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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公布全新方法

建構的 2012 年清廉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簡稱

CPI)。 

    在全新的計算方式下，台灣在參與評比的 176 個國家中總排名為 37 名，

2012 年國際透明組織依 7 個原始資料庫的資料內容計算後，我國分數為 61

分(滿分為 100 分)， 

    勝過約八成納入評比國家(在納入評比國家中有三分之二的國家低於 50 分，

如依分數排序臺灣為第 24)，在東亞僅次於新加坡、香港及日本，居第 4 名。 

    顯示近幾年我國大力肅貪並推動廉政革新，成效漸獲國際肯定，2012 年

CPI 分數是新的基準點。 

 

 

 

 

 

 

 

 

我爆料!廉政檢舉專線： 

0800-286-586(你爆料，我爆料) 

檢舉貪污瀆職經判決確定， 

獎金新台幣 1000萬元!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檢舉專線： 

(02)2262-2822 

(02)2260-2237(傳真) 

矯正署臺北看守所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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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亂送紅包！ 

時事新聞： 
今年的二月間，移民署新北專勤隊的科員呂儀與張魁兩人，前往新北市大

陸籍嚴姓婦人與丈夫同住的家中執行查訪工作，當他們進入房間察看嚴婦是否有

與丈夫共同生活的時候，嚴婦突然從包包中掏出一個事先準備好的「紅包」，往呂

員手中塞，口中直說：「我跟你講，這是給你喝茶的！」呂員當場就喝斥她：「妳

這是什麼意思？」、「妳這樣做是行賄罪，而且是現行犯。」

呂員義正詞嚴的當場拒絕，嚇得嚴婦直說「對不起！」並強

調自己與丈夫是真正的夫妻，給紅包作茶水費，只是表達一

點心意，絕無不法意圖，還說「我們大陸都是這樣的！」 

嚴姓婦人害怕查訪人員故意找碴，讓她帄靜的婚姻生活起波瀾，憑著她在大

陸對當地的公務人員留下的印象，以為「天下的烏鴉都是一般黑」。雖然自己沒

有不當行為，還是想到在大陸的那一套，花錢買個心安！讓自己心中舒坦一些！

因此，包了一個新臺幣六千元的大紅包，結果竟然踢到鐵板。 

紅包沒有送成，還惹來一場刑事官司，被檢察官以行賄罪提起公訴。還好，

審理的法官體諒嚴姓婦人承認自己的犯罪事實，而且是初來台灣定

居不久的新住民，對於台灣地區的法律還不怎麼瞭解，才有這椿

行賄行為的發生，只從輕判她拘役四十天，而且特別宣告緩刑兩

年。 

也就是在兩年之內，嚴姓婦人都能循規蹈矩，不惹事生非觸

犯刑章，兩年過去所處的刑罰，也就一筆勾消！這位對於我國境

內的法律，還只停留在懵懂階段的新住民，受到這樣仁至義盡的判決，必定是心

服口服！ 

 

送紅包有罪？ 

對別人沒有任何企求，只是包個紅包送他，為什麼會招來刑事責任上身呢？

問題發生在致送紅包的對象上，如果這紅包是送給不具特定身分的普通人，一點

法令 

宣導 

對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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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都不會發生，縱然對方不給面子，硬是擺手打了回票，最

多是厚著臉皮把紅包拿回來就是了。可是將紅包送給執行公務

的公務人員，那問題就大大不同了。 

 

有罪在哪裡？ 

1.《刑法》第122條第3項：送「紅包」要求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的行為，才是處

罰的犯罪行為，單純想買個心安，則無處罰明文。 

2.《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2項新增： 

「對於第二條人員，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

正利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期望經由新法的施行，改善花錢買心安的不良文化，也讓公務人員失去受賄的

誘因。 

嚴姓婦人是因來台不久，不知道送「紅包」請公務員喝茶也是犯罪行為，才會觸

犯了新增法條中的「交付賄賂罪」。 

 

