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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貪指引案例 
 

一、案情概述： 

監獄約僱管理員甲以不明方式取得收容人

乙之堂弟丙的行動電話號碼，並傳簡訊給丙，

自稱係收容人乙之主管，請丙回電。之後丙以

電話向約僱管理員甲聯繫，約僱管理員甲自稱

受收容人乙請託欲借款 1 萬元，丙為知悉在監

服刑之收容人乙近況，爰與約僱管理員甲互加

LINE 好友，以便聯繫。約僱管理員甲陸續傳

送 LINE 訊息予丙，表示收容人乙需購買掌上

型電視，請丙儘速匯款 1 萬 5,000 元。丙察覺有異，未匯款予約僱管理員

甲。 

嗣後 A 監獄接獲檢舉，啟動行政調查，收容人乙表示不認識約僱管理

員甲，亦未委託約僱管理員甲向家屬聯繫索取金錢。約僱管理員甲於案發

後離職，A 監獄已於甲的人事資料註記調查情形，作為日後人事甄選參考。 

二、風險評估：         

1、矯正機關存有大量受刑人個資，若保存不當，易衍生洩密、資料遭有心

人士用於不法行為之風險。 

2、矯正機關之職員與收容人間，係監管者與被監管者之關係，收容人或其

家屬為安心服刑或尋求更好之處遇，易受不肖人士以不實資訊詐騙。 

3、監所約僱管理員未經戒護人員相關國家考試，或專業能力培訓，對於戒

護工作執行方式及守法意識均有待加強，若觀念偏差或誤解法規，易誤

觸法網。 

三、防治措施： 

1、落實公務機密及個人資料保護：矯正機關因業務性質，處理大量收容人

個人資料，亦包含收容人家屬資料，現行制度已有相關保密措施，如管

控資訊系統查詢使用權限、密件公文應彌封傳遞、含個資之紙張不使用

職員假冒收容人名義，
向收容人家屬索取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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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確實銷毀等，應提醒並督促同仁落實執行，避免資料外洩，衍生不

法事件。 

2、單位主管應落實督導約僱人員工作狀況：單位主管應注意約僱人員平時

工作狀況，適時提供協助，若發現異常情形時，應即時介入瞭解，避免

違失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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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一、案情概述： 

        甲係某機關收發人員，其不知道司法

單位向該機關調閱某採購案件卷宗之公文

屬應保密事項，竟將該公文電子檔傳送至

該機關之公務Line群組，而觸犯刑法第

132條第1項之公務員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

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罪，案經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處以緩起訴處分。 

二、 原因分析： 

機關同仁缺乏對於機關機密文書保密之觀念，並忽視對於新型設備、

軟體之洩密評估風險及預警，機關同仁對於智慧型手持裝置洩密方式不甚

清楚，貪圖傳訊快速便利，忽略即時通訊軟體無法加密或刪除所發訊息，

低估該等軟體洩密風險。 

三、 興革建議： 

1、加強公務機密宣導： 

彙整相關公務機密法令規定、洩密違規案例，以及可能導致洩密管道與

因素，並結合機關各項宣導管道，利用時機向同仁宣導，使每一同仁均

能瞭解相關法令規定。 

2、提升同仁對於通訊軟體保密警覺： 

培養機關同仁時時保密、處處保密之良好習性，提高同仁保密警覺，藉

以降低洩密風險，使用公務用智慧型行動裝置，應避免私人用途及連結

不明網站或下載不明之程式或軟體；傳送訊息時，應再三確認收件者對

象及內容是否正確，避免誤傳，內容涉及隱私、機敏資料，應盡量避免

使用即時通訊軟體傳送。 

 

通訊軟體洩漏機關
機密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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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保護宣導 
 

一、案情概述： 

負責人甲先前設立○○瓦斯工程行，

製發與當地公用天然氣公司名稱雷同之

「大台北區瓦斯」服務通知單，並穿著制

服及佩戴工作證前往民眾住處，導致民眾

誤以為是公用天然氣公司派員檢查瓦斯管

線，而同意其進入屋內，檢查後被告知需

更換設備並當場收取費用，公平會調查後

認定構成欺罔行為，於110年9月間予以處分。惟111年3月之後，又陸續

有民眾收到相同之瓦斯服務通知單，並同樣有身著制服及佩戴工作證之人

員前往民眾住處進行檢查及銷售瓦斯器材，顯見葉姓負責人持續為相同之

違法行為。 

二、公平會調查與處置： 

公平會表示，依照天然氣事業法規定，只有公用天然氣公司可對用戶進行

瓦斯管線安全檢查。於調查過程中公平會亦發現，葉姓負責人曾因 111 年

2 月間在臺北市中正區為同樣之銷售行為，於同年 7 月經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簡易判決成立詐欺取財罪，而本次調查 111 年 3 月之後接獲通知單者為

臺北市大同區及大安區之民眾，因此公平會將葉姓負責人移送司法機關依

法處理。 

三、溫馨提醒： 

公平會最後再次提醒民眾，如接獲瓦斯安檢通知單請務必確認真偽，可先

向當地公用天然氣公司查詢或上網查證；若遇有業者服務人員登門，務必

問清楚所代表之真實事業身分，也要確實衡量其建議安裝之瓦斯安全器材

商品是否符合實際需要，再決定是否購買。倘一時不慎購買，也可依消費

者保護法關於訪問交易之規定，於法定期間內向業者要求退費以保權益。 

 

瓦 斯 安 檢 到 府 服
務，藉機銷售瓦斯
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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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詐騙宣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