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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源技訓所廉政月刊    109年 6月 

 

法務部矯正署泰源技能訓練所政風室編撰 

本 期 目 錄 

廉政專區 「便民意 增效率」破解圖利與便民迷思 

肅貪案例 請受刑人喝啤酒 監所管理員判 2年 

機密維護 總統府疑遭駭 高虹安：APT攻擊最難防禦 

安全維護 禁見被告戒護外醫不成，家屬抬棺抗議案 

消費者保護 世界食品安全日 從家開始 由我守護 

為鼓勵檢舉貪瀆不法，法務部廉政署設置多元檢舉管道如下： 

(一)「現場檢舉」方式：於上班日日間(08:30-17:30)，法務部廉政署各地區調查組

均有值勤人員負責受理民眾現場檢舉事項。 

(二)「電話檢舉」方式：設置「0800」檢舉專線，電話為「0800-286-586」(0800-你

爆料-我爆料)。 

(三)「書面檢舉」方式：檢舉專用郵政信箱為「10099 國史館郵局第 153 號信箱」。 

(四)「傳真檢舉」方式：專線為「02-2381-1234」。 

(五)「網頁填報」方式：請參見法務部廉政署首頁

（https://www.aac.moj.gov.tw/）/檢舉和申請專區/檢舉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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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專區 

「便民意 增效率」破解圖利與便民迷思 

為強化公務員對圖利罪相關法令的認識，敦促公務員依

法行政，善盡職責，法務部廉政署於108年擴大推動「圖利與

便民」宣導專案，督同全國主管機關政風機構，以合法便民、

勇於任事的觀念，持續對公務員和業務往來廠商進行廉政宣

導，期為協助提升政府行政效能，達成全民有感的施政認同目

標。 

因應美中貿易戰帶動台商回流浪潮，國策顧問暨中華民

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秦理事長嘉鴻，多次向府院提出整合

圖利罪爭議，讓公務員勇於任事等國是建言，為回應國家整體

經濟發展需求，廉政署協同經濟部與科技部等主管機關，巡迴

全國北、中、南辦理4場「促進產業發展‧提升行政效能‧破

解圖利與便民迷思」大型廠商宣導座談會，邀請科技園區、產

業廠商和公務員約1,250人參加，強化雙向宣導交流，提升各

界對於政府接地氣的有感施政。 

另統計108年廉政署督同全國政風機構辦理「圖利與便

民」專案宣導逾1,900場次，包含1萬多名機關單位主管，以及

約3千位廠商代表參與，藉此跨部會合作及全國專案性宣導，

除讓產業界體會政府為建構完善投資環境所作的努力外，也

讓各界瞭解廉政署協助機關興利防弊的立場；109年廉政署也

將督同政風機構結合機關資源與特性，持續辦理「企業誠信與

倫理」等相關主題之座談、研討會或論壇，邀請業務往來廠

商、私部門團體和企業共同參加，傳達政府行政透明與簡政便

民之理念，並倡議企業誠信經營的重要性。 

資料來源：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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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肅貪案例 

