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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概述 

 A 執行分署執行人員甲因輪值聯繫稅務機關窗口業務，取得

欠稅人個人資料及存款清冊等電子檔，原應將相關資料加密後以

電子郵件傳送案關人員，卻因疏忽漏未加密，一併寄送予機關內

部所有人員，不當洩漏民眾個人資料。 

 風險評估 

1、 執行人員法紀觀念薄弱，且保密意識不足 

執行人員未正視洩漏民眾個人資料之嚴重性與相關法律

責任，以致未養成保密習慣、欠缺保密觀念，未謹慎處理民眾

個人資料，疏於將相關資料加密，且未確認收件人身份即匆

促寄出電子郵件，存在個資外洩風險，影響民眾權益及機關

信譽。 

2、 個人資料外洩，恐損及民眾權益 

民眾個人資料如不慎洩漏，恐被有心人士不當利用，造

成民眾權益受損，進而影響機關形象。 

 防治措施 

1、 強化法律認知，提升保密意識 

    定期舉辦個人資料保護法、違法洩密案例之宣導講習，

提升同仁法律素養與保密意識，避免誤觸法網。 

2、 落實保密機制，減少作業疏失 

主管人員應加強叮囑同仁注意民眾個人資料之保密，不 

應讓非必要人員得以接觸或知悉，降低不當洩漏之風險。 

案例一：不當洩漏民眾個人資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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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檢討人員責任，採取防處作為 

遇有不當洩漏民眾個人資料之情事，應立即檢討相關人

員責任，並啟動因應作為進行必要之處置，將傷害降至最低。 

 參考法令 

1、 刑法第 132 條第 2 項。 

2、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 條、第 15 條、第 18 條及第 28 條。 

 

  

 

 

 

 

 

 

 

 

 

2 



 

 

 

 案例概述 

 B 地檢署法警乙無經營證券投資顧問業務之許可證照，卻利

用 Line、臉書創立群組及社團，於上班期間分享其股市投資研究

分析心得或推介建議相關交易資訊，藉此吸引不特定網友之注意，

再招攬網友報名參加其講授的投資理財課程，經人檢舉，遭法院

以違反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相關規定，判處有期徒刑1年6月，

併科罰金新臺幣 100 萬元，並降 1 級改敘。 

 風險評估 

1、 違法兼職難掌握，易形成監督死角 

單位主管若未主動查核公務員兼職狀況，或忽略部屬財

務異常、社交頻繁等違常徵兆，恐使違法兼職風險持續擴大，

進而演變為重大廉政風險事件，影響機關廉潔形象與社會信

任。 

2、 兼職影響本業，導致效能低落 

公務員肩負行使公權力與服務民眾之責任，違法兼職恐

導致注意力分散，影響行政效能及服務品質。 

3、 社會觀感不佳，機關形象受損 

公務員所從事之兼職若與其職務有所關聯，除社會觀感

不佳，更有假藉職務謀取私利之疑慮，嚴重影響機關形象。 

 防治措施 

1、 強化申報審核，主動查核異常 

    明確列出禁止兼職類型與高風險行業，並對兼職申請詳

實審核；針對未申報兼職卻有異常收入或活動跡象者，應主 

案例二：違法兼職經營投顧業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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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查核。 

2、 落實走動管理，及早發現異常 

單位主管除透過面談瞭解部屬工作情形與生活狀況，平

時應落實走動式管理，藉此及早發現違法兼職之行為。 

3、 加強教育訓練，增益法治觀念 

以兼職規範、利益衝突、法律責任為題，進行實例講解、

情境模擬與案例分析等教育訓練，提升同仁對違法兼職行為

的辨識，增進職業倫理之養成。 

 參考法令 

1、 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5 條第 2 項。 

2、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107 條第 1 款（非法經營證券投資

顧問業務罪）。 

 案例出處 

1、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12 年度金訴字第 1435 號判決。 

2、 懲戒法院 112 年度清字第 58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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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概述 

