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年 09 月份廉政宣導         製作人：藍韋倪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如何維護機關同仁人身與設施之安全 

前言 

由於社會型態的快速轉變，在愈趨複雜的環境下，各類犯罪及意外災

害頻傳，以機關危安事件而言，不僅造成同仁人身或機關財物等損失，更

影響機關形象及整體公務運作，故落實各項安全維護作為，係有效確保機

關內部安全的不二法門。 

以下將舉出數個機關危安事件肇

生的主要原因及策進作為，以為

防護。 

1.注意電器設備之安全使用 

針對老舊設施應將電線設備重新

拉線更新，同仁使用電器設備亦

應謹慎，勿長期使用、勿超過負

荷、以維護電器設備安全。另重

要電機房應保持通風，嚴禁堆置

物品，以免發生危險。 

2.非上班期間加強管制，加強留意是否有民眾逗留 

雖然許多機關係開放式空間，惟單位同仁下班前仍應做好管制措施確認

已無洽公民眾於非上班時間仍逗留於機關內，以免發生辦公設備失竊或



公文書遺失事件。下班後及例假日則應執行出入管制，以員工識別證進

行驗證通行。 

3.設定保全系統並確保保全公司能夠即時派員處理突發狀況 

辦公廳舍遭人侵入，卻因機關未設定保全系統或保全公司未即時派員處

理，最後導致設備遭竊之情況時有所聞。建議定期加強值班人員教育訓

練、定期測試保全公司反應能力及防護效率。 

4.注意辦公廳舍周遭有無遭置放易燃、爆裂物或其它危險物品 

辦公廳舍周遭通常停放有不少汽機車，如遭縱火或類似意外，可能發生

嚴重後果，應加強巡查並透過全體員工共同維護。若知將有大型抗議活

動時，應請求警察單位支援警力並通報政風單位，降低抗議者因情緒失

控而置放危險物品之可能。 

5.平時即應注意辦公廳舍安全狀況，定期辦理安全檢查 

平時即應注意「滅火器是否仍在有效期限內」、

「是否有定期辦理電梯安全檢查」、「機關出入門

口、樓梯、走廊及逃生通道上禁止堆放雜物」等

辦公廳舍內之設備安全降低災害發生機率。 

6.培養員工安全意識，密切注意可疑之人、事、物 

多數行政機關為開放式服務機關，民眾進出頻繁，實施門禁管制不易，

惟仍可請服務臺或保全人員加強辨識可疑人物，例如：疑似攜帶危險物

品、穿著不合時宜、詢問特定人員位置、嘗試進入非洽公區或其他形跡



詭異行為，並適時詢問洽公事由藉交談過程中初步判別是否有不良意

圖，提高警覺 。 

7.充實機關監視設備系統 

發生糾紛時，雙方往往各說各話，為有客觀證據還原事實，充足的監視

設備不可或缺；此外，監視影像亦可用於預先發現洽公民眾有無異常舉

動，以為因應。 

曾有案例即係法院審理時調閱監視錄影畫面，發現民眾確實對承辦人

員有狀似怒罵之舉，再輔以在場人員陳述，使法院得以認定該民眾確有侮

辱公務員之行為。 

結論 

機關內部安全防護主要作為在於「防災」、「防竊」、「防破壞」、「防資

料失散」以及「做好重要器材設備的維護」等，換言之，可說是一切為

「人安」、「事安」、「物安」、「地安」而密切執行之作為，此皆須仰賴全體

機關同仁共同配合。 

注意周遭的一

切，便是幫了機關安

全一個大忙，也為自

己的上班環境表達出

一份關心與愛護。 

 

 

