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央廉政委員會」第 1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97 年 10月 3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分 

地點：行政院第一會議室 

主席：院長          記錄：廖建一、高清松、陳秋菁、陳佩瑩 

出(列)席人員：(詳后附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邱副院長、各位委員、與會的機關首長以及各位

同仁，大家早安： 

今天本人非常高興主持中央廉政委員會第 1 次委

員會議，首先對於法務部王部長以及檢調同仁，這些

日子以來，為了建構清明政治，維護公平正義所做的

努力及辛勞，表示由衷的謝意。同時我們更高興、也

很榮幸能聘請到陳長文律師、台灣大學政治系洪永泰

教授、世新大學副校長余致力教授等 3 位學者專家擔

任中央廉政委員會的委員。這 3 位先進不論在廉政領

域的研究，或反貪腐的實務經驗方面，都有長期的付

出與卓越的貢獻，也經常發表相關論文或著作，相信

他們的加入，一定能夠使中央廉政委員會的運作讓外

界有更多的信任以及期待。 

行政院成立中央廉政委員會，不僅是為了兌現馬

總統的競選政見，更重要的是要展現政府根除積弊、

清廉執政的決心。我國現行廉政業務分散在檢察、調

查、政風、主計、監察、審計等系統，其中審計部隸

屬監察院，與文官體系運作有關的銓敘部則隸屬考詴

院，欠缺一個統合性的組織以規劃廉政政策，故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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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委員會的定位，就是要發揮統籌整合的功能，決

定國家重大的廉政政策方向。 

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在今(97)

年 9 月 23 日公布 2008 年貪腐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在全球 180 個納入評比的國家中，

今年我國以 5.7 分排名第 39名，比去年下降了 5 名之

多，名次可以說是歷年來最差的一次，而 2008 年的指

數是反映過去 2年(2006年及 2007年)的廉潔情況評價

，可見台灣過去這幾年來的廉政工作，不僅未向上提

升，反而往下沈淪，廉政治理的革新已到刻不容緩的

地步，本人願意提出以下幾個原則與同仁共同勉勵： 

第一、正人必先正己，自清而後清人。「公務員廉

政倫理規範」已於本年 8 月 1 日開始實施，嚴格要求

公務員清廉自持、防止政商之間可能的不當勾結。這

是我們強化內部防腐機制的第一步，希望每一位公務

員都能切實遵守。 

第二、以具體行動來證明決心。近來幾貣疑似貪

腐案件，行政部門一定會全力配合司法機關偵辦，證

據到那裡，就辦到那裡，不問對象、黨派、身分、地

位，一律究辦到底，絕不虎頭蛇尾，務必達到弊絕風

清而後已，不達目標，永不休止，尤其要特別兼顧程

序正義，也就是說在追求實質正義時，程序正義也不

能偏廢，這樣才能贏得全民的信任。 

第三、陽光普照，反貪去腐無死角。行政院全力

推動修正「貪污治罪條例」，增列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

罪，並落實執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公職



 3 

人員財產申報法」及「政府資訊公開法」等陽光法律

，就是要讓陽光普照大地，我們不怕烈日灼傷，一定

要讓政治更清明。 

第四、全民反貪腐總動員。反貪去腐，不但是政

府責無旁貸的任務，更是全國人民的期望，我們一定

要下定決心來消滅貪腐，全面加強反貪腐宣導，促使

全民積極參與。唯有民眾充分的參與，才能深入民心

發揮整體力量，達到最大的效果。 

最後本人再一次承諾，政府將以最大的決心來消

除貪腐，讓我們不分族群、黨派、身分、地位，全民

一貣來大掃除，澈底掃除黑金，給我們自己和我們的

子孫一個乾淨、有尊嚴的家園。 

今天的委員會議經過法務部和相關部會密集準備

，內容牽涉到各相關部會，以及中央與地方，如果 1

個半小時的討論不夠，我們下次繼續找時間來凝聚共

識。以下會議就照議程來進行，謝謝大家! 

 

貳、報告事項 

一、法務部提「當前廉政情勢及問題分析」專題報告 

  決定：洽悉。 

 

二、法務部提「馬總統廉能政策推動情形」報告 

  決定：洽悉。 

 

參、討論事項 

一、法務部提「本會運作模式及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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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修正通過；教育宣導組協辦機關增列法務部、

經濟部、本院金管會及本院新聞局；政府採購

組協辦機關增列法務部。 

（二）政風人員對於推動廉政工作扮演非常重要的角

色，希望法務部根據各機關業務特性，就組織

設計及教育訓練作根本檢討，尤其政風機構的

設置應本「設所當設」原則，將重點人力投注

於易滋弊端性質之業務，如因業務單純或機關

員額過少而無須設置時，亦可透過上級機關統

籌辦理或於機關內部指派專人辦理等方式為之

；長期而言，仍應從修正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

例及相關組織法規著手，讓政風人力配置發揮

最大的效果。 

 

二、法務部提「現行廉政行動方案之整合」 

決議： 

（一）通過。 

（二）請法務部參考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國際透明組

織的相關倡議，兼顧公、私領域的相關行為規

範，儘快會同本院研考會、經濟部等機關提出

新的方案報院，讓台灣的反貪工作與國際趨勢

接軌。 

 

肆、臨時動議 

主席：請 3 位民間委員就廉政議題提出指教，以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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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參考。 