                       法令宣導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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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詐騙宣導           

  
 

 

時事新聞                                         （新聞摘自內政部警政署網站） 

    網路交友方式發展蓬勃，從早期的網路聊天室、MSN

演進到 facebook等帄臺，而智慧型手機儼然成為主流通

訊的現今，各式交友通訊軟體（簡稱：App）如雨後春筍

般出現，詐騙手法與時俱進的歹徒也把歪腦筋動到交友

App，根據 165反詐騙專線資料庫統計，今年 11月 1日起至

12月 16日，民眾因使用交友 App而被詐騙的案件數就有 16件，案件數

有逐漸上升的趨勢，請使用網路交友 App的朋友應多加留意。 

    家住臺北的陳先生使用了遇見(iAround)App，在此交友帄臺上遇到

一位面容姣好的劉小姐，雙方相談甚歡，於上月 17日劉小姐突然表示自

己兼差從事援交，因為急需用錢，詢問是否要約她，待陳男應允，隨後

接到一位自稱「雷豹」的男子來電，稱為確認身分要求被害人購買遊戲

點數，又以點數太少等理由，讓陳先生來回奔走 5家便利商店購買遊戲

點數，總計購買新臺幣 11萬 3,000元點數，後來積蓄用罄，

對方竟嗆聲說你如果不買！我就找 20幾個小弟親自找你

拿錢，陳先生心生畏懼，遂向警方報案，始知全是騙局一

場。 

    在高雄唸書的陳姓女學生於 11 月份於相同交友帄臺，

遇見綽號 「呆呆」的吳姓男子，其言談幽默風趣，彼此互動

良好，吳男誆稱準備與妻子離婚，願以每月 5萬元包養陳同學，陳同學

當時雖無明確表示，雙方仍持續於 App往來，某日吳男向被害人稱其小

舅子交通意外住院急需 3,000元，希望金援應急，之後又藉故讓陳同學

購買易付卡及代繳電話費用，吳男得手財物後，便不見蹤影，被害人總

共損失 7,848元，事後警方逮捕這位騙徒，其供稱因為缺錢花用，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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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輕人都在使用交友 App，才利用此一管道，尋找目標行騙。 

 

                           網路交友暗藏可能損及人身及財物安全之陷 

    政風室          阱，過程中若遇網友提及金錢援助或違常之利益 

       提醒您       贈送時，就必須提高警覺，對方如何動之以情， 

                    自己仍需保持理性，不輕易受其影響，才是防範

網路交友詐騙事件有效之道。 

 

保防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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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維護宣導  

 
 

 

