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行政院 112年第 1次治安會報紀錄 

時間：112年 2月 20日（星期一）下午 1時 30分 

地點：行政院第 1會議室 

主席：陳院長建仁                             紀錄：王佳元 

出（列）席： 

鄭副院長文燦、羅政務委員秉成、吳政務委員澤成、李秘書長孟諺、

林部長右昌、莊部長翠雲（李次長慶華代）、潘部長文忠、蔡部長

清祥、王部長美花（林次長全能代）、王部長國材（陳次長彥伯代）、

許部長銘春（李次長俊俋代）、陳主任委員吉仲（杜副主任委員文

珍代）、薛部長瑞元（周次長志浩代）、張署長子敬、龔主任委員明

鑫(游副主任委員建華代)、邱主任委員太三、黃主任委員天牧、管

主任委員碧玲、陳主任委員耀祥、吳部長釗燮(俞次長大㵢代)、唐

部長鳳（闕次長河鳴代）、李主任委員鎂、邢檢察總長泰釗、張檢

察長斗輝、王局長俊力、黃署長明昭、蕭署長煥章、鐘署長景琨、

吳署長欣修、周署長美伍、周指揮官廣齊、彭署長英偉、鄭署長世

忠、江局長文若、譚處長宗保、陳處長盈蓉、邱處長兆平、吳副處

長政學、蘇執行秘書佩鈺 

壹、 主席致詞 

本次治安會報為本人上任後首次召開，感謝各相關部會

首長共同與會。依據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於本(112)年 2月

3日所公布之「111年全年度臺灣民眾對司法與犯罪防制滿意

度之調查研究」顯示，民眾對警察維護治安工作滿意度為 73.1

％，請行政團隊持續努力，以回應民眾之需求及期待。 

回顧去(111)年之治安狀況，警方雖已查獲詐欺集團

1,619件、毒品犯罪 3萬 8,243件，惟「詐欺、毒品、黑幫、

槍械」等問題仍是國人持續關注之治安重點。因此，蔡總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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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 1月 27日交付新內閣之四大任務中，就特別針對反毒、

