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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為貫徹建立廉能政府，將請託關說制度化、透明化及登錄標準化，

使各機關首長及相關同仁在處理業務時，有清楚分際，爰訂定「行政院及所屬

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並訂於101年9月7日正式實施。 

 

  

 

 

 

◆ 規範對象 

 各機關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人員。 

 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法人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 請託關說定義 

指不循法定程序，為本人或他人對本要點規範對象提出請求，且該請求有違反

法令、營業規章或契約之虞者。 

◆ 遇有請託關說事件 

 被請託關說者於三日內向所屬機關政風機構登錄。 

 未設置政風機構者，應向兼辦政風業務人員或首長指定之人員登錄。  

 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法人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請託關說者，應向指

定其代表行使職務之機關政風機構登錄。  

廉政新訊-請託關說制度化、透明化、登錄標準化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1年9月7日        ▓發行人：謝在金          ▓責任編輯：丁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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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 

101年 7月 7日  總

統於廉政座談會裁

示，行政院以二個

月的時間將請託關

說制度化、透明化，

讓部會首長及相關

同仁在處理業務

時，有清楚分際。 

1.為規範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以下簡稱各機關)請託關說事件之登錄與

查察作業，符合透明化及登錄標準化，特訂定本要點。 

2.本要點規範對象為各機關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人員及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

法人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3.本要點所稱請託關說，指不循法定程序，為本人或他人對前點之規範對象

提出請求，且該請求有違反法令、營業規章或契約之虞者。 

4.下列行為，不適用本要點之規定： 

(一)政府採購法所定之請託或關說行為。 

(二)依遊說法、請願法、行政程序法或其他法令規定之程序及方式，進行

遊說、請願、陳情、申請、陳述意見等表達意見之行為。 

5.請託關說事件，應由被請託關說者於三日內向所屬機關政風機構登錄；未

設置政風機構者，應向兼辦政風業務人員或首長指定之人員登錄。 

未設置政風機構或兼辦政風業務人員之機關，其首長應指定專責登錄人

員；機關首長延不指定者，由上級機關指定。 

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法人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請託關說者，應向指

定其代表行使職務之機關政風機構登錄。 

6.各機關應將請託關說事件登錄資料逐筆建檔，每月循級陳報至所隸屬之中

央二級機關政風機構彙整轉法務部廉政署查考。 

行政院政風機構應將請託關說事件登錄資料逐筆建檔，每月彙整轉法務部

廉政署查考。 

7.法務部廉政署及中央二級以上機關政風機構就請託關說事件登錄之資料，

應辦理抽查。 

作業要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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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廉政署就前項抽查作業，得請相關機關

配合查察，以釐清相關事實。如發現有疑涉貪

瀆不法之情形者，並得與法務部調查局或相關

偵查機關協力調查。 

8.各機關登錄之請託關說資料，經法務部廉政署

或中央二級以上機關政風機構篩選分析，因而

查獲貪瀆不法案件者，應對相關人員予以獎

勵。 

9.第二點之規範對象就受請託關說事件未予登

錄，經查證屬實者，應嚴予懲處。 

10.受理登錄人員或機關首長，如有故意隱匿、延

宕或積壓不報，經查證屬實者，各機關或其上

級機關應懲處相關人員。 

前點及前項違失人員如為政務人員，得視其情

節輕重，移送監察院審查。 

11.各機關處理請託關說之獎懲處理原則，由行政

院人事行政總處會同法務部定之。 

12.各機關應按季將請託關說事件登錄之統計類

型、數量及違反本要點受懲戒確定之人員姓

名、事由公開於資訊網路。 

 依本要點登錄資料應保存十年。 

13.請託關說事件登錄標準格式，由法務部會同行

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定之；標準格式尚未

訂定前，由法務部廉政署製作格式供各機關登

錄建檔。 

14.各機關應加強宣導有關禁止請託關說之規定。 

15.其他政府機關、機構，得準用本要點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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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公務員遇有請託關說情事應如何處理? 

A：被請託關說者應於三日內向所屬機關政風機構登錄；未設置政風機構  

   者，應向兼辦政風業務人員或首長指定之人員登錄。 

Q：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法人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請託關說，應向 

   哪個單位登錄? 

A：應向指定其代表行使職務之機關政風機構登錄。 

Q：哪些行為不適用本要點? 

