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年 12 月份廉政宣導         製作人：藍韋倪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由職務宿舍遭竊談機關安全維護 

【案例】 

台灣高雄地方法院鳳山簡易庭後方之法官職務宿舍區，驚傳遭竊賊入侵案

件，對該院法官同仁居住安全形成莫大

威脅。該院業已加強舍區防護硬體設

備，加裝卡片式感應讀卡系統、監視器

換裝數位式且具夜視功能機種及圍牆上

刺網阻絕措施等外在補強功能。 

【安全維護小叮嚀】 

維護機關內部安全的主要作為，在於「防火」、「防竊」、「防破壞」、「防資

料散失」，以及「做好重要器材設備的維護」等，換言之可以說是一切為

「人安」、「事安」、「物安」、「地安」而執行，此項工作尚賴全體同仁的共

同配合，因為任何再完善的硬體設備，皆需靠謹慎警覺的軟體 ━ 人，方能

發揮最佳的防護功能，故同仁具備安危與共、寧多心不放心的防護態度，

才是機關安全最重要的資產。 

【安全維護 Tips】 

「安危與共、寧多心不放心」的防護態度，並不需要放下手邊的工作專程

執行，只要您我多加注意下列細節，隨時即可為機關的安全多加一層『防

護罩』： 



1. 善盡值班職責。 

2. 下班時檢視鄰近門窗水電是否關好。 

3. 離開座位時不要把經辦文件散置於桌面。 

4. 對於行跡可疑的陌生人提高警覺，迅速反映。 

5. 發現消防器材故障不堪用或任何防護死角立即向有關單位反映。 

以上都是隨時隨地很容易做到的，只要稍微花一點心思注意週遭的一切，

便是對機關的安全幫了一個大忙，也為自己的上班環境，具體表達出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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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流聲、炭棒聲、沙堆聲  —  聲聲保密 

 

《史記 ‧ 韓非列傳》記載：「事以密成，語以泄敗」，強調保密是成敗

得失的關鍵。說話容易，保密很難，因此西諺有「沉默是金，說話是銀」

的說法。然而「沉默」不說，不表示他就沒有看法；張闔眼皮、搖頭晃

腦、乃至手足腰腿等肢體動作，都可傳達豐富的情意，而成為古今溝通不



可或缺的重要元素。至於如何「事以密成」則是治理國家或公司的首要課

題。 

個人警官學校求學時，教官問：「在室內談話，如何防止被人竊聽？」

記得一位同學說：「進入盥洗室、打開水龍頭，讓流水聲掩蓋談話聲，就能

防止談話內容外洩。」老師點頭稱是的學生，後來成為警政署長。亂局是

非多，更需保密。 

 

唐末各地藩鎮割據，中央政府束手無策，進入五代十國亂局。《南唐

書 ‧ 宋齊丘列傳》記載，吳國宰相徐溫命令義子徐知誥接掌政權。徐知誥

杜絕一切關說，延攬謀士宋齊丘為首

席智囊。宋齊丘倡議改革稅制，不意

有人反對，認為稅改後政府將會減損

不少稅收。不過宋齊丘堅持：稅制改

革以後，政府稅收雖然減少，但可藏

富於民，歷史從未有民富而國窮的道

理。徐知誥遂實施新政，農民戮力耕

田養蠶等農作生產，從此長江中下游

的江淮地區變成了沃野良田。 

吳國實力強大後，徐知誥想拔擢

宋齊丘，未料宰相徐溫反對。此後宋



齊丘有了憂患意識，他與徐知誥商談的時間都會選在夜晚；為了保密萬

全，特選在四面皆水的湖心建了一座涼亭，作為約會談話地點。他們走進

涼亭後立即撤掉活動式渡橋，亭下只剩兩人相對與談，往往談到深夜。如

果在室內討論政務，就撤走屏風等一切屏障物，只在室中放個沒有明火的

大火爐，二人默默相對無言。他們只用撥火的鐵棒在爐中炭灰上書寫代替

談話，看過了立刻抹平，絕對萬全，沒人知道他們無聲無息的談話內容。 

 

