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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端正警察風紀是本署及各警察機關應持續加強之

內控機制，廉潔警紀更是我們每位同仁都應謹守的核

心價值，警察身為國家執法的第一線人員，且與民眾

生活息息相關，加上同仁勤、業務的關係，相較於其

他機關同仁面對的環境更為複雜，接觸的利誘亦更多，

同仁萬不可為一時的貪念或疏忽而誤觸法網。 

為防止有害警政風紀情事發生之可能，本署針對

近期員警涉犯不法之情事，並參考相關判決，彙編「警

政防貪指引手冊」，分析其潛藏之風險因素，並提出防

制措施，期內化同仁拒絕貪腐觀念，發揮防杜違法犯

紀之防腐功能，共同維護優良之警察組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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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情概述： 

保安警察第○總隊○○警察大隊前小隊

長A於104年帶隊前往查緝侵害智慧財

產權商品案時，將貨運公司載運查扣證

物至駐地之運費，向大隊申請核銷並取

得款項後，另再向受害業者索取。 

A員明知偵辦刑案經費均有編列預算，應

據實辦理核銷，竟利用協助查緝侵害智

慧財產權商品之職務上機會意圖為自己

不法之所有，除向該大隊申請核銷外，亦

向受害業者詐得新臺幣 (以下同 )2萬

5,000元不法利益，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

取財物罪嫌。 

 

案例一：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 

內政部警政署 
National Police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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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風險評估： 

業者不明機關行政規定： 
辦理智慧財產權查扣案件時，無論執行搜

索所查扣之贓證物或民眾到隊告訴(發)所
提供贓證物，皆依刑事訴訟法相關搜扣規
定及贓證物管理作業規定辦理，前揭規定

均為透明易查詢資訊，惟證物搬運費之負
擔等細節未於相關規定中說明，致業者不
清楚機關行政作業規定，而遭承辦員警蒙

騙。 

分案機制未落實： 
受理報案與自偵案件均應登錄報告管制，

分案係偵查隊長以上之權責，而本案均由
特定小隊、人員偵辦，各級幹部未負起審
視及分案責任，未落實分案機制，進而衍

生此重大風紀問題。 

內政部警政署 
National Police Agency 

二、偵審結果： 

 A 員因自白犯罪並繳回全部犯罪所得，依
貪污治罪條例減輕其刑，判有期徒刑 2

年，褫奪公權 2 年，緩刑 4 年，並應向公
庫支付 1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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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盡考核監督之責： 
各級主管對於屬員與業者交往過甚未能

即時防範，致衍生重大風紀問題。考核期
間亦未能掌握涉案人員言行，疏於防範，
未盡考核監督之責，致未能機先掌握預警

情資，適時予以防處，顯示防弊機制不彰。 

員警法紀觀念薄弱： 
涉案員警具有偏差之價值觀、低自我控制

力、法紀觀念淡薄，難以抗拒誘惑，繼而
利用職權上機會詐取不法利益。 

四、防制措施： 

辦理業者宣導，增進機關透明機制： 
機關應利用多元宣導方式(如：機關網頁、
座談會)，向互動頻繁之業者宣導案件偵辦
流程、業者應配合事項及無需支付相關費

用等，以避免類此情況發生，亦可明確業
者與承辦人間之分際及責任歸屬，增進機
關行政作業透明機制。 

內政部警政署 
National Police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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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訂分案標準化作業流程： 
為落實受理民眾檢舉及各類案件管控，杜
絕匿報、遲報、虛報等不當情事，依「受
理檢舉案件錄案系統作業規定」研訂分案

標準化作業流程，以強化內控預防機制。 

落實分案機制，強化內部督考： 
為避免特定案件由特定人員掌控，受理報

案由偵查隊長負責分案，各級幹部應落實
審視責任，以防與業者過從甚密而產生弊
端。另自偵案件由起案人員自行偵辦，惟

自購查證、調閱資料等相關調查階段皆須
簽准，以利案件管控。 

進行廉政風紀訪查，防範潛存弊端： 
針對近年互動頻繁之業者辦理廉政訪查，
以瞭解員警偵辦案件過程與受害業者互
動情形，業者有無遭遇員警藉故收取費

用、刁難、暗示索賄或其他不法情事，藉
以防範潛存之弊端。 

加強廉政宣導，深化廉潔觀念： 
利用各種集會加強宣導「公務員廉政倫理
規範」、「貪污治罪條例」、「刑法瀆職罪章」
等廉政相關法規，以提升同仁守法觀念，

強化警察人員應有之崇法尚紀意識，深化
員警榮譽心與責任感。 

內政部警政署 
National Police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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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警政署 
National Police Agency 

