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相關人員未依法定程序辦理採購案 

 

（一）事實概述 

某鄉公所建設課人員甲、乙、丙、丁及課長戊等 5人，辦理鄉公所內飲用水及

道路設施搶救工程採購案，於未完成預算編列程序前提下，竟先行發包施工，

且實作金額逾契約金額，後續亦未依規定辦理變更設計，即逕令原廠商持續施

作，且工程施作過程中，未本於權責監督履約情形，導致廠商疑有溢領機關工

程款項、不實申報工程施作及驗收等結果。 

 

（二）懲處（戒）情形 

1. 懲處（戒）原因及結果： 

（1）就甲、乙、丙、丁四人部份，未依法定程序辦理採購案件，導致不良後

果，並造成外界負面觀感之行為與以究責，經考績會決議：任職期間承辦

之採購案顯有行政違失，予以申誡乙次處分。 

（2）就課長戊部份，於擔任課長任內，對於上述採購案件督導不周，導致不良 

後果，並造成外界負面觀感之行為與以究責，經考績會決議：予以申誡乙  

次處分。 

2. 相關法條： 

（1）該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第 3點第 3項：「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申誡：懈怠職務或處事失當，情節輕微者。」 

（2）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3款：「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

辦公用器材、物品，浮報價額、數量、收取回扣或有其他舞弊情事

者。」 

 

（三）廉政小叮嚀 



  

1. 甲、乙、丙、丁及戊等五人為加速工程之進行，忽略法規規定之行政流 

程，讓尚未完成預算編列程序之工程，先行發包施工，有違政府採購法等相

關規定。另外，工程施作過程中，甲等五人需本於權責監督履約情形，避免

廠商疑有溢領機關工程款項、不實申報工程施作及驗收等結果。 

2. 公務員是人民的公僕，係以處理政府政策執行方向及辦理民眾業務為優先考

量，而公務員應培養健全之法治素養，以服務精神為要，並對個人執行業務

之相關法律及行政命令有所瞭解，避免觸法，達到依法行政為人民服務之最

大本質。 

 

 

 

(本文摘自法務部廉政署行政責任案例彙編） 

 

 

 

 

 

 

 

 

 

 

 



  

 

淺談機關安全維護工作 

 

安全防護是保防工作重要項目，其目的在維護機關首長及人員、物資、器材與設

施之安全，並防制不法份子的危害、滲透與破壞，以維護機關及人員安全，確保國家

重要建設與機關業務正常運作。 

  今日談機關安全防護，在工作思維與作法上有四點要特別重視之處，第一是考量

在政府宣布解嚴後，兩岸交流熱絡及互動頻繁情形下的影響；第二是考量社會型態愈

趨民主開放，民眾期望政府更為簡政便民，對機關安全防護必需兼顧方便的影響；第

三是考量國際恐怖攻擊頻傳，機關在反恐或逃生應變及全民國防教育是否落實；第四

是科技進步日新月異，新型態及高科技的危安事件的影響。 

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各種行政革新方案，「政府再造」便是其中一例，在人力

及服務再造工作方面，要求的是「簡政便民、顧客至上」，意即政府要多接觸民眾，

要有符合民眾期望的施政作為，因此在機關安全防護方面，必需兼顧安全考量、法規

更迭及民眾需要，自是更需費心，如何做好安全防護工作應是在掌握當前科技新知及

主客觀情勢，並能依據機關環境特性與性質，適切運用。 

  諺云：「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於人」，均說明

保防不可疏於忽微，而成敗在於有備無備之間，機關防護應有上述之安全共識。 

今日之機關安全防護，要建立「整體防範、人人有責」之概念，在工作上保持高

度警覺與落實預警防處觀念；使安全防護做到「無死角」、「無危害」的目標。 

 

 

(本資料轉自臺中市政府政風處宣導網頁) 

 

 

 

 



  

 

 

公務員洩密案例 

 