請受刑人喝啤酒 監所管理員判 2年 

台中監獄管理員李姓男子帶外役監收容人到監外作業時，

兩度自掏腰包買啤酒、檳榔請收容人當「福利」，獄方發現後

要求李自首；台中地院認為構成貪汙治罪條例的圖利罪，但因

自首且圖利金額僅一千八百多元，減刑兩次後判刑兩年、褫奪

公權四年，可上訴。 

法院主要是根據監獄行刑法規定，受刑人禁用菸酒，且受

刑人在外期間也不得飲用含酒精飲料，檳榔也是台中監獄規範

的違禁品，李是管理員，查禁違禁品是法定職權，李明知檳

榔、啤酒是違禁品，仍提供給收容人食用，即有圖利犯意。台

中地院行政庭長林源森解釋，貪汙治罪條例規定，圖利自己或

他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就違法，構成要件不一定要被告

自身獲利。 

據了解，李姓男子在全案爆發前，已被發布調任桃園監獄

主任管理員，目前仍在職。他在庭上曾辯稱，看了法條才知收

容人不能喝酒，還強調只覺得收容人工作很累，他喝啤酒解

口，所以請飲料店員買啤酒、檳榔給收容人食用、解渴。 

台中監獄副典獄長戴明瑋昨天表示，全案是由台中監獄戒

護科人員發現，告知李已違反勤務規定，並要求他在政風人員

陪同下到廉政署中部組配合調查以釐清刑事責任，獄方對於法

院判決表示尊重。 

判決指出，李姓男子（四十四歲）二○一八年擔任台中監

獄管理員期間，分別在四月十一日、廿五日率十一名外役監收

容人到彰化少輔院監外作業，李為犒賞收容人，二度自掏腰包

購買啤酒、檳榔、飲料請收容人食用，廿五日返回中監時被戒

護科發現收容人有飲酒情形。 

李在五月一日前往廉政署中部組自首，台中地檢署調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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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李有二度犯行，分別圖利八名收容人一千八百四十八元，依

貪汙罪嫌起訴。台中地院認為，李在犯行前已擔任監所管理員

近十年，不會不知規定，但因自首及讓收容人獲得不法利益在

五萬元以下，針對兩次犯行各判處一年十月，合併應執行兩年

徒刑。 

資料來源：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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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維護 

 （中央社記者范正祥台北 16日電）總統府昨晚傳出電

腦系統遭到不明駭客入侵，具數據科學背景的台灣民眾黨立

委高虹安今天評論，這類 APT攻擊（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進階持續性威脅）是目前資安攻擊最難防禦的一

種。 

高虹安表示，高度懷疑這起資安事件不是單純駭客攻

擊，令人懷疑是駭客在台灣 520總統就職之前企圖政治操

作，想要影響台灣社會民心，製造對政府的不信任。 

總統府昨天傳出電腦系統遭到不明駭客入侵，部分媒體

記者晚間收到總統府寄出的兩封電郵，信件夾帶數個 PDF

檔，內容看似為總統府幕僚記錄總統蔡英文 4月與行政院長

蘇貞昌兩次會面，會面前幕僚幫總統所準備的資料。 

黨政人士表示，經查這是有心人士以偽造、變造的文

件，屬於黑函，意圖混淆視聽。針對這項重大資安事件，已

向刑事局報案，相關單位已經啟動調查。 

對於這起資安事件，高虹安今天回應媒體詢問時評論，

總統府電腦傳出遭駭客入侵並不意外，因為從今年三月開始

就有很多的能源或醫療、甚至半導體和電子大企業都遇到資

安攻擊，這類資安攻擊有個特色就是都是屬於比較偏向 APT

攻擊。 

高虹安指出，「這類 APT攻擊是目前資安攻擊最難防禦的

一種」，駭客進行攻擊，是一種「持續性」並且「非常針對某

特定目標」。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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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 

