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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廉政署新聞稿 

發稿日期：102年 12月 10日 

發稿單位：法務部廉政署防貪組 

連 絡 人：副組長劉廣基 

連絡電話：02-25675586 分機 2062 
 

提升國際廉政評比不是不可能 

法務部廉政署與世新大學廉政治理研究中心在本(12)月 9 日「國際反

貪日」假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會議廳舉辦「2013 年廉政治理研討會」，

國際透明組織亞太部部長 Srirak Plipat、副部長 Rukshana Nanayakkara、

廖高級主任燃、臺灣透明組織黃理事長、葉執行長等均到場參與，與會國

內學者專家及政府機關代表對如何提升國際評比及國際透明組織所開發

「清廉印象指數」、「全球貪腐趨勢指數」等指標研究工具衍生問題展開熱

烈討論，最後，朱署長為這次的研討會作下結論：「四個不夠，收穫很多」。 

法務部羅部長瑩雪於開幕致詞時指出，廉政與國家競爭力成正比，是

吸引外資的關鍵，國際透明組織所公布各項廉政評比對各國均產生重大影

響，但 2013年「全球貪腐趨勢指數」（Global Corruption Barometer,簡

稱 GCB）有關臺灣部分曾出現調查結果矛盾、執行調查機構轉包、樣本來

源不明等問題，建議國際透明組織以身作則透明的公開各項評比調查資料，

以促進公、私部門及非政府組織共同努力改善各國清廉程度。 

廉政署朱署長並表示，近半年來，廉政署與各級政風單位用具體行動

展現我國政府推動廉政的決心，透過機關網頁、跑馬燈及電視牆等致力傳

達「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貪腐足以摧毀政府形象，公務員應堅持廉潔，

拒絕貪腐，廉政檢舉專線 0800-286-586」這段話，並推動實施廉政教育及

行政透明化(如建照審查等)，以使國民和公務員「拒絕貪污成為習慣」，

並建議，國際透明組織今年初公布之「國防廉潔指數」(Government Defence 

Anti-Corruption Index，簡稱 GDAI），全球 82 個國家納入評比，我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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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貪腐風險較低的 9 個國家之一，該指標具代表性，應可研究納入清廉印

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簡稱 CPI）引用之調查資料。 

國際透明組織亞太部部長 Srirak Plipat 會中就「國際反貪腐運動趨

勢及挑戰」進行演講，並介紹「全球反貪腐機構評比」的建構方法，他回

應與會者對 CPI及 GCB的評論及提問時表示，國際透明組織願與各國政府、

民間組織溝通對話，虛心聽取對指標建構方法的建議及批評，也樂意在研

討會後與關心國際評比者交換意見及討論，CPI與 GCB是二種不同的研究方

法取向，台灣 CPI 表現傑出，排名居東亞地區第 4(僅次於新加坡、日本、

香港)，各國應更關注其廉政的現實狀況，GCB 調查反映問卷受訪者的主觀

經驗，是諸多研究方法中的其中一種，調查結果及方法或有檢討及改善空

間，會加強溝通與善意的回應。 

與會的臺灣透明組織葛副執行長傳宇及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委

員會吳執行長榮泉等人均認為 2013 年「全球貪腐趨勢指數」（GCB）有關

臺灣部分調查結果所稱「受訪者行賄比率 36%」一節與過去歷次 GCB呈現嚴

重不一致(2004 年為 1%、2005 年為 3%、2006 年為 2%、2010 年為 7%)，該

調查的執行方法存在若干問題(如問卷用語中英文未盡一致、網路調查樣本

代表性疑有偏誤等)，世新大學余副校長致力於主持「如何提升國際廉政評

比」研討議題時特別指出，期待經過 2013年 GCB爭議事件後，國際透明組

織能重建該項評比的公信力。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侯所長崇文則呼籲國

際透明組織建構各項評比指標時，應兼顧各國國情及人民的感受。 

國際透明組織亞太部副部長 Rukshana Nanayakkara 於會中介紹「如何

提升國際廉政評比」，他認為，打擊貪腐沒有單一的公式，各國須健全國

家廉政體系並注意該體系各支柱均衡發展，以廉潔與誠信為公共機構及其

他部門治理的基礎，強化透明與課責，具體做法包括：賦予反貪專責機構

有充足資源、專業能力與獨立性、落實法治、懲治貪污、乾淨的民主機制、

型塑民間社會反貪價值。 

廉政署朱署長「四個不夠」是指第一，我們在提升國際評比方面做不

夠，還有許多應努力的項目；第二，提供給國際社會的英文訊息資料不夠，

許多資料均為中文；第三，透明度不夠，就是各項行政透明待加強，以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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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化讓人民監督，就可減少貪腐，民調自然會提高；第四，我們與台灣透

明組織及國際透明組織的合作不夠，除資訊的交流之外，還有全世界各國

如何抑制貪腐的方法，都可作為我們的參考；「收穫很多」是國際透明組

織到場代表說明該組織公布之 2013年 GCB有關臺灣的調查委由中國大陸民

調公司執行，問卷題目的用語並不妥適。國際透明組織代表對於如何提升

國際廉政評比及測量工具等都提供諸多的建議，並對我國積極從事廉政建

設留下深刻的印象，將來願意與我國共同攜手合作。 

總之，這次的研討會可謂圓滿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