4 項規定訂定「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係
1999 年 5 月 25 日行政院主計處 88 處會三字第 04260 號令、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88 )工
程企字第 8807144 號令發布， 2 0 0 2年 8月 7 日行政院主計處處會字第 091005407 號令、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企字第 09100325130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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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災區爭得很厲害。我們雖可隨時看到台灣『向上進』的力

量，但也可以到處看到『向下退』的力量在同時對衝」 1 1 0。由此

可見，在台灣社會大眾殷切期待「向上提升」的同時，地方政府

的治理困境，卻是造成國家「向下沈淪」的一大阻力。黑金派系

結構導致地方治理的困境，經常具體呈現於官僚體系的兩大缺

失︰一是「共犯結構群」，一是「消極執法者」。 1 1 1前者包括公

共工程的弊端與浪費，以及行政官員接受請託、關說之紅包文

化，人情壓力等不夠透明化之抬面下動作，造成差別待遇與效率

不彰，而官僚體系受黑金所影響的業務與型態，幾乎涵蓋地方政

府各部門的業務皆難倖免。後者則因賄選、暴力猖獗，導致行政

效率低落，積極任事之公務員因未有周全保障而消極敷衍，致使

民眾積怨日深，不再信任政府公權力。而金權派系、黑金結構之

介入，基層公務人員往往只處於被動接受地位，相較之下，民選

首長與高級文官則有較大的空間，成為共犯結構群的一員。當

然，實際運作模式端視民選官員、高級文官與基層公務人員三者

間，彼此對於如何有效規範黑金政治的理念認知、制度設計與執

法決心而定。 1 1 2 

 

防腐工作就是「消腫」「去瘤」的工作，從實務經驗得知，

許多貪腐案件之發生，均有一定原因與脈絡，究本追源，應密切

注意反腐敗之危險因子－酬庸、熟識、依賴、不法暴利、辦案獎

金、代理等， 1 1 3方能對症下藥，採取有效對策，避免貪腐不法情

                                        
1 1 0  聯合報，民 89 .3 .6， 14 版。  
1 1 1  江大樹，〈金錢政治的成因與解決之道—行政部門篇〉，《國家政策雙週刊》，第 100
期，民 83 .11，頁 17。  
1 1 2  同上註，頁 18。  
1 1 3  反腐敗主要危險因子 -酬庸、熟識、依賴、不法暴利、辦案獎金及代理等 6 項，係錄自法
務部施部長茂林於政風人員專精業務分區研習會專題演講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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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發生。而該案之所以發生，究其主因，除涉案嫌疑人層級為機

關首長且共犯人數多，不易發掘或宣導不被渠等接受外，或許事

前審核機制尚有加強空間，若能強化與落實內控監辦作為，將能

迫使涉案人知所警惕，使渠等設計利用政府採購法授予主辦工程

機關辦理統包、最有利標等採購之彈性裁量權上下其手，圖謀指

定廠商、圍標以收取工程回扣之得逞機會降低。 

 

??? ? ?─? ? 傲? ? ? ? ? ? ? ? ? ? ┘? ? ?

114 

 

近年來，工商業發達，經濟快速成長，國民生活水準提高，

促使廢棄物不但在「量」的方面有顯著的增加，同時在「質」的

方面，亦因科技與創新的結果而日趨複雜且多樣化；加上民眾環

保意識的抬頭，對環境保護的日漸嚴格，使得廢棄物處理，成了

各級政府積極努力推動的重要政務。 

 

??? ? ? 尐 
 

劉錦宜為南投縣政府環保局廢管課約僱稽查員，係負責承辦

本縣醫療事業廢棄物稽查與鼓勵公民營代清除處理機構管理等業

務人員；1999 年 9 月間因發生 921 大地震之關係，復而孰識從

事廢棄物清理與處理之南投市閣企業有限公司、銘環保技術有限

公司負責人張志隆。期間，劉員明知張民所負責經營之閣、銘公

                                        
1 1 4該弊案事實係摘錄自台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2002 年 1 月 10 日 89 年度偵字第
2766、 2926、 3209、 3211、 3219、 3342 號起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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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並未取得有害事業廢棄物清運、處理之許可證明，依法不得

從事感染性醫療事業廢棄物之清理等相關工作，惟渠竟基於自己

不法之犯意，於 1999 年 12 月間，張民另行成立誼銘公司之

際，以妻子名義及插乾股之方式，按月向張民變相收受賄款 2萬

500 元，藉以行包庇其非法從事感染性醫療廢棄物處理及不為取

締告發、處分等違背職務行使之事實；自 2000 年 5 月起至 7 月

為止，渠由張民處取得之不法所得，共計 6萬 1,500元。該案台

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官於 2002 年 1 月 10 日偵結提起公訴，具

體求刑劉錦宜從重量處有期徒刑 13 年，收受之賄賂 6 萬 1,500

元依法予以追繳；張志隆部分從重具體求處有期徒刑 3年。 

 

??? 叟甲? ? ? ? ? ? 咖? 凹? ? ? ? 

 

端正政風、澄清吏治、建立廉能政府，為目前政府施政重點

之一，該案涉嫌人劉錦宜身為縣府環保局之稽查人員，理應善盡

查核之責，渠竟為謀取不法之賄賂，而對同案被告張志隆等人以

合法掩飾非法之犯行，未予以查核、告發，導致至今仍有為數甚

鉅之感染性醫療廢棄物去向不明，或未依規定熔融處理，更嚴重

影響環保機關對於感染性醫療廢棄物之流向控管，及對醫療院所

關於六聯單是否據實填寫之審核，怠忽職守甚鉅；該案之弊端態

樣顯係典型之收賄貪瀆行為，劉錦宜之所為係觸犯貪瀆治罪條例

第 4條第 1項第 5款對於違背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罪，而同案

被告張志隆等人之所為亦觸犯同法第 11 條第 1 項對於違背職務

上之行為收受賄賂罪。 

 

劉錦宜在縣府環保局負責公民營一般事業廢棄物、醫療廢棄

物及對於清除機構的稽查，另亦須對醫療院所所申報六聯單的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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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等工作，渠對於該縣之醫療廢棄物之收集、清運、處理，及事

後六聯單之書面審核等相關工作，理應依據「廢棄物清理法」、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理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等相關法規，從事

稽察之工作，如有違反相關環保法規時，則應依法予以查核、告

發處分，惟劉錦宜竟於張志隆另行成立誼銘公司時，雙方達成共

識，以妻子、姊姊二人名義使用插乾股之方式投資該公司，藉以

按月以妻子名義，收取變相賄賂之顧問費 2 萬 500 元，進而包

庇張志隆非法營運從事感染性醫療廢棄物且不為告發之默契；殊

知渠等自認為天衣無縫之犯行，竟因環保署人員會同警方共同稽

查嘉德公司所代清理之感染性醫療廢棄物流向時，從中清查後並

進而揭發上情。 

 

??? 叟? ? ? ? 

 

???? ? 槱? 侯 

 

欲從事感染性醫療廢棄物之清除及處理工作，必須取得合法

證明，首先申請本項業務時，除應列明專業技術人員與貯存、處

理之工具、方法、設備及場所，先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核發，經

由地方主管機關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方允許發給許可證，

始可從事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貯存等相關工作；其次，又從事本項

清除工作之車輛，應檢具車籍相關資料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且

車身應標示機構之名稱、電話號碼及區別有害事業廢棄物特性之

標誌外，仍應與「有害事業廢棄物廠外紀錄遞送聯單」內，「清

除機構保證」欄作車號比對相符後，始可從事有害事業廢棄物之

清理工作。儘管法規要求相當明確，但由於申請手續十分繁鉅，

核發審核過程更甚嚴謹，一旦相關規定不明確或未有相關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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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因導致承辦人員裁量權過大，而增加舞弊之機會。 

 

???? ? 槱? 侯 

 

承辦或審核人員於經辦案件過程中，常有機會接觸業者或不

得公開之資料，若內部控管出現疏失，將可能會出現為圖取不法

利益而洩漏或交付他人此等機密資料，而衍生貪瀆不法情事。

又，受制於編制人力或任務分工的不當，可能出現單一或少數承

辦人員總攬業務的狀況，無形中亦增添相關人員介入或圖利等機

會，除了無法落實分層負責的要求外，亦增加貪瀆不法的機會。 

 

???? 嫛槱? 侯 

 

該案涉嫌人劉錦宜於南投縣政府環保局內職司業務中，含括

「有害事業廢棄物廠外紀錄遞送聯單」內有關清運數量、種類、

處理單位簽認章等稽查工作，負有稽查之義務與權責；然 1999

年 11 月間起，張民在未取得有害事業廢棄物清運、處理之許可

下，公然以未經向環保機關申請核准登記之車輛，載運感染性醫

療廢棄物，至 2000 年 8 月 8 日遭警查獲日止，期間長達將近 1

年之時間，劉員均未依法予以查核、告發，行公然包庇之實，渠

之行為足資嚴重影響環保機關對於感染性醫療廢棄物清除車輛之

控管。 

 

??? 叟㎞尚? ? ? ? ? 

 

該貪腐案例發生後，茲鑒於環保業務日趨繁瑣，且對於攸關

民眾權益事項，動輒影響至鉅，乃訂頒「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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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防弊措施」乙種，以確立公務員於執行業務時之各項防弊機

制；該防弊措施內除訂有一般性業務、採購業務等可能發生弊端

之預防措施外，另針對廢管稽查業務研訂有具體之預防措施，以

期有效防杜類似貪腐情事再度發生，其作為計有： 

 

（一）加強充實稽查人員之專業法令知識及品德考核。 

（二）建立事業廢棄物生產機構、清除業總歸戶制度，對生產業

者委外處理廢棄物予以比例限制。 

（三）有效稽查事業單位生產過程之「中間產物」及「最終處

理」之流向，以免任意傾倒。 

（四）廠商申報之廢棄物清運紀錄表，應建立檔案依法查核，並

持續追蹤列管。 

（五）對於有害事業廢棄物，應要求生產業者添加可辨識來源之

無害性物質，以利環保單位追查列管。 

（六）稽查人員實施稽查作業時，應二人同行，以防弊端發生。 

 

??? 十?─? ? 傲? ? ? ? ? ? ? ? ? ? ?115 

 

貪污弊案發生之主因，乃在於公務員有機會藉職權行使之

便，為自己或他人獲取或交換各種不法之利益，其間涉及學校採

購設備事務，若公務人員操守不良，禁不起誘惑亦容易產生上下

其手的空間；此外，由於學校採購事務，基於責任歸屬與監督，

應分別由不同人員承擔承辦、審核、核銷等流程，然而若因人力

編制的侷限，或縱有不同承辦人員但難以拒絕主管之違法要求，

                                        
1 1 5該弊案事實係摘錄自台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2003 年 11 月 26 日 92 年度偵字第
3291 號起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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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能於採購事務上產生貪瀆不法，因而如何貫徹「廉能」的施

政理念，提昇學校採購事務的品質與效率，革除一般人民對公務

員不清廉之刻板印象，有賴相關單位的相互配合，其中包括：如

何建立高標準的自我要求、規劃完善的制度與持續進行執法的決

心等，在在都是避免相關弊案發生的關鍵，像學校機關的採購作

業程序，必須認真深入的檢討，唯有從枝微末節處下手，才有使

貪瀆事件減至最低限度。 

 

有關南投縣魚池鄉德化國民小學前校長王瑞松、前總務主任

袁福山辦理充實邵族文物設備採購貪瀆弊案，二人負責辦理德化

國小購辦公用物品、經費運用之行政事務，理應盡忠職守，核實

辦理，卻反而利用職務上購辦公用物品之機會，浮報價額、數

量，此外其為規避事後稽核採購責任，盜用相關職員之職名章開

立不實支出憑證，並先後誘使不知採購詳情之職員開立公庫支票

支付各該不實請款，藉機詐取財物，嚴重影響民眾對公務員形

象。 

 

由於斟酌學校的「校園自主」，因此各級學校內均係由上級

政風機構兼辦政風業務，然而近年來校園採購弊案時有所聞；

又，現今教育制度改採「多元入學方案」，加計在校成績，學生

家長以各種名目送禮的傳聞不斷，如何透過事前有效的規劃，加

強對學校採購業務的稽核，實有必要。以下先就該案所涉之案情

經過與所涉條文予以說明，藉此分析貪瀆弊端發生之態樣與犯罪

手法，並針對貪瀆弊端之成因分別從法制面、制度面與執行面加

以探究，最後則依序對貪瀆弊端提出防腐意見及策進作為與建議

事項，並藉由此等弊案分析，達其防腐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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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尐 
 

???甲? ? ? 倢? 
 

王瑞松於 1998 年至 2002 年間，任職南投縣魚池鄉德化國

民小學（下稱德化國小）校長，負責綜理該校之行政業務。袁福

山於 1979 年間起至 2000 年 8 月 1 日止，任職該校教師兼代理

總務主任，負責辦理德化國小總務、採購及經費核銷等業務，二

人均係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王瑞松、袁福山 2 人於 1999

年、2000 年間，利用購辦邵族文物或原住民雕刻用文物等公用

物品，及辦理高雄市原住民委員會補助款之機會，竟共同意圖為

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取財物及行使偽造文書、公務員登載不

實文書並浮報、虛報購辦公用物品價額、數量之概括犯意聯絡，

連續為下列行為，玆將所涉案情分述如下： 

 

1.購辦公用物品浮報、虛報不實採購品項、數量及價額之舞

弊部分 

緣德化國小於 1998 年間經前臺灣省政府文化處補助經費

200 萬元， 1 1 6並納入南投縣政府預算處理，以辦理德化國小興建

邵族文物館充實邵族文物設備案。王瑞松、袁福山自 1999 年、

2000 年間起，由袁福山負責獨木舟、原始樹根木臼、杵、陷阱

等文物採購，王瑞松則負責其餘文物等採購，偽造不實請款收

據，再由王瑞松佯稱辦理公務需要，向不知情之該校教師施俊

良、許瓊月、楊居琛等人取得「教師兼教導主任施俊良」、「教

師兼出納許瓊月」、「教師兼主計楊居琛」之職名章並盜用在不

                                        
1 1 6  前台灣省政府文化處業依「台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改制為行政院文
化建設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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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支出憑證上之「審核」、「出納人」、「主計員」等欄位，將

該等請款收據不實內容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支出憑證公文書上，

以規避事後稽核採購責任，並先後誘使不知採購詳情之該校教師

兼出納人員黃雲仙開立南投縣公庫專戶存款支票支付各該不實請

款，再由王瑞松、袁福山共同製作不實之德化國小充實蒐購邵族

文物設備經費結算明細表，於 2000 年 7 月間，由王瑞松委請不

知情之該校教師兼總務主任曾元信繕打後，在其上主計欄位中盜

蓋「教師兼主計楊居琛」之職名章，陳報南投縣政府，持以行

使，以浮報或虛報不實採購品項、數量及價額等方式，向南投縣

政府詐領德化國小邵族文物館充實典藏設備案補助經費。 

 

2.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部分 

王瑞松與袁福山二人，於 1999 年 12 月 14日，因辦理南投

同鄉會捐助德化國小震後修繕案，向國興五金行負責人莊文宗採

購連鋸（金額為 6,500 元）；電刨刀、砂布機（金額為 4,500

元）；刻模機、修邊機、鎢鋼刀、滾刀（金額為 5,560元）等物

品，合計支出金額為 1萬 6,560 元，業於 1999年 12 月 29日，

以南投同鄉會捐助款項付款核銷完畢，其明知不得以同一收據重

複報支，然王瑞松竟於 2000 年 4 月 18 日，指示有共同犯意聯

絡之袁福山，將該三張收據內容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支出憑證公

文書上，再由王瑞松佯稱辦理公務需要，向不知情之德化國小教

師施俊良、許瓊月取得「教師兼教導主任施俊良」、「教師兼出

納許瓊月」之職名章並盜用在不實支出憑證上之「保管人」及

「經辦人」、「出納」等欄位，及誘使不知詳情之楊居琛在該支

出憑證上之「會計」欄位上，蓋用「教師兼主計楊居琛」之職名

章，重複以高雄市原住民委員會補助款項支付，持以行使，使高

雄市原住民委員會陷於錯誤而核銷該筆請款，計共同詐取 1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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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0元，足以生損害於高雄市原住民委員會。 

 

???? ? ? ? 

