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務部廉政署新聞稿 
                  發 稿 日 期：104年 4月 2日 

                  發 稿 單 位：法務部廉政署綜合規劃組 

聯   絡  人：高伯陽組長  

聯 絡 電 話：02-25675586#2021 

 

政治與經濟風險顧問公司發布亞洲地區貪污評比報告， 

我國獲 10 年來最佳之評分 

 

政治與經濟風險顧問公司（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簡稱 PERC）出版的「亞洲情報」（Asia Intelligence）

期刊，於 4 月 1 日公布 2015 年亞太地區貪污觀感評比報告，依據報

告中近 10年貪腐觀感變化趨勢表（評分級距為 0至 10分，分數愈高

代表愈貪腐）我國今年得 5 分，去年(2014)得分為 5.31，今年不僅

較去年進步，成績亦是近 10 年來最佳的一次。 

亞洲情報期刊以外籍人士與我國國民為對象做問卷調查，約 60%

的受訪者表示，過去一年來貪腐現象已經減少，另外三成受訪者則認

為貪腐情形維持不變，僅有不到 10%的受訪者認為貪腐問題惡化。今

年我國在亞洲地區排名第 6名，前 5名分別為新加坡、日本、香港、

澳門及馬來西亞。 

該調查結果指出我國貪腐評比表現優異非屬意外，首先，政府有

意識地作出努力以更有效地解決貪腐問題，2011 年於法務部下設立

廉政署，負責規劃杜絕行政機關貪腐之政策，大幅提高政府反貪能力，

更多貪污案件被起訴並予以重判，此後成效顯著，我國在貪腐觀感上

的評比得分優於中國大陸，亦超越以往紀錄。 

其次，調查結果指出我國權力分立的制衡系統運作地比以前更好，

多元政黨民主制度確保政治人物的醜聞對外揭露，公民團體藉由各種

形式之集會遊行或社會運動更是促使政府改善治理與透明度的途徑，

政治人物基於選票考量亦必須回應民眾給予的社會壓力。 



一些受訪者雖認為我國仍存有賄賂與其他形式的貪腐問題，惟今

日在臺灣從事貪污行徑之風險更高，因為行政管制和司法制裁已變得

更有效率，且廉政署不斷精進策略，師法如新加坡、瑞典等在打擊貪

腐上有良好成果的國家，從中吸取新的想法與作為，更加強我國打擊

貪腐的能力。 

最後，該期刊也點出隨著經濟活動國際化，我國未來勢必受全球

化的跨境貪腐問題影響，就此，廉政署除了持續秉持「降低貪瀆犯罪

率」、「提高貪瀆定罪率」及「落實人權保障」三大工作目標外，更積

極促進行政流程透明，並參與國際廉政交流，透過司法互助遏制跨境

貪腐，與世界反貪趨勢接軌，與時俱進，期邁向高度廉潔國家之列，

實現「廉潔（能）政府、透明臺灣」的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