這幕炭灰上寫字的景象，正源於西漢六年「沙中語」原型。當年漢王

劉邦已完成統一大業而即帝位，是為漢高祖，第二年論功行賞功臣。由於

功臣多、資源有限，草莽功臣爭功搶封地，如何公平分配，讓人事單位左

右為難，遲遲無法定案，劉邦為此困擾不已。其中張良體質弱多病沒有任

何戰功，然而劉邦認定他有「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大功，於是請

他就最富有的齊國任選三萬戶作為獎賞。張良婉謝重賞，只求賜給當年他

與劉邦初遇的留縣就好。劉邦相當理解而尊重張良，於是封他為留侯。 

起先劉邦先封賞功臣二十多人，其他待賞的將軍仍日夜爭功，讓劉邦

無所適從。有一天，劉邦與張良走在樓閣與樓閣之間連通的空中走廊，望

見一幕奇怪景象：腳底下一些將領坐在沙堆上手腳議論紛紛。劉邦問張

良：「他們到底說些什麼？」張良說他們正商量要造反！劉邦不敢置信，再

問為什麼要造反？ 



張良說：「他們離鄉背井跟著您出生入死打天下，難道不是為了掙得一

官半職，得到一點封地嗎？現在您得到天下，他們得到什麼好處？目前已

賞賜的都是您的鄉親好友，而被殺的都是與你有仇的。如今，人事單位還

在細思慢想檢討戰功。試想天下土地有限，他們不僅擔心無地可封，更害

怕您利用檢討得失而藉機秋後算帳，所以人人自危，聚眾討論如何造

反。」張良句句屬實，劉邦無話可說。 

劉邦接著急問該怎麼辦？張良建議先封賞與您有舊仇的雍齒，好讓群

臣都安心。於是劉邦大宴群臣，先封雍齒為侯，並要求人事單位加快獎賞

作業。 

 

當初設計空中廊道，讓帝王出警入蹕，可以兼顧親民愛民與絕對萬

全，確屬上上設計。張良遠望諸將說話景象，即能判斷事屬政治謀反，後

人都認為無稽之談。學者咸認謀反何等大事，怎麼有可能在公眾得出入場

所的沙堆中討論？ 

其實綜觀張良的處事態度都是：漢高祖不問，他保持無言；高祖垂詢

了，他就說出真相，因此每每讓高祖聽信而採行。所以，這次張良能掌握

將軍們的話語權，解決了一年多爭功的困擾，化解多年來軍心不穩於無

形，並不令人意外。 

軍中有功將領沙堆中談話，明為談天畫沙說地，張良早已得知他們暗

中串聯、部署謀反。我們知道漢承秦朝法制，不改酷法重罰，沙中「偶



語」是聚眾竊竊私語，違法事實明確。他們敢發議論紛紛沙中，貴族出身

的張良，對於秦漢聚眾的法律規定與事實認定豈會狀況外？ 

再次，張良受到劉邦無比敬重，每每言聽計從而百發百中，關鍵實在於

他有強大情報網，向來握有可靠、可信度很高的預警情資，精準無人能

比。「沙中偶語」確是謀反的徵候，情資在張良手上，軍事將領做球給張

良，客觀事實眼見為真，卻無謀反實據，讓「帝者師」張良掌握軍事話語

權，方得以順利解決爭功困擾。 

 

宋齊丘與徐知誥為了保密，選在炭灰上寫字溝通；劉邦將領為了獎賞

不公，群聚沙中保密「偶語」，卻逃不過張良的情報法眼。無論如何，炭灰

上、沙堆中或流水聲，都以「事以密成，語以泄敗」為鑑。 

資料來源：清流雙月刊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前校長 ─ 陳連禎) 



消費者保護宣導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廉政案例宣導 

                  以空白收據詐領公款（高雄高分院 109 上訴 786 號） 

【案情】 

甲○○自 105 年 6 月間起擔任高雄市○○區公所○○里里幹事，承區長之

命及里長之督導，辦理里公務及交辦事項，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

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其明知高雄市政府依「各區公所

共同費用標準表」所編列每位里幹事每月新臺幣（下同）4,000 元之駐里事

務費，須依「高雄市里幹事駐里事務費支用範圍」之規定，用於公務支出，

並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覈實檢據核銷，如未因公支出，或非上開支用

範圍之支出，即不得核銷，竟分別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利用職務上之

機會詐取財物之犯意，以多索取已蓋用該商行及負責人（真正）印章之空

白收據，明知其未在該等商行消費或有消費但部分消費項目提供他人私用，

竟在該收據上自行填載不實內容，再將上開收據黏貼在「高雄市○○區公

所駐里事務費黏貼憑證用紙，用以申領里幹事駐里事務費，各單位相關人

員誤信甲○○確有該筆公務支出，陷於錯誤而核章准予核銷，並將駐里事

務費 1000 元至 4,000 元不等金額匯至甲○○帳戶。自 105 年 9 月至 107 年

計詐領 7 次，共計詐領 2 萬 2,000 元。 

【違反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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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審判決】 



應執行有期徒刑 1 年 10 月，褫奪公權 2 年，緩刑 5 年。 

【研析】 

小額採購通常由請購單位自行辦理，檢具發票即可核銷，缺乏適當監督，

倘請購之項目與實際支付品項不符，尚不易遭人查知。惟事情總有東窗事

發的一天，圖一己私利，利用機會以內容不實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報支駐

里事務費而遭受偵查甚而喪失工作，實在得不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