禁見被告戒護外醫不成，家屬抬棺抗議案 
（一）案情概述： 

民國 105 年，南部ＯＯ看守所禁見被告 A 因罹患口腔

癌，便申請前往距離較遠之教學醫院外醫，然所方認

為鄰近之其他教學醫院已具備口腔癌門診與醫療技

術，遂駁回其申請。A之辯護律師於律見時發現 A口

腔潰爛不甚樂觀，遂向 A 之配偶 B告知此事。B因不

滿丈夫未獲適當治療，便率眾前往地檢署及該所抬棺

抗議違反人權。所幸地檢署及該所政風單位共享情

資、及時聯繫，於抬棺民眾到場前聯繫警方完成警力

部屬，協防機關安全，最後於該所派員現場受理陳情

並告知依程序轉陳，B及群眾方平靜退場。 

（二） 案件分析： 

1. 收容人權益意識抬頭。 

隨著世界人權的思潮崛起，監所特別權利關係逐步

瓦解，收容人權益意識逐漸抬頭，故收容人自認權益遭

受損害，激進或具社會影響力者即可能煽動家屬透過激

烈陳情抗議行為，希冀吸引媒體及社會關注，獲得滿意

結果。 

2. 機關橫向聯繫共創多贏。 

本案透過監所與地檢署政風機構通力合作，共享情

資，並與地方警政單位聯繫提前進行警力部屬，透過預

前準備與警力配置，震懾不理性民眾以避免與機關間發

生衝突，並防止民眾抬棺進入機關影響機關聲譽與形

象。 

3. 同理聆聽，接受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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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所方派員出面接受陳情，以誠懇的態度聆聽民

眾的需求，立於民眾角度發揮同理心回應，爭取與民眾

的良性互動，減少民怨與輿論壓力，使陳抗事件順利圓

滿解決，讓機關得以喘息並進一步革新及協助機關永續

經營。 

（三） 興革建議： 

1. 陳抗情資預警蒐報。 

星火燎原，但凡炸彈的爆發必有其引信，陳抗事件

亦如此。一旦錯失處置先機，即可能讓事態一發不可收

拾，因此各單位平時應與其他政風、情治、警政機構的

良性互動，加強陳抗情資蒐報與共享，適時提前部屬或

研擬疏處作為，期將陳抗影響與衝突降到最低。 

2. 確立陳抗標準處理程序。 

各單位應預先得預先建立緊急事件處理作業程序，

俾使迅速處理各種偶（突）發重大事件，期將損失及傷

害減至最小，確保機關設施及人員安全。 

3. 強化同仁機關安全維護意識。 

透過常年教育、各式會議場合時機，摘錄各機關陳

抗事件處理應對案例，教導機關同仁面對陳抗或偶突發

事件應如何處置因應，以提升危安意識；或得以機關發

生陳抗事件為例，沙盤推演並透過同仁互動改善因應措

施。但重點是避免情緒化反應或針鋒相對，以同理心爭

取與民眾良性互動，減少不必要紛爭和衝突。 

資料來源：109年「機關安全維護」宣導參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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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專區 

世界食品安全日 從家開始 由我守護 

2018 年 12 月 20

日聯合國大會通過決

議  ，將 6 月 7 日定為

「世界食品安全日」

（World Food Safety 

Day）。今（2020）年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將主軸訂定為「食品安全  人人

有責」，強調食品安全除了是政府、生產者、經營者的責任，

更是每個人的責任。  

為了讓每個人暸解自身在食品安全體系裡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如何發揮作用，世界衛生組織提出 5 項「安全」行動，包

含 1.安全保障（Ensure it's safe）- 政府必需確保所有人都能

獲取安全營養的食品，2.安全種植（Grow it safe）- 農業和

食品生產者應採取良好的作法，3.安全經營（Keep it safe）- 

經營者必須保證食品安全，4.安全食用 (Eat it safe）- 所有消

費者都有權利獲得安全健康和營養的食品，5.團結合作，保障

安全（Team up for safety）- 食品安全是所有人共同的責

任。期望透過上述行動，以提升全球食品安全意識。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為響應今年世界食品安全日之

精神，特別以「從家開始  由我守護」作為主題，從與食品關

係最密切的冰箱開始清潔，邀請家事達人陳安祺老師，教導民

眾「從家開始」掌握清理冰箱 5 撇步（定期清潔、注意保存溫

度、生熟食分開、寫上購買日期、先分裝再冷凍），做好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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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品安全與維護；而業者則透過平日對食品安全的把關「由

我守護」，一起為世界的食品安全盡力。  

安全的食品供應，可以維持國家經濟、貿易和旅遊，因此食品

安全是我們共同的責任，民眾從自我做起，業者自律經營，配

合政府一起為世界的食品安全盡力，期望建構消費者透明、友

善與安心的消費環境。 

 

資料來源：食品藥物管理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