參考法令及判決： 

1、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

物罪。 

2、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3、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94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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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情概述： 

保安警察第○總隊接獲情資顯示有販毒

集團欲自國外以貨櫃夾藏方式走私毒品

進口牟利，經分析研判後立即報請檢察官

指揮偵辦，並聯繫相關單位組成專案小

組，嗣於碼頭之貨櫃，發現夾藏大批毒品。 

經深入調查發現，該總隊承辦貨櫃安檢業

務之員警B涉案，B員明知包庇走私已違

背職務，仍假借職務之權力、機會或方法，

提供主嫌C規避查驗貨櫃之方法，並共同

偽造績優公司相關資料以逃避查驗，後分

2次各別收受賄款。另為免遭查獲涉及走

私案，B員虛偽製作內容不實之「檢舉筆

錄」及「密告案件登錄表」，並將其他同

仁會同海關人員實施開櫃檢查之消息透

露給報關業者D民轉知C民，C民隨即逃逸

未依預定計畫提領貨櫃。 

內政部警政署 

National Police Agency 

案例二：違背職務收受賄賂 
(包庇販毒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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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偵審結果： 

 B 員違背職務收受賄賂，違反貪污治罪條

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二審判決處有
期徒刑 12 年，褫奪公權 8 年，本案上訴
中。 

內政部警政署 
National Police Agency 

三、風險評估： 

偽變造優良自檢廠商資料報關躲避貨
櫃查驗： 
B 員因熟稔安檢作業流程，為順利協助走

私管制物品，竟違背職務，假借職務上之
權力、機會或方法，提供假冒績優自檢廠
商進口貨櫃之方式及廠商資料，企圖利用

自檢廠商名義，逃避海關等單位針對一般
廠商進口貨櫃抽檢查驗流程，庇護走私貨
物進口。 

利用不知情之報關行協助報關： 
為避免檢查單位起疑，C 民先透過個人報
關業者 D 民承攬報關事宜，並持 B 員提

供之偽造績優進口自檢廠商相關資料交
由 D 民，D 民取得出貨人資料、發票、裝
櫃明細及船期等報關所需資料後，委託不

知情之報關行代為報關進口貨櫃，意圖冒
用績優自檢廠商名義申辦進口，避免安檢
人員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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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遵守保密義務： 
警察人員為遂行法律賦予之任務，自掌有

機密之資訊，B 員顯未落實公務機密保密
義務相關規定，將職務上掌有應秘密之資
訊加以洩漏，致使公務機密外洩，嚴重影

響查緝走私任務。 

員警欠缺法紀觀念： 
B 員擔任貨櫃安檢業務承辦人一職，明知

包庇走私貨物已明顯違背其職務，仍興起
貪念、知法犯法，不僅未能嚴守警察人員
風紀規定，與有多項刑案前科紀錄之C民

交往會面，竟基於期約賄賂之合意，自行
找來有詐欺前科紀錄之個人報關業者 D
民合作討論，並利用職務之便提供相關績

優自檢廠商資料以供偽造，嚴重違反「警
察人員與特定對象接觸交往規定」之違紀
情事，並涉犯貪污治罪條例。 

內政部警政署 
National Police Agency 

四、防制措施： 

研提落地檢查策進作為，避免績優廠
商遭冒用： 
為防止不法分子冒用績優自檢廠商名義
申請落地檢查藉以規避查驗，針對績優自

檢廠商律定各安檢站於受理績優自檢廠
商申請落地檢查時，應加強查核落地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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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警政署 

National Police Agency 

申請書及產地等相關資料。若有疑慮，應

先以電話聯絡該公司查證該筆進口資料
是否屬實，發現可疑情事時，應即派員實
施落地檢查，避免績優自檢廠商遭不法冒

用。 

檢討落實檢舉案件管理機制： 
本案 B 員自行虛偽製作「檢舉筆錄」及「密

告案件登錄表」，欲於案發後用以謊稱無
走私之犯意，爰應檢討受理檢舉作業流程
是否存有漏洞致生前述違失情形，必要時

研訂檢舉案件處理之標準化作業流程或
策進作為，以落實管理機制。 

辦理廉政風紀訪查，防範潛存弊端： 
針對進口貨櫃廠商業者實施風紀探訪，了
解有無員警私下接受廠商或相關業者不
當邀宴、餽贈，或藉故利用職權刁難、收

取費用等不法情事發生，以防範潛在弊端
並即時採取查處作為。 

研訂會同查櫃之標準化流程或策進作為： 
依據公務員服務法第 4 條之規定，公務員
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對於機
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不得洩漏，

