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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事實與判決事實不符者，原則不給予檢舉獎金；檢舉事實對貪污瀆職案件

查獲確具實質重要幫助者，得例外酌給10分之1檢舉獎金。  

  「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於民國105年3月16日公告發布施行，本次主要

修正重點首先列舉6款不給獎事由，分別為「檢舉事實與判決書所載之事實不符」、

「公務員執行職務知有貪污瀆職嫌疑」「共同實行或教唆、幫助他人犯貪污瀆職

案件」、「對於公務員期約或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後再行檢舉」、「匿名或不以

真實姓名、檢舉而未提出具體事證或拒絕製作筆錄」及「委託他人檢舉、以他人

名義或受委託而檢舉」等，檢舉人如有上述6款情事，原則不給予獎金。其次，廉

政署基於鼓勵檢舉、有效打擊貪瀆之目的，並兼顧實質有效檢舉人之權益，新增

第7條第2項之例外給獎規定，亦即檢舉事實雖未經判決有罪，但檢舉人所提具體

事證，對於發動偵查，據以強制處分等偵查作為及貪污瀆職案件之查獲，確具有

實質重要幫助者，於貪污瀆職案件經判決有罪確定後，經法務部審查會審核同意，

參酌與檢舉內容相涉之判決情形，酌給10分之1檢舉獎金，以鼓勵有效檢舉並維護

檢舉人權益。 

 

                                                    資料來源-廉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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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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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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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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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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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政府技士陳○○等3人，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

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102年12月至104年1月間，

利用辦理廠驗出差之機會，明知有未實際出差，或延後一日出差、提早一日即結

束工作而返回花蓮等情，竟仍申報出差及請領差旅費，復將出差申請單層轉不知

情之單位同仁，使人事、主計人員陷於錯誤，如數撥付陳○○等3人溢報之差旅費

至其薪資帳戶內，上開3人分別詐得新臺幣（下同）2,000多元至3萬多元不等之金

額。另陳○○等3人於廠驗出差期間，接受承包廠商支付住宿、交通、餐飲、按摩、

唱歌等費用，分別收受等值4,000多元至7萬多元之不正利益。  

  案經法務部廉政署調查後認陳○○等3人涉嫌重大，移送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

署偵辦，業經檢察官偵查終結，認陳○○等3人涉犯貪污治罪條例利用職務上之機

會詐取財物、對於職務上行為收受不正利益等罪嫌，均予以提起公訴。 

 
                                                        資料來源-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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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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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維護宣導  

 

【案情概述】 

 

   甲機關簡任處長A於辦理勞務類採購案件之開標時，共有5家廠商進行價格標之

開標程序，其中最低標廠商之報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簡任處長A本應依政府採

購法第58條規定之程序辦理，惟簡任處長A於依該規定宣布保留底價前，卻疏於注

意逕行公布底價，致誤洩漏底價予參標廠商代表人知悉情事，顯有違政府採購法

第34條第3項前段：「底價於開標後至決標前，仍應保密。」規定 

 

 

 

【處理情形】 

 

1、 副首長A因過失洩漏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判處有期徒刑6

月，緩刑2年。 

 

2、 案經機關決議簡任處長A擔任採購案件開標主持人，於宣布保留決標前，先

行公布底價，違反採購人員倫理準則規定，核定申誡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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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利行為之類型： 

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而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利 

＊所謂「職權」，係指公務員所掌之權力而言，例如維護治安或協助調查犯罪、臨檢、追緝人

犯、清查戶口，為警察職權。而所謂「職務」，係國家分配於公務員所掌之任務，通常執行於

該職務者，即得本於該職權行使公權力。 

＊所謂「機會」，指一切與職權或職務有關之現成之事機、機緣而言，例如警員受友人之託利

用機會取出查扣之機車。 

＊所謂「身分」，指基於職權或職務關係所取得一種法律地位與社會地位。 

 

圖利與便民 1： 

 

圖利與便民都是給予人民利益或好處，但圖利的行政行為是不合法，而便民則是合法給予人民

利益，所以圖利與便民兩者並非不能區分。司法實務的見解，圖利與便民的最主要區別是以有 

無違背法令為判斷。而從便民的角度看，便民就是依法行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