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採購貪污與圖利罪之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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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及採購貪污案件」為廉政肅貪工作重點 

2 廉政署降低貪瀆犯罪率的努力 

3 廉政署提升貪瀆案件定罪率的努力 

4 工程貪瀆之防治－落實各方規管 

5 以公私協力興辦之工程或建設需更為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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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7月至103年12月31日廉立字案類型統計 
弊端項目 重大工程 一般工程 巨額採購 一般採購 工商登記 

案件 68 0.81% 489 5.80% 60 0.71% 932 11.06% 44 0.52% 

弊端項目 都市計畫 金融 監理 稅務 關務 

案件 105 1.25% 138 1.64% 42 0.50% 161 1.91% 119 1.41% 

弊端項目 警政 司法 法務 建管 地政 

案件 905 10.74% 1301 15.44% 124 1.47% 208 2.47% 175 2.08% 

弊端項目 環保 醫療 教育 消防 殯葬 

案件 211 2.50% 388 4.60% 521 6.18% 67 0.80% 43 0.51% 

弊端項目 河川及砂石管理 補助款 軍事 其他 總件數 

案件 82 0.97% 158 1.88% 141 1.67% 1944 23.07% 8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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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7月至103年12月31日廉查字案類型統計 
弊端項目 重大工程 一般工程 巨額採購 一般採購 工商登記 

案件 25 1.43% 162 9.29% 19 1.09% 283 16.24% 8 0.46% 

弊端項目 都市計畫 金融 監理 稅務 關務 

案件 21 1.20% 6 0.34% 23 1.32% 17 0.98% 54 3.10% 

弊端項目 警政 司法 法務 建管 地政 

案件 121 6.94% 47 2.70% 33 1.89% 42 2.41% 36 2.07% 

弊端項目 環保 醫療 教育 消防 殯葬 

案件 89 5.11% 74 4.25% 123 7.06% 23 1.32% 24 1.38% 

弊端項目 河川及砂石管理 補助款 軍事 其他 總件數 

案件 21 1.20% 73 4.19% 28 1.61% 391 22.43% 1743 



 

5 

歷年廉政民意調查（1/2） 
人員類別 103年10月 102年6月 101年6月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排名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名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名 

公立醫院醫療人員 6.47  2.22  1014  1 6.19 2.23 1 6.14 1.98 1 

監理人員 5.90  2.31  969  2 5.72 2.39 3 5.93 2.07 4 

一般公務人員 5.90  2.35  1037  3 5.62 2.36 4 5.97 2.01 3 

消防安檢人員 5.85  2.45  997  4 5.61 2.48 5 5.57 2.13 7 

軍人 5.65  2.44  963  5 5.88 2.38 2 5.99 2.08 2 

教育行政人員 5.60  2.34  1005  6 5.58 2.39 6 － － － 

稅務稽查人員 5.48  2.39  947  7 5.55 2.39 7 5.66 2.19 6 

檢察官 5.27  2.33  959  8 4.83 2.54 11 5.34 2.33 8 

衛生稽查人員 5.24  2.33  976  9 5.48 2.39 8 － － － 

環保稽查人員 5.19  2.37  997  10 5.40 2.28 9 5.68 2.16 5 

警察 5.12  2.40  1050  11 4.67 2.44 13 5.01 2.17 10 

殯葬人員 4.96  2.52  885  12 5.05 2.49 10 5.07 2.35 9 

法官 4.95  2.45  973  13 4.56 2.57 15 4.99 2.4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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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廉政民意調查（2/2） 
人員類別 103年10月 102年6月 101年6月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排名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名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名 

監獄管理人員 4.84  2.31  827  14 4.77 2.37 12 4.83 2.20 13 

海關人員 4.84  2.42  899  15 4.48 2.41 16 4.86 2.17 12 

河川水利業務人員 4.39  2.45  907  16 4.63 2.44 14 － － － 

縣市政府首長及主
管 

4.39  2.36  983  17 4.08 2.45 18 4.77 2.17 14 

建管人員 4.30  2.39  969  18 4.19 2.50 17 4.77 2.12 15 

中央政府及首長 4.26  2.57  991  19 3.91 2.56 21 4.68 2.31 16 

鄉鎮市首長及主管 4.22  2.44  984  20 3.98 2.49 19 4.63 2.18 17 

鄉鎮市民代表 4.08  2.55  1004  21 3.87 2.63 22 4.35 2.21 18 

政府採購人員 4.04  2.49  931  22 3.97 2.57 20 4.34 2.31 19 

縣市議員 4.01  2.50  1012  23 3.64 2.62 25 4.14 2.25 21 

立法委員 3.95  2.49  1010  24 3.50 2.64 26 4.09 2.27 22 

政府公共工程人員 3.89  2.45  964  25 3.86 2.54 23 4.25 2.28 20 

土地開發業務人員 3.58  2.56  945  26 3.68 2.58 24 3.93 2.28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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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至103年廉政民意調查結果，民眾對26類公務員清廉度
主觀評價中，政府公共工程人員100年在23類人員中排名第20
名，101年及102年在26類人員中排名分別為23、25名；採購
人員100年在23類人員中排名第19名，101年及102年在26類
人員中排名分別為20、22名，如果扣除民代二者排名連續3年
均在最後三名。 

 
高達72.3%的民眾對公務人員清廉程度的印象最主要是來自
電視，其次分別是親友(45.0%)與報紙(42.5%)，再其次是網
路(23.2%)、個人經驗(17.7%)。 
 
