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 年 08 月份廉政宣導 



反詐騙宣導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機關安全維護的基本觀念 

機關安全之防護為各級首長及全體人員之職責，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其規劃與實施，由各機關事務管理單位會同政風單位辦理。合署辦公之機

關得聯合組成安全管理單位統一辦理。主管人員應隨時督導考核，隨時檢

討改進。 

機關安全維護的目的在於維護機關正常運作，防範生命、財產的損

失，消弭禍亂於無形。 

機關安全是全體員工的責任，需要大家共同的關注、支持和投入，建

立與機關是「生命共同體」的認識。機關安全是「未雨綢繆」、「防患未

然」的工作，要有「居安思危」的警覺。對安全的追求，永遠沒有止境，

永遠不能懈怠。 

熟悉機關地理環境、行走動線，對一切人、事、物，衡量時間、地點

等因素，發生意外事件，請迅速通知警察及政風室處理。發現有違常規常

態者，也應即嚴密查察，切實瞭解，及時通報警方及政風室處理。 

另外，也應確實遵守機關的一般安全規定，如不違規用電及使用不合

規格之機件材料，不私自接用電源，不設置任何爐灶及煤氣設備。妥選適

當處所，保管化學及易燃物品。 

對機關印信、重要文書、物品、公款等，選擇安全處所或保險箱庫貯

存。各辦公處所注意門禁管制，人員依規定配戴識別證。上班時間內辦公

室隨時都要留置適當人員；下班後，最後離開之員工，應將關閉電器、門

窗鎖閉。全體員工均應共同維護機關安全。 

資料來源：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公事家辦之風險注意事項 

【案情概述】 

「公事家辦無人問，一旦洩密天下知」 

某政府機關主管習慣將經手（包含屬下陳核及其他課室會辦文件）公

文之電子檔拷貝留存備用，並經常以隨身碟再將其拷貝至家中電腦硬碟儲

存運用。 

孰料，其家用電腦早遭駭客植入後門程式而不自知，以致長期大量經

手之機密文書陸續外洩，直至情治單位查獲上情且依法偵辦時，方知事態

嚴重卻為時已晚。 



事發後某民意代表召開記者會對其所屬機關嚴詞抨擊，經各媒體大幅

報導，損害政府機關形象。 

【案例解析】 

近年資訊安全漸獲各政府機關之重視，相繼購置更新資訊系統之防火

牆及防毒軟體等設備，並加強實施各項資訊稽核、宣導及訓練，因此各機

關資訊系統之防護能力也相對提昇。 

然而，公務員將公事攜回家中處理之情形仍屢見不鮮，惟家中個人電

腦畢竟防護力較低，且與其他成員共用容易遭駭客入侵而不自知。 

本案中該主管私下將機密文書攜離辦公處所，實已具行政責任，嗣因

家中電腦遭駭客入侵致機密文書外洩，更須負刑事責任，對機密維護及機

關形象造成極大之傷害。 

【相關法規】 

 文書處理手冊第 76 點第 7 項「一般保密事項規定如下：(七) …因職

務而持有之機密文書，應保存於辦公處所，並隨時檢查，無繼續保

存之必要者，應繳還原發單位；無法繳回者應銷毀之。」 

 刑法第 132 條第 1、2 項「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

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 3 百元以下罰金。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8 條「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應指定專

人辦理安全維護事項，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

洩漏。」 

【策進作為】 

由本案例可知，無論係故意或過失洩漏公務機密，其所承擔之刑事責

任及行政責任皆極為沈重。 

如今網路駭客無所不在，防不勝防，而電腦、網路又係現今不可或缺

的公務必需品，因此更應審慎使用。 

如需另為備份時，請以光碟燒錄儲存，勿將檔案資料暫存於家用電腦

中，以防止駭客入侵竊取機密資料，導致須背負洩漏公務機密之罪責。 

【加強注意事項】 

 加強注意保密規定，公務機密資料非經權責主管人員核准，不得複

製及攜出辦公處所，且切勿將機敏公文存於隨身碟攜回家中辦理。 

 實施公文收發、檔案管理稽核抽查作業，並針對機密文書傳遞過程

可能產生疏漏環節，加強維護措施。 

 保密通訊設備應實施檢核，機敏文件內容應避免電子傳輸，以杜絕

公務機密外洩情事。 

 就電腦週邊設備實施保密安全檢查，積極蒐報網路安全情資及影響

國家安全之資安事件，加強資安宣導及檢測。 



 機關資訊部門請加強委外廠商之監督，並注意連續假日期間電腦機

房門禁管制措施及監視設備是否正常。 

 遇有重大資安異常案件，應立即通報資訊單位，並循行政院國家資

通安全會報資安事件通報應變作業流程辦理。 

 遇有重大疑似洩漏一般公務機密案件，應立即查明洩密管道，迅謀

補救，防堵危害擴大。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資通安全宣導)

 

消費者保護宣導 

機車租賃新規範，出遊代步停聽看 

因現行機車租賃定型化契約範本不具強制力，規範成效有限，是為保障消

費者權益、減少消費爭議，交通部遂將前開範本提升為「機車租賃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草案)」，業經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審議通過並