掃黑、打詐等攸關國民生活之措施進行檢討。請相關部會首

長務必將治安工作視為首要任務，本院亦將檢視人力及經費

運用情形，適時動支第二預備金推展相關工作，以實際行動

讓人民對治安有感。 

貳、 國家發展委員會提「歷次治安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 

一、 依照管考建議辦理。 

二、 本次列管案件均因未達預定目標而繼續追蹤，相關部會應

共思強化精進作為，尤其跨部會協調至關重要，許多議題

涉及層面廣泛，若欠缺團隊合作精神，就會如同一盤散沙，

難以達到預期目標。 

三、 以案號 11109-1 案（改善道路安全環境）為例，該案最終

目的是要降低交通事故死亡人數，所以預設之指標必須與

目的相符；此外，道路安全改善涉及工程、執法及教育等面

向，非單一部會能夠解決，因此跨部會溝通協調就顯得相

當重要。請國家發展委員會及相關部會加強審視管考指標，

並提出有效之改善方案據以執行。 

參、 交通部提「道路交通安全改善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 

一、 交通罰鍰之目的不在金額多寡，而是要避免民眾再犯，先

前取消汽機車駕照、行照定期換照，是因為過去作法只是

單純繳照換新，未來交通部與內政部在制訂換照機制時應

審慎評估，以兼顧便民措施與施政效能，促使駕駛人遵守

交通規則，進而完善道路安全。 

二、 造成交通事故死傷之原因複雜，從酒駕、機車、高齡者、

外送人員搶單或是路口設計不良等，都可能是其中一環，



3 

請交通部深入分析當前交通事故發生較多原因，並針對問

題對症下藥，尤其臺灣已逐步邁入高齡化社會，高齡者交

通事故風險亦隨之增加，請交通部亦要將高齡者人車安全

納入評估，加強保護措施並研議解決之道。 

三、 此外，交通數據不能僅以國內進行同期比較，亦要參酌鄰

近道安表現良好之國家為標竿（如日本、南韓及新加坡

等），設定合理之改善目標值，逐步精進改善，以消除臺灣

「行人地獄」之惡名，請吳政務委員澤成督導交通部及相

關部會，於下次會報中提出相關分析及精進作為。 

四、 吳政務委員澤成所提有關落實執行交通違規裁罰、汽機車

駕（行）照換照機制及協調地方落實執行等部分，請交通

部及相關部會積極研議，並提出解決之道。 

肆、 內政部警政署提「112年治安趨勢與策進作為」 

主席裁示： 

一、 近 5年來，全般刑案發生數因疫情關係，呈現先降後升趨

勢，惟警方仍持續積極查處，因此破獲率均保持相當高水

準，有效穩定國內治安，在此感謝治安團隊之努力付出。 

二、 隨著科技進步，犯罪手法亦逐漸日新月異，只靠執法機關

單打獨鬥無法克竟全功，必須透過跨部會協調整合，才能

發揮齊力斷金效果，如同本人本(20)日在「第七波安居緝

毒專案」成果記者會所強調，安居緝毒專案能有亮眼成績，

關鍵在於檢、警、調、憲、海巡及海關等六大緝毒系統發

揮團結合作精神，以區域聯防機制共享資訊，因此查緝成

果創歷史新高，請相關部會做好橫向聯繫，以有效打擊犯

罪。  

三、 羅政務委員秉成所提有關掃黑重點工作部分，請法務部及

內政部警政署積極辦理。 

伍、 內政部警政署提「『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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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策進作為」 

主席裁示： 

一、 「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在羅政務委員秉成督導

下，內政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及法務部等相關部

會，分別在「識詐、堵詐、阻詐、懲詐」等四大面向均有

所突破，雖然實施迄今僅短短半年，尚未有具體顯著成效，

但本人能充分感受到各部會所做之努力，請相關部會持續

積極辦理。 

二、 詐欺犯罪不僅侵害民眾財產安全，亦影響民眾對政府之滿

意度，尤其近年來詐欺集團利用疫情期間宅經濟之便，以

數位化或網路化方式詐騙民眾，連同美國、新加坡等先進

國家均有詐騙上升趨勢，相關部會除了要強化科技及偵查

技術，以因應新型態詐欺犯罪外，亦要加強反詐宣導工作，

充分讓民眾瞭解最新詐騙手法及防範之道。 

三、 請內政部、通傳會、金管會及法務部等相關部會，於 1個

月內針對所需人力、物力及經費等進行全面性盤點，並請

羅政務委員秉成協助指導各部會後續進行，本院將全力支

持所需相關經費。 

四、 副院長建議事項及羅政務委員秉成所提有關「新世代打擊

詐欺策略行動綱領」四大面向精進工作，請相關部會務必

積極配合辦理。 

陸、 法務部調查局提「境外勢力利用網路駭侵結合認知作戰新型

態複合式攻擊應處作為」 

主席裁示： 

一、 法務部調查局（以下簡稱調查局）資安工作站於 109年成

立，應加強查處此類網路駭客入侵及認知作戰之複合式攻

擊，本次報告僅針對少數個案進行分析，請調查局就未來

3 個月或半年內相關攻擊案件、調查情形及查緝成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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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工作成果報告。 

二、 副院長所提避免駭客入侵公私部門電子看板部分，請數位

發展部(以下簡稱數位部)積極辦理。又現行法規僅針對公

務機關及關鍵基礎設施之資通安全產品訂有限制使用規

範，惟其他與大眾傳播有關之私人企業尚未納管，是否有

修改相關法令或補足刑罰要件之必要，請數位部一併研

議，法務部就法制面協助辦理。 

柒、 散會。（下午 4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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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發言紀錄 

交通部提「道路交通安全改善執行情形」 

吳政務委員澤成 

目前道安事項除交通部等相關部會組成道安會報，協調各

地方政府道安會報貫徹執行外，行政院方面由本人成立專案小

組，負責政策面與跨部會整合協調，本次除報告案所提事項外，

專案小組另發掘問題如下： 

一、 落實執行交通違規裁罰：交通違規裁罰未執行繳款部分，

從 102 年近 40 萬件，成長迄今已達 1,400 萬餘件，且多

數均為累犯，請法務部及交通部落實執行。 

二、 汽機車駕（行）照換照機制：102 年修法取消每 6 年更換

汽機車駕照、行照後，目前缺乏有效要求駕駛人繳清積欠

罰鍰機制，請交通部及內政部研議是否回復換照機制等配

套措施。 

三、 協調地方政府落實執行：交通安全改善需要地方政府共同

努力，請交通部積極輔導、要求各地方政府落實執行道安

會報，並定期發布相關道安改善成效。 

交通部陳次長彥伯 

一、 有關交通違規裁罰未執行繳款件數過多部分，交通部後續

將朝下列 2個面向進行： 

(一)研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9條之 1，強制新領牌

照車主必須繳清罰鍰才能領牌。 

(二)參照其他法令規定，對累犯等違規大戶採取限制出境措

施，交通部將與法務部研商行政執行之積極作為。 

二、 針對職業汽車駕駛人或高齡者換照部分，將參據國外作

法，與醫療諮詢委員會研商是否納入眼疾、失智或癲癇等

簡易體檢措施。 

三、 107 年以後交通事故死亡人數成長原因，初步研判為高齡

人口及機車事故提高，交通部將進一步分析問題癥結並提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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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解決方案。 

