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及法律責任

個案檢討與防弊作為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公務員執行職務，應廉潔自持、公正無私及依法

行政，並提升政府之清廉形象。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 （一）公務員：指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人員。

• （二）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 ：

指個人、法人、團體或其他單位與本機關(構)或其所屬機關(構)間，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

1 、業務往來、指揮監督或費用補(獎)助等關係。

2 、正在尋求、進行或已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

3 、其他因本機關(構)業務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將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 （三）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指一般人社交往來，市價不超過新臺幣三千元

者。但同一年度來自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新臺幣一萬元為限 。

• （四）公務禮儀：指基於公務需要，在國內（外）訪問、接待外賓、推動

業務及溝通協調時，依禮貌、慣例或習俗所為之活動 。

• （五）請託關說：指其內容涉及本機關（構）或所屬機關（構）業務具體

事項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且因該事項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致有違法

或不當而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 。



職務上利害關係



廉政倫理事件行為態樣



廉政倫理事件行為態樣



受贈財物

有職務上利害關係

原則：不得要求、期約、

收受

例外：偶發而無影響特定

權利義務之虞

屬公務禮儀

長官之獎勵、救助或慰問

市價新台幣500元以下；或對本機關

多數人餽贈，市價總額1000元以下。

因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職、陞

遷異動、退休、辭職、離職及本人、配

偶或直系親屬之傷病、死亡受贈之財

物，市價不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無職務上利害關係

親屬或經常交往之朋友

非親屬或經常交往之朋友

廉政倫理事件處理方式 -受贈財物

新臺幣三千元得受贈
若市價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應簽報長官，必要時知會政風單位。



廉政倫理事件處理方式-受贈財物



廉政倫理事件處理方式



廉政倫理事件處理方式



公務員常見刑責態樣

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偽造變造公文書罪

違背職務收賄罪

不違背職務收賄罪

圖利罪



案例解析-違背職務收賄罪

案例概述：

「小明」是A 詐騙集團成員，與朋友「小華」共犯詐欺案件。

某日「小華」聽聞 B 分局偵查隊員警「阿原」正在偵辦本詐欺案，爰請求

「阿原」不要繼續追查「小明」共同犯罪部分，「阿原」即以借款名義，陸

續取得「小華」交付的現金計 35 萬元。

「阿原」取得賄款後，於偵辦本詐欺案製作筆錄前，要求主嫌不供出共犯

「小明」，且明知「小明」涉入本案，卻未依職權通知渠到案說明…



法條依據：

1、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公務員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2、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 1 項對於公務員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

案例研析：

1. 違背職務之行為，係指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內「不應為而為」或「應為而不為」者而言。所

謂「違背職務收賄罪」，是指公務員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做「違法」的行為。

2. 所謂「不正利益」，是指金錢以外，足以供人需要或滿足慾望之一切有形或無形之物質或非

物質之利益，包括免除債務、提供特定地位或是喝花酒、接受性招待、出國遊玩等娛樂享受。

3. 不論是違背或不違背職務收賄罪，賄賂之行為態樣均包含：要求、期約或收受，屬於三種不

同階段的犯罪行為態樣。



本案經地方法院審理，一審認「阿原」係為貪求利息，對於違背職務上行為收

受不正利益；惟高等法院二審認「阿原」係以借款名義索賄，實具收受賄賂的

主觀犯意，改依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項第 5 款違背職務收受賄罪處有期徒

刑 6 年，褫奪公權 5 年，後經最高法院三審判決定讞。



案例解析-不違背職務收賄罪

案例概述：

「阿錢」係 A 環境公司（下稱A 公司）之負責人，以 A 公司之名義標得 B

機關之設備操作維護案。

「阿錢」為求迅速完成資料核備、估驗計價及撥款流程，基於行賄之犯意，

於機關旁邊超市約見承辦該採購案之技工「阿弟」，請求加速請款流程，並

交付賄款3萬元。

嗣後得知「阿弟」確有依約加速完成陳核程序，「阿錢」為表達謝意，隨即

再加碼交付1萬元之賄款。



法條依據

1、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罪。

2、 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2項對於公務員不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