資料來源：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日常生活應注意之保密常識 

資訊開放的腳步越趨快捷，民眾取得資訊的管道越寬廣通暢，一般民眾

對於「知」的權利認知高漲，需求殷切；各類新聞媒體更是不遺餘力地

「開發新聞」。誠然，增長了個人的見聞；遺憾的是，「保密警覺」逐漸地

被人輕忽。殊不知！「蒐密者」可能透過「廣告名單（D.M. M.）販售公

司」、大樓的電信分線箱線路，蒐取或竊聽個人秘密；抑或利用偷窺、趁隙

翻閱等小動作，竊得機密資料。 

下列介紹一些日常生活保密常識，以防範不法人士竊取： 

(一) 陌生人以問卷調查，寄資料及電話詢問相關資料時，應格外留意並查

證對方身分，勿輕易告知。 



(二) 個人擬廢棄之信件、單據、資料等，勿以一般垃圾拋棄處理，而應銷

燬，以免資料外流。 

(三) 每天應檢視信箱，如有重要信件如信用卡帳單、電話費帳單、網路連

線費用帳單，應隨時收取妥善保管，以免被有心人截獲做為盜用、提

領、刷卡的資料。 

(四) 據媒體報導有些詐騙集團假冒銀行人員套問金融卡帳號，或在提領時

破人竊看得知密碼而被盜領，故信用卡、金融卡的帳號、密碼、卡號

等資料，隨時要注意防範避免外洩。 

(五) 對外公開的資料，如名片、停車留言板或乘客留言板等登錄的資料不

宜過於詳細，以免洩漏個人資料遭遇麻煩。 

資料來源：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 

消費者保護宣導 

謹慎防疫、聰明消費—防疫消費要注意 

防疫期間，消費者基於消毒、環境清潔或防疫需求，對酒精、醫療用

血氧機及 COVID-19 家用快篩試劑（下稱快篩試劑）等防疫類商品的需求

激增。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消保處）針對民眾反映及主動查

核方式發現疑似違規案件，移請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

法務部調查局（下稱調查局）及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查處共 30

件，並提醒消費者，即使是防疫期間，仍應謹慎消費，以維自身權益。 



行政院消保處呼籲消費者注意，酒精商品可分為藥用酒精及一般酒精

商品兩類。其中藥用酒精係屬乙類成藥，業者須經衛生主管機關核准登記

並領得許可執照始得販售；至醫療用血氧機及快篩試劑，因均屬醫療用品，

業者則須取得醫療器材販售許可證方能

銷售。所以消費者在選購時，應注意有

無相關登記證明文件及許可字號；另由

於現階段衛生福利部尚未開放醫療用血

氧機及快篩試劑得於網路販售，消費者

更應避免於網路購買，才不致權益受損。  

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業者，為維護消費者權益，業者應依法販售相關商品，

切勿以身試法： 

一、藥事法及醫療器材管理法 

(一) 有關藥用酒精，非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並領得許可執照而販售者，將

移請食藥署查處；經食藥署認定違反藥事法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後，將

依同法第 92 條規定處新臺幣（下同）3 萬元以上 200 萬元以下罰鍰。 

(二) 有關醫療用血氧機及快篩試劑，非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並領得許可執

照而販售，或逕自於網路販售者，將移請食藥署查處；經食藥署認定

違反醫療器材管理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後，將依同法第 70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處 3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只要是領有藥品許可證之藥用酒精，抑或是經過嚴重特殊傳染性疫情肺炎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所同意產銷之防疫清潔用酒精，目前均已屬衛生福利部

公告之防疫物資。倘涉有哄抬價格與不正當囤積等情，例如：業者見民眾

對酒精需求急迫殷切，認有機可乘，遂藉機哄抬藥用酒精之價格，將其原

已販售藥用酒精之價格提高約 2 至 3 倍不等，將移請調查局查處。類此案

件，如經偵查機關後續認定違反該條例第 12 條等相關規定並起訴後，將面

臨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得併科 500 萬元罰金之刑責。 

三、公平交易法 

如業者之間有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調漲酒精、醫療用血氧

機及快篩試劑等防疫類商品價格情事，而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能者，因可

能涉及聯合行為，將移請公平會查處。經公平會認定確有聯合行為並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後，將依同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最高可處 5,000 萬元

罰鍰；若情節重大，公平會還可依同條文第 2 項規定，處上一會計年度銷

售金額 10%以下罰鍰。 

以往香港消委會及美國 FDA 曾發現部分酒精及乾洗手商品含有甲醇，

行政院消保處再次提醒消費者，即使是防疫期間，仍應謹慎消費。選購市

售防疫商品，應注意其標示是否確實，切勿購買標示不清或來路不明的商

品；如有疑慮，消費者可貨比三家，謹慎防疫、聰明消費。多一分留心，

就多一分安心，良好的消費環境有賴你我的共同維繫。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廉政案例宣導 

                  使用公務機車復申領交通費（臺南地院 108 訴 304） 

【案情】 

臺南市安南區公所里幹事陳〇〇領用保管臺南市安南區公所所有之車

牌號碼 000-000 號公務機車及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加油卡。 

1. 渠明知出差日期騎乘公務機車不得再申報交通費之規定，竟於 105 年 6

月 4 日、105 年 7 月 4 日、105 年 12 月 6 日騎乘上開公務機車出差參加會

議後，仍填寫不實「出差旅費報告表」共 3 份，共詐得交通費新臺幣

（下同）288 元。 

2. 另自 104 年 7 月起至 106 年 6 月止，除上班期間之公務使用外，復將公

務機車挪作私人使用，即每日下班後均騎乘該公務機車返家，翌日再騎

乘該公務機車上班，期間所生之油料消耗即使用配發之中油加油卡刷卡

加油，按月由中油公司向臺南市安南區公所行政課請款，致負責油料核

銷之不知情人員誤信加油卡均用於公務，進而辦理完成核銷程序，持續

給付該公務機車油料費用予中油公司，陳〇〇因而獲得免予支付油料費

共 1 萬 1,556 元之不法利益。 

【違反法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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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對非主管事務圖利罪。 



【一審判決】 

應執行有期徒刑 2 年，褫奪公權 1 年，緩刑 3 年，已繳回之犯罪所得共計 1

萬 1,844 元沒收之。 

【研析】 

1. 報支出差交通費應依實際搭乘之交通工具覈實報支，如開公務車前往或

搭乘同事便車，千萬不可另行報支交通費用。報支過程如有疑義，應洽

機關主會計單位。 

2. 員工保管機關公務車輛，使用完畢應依規定停放在指定位置，不可當成

私人往返機關住家間之通勤工具。機關對於公務車輛使用需有明確規定，

勿有模糊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