 

案經台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辦終結予以起訴，涉

案人所觸犯法條分析如下： 

 

1.弊案事實 1部分 

被告王瑞松、袁福山分別係德化國小校長、總務主任，負責

財物採購及經費運用等行政業務均為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

被告以虛報價額、數量方式牟利，在性質上該當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之公務員購辦公用物品，浮報價額、數量

罪，儘管其犯行與上開條文之「浮報」文義不合，但仍應該當於

同法同條之「其他舞弊情事」行為態樣，就該部分應成立公務員

購辦公用物品舞弊罪。 

 

其次，被告 2人偽造內容不實之收據，並將此不實內容登載

於職務上所掌之支出憑證上，向南投縣政府請款，足以生損害於

南投縣政府對該補助款核發之正確性，此部分另犯刑法第 216

條、第 210 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 216 條、第 213 條

之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 

 

此外，被告 2 人共犯前揭偽造署名、盜用前揭職名章及印

章，用以偽造私文書及登載上述各該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之行

為，均係前揭偽造私文書及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之部分行

為。被告 2 人共犯此部分偽造文書及公務員登載不實之低度行

為，均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皆不另論罪。被告 2人多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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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之犯行，均手段相同，

所犯構成要件相同之罪名，顯基於概括之犯意反覆為之，均應依

刑法第 56條連續犯之規定各以一罪論。 

 

2.弊案事實 2部分 

被告 2人利用職務上辦理德化國小購辦公用物品、經費運用

之行政事務機會，涉嫌詐領財物，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

項第 2款之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被告 2人將不

實支出內容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支出憑證上，重複向高雄市原住

民委員會請款，足以生損害於高雄市原住民委員會對該捐助款核

發之正確性；此外，該部分另犯刑法第 216 條、第 213 條之行

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 

 

該案台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於 2003 年 11 月 21 日

偵結提起公訴，各相關涉案嫌疑人具體求刑如下： 

 

1.德化國小前校長王瑞松部分： 

屬依法從事公務之人員，利用購辦公用物品之機會，浮報價

額、數量，斟酌被告身為校長，於採購業務中居於主導地位等一

切犯罪情狀，量處具體處刑有期徒刑 12 年，並依貪污治罪條例

第 17條之規定，褫奪公權 7年。 

2.德化國小前總務主任袁福山部分： 

同屬依法從事公務之人員，利用購辦公用物品之機會，浮報

價額、數量，具體處刑有期徒刑 11 年，並依貪污治罪條例第 17

條之規定，褫奪公權 6年。 

 

另外，被告 2人負責辦理德化國小購辦公用物品、經費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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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政事務，卻利用職務上之機會為貪瀆行為，其所得財物合計

為 52萬 2,560元，其中 50萬 6,000元部分應予追繳發還被害人

南投縣政府；另所得 1萬 6,560元部分應予追繳發還高雄市原住

民委員會，若財物全部或一部無法追繳時，應以其財產抵償之。 

 

??? 叟甲? ? ? ? ? ? 咖? 凹? ? ? ? 

 

??? ?律? ? ? ? ? ? ??? ? ? ? ? 律? 檔?? 摞? ? 櫜?
咭甲?捷? 

 

學校在辦理採購時，常受制於人員編制、技術、專業知識

等，在業務執行上可能會有所欠缺，若其中某些環節有所疏忽，

就會使整個採購事務發生品質低劣及圖利或官商勾結之貪瀆情事

發生。 

 

該案之犯罪手法，可說一開始犯罪嫌疑人 2人多次假藉購辦

公用物品之機會，涉嫌於購辦公用物品上浮報價額、數量，企圖

透過虛報價額、數量的方式牟利，為實現其不法意圖，嫌疑人 2

人偽造內容不實之私文書，企圖蒙騙學校內承辦各該業務之職

員；其次，嫌疑人二人將此不實內容文書登載於相關承辦人員職

務上所掌之支出憑證上，向南投縣政府請款，凡此種均是嫌疑人

所採行為達目的之手段。 

 

由於犯罪嫌疑人身為學校校長與總務主任，囿於稽核人力的

不足，因此對採購人員操守、工作執行等難以有效查核，例如：

承辦人員面對上級主管可能不知情，或縱使知情但為求自保，可

能亦難期待其對外舉發，因此如何慎選採購人員並加強教育，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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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完善之採購稽核制度，係當前首要之課題。 

 

???? 桫?? ? 匆╨? ? ? 峟? 弰??捷? 

 

由於學校採購事務在無法有效的監督下，可能造成承辦人員

為求便利而未依程序辦理，例如：指定廠商先行交貨，事後再行

補辦採購手續；或辦理採購時虛偽造假，以掩護相關財物的真實

價格，連帶地會造成貪瀆不法的空間。該案中犯罪嫌疑人 2人將

不實支出內容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支出憑證上，重複向高雄市原

住民委員會請款，足以生損害於高雄市原住民委員會對該捐助款

核發之正確性，此部分構成犯刑法第 216 條、第 213 條之行使

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其目的在於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

物。如何對學校採購事務之程序建立起標準作業流程，再輔以監

督機制，使相關採購流程得以標準化，甚至透明化，均能有效防

杜弊端之發生。 

 

??? ? ? 叟甲? ? ? 侯? ? 

 

???? ? 槱? 侯 

 

建立公平、公開、透明化的採購招標作業，事關整個採購案

成敗，相關法令的規範是否清楚，亦會對採購業務造成重大影

響。若相關規定不明確或與其他法令相互衝突矛盾，將可能致生

法律漏洞或執行困難。一旦未有相關配套，可能因承辦人員裁量

權過大，影響，亦增加從中舞弊之機會。 

 

其次，承辦人員的操守與穩定與否亦會影響採購業務的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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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儘管承辦人員未涉操守問題，然而若承辦人員流動率過高或

更動頻繁，亦可能在審核上出現不一致的處理，連帶地亦會影響

行政流程的穩定與採購業務的品質。 

 

???? ? 槱? 侯 
 

1.? 捷丰? ? ? ? 
 

承辦或審核人員於經辦案件過程中，常有機會接觸應予保密

之資料，若因程序不夠透明、公開，若內部控管出現疏失，將可

能會出現為圖取不法利益而洩漏或交付他人此等應予保密之機密

文件或資料，不僅會衍生貪瀆不法情事，亦嚴重損及採購業務的

品質；甚至承辦人員於處理業務過程中遇到與本身有利害關係之

申請案件，若管理上出現疏失，將衍生牴觸利益衝突迴避之要

求，以致產生圖利不法弊端。 

 

2.? ? ? ? ? 囌? 
 
就採購業務之審核，或許受制於編制人力或任務分工的不

當，可能出現單一或少數承辦人員總攬業務的狀況，若承辦人員

與審核人員未有區分，除了無法落實分層負責的要求外，亦可能

增加貪瀆不法的機會。其次，由於採購項目之金額高低有別，因

而僅由單一或少數人員承辦，無形中亦增添相關人員介入或圖利

等機會。 

 

???? 嫛槱? 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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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採購業務之進行，在執行面尚包括業者與承辦人員的不

當互動。由於市場供需的競爭，因此各業者間為求爭取業績，可

能透過回扣、餽贈等方式，而與承辦人員出現不當互動，此等亦

會影響採購事務的進行，除了可能影響正常採購物品的需要外，

亦可能出現不法貪瀆之情事。 

 

其次，機關首長或相關人員為從中牟取不法利益，儘管相關

承辦人員或已知情或已有懷疑長官之違法指示業已觸法，但為保

住工作或因未有其他相關制衡或配套措施，亦可能造成不法弊

端，因此如何透過其他措施或單位的相互監督、防弊，對採購業

務的順遂，實屬關鍵。 

 

??? 叟㎞尚? ? ? ? ? 

 

???? ? ? ? 

 

1.為防範風紀事件發生，業務單位內部與主管權責機關應研

擬考核制度或要點，各該管業務主管平日應落實考核員工

之工作、風紀等狀況，確實督導所屬人員，以減少貪瀆不

法情事發生。 

2.主辦單位針對辦理採購人員除應加強宣導其等瞭解法律智

能外，並應激發其能發揮專業及道德勇氣，藉此發掘可能

不法情事，俾使業務執行依法行政。 

3.針對風評不佳或業務執行違常人員，更須加強注意，除必

要時協調調整職務外，若發現違法情事亦應給予嚴懲偵

辦，以收嚇阻功效。 

4.主管權責機關亦應針對相關業務建立績效評估機制進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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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外，同時建立完整資料庫以供查驗。為此，有必要建請

主辦單位加強審查並促其自律管理，未來亦有必要配合網

際網路，建立電腦控管與稽核之資訊防弊系統。 

 

???? 欷? ? 
 

政風單位須持續進行法令宣導，藉以培養知法、守法、崇法

觀念，以免誤蹈法網。其次，對於可能涉案人員之間與外界的互

動，應針對相關人員曉以「同流而不合污」之立場瞭解其狀況，

適時提醒潔身自愛，本做善事的態度能引導其能脫離誘惑，戮力

從公。  

 

1.針對政風法令之宣導主要可分為兩方面： 

（1）對於相關人員可利用相關座談會或活動時機，對相關

人員講解「貪污治罪條例」、「刑法圖利罪」等法律

案例與常識；或辦理相關政風座談會，獲致具體建設

性意見函請各單位參考。 

（2）對於一般民眾可藉由學校活動、民俗節慶，或縣府各

局室暨所屬機關辦理大型活動等時機為之外，亦可透

過製作宣導文宣、刊物等方式擴大成效，亦可縮小民

眾與政風單位的距離，除了讓民眾了解、參與政風

外，亦鼓勵其踴躍檢舉不法，以共同發揮防弊、監督

之功能。 

2.政風單位亦須配合相關權責單位對採購案辦理經查性、定

期性抽查驗，藉此遏制不法。 

 

???? 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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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計單位應加強採購案件監辦工作，扮演嚴謹內控單位角

色，以樹立良好廉政形象，除應注意採購過程是否透明、

合法外，並隨時檢視管理、估驗計價等相關資料。主計單

位應依據「機關主（會）計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加強

派人實地監辦各項採購案件，以落實事前查核功能。 

2.為促進程序的透明與公開，同時與政府資訊公開法制相互

配合，有關採購業務程序應更為明確、合理及公開，並於

網際網路公佈，其中應予規範者，包括：採購項目及數

量、採購應備文件、審查作業程序等項目。此外，為避免

相關資料外洩，涉及機密或個人隱私的資料僅供當事人查

詢，至於非屬受到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者，應於網際網路

公開業務進行與決策等資訊。 

 

??? 巿? 檔 

 

（一）為避免類似該案之弊端情節再次發生，建議主管機關將採

購案之公文、憑證等相關文件予以整理歸檔，並製作成參

考範本，以供各所屬學校參考應用，包括憑證應送上級核

銷外，辦理採購的學校亦須留下完整影本資料，以供日後

依憑證抽驗購買狀況；此外，為符合財產管理自治條例之

規定，亦須要求製作確實財產或設備清冊，如：財產購買

日期、財產數量與價值等，始符相關法令之要求。 

（二）建請主辦單位於辦理採購事務，亦應成立採購小組的方式

決議購買種類後，再經訪價及專家鑑定等程序辦理，嗣後

亦應將經辦、驗收與核銷業務由品德操守良好同仁分別擔

任採購主管及承辦人，建立起承辦、審核二層機制；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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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請主管建立職務輪調制度，藉此除有助於增進員工工作

歷練，嫻熟各項工作技巧外，更可預防人員久任一職所衍

生之可能弊端。相對地，為提升承辦人員之清廉度，主管

機關亦應儘速建立激勵制度，俾能促進公正的業務執行。 

（三）為及早發現弊端所在，建議採購主辦單位協同相關單位妥

為防制。主管機關亦須研擬相關防弊措施，以供爾後落實

財產管理之參考。為有效預防貪瀆案件發生，政風單位應

協調各單位隨時主動檢討各種不合時宜的法令規章或作業

制度，訂定週延的防弊措施及具體改進方案，並透過政風

督導小組會議之召開實施追蹤考核，以防止弊端發生。 

（四）政風單位應依據相關規定加強工程或採購案件抽查驗，俾

發現缺失建議改善，或分析弊端原因，採取查處作為，以

嚇阻貪瀆案件發生。 

（五）加強宣導同仁平常生活宜單純化，注意交往對象之品德操

守，避免不當飲宴應酬，以免受外界引誘而涉貪瀆弊案。 

 

反腐工作若能在徵兆已萌前，即予有效防制，則使力最小，

而收效最大，而要防微杜漸，則必須針對業務特性與機關文化深

入瞭解可能發生弊案關鍵所在，採取有效之預防措施，才能避免

貪瀆不法情事發生。 

 

該案之所以發生，究其主因，除涉案嫌疑人層級高導致下屬

為求自保而不易發掘，此外相關事前防弊或事後審核機制有待加

強，因此日後應考量：如何強化並落實內控監辦作為？如何提昇

採購業務的透明度？甚至是如何給予積極任事之公務員周全保

障？等明確的規範與獎懲，將有助於減少不法貪瀆發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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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新世紀的優質治理，需要廉能的政府帶領與公民參與，

而貪瀆不法無疑是邁向優質治理最大的障礙，其不僅腐蝕民眾對

政府施政的信心，更會對國家競爭力之提昇造成衝擊，因此檢肅

貪瀆、澄清吏治，建立「廉潔」、「效能」、「便民」的政府是

全國民眾共同的期昐，近年在政風工作上的努力，確已收預防貪

瀆與查處不法之成效，並對意圖違法之員工產生莫大警愓作用。

當然，防貪與肅貪業務的推動，尚須仰賴相關單位與社會大眾的

支持配合；如何促進政府與民眾的溝通並與其攜手合作，建立防

貪機制以共同打擊貪瀆不法，進而建立一個廉潔有效率的政府。 

 

? ? 乏  ? ? 傲? ? ? 叟? ? ? ? 巿 
 

  行政管理的基本目標在追求機關組織的全面績效表現。所以

在衡量績效時，應同時考量正否以適當的「量」服務民眾的需求

和注意服務的「質」，以及是否真能解決問題，為人民謀幸福。

因此，績效管理就是政府機關有效的服務態度的全盤績效表現，
1 1 7亦即績效管理評估應同時涵蓋「效率」（量）及「效能」

（質）兩種基本變項。依此，績效管理係對公共服務或計劃目標

進行設定與實現，並對實現結果進行系統性評鑑的整體活動過

程，基過程中具有績效評估(performance evaluation)、績效衡

量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及 績 效 追 蹤 (performance 

monitoring)等功能性活動。 1 1 8 

 

  南投縣政府的防腐單位－政風機構自 1992 年改制迄今 14
                                        

1 1 7依據美國國家績效評鑑中的績效衡量研究小組（ p e r f o r m a n c e  m e a s u r e m e n t  t e a m , 1 9 9 7）
的定義是指，利用績效資訊協助設定同意的績效目標、進行資源配置與優先順序的排列，以
告知管理者維持或改變暨定目標，並且報告成功符合目標的管理過程。  
1 1 8丘昌泰，《公共管理：理論與實務手冊》。台北：元照，民 89，頁 317-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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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餘，於 1999 年起法務部政風司逐步規劃推動各項計畫目標的

設定與提升強化業務措施作為，2000年及 2004年分別針對機關

性質制定績效管考制度，設計一套足以衡量組織目標實現程度之

指標系統，具體提列政風業務的執行項目，以作為質化與量化績

效衡量評鑑之指標，期能對政風體制的「質」與「量」做功能性

轉換與改變，發揮具體廉政成效與提升政風形象。故而，法務部

訂頒「政風機構績效評比要點」， 1 1 9藉以落實政風人員責任制

度，發揮政風機構之功能，提昇整體政風工作績效。 

 

  依據「政風機構績效評比要點」規定，各政風機構績效分為

「預防」、「查處」兩大工作項目，預防工作主要區分為一般及

重大兩類，查處工作係指政風機構發掘或查處員工貪瀆不法之績

效；其政風機構評比之分數每半年定期公布績效，並依「賞罰分

別」之原則，獎優責劣，以達惕勵效果。 1 2 0政風機構「預防」、

「查處」的防腐工作，即要達到「端正政風」、「促進廉能政

治」及「維護機關安全」之工作目標。其主要工作項目如圖 4-4

所示： 

                                        
1 1 9  「政風機構績效評比要點」係由法務部於 2000年 1 月 12 日法 89 政字第 000843 號函訂
頒， 2000 年 9月 7 日（ 89）政二字第 22699 號函修正發布全文 5點。又於 2004 年 7 月 6日
法政字第 0 9 3 1 1 1 0 5 9 8號函修正發布全文 5點，為第二次績效核算新制，並於 2004 年 7 月 1
日開始施行。  
1 2 0  同註 22，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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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政風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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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機關政風狀況整體分析評估  
2.研編預防貪瀆調查（研析）
專報 

3.訂定、修正具體防弊措施 
4.業務興革建議 
5.業務稽核 
6.廉政民意調查 
7.召開政風座談會  
8.採購案件綜合分析 
9.機關政風狀況反映 
10 .辦理反貪作為  
11 .利益衝突案件  
12 .重大其他  
13 .政風訪查  
14 .監辦採購  
15 .改進或導正缺失 
16 .受理請託關說事件 
17 .受理贈受財物事件 
18 .受理飲宴應酬事件 
19 .表揚獎勵廉能  
20 .政風法令宣導  
21 .財產申報實質審核 
22 .一般其他  

1.  函送重大貪瀆案件 
2.  函送一般貪瀆案件 
3.  提起公訴  
4.  貪瀆不法資料  
5.  函送一般非法案件 
6.行政責任案件 
7.  查處檢舉貪瀆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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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南投縣政府政風室的政風工作執行績效，茲就預防業務

－防貪工作及查處業務－肅貪工作等方面，分別予以說明如下： 

 

??檟? ? ╨?? ? ?? ? 槱 
 

  依據「政風機構績效評比要點」規定，預防業務防貪工作有

重大業務績效：編撰專報、訂（修）定防弊措施、業務興革建

議、業務稽核、廉政民意調查、政風座談會、採購案件綜合分

析、機關政風狀況反映、辦理反貪作為、利益衝突案件、重大其

他，及一般業務績效：政風訪查、監辦採購、改進或導正缺失、

受理請託關說事件、受理贈受財物事件、受理飲宴應酬事件、表

揚獎勵廉能、政風法令宣導、財產申報實質審核、一般其他等計

21項工作。 

 

就南投縣政府政風室 2005 年與 2006 年之績效比較而言，

有關預防業務防貪工作執行之項目如：業務稽核、採購案件綜合

分析、機關政風狀況反映、辦理反貪作為、重大其他、改進或導

正缺失、受理贈受財物事件、表揚獎勵廉能、一般其他等 9項，

較 2005 年進步，其中尤以業務稽核、採購案件綜合分析、辦理

反貪作為及重大其他等 4項目工作績效進步顯著；其餘如編撰專

報、訂（修）定防弊措施、政風座談會、政風訪查、監辦採購、

政風法令宣導、財產申報實質審核等 7 項，較 2005 年退步，其

中退步幅度最大者為監辦採購，其次為政風訪查。而在 2005 年

與 2006 年中防貪工作項目持平者，則為業務興革建議、廉政民

意調查、利益衝突案件、受理請託關說事件、受理飲宴應酬事件

等 5 項，其中業務興革建議、利益衝突案件及受理飲宴應酬事

件，2 年均無績效，實有檢討之必要，進而提出具體改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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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彰顯工作績效及有效提昇行政效率。有關南投縣政府政風室