 丙擔任 C 學校會計室主任，因私人需求向廠商訂購彩色碳

粉匣及茶葉，利用職務之便，於會計資訊系統填載上開物品資料

並報支公款，因而獲得免予支付上開物品費用之不法利益。 

 風險評估 

1、 系統權限集中，內控制度不足 

擁有會計資訊系統權限者，在未有請購簽文等相關資料

時，仍可自行於系統登打建檔並報支公款，突顯內部控制制

度不足。 

2、 欠缺雙重審核程序 

核銷作業流程僅由會計人員經手，未經其他單位（如出

納）審核，缺少相互制衡機制，形同球員兼裁判。 

3、 缺乏法治意識，恐生違法濫權行為 

    公務人員若未能正確認識貪污治罪條例及公務員服務法

等相關法律規範，易將職務資源視為個人可運用之工具，進

而涉入公款私用之貪瀆風險，危及機關法治形象與內控信任

基礎。 

 防治措施 

1、 分散系統權限 

將請購、建檔、審核之系統權限明確分配給不同人員，避

免由同一人負責，防止權限過度集中。 

2、 建立雙重審核程序 

請購案件由不同人員(如會計人員與出納人員)交叉驗證

案例三：購置私人物品報支公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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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簽陳長官決行，降低錯誤與舞弊風險。 

3、 加強公務人員廉政教育與法律責任意識 

提升公務人員對不當利用職務資源所涉法律責任與風險

的認識，並透過實際案例解析，強化防貪意識與自律能力。  

 參考法令 

1、 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 

2、 刑法第 213 條、第 220 條、第 339 條。 

 案例出處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113 年度訴字第 52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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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概述 

D 機關約用人員丁傳遞公文時，擅自翻拍約用人員甄補錄取

名單、簡歷表等文件資料，並透過通訊軟體傳送予他人，造成人

事案件提前洩漏及個人資料外流。 

 風險評估 

1、 承辦人員欠缺保密意識 

    承辦人員未親自持送應秘密之文書，或未依規定使用機

密文書專用封套，顯示保密意識不足，恐導致敏感資料於傳

遞過程中遭未授權人員窺視或外洩，不僅危及業務安全，亦

可能對機關形象產生負面影響，並衍生相關法律風險。 

2、 約用人員法紀觀念不足 

    約用人員因法紀觀念薄弱，輕忽洩密之後果，擅自翻閱、

翻拍及傳閱應保密文件，不當洩漏機敏資料，恐致涉密資訊

外流，不僅損及當事人權益，甚至損害整體機關形象與信譽。     

 防治措施 

1、 加強機密維護宣導 

針對機關員工、約用及委外人員實施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含個人資料保護法、違規洩密案例及相關法律責任，提升保

密意識。 

2、 完備機敏文件傳遞程序 

機敏公文應儘量由承辦人親自持送，或使用機密文書專

用封套密封、蓋彌封章，以公文夾遞送。 

 

案例四：擅自翻拍及傳送應保密文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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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法令 

1、 刑法第 132 條第 1 項。 

2、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41 條、第 44 條。 

 案例出處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11 年度審簡字第 271 號刑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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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概述 

E 地方政府警察局警員戊為達成業務績效，捏造民眾駕駛曳

引車未繫安全帶情事，開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假冒

民眾名義簽收並自行繳罰款。 

 風險評估 

1、 績效導向失衡，執法風險升高 

執法人員為求績效或獎勵金鋌而走險、投機取巧，在缺

乏適當監督與內部制衡機制下，恐衍生程序瑕疵、侵害民眾

權益，甚至涉及偽造公文書、公文書登載不實等刑事責任，不

僅增加個人涉法風險，亦危及機關公信力與法治形象。 

2、 資料登載缺乏有效查核，影響公文書正確性與可信度 

當業務性質具有高度裁量空間，或案件量龐大且處理時

間緊迫，承辦人員於系統或文書中登載之處理情形、事實資

料等，常依賴個人專業判斷進行作業，機關若缺乏有效查核

機制，恐難及時發現資料登載不實、遺漏或錯誤，影響公文書

之正確性與可信度。 

 防治措施 

1、 機關編撰防貪指引，並加強宣導 

依機關業務性質，蒐集具參考性之風險案例，透過案例

彙編、防貪指引等方式宣導相關法令及可能涉及的刑事責任，

讓同仁有所警惕。 

2、 強化內部管理考核 

單位主管應主動關懷同仁辦公及業務辦理情形，適時給

案例五：為績效開立不實罰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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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指導，同時強化品德操守考核，機先發掘違常跡象。 

3、 落實風險職務輪調 

    依「強化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構）公立學校公務人員定期

遷調參考原則」定期辦理職務調整，避免久任風險職務所生

弊端情事。 

 參考法令 

刑法第 210 條、213 條、216 條。 

 案例出處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108 年度審原訴字第 10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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