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落實 2018 年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回應表初稿審查 

法務部單一部會點次審查會議紀錄(第 1 場次) 

時間：108 年 4 月 18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法務部廉政署第 1 會議室 

主席：法務部陳政務次長明堂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紀錄：黃吉鍾、林竺潘 

壹、 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專家學者、NGO 代表及機關代表出席今(18)日審

查會議。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國家報告每 4 年公布 1 次，111 年將

公布第 2 次國家報告，同時公布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落實情形之

說明報告，行政院中央廉政委員會第 21 次委員會議並決議請法

務部於 109 年 8 月提出結論性意見落實情形之期中報告，因此，

推動落實國際審查 47 點結論性意見是現階段的重要工作。 

今(18)日會議審查法務部單一主責之 21 點結論性意見回應

情形，後續將由行政院召開跨院(部會)審查會議，請各位專家學

者及 NGO 代表不吝提供寶貴意見，督促各機關確實落實結論性

意見。 

貳、 審查法務部單一部會點次 

一、 第 6 點 

（一） 楊委員永年： 

1. 有些類似的案件反覆發生，對社會造成重大的影響，建議以

1至2個具代表性的個案舉例，例如南港輪胎案，從具體個案

檢視具體措施內容，來改善體制和措施，會更有幫助。從肅

貪案件發展防貪策略，會讓防貪更有成效。 

2. 有關法務部廉政署(下稱廉政署)和法務部調查局(下稱調查



局)的聯繫，建議成立一個跨2個機關的專案組織，由法務部

主持，會相當有成效。 

（二） 陳委員重言：具體個案的檢視，例如台塑集團集體收賄案，

重點不在個案法官的認定，而是突顯出法制有所欠缺。不僅

要在企業內部預防犯罪，更要完備相關法制規範，包含企業

賄賂、揭弊者保護等。 

（三） 調查局：目前提列資料尚未包含私部門預防貪腐工作，將予

以補充。 

（四） 陳委員荔彤：若廉政署和調查局的聯繫會報運作得好，會消

除很多疑慮，聯繫機制的相關法規也很重要。 

（五） 許委員福生：廉政署和調查局都是提出各自的業務，應呈現

出2個機關相互合作的相關績效指標，例如2個機關的情資交

換機制、聯合調查偵辦機制、個案分享等。 

（六） 莊委員文忠：就各機關回應的方式提出建議，若為「已經在

做的」，應呈現個案或統計數據等績效；若為「還沒做但已

有規劃者」，可以寫得更加具體，以消除國際審查委員的疑

慮。 

（七） 李委員傑清：本點具體措施，建議從3個面向撰寫，第1個面

向是任務職掌如何區分，第2個面向是業務執行如何分工合

作，第3個面向是其他相關事項。績效指標應呈現出克服什

麼問題，針對新的問題是否有預防機制。 

（八） 張委員宏林：廉政署提列具體措施有關制定「揭弊者保護法」

部分，預定完成時程為「預定於108年5月31日前將草案陳報

立法院審議」，立法院明(109)年2月將換新屆次，法案屆期

不連續，此期程是否精準？ 

（九） 廉政署：「揭弊者保護法」草案已於108年4月9日由行政院

審查完成，預定4月底行政院院會通過後，即可送立法院審



議。 

（十） 陳委員麗秀：會議資料第81頁提到，政風機構研擬防貪指引

手冊，每年針對50%之貪瀆起訴案件研提預防措施。若以風

險管控的角度思考，50%案件可以考慮從社會矚目案件或巨

額案件等擇選，而不是僅以件數比例呈現績效。 

（十一） 主席： 

1. 請廉政署及調查局參考相關意見增補資料，強化說明聯繫合

作機制，並舉例說明成功合作案件。 

2. 請廉政署參考相關意見修正下列資料： 

(1) 修正「揭弊者保護法」草案之預定完成時程。 

(2) 修正「針對貪瀆起訴案件研提預防措施」之績效指標及預

定完成時程。 

(3) 增補「防貪、肅貪、再防貪」相關資料。 

3. 請調查局增補「私部門反貪腐」相關資料。 

二、 第 7 點 

（一） 莊委員文忠：建議描述現行機制，說明如何確保廉政署獨立

性，例如派駐檢察官對偵辦效能有所幫助，但與獨立性的關

聯是什麼？廉政審查會以外部監督確保獨立性，其成效為何？

是否有統計數據可以佐證？ 

（二） 許委員福生：績效指標應呈現出派駐檢察官制度的成效，例

如指揮多少案件？達到什麼目標？ 

（三） 陳委員荔彤：目前資料未見廉政審查會的職權範圍為何？審

查案件的流程為何？所依據的法令為何？ 

（四） 楊委員永年：具體的績效指標，建議可以從「獨立性」、「有

效性」、「統合性」3 方面研擬。 

（五） 主席：請廉政署參考相關意見增補資料，包含檢察官指揮偵

辦案件情形及相關統計數據。 



三、 第 8 點 

（一） 楊委員永年：本點績效指標應考量到「投入性及有效性」，

並訂定招募廉政志工所發揮成效的目標值。 

（二） 莊委員文忠：本點之重點不在於廉政志工人數，建議著重在

廉政志工參與哪些工作？發揮什麼具體成效？目前廉政志

工參與公部門反貪、防貪，建議可以擴大與其他領域志工的

交流，讓觀念推廣出去。 

（三） 李委員傑清：建議補充說明廉政志工專業訓練內涵，如何讓

志工發揮民間力量？在反貪、防貪方面有無具體明確的措施、

績效指標？ 

（四） 張委員宏林：公民參與包含個人和團體，目前資料僅呈現「個

人」的部分，若有相關團體、組織參與，建議補充。 

（五） 主席：請廉政署參考相關意見增補資料。 

四、 第 9 點 

（一） 楊委員永年：本點績效指標應考量到「投入性」及「有效性」。

培訓多少場次？成效如何？另外建議與「廉政細工」作連結，

個案討論比上課有效，印象較為深刻。 

（二） 陳委員麗秀：本點績效指標以場次計算，建議改以時數計算。

另外，建議鼓勵廉政人員通過專業證照考試，例如反洗錢師、

會計師、律師、舞弊稽核師等。 

（三） 主席：請廉政署參考相關意見增補資料。 

五、 第 11 點 

（一） 陳委員麗秀：請問調查局是否有從事企業內部的舞弊調查？

建議可以先期掌握情資。 

（二） 調查局：本局經濟犯罪防制處企業肅貪科成立後，偵辦股市

犯罪、企業掏空、金融貪瀆、營業秘密等 4類犯罪，除了透



過各縣市據點發掘犯罪情資，也積極主動走入企業，近兩年

來企業已經逐漸有所認知，開始與調查局建立聯繫窗口，也

相互經驗交流。 

（三） 許委員福生：廉政署提列績效指標為「案件聯繫 15 次，合

作偵辦 5 案」，請問是如何計算？ 

（四） 主席：廉政署與調查局合作偵辦案件，每年不僅只有 5案，

請廉政署修正為「至少 5案」。 

六、 第 12 點 

主席：本點涉及行政院權責，請秘書單位(廉政署)將本點列入

行政院跨院(部會)審查會議討論。 

七、 第 20 點 

（一） 楊委員永年：建議本點績效指標需考量「投入性」及「有效

性」。 

（二） 許委員福生：加強預防職能，不僅是透過辦理業務專精研習，

也包含再防貪的案例檢視。 

（三） 主席：請廉政署參考相關意見增補資料。 

參、 散會。(下午 4時 5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