退職後亦同，爰應檢討執行開櫃檢查作業
是否落實保密，必要時研訂會同查櫃之標
準化作業流程或策進作為，以避免洩密情

事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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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令及判決： 

1、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

受賄賂罪。 

2、警察人員與特定對象接觸交往規定。 

3、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上訴字第722號刑事判決。 

恪遵保密義務： 
員警遇有勤務時，應利用勤前教育等集會
場合要求同仁恪遵保密義務，且避免於即

時通訊軟體公務群組公開討論，以防範機
敏性訊息遭有心人士洩密，如發現機敏訊
息應要求發布者立即刪除。 

預防性職務調整機制： 
為減少員警因長期久任，而產生之人情壓
力或利益誘惑，應依警察人員陞遷辦法等

相關規定，執行職務遷調或業務輪調作
業，以強化內控機制，杜絕貪瀆不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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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情概述： 

○○市政府警察局第○分局偵查佐E，因

個人財務狀況不佳，106年知悉友人F與

他人發生賭債糾紛並疑似遭恐嚇取財，竟

基於利用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之犯意，

雙方期約以偵辦F民涉嫌遭詐賭、恐嚇取

財等案件不由，向F民收取賄款46萬元。 

E員之後得知F民之前夫因涉網路賭博，尚

有許多簽賭之人未依約支付賭債而成呆

帳，遂與F民共同基於違反個人資料保護

法之犯意聯絡，以偵辦詐欺案及毒品案為

由，將與偵辦案件無關之電話號碼等不實

內容，登載於調取使用者資料申請單後，

偽造單位主管之核章、不實之查詢事由，

非法蒐集債務人之戶籍資料及電話申請

基本資料等個人資料，洩漏予F民非法利

用，F民遂交付賄款2萬元予E員。 

內政部警政署 
National Police Agency 

案例三：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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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偵審結果： 

 E 員為有調查職務之人員，犯不違背職務
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 3 年 9 月，褫奪
公權 2 年。又共同犯對非主管事務圖利

罪，處有期徒刑 1 年 6 月，褫奪公權 1
年。主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 4 年 2 月。 

 

 
 
三、風險評估： 

缺乏控管偵辦刑事案件之標準作業程
序： 

員警個別受理檢舉案件未予登錄陳報，另

案件審核機制不全，故未能適時防處，此
外，權責單位又未落實清查員警查詢民眾
個資之保管流程，顯見缺乏嚴加控管偵辦

刑事案件之標準作業程序。 

未設置承辦案件明細表： 
刑事案件來源眾多，包括受理、陳情、檢

舉、上級交辦、媒體報導等，案件偵辦來
源不一，惟未設置承辦人員案件明細表及
案件追蹤管理，監管人員將無法複核管

制，難以即時掌握案件辦理情形。 

內政部警政署 
National Police Agency 



13 
 

  
未建置承辦案件抽核制度： 
對於個人受理檢舉案件無強制列管陳核，亦

未建立複查機制，缺乏內控監督機制，以致
發生未符法令規定或延宕時效之個案，難以
及時發現，而衍生相關弊失。 

內政部警政署 

National Police Agency 

四、防制措施： 

檢討案件內控監督管理機制： 
刑警大隊應每半年至各單位稽核 1 次，以

建立複查機制，強化案件內控監督管理；
另各分局業務單位應每半年會同督察組自
行抽查稽核 1 次，並將稽核狀況檢附書面

資料陳報刑警大隊備查。 

強化辦理專案稽核： 
定期及不定期執行公務機密專案稽核，針

對所屬單位辦公處所電腦使用及文件保管
情形逐一檢視，並透過各類警政系統之查
詢紀錄，稽核異常使用情形。另著重於「警

政知識聯網資訊系統」之使用及管理情形，
並依「系統存取異常情況」報表篩選異常
查詢者，藉以嚇阻機關人員涉犯洩密罪之

違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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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廉政風險人員，加強督導考核： 
透過廉政風險人員評估，責成各單位主管