2002 年至 2006 年政風預防業務防貪工作之成果比較，如表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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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2002年至 2006年政風預防防貪工作成果比較表 

年度                

項目                   件數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編撰專報 1 2 4 7 4 

訂（修）定防弊措施 4 18 18 18 2 

業務興革建議 0 0 0 0 0 

業務稽核 3 105 73 594 758 

廉政民意調查 10 9 12 16 16 

政風座談會 1 0 4 6 4 

採購案件綜合分析 99 176 17 4 51 

機關政風狀況反映 15 21 61 65 71 

辦理反貪作為 0 0 0 79 171 

利益衝突案件 0 1 0 0 0 

重大其他 1 2 1 9 279 

政風訪查 755 868 1,473 1,117 1,080 

監辦採購 0 1,298 2,538 2,533 2,220 

改進或導正缺失 387 74 124 142 166 

受理請託關說事件 3 0 0 1 1 

受理贈受財物事件 1 0 5 2 6 

受理飲宴應酬事件 0 0 0 0 0 

表揚獎勵廉能 8 19 21 5 9 

政風法令宣導 638 839 793 352 350 

財產申報實質審核 70 73 143 169 160 

一般其他 10 14 24 27 99 

合計 2,006 3,519 5,311 5,146 5,613 

資料來源：法務部中部辦公室，2002~2006年各縣市政府政風室預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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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評分一覽表 

 

  依據「政風機構績效評比要點－政風機構（關）預防工作核

分標準表」規定，比較南投縣政府政風室 2003 至 2006 年預防

業務中，公務機密維護與機關安全防護工作績效，均呈正成長，

如公務機密維護工作績效，自 2003 年 944 分逐步成長至 2006

年 2,211 分；而機關安全防護工作績效，亦由 2003 年 857分增

進至 2006 年 3,743 分，是以，有關公務機密維護與機關安全防

護，隨著機關特性及環境需要與變遷，其所處理的案件工作績

效，每年均有逐步成長的跡象。該 2003 年至 2006 年政風預防

維護工作績效比較，如表 4-2所示： 

 

表 4-2 2003年至 2006年政風預防維護工作績效比較表 

 

年度                
項目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公務機密維護  944 1,533 2,175 2,211 
機關安全防護  857 1,909 3,091 3,743 
協辦機密保防  0 0 6 9 

合計  1,801 3,442 5,272 5,963 

資料來源：法務部中部辦公室，2002~2006 年各縣市政府政風室預防工作

（二）績效評分表。 

 

??? 壤? ╨?? ? ?? ? 槱 
 

  據法務部調查局 2001 年至 2005 年廉政類案件（貪瀆案

件）移送檢察機關案統計 ，其中南投縣部分共計 67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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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1 2 1又據法務部中部辦公室統計，2001 年至 2006 年

各縣市政府政風機構辦理貪瀆案件，移送檢調機關件數，涉及南

投縣部分共計 60 件（3.9%）； 1 2 2若再加上統計服務機關之南投

縣地方政府民選機關首長－含南投縣長及南投市、草屯鎮、埔里

鎮、竹山鎮、集集鎮、名間鄉、中寮鄉、鹿谷鄉、水里鄉、魚池

鄉、國姓鄉、信義鄉、仁愛鄉等 13 鄉鎮市長，自 1999 年 921

大地震發生迄今，其地方政府民選機關首長曾遭司法機關搜索、

約談傳喚、羈押、起訴或判刑者計有：南投縣前後二任縣長（搜

索約談傳喚羈押起訴判刑及搜索約談傳喚）、草屯鎮前鎮長（搜

索約談傳喚起訴）、埔里鎮前後二任鎮長（約談傳喚起訴判刑及

搜索）、竹山鎮前後二任鎮長（約談傳喚起訴及約談傳喚起

訴）、集集鎮前鎮長（搜索約談傳喚起訴判刑）、名間鄉前後二

任鄉長（搜索約談傳喚羈押起訴判刑及搜索約談傳喚羈押起

訴）、中寮鄉前後二任鄉長（搜索約談傳喚羈押起訴及搜索約談

傳喚羈押起訴判刑）、魚池鄉前鄉長（約談傳喚起訴）、國姓鄉

前鄉長（約談傳喚起訴判刑）及仁愛鄉前後二任鄉長（約談傳喚

起訴及搜索約談傳喚羈押起訴判刑）等等，若就南投縣地方政府

民選機關首長涉嫌弊案遭司法機關偵辦比例合併觀察，則貪瀆比

例會高達 60.7%，因此，從上述各項資料數據比例顯示出，地

方政府機關貪腐積弊的嚴重性。 

 

  就南投縣政府政風室查處業務肅貪工作，計有函送重大貪瀆

                                        
1 2 1  案件總數於 2001 年 315 件、 2002 年 264 件、 2003 年 3 3 4 件、 2004 年 309 件、 2005 年
273 件。其中南投縣部份共計別各為 17 件（ 5 .4%）、 17 件（ 6 .4%）、 14 件（ 4 .2%）、 12
件（ 3 .9%）、 7 件（ 2 .6%）。參見法務部調查局編印，中華民國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
九十四年廉政工作年報。  
1 2 2  案件總數分別為： 2001 年 328 件、 2002 年 217 件、 2003 年 304 件、 2004 年 301 件、
2005 年 213 件 ， 2006 年 210 件，其中南投縣部份分別各為 14 件（ 4 .3%）、 10 件
（ 5 .1%）、 12 件（ 4 .3%）、 8 件（ 2 .7%）、 8 件（ 3 .8%）、 7 件（ 3 .3%）。參見法務部中
部辦公室印製， 90- 95 年各縣市政府政風室查處工作績效考核計分表。  



 

 155 

案件、函送一般貪瀆案件、提起公訴、貪瀆不法資料、函送一般

非法案件、行政責任案件及查處檢舉貪瀆不法（含行政處理與澄

清結案）等 7大項目，該項目之概念型定義及操作型定義，如附

錄四；另比較 2005 年與 2006 年肅貪工作，其項目件數績效增

加者計有：函送重大貪瀆案件、提起公訴、貪瀆不法資料、行政

責任案件、查處檢舉貪瀆不法等 5項，退步較多則為函送一般非

法案件。有關南投縣政府政風室 2002 年至 2006 年查處業務－

肅貪工作成果比較，如表 4-3所示： 

 
表 4-3 2002年至 2006年政風查處肅貪工作成果比較表 

 

年度                

項目      件數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函送重大貪瀆案件  1 1 0 0 1 

函送一般貪瀆案件  9 11 8 8 6 

提起公訴  5 5 6 4 5 

貪瀆不法資料  18 10 16 47 62 

函送一般非法案件  10 7 3 21 9 

行政責任案件  11 13 27 12 18 

查處檢舉貪瀆不法  81 81 115 177 212 

合計  135 128 175 267 313 

資料來源：法務部中部辦公室，2002~2006 年各縣市政府政風室查處工作績效

考核計分表。 

 

  南投縣政府政風室查處業務肅貪工作，該肅貪總件數，自

2002年 135 件、2003 年 128 件、2004 年 175件、2005年 267

件，至 2006 年 313 件，除 2003 年件數稍減外，其餘年度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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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呈正成長；另自法務部調查局 1992 年至 2005 年偵辦各類貪

瀆案件來源統計，檢察機關、調查機關、政風機構及民眾檢舉四

者的比例均約佔九成左右，其中統計近 14 年該四者平均數分別

為 50 件、152 件、94年、76 件，其間政風機構所提供貪瀆案件

來源歷年來均位居第二位，突顯出政風機構在肅貪角色上的重

要。該法務部調查局 1992 年至 2005 年偵辦各類貪瀆案件來源

統計，如表 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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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法務部調查局 1992-2005年偵辦各類貪瀆案件來源統計表  

 

檢察機關 調查機關 政風機構 民眾檢舉 監察單位 自首 其他 合計  來源 
 
年別 

案數 案數 案數 案數 案數 案數 案數 案數 

1992年 0 115 122 100 19 11 34 401 

1993年 0 106 113 96 26 9 37 387 

1994年 0 143 100 124 20 0 125 512 

1995年 0 139 95 76 9 12 76 407 

1996年 0 146 74 89 18 11 88 426 

1997年 0 202 88 79 18 9 61 457 

1998年 37 170 132 64 7 6 25 404 

1999年 74 108 105 59 12 12 5 301 

2000年 93 93 94 61 9 8 8 273 

2001年 100 259 105 85 11 10 10 480 

2002年 250 330 85 85 9 13 14 536 

2003年 65 99 75 56 8 19 12 269 

2004年 40 125 70 41 5 21 7 269 

2005年 39 94 62 43 10 22 3 234 

合計 698 2129 1320 1058 181 163 505 6054 

資料來源：法務部調查局，中華民國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年廉政

工作年報。 

 

惟自 2001 年至 2005 年南投縣調查機關與政風機構函送貪

瀆案件作一比較，如表 4-5 所列數據，調查機關函送平均比例為

4.5%，政風機構函送平均比例則為 4.2%，顯示政風機構在肅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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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上仍有成長空間。 

 

表 4-5 南投縣調查機關與政風機構函送貪瀆案件比較表 

 

年度  

件數（比例）  

機關構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總件數

（比例） 

調查機關  17(5.4%) 17(6.4%) 14(4.2%) 12(3.9%) 7(2.6%) 67(4.5%) 

政風機構  14(4.3%) 10(5.1%) 12(4.3%) 8(2.7%) 8(3.8%) 5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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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叟? ? ? ? ? 咖? ? 

 

本章節延續前面章節所述地方政腐的政治腐化現象及防腐經

驗分析，提出當前地方政府防腐作為的各項成效檢視，並且，面

對未來，地方政府防腐工作應有所作為，針對防腐組織結構功能

及發展，透過深度訪談方式加以分析、探討，進而強化地方政府

防腐作為的各項管理策略，以達到提昇行政效率及弊絕風清的目

標。 

 

? ? 乏  ? ? ? ? ? ? ? 叟? ? ? ? ? ? 尥 

 

當前地方政府防腐作為，在政風機構中，面對防腐所設計之

核心工作，大致可分為兩方面：其一為預防性政風工作，其二為

調查性政風事務。在預防性政風方面，重點工作，包括：反浪

費、反腐敗及反貪污。若能於發生貪瀆腐化案件前即加以預防並

妥善處理各種狀況，後端之政風查處工作即可較為輕省。因此，

近年來都著眼於預防工作的比重；至於調查性政風工作方面，則

強化與前端預防性政風措施之銜接，針對問題深入調查究責，並

配合司法與行政肅貪，同時藉由與民間力量之結合、運用機關內

部及外部資源、加強與業務單位之橫向連繫，以落實政風查處核

心工作。是故，當前政風核心工作如圖 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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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當前政風核心工作圖 

 

資料來源：法務部，《中華民國法務部 94 年政風工作年報》，民 95，頁

204。 

 

      面對當前政風核心工作，地方政府政風機構在防腐作為上的

成效，茲分就預防性政風工作與調查性政風事務成效論述之。 

 

??檟? ? ? 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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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彊?  

 

（一）閒置或停擺公共工程浪費公帑弊端：法務部政風司規劃 

清查項目，其中包括停車場、道路或橋樑工程、原民館及

相關設施、展覽館或服務中心或活動中心及其他公共設

施，重點內容在於瞭解原規劃設置理由、閒置或停擺原因

及狀況、有無涉及貪瀆或圍標等不法情事、有無改善計劃

等，並指示各縣市政府政風機構針對轄區內閒置或停擺公

共工程進行清查。經各縣市政風機構清查結果，全台各地

為閒置或停擺之公共工程共計 165 件，合計金額約 411

億 1,036 萬 7,775 元。其中停車場類 40 件、道路橋樑類

4 件、原住民館設施類 9 件、展覽館、活動中心、服務中

心類 34 件、其他類（如市場、體育館等）78 件。該清查

結果統計如表 5-1所列： 

 

表 5-1 反浪費清查結果統計表 

 

項目 停車場 道路橋樑 原住民館 展覽館等 其他 合計 

件數 40 4 9 34 78 165 

 

上開閒置工程，經查涉有刑事責任者計 30 案，其中函送檢

調機關偵辦者 25 案，審查中者 5 案；涉有行政違失，追究其行

政責任者計 13 案 30 人；另經監察院或審計單位提出糾正案者

亦有 13 案。目前已擬定後續改善計畫或措施者計有 75 案，並



 

 162 

經清查可協調權責機關出借或變更設計後出借者計 34案。 1 2 3 

 

（二）造林或禁伐獎勵金發放業務弊端：法務部 2005 年針對中

央補助地方政府造林或禁伐獎勵金發放業務執行清查，發

現申請補助單位以「砍老樹、種小樹」的本末倒置作法爭

取補助，計有 14 個縣市的 23 鄉鎮市公所公務人員涉嫌

貪腐不法，移請偵辦者者 20 案，涉案金額約 3 億 2000

萬元，績效獲得各界肯定引起諸多迴響。 

 

??? 叟? 
 

（一）執行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促使財產透明：自 1993 年公

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施行至今，法務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審

議委員會計受理審議違反該法案件 887 件，審議結果因

故意申報不實及逾期申報受裁罰者計 656 件，總計裁處

罰鍰 4,787 萬元；不罰者 150 件、撤銷裁罰者 21 件、須

再審議者 55件。 1 2 4各縣市政府政風機構 2005年辦理財產

申報實質審核 2,651 件，因故意申報不實及逾期申報受裁

罰者計 27件。 

（二）落實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禁止不當行為：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迴避法明定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者，應即自行

迴避；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其本人或

關係人之利益；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不得向機關有關人員關

說、請託或以其他不當方法，圖其本人或公職人員之利

益；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

                                        
1 2 3  同註 59，頁 147。  
1 2 4  同註 59，頁 186-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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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均係為

禁止公職人員的不當作為，事先預防貪腐行為的發生。各

縣市政府政風機構 2005 年辦理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案件計 14件。 

（三）辦理反貪宣導工作，推動全民反貪：推動全民反貪宣導，

落實健康台灣政策，研擬各項反貪政策宣導說帖，積極規

劃辦理反貪宣導工作，深入社區及校園實施反貪宣導。各

縣市政府政風機構 2005年辦理反貪作為計 1,880件。 

 

??? ? ? 

 

（一）研編易滋弊端業務專報，協助興利：政風機構研編「如何

加強稽核及減少公務人員受賄的可能專案研究報告」，針

對與民眾接觸頻繁易滋弊端業務，屢遭民眾詬病之「巨額

採購」、「重大工程」、「建管」、「河川砂石管理」、

「殯葬」、「監理」、「地政」、「都市計畫」及「工商

登記」等業務項目編撰專案調查研析與防制對策專報，分

析犯罪手法及行政作業與制度缺失，提具興革意見，諸如

首長未依規定迴避、民意代表介入、洩漏業務機密、勾結

承辦人員或仲介業者圖利等，建議研採網路公開法令規章

及查詢制度、建立標準化行政程序、設立單一窗口、落實

執行業務稽核控管功能、實施職期輪調與迴避制度及加強

民眾教育宣導等措施，並函發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縣市

政府參考，藉以除弊革新，提升行政效能。各縣市政府政

風機構 2005 年編撰防貪興利調查專報及貪瀆弊案檢討專

報計 110件。 

（二）執行執行異常採購案件分析，防杜弊端：政風機構為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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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採購缺失，按季登錄機關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採購

案件，並藉助資訊系統主動清查過濾與交叉比對，從中勾

稽篩選重大採購異常案件，採取跨機關比對及長期的追蹤

分析，以期發掘異常採購案件。2005 年各級政風機構累

計提報異常採購 1,122 案，其中移送檢調機關依法偵辦

143 案、查處中 399 案、行政處理 133 案、存查 447

案。 

（三）研訂業務防弊措施，導正行政缺失：政風機構應藉由業務

稽核、政風訪查、廉政調查、政風座談等各項政風作為，

瞭解機關與民眾權益有關之業務，有無為人詬病或易滋弊

端事項，並從法律面、制度面、執行面、監督面等面向，

廣泛蒐集資料研究分析，評估潛在貪瀆不法因素，協調業

務相關單位研議具體改進措施或建議事項，經簽報機關首

長核定移業務單位執行，以協助機關施政。各縣市政府政

風機構 2005年訂定及修正各項防弊措施計 348件。 

 

??嵎? ? ? 欷? ╨ 
 

有關政府行政部門防腐的組織建制，主要隸屬於法務部掌

管，其中涉及防腐所成立之機關主要分為檢察、調查機關與政風

機構三者。於組織上，強調檢察、調查、政風構築鐵三角之密切

連繫，於執行上，形成預防à偵辦à起訴à預防之防腐行政鏈，

落實執行司法與行政肅貪工作，以打擊不法犯罪及提昇行政效

能。 

 

一、為發揮整體肅貪功能，結合機關政風狀況整體分析評估報

告，提列妨礙興利之業務及社會關注影響國計民生的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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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以計畫作為，統合各級政風機構執行全面性的專案清

查作為，展現政府反貪的決心。2005 年政風機構發掘並

函送檢、調機關偵辦涉嫌官商勾結等貪瀆案件線索共 414

案，其中 74 案屬於重大案件，340 案屬於一般案件，業

函送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查緝黑金行動中心」或各地區

檢、調機關偵辦。又從函送線索之案件來源分析，其中政

風機構主動發掘者 246 件佔 60%，被動發掘者 159 件，

佔 38%，配合檢調機關調查者 9 件佔 2%。 1 2 5該 2005 年

政風機構函送貪瀆線索來源統計，如表 5-2所示： 

 