A：為兼顧興利及行政效率並基於法律優越原則，下列行為不適用本要點 

   之規定： 

   1.政府採購法所定之請託或關說行為。 

   2.依遊說法、請願法、行政程序法或其他法令規定之程序及方式，進 

     行遊說、請願、陳情、申請、陳述意見等表達意見之行為。  

Q&A  

廉政要聞 

 有關101年8月11日聯合報登載「中正大學調查廉政署整頓貪污 逾6成認沒幫助｣

報導相關新聞資料 

有 關101年8月11日

聯合報登載「中

正大學調查廉政署整頓貪

污 逾6成認沒幫助｣報導，

法務部廉政署謹說明如

下：  

一、「降低貪瀆犯罪率、

提昇貪瀆定罪率及落實保

障人權」是廉政署的工作

目標，自100年7月20日成

立迄今一年一個月餘以

來，所推動之業務及措施

均遵照此政策規劃進行。

根據法務部統計數據顯

示，在降低貪瀆犯罪率方

面呈現下降趨勢，以檢察

官起訴案件觀察，每萬件

犯罪起訴案件，以貪瀆罪

名起訴之比率，自97年5-

12月之26.65降至101年1-5

月之19.60；以檢察官起訴

人數觀察，每萬名犯罪起

訴被告，以貪瀆罪名起訴

之人數比率，自97年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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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之65.22降至101年1-5月之

42.04。貪瀆案件定罪率，亦

從 97 年 5 月 -101 年 5 月 之

69.4％提昇至98年7月-101年

5月之 78.7％。清廉印象指

數，於100年亦第一次超過6

分（0-10 分，10 分 為 滿

分），達到6.1分，為自統計

公布17年以來之新高。進步

幅度雖尚不令人滿意，但整

體方向是正確的。  

二、廉政工作的成功，必須

有全民的支持參與、推動有

效的防貪措施以及確實打擊

壓制貪污。以高度清廉之香

港為例，其100年之清廉印象

處員額有900餘人，占廉署總

人數約1200人的四分之三。 

 三、有關中正大學於101年8

月10日公布之101年度上半年

治安施政滿意度調查報告，

從101年7月間撥通的1萬3千

多通電話，過濾出1987個有

效樣本中，有6成4的民眾，

認為廉政署對整頓貪污沒有

幫助。此項調查結果雖與實

際業務成效有所落差，造成

民眾誤解。但調查結果亦顯

示部分民眾仍不滿意廉政署

推動廉政工作的成效，廉政

署將虛心檢討加快改革腳

步。  

四、廉政工作經緯萬端，屬

於一種系統性工程，需要長

期不斷的努力。廉政署將對

內，持續整合政風業務與肅

貪業務，推動「防貪、肅

貪、再防貪」的工作目標。

對外，積極結合公、私部

門，成立跨域治理平臺，納 

指數，排名為12名，分數為

8.4分。廉政公署係採取「三

管齊下」策略，結合執法、

防貪和社區教育，透過高度

專業和鍥而不捨的團隊，全

方位打擊貪污。但香港廉政

公署負責調查貪瀆之執行處

仍是廉署最核心的部門，該

入民眾意見，擴大社會參

與，紮根對貪瀆零容忍的全

民意識。另就100名肅貪人力

做策略性的運用，偵辦指標

性案件，同時結合檢察機

關、調查局及其他司法警察

機關，充實整體肅貪能量，

分進合擊打擊貪瀆。以廉政

署於101年8月8日結合高雄地

檢署共同查察經濟部水利署

第六河川局、第七河川局等

機關部分公務員，就治水防

洪工程，利用經辦工程機

會，接受不同廠商之不正利

益等重大貪瀆案件為例。除

貫徹興利除弊的防貪作為

外，為確保施工品質，避免

少數公務員因循陋習、知法

犯法，枉顧工程品質，影響

防洪治水效益，危害民眾生

命財產安全，仍積極查察有

無貪瀆不法弊端。使公務員

不願貪、不必貪、不能貪、

不敢貪。廉政署將秉持決心

與毅力，鍥而不捨，期能在

最短時間內，重拾民眾對廉

政 署 的 信 心 與 支 持。  

(101年8月11日廉政署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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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廉政平臺簡介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 

積極推動社會參與 

(結合公共部門以外之個人和團體積極反貪) 

設置村里廉政平臺 

(共創透明、乾淨、有競爭力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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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違背職務行賄罪」於100年6月29日公布實施，條文規定將可杜絕

過去「收錢有罪，送錢沒事」的不良社會現象。法務部呼籲全民合法適正

洽辦公務，對公務員不必送也不能送紅包、賄賂；若有不慎觸法者，只要

勇於自首或在偵審中自白，均有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自新機會。 

立法精神 

    法務部為杜絕過去「收錢有罪，送錢

沒事」的不良社會現象，消除民間積習已

久的紅包文化，讓民眾知道洽辦公務「不

必送」、「不能送」，公務員也「不能

貪」、「不會貪」，自97年底即研議在貪

污治罪條例中增訂「不違背職務行賄

罪」，積極推動修法，所擬具之修正草案

於98 年8 月24 日即經行政院第3163 次

院會通過送請立法院審議，終於順利經立

法院三讀通過，完成立法。 

您不可不知 …… 

 收錢有罪，送錢沒事? 