陳委員長文： 

一、廉政至關重要，今日於媒體投書，指出廉政是必

要的，但對國家施政而言不是充分條件，廉政需

要的是決心，所謂的決心就是如何去執行。文中

舉出據報導國有財產局局長應邀出入酒店，遭財

政部小過一次的行政處分，如果屬實，從民眾的

角度來看此案例，顯示政府沒有決心。 

二、由政府治理的角度觀察，「廉」與「能」都非常重

要，欲使公務人員廉、能，經濟的報酬很重要，

在職教育亦同，這涉及整體國家資源分配的問題

。國家有多少資源分配在公務人員的專業、道德

倫理或政府治理的培訓工作？政策的錯誤比什麼

都可怕，公務人員專業度不足也是原因之一。 

三、我建議每個單位都應該配置法務人員，不論由法

務部培訓或是透過其他管道培訓，機關首長進行

決策時，應透過「法務長」來作判斷，透過這樣

的方式才能落實依法行政。 

四、根據法務部的報告指出，台商海外行賄外國官員

的情形非常嚴重，讓人聯想到美國特別是針對軍

火商，規範有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海外

賄賂行為法），而我國因鮮有機會參與國際公約，

因此建議政府應將所有重要的公約，不論是關於

反貪腐、兒童保障或婦女權益等，主動分析該公

約與我國法制規範間的差異，以與國際連結。 

五、另外，具體建議每月應主動公布機關有無貪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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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民眾有無廉政問題，公布給老百姓看。 

洪委員永泰： 

一、依據長期對國家廉政程度觀察，可分 2 部分說明

，第一個部分與政黨及選舉有關，第二個部分與

文官系統有關。臺灣的廉潔問題與選舉有非常大

關聯，政黨與選舉以及因此而來的公職人員，這

些人在當選後與各級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之間

溝通、互動開始出現很多問題，這些不必然是各

機關政風人員所能處理的。相較世界各國，香港

與新加坡因為沒有選舉，所以能夠單純處理文官

系統廉潔度問題，亦即，他們較沒有因為選舉而

產生的干擾、關說或是互動問題。所以，中央選

舉委員會或內政部應該思考如何達成在消極方面

讓壞人沒有辦法選舉，在積極方面讓好人願意投

入選舉，如此也許台灣就有救了。 

二、我長期參與政府機關指標製作，世界各國的學術

機構或獨立機構，在進行競爭力或其他的指標製

作，每年多於固定時期進行資料蒐集、分析研究

。據瞭解，對於臺灣的指標影響最大的應該是外

商公司、跨國銀行或國際媒體記者與國際組織。

建議劉院長可於今年 10 月至明年 4 月間，與這些

人直接面對面溝通，請教他們我國問題的癥結，

以及告知他們我國的政策及因應作為，這需要長

期工作才有成效。 

余委員致力： 

一、廉政非常重要，但其重要性必須讓人民感受到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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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息息相關，比如在大陸黑心商品氾濫，是因

為他們政府的管制出了問題，管制有問題正是因

為清廉有問題。因此，我覺得今天我們成立中央

廉政委員會，必須讓人民感覺廉政與其息息相關

，就像法務部調查顯示，民眾認為貪污最嚴重的

是河川砂石管理人員，我們就應該針對處理相關

案件展現決心，提出解決方法，因為河川砂石弊

案，這樣的人禍，將會加重天災，造成人民生命

財產的損失，我們如能夠做這樣的聯結，會讓人

民感受到廉政委員會是有所貢獻，廉政工作是重

要的。 

二、廉政工作必須做好國際接軌，雖然臺灣不是聯合

國會員國，但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代表的是全球透

明運動的一個共識與結盟，可做為我們一個很重

要的論述基礎，例如現在「財產來源不明罪」在

立法院有所爭議，但參照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精神

，其實該公約第 20 條明定財產來源不明罪是可以

接受的，並不違反無罪推定原則。 

三、廉政工作絕不只有針對公務人員，也涵蓋了企業

誠信及教育宣導，必須是產官學界、第三社會、

政府、企業及媒體等社會各界都要共同來努力的

。 

主席回應： 

一、關於國有財產局案子，請財政部再做適當處理。 

二、有關陳委員提到人才的培養，正是本院施政主軸

之一，我們正在規劃一個全面的方案，希望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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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門都能夠配合推動，同時也鼓勵帶動企業界

在人才培養方面也做一些事情。 

三、對於台商海外行賄部分，在貪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

第 2 項中已規定有刑責，其是否可行有效，請法

務部再行深入研究辦理。 

四、關於洪委員提到政黨選舉造成的問題，可能更大

於文官體系的問題，這是非常正確的觀察，如果

選舉變質成為貪腐的管道與工具，那麼我們很難

期待台灣的政治能更加清明，這是關鍵，請內政

部會同中選會強化相關研議，並立即採取行動，

讓我們的選舉制度更加完善，民主制度更健全。 

五、有關廉政指標，我們應去請教外商或跨國企業對

我國廉政的觀感，或提供一些改進之道，但倒不

全然是為了廉政指標，而是要真正瞭解國際觀感

，才知道哪些地方需要改進。 

六、余委員提到有關宣導的建議，我們可以採納這個

意見。但宣導的作法，不只限於文官體系，更要

把廉政意識深植到民眾心裡，讓民眾認同這樣的

觀念，以一些耳熟能詳的案例告訴民眾沒有廉政

的後果，當民眾對廉政的優先度提升後，立法或

行政部門都會感受到這股力量和壓力，朝著這方

向努力，所以不要小看普通宣傳的力量。至於聯

合國反腐敗公約可作為我國陽光論述的參考，請

法務部研議納入行動方案中。 

 

伍：散會（上午 11 時 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