 
表 5-2 2005年政風機構函送貪瀆線索案件來源統計  

 

來源 主動發掘 被動發掘 配合偵辦 

案數 246 159 9 

比例 60% 38% 2% 

 

二、 政風機構函送重大貪瀆線索逐年有增加趨勢，例如 2005 年

59件、2003 年 65 件，2004 年 63 件，2005年 74件，尤其

法務部政風司自 2005 年度起推動專案清查及遴訂季重點工

作，引導政風機構查處方向，對於查處業務品質及績效之提

昇，均有顯著效益。惟依據法務部調查局提供資料，2005

年度政風機構函送調查機關偵辦之廉政案件計 613件，其中

認列併案 104件，立案 509件；立案處理情形；函送檢方偵

辦 52 件，列參 59 件，其他 10件，查證中 388 件。因此，

                                        
1 2 5  同註 59，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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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調查局對於政風機構函送偵辦之立案廉政案件，約有

76%案件未於當年結案。另統計政風機構 2002年至 2005年

函送重大貪瀆線索之偵審情形，在 261件重大貪瀆線索中，

有 52 件無偵辦動作，66 件逾 6 個月無後續調查動作。同時

統計政風機構 2002 年至 2005 年函送重大貪瀆線索之結案

情形，在結案 98件中，起訴 52件，佔 53%；不起訴處分 9

件，佔 9%；列參 37 件，佔 38%。該政風機構函送重大貪

瀆線索偵審情形，如下頁表 5-3、5-4 所示，對於政風機構

發掘重大貪瀆線索，均經法務部政風司審核後函送檢調機關

偵辦，但有 47%案件經調查機關列參或檢察官不起訴處

分，政風機構應檢討其原因，並持續落實強化相關蒐證作

為，以嚴懲貪腐不法。 1 2 6 

 

                                        
1 2 6  同註 59，頁 15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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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政風機構函送重大貪瀆線索偵審情形 

 
調查
機關
逾 6
個月
無後
續調
查動
作 

偵審情形 
函送
年度 

函送
件數 

沒有
偵辦
動作 

 調卷  
約

（訪）
談  

搜索
扣押  

列參  
、 不
起訴  

地檢
署偵
查中  

起訴  判決  

2002 59 3 16 29 16 5 17 4 19 6 

2003 65 8 20 33 16 4 17 3 15 8 

2004 63 4 22 36 19 5 9 8 15 1 

2005 74 37 8 24 15 5 3 6 3 0 

合計 261 52 66 122 66 19 46 21 52 15 

※統計時間為 2005 年 12 月 31 日。函送年度以實際函送偵辦日期為基準。 

 

資料來源：法務部，《中華民國法務部 94 年政風工作年報》，民 95，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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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政風機構函送重大貪瀆線索偵審結案情形 

函 
送 
件 
數 

結案情形 

列參、不起訴 起訴 

函 
送 
年 
度 

(A) 

件

數 

(B) 

佔函送件數

比率 (D)

【D=B/A】 

佔結案比率 (E)

【E=B/(B+C)】 

件

數

(C) 

佔函送件

數比率 (F)

【F=C/A】 

佔結案比率 (G)

【G=C/(B+C)】 

2002 59 17 29% 47% 19 32% 53% 

2003 65 17 26% 53% 15 23% 47% 

2004 63 9 14% 38% 15 24% 63% 

2005 74 3 4% 50% 3 4% 50% 

合計 261 46 18% 47% 52 20% 53% 

 

資料來源：法務部，《中華民國法務部 94 年政風工作年報》，民 95，頁

155。 

 

 

? ? 乏  ? ／? ? ? ? ? 叟? ? ? 俓僣? ? 
 

地方政府防腐作為的主體組織，即位於內部的政風機構，惟

長期以來，政風機構始終給人一種神秘與不佳的印象，究其原因

不外乎是因在早期威權統治期間，政風機構所扮演的白色恐怖推

手之角色。但近年來隨著我國民主化的落實與鞏固，政風機構已

逐漸退去為統治者進行社會掌握與「忠誠查核」的色彩，取而代

之的是一種「反貪促廉」的行政監察角色。特別是近年來打擊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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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與反黑金政治的議題日益受到民眾重視，甚至國家整體競爭能

力之全球排名亦因政府行政清廉度的不高而受到影響，而這一大

環境的改變，已為政風機構工作及組織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契機與

挑戰。 

 

政風機構自「人二」時代以執行「忠誠查核」為主要任務的

角色一路轉型蛻變至今日以「反貪促廉」為主要目的的行政監察

機關， 1 2 7其間已經在組織的本質、定位與執掌上產生了重大的改

變，而目前更有將政風機構重整以邁向「法務部廉政局」的提

議，凡此皆預示著我國正走向一個新的廉政時代。惟以現行政風

機構組織結構、業務職掌與職權規範，實有探討評估與強化功能

的必要，茲就地方政府政風機構為強化防腐作為，透過深度訪談

方式，瞭解貪腐類型、政風機構防腐措施與核心工作、政風人員

角色扮演、當前政風工作業務與政策興革意見及政風機構未來發

展等，提出現行組織功能應再強化及未來發展方向及架構，以落

實防腐作為，斷絕貪腐受賄根源，構築廉潔優質公務環境，建立

乾淨、透明的政府，進而迎接未來的挑戰。 

 

本研究為瞭解與探討地方政府政風機構現行防腐角色與功能

及未來發展，特透過政風機構政風人員對於政風業務實際執行之

情形，進行個別深度訪談，訪談前並先期蒐集掌握相關政府防腐

的機制與理論建構、地方政府政治腐化成因與態樣、地方政府的

防腐法制，及地方政府防腐績效評議與成效檢視，據以擬定訪談

提綱（如附錄六）。其訪談提綱以地方政府政風機構處理貪腐類

                                        
1 2 7  1972 年由當時行政院長蔣經國（ 1 9 1 0- 1 9 8 8）主導下，積極展開各項行政革新措施，遂
將安全單位人員與業務併入人事單位內，而人事單位內一分為二：一為人事管理單位（簡稱
「人事處（室）一」），另為人事查核單位（簡稱「人事處（室）」或稱「人二」），繼續
辦理安全單位工作。  



 

 170 

型為何、防腐工作之有效措施、推動防腐工作之困境、防腐工作

核心項目、政風人員角色扮演、政風機構指揮層級、工作職掌、

人事制度、業務分工與績效管考之興革意見、中央與地方政風機

構相互配合之政策，及地方政府政風機構未來發展方向等相關問

題，作為訪談提綱之設計參考，該訪談對象計有中央部會、縣市

政府暨其附屬機關、鄉鎮市公所政風機構專員、課長、主任等 6

人，在個別進行逐項深度訪談，依據受訪內容作成書面訪談紀

錄，其訪談紀錄內容亦以匿名方式呈現敘述，期能藉由理論分析

與實務經驗結合，而對本研究作進一步檢證，並能提出研究發現

與建議。 

 

茲就該訪談結果依地方政府腐化態樣與貪腐類型、政風機構

應強化現行組織功能及開展未來廉政發展等三項主軸分析如次： 

 

??? ? ? ? 叟? ? ? 咖? 叟? ? 
 

地方政府腐化態樣與貪腐類型，如以犯罪罪刑區分，計有：

經辦工程舞弊、圖利、索賄、侵占公款、偽造文書、利用職務上

機會詐取財物等；如以經辦業務區分，則以 19 類易滋弊端業務

中之公共工程，採購、建管、環保、教育、醫療、衛生、消防、

地政等業務為主。 

 

??? 欷? ? ? ? ? ? 嫛俓僣? ? 
 

  受訪者指出政風機構現行組織功能，尚有諸多闕漏與缺失，

分別有：職權或職能不足、經費受民代掣肘、基層人力不足、專

業素養能力不夠、人事陞遷未活絡、團隊力量未有效發揮等，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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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綜整政風機構應強化現行組織功能，其項次如下： 

 

??? 岑? 欷? ? 俓僣匆? 
 

政風機構係以端正政風、促進廉能政治、維護機關安全為目

的而設置，然政風人員執行調查性政風事務肅貪工作並無適當職

權可用，致使廉政肅貪功能未能有效發揮。因此，實有必要修正

政風機構組織職掌或研擬制定「政風人員職權行使法」，適時賦

予政風人員司法警察權或行政調卷權，如此，政風機構才能有效

機先掌握查處案件契機，發揮檢肅貪貪、澄清吏治的功能；同

時，刪除與政風無關之「機關安全維護」及「公務機密維護」事

項，以促使政風機構組織成為專業、專責的廉政機關，讓政風機

構能確實發揮端正政風、促進廉能政治之組織目標。 

 

??嵎? ? 欷檟並偷? ? 地 
 

政風機構經費預算受制於同層級民代之壓力，面對民代質

詢，查辦中之案件雖可以援引「偵查不公開」之原則因應，但是

堅持結果往往導致在議會中被質詢或經費被刪減之困擾。 1 2 8政風

機構既是人事一條鞭，如能將各層級政風機構政風人員薪給由中

央統一支給，並將其年度經費編列於上一級機關，一則可以免除

同層級民代之約制，二則也代表上一級政府機關對下一級機關之

節制，政風預算不受掣肘與控制，政風機構才能充分發揮積極防

腐肅貪之角色，進而有效提昇政風組織績效，建造廉能政府。 

 

??? ? ? 欷俓僣? ? ? ? 
                                        

1 2 8  同註 20，頁 126-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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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全國現有政風機構 1,024 個，政風人員 2,406 人， 1 2 9平

均一個單位分配不到三人，本來人力配置就已單薄，加以缺額甚

多，以地方政府暨其所屬各機關為例，政風人員缺額即約有上百

人之多，由於基層人力派補不足，除了由上級政風機構派人兼辦

或由該機關遴選適當人選兼任外，並無適當的人力資源可資運

用，而各地方政府政風機構，不但須負責執行本機關政風業務，

尚須負責督導所屬機關政風單位之責任，人力上很難兼顧，且無

法達到預期的理想。因此，地方政府政風機構人力出缺後，應儘

快多管道覓員遞補，以充實基層人力，使使防腐工作落實推動不

落實。 

 

??? ? ? 欷? ? ? ? ? 岢 
 

  依地方政府機關特性與易滋弊端業務分析，貪腐類型以公共

工程、採購、建管、環保、教育、醫療衛生、消防、地政等為

主，尤其地方政府辦理中小型公共工程所佔比例甚高，若政風機

構政風人員本身從未涉獵有關工程事項，其面對工程設計圖說及

相關建築材料之規格設計時，除非本身已具備此相關工程領域之

學歷背景，或是已累積相當之查處實務經驗者外，否則將無法針

對問題切中實弊，查處貪腐不法，更遑論策定相關預防措施與作

為。 1 3 0又地方政府政風機構政風人員流動率高，且多為新進政風

人員，對於政風業務工作的推動，往往欠缺實際工作經驗，致形

成經驗無法傳承銜接的困境。因此，上級政風機構應時時強化政

風人員專業能力的培訓，才能準確掌握政風工作的重點方向，並

                                        
1 2 9  法務部政風司， h t t p : / / w w w. e t h i c s . m o j . g o v . t w，民 95 .12 .20。  
1 3 0  同註 22，頁 211-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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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正確有效擬定與推動各項政風工作。 

 

??? ? ? 欷? ? ? ? ? ? 
 

政風機構「一條鞭制」的人事管理設計，有關任免遷調事項

均由法務部政風司統一辦理，雖有利於指揮監督與避免令出多門

的困擾，惟地方政府政風主管因無掌握實質的人事權限，相對地

間接減弱各機關政風主管的指揮權。加上地方政府政風機構政風

人員升遷管道狹隘不易，長期以來，影響政風人員的工作士氣與

限制個人抱負的展現，適度賦予地方政府政風機構主管人事權限

與人事建議權，使其指揮權與人事權得以相互運用，對其政風工

作或是個人目標之達成，均有正面助益，期能塑建政風人員的歸

屬感，以避免政風人力的流失。 

 

??? ? ? 欷? 浣? ? ? 摞 
 

政風機構係屬一條鞭管理體制，各項防腐策略與實務作為，

雖均為上級規劃策訂，但如要提昇防腐工作上績效，無論中央或

地方政風機構，仍應依其機關特性採取計劃性的主動積極作為，

如重大建設、社團經費、文化藝術節慶之補助款專案稽核業務，

或「政風特搜組」業務等，進而緊密結合中央部會與地方政府政

風機構整體組織人力、物力，發揮政風團隊力量，如此，才能使

預防性政風工作－反浪費、反貪腐、反貪污及調查性政風事務－

肅貪等工作，畢其功於一役，確實發揮政風機構功效。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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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於 2006年 12月 13日公布「95年台灣地區廉政指標

民意調查研考結果」，其中在設置專責的廉政機關方面，有六成

五(65.7%)的民眾對成立廉政機關專責處理貪污相關工作，抱持

肯定的態度；認為此一組織對政府的清廉沒有助益者的比例則為

二成七(27.2%)。與前幾次調查結果相比，肯定成立專責廉政機

關的比例下降，而否定者的比例則上升，此一現象值得相關單位

注意。 1 3 1該受訪者對廉政機關能否促進政府廉能政風的看法，如

圖 5-2所示： 

 
圖 5-2 受訪者對廉政機關能否促進政府廉能政風的看法 

 

 

 

 

資料來源：法務部，「95 年度台灣地區廉政指標民意調查」結果發表記者會，

台灣透明組織協會 (TI- TAIWAN)，民 95.12.14，頁 11。 

 

  因此，基於設置專責廉政機關是世界潮流趨勢、朝野全民共

識及國人殷切期待下，法務部乃擬定廉政局組織法草案送交立法

院審議，該廉政局成立係專責、專業、專職的廉政機關，秉持

                                        
1 3 1  法務部全球資訊網， h t tp / /www.moj .gov . tw /，民 95 .1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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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改造」精神，不增加員額，從全國政府政風機構總員額移

撥，故其未來廉政新機制如圖 5-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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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未來廉政新機制示意圖 

 

 

資料來源：法務部政風司網站，ht tp: / /www. ethics.moj .gov. tw，民 95.12.23。 

 

  「廉潔」 (integrity)是對一個政府的最基本要求。打擊黑

金、檢肅貪瀆的工作非常重要，只是廉政工作非僅肅貪，防貪及

反貪也非常重要，目前政風機構所推動的預防性政風，也就是採

取各項預防性措施，期望將前端工作做好，以避免或減少事後的

調查與肅貪作為，並積極宣導教育全民反貪，期能有效提昇政府

廉潔效能，強化國家競爭力。 

 

法務部政風司 

各級政風機構 

（防貪) 

法務部廉政局 

（肅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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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乏  ? ? ? ? ? ? ? 叟? ? ? 丰? ? ? 
 

誠如前章節所探討，地方政府防腐作為的「內控廉政機

制」主力為政風機構，而其管理策略，雖遵循的防腐肅貪法制日

臻完備，惟仍有闕漏之處，致使貪腐情事層出不窮，政風機構為

強化地方防腐作為管理策略，除應建立完整陽光法案之體系－制

定公務人員基準法、遊說法、政府倫理法，及研修肅貪法令強化

強制作為外，並應貫徹執行機關內部防弊措施，堵塞行政作業流

程之漏洞，減少貪腐，同時，樹立公務員自身的倫理與道德，進

而深耕民? 反貪倡廉教育及結合政府與民間相關廉政改革工程，

有效防範貪腐成因，建立廉能政府。 

 

??? ? ? ? 椌? ? ? ? 浣? 

 

先進民主國家利益團體參與遊說活動乃屬正常現象，但目前

國內政商勾結情形已逐漸惡化，「金權政治」、「關說政治」更

已儼然形成利益輸送體，因此，唯有使其合法化、透明化、制度

化，以避免不正當且黑箱作業的「利益輸送」問題發生。為有效

管制不正當的金權政治及利益輸送，除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應落實

外，尚需健全相關陽光法案，如立法制定「政府倫理法」對於公

務員收受禮物、接受招待、在外受僱收入、離職就業與關說等限

制等予以嚴密規範，及立法制定「遊說法」以規範民意代表請託

或關說事件之處理準則，並配合國會的自律措施以資規範，以有

效遏止金權政治的惡化，實乃建立「廉能政治」、杜絕貪腐的不

二法門。 

 

相對於廉潔度較高國家，相關法制建構仍有開拓空間，茲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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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我國可以再制定配合之陽光法案，分述如下四點: 

 

??? ??? ╨? ? ? ? ?? 

 

為彰宏憲法精神，統攝全國的人事法規，考試院近年來致力

於「公務人員基準法」的推動，期能更加健全政府整體的人事制

度，俟完成立法後即配合廢止「公務員服務法」。2002年 10 月

30 日考試院銜函提請立法院審議，尚未通過之「公務人員基準

法草案」，其規範重點如下： 

 

（一）明定公務人員應禁止行為，如不得兼任以營利為目的事業

或團體之職務、不得為圖不正當利益而關說、請託或推薦

人員。 

（二）公務人員於職務上之行為，不得贈受財產上利益及非財產

上利益。但因公務禮儀受贈財物之處理規定，則授權考試

院會同行政院另行規定之。公務人員貪瀆之檢肅及財產之

申報事項，依有關法律（例如：刑法、貪污治罪條例及公

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規定辦理。 

（三）明定公務人員應負有自行迴避及告發犯罪等義務。 

（四）明定「旋轉門條款」：公務人員於離職後 3年內，不得就

與離職前 5年內原掌理之業務有直接利益關係之事項，為

自己或他人利益，直接或間接與原任職機關及其所屬機關

接洽或處理相關業務。 

 

??? ??拙崹?? 