內政部警政署提「112年治安趨勢與策進作為」 

羅政務委員秉成 

一、 治安工作重點即掃黑、緝毒、打詐、肅槍，其中共同根本

在於幫派，請內政部警政署加強溯源斷根工作，加強查緝

幕後主嫌及金主，並請法務部加強組織犯罪條例後續修法

事宜，以澈底斷絕幫派人援、金援。 

二、 治安是整體性問題，不是只有執法機關必須處理，各部會

均會面臨新型態犯罪，例如虛擬通貨管理、網路平臺治理

等新興科技，均會影響當前治安環境，因此必須在上游就

將問題抑制住，下游才能減輕負擔，請相關部會本於專業

進行政策制定及技術開發，並將治安列為重點推動工作。 

內政部林部長右昌 

整體治安環境，重大刑案有下降趨勢，尤其槍擊及毒品案

件查緝成果豐碩，惟因竊盜及詐欺案件大幅提升，影響人民對

治安之觀感。 

內政部警政署提「『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執行成效與

策進作為」 

鄭副院長文燦 

一、 打詐雖有績效，惟因犯罪黑數及民眾周遭有親友受騙，無

法讓人民有感，為能即時繳出亮眼成績單，相關部會首長

應親訂目標，如有經費需求本院將全力支持。 

二、 詐騙犯罪已有組織化、幫派化趨勢，為澈底斬斷金流，請

金管會研議管理網路投資網頁或電商平臺不實金融廣告，

另請法務部針對詐欺犯罪研議加重處罰、從嚴審查假釋要

件。 

羅政務委員秉成 

一、 「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是仿照「新世代反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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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行動綱領」之架構，透過各部會區域聯防，共同面對隱

身於電信、網路等無所不在之敵人，然而詐欺犯罪被害人

涵蓋範圍甚廣，無論知識高低、年齡老幼，均在詐欺集團

攻擊範圍內，難以找出特定脆弱族群及人口加以防制。 

二、 「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預算從一開始 100億元，提

升到現在 150億元，長達 6年時間加上各執法系統合作無

間，才能有現今亮麗成果；而「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

綱領」總體預算不到 2億元，僅實施半年已有初步績效，

雖然短期績效不代表有具體成效，但萬事起頭難，打詐工

作沒有特效藥，請各部會投入相關預算共同防範詐騙發

生，並持續精進下列四大面向工作： 

(一)「識詐」面向：除了鋪天蓋地之防詐宣導外，重點在於提

升民眾認知率，尤其針對臨界受害族群強化宣導，以提升

民眾辨識詐騙之免疫力，請內政部加強分齡、分層、分眾

之防詐宣導。 

(二)「阻詐」面向： 

1、目前異常帳戶通報機制分為主動及被動，銀行依法只能

主動通報至調查局洗錢防制中心，內政部警政署等其他

機關須有相關事證才能向銀行調取，實際上已緩不濟

急，請金管會在不涉及修法或違反銀行保密義務下，研

議異常帳戶即時通報機制，同時亦請調查局洗錢防制中

心研議即時共享情資機制。 

2、虛擬通貨已淪為詐欺洗錢工具，惟目前尚未有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有效納管，在尚未修法前，請金管會基於防制

洗錢要求，在金流面要求相關交易所加強配合；此外，

非虛擬通貨之其他虛擬資產（例如遊戲點數）亦是洗錢

管道之一，請洗錢防制辦公室審慎評估是否納管，並請

數位部輔導遊戲點數業者比照相關洗錢防制標準，善盡

企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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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讓詐欺高發銀行與執法機關密切配合，請金管會及內