案例一 

一、案情概述： 

甲係某機關職員，係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其自擔任該機關收發文工作。

因收到不詳姓名人信件，檢舉乙經營之小鋼珠遊藝場，從事賭博行為，明知信

件內容係應保守之秘密，因接到其友人丙打電話刺探，竟洩漏謂：「檢舉的信

是寄給某主任的，我送上去了，無法拷貝給你…檢舉信是寫賭很大，一次都十

萬元，警察都不抓。…你們自己要有一個技巧，要不然換到別處。如檢舉再進

來，指名的我沒辦法，如普通由這邊進來，不用再講話，一句話而已，但你要

靜靜的…。」等語。嗣後乙經由丙處得知上情，乃將賭博地點變更至他處，繼

續經營。本案經由該機關查悉後，移送地檢署偵辦。甲被依刑法第一百三十二

條第一項之罪「公務員洩漏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起訴，並經

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 

二、研析： 

甲負責收發文工作，卻不知保密。擅將檢舉信內容任意告知他人，致遭被檢舉

人知悉，因而觸犯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項洩密罪，實屬不智，並因而失去

其職務，此一經驗教訓，實足為吾等公務人員引以為鑑。 

 

案例二 

一、 案情概述： 

甲開徵信社，為順利取得客戶所需之入出境紀錄、地址、前科、通緝、更名與

勞工保險等資料，乃與警員乙、丙聯絡，請乙代查上述相關資料，並依取得難

易程度，每件以新台幣四百至八百不等之價額付予乙，先後甲總計共支付乙二

十五萬六千七百零二元。另請丙代查勞工保險資料，以每件二百至一千五百元

不等之價額，甲共支付丙八萬三千四百元。嗣後遭人檢舉，經偵查屬實移送法

辦，案經台灣高等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違背職務之行



  

為，收受賄賂 罪」，判處乙有期徒刑五年十月，褫奪公權四年、丙有期徒刑五

年四月，褫奪公權三年，二人不法所得追繳沒收，如全部或一部分無法追繳時

以其財產抵償之。而依同罪條例行賄罪，判處甲有期徒刑二年二月，褫奪公權

一年八月。 

二、 研析： 

依公務員服務法第四條規定：「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對於

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不得洩漏，退職後亦同。」若有違背則觸犯刑法

第一百三十二條之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本案乙、丙二人連續違背職務洩密又

向甲收受賄賂，同時觸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故遭法院判處重刑，深值吾人警

惕。 

   

本案雖係警察人員犯案，唯大部分公務員均有接觸公務機密之機會，若受不了外界金

錢誘惑，而洩漏應秘密之文書，則恐難逃牢獄之災，豈可不慎？ 

 

 

 

 

(本文轉自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政風室編撰資料) 

 

 

 

 

 

 

 

 

 

 

 

 

 



  

 

<可以亦師、亦友> 

 

每個人都可以從朋友身上學到很多，有時候，甚至比從老師身上學到的還多，而這些

可以教我們很多東西的人，就是我們的人生導師，能夠給指點迷津。 

 

有四種我們應該要結交的人生導師，多結交這樣的朋友，好處多多。 

1.教練型朋友 

教練型的朋友，能夠鼓勵你，當你陷入困境時，他們能夠安慰你，並且幫助你一起

找出答案。 

 

2.連結型朋友 

有種朋友，認識的人很廣，他們可以居中牽線，當你遇到困難時，他們可能就會跟

你說：「我認識個朋友，或許可以幫上你的忙。」 

 

3.真心型朋友 

有種朋友，如果你升遷了，他們會打從心底替你感到高興！ 

這樣類型的朋友，無論是好是壞，都是真心的祝福你。 

 

4.激勵型朋友 

這種類型的朋友，通常很聰明，而且不斷地向前，人都需要一些朋友可以激勵自

己！因為他的努力或認真，跟著激發著你向上。 

 

（本文摘自海灣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網站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