 

「遊說」是民主的常態，但遊說一詞常使人有負面聯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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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遊說在調和政治參與、形成公共政策上的資訊加值效果。遊

說法立法目的不在限制遊說的活動，旨在規範遊說團體與公職體

系間之互動關係與方式，以避免公共政策為少數利益團體所把

持。目前財團或利益團體常利用熟識之民意代表，對公務機關施

加不當之壓力，以求獲得該行政機關作出較為有利之行政裁量，

由於民意代表掌握各行政機關預算之生殺大權，故對於該民意代

表之關與關說，機關首長常常有所回應，因而易有利益輸送情事

發生，為避免不當之關說應儘速制定遊說法以為規範。遊說活動

的規範，應著重其公開化與透明化，簡述如下： 

 

（一）建立公開而具競爭性的遊說管道：1.行政機關廣設政策諮

詢機構，其運作應廣邀學者專家及大小利益團體代表參

與，經由公開討論的方式，促使種種政治利益搬上抬面，

將意見呈現給社會大眾，行政體系再根據輿論的反應，由

民意的監控，來決定政策的制定，杜絕黑箱作業。2.透過

遊說活動，該弱勢團體與強勢團體，平等爭取利益，使遊

說管道暢通，不再是少數有錢人及特權核心人物之專利。 

（二）採行遊說者登記制度要求政策遊說者公開登記，使社會大

眾明瞭，那些勢力在企圖影響政策之形成，以多數人監督

少數人，使不致有抬面下私相授受，出賣民眾利益情事發

生。將所有遊說內容確實紀錄並公開予社會，俾便民眾監

督政府的施政，對樹立清明的政治及瀰補現行刑法中有關

瀆職罪部分之不足，應有裨益，可遏止特權關說及利益輸

送，亦能使立法與行政部門之公職人員擺脫不當干預。行

政院會於 2003 年 7 月 23 日通過「遊說法」草案，提送

立法院審議，目前已於立法院委員會審議完成名稱及第 1

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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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美國在 1987 年即通過「政府倫理法」，我國為加強對公務

員行為的倫理規範，降低利益團體對公務員的影響，保持行政體

系決策的中立性，應訂定有關政府官員經商、贈受財物之禁止，

及離職轉任民間企業之限制，茲分述如下： 

 

（一）要求公務員在離職或退休後一定期間內，不得於與其過去

一定期間內，主管之業務發生關係之任何企業，擔任有給

或無給之職務，藉此杜絕私人企業，誘引公務人員利用職

務機會做有利於該企業之可能性，違反此一規定之退休公

務人員，應接受調查並可以取消其退休俸給。 

（二）應更嚴格要求公務人員，只要擁有私人營利事業公司之股

份，均須報告並接受調查，以配合「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法」之規定，及避免私人企業以贈送「乾股」為攏絡公務

人員的方式。 

（三）有關贈受財物、飲宴應酬之禁止，應確實嚴格執行，違犯

者視同收受賄賂。 

（四）應規範公務員在離職或退休後一定期間內，不得就某相關

業務進行任何之遊說活動。 

 

??? ? ? ? ? ? ? ? ? ? ? ? 

 

誠如研修肅貪法令時，應注意與其他陽光法案相接合、規範

周延且罰則適切、明確釐清界限，環環相扣，才能讓陽光能真正

照到貪腐的陰暗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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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訂對不違背職務行為行賄之處罰規定。目前貪污治罪條例

僅對違背職務之行賄罪予以處罰，對不違背職務之行賄者則

無規定，使其等無所顧忌，影響政風至鉅，建議增定處罰規

定，以赫阻犯罪。 

二、提高貪瀆犯罪者之罰金倍數。若貪瀆者有機會保留貪瀆之所

得，即不足以遏止心存僥倖者玩法貪瀆，我國本有追繳之規

定，但仍難防貪，故有必要參考南韓之立法例，提高罰金金

額。 

三、修訂公務人員服務法第 13 條，明文禁止公務員從事營利行

為及其家屬兼任企業董事或監察人。明定證人於接受肅貪人

員調查時，應予具結，不得為虛偽之供述。 

四、成立防制貪瀆研究小組，專責聯繫國會、司法院及法務部，

推動肅貪法令之修訂事宜。明訂公務員接受饋贈額度及未申

報之處罰規定。目前實務之見解，認為公務員接受饋贈並不

構成貪污，扭曲價值觀念，形成肅貪上漏洞，似宜參考新加

坡之立法例，將饋贈之額度及未申報之處罰規定予以明文

化，並嚴格執行。為避免「饋贈」與「賄賂」混淆不清，其

可行作法如下： 

1.指定專責機關負責處理「饋贈」。 

2.致贈者不得指定受益機關或人員。 

3.致贈者之姓名及禮物均應公佈。 

4.所得之處理應以縣或市為單位統籌分配。 

5.非向專責機關不得交付「饋贈」，否則將以行賄罪及受

賄罪處罰。 

五、調查單位對公務員重大行政疏失責任有建議懲戒權。目前行

政責任追究，實務上已由刑先懲後，逐漸改變為刑懲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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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違法失職，司法責任由法院審理，須歷經一定程序與

時日，行政責任若行政首長護短，而可能遷延時日，而無法

達到賞罰及時，整飭官箴之效果，故為救濟此情形，對經調

查後，未具法辦要件，但有重大行政疏失者，實有必要修正

公務員懲戒法第 19 條，增列調查局為移送機關，能移送公

務員懲戒委員會懲戒。 

六、成立專業肅貪法庭。由於貪瀆案件之性質特殊，且較為社會

矚目，而目前法院審理期間較長，若對貪污者不能及時審判

定罪，實不足對不肖公務員產生警惕，亦難達阻遏貪污之及

時效果，故有必要在各級法院成立專業肅貪法庭，專事審理

貪瀆案件。 

七、增訂「防止脫產」條款之處罰。以往貪污嫌犯經法院判決有

罪後，常因脫產而未能有效追繳、追徵犯罪所有財物或以財

產抵償，結果於服刑完畢後，尚能利用不法財務或利益，無

法發揮打擊貪污犯罪作用，為保全追繳、追徵犯罪所有財物

或財產抵償，於必要時得酌量扣押被告財產之規定，並應擴

大於知情第三人，所代收賄賂或不正利益之沒收、追徵，否

則惡意第三人保有不法利益，間接的替公務員逃避沒收、追

徵，且有違沒收、追徵之立法本意，此一條款增訂，可增加

司法人員辦案之空間，有效打擊及嚇阻貪污犯罪。 

八、增設「財產來源不明罪」條文。法務部曾有意修法增設貪污

治罪條例第 6 條之 1，即所謂「財產來源不明罪」，以宣示

我國肅貪之決心。增設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之 1的財產來源

不明罪，雖僅是折衷式的貪污罪舉證責任轉換制，但其嚇阻

效果恐不亞於新設機構或增加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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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嫛? 桫? 捷? 甲? ? 

 

政策的錯誤與貪污一樣可怕，一項政策的釐訂頒行，影響層

面廣，應前瞻性、計劃性、時間性、空間性、多元性、專業性、

民意性的評估規劃，審慎研擬處理，以防弊端。諸如經費預算編

列，執行使用，應力求切實可行合理，應酌予彈性使用，予首長

合法負責裁量權，使業務執行經費，而不是經費掣制業務推動，

主計及審計單位至業務單位應各盡職責，督導性落實執行，並具

分析性功能，防範弊端。我國各公務機關為真正落實「端正政

風、防制貪瀆」，其要項應如下所示確實執行： 

 

??? ? ? 嫛? 檔? 甲? ? 
 

（一）依業務性質及環境特性，協調業務單位適時訂（修）定各

機關「各項業務防弊措施」，落實檢討執行情形，如發現

弊端，應立即改進，並追蹤考核執行成效，切忌流於形

式。 

（二）發現機關內作業違常情事，應即時簽報機關首長核處，如

涉有貪瀆不法情事，依法移送偵辦或簽報議處。 

（三）參考其他業務性質相同之機關，對所發生之貪瀆不法案

件，分析其弊端發生之原因與癥結，研編「預防貪瀆調查

專報」，簽報機關首長，並送請有關單位參考改進。 

（四）辦理「政風督導小組」會議應依業務性質及機關環境特

性，確實檢討機關內可能發生之業務弊端及生活違常公務

人員，適時訂（修）定防弊作為，預作防範。 

（五）加強研究各項業務法規，如有不合時宜者，及時建議修

訂，以防止弊端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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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常辦理公務人員風紀問卷調查工作，以廣蒐興革意見，

由不同途徑查察司法弊端，縝密研訂具體可行防弊措施切

實執行。 

 

??? ? ? ? ? ? ? ? ? ? ╨? ? 

 

（一）各單位主管應依行政院頒「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

平時考核要點」規定辦理屬員之品德生活考核，如發現屬

員有生活違常之情形，應簽報機關首長，並知會政風機構

做進一步之查察，以防範貪瀆不法情事發生。各機關應提

倡正當休閒活動，嚴禁公務人員涉足不當場所，並加強宣

導正確觀念，以避免公務員養成奢侈浪費之習慣。 

（二）各人事機構及政風機構對機關內生活違常或風評不佳之公

務人員，應加強列管追蹤查核，對違法經營商業、投機事

業或有異常金錢借貸、投資關係等有貪瀆傾向或跡象之公

務人員，應簽報機關首長核處，並進一步之查察，即時導

正，機先防範貪瀆不法情事發生。 

（三）各機關首長及單位主管，應多關心屬員平時生活狀況，如

發現有不當男女關係、飲宴應酬活動或經常涉足不正當場

所等生活違常者，應予規勸，如有貪瀆不法情事時，應依

法移送偵辦或議處。 

 

???? ? ? 弰? ? ? 彖? ? 役? ? 

 

（一）各機關對應申報財產之公務人員，加強宣導確實依法申報

財產。 

（二）各機關政風機構應確實辦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實質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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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作業，並將定期申報實質審查，依規定比例，以公開抽

籤方式，抽出應受審查之申報資料。 

（三）對被檢舉、陳情有申報財產不實之虞或已有貪瀆傾向或跡

象之應申報財產人員，依「政風機構辦理公職人員財產申

報資料審核作業要點」加強實質審查申報資料。 

（四）各機關政風機構發現財產申報資料如有故意申報不實之情

事，除要求應申報財產人員立即補正外，應依規定陳報法

務部依法裁罰，使應申報財產人員瞭解應誠實申報，並從

中發掘貪瀆不法線索。 

 

??? ? ? 嫛? 嫛? ? ? 欷嫛╤? ? 
 

（一）利用各種集 (機)會加強宣導「不請託關說、不接受餽贈、

不接受邀宴」，各主管人員更應以身作則落實執行，以建

立公務人員依法執行公務之清廉形象。 

（二）各機關員工如有請託關說、及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贈受

財物、飲宴應酬活動，應即陳報機關首長並知會政風機

構，並應避免接受與其身分、職務顯不相當之贈受財物或

飲宴應酬活動。 

（三）機關員工有請託關說、接受餽贈或參加邀宴時，政風機構

查有違法或不當行為者，並應主動簽報機關首長依法移送

偵辦或議處。 

 

??? ? ? ? ? ? ? ? 
 

（一）各機關政風機構應從機關內易滋弊端業務及員工生活違常

情事中，積極發掘貪瀆不法線索及預警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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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機關政風機構應依機關特性及環境狀況，訂定發掘貪瀆

不法線索計畫，據以執行，並切實管考。 

（三）各機關業務相關單位，應積極將員工貪瀆不法資料及線

索，提供給政風機構參考，預作防範，以維護機關形象。 

（四）從民眾檢舉或媒體報導有關本機關弊端事項，主動查處或

予以澄清，以維護機關形象。 

 

??? ? ? 欷? ? ? ??? ? ? ▄? 咘 

 

（一）各政風機構針對機關環境特性，加強政風法令宣導，除利

用文字及口頭方式宣導外，應妥為運用藝術、電化等方式

辦理；對宣導內容應力求簡單、易懂，讓員工容易接受，

切勿流於形式。 

（二）各機關應加強宣導便民措施，各業務承辦人應依法定程序

辦理各項業務，以爭取民眾之信任，減少民怨。 

（三）加強對民眾及公務人員宣導，鼓勵勇於利用各機關設置之

肅貪專線電話及檢舉信箱，提供具體資料，檢舉貪瀆。 

（四）依據「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及相關規定，審慎處

理檢舉貪瀆案件。對匿名檢舉者原則上不受理，如檢舉或

陳情內容具體且具調查路線者，仍應審慎處理。對檢舉人

真實身分，應負保密責任。受理檢舉案件，涉有刑責者，

依法移送偵辦；涉有行政責任者，依有關規定作行政處

理；查非事實者，予以澄清。 

（五）加強宣導鼓勵涉有貪瀆案件之公務人員，向檢察機關或司

法警察機關自首，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

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其他共犯者，免除其刑。在偵

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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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因而查獲其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 ? ? ? 
 

（一）為強化肅貪、防貪工作，依各機關環境特性，策訂政風機

構年度工作計畫需求目標，切實執行業務管考制度，以提

昇工作績效。 

（二）定期與不定期辦理政風業務督導 (訪問 )檢查、舉辦聯繫會

報或業務座談會，檢討工作得失及宣達上級重要工作提

示，交換工作經驗，鼓勵工作士氣，提高工作績效。 

（三）反貪會報召開時，提報反貪行動方案推動及執行情形，檢

討工作缺失，追蹤及考核執行成效。 

 

匕?? ? ? ╨? ? ? 咖? ? 

 

國際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OECD)於 1998 年頒佈的「文官

公務倫理改善之建議方案」(Recommendationson 40 Improving 

Ethical Conduct in the Public Service)，對於行政倫理核心價

值的實踐頗具參考價值。其文官公務倫理之管理原則，述之如

下： 1 3 2 

 

??? ? 岑? ? ╨? ? ? 嫛? ? ? ? ? 
 

公務人員必需了解職務要求以及行為界限的基本原則與標

準；易言之，即對公務人員所應謹守的核心行政倫理原則與標

                                        
1 3 2  江岷欽、侯漢君，〈民主國家廉政制度的比較研究─以 O E C D 會員國為例〉，《立法院
院聞》，第 31卷，第 8期，民 92 .8，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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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予以明確的陳述，藉以規範公務人員之行為。例如，型塑橫

跨機關與公務社群的共同認知，俾利建構行為管理之規範。 

 

??? ? ? 俟? ? ? ? 嫛? ? ? ? ? ? 

 

政府的法制結構，是約束公務人員行為規範的最低標準。法

律與法規可以陳述文官的基本價值，同時也是公務行為的指導方

針，甚至是失職行為調查、懲戒與起訴的指涉架構。 

 

政府的角色不應侷限在依法行政，要求公民順服而已。政府

的管理政策與業務執行，應該運用合法的行政倫理標準，砥礪公

務人員確實遵守，防弊端於未然。政府的公共政策不應僅止於描

繪公務人員所應遵守的最低標準，更應明確宣示全體文官所應追

求的理想價值。 

 

??? ? ? ? ? ╨? ? 嫛? ? ? ? ? ? 

 

專業的社會化過程，有助於公務人員培養必要的倫理判斷力

與道德的推理技能。無私超然的忠告，有利於倫理環境之塑造，

並能提高公務人員面對倫理困境、解決倫理衝突之意願。此外，

在職訓練與內部諮詢，亦可協助公務人員體認行政倫理之深刻意

涵，提高基本倫理標準應用之能力。 

 

政府管理階層應率先示範倫理的行為，並予以強化。政府管

理階層應在公務組織內，針對行政倫理的行為，提供適當的誘因

機制，例如，適當的工作環境與有效能的績效評量，俾對文官價

值與行政倫理之標準產生直接的影響。政府管理階層對於行政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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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尊重與推動，對其他政治人務、公務人員與一般公民，均有

顯著之影響。 

 

??? ╨? ? ? ? ? ? ? ? 券╨ 
 

面對業務疏失的爭議時，公務人員應瞭解自身之權利與義

務。公務人員面對業務疏失的爭議時，需要了解自我權利與義

務。例如，必須遵循的法規程序以及正式的權責關係。公職任免

條件與人力資源管理，應以行政倫理的提升為考量。公務人力資

源的政策應以型塑行政倫理的有利環境為前提，運用公職聘任的

基本原則，例如功績制與考選銓敘等程序，協助政府培養公務人

員的廉政觀念。 

 

??? ? ? ? ? ? ╨? ? ? ? ? 嫛? 
 

政治領導階層有義務要求公務人員履行高標準的行政行為。

政治領導階層必須展現推動行政倫理的決心，藉由創設法律與制

度的協定，強化行政倫理並防患未然；針對公務機關推行行政倫

理的相關行動，提供適切地支持與資源。 

 

??嫛? ? ? ? ? ? ? ? ? 栚 
 

公民對公務機關運用權力與使用資源，享有「知的權利」。

透明化與民主化地決策過程、立法院的監督、公共資訊的獲取，

將使公民監督比較容易進行。此外，充分周延的資訊公開制度與

積極獨立的媒體角色，亦能強化政府決策過程之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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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應訂定明確的公私部門互動指導原則，俾利規範公務

人員的行為。例如，政府採購的規範與公職任免的條件。當公私

部門的互動日益頻繁，行政體系的核心價值更需受到重視；同

時，行政體系的核心價值，私人部門亦應予以充分尊重。 

 

??拸? 嵁? ? ? ? ? ? 
 