政部警政署研議參據新加坡作法，要求其輪流派員進駐

165反詐騙中心，以立即線上圈存、警示及攔阻。 

(三)「堵詐」面向： 

1、為避免詐騙集團從境外竄改進行電信詐欺，請通傳會要

求電信業者防制竄改來電顯示，並研議立法從源頭阻

絕。 

2、為有效抑制電信詐欺，請數位部研發免付費攔阻國際詐

騙電話 APP，以降低民眾接觸詐騙電話之機會。 

(四)「懲詐」面向： 

1、針對電商個資外洩部分修法提高個人資料保護法罰責，

並研修資通安全管理法，以擴大適用範圍。 

2、為加速懲詐力道，請法務部及內政部移民署加速研修人

口販運防制法及刑法加重詐欺及私行拘禁罪，並提高詐

欺集團首惡或重要幹部羈押率，從嚴審核假釋要件。 

三、 請各相關部會盤點明(113)年所需打詐重點工作預算，以

及早尋求預算支持。 

四、 投資詐欺占總詐騙金額 49.14％，不僅發生件數多且財損

金額龐大，由於此類型詐騙涉及電商平臺及金融廣告，請

金管會、數位部及通傳會跨部會聯合辦理，要求平臺業者

善盡社會責任，拒絕非正式金融機構刊登金融廣告。 

內政部林部長右昌 

詐騙案件猖獗已成為國安問題，是當前政府亟需即時改善

之嚴峻議題，內政部在防詐宣導方面，無論警政、民政、社政

均已動員，未來將結合教育部反毒宣導經驗，讓防詐觀念能深

入班級及家庭。 

金管會黃主任委員天牧 

在羅政務委員秉成指導下，金管會除辦理自身阻詐業務外，

亦協助投入識詐工作，於去年 9月 19日辦理「防範金融投資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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騙宣示儀式」，開啟證券期貨業反詐騙之新里程碑，惟宣導效果

似乎有限，未來尚須研議更有效之方案。 

此外，為使電商平臺業者配合金融廣告刊登作法，請數位

部及通傳會予以協助，共同輔導業者拒絕非正式金融機構刊登

金融廣告，以善盡社會責任。 

數位部闕次長河鳴 

    數位部已邀請臺灣高等檢察署（以下簡稱臺高檢署）、法務

部、刑事警察局等相關機關加強輔導遊戲點數業者，目前業者

亦有意願儘量排除假交易或分期解除延繳等詐騙行為；此外，

為避免電商平臺成為詐欺集團犯罪管道，將邀集相關業者開會

研商，並隨時向羅政務委員秉成報告最新進度。 

通傳會陳主任委員耀祥 

通傳會在防堵詐騙簡訊部分，將請電信業者持續配合，如

有透過境外方式者，則在國際交換機階段直接攔阻。 

教育部潘部長文忠 

    防詐宣導將結合內政部，比照反毒宣導模式，從班級深入

家庭。 

法務部蔡部長清祥 

    法制面已針對刑法詐騙及妨害自由結合犯，以及組織犯罪

條例、洗錢防制法進行修法；執行面將提高起訴率及聲押率，

並從嚴審核假釋及外役監要件。 

法務部調查局提「境外勢力利用網路駭客入侵結合認知作戰新

型態攻擊應處作為」 

鄭副院長文燦 

為避免網路駭客入侵公私部門之電子看板，請數位部研議

修法及管理機制。 

最高檢察署邢檢察總長泰釗 

以「帝吧網軍案」及「中華微視公司受陸資挹注案」為例，

適用法條多以刑法偽造文書罪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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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為主，難以國家安全法相繩，無法有效遏止此類犯罪發生，

未來應針對刑罰要件及法律條文進行全面檢討。 

法務部蔡部長清祥 

一、 已完成刑法、國家安全法、國家機密保護法、國家情報工

作法及反滲透法等修法，未來將朝向設立專庭、專審及偵

查，以達對網路駭客速偵速審定罪目的。 

二、 法務部將與國防部、國家安全局等國安單位合作，辦理國

安案件專精講習，透過互相交流、經驗分享，建立辦案模

式。 

三、 為避免偵辦國安案件疏漏，各地檢署已成立國安專責小

組，臺高檢署已成立國安案件審查機制，法務部亦建立國

安聯繫平臺。 

四、 要求司法官學院對於新進之司法人員，設立國安適當之課

程，臺高檢署另對於在職之檢察官加強研習，以提升職能。 

五、 我國為民主自由國家，有心人士常利用言論自由模糊空間

進行攻擊，調查局已設有專線電話，並要求專責人員受理，

如發現假訊息對境外勢力宣傳，將適時發布新聞澄清。 

數位部闕次長河鳴 

針對公部門部分，數位部將持續盤點，要求將危害國家資

通安全產品列管後汰換；私部門部分，目前僅能透過如同公部

門之管理方式，以提升資安意識，未來數位部將透過正面表列

方式說明那些是安全之產品，並針對相關資通產品積極推動安

全認證，讓私部門在購買時能有所依循。 

內政部林部長右昌 

認知作戰即政治作戰，尤其國人在地協力之攻擊型態具備

短小輕薄且高頻率之模式，對國家安全造成危害甚鉅，應及早

予以遏止，避免後續產生潛移默化或滴水穿石效果。 

調查局王局長俊力 

調查局各外勤處（站）都設有專人、專線可供民眾檢舉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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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作戰案件，但此類犯罪手法常利用言論自由模糊之空間，遊

走於灰色法律地帶。因此，調查局在案件偵辦方面將更縝密蒐

證，並適度發布新聞，以曉諭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