落實內部管理，加強督考所屬員警恪遵相
關法令規定，若所屬員警違法犯紀，應從
嚴究辦，並追究主管相關考監不周行政責

任。 

設立多元檢舉管道，鼓勵民眾檢舉： 
加強宣導「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

之相關規定，並設立多元檢舉管道措施(如:
廉政熱線、電子郵件信箱、郵政信箱等)，
建立檢舉貪瀆不法之完善機制。 

內政部警政署 

National Police Agency 

參考法令及判決： 

1、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

賂罪。 

2、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之對非主管事務圖利罪。 

3、刑法第132條第1項之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 

4、刑法第216條、第213條之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第

217條第1項偽造印文罪。 

5、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4條、第41條第1項之公務員假借職務

上機會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 

6、警察人員與特定對象接觸交往規定。 

7、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8、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訴字第645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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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案情概述： 

○○市政府警察局前駐區督察G於102

年經由友人介紹，認識身為「億○鋼鐵公

司」、「○誠鋼鐵公司」及「○○小吃部」

色情行業之經營人H。 

H因102年間承包友人所屬之「○○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為招待各界廠商及員

工，於102年9月間出資向該店店主承接

以從事脱衣陪酒等猥褻行為招攬生意的

「○○小吃店」，但因「○○小吃店」屢

遭轄區派出所臨檢，嚴重影響經營，H民

為求解套，請託G員協助關說派出所減少

臨檢次數及降低臨檢強度; G員因此接受

H民招待脫衣陪酒費用計3萬元，另按月

收取賄款至少3次，合計6萬元之賄賂。 

內政部警政署 
National Police Agency 

案例四：違背職務收受賄賂 
(包庇色情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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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員食髓知味後，於103年間屢屢藉故向

H民索取金錢、修繕、出國及家具家電等

費用，以作為不予查緝暨協助關說減少

臨檢之對價，不法利益共計近51萬元。最

後H民因小吃店營運狀況不佳，且租約到

期，索性不再續約經營「○○小吃店」。 

二、偵審結果： 

 G 員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或不正利益罪，處
有期徒刑 10 年，褫奪公權 5 年，未扣案
之犯罪所得 28 萬 8,900 元及家電用品

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
其價額，本案上訴中。 

內政部警政署 
National Police Agency 

三、風險評估： 

交往關係複雜，未與特定對象保持分
際： 
G 員未考量 H 民與警察執行取締工作具

有利害關係而與之接觸交往，並與其有金
錢借貸關係，G 員對 H 民所餽贈之財物或
邀宴亦未拒絕，嚴重違反「警察人員與特

定對象接觸交往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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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警政署 

National Police Agency 

未能即時掌握預警情資，缺乏機敏性： 
○○市政府警察局接獲 H 民檢舉時，曾派

員對 H 民實施訪談及全程錄音存證;雖知
G 員與 H 民之間有資金往來互動，惟因 H
民訪談內容中提及之事證，無具體立案根

據，故未展開調查，承辦同仁因缺乏機敏
性，爰未完備兩者間靜態資料，亦未查實
其借貸關係展開事前查處，進而導致漏失

預警情資。 

四、防制措施： 

查緝風紀誘因場所，落實風紀清查： 
鑒於色情場所、職業性賭場常為員警風紀
誘因來源，且部分案件更有員警涉嫌參與

賭博或包庇之情事，嚴重影響警譽。為端
正警察風紀，應針對檢舉事證明確之色情
場所、職業性賭場等不法行業進行探訪查

緝，落實風紀清查。 

落實職務任期及遷調規定： 
警察勤務涉及干預及取締作為，易成為不

法業者極力拉攏之對象，長期久任，恐因
利益誘惑，衍生弊端，爰應確依警察人員
陞遷辦法及本署相關規定執行職務遷調或

業務輪調作業等規定，透過預防性職務調
整機制，避免員警有機會與不法業務掛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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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警政署 

National Police Agency 

參考法令及判決： 

1、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或不

正利益罪。 

2、警察人員與特定對象接觸交往規定。 

3、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4、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5215、5087、6373、

19016、19017、19021號、108年度偵字第23414號起訴書。 

5、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9年訴字第632號刑事判決。 

減少因長期久任而產生之人情壓力或利益

誘惑，藉以杜絕貪瀆不法問題。 

確實查處風紀案件，不適任即調整職
務： 
查處與偵辦風紀案件時，應多方查證及建
立資料，對不適任現職者，應勇於檢討並
適時調整職務，主動採取管理或輔導措施，

主官(管)更應落實考核監督之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