他山之石                                  （新聞摘自2012.12.17資安人科技網） 

    專門鎖定網路銀行的宙斯(Zeus)木馬病毒向來是銀行業者的心頭大患，自

2006 年首度現身後，Zeus 造成的災難就接連不斷。今年 Zeus 依舊再

度發威，新的變種病毒在歐洲地區快速散布，導致至少 30 家銀行、

3 萬個企業與個人的銀行帳戶受到影響，竊取金額高達 4700 萬美

元。 

    分析 Eurograbber 的攻擊模式，比較特別的是，該病毒會先感

染使用者電腦，然後再感染他們的行動裝置，從而攔截銀行發到使用者手機的簡

訊，取得網路銀行的交易確認碼(Transaction authentication 

number，TAN)，藉此突破用來提升網路交易安全的雙因素認證

(two-factor authentication)機制。 

    首先，Eurograbber 會透過垃圾郵件或釣魚郵件散播，若使用者

不慎點擊郵件中的釣魚網址，電腦就會感染 Eurograbber 病毒並先潛伏不動，直

到使用者透過電腦造訪網路銀行，病毒就會發出通知要求使用者輸入他們的手機

號碼，然後發送簡訊到該手機上，要求使用者完成「銀行軟體安全升級(banking 

software security upgrade)」。一旦使用者點擊該安全升級連結，手機就會感

染 Zitmo (Zeus in the mobile)木馬病毒，包括 Android、BlackBerry、iOS 以及

Symbian 等手機帄台都可能受到感染。 

    Zitmo 即為行動版 Zeus，專門設計用來攔截銀行的簡訊，以竊取網路交易授

權碼，也就是用來做為銀行雙因素認證的要素，再交由 Eurograbber 利用這組授

權碼將受害者帳戶中的錢轉到指定帳戶，每筆被竊金額從

656 美元到 32.8 萬美元不等。 

報告中指出，雖然截至目前為止，該款病毒僅在歐

洲地區被偵測到，不過病毒攻擊很可能影響其他歐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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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的國家。 

    Versafe 安全營運中心主管 Eran Kalige 表示，從 Eurograbber 的攻擊模式來

看，攻擊者把重心放在網路銀行交易流程中最弱的環節，也就是人們的使用行為，

因此即使採用雙因素認證機制，仍是可以突破。而攻擊者再將整個攻擊流程自動

化，並採用精密的手法以避免被追蹤，也再度突顯網路攻擊的手法變得越來越複

雜、精密。 

    許多網路銀行均透過雙因素認證機制，即結合密碼、手機或其他第二層認證

方式，以提高交易安全性，不過回到最關鍵的問題是，使用者還是需要多留意那

些奇怪和不尋常的要求，否則就算有再多層的認證機制，都還是無法保證網路交

易的安全性。 

 

新聞的啟示 

    網路攻擊手法越來越讓人嘆為觀止，而且跨國界的病毒無所不

在，今日企業或個人財產損失，他日就是公務機密的外洩事件了，

不可不慎。 

    唯有透過瞭解他山之石的手法，加上縝密的警覺心，才能讓自己經管的機密

能外洩的因素大大減少，古云：「千里河堤，潰於一漏」。 

 

 

                                         

牢記資安小秘訣： 

1.網頁瀏覽要注意。 

2.不明軟體要警惕。 

3.隨意下載恐洩密。 

4.莫洩個資要防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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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基會依循往例，於年底公布當年度的十大消費新聞，整體而言，食品、房

屋、健保、以及油電雙漲所帶動的物價上揚消息，均受到各界高度的重視；電信、

旅運問題也對消費者日常生活具有重大影響，無奈的是，仍然以負面消息居多。

消基會期盼藉由十大消費新聞的發表，督促政府各部門「加把勁」，讓國民揮別

「憂」字的陰霾。 

年度十大消費新聞 

（一）各方爭議不休下，瘦肉精美國牛肉仍然開放！ 

（二）不動產實價登錄 10月正式上線，砍價有空間、房價分析仍不足！ 

（三）二代健保配套不足，2013年再上路；啟動費率確定 4.91％、補

充保費徵收爭議不斷！ 

（四）油電雙漲加重全民負擔，油價一次漲足、電價也跟漲，國人強烈

反彈，台電人謀不臧聲中，二、三階段緩漲。 

（五）我國上網速率居世界倒數地位，費率卻奇高；取消吃到飽救網速

遭批搞錯方向！ 

（六）食品含有毒塑化劑，消基會於 315世界消費者日正式遞狀，向不

肖業者高額求償！ 

（七）中巴司馬庫斯墜深谷，消費者安全堪憂，公路總局「補破網」將

召回中巴檢驗，擬定遊覽車分級標準！ 

   （八）個資法新法 10月 1日上路，外洩最高賠 2億，電話行銷可檢舉。 

    （九）交通部擬 2013年全面推動高速公路計程收費，費率計算方式爭

議大；ETC使用率又違約，2.2億罰金仍免繳！ 

（十）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毛利竟達 40％，各界呼籲應降價；北市微降

20元「很無感」、中市萬人連署爭降價。 

 

政風室提醒您：張大眼睛，看緊荷包！聰明消費，最明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