                   ~認識「不違背職務行賄罪」~ 

貪污治罪條例第 11條第 2項「不違背職務行賄罪」 

「對於公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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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構成要件 

▓「不違背職務之行為」是指公務員在職務範

圍內應該做或可以做的行為。而「違背職務之

行為」是指公務員職務範圍內不應為而為，或

應為而不為。（參照最高法院58 年度台上字

第884 號判決） 

▓「行求」是指就具體請託事項表示要給公務

員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包括金錢、飲宴、喝

花酒等）。這種表示不管是明示或暗示、直接

或間接、公務員同意或不同意都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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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甲 承包某政府機構工程，未依照合

約規定施工，依法不能通過驗

收。甲希望督辦監造驗收業務的公務員乙

能讓工程通過驗收，就給乙金錢、請乙喝

花酒或提供性招待，請乙通過驗收，則甲

會構成對公務員違背職務之行為行賄罪。

如果甲工程都依照合約，已符合驗收標

準，但是希望乙儘快通過工程驗收，就請

乙喝花酒、提供性招待或給予其他好處，

則甲會構成對公務員不違背職務行為行賄

罪。 

▓「期約」是指就具體請託事項表示願意給公務員財

物或其他不正利益，公務員也同意了，但是雙方還沒

有交付。 

▓若已達交付之階段，即屬「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

利益之犯罪態樣。 

減刑規定 

    法務部為免增訂「不違背職務行賄罪」後，因行

賄當事人已經觸法而不願出面檢舉，爰於貪污治罪條

例第11 條第5 項同時修正「犯前四項之罪而自首

者，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或免除

其刑。」亦即不慎觸法者，只要勇於自首或在偵審中

自白，均有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自新機會。 

    不論違背職務行賄罪或不違背職務行賄罪，都須行為人主觀上有行賄的故意才會

構成。例如公務員濫用職權，強行索賄，被害人因害怕公務員的權勢而同意或交付賄

賂，則被害人並沒有犯罪的故意，所以不會構成行賄罪。故民眾只要守法，並不會因

增訂本罪而受何影響，請社會大眾不必過於擔憂。 

摘錄自法務部100年6月7日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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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倫理規範宣導 
              飲酒作樂 行不行？ 

大 雄平日負責機關工程監工業務，某日，他機關承商邀請大雄

到卡拉OK敘舊，大雄心想該廠商非己機關承商，跟機關沒有

業務往來關係，一起去唱歌喝酒應該沒有違法吧！遂同往中山北路某

家有小姐坐檯的卡拉OK飲酒作樂，最後並由該廠商請客結帳。 

    有關公務員品格操守等個人行為規範，現行「公務員服務法」訂

有諸多指導性原則，例如第5條保持品位義務、第15條關說請託禁

止、第16條贈受財物禁止、第18條招待餽贈禁止及第21條利益迴避等

規定；更詳細之法令規定，則有行政院函頒「公務員廉政倫理規

範」，本例中大雄與廠商人員到有女陪侍場所飲宴，易使外界質疑公務員之品性操守，已損及

民眾對行政機關公正廉明的觀感。 

    大雄時任○○府捷運局○○工程處技術員，負責捷運工程監工業務，其接受他機關廠商招

待飲宴，雙方雖無職務上利害關係，惟其與公務員身分及監工職務顯不相宜，應予避免；又大

雄至有女陪侍場所飲酒作樂，依社會一般觀念顯屬非當，其行為已違反「公務員廉政倫理規

範」之規定，案經機關召開考績會核予記過2次處分。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政風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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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劉邦之所以能打敗項羽，就在於善用離間、打垮其心

防。其中最常用的方法，便是用黃金買通楚軍一些將領，要他們散佈謠

言，使好猜忌的項羽對其重要將臣如鍾離昧等產生嫌隙。但最關鍵的還

是成功地離間他與亞父范增的情誼。某次，項羽派使者到劉邦營中，劉

邦謀臣陳平覺得機會來了，便吩咐侍者準備精美的餐具飲食，同時向劉

邦面授機宜。待使者謁見劉邦時，劉邦便佯裝訝異地說：「我們以為是

亞父派來的人呢…！」隨即示意屬下換上較粗糙的餐具飲食，同時語帶

輕蔑之意。使者回到楚營，便一五一十告訴楚王，致項羽與亞父范增間

逐漸產生嚴重的嫌隙，終於自取敗亡。  

    類似的案例，發生在東漢，當時西域諸小國都是在較強大的漢朝和

凶奴間求生存，某次班超出使西域的鄯善國，正巧匈奴的使者也來訪，

鄯善國於是對漢使表現的很曖昧不明，班超身負拉攏重任，但又不知匈

奴使者到訪之確切情形，於是利用鄯善侍者服勤時，隨口問侍者說：

「匈奴使者都來好幾天了，不知道他們住在哪裡…？」那侍者以為班超

知道匈奴來訪情事，便一五一十告訴班超，結果班超先把侍者關起來，

再率領隨從卅六人夜襲匈奴使節團，把他們悉數殺光，並把頭顱交給鄯

善王，最後成功地威逼鄯善國歸順漢朝。  

    上述案例，可知「事以秘成，語以洩敗。」即使是一個微不足道的

使者或小廝，都能影響大局，其關鍵就在於他們都忽略了相關危機意

識，甚 至 於 喪 失 正 確 的 判 斷 力，以 致 造 成 無 可 彌 補 的 缺 憾。  

                                             (摘錄自農委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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