案例研析

1. 職務上之行為，係指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之行為。而所謂「不違

背職務收賄罪」，是指公務員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做「合法」的行為。

2. 無論違背或不違背職務收賄罪，皆需具有「對價關係」，須所收受之賄賂或不正利益與行

為人的職務具有相當「關聯性」，方能夠成立本罪。至於關聯性成立與否，則由法院就具

體個案認定之。此外，行賄人本身也需具備「行賄之故意」，才可成立本罪。



公務員「阿弟」雖未違背職務，卻貪圖不法財物，破壞官箴，惟考量渠犯後坦

承犯行，並繳回全部犯罪所得，確有悔意，依犯貪污治罪條例之不違背職務收

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 2 年，緩刑 3 年，向公庫支付 30 萬元，褫奪公權 3 年，

扣案之犯罪所得 4萬元沒收，後經最高法院三審判決定讞。



個案檢討-核發遊艇駕駛執照弊案

技佐 甲 服務於交通部航港局某航務，自 90 年開始負責遊艇及動力小船駕駛執照核、換（補）發與相

關規費收取等業務，也因長期承辦該項業務，與相關駕訓班業者熟識，且深知機關用以製證之作業系

統未建立檢核機制，亦未控管空白駕駛執照，自 97 年起陸續透過中間人介紹或民眾間口耳相傳，利用

上開漏洞以每件收取新臺幣 3 ,000 元至10,000元不等之代價，核發不實之駕駛執照予未曾參加測驗或

參加測驗未取得合格成績之民眾；另對於部分駕照有效期屆滿民眾申請換照，明知依規定應檢附體格

檢查證明書及申請書，卻向民眾佯稱只要提供身分證件影本、照片、原駕駛執照影本及規費 400元即可

辦理換照，再私下於製證作業系統製作不實駕照交付民眾，並將所獲每筆 400 元規費占為己有 。



(1)遊艇與動力小船駕照取得難度較高，促發龐大利益誘因

(2)製證作業系統設計缺陷

製證作業系統本身未鎖定承辦人系統權限、重要欄位未設定為無法異動及異常警示等功能，亦未與規費

繳費系統介接，導致承辦人可輕易在系統中任意新增未曾參加或通過駕照測驗民眾之個資、鍵入不實測

驗成績、駕照類別、發照日等資料並發證，而其主管及出納人員均無從發覺其中異樣 。

(3) 欠缺內控機制

製發駕照所使用之空白紙本駕照未以流水號管控，且無論領用或作廢均無任何登記管制措施；又本項業

務涉及規費收取，惟並未建立所謂不定期查核或納入內控管理機制，亦無每日應收帳款之核對機制。

(4)主管缺乏警覺及敏感度

(5)未定期職務輪調

原因分析



興革建議及防弊作為

法規面

(1)修編題庫以符合社會需求

(2)落實定期工作輪調制度

制度面

(1)健全發證作業系統功能

(2)全面強化內控機制

執行面

(1)強化廉政宣導

(2)完成久任人員輪調

(3)主動全面專案清查



結語

綜合以上案例，除因機關未落實內控機制外，久任一職亦為其重要關鍵，尤

以攸關民眾權益且具審核、准駁等裁量權業務，倘若公務員無法自持、謹守

本分，濫用職務所賦予之權力， 即可能遭不肖廠商業者利誘而違法亂紀，

不僅將身陷囹圄，亦摧毀機關長久努力建立之廉潔形象 。

公務員依法律所賦予的權力，執行職務、為民服務，同時也擔負「廉潔」、

「便民」與「效能」的期待與要求，身為國家手足延伸之公務員責無旁貸。



資料來源

• 法務部廉政署「公務員法律責任個案檢討及防弊作為」宣導參考教材

• 「採購優化與廉同行」公務員廉政專案法紀宣導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