公務人員對上級與公眾有其課責性 (accountability)，課責

性應聚焦於行政倫理之原則與成果的達成，建立課責機制可以從

組織內部、政府整體或公民社會來建立，機制的設計應考量必須

兼顧「適當的控制」與「彈性的管理」。此外，亦應建立起適當

的行政程序與懲處規則，俾利處理行政疏失之行為。業務過失的

獨立調查機制是推行行政倫理的基礎建設。針對文官的違紀行

為，公正的程序與充分的資源，係為追蹤考核與調查報告的必要

條件。 

 

行政管理階層應適當使用這些機制，以作成適當判斷，防範

公務人員的失職。如何體察現實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法律

等環境及時代演變因素，詳細縝密構思其整合陽光法案、修增欠

缺之法令規章、設立專責肅貪機構、深耕民眾反貪倡廉教育及結

合政府與民間相關行政改革工程，澈底檢討各項弊病所在，如此

才能完成廉政建設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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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俟嵥 
 

廉政大業，攸關國家百年根基，影響深遠，無可比擬，舉國

上下，莫不寄予厚望。近年來台灣社會黑道猖獗，金權氾濫，嚴

重衝擊社會治安與民主法治的發展，並侵蝕經濟發展的成果，損

傷政府公權力與公信力，黑金問題已成為國家政經發展上的一個

毒瘤，為使社會澈底擺脫向下沉淪的力量，讓清流共治向上提

升，還給人民一個清明的環境，全面掃除黑金及消滅貪瀆實為當

務之急。  

 

作為實踐政府淨化工程任務的觀念導航，配合反貪、防貪及

肅貪三管齊下之策略，破除廉政等於肅貪的狹隘層面，兼籌並顧

「廉」與「能」之提昇，再透過政風機構運用其得以深入透視機

關屬性與作業流程之優勢條件，作為推動體制內「防腐」工作之

執行主力，透過廉政政風機構體系，將廉政之觀念，更廣泛地納

入公務員品格形象塑造、為民服務態度、執行公權力之迴避規定

等相關議題，杜絕貪瀆案件之接觸前緣，重新內建公務員道德價

值觀念及倫理規範系統，建立「驅逐劣幣以保障良幣」之優質公

僕生存空間，重拾公務員失落已久之尊嚴與榮譽感，使公務員樂

於為民服務、勇於任事，進而達到全面革新行政效能之理想目

標。  

 

? ? 乏  ? ? ? ? 
 

本研究旨在探討地方政府政風機構防腐角色與功能之研究，

透過蒐集各項相關文獻及深度訪談，探討政府防腐的機制設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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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建構，分析地方政府的政治腐化成因、態樣及防腐法制，並

解析地方政府防腐組織結構功能、貪腐案例及績效作為，進而強

化地方政府防腐作為的策進與發展。其中，研究發現地方政府腐

化態樣類型－公共工程類、環保類及教育類，輔以各腐化態樣類

型例舉之貪腐弊案事實，就其發生態樣、犯罪手法、貪腐因素及

防腐作為有其共通性及比較性，如表列 6-1所示，藉以提供地方政

府政風機構防腐角色扮演與功能提昇之參據，展現政風機構反貪

倡廉行政監督與檢肅貪瀆澄清吏治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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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地方政府腐化態樣類型之比較 

腐化類型  發生態樣  犯罪手法 貪腐因素  防腐作為 
公共工程  1. 規劃設計階

段委由特定
廠商辦理規
劃設計，再
於預算核編
後，辦理形
式比價。  

2. 採購招標階
段 洩 漏 底
價。  

1. 經辦公用
工程，收
取回扣。 

2. 對於職務
上 之 行
為，收受
賄賂。  

3. 利用職務
上 之 機
會，詐取
財物。  

4. 借用他人
名義或容
許他人借
用本人名
義參加投
標，意圖
影響採購
結果。  

1. 法規面：利用非
最低價決標方式
之採購案特性－
如統包、最有利
標；工程契約規
定不明確。  

2. 制度面：機關首
長依法任用一級
單位主管免辦理
升遷，致同流合
污。 

3. 執行面：機關首
長品操不良；勾
結承辦主管綁標
或洩漏底價；承
辦人員未舉發。  

1. 落實政風法令宣導。 
2. 良好內控單位角色。 
3. 同仁同流而不合污。 
4. 加強工程採購人員法律智
能。  

5. 同仁勇於舉發不法。 
6. 適當行政肅貪。 
7. 訂定注意事項或防弊措
施。  

環保 1. 環保稽查人
員 違 背 職
務，收受賄
賂，未予查
核、告發。 

2. 環保人員查
覺感染性醫
療廢棄物違
法流向，不
予取締，勒
令其停止，
使其繼續營
業。  

1.違背職務
之行為，
收 受 賄
賂。 

2.違背職務
之行為，
交 付 賄
賂。 

1. 法規面：感染性
醫療廢棄物處理
許可證核發及其
清除車輛審核，
手續繁鉅。  

2. 制度面：內部控
管疏失及無落實
分層負責。  

3. 執行面：承辦人
員品操不良，未
依規控管及稽
查。 

1.加強稽查人員專業法令知
識。  

2.落實員工品德考核。 
3.建立廢棄物生產機構及清
除業者總歸戶制度。 

4.有效稽核廢棄物流向。  
5.建檔查核並追蹤列管廢棄
物清運紀錄表。 

6.稽查作業避免獨立作業。 
7.訂定防弊措施。 

教育 1. 採購虛報價
額、數量。 

2. 採購指定廠
商 先 行 交
貨，後補辦
採購手續。 

1. 購辦公用
物品，浮
報價額、
數量涉舞
弊。 

2. 利用職務
上 之 機
會，詐取
財物。  

3. 行使偽造
私文書。 

4. 行使登載
不實公文
書。 

1.法規面：採購招
標作業規定不明
確。 

2.制度面：內部管
理疏失及逐級審
核未落實。  

3.執行面：業者與
承辦人員不當互
動；機關首長品
操不良；勾結承
辦人牟不法利
益；相關人員未
舉發。  

1. 研擬考核制度或要點，落
實員工考核。  

2. 加強採購人員法律智能。 
3. 激發採購人員勇於舉發。 
4. 適時調整違常人員職務。 
5. 建立採購控管與稽核之資
訊防弊系統。  

6. 落實政風法令宣導，擴及
民眾，促使全民反貪。  

7. 良好內控單位角色扮演。 
8. 採購作業應與政府資訊公
開法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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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我國後威權時代政治經濟危機的起源主要來自兩方面：

黨國威權體制內生的結構性腐化(structural corruption)以及民主化

過程中政治至上與選票至上邏輯的進一步扭曲。經由相關文獻探

討、案例剖析及綜合廉政建設頗具成效之國家或地區經驗，至少

可以得到下列數項結論：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著名的肅貪研究學者李特斯加(E. Letowska)指出：就防治貪腐

而言，新設機構與另訂法規相對容易；真正比較困難的部分，在

於確保現存肅貪組織能夠有效發揮功能。根據國際經濟合作暨開

發組織(OECD)於 1999 年所發表，針對會員國進行大規模的官僚

防治貪腐之研究調查顯示：除了捷克與南韓認為「強勢的調查執

法措施」為最有效的唯一方法之外，其餘均認為最有效的防貪機

制，是多元化的複式設計(redundancy design)。防貪的機制各擅勝

場，並無高低軒輊之分，應該因地制宜，不可墨守成規，換言

之，不論是主張多元化防貪措施的國家，或是主張單一防貪設計

之國家，都不約而同的認為：防貪機制的績效與功能不易確實評

估；客觀存在的數據固然有其弔詭，主觀認知的信任感不易具體

確認。簡言之，防貪機制的功能若無法有效進行評估，則其改善

的方略與成果，必然不易比對衡量。133 

 

根據各國經驗，僅僅加強司法力量並不能遏制貪腐，需要全

                                        
133 同註 132，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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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地在各個社會部門實行廉政的系統，首先需要成立國家級的

「廉政署」並參加「國際透明組織」(TI)成為這個組織的一員。所

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我國也應該吸取國際反貪的經驗與

看法，積極參加此類組織，以作為未來反貪策略的參考。貪腐是

跨越國界的幽靈，只有通過全球化的反貪鬥爭才能徹底肅清。 

 

??? ? ? ╤? 叟? ? 咖? ? ? ? 指? ? 地? 
 

如防貪的範圍過廣，必須選擇適當的策略重點，方能集中資

源有效處理。在當前貪腐惡狀及其形成面之多元趨勢下，任何防

治策略，充其量僅能降低其嚴重的程度而已，但若防腐政策得以

貫徹，更是關鍵所在。  

 

「⋯建立廉潔文化的推動力，主要源自領導層。對於領導人

員來說，相信最具挑戰性的任務，便是把持廉守正的價值觀，牢

牢的植根於工作間的文化中。誠信文化建立基於部門的誠信價值

觀及信念。當員工認同這些價值觀並把這些信念融為自我意識的

一部份後，誠信文化便會自然產生及持續發展。它可增強員工的

自尊，並且令他們感到工作更有意義。此外，它也是啟發員工積

極性及凝聚歸屬感的強大力量。⋯」 

 

「領導」是公民自我發展和集體效能的趨力。無論基於政府

再造，亦或依法行政，執行「陽光法案」，為我國政府未來勢必

加強的重點趨勢。我國雖然已經立法實施的陽光法案計有「公職

人員財產申報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法」、「政府採購

法」、「行政程序法」、「政治獻金法」等，但是其他相關如

「公務人員基準法」、「遊說法」、「政黨法」等草案目前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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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通過，朝野應努力儘速通過立法程序以建立制度。 

 

??? ? ? ? ? ? ??? ? ? 棟? ? ? ? 一?? ／? 檗? ? ? ?
? 一? ? ? 嫛? ? ? ? ? ? ?? 

 

行政倫理的建立有主觀責任與客觀責任之別，前者指存於內

心之感受，如道德良知、自省功夫、明是非、辨善惡等，此種主

觀感受是來自家庭、社會、學校、同儕團體等之社會化過程，公

務人員心中若自建主觀責任，自然會自我建立為民使命而工作之

生活觀念，隨時砥勵操守，培養自我省察功夫，當預事故時，其

心中之道德標準自會衡量不逾矩，堅定工作立場。客觀責任則是

法令應盡責任、上級交付責任及為公共利益應盡責任。政府職能

與行政權力日益擴張的結果，欲以有限的法律與規定來約束無窮

的行政裁量作為，若非隔靴搔癢即為力有未逮。過去公務人員防

治貪腐的機制強調外在之依法行政、客觀責任，勢須有所補強修

正；主觀責任之內化與具體實踐，實為未來防制貪腐之根本之

道。  

 

??? ? 叟? ? ? 咖? ? ? ? ? 俟??? ? ? ? ? ? ? ? ? ? ?
? 俓僣孫? ? ? ? ? ? ? 恂? 

 

反貪腐最終目的在增進民眾福址，維護社會公義，強化公共

教育讓民眾認識貪污的禍害，並讓反貪倡廉教育成為日常生活之

一，使之與民眾利益結合，因此為始反貪腐工作事半功倍，喚起

民眾的覺醒是當務之急。社會監督力量除民眾監督外，新聞媒體

第四權的監督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教化與啟迪的功能對社會

大眾影響深遠，由民間籌組非政府組織性質之反貪腐組織，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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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防制政治高層及公務人員的貪腐有其正面功能，德國之

「國際透明組織」(TI)在全球反貪倡廉行動中，表現相當傑出，其

每年所公佈貪腐印象指數對各國清廉度之評核，為世界各國所認

同並成為主政者關心焦點，對打擊貪污促進廉潔發揮了巨大的影

響力。 

 

? ? 乏  ? ? ? 巿 
 

回顧台灣發展與政府再造經驗，無論是行政組織調整、行政

革新方案─強調「檢肅貪瀆」、「增進行政效能」及「加強為民

服務」─的規劃，抑或憲政改革的發展，均關係國家內部權力關

係的構築，因而任何幅度的牽動都將引發現實政治力的角逐與互

動；然而改革規劃又必須符合學理的規範典則，不能偏離起碼的

制度理性。因此，本文針對我國當前防治貪腐之對策，提出以下

若干的預防策略與展望： 

 

??嫛? 槱? 
 

擴大法令宣導教育，提昇全民廉潔意識；強化政風機構功

能，厲行肅貪決心；發揮稽核小組功能，落實職期輪調制度；落

實知會報備規定，建立廉政登錄制度；建立公開透明之行政流

程，改善機關環境風氣。 

 

??? ? 槱? 
 

健全完整法令制度，並建立完整陽光法案之體系。反貪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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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順利立法，新制度中的兩個成分，最重要的是在「貪汙治罪條

例」中加入「財產來源不明罪」。這個 30年前由香港總督以尚方

寶劍強力執行的法條，讓原本貪腐至極的吏治忽然澄清，南韓等

亞洲國家亦紛紛效法而具見成效。對於貪腐已成全民公敵的台灣

而言，應是對症良藥。其次，針對「公務人員服務法」增訂「公

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要求政務官及其直系血親二親等之家屬，

有強制報備並主動登錄其社交活動之義務，以杜絕請託關說。一

方面從其行為上嚴予監督，一方面針對任何超出其合理收入之外

的所得課以罪刑，則吏治得清、法令規章不受扭曲、良性的競爭

秩序即指日可待。 

 

??? ? 槱? 
 

強化刑事司法單位追訴能力，提昇貪污案件之司法定罪率，

加強對行賄者之制裁，以消除行賄現象。  

 

任何改革建議並非萬靈丹，本文期盼能拋磚引玉，激發學者

專家提出更佳的興革方案，逐步而全面的落實推動，則廉能政風

的目標庶幾可以達成矣。我國政府已積極投入反貪促廉之工作，

並在機構建制與相關措施方面尋求更進一步的突破與創新。不

過，這些新的建制與作為似乎並未能立即獲得國際對我反貪的努

力的高度認同，顯示吾人仍應虛心檢討評估這些措施的真正執行

績效與過程，方能確實提升廉潔程度。 

 

二十一世紀的優質治理需要廉能政府的領航與公民社會的參

與，而貪腐無疑是邁向優質治理最大的障礙與問題。故為其建構

一個精實具有創新及應變能力之「顧客導向」型廉政機關，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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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廉政工作的主要目標。我國威權轉型過程中，雖亦曾對舊有

體制進行革新，但一方面因政治力的強烈反彈，一方面因官僚體

系的本位主義，使得改造結果往往流於頭痛醫頭，甚至無疾而

終，施行之後更是出現與現實運作格格不入的窘境。故今後的政

府改造工作，無論是行政體系的組織調整，抑或高層次的憲政變

革，應當就國家未來發展方向與定位，進行整體性規劃，以免日

後出現各種制度扞格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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棓? 
 

附錄一：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 

 

第一條   為端正政風，促進廉能政治，維護機關安全，特制定本 

條例。 

第二條   政風機構之設置及其人員之管理，依本條例之規定；本 

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第三條   法務部為掌理全國政風業務之主管機關。  

第四條   本條例所稱政風機構，指中央與地方機關及公營事業  

    (以下簡稱各機關)掌理政風業務之機構。 

第五條  政風機構掌理事項如左： 

一  關於本機關政風法令之擬訂事項。  

二  關於本機關政風法令之宣導事項。  

三  關於本機關員工貪瀆不法之預防、發掘及處理檢舉 

事項。  

四  關於本機關政風興革建議事項。 

五  關於本機關政風考核獎懲建議事項。  

六  關於本機關公務機密維護事項。 

七  其他有關政風事項。 

第六條  各機關政風機構比照各該機關人事機構設政風處或政  

風室。未設政風處  (室) 之機關，其政風業務由其上級 

機關之政風機構統籌辦理。前項機構之名稱及員額編  

制，應訂入各該機關組織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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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政風處置處長，必要時得置副處長；政風室置主任；其 

官等職等，比照各該機關人事人員之職務列等辦理。  

第八條   政風處 (室) 得視業務之繁簡，分科、組、課或股辦事， 

科長、組長、課長、股長及其他佐理人員之官等職等，  

比照各該機關人事人員之職務列等 

辦理。 

第九條   各機關政風人員之任免遷調分別適用有關法規，由主管 

機關辦理。  

第十條   各機關政風人員應秉承機關長官之命，依法辦理政風業 

務，並兼受上級政風機構之指揮監督。 

第十一條   民意機關、軍事機關及公立各級學校不適用本條例之 

規定。 

第十二條   本條例施行後，各機關組織法規未修正前，各級政風 

機構之設置及員額編制，由法務部會同銓敘部及有關  

機關定之。  

第十三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法務部會同銓敘部定之。 

第十四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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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政風機構績效評比要點 

 

一、評比目的：為落實政風人員責任制度，發揮政風機構功能，  

提昇整體政風工作績效，特依「政風機構人員設  

置條例施行細則」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訂定本  

要點。 

二、評比範圍：  

 (一) 本要點適用於各級政風機 (關) 構。 

 (二) 主管機關政風機構 (係指總統府、行政院、司法院、考試  

院、監察院及各部、會、行、處、局、署、院、院轄市政  

府之政風機構 ) 由法務部政風司 (以下簡稱「政風司」) 

直接評比；非主管機關政風機構由上一級或主管機關政風  

機構依機關特性參照本要點各項原則授權或部分授權規 

劃辦理評比。  

三、評比原則：  

 (一) 各政風機構績效分為「查處」、「預防」兩大工作項目， 

其比例由政風司依政策定期檢討工作方向及執行成效而 

作調整。 

 (二) 各級政風機構績效之核計除核分應有一致標準外，應考量 

業務比重、單位人力、業務指導與規劃、推動執行程度等  

因素，以「目標達成率」成為績效序列評比之衡量基準。  

 (三) 前款各級政風機構「查處」、「預防」之績效核分標準由 

政風司訂定；另針對各級政風機構業務規劃與推動、專案  

績效、影響政風形象等不易量化或主觀評估之項目，政風  

司亦應訂定「評價」核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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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各項績效核算原則及核分標準，應依指標數據或階段性任 