 
民眾對公務人員貪污容忍程度的平均數為1.64，與前兩次
（101年6月與102年6月）的調查結果相比，顯示民眾普遍
對公務人員貪污行為更加難以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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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署成立目標：降低貪瀆犯罪率、提升貪瀆案件定罪率以及保障人權。 

1 
遵循政府採購機制，鼓勵政風機構與採購稽核小組、
施工查核小組、主計單位、審、監機關合作。 落實監辦 

採購及工程舞弊預防措施 

2 執行專案稽核 

3 事先預警 
於監辦或會辦過程細審標辦、履約、驗收文件，發掘
異常，機先預警。 

4 提供回饋 
透過專案稽核，從中發掘潛存風險，提供業管單位強
化規管措施等。 

擇定採購及工程業務，如最有利標、緊急採購、鉅額
採購、醫療儀器採購、營養午餐採購、重大工程、預
約式契約工程、閒置（停工）公共工程、廢土處理等
執行專案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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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定採購及工程業務，如最有利標、緊急採購、鉅額
採購、醫療儀器採購、營養午餐採購、重大工程、預
約式契約工程、閒置（停工）公共工程、廢土處理等
執行專案稽核 

廉政署成立迄今 

各政風機構會同監辦採購 705,602件 

各政風機構會同施工查核 4,948件 

預警作為 
分案 1,020件 

節省公帑 23億661萬餘元 

專案稽核 

完成列管 332件 

發現貪瀆不法移送偵辦 163件 

追究行政責任 194人次 

節省公帑 85件 

修訂法規、作業程序 68種 



貪瀆定罪率 

97年5月20日迄103年12月 67.9％ 

98年7月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實施迄103年12月 73.5％ 

廉政署100年7月20日成立迄104年5月31日移送經檢察
官起訴 

99.2％（案件） 

98.2％（人） 

10 

 

1.偵辦貪瀆案件之定罪率，因「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實施成效而相對
提升。 

2.廉政署移送偵辦案件高定罪率： 
(1) 駐署檢察官制度及期前辦案機制－對於受理檢舉案件及各政風機構提

報之貪瀆線索，由各地檢署派駐廉政署之檢察官期前審查指導蒐證。 
(2) 設有廉政審查會－由專家學者及有關機關代表組成，評議廉政署存查

列參情資外，也聽取關於廉政署偵辦案件經法院判決無罪之分析，並
就爾後相類似案件之偵查作為提供諮詢及建議。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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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公共工程涉弊案件，因對行政法令之不解，致起訴後無
罪判決，影響公務員勇於任事，實務上司法部門每有邀請政府
採購（或公私協力）主管機關進行「個案協助」之情形，未來
可以考慮由檢察、司法機關與政府採購（或公私協力）主管機
關建立個案協助之固定平臺與運作模式，或亦有助於提昇定罪
率及保障人權。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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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鼓 勵 檢 舉 

四項防治作為 

2 透明化，以達外部監督可及性、有效性 

3 落 實 內 部 規 管 

4 加強履約管理及工程倫理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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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會就公共工程全生命週期，包括可行性評估、規劃、設計、
招標、施工、驗收至接管及營運階段，歸納的各類採購錯誤態樣，
雖然不一定與貪瀆刑責有關，但每每是值得深入查察的癥象，甚
至反映出圍、綁標、洩密、預算編列不實等跡象，這不僅是監辦、
會辦採購的政風機構必需注意，各級主管及具稽核職能單位，也
都必需及時糾正，以防微杜漸，不使發生舞弊。 

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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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瀆行為不是單方行為，在尋租的過程中，必需供需雙方合致，
換包話說，也必需讓廠商瞭解參與公共工程可能涉及之法律責任
及必須遵守之專業。 

廠商可能涉及法律責任： 

刑法－行賄罪、偽造文書、背信、違背建築術成規罪。 

採購法－圍標、綁標、洩密。 

民事及行政責任，如不發還或追繳押標金、撤銷決標、終止契
約或解除契約並追償損失、逾期罰款、違約金、不發還履保金、
損害賠償、一定期間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
等。 

過失或故意違背專業準則，有可能因而違反技師法、建築師法、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而遭到行政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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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公共建設未必均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最近為社會囑目的重
大 案 件 反 而 是 政 府 以 「 公 私 協 力 」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ppp)方式興辦的公共建設，包括BOT、BOO、
ROT、OT、標租、聯合開發、都市更新、採購法第99條、PFI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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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作業階段 

招商甄審階段 

議(簽)約階段 

履約階段 

1.未依規定覈實辦理可行性評估。 
2.專業顧問未依約提供招商服務。 
3.促參案件附屬契約之權利金無完整成本分析。 

1.營運內容調整後未重新計算權利金收取比例。 
2.審核委員會選任作業未以密件辦理。 

1.投資契約內容未臻完備（未依規定載明營運績效評估辦法 
、業務督導管制考核辦法、爭議處理及仲裁條款等） 。 
2.簽約內容改變主辦機關原定招商條件。 
3.附屬事業營運面積比例由廠商自行決定，未審視附屬事業

對於公共建設本業之影響，及確保促參案件之公益性。 

1.未覈實監督特許廠商營運情形。 
2.特許廠商未依契約規定提交資料予主辦機關審查。 

缺失態樣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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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風機構並不具監辦職權，難以事前介入協助。 

2.民眾及公私部門認知不同，易存在舞弊情節之質疑。 

困境 

1.公私協力之主管機關，應強化規管及輔導。 

2.建立查核、異常通報機制。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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