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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新聞稿法務部新聞稿法務部新聞稿法務部新聞稿    
發稿日期：99 年 11 月 19 日 

發稿單位：法務部政風司 

連 絡 人：陳科長范回 

連絡電話：02-2316-7229            編號：529    
 

吳院長吳院長吳院長吳院長主持中央廉政委員會第主持中央廉政委員會第主持中央廉政委員會第主持中央廉政委員會第 6666 次次次次委員委員委員委員會議會議會議會議，，，，介紹張忠謀等介紹張忠謀等介紹張忠謀等介紹張忠謀等新任新任新任新任

民間委員民間委員民間委員民間委員，，，，並並並並肯定過去肯定過去肯定過去肯定過去 2222 年委員會運作成效陸續展現年委員會運作成效陸續展現年委員會運作成效陸續展現年委員會運作成效陸續展現，，，，使台灣的國際使台灣的國際使台灣的國際使台灣的國際

廉政評比顯著提升廉政評比顯著提升廉政評比顯著提升廉政評比顯著提升    

行政院吳院長本(19)日下午主持中央廉政委員會第 6次會議，介

紹張忠謀等 5位新任民間委員，肯定過去 2年中央廉政委員會運作成

效陸續展現，使台灣的國際廉政評比顯著提升。 

行政院已聘請5位專家學者擔任中央廉政委員會第2屆民間委員

(聘期自 99 年 8 月 1 日至 101 年 7 月 31 日)，包括：「理律法律事務

所」執行合夥人陳長文、「財團法人遠見‧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董

事長高希均、「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暨總執行長

張忠謀、臺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彭錦鵬、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蔡秀

涓。吳院長介紹新任民間委員時表示，有民間委員的參與並提供建

議，行政院有信心讓國家廉政政策更能符合國人的期待。 

院長特別指出，中央廉政委員會成立迄今 2年多，政府努力推動

各項廉政措施，陸續已展現成效，例如：今年 1月「自由之家」公布

「2010 世界自由度」報告，肯定我國落實肅貪而將「政治權利評等」

由 2009 年的 2 級提升為 1 級；3 月「政治與經濟風險顧問公司」發

布 2010 年「政治貪腐」印象評比，我國整體排名及分數較去年改善。

5月瑞士洛桑國際管理學院公布 2010 年「世界競爭力報告」，台灣總

體競爭力排名從去年第 23 名躍升至第 8 名，創歷年最佳，其中「政

府效能」從第 18 名進步到第 6 名，也是歷年最佳；9 月世界銀行公

布「1996-2009 全球政府治理指標」評比，我國在「貪腐控制」的部

分的等級均有提高；10 月國際透明組織公布各國「貪腐印象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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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在全球 178 個國家評比中，排名第 33，較去年進步 4名，連續 2

年向上提升。這些評比顯示 2年多來廉政工作已初見成效，但仍尚待

加強努力。 

院長針對相關議題裁示如下： 

一、 打造清明、乾淨的政府是對人民不變的承諾，各級機關首

長一定要以身作則，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雖令不從」。 

二、 五都選舉競爭激烈，執法人員對可能賄選的對象都應妥適

防範部署，深入蒐集情資，並研究賄選新招，不容有絲毫

懈怠，一定要全力以赴，嚴厲打擊賄選。 

三、 有關推動企業及反貪腐議題納入兩岸協商，請法務部積極

整合相關部會看法，並徵詢學者專家或企業界意見，研提

具體可行方案送請陸委會納入兩岸協商議題。 

四、 中央廉政委員會是透過行政院整合跨部會力量，提升廉政

政策決策量能並督導各部會廉政工作，各部會首長應重視

並親自參加。 

五、 未來廉政署成立，增強了政府肅貪與防貪的量能，是我國

廉政發展的重要里程碑，重要廉政政策、法案或計畫則應

提報中央廉政委員會。 

六、  為使廉政署成立後能立即發揮效能，須確實辦理下列事

項： 

(一) 廉政署未來將聘請社會公正人士組成「廉政審查委員

會」，防止包庇吃案，監督廉政署運作。 

(二) 廉政署成員的挑選採精兵主義，長期則應有可長可久的

人事進用制度，請法務部會同人事局及考選部等相關機

關，共同提出達成廉政署策略目標所需的人力資源規

劃。 

(三) 正人必先正己，廉政署成員應訂有更高道德標準的紀律

要求，請研究廉政署人員不論層級高低都應申報財產。 

(四) 廉政署成立後，將影響現行政風機構人員職權行使與任

用機制，請法務部於 2個月內研擬「政風機構人員設置

條例」修正草案報院，並請高政務委員協調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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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請財政部對於稅務稽徵各項財政作為應注意「簡政便民」，

積極推動租稅改革，建立「租稅公平」的社會。 

八、 海岸巡防的漁港安檢、查緝槍枝及毒品走私等工作易發生

貪瀆，請海巡署除要做好貪瀆預防工作，也應健全相關人

事輪調與督考工作，減少貪腐的風險因素與發生機會，於

組織再造時，建立相關制度性的預防機制。 

張委員忠謀就議程提出建議並指出，廉政不能只靠人心，必須要

有監督機制，各部會提出的專題報告應有具體內容及新措施。 

蔡委員秀涓就加強政府資訊公開及廉政倫理教育提出建言，陳委

員長文則建議政府應統計並公布政府資訊公開情形，院長指示法務部

參採民間委員的建議，會同行政院研考會等相關機關儘速確認釐清

「政府資訊公開法」的主管機關，強化政府資訊公開相關作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