務及需要，適時檢討調整。 

四、評比作法：  

 (一) 查處部分：各級政風機構發掘或查處員工貪瀆不法及洩密 

事件之績效，由政風司審酌政風機構所蒐報資料或案件內  

容之具體度、難易度、重要性與發展性等因素，依據核分  

標準直接核分。如屬重大案(事) 件經查證係由政風機構 

機先發掘或出力屬實者，除從優列計核分外，並登錄評價  

項目之特殊 (或重大、專案) 成效，加重核分。  

 (二) 預防部分：  

      1.預防工作區分為一般及重大核分類別；一般類，授權由 

上一級或主管機關政風機構依據核分標準予以核分後 

報政風司複審；重大類，由政風司或主管機 (關) 構直 

接核分。其中，執行預防貪瀆具有特殊績效，經查證屬  

實者，除從優列計核分外，並登錄評價項目之特殊 (或 

重大、專案 ) 成效，加重核分。 

      2.授權由上一級或主管機關政風機 (關) 構核分者，為求  

核分基準相當，得審訂裁量標準報政風司備查，政風司  

並得適時督考。  

 (三) 評價部分：政風司 (含本部中部辦公室) 每半年依據項目  

比重，附具事由 (含提列特殊事項) ，核予各主管機關及 

縣市政府政風機構評價分數，評價分數經議定後外加  (減)於預

防及查處總分。  

五、各級政風機構評比之分數每半年定期公布績效，並依「賞罰  

分明」之原則，獎優責劣，以達惕勵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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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政風機構法定執掌彙整表 

 

政風條例 政風條例施行細則 

一、擬訂、修正本機關各項政風法令。 

二、訂定本機關端正政風及防制貪污工作計劃。  

三、蒐集、編印相關之政風法令。 
政風法令之擬訂事項 

四、訂定本機關政風工作手冊。  

一、宣導與本機關業務相關之政風法令。 

二、貫徹執行本機關政風法令。  政風法令之宣導事項 

三、講解廉政肅貪案例，表揚優良政風事蹟。 

一、評估本機關易滋弊端之業 

務，研訂具體防弊措施。  

二、追蹤管制防弊措施行情

形。 

三、協調修正不合時宜之法令

規章。 

預防貪瀆不法事

項 

四、研析本機關發生之貪瀆案

件，訂定具體改進措施。  

一、查察作業違常單位及生活

違常人員。 

機關員工貪瀆不法之預

防、發掘及處理檢舉事

項 

發掘貪瀆不法事

項 

二、稽核易滋弊端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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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民眾檢舉及媒體報導

有關本機關弊端事項。 

四、辦理機關首長交查事項。 

一、設置本機關貪瀆檢舉專用

信箱及電話，鼓勵員工及民眾

檢舉。 

二、依據獎勵檢舉貪污瀆職有

關辦法，審慎處理檢舉貪瀆案

件。 
處理檢舉貪瀆不

法事項 
三、受理檢舉案件，設有刑責

者，移送檢察機關或司法調查

機關依法處理；設有行政責任

者，依有關規定作行政處理；

查非事實者，予以澄清。  

一、調查分析本機關政風狀況，研擬改進措施。  

二、根據民意反應，提供業務單位研擬便民措

施。 
政風興革建議事項  

三、針對現有防弊缺失，研擬加強改進措施。 

一、防弊措施執行情形。  政風考核獎懲建議事項 訂定政風督導考

核計劃 二、法令制度、作業程序有關

缺失改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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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風法令之宣導及執行情

形。 

四、違反政風案件及其處理情

形。 

五、政風檢舉案件處理情。 

 
辦理本機關與所屬機關政風督導考核及獎懲建議

事項。 

一、訂定本機關公務機密維護規定。 

二、宣導公務機密維護法令及做法。 

三、推動資訊保密措施。 
公務機密維護事項  

四、處理洩密案件。  

一、本機關政風工作年度計劃之策劃、擬訂、預

算編列及推動 

執行等事項。 

二、危害或破壞本機關事件之預防事項。 

三、協助處理陳情請願事項。 

四、機關首長或上級政風機構交辦事項。 

其他有關政風事項  

五、與本機關政風有關之其他事項。 

 

資料來源：1.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第五條。 

              2.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施行細則第四條至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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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政風機構肅貪工作編碼簿 

 

肅貪案件係指地方政府政風機構辦理政風查處工作之各項工作，其

間可由政風機構主動發掘、受理民眾檢舉、民意代表舉發、機關首長交

查、上級機關或相關單位交辦等途徑取得各項肅貪工作案件，按依法務

部編印之「政風查處工作手冊」及訂頒之「政風機構評比要點－政風查

處工作核分標準表」規定，肅貪案件結果概分為「提起公訴」、「函送

偵辦」、「政風資料」、「函送一般非法案件」、「行政責任案件」、

「檢舉行政處理」、「檢舉澄清結案」等，而其概念型定義及操作型定

義玆分述如下：  

 

 

變項名稱 概念型定義 操作型定義 資料來源 

提起公訴 

檢察官依偵查所得證
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
疑，應即提起公訴，請
求法院對之論罪科刑。 

政風機構辦理貪瀆案件依貪污
治罪條例或刑法瀆職罪章法條
起訴，並按政風查處工作核分
標準表分別核予主動發掘、被
動發掘或配合調查之提起公訴
成果分數，以據予量化評比。 

政風機構
評比要點
－政風查
處工作核
分標準表 

函送偵辦 

機關發覺違法事務，將
相關犯罪嫌疑資料用書
狀移送司法檢察機關偵
查辦理。 

政風機構發掘貪瀆案件線索，
內容具體或具查證路線者陳報
上級審查核列後函送司法機關
偵辦並依政風查處工作核分標
準表核予主動發掘、被動發掘
或配合調查之函送偵辦成果分
數，據予量化評比。 

政風機構
評比要點
－政風查
處工作核
分標準表 

政風資料 
機關公務員及相關人員
可能涉及貪瀆不法或行
政違失之資料。 

政風機構自行發掘、上級交查
或民眾檢舉之貪瀆資料，經初
步瞭解後，具有深入查證必要
者，陳報上級主管機關政風機
構適切指導轉報後據以核分。 

政風機構
評比要點
－政風查
處工作核
分標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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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送一般
非法案件 

公務員經辦公務涉及貪
瀆罪以外之不法犯罪，
或民眾涉及之不法犯罪
對於機關公務作業之正
確性、施政之公信力或
國計民生有重大影響等
案件，用書狀移送司法
機關偵辦。 

政風機構實陳查處一般非法案
件或配合政策指示、專案交
查、司法詐欺、賄選、發掘重
大圍、綁標及公務員經辦公務
涉及偽造文書等非法案件，陳
報主管機關政風機構審核移送
司法機關偵辦，並依政風查處
工作核分標準表據以核分。 

政風機構
評比要點
－政風查
處工作核
分標準表 

行政責任
案件 

公務員及相關人員涉有
違反「公務人員考績
法」、「公務員懲戒
法」及「公務員服務
法」等相關法令規定，
應依規簽處懲處或懲戒
處分。 

政風機構實際參與查處或簽辦
對司法機關調查未確定構成貪
瀆犯罪而有行政違失案件（即
行政肅貪）、涉及貪瀆之行政
責任或末涉貪瀆之行政責任等
追究行政違失責任，並以有行
政處分令者為限，據以分類參
酌處分輕重、被處分人數及職
位高低等項據以核分。 

政風機構
評比要點
－政風查
處工作核
分標準表 

檢舉行政
處理 

檢舉貪瀆不法案件之查
處結果，無涉貪瀆或行
政責任案件，移請相關
單位部門依權責妥處。 

政風機構受理檢舉貪瀆不法案
件之查處結果，非關貪瀆或行
政責任案件，案係屬業務單位
權責，須移權責機關單位處理
並將結果陳報主管機關政風機
構審核轉陳以據以核分。 

政風機構
評比要點
－政風查
處工作核
分標準表 

檢舉澄清
結案 

檢舉貪瀆不法案件之查
處結果，查非事實者，
予以澄清或註記存參。 

政風機構受理檢舉貪瀆不法案
件之查處結果，查非事實者，
應陳報主管機關政風機構審核
予以澄清結案或註記存參，並
轉陳上級以據以核分。 

政風機構
評比要點
－政風查
處工作核
分標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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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訪談同意書  

敬愛的政風先進，您好：  

首先非常感謝您的參與及協助，各位先進奉獻政風機構多年，對政風機構之興革勢

必有精闢見解，特懇請   鼎力指導，是所至盼！  

這是一份有關「地方政府政風機構防腐角色與功能之研究－以南投縣政府為例」的

研究訪談，目的係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瞭解目前地方政府政風機構在執行防腐工作之

現況與面臨之困境，同時依據政風機構於地方政府的實際運作情形，思索如何興革以有

利於政風機構之發展，並藉此回應社會殷切之期盼。各位先進所提出的意見對於未來政

風機構在防腐角色與功能上的改革，必能提供相當裨益，故，本研究誠摯邀請您參與本

訪談的進行。 

本研究會依據訪談題綱進行訪談，而該份題綱會於您接受訪談前先行寄送或送交，

也懇請您於訪談時就個人經驗回答。每次訪談時間約為一至兩個小時，為利資料之整

理，於訪談過程中將進行同步錄音，惟為保護受訪者並尊重其意願，訪談內容將僅供本

研究之用；同時呈現於本研究之訪談內容亦將以匿名方式論述，敬請放心受訪。  

再次感謝您撥冗接受訪談，對於在進行訪談過程中所可能造成您的不便，在此向您

表達歉意，並再次感謝您所提供的資訊，您的鼎力協助對本研究將有莫大的助益。耑此

敬頌 鈞安。 

 

                      私立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紀俊臣   博士  

               研 究  生：陳治良  謹啟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 

 

本人同意參與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陳治良「地方政府政風機構防

腐角色與功能之研究－以南投縣政府為例」的訪談，並同意於論文中，以匿名的方式引

用本人的訪談內容與提供之相關資料。  

受   訪  者：  

聯絡方式：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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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訪談題綱 

 

一、請問從地方政府的經驗觀察，政風機構所處理之貪腐類型為何？ 

 

二、請問從地方政府的立場，您覺得當前政風機構在防腐工作上進行何

等措施為有效？  

 

三、請問政風機構在地方政府機關內推動防腐工作時，有何困境與窒礙

難行之處？請就您的經驗敘述之。  

 

四、請問就地方政府政風機構的立場，您認為政風人員在執行貪瀆預防

與查處等防腐工作時，最核心的工作項目為何？為什麼？ 

 

五、請問您認為政風人員在地方政府機關中應扮演何種角色？為什麼？ 

 

六、請問從地方政府政風機構的立場，對於當前指揮層級、工作職掌、

人事制度、業務分工與績效管考等，您有何興革意見？ 

 

七、請問您覺得目前地方政府在執行政風業務項目，在考量防腐之目的

上，有何需要檢討或增減的業務？  

 

八、請問您覺得在進行防腐工作上，地方政府政風機構所進行者，何者

可與中央政風主管機關的政策相互配合？  

 

九、請問從地方政府政風機構的立場，您認為要使政風機構的防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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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肯定，業務上應有何需要改進的地方？ 

 

十、請問您對未來地方政府政風機構的發展方向與內容有何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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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 ? ? ? ? ? 侏? ? 
 

訪談紀錄一 

一、請問從地方政府的經驗觀察，政風機構所處理之貪腐類型為何？ 

答：目前地方政府主要貪腐的類型有：公共工程、採購、地方建設經費

補助款、地方民代介入工程採購案件等類型，身處地方政府內部的

政風單位亦極需就上述貪腐類型，加以預防與查處。  

二、請問從地方政府的立場，您覺得當前政風機構在防腐工作上進行何

等措施為有效？  

答：法務部曾提列 19 項易滋弊端業務，站在政風機構防腐的立場上，

應針對該重大工程、鉅額採購等 19 項易滋弊端業務實施專案稽核

或清查；其次，公共工程施工中或竣工後，必須實施抽、查驗工

作，確保工作品質。 

三、請問政風機構在地方政府機關內推動防腐工作時，有何困境與窒礙

難行之處？請就您的經驗敘述之。  

答：地方政府政風機構在機關內推動防腐工作，所面臨的困境或窒礙難

行之處，計有：（一）機關首長不支持（二）經費有限並受民代牽

制（三）部份業務單位配合度不夠（四）部份政風人員專業素養不

足。  

四、請問就地方政府政風機構的立場，您認為政風人員在執行貪瀆預防

與查處等防腐工作時，最核心的工作項目為何？為什麼？ 

答：當前法務部在推動反浪費、反腐敗與反貪污之預防性政風工作，並

積極查處肅貪，地方政府政風機構人員當秉持上級指示分別執行貪

瀆預防與查處等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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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請問您認為政風人員在地方政府機關中應扮演何種角色？為什麼？ 

答：地方政府政風人員應係機關首長的廉政業務幕僚，必須協助機關推

動各項業務，並且避免有浪費公帑或貪腐舞弊的情事發生，以防止

機關腐化。  

六、請問從地方政府政風機構的立場，對於當前指揮層級、工作職掌、

人事制度、業務分工與績效管考等，您有何興革意見？ 

答： 

（一）政風機構人事任免遷調制度，中央集權，未能依職等授權地方政

府主管政風機構，如人事任免遷調官職等八職等以下政風人員，

應授權縣市政府政風主管自行依規作業。  

（二）地方政府政風機構政風人員升遷管道狹窄，其業務又特別繁重，

建請中央機關政風機構與地方政府政風機構之政風人員應有所交

流，以拓展彼此的視野。 

七、請問您覺得目前地方政府在執行政風業務項目，在考量防腐之目的

上，有何需要檢討或增減的業務？  

答：近年來，地方政府政風機構在執行政風業務項目上，臨界業務交辦

過多，如：改善社會治安，取締盜採砂石及配合稽查八大行業等，

應適時加以檢討，以符政風機構業務職掌。 

八、請問您覺得在進行防腐工作上，地方政府政風機構所進行者，何者

可與中央政風主管機關的政策相互配合？  

答：地方政府政風機構在進行業務專案稽核，建設及社團經費補助款專

案清查及辦理重大公共工程或鉅額採購等業務，應可適時配合中央

政風主管機關政策。 

九、請問從地方政府政風機構的立場，您認為要使政風機構的防腐功能

受到肯定，業務上應有何需要改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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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一）政風機構辦理業務專案稽核後，應適度透過媒體報導，宣導業務

稽核績效，使社會大眾了解政風機構功能。 

（二）政風機構應辦理反貪及廉政座談會，適時聽取地方及相關業者建

議意見，共同推動廉政防腐工作。  

十、請問您對未來地方政府政風機構的發展方向與內容有何具體建議？  

答：政風機構在地方政府有責無權，建議提高政風機構職權，如行政調

閱權，另辦理肅貪案件時，應相對地具有司法警察權，以積極肅

貪、澄清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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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二 

 

一、請問從地方政府的經驗觀察，政風機構所處理之貪腐類型為何？ 

答：地方政府政風機構所處理的貪腐類型，可分為兩大類，一類即以犯

罪罪刑區分，計有：經辦工程舞弊、圖利、侵占公款、偽造文書、

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等；另一類則以經辦業務區分，分別

為：工程、採購、地政、環保、醫療衛生、教育等類型。 

二、請問從地方政府的立場，您覺得當前政風機構在防腐工作上進行何

等措施為有效？  

答：當前政風機構在防腐工作上，除強化政風臺處能力培訓及專案查處

作為外，在預防性政風工作上亦須周延陽光法案、強力執行各項專

案稽核、執行異常採購案件分析、增訂贈受財物規範等相關作為。 

三、請問政風機構在地方政府機關內推動防腐工作時，有何困境與窒礙

難行之處？請就您的經驗敘述之。  

答：地方政府機關首長以選票為主要考量、民代藉權力強力介入關說、

地方派系勢力盤根錯結、基層政風人力嚴重不足、政風人員專業知

能未能有效傳承、政風人事陞遷未暢通影響工作士氣等等，均為現

階段地方政府政風機構所面臨的困境。 

四、請問就地方政府政風機構的立場，您認為政風人員在執行貪瀆預防

與查處等防腐工作時，最核心的工作項目為何？為什麼？ 

答：政風預防與查處二工作二者相輔相成，不能偏廢，然每位政風人員

均應有查處知能。 

五、請問您認為政風人員在地方政府機關中應扮演何種角色？為什麼？ 

答：政風人員應扮演機關內免疫系統的角色，同時要當廉能公務人員的

堅實後盾，更必須戮力查處違法亂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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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請問從地方政府政風機構的立場，對於當前指揮層級、工作職掌、

人事制度、業務分工與績效管考等，您有何興革意見？ 

答：人事陞遷未暢通，嚴重影響工作士氣、政風人力嚴重不足、績效管

考太繁瑣，花費太多時間陳報績效，管考應以重大績效為者，一般

績效授權縣市政府政風主任、安全維護似可廢除、專責辦理政風預

防與查處工作。  

七、請問您覺得目前地方政府在執行政風業務項目，在考量防腐之目的

上，有何需要檢討或增減的業務？  

答：依政風構工作職掌，安全維護工作似可廢除，專責辦理政風預防與

查處工作。  

八、請問您覺得在進行防腐工作上，地方政府政風機構所進行者，何者

可與中央政風主管機關的政策相互配合？  

答：地方政府與中央政風主管機關的政策，本應相互配合，才能克竟其

功，目前根本未配合與交流，例如文化藝術節慶補助款，中央、地

方都在清查，然並未相互勾稽配合機制。  

九、請問從地方政府政風機構的立場，您認為要使政風機構的防  

腐功能受到肯定，業務上應有何需要改進的地方？ 

答：採購業務之防腐工作，占了相當大比例，有採購證照者，比比皆

是，然實務與理論能貫通者，少之又少，每位政風人員均應有採購

知能，以利政風預防與查處作為。  

十、請問您對未來地方政府政風機構的發展方向與內容有何具體  

建議？ 

答：中央成立廉政局，成為地方政府政風機構堅實後盾，並能統合各項

資源，有效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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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三 