經行政院核定在案，俟交通部公告後，即可上路。 



不論是各都會區、熱門觀光景點常見的傳統機車租賃業，或近年新興之共

享機車租賃業，只要是提供燃油或電動之輕、重型機車出租者，均適用

之。其規範重點如下： 

一、明確記載租賃資訊 

鑑於租金如何計算及可供租借、歸還之特定區域等資訊記載不明確，致消

費者遭多收費用的消費糾紛頻仍，故明定契約中應載明租金、租賃費率計

算方式、租賃期間及其計算方式、營運範圍等內容，以充分揭露資訊，杜

絕爭議。 

二、消費者之義務及責任 

消費者應於約定範圍內使用機車，不得擅自交予他人駕駛使用。又鑑於租

賃期間所生之停車等費用、罰鍰究應由何人負擔，迭生爭議，故明定消費

者於租賃期間所生之停車等費用，由消費者負擔；而消費者於租賃期間因

違反雙方約定（例如：未依雙方約定還車地點還車之情形）或違規所生之

處罰案件，罰鍰部分，亦由消費者負擔。 

三、業者之義務及責任 

為保障消費者得以正常行駛機車並維護用路安全，業者應確保其所提供之

機車符合約定使用狀態，如消費者於取車後一定時間內發現不符合約定使

用狀態並於同一地點歸還者，業者不得收取費用；如發生故障情事，消費

者應通知業者並得要求減免租金、換車或終止契約。 

四、機車發生擦撞或毀損之處理方式 



消費者使用機車發生擦撞或毀損情事時，應立即報案並通知業者。如該擦

撞或毀損情事係因可歸責於消費者之事由所致者： 

(一)消費者按其歸責情節輕重負擔必要合理之拖車費、修理費。如無法修

復或修復需費過鉅（即修復費用顯超過當時市價）者，消費者應照當

時市價賠償。 

(二)業者於機車修理期間內，得向消費者請求給付租金或相當租金之損害

賠償。 

五、還車地點 

常見消費者因還車事宜遭業者收取相關費用，衍生是否已於約定還車地點

歸還且得否收取該筆費用之爭議，故明定契約應載明還車地點，消費者如

於還車地點以外之地點還車時，業者得酌收相關費用，但應載明費用計算

方式及額度。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以下簡稱消保處）提醒消費者，租借機車時應注意

下列事項： 

一、租借前請充分了解契約內容、租金及租賃費率計算方式。如有多人輪

流駕駛之需求，請均簽訂契約，方得駕駛機車。 



二、取車後，請立即檢查車況，以維護行駛安全。又取還車時，得以拍照

等方式作為機車外觀之存證。 

三、租借共享機車請依契約所約定之

還車地點歸還，並拍照留存，避

免日後接獲罰單或遭業者收取調

度費用時無法舉證。 

消保處另呼籲業者，所提供之租賃契

約內容應符合「機車租賃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倘契

約內容與前開規定未合，經令限期改

正而屆期不改正者，主管機關可依消

費者保護法第 56 條之 1 規定處罰。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廉政案例宣導 

                 利用人頭詐領僱工薪資（臺北地院 109 訴 229） 

【案情】 

甲、乙、丙、丁等 4 人均任職於..農田水利會（109 年 10 月 1 日水利會

改制為公務機關後，併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所轄管理處），先後

擔任工作站站長或正式監工等職務，依當時有效適用之農田水利會組織通



則第 23 條規定，均為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權限者，視同刑法上之公

務員。 

工作站辦理年度除草及清圳工程，係以實際僱工人數及每位僱工之工

作天數製作監工日報表，按僱工每日工資覈實統計工資，並製作僱工之使

用工人請款單，由僱工於使用工人請款單上用印後，方得據以向農田水利

會請領僱工之工資並以現金發放予僱工。然渠等自 90 年起，利用該站年度

除草及清圳工程得以編列除草及清圳工資酬勞費預算之機會，分別於職務

上所掌之工程監工日報表及該會使用工人請款單上，接續不實登載工作人

數、工款及工作日期，並盜用不知情工人留存於農田水利會之印章，蓋印

於使用工人請款單上，以每日工資新臺幣（下同）1,500 元或 1,600 元（102

年度工資調漲）或 1,800 元（106 年度工資調漲）或 2,000 元（107 年度工資

調漲）計算，再檢具上開不實之監工日報表及使用工人請款單，經層轉決

行後，向不知情之會計及出納單位辦理核銷撥款，使會計單位陷於錯誤，

再由出納單位開以銀行公庫支票交予渠等持向銀行兌現，由渠等扣除原先

支付實際僱工款項後，詐得共計 426 萬 1,100 元。  

【違反法令】 

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 

【一審判決】 

1. 甲處有期徒刑 3 年 10 月，併科罰金 25 萬元，褫奪公權 3 年。  



2. 乙處有期徒刑 2 年，褫奪公權 2 年，緩刑 5 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並應向檢察官指定之機構或團體提供 60 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於判決確

定之日起 2 年內，完成法治教育 12 場次。  

3. 丙處有期徒刑 3 年 6 月，褫奪公權 3 年。  

4. 丁處有期徒刑 1 年 10 月，褫奪公權 1 年，緩刑 3 年，緩刑期間付保護

管束，並應向檢察官指定之機構或團體提供 60 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於

判決確定之日起 1 年內，完成法治教育 8 場次。  

      犯罪所得均沒收。 

【研析】 

對於領取日薪之雇工，建議薪資發放由出納以轉帳方式為之，避免以現金

支付，以防範利用人頭詐領雇工薪資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