 

一、請問從地方政府的經驗觀察，政風機構所處理之貪腐類型為何？ 

答：政風機構在地方政府機關內，常處理的貪腐類型有：公共工程、教

育、環保、地政、衛生醫療、人事等項。  

二、請問從地方政府的立場，您覺得當前政風機構在防腐工作上進行何

等措施為有效？  

答：政風人員應具有主動積極的態度與精神，走出辦公室爭取機關首長

的支持與機關員工的認同，並利用各項機會對民眾廣為宣導反貪觀

念，以獲取民眾支持政府反貪的決心。 

三、請問政風機構在地方政府機關內推動防腐工作時，有何困境與窒礙

難行之處？請就您的經驗敘述之。  

答：部份機關首長及員工對政風人員仍心存戒心，對防貪工作之推行虛

偽應付，影響防腐工作推行成效。  

四、請問就地方政府政風機構的立場，您認為政風人員在執行貪瀆預防

與查處等防腐工作時，最核心的工作項目為何？為什麼？ 

答：政風工作應以預防重於查處，對機關各項可能發生弊端業務應落實

各項防弊作為，預防工作做的好，案件查處當然少。  

五、請問您認為政風人員在地方政府機關中應扮演何種角色？為什麼？ 

答：政風人員在機關中應扮演保健醫生的角色，重視每一個可能造成危

害的小問題，適時導正防弊，小病不治，大病難醫。  

六、請問從地方政府政風機構的立場，對於當前指揮層級、工作職掌、

人事制度、業務分工與績效管考等，您有何興革意見？ 

答：各機關特性不一，績效管考制度造成部分政風人員以績效為工作推

行之主要考量，有些工作辦理頻率過高，造成機關首長及員工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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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效果適得其反，是以，應因地制宜，適時檢討績效管考制度。 

七、請問您覺得目前地方政府在執行政風業務項目，在考量防腐之目的

上，有何需要檢討或增減的業務？  

答：機關內安全維護工作與公務機密維護工作，均有其庶務單位依其相

關法規執行，政風機構應回歸組織職掌，落實執行預防性政風與調

查性政風等工作項目。  

八、請問您覺得在進行防腐工作上，地方政府政風機構所進行者，何者

可與中央政風主管機關的政策相互配合？  

答：地方政府政風機構工作之執行，原則上應以中央政風主管機關的政

策準據，但如實施預防工作－專案稽核、查處工作－專案查處，甚

或「政風特蒐組」工作時，地方政府政風機構應與中央政風主管政

風機構互相配合，發揮整體力量，以共創廉政佳績。  

九、請問從地方政府政風機構的立場，您認為要使政風機構的防腐功能

受到肯定，業務上應有何需要改進的地方？ 

答：地方政府政風機構之基層政風人員人力不足，應儘速充實基層組織

人力；同時，政風人員亦應加強查處能力的培訓，以促進並提昇肅

貪案件品質與績效。 

十、請問您對未來地方政府政風機構的發展方向與內容有何具體建議？ 

答：當前政風工作之推行成效與機關首長之支持度有密切關聯，對於涉

及機關首長之案件更是限於權限(調查權)不易著手，政風機構若能

擁有行政調卷權，或甚而獨立於機關之外，立場應更能超然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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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四 

 

一、請問從地方政府的經驗觀察，政風機構所處理之貪腐類型為何？ 

答：近年來，地方政府政風機構經常處理之貪腐類型有公共工程、採

購、環保、消防、建管等類型。 

二、請問從地方政府的立場，您覺得當前政風機構在防腐工作上進行何

等措施為有效？  

答：政風機構在地方政府係屬內部幕僚單位，於防腐工作上應透過事前

專案業務稽核察查作為，加以防範，以避免貪腐情事發生。  

三、請問政風機構在地方政府機關內推動防腐工作時，有何困境與窒礙

難行之處？請就您的經驗敘述之。  

答：地方政府政風機構基層政風人力數不足，無法全面針對機關內部易

滋弊端業務實施稽查。  

四、請問就地方政府政風機構的立場，您認為政風人員在執行貪瀆預防

與查處等防腐工作時，最核心的工作項目為何？為什麼？ 

答：當前地方政府政風機構政風人員於執行本職業務－防腐工作，應以

預防為主、查處為輔，以消弭弊源於最初始。 

五、請問您認為政風人員在地方政府機關中應扮演何種角色？為什麼？ 

答：地方政府政風機構政風人員於機關內應扮演稽核、監督及查處不法

之角色，如此，才能有效預防及檢肅貪瀆。  

六、請問從地方政府政風機構的立場，對於當前指揮層級、工作職掌、

人事制度、業務分工與績效管考等，您有何興革意見？ 

答： 

 （一）地方政府政風機構無獨立預算，受地方民代掣肘，宜將政風機

構年度預算統編於上一級政風機構，以避免同層級民代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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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政風機構身處地方政府內部，查處案件偶因人而異，如法辦機

關首長或其親信幕僚，是以，政風機構應加強政風人員查處能

力的培訓，以積極檢肅貪瀆。  

 （三）地方政府政風機構基層政風人員大多為 1人單位，加以各機關

環境特性不一，上級政風機構應不宜一切以績效管考為  標

的，應多體恤基層政風人員之辛勞。  

七、請問您覺得目前地方政府在執行政風業務項目，在考量防腐之目的

上，有何需要檢討或增減的業務？  

答：政風機構應集中人力致力於反浪費、反貪腐、反貪污與查處肅貪等

防腐工作上，其他非必要業務－如安全維護、公務機密維護等宜予

刪除；另現行政風工作預防業過於繁雜，宜應併案徹底檢討並減

化，以符政風人力與防腐目的之比例原則。 

八、請問您覺得在進行防腐工作上，地方政府政風機構所進行者，何者

可與中央政風主管機關的政策相互配合？  

答：地方政府財政普遍拮據，中央機關補助款甚多，地方政府政風機構

於清查中央機關補助地方之各項補助款業務，應相互配合，以達事

半功倍成效。 

九、請問從地方政府政風機構的立場，您認為要使政風機構的防腐功能

受到肯定，業務上應有何需要改進的地方？ 

答：地方政府政風機構之防腐功能受到肯定及開展，應有獨立之預算制

度，並確認人事一條鞭體制之保障。 

十、請問您對未來地方政府政風機構的發展方向與內容有何具體建議？ 

答：政風機構未來發展走向，除配合中央專責廉政機構－法務部廉政局

成立外，如能精簡所屬鄉鎮市公所政風室，統由縣市政府政風機構

集中人力，統一調度指揮，亦應可列入考量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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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五 

 

一、請問從地方政府的經驗觀察，政風機構所處理之貪腐類型為何？ 

答：就個人於地方政府政風機構服務經驗觀察，地方政府常發生的貪瀆

弊案，實與上級所頒之 19 類易滋弊端業務息息相關，政風機構常

處理之貪腐類型，則包括採購、營繕工程、教育、醫療衛生等類型。 

二、請問從地方政府的立場，您覺得當前政風機構在防腐工作上進行何

等措施為有效？  

答：政風機構為地方政府內部的幕僚單位，屬內控廉能機制，是以，政

風機構在防腐工作上，應積極了解機關業務法規與流程運作，並竭

力參與熟悉機關業務運作之困難度，以利從法規、制度及執行面協

助解決，復進一步落實業務稽核，以達防腐的目的。  

三、請問政風機構在地方政府機關內推動防腐工作時，有何困境與窒礙

難行之處？請就您的經驗敘述之。  

答：地方政府政風機構在機關內推動防腐工作，首要面對困境或窒礙難

行之處，即機關首長的不支持及同仁的不配合，因而，導致政風機

構推動防腐工作的不落實。 

四、請問就地方政府政風機構的立場，您認為政風人員在執行貪瀆預防

與查處等防腐工作時，最核心的工作項目為何？為什麼？ 

答：政風人員執行各項政風業務，應秉持預防重於查處觀念，積極瞭解

機關各項業務運作，從中知悉弊端之所在，以研擬各項對策因應，

預防貪腐弊案滋生。  

五、請問您認為政風人員在地方政府機關中應扮演何種角色？為什麼？ 

答：政風人員應本於「反貪倡廉」立場，扮演防弊、防貪、反貪、肅貪

及提昇行政效率效能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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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請問從地方政府政風機構的立場，對於當前指揮層級、工作職掌、

人事制度、業務分工與績效管考等，您有何興革意見？ 

答：政風機構體制上屬一條鞭指揮監督，卻依法仍秉承機關首長之命，

辦理各項業務，是以，地方政府政風人員人事調動、升遷，應可尊

重地方政府主管政風機構內部通盤考量去建議，甚而授權地方政府

主管政風機構，以暢通人事制度。  

七、請問您覺得目前地方政府在執行政風業務項目，在考量防腐之目的

上，有何需要檢討或增減的業務？  

答：現行政風工作除預防、查處二大工作主軸外，尚包括機關安全維護

工作及公務機密維護工作等，地方政府政風機構應可致力於預防與

查處之政風業務，而將機關安全維護及公務機密維護等工作回歸業

務部門，進而積極扮演專責廉政部門之角色。 

八、請問您覺得在進行防腐工作上，地方政府政風機構所進行者，何者

可與中央政風主管機關的政策相互配合？  

答：政風機構於進行防腐工作時，無論就其反浪費、反腐敗、反貪污之

預防性專案稽核業務，或肅貪之調查性專案清查業務，如有涉及中

央部會及地方政府層級的相通性或關聯性，二者即可相互配合，以

收防腐之實效。  

九、請問從地方政府政風機構的立場，您認為要使政風機構的防腐功能

受到肯定，業務上應有何需要改進的地方？ 

答：地方政府政風機構政風人員係位於基層服務第一線之人員，且基層

政風人力又時出缺，因此，除應積極充實基層人力外，並應加強基

層政風人員查處能力的培訓，促使整體防腐我能受到機關肯定。 

十、請問您對未來地方政府政風機構的發展方向與內容有何具體建議？ 

答：如同前述，基層政風人力不足或政風人員素質有待加強，建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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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風機構未來發展應：（一）提高地方政府政風機構政風人員

留在地方服務之誘因（二）強化地方政風人員之素質及專業訓練，

以共同創造優質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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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六 

 

一、請問從地方政府的經驗觀察，政風機構所處理之貪腐類型為何？ 

答：依業務屬性及發生貪瀆機會，按一般之認知，將重大工程、巨額採

購等 19 類業務，歸列為易滋貪瀆弊端類型，惟所觸犯之法條不外

乎「偽造文書」、「詐欺取財」、「侵占」、「索賄」等。  

二、請問從地方政府的立場，您覺得當前政風機構在防腐工作上進行何

等措施為有效？  

答：機關政治風氣之良窳，為機關首長之當然責任，各單位主管更是責

無旁貸，光靠政風機構策訂防弊措施或作業流程，縱係周密，惟內

控或稽核機制無法有效發揮功能，僅憑政風機構外圍之防弊似無法

達到全面功效。本人認為，首先應喚醒機關首長及各業主管責任

感，排除鄉愿心理，破除包庇縱容心態，配合政風機構或各業務面

所制訂之作業規範，結合及強化既有之內控或稽核機制，較為省時

省力，及達到全面務實之功效。舉如依事物管理手冊規定，即可敦

促機關成立「事務檢核小組」就事務工作之稽核機制。 

三、請問政風機構在地方政府機關內推動防腐工作時，有何困境與窒礙

難行之處？請就您的經驗敘述之。  

答：政風機構在地方政府機關內推動防腐工作，其最為困難之處在政風

機構人員本身之認知、對易滋弊端業務之了解程度、及相關法令是

否透澈；其次在機關首長及業務主管之支持。按政風機構指出相關

主管業務於作業環節、審核機制等出現行政隙漏，並針對該隙漏制

訂相關防範措施，如政風機構人員就行政隙漏產生之緣由、防杜之

用意、對業務及法令依據熟稔等，渠本身之認知，能取得首長及主

管之認同及支持，則無窒礙難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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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問就地方政府政風機構的立場，您認為政風人員在執行貪瀆預防

與查處等防腐工作時，最核心的工作項目為何？為什麼？ 

答：政風人員在執行貪瀆預防與查處等防腐工作時，最核心的工作在於

如何達到「端正政治風氣」及「推動廉能政治」。 

五、請問您認為政風人員在地方政府機關中應扮演何種角色？為什麼？ 

答： 

（一）診斷師的角色：按政府體制之運作，基於法規面、執行面或審

（稽）核等各面象，其間容或潛存行政隙漏、行政誤失或灰色模

糊 地帶，致使弊病之產生，更甚者，為有心人之操弄而有貪瀆

情事之發生，政風人員要有診斷之能力。  

（二）協調師的角色：按政府體制之運作，係由各部門單位，依法定職

掌，相關法令推動工作，其間各部門單位，潛存杆格、本位主義

作祟、或橫向環結未相扣等，導至相互制肘情事，政風人員要有

協調之能力。  

（三）輔導師的角色：按機關發生刑事責任案件，當事人對即將面對之

刑事訴訟程序，行政懲處程序，及如何面對同仁家人等心態，皆

茫然無緒，政風機構人員除依法辦理外，就當事人於心理、工

作、訴訟、懲處等如加以輔導，使當事人處於明朗知其狀況，將

損失或責任降至最低。  

（四）諮商師的角色：  

政風機構人員掌握機關整體政風狀況，對機關各單位組織業務需

全般之熟稔，雖就單一業務之熟稔程度無法與業務單位比美，惟

思維角度較全面整體性，於會辦業務或策訂相關措施規範等，能

取得機關同仁之信任而為諮商之對象。  

六、請問從地方政府政風機構的立場，對於當前指揮層級、工作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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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制度、業務分工與績效管考等，您有何興革意見？ 

答： 

（一）人事制度方面：政風機構人員昇遷，採總量管制，相較於以往，

就開缺及申請等，現行採部分開放制度，業已活絡許多，值得慶

幸，惟開放額度建議再於增多。  

（二）績效管考：政風機構業務績效管考，個人以為足供各機關借鏡，

幾達每月管考，惟所謂之績效感受上似乎淪為政風機構主管個人

績效之表現，或為政風機構主管爭取上級長官觀感之功用，對實

際承辦業務同仁，就年度考績、獎勵、昇遷似無法結合，縱於整

體管考上有績效管考之效應，惟其作為及如何平衡並未具體表示

於相關文書作為或會議內容內，讓全體政風同仁了解。 

七、請問您覺得目前地方政府在執行政風業務項目，在考量防腐之目的

上，有何需要檢討或增減的業務？  

答：政風機構係以端正政風、促進廉能政治、維護機關安全為目的而設

置，然政風人員執行調查性政風事務肅貪工作並無適當職權可用，

致使廉政肅貪功能未能有效發揮。因此，實有必要修正政風機構組

織職掌或研擬制定「政風人員職權行使法」，適時賦予政風人員行

政調卷權，如此，政風機構才能有效機先掌握查處案件契機，發揮

檢肅貪貪、澄清吏治的功能；同時，刪除與政風無關之「機關安全

維護」及「公務機密維護」事項，以促使政風機構組織或為專業、

專責的廉政機關，讓政風機構能確實發揮端正政風、促進廉能政治

之組織目標。 

八、請問您覺得在進行防腐工作上，地方政府政風機構所進行者，何者

可與中央政風主管機關的政策相互配合？  

答：政風機構，係屬一條鞭管理體制，各項防腐策略與實務作為，雖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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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上級規劃策訂，但如要提昇防腐工作上績效，無論中央或地方政

風機構，仍應依其機關特性採取計劃性的主動積極作為，進而緊密

結合中央部會與地方政府政風機構整體組織人力、物力，發揮政風

團隊力量，如此，才能使預防性政風工作－反浪費、反貪腐、反貪

污及調查性政風事務－肅貪等工作，畢其功於一役，確實發揮政風

機構功效，提昇端正政風、澄清吏治之功能。 

九、請問從地方政府政風機構的立場，您認為要使政風機構的防腐功能

受到肯定，業務上應有何需要改進的地方？ 

答：地方政風機構執行業務，皆依上級政風機構政策及法定執掌進行，

個人以為尚無需爭取較無關之業務，如有應改進之處，個人以為僅

有「革心」一項，按政風業務是一良心業務，徒作與政風無關業

務，實只勞師動眾，如何對從事政風工作之同仁使之正確了解政風

工作之屬性，於機關內應發揮之功效，及本身應具備之道德勇氣與

良能良知，於本質上由心裡重新整理，較之僅在業務上增減來得務

實。  

十、請問您對未來地方政府政風機構的發展方向與內容有何具體建議？ 

答：政風機構政風人員欠缺司法警察權，且無行政調卷權，對其執行肅

貪工作有其重大影響，另政風機構設於機關內部，致人事、經費、

行政等作業受限於機關首長，及一條鞭雙軌制領導體制組織結構設

計問題，使政風機構肅貪績效，時為外界質疑；因此，地方政府政

風機構在近程目標上，除致力於本機關員工反貪教育宣導工作外，

亦應將反貪倡廉理念深植教育機構與一般社區民眾，使全民反貪；

另在遠程目標上，修訂政風組織職權，賦予政風人員司法警察權或

行政調卷權，甚而獨立於地方政府組織，朝向專責廉政機關設置，

亦不失為可考量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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