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廉政案例宣導(1)：收受賄賂案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工務室空調組組長鄭○○涉犯貪污治罪條例案，經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判決有罪。 

一、法務部廉政署（下稱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於民國（下同）102

年 4月間接獲檢舉，獲悉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成

大醫院）工務室空調組組長鄭○○於辦理醫院相關採購涉有不

法，經駐署檢察官指揮廉政官長期跟監、蒐證後，發現鄭○○於

辦理醫院相關採購及驗收期間，曾多次於下班後與廠商飲宴及出

入色情場所，並有向承攬廠商索取手機、筆電、平板電腦等電子

用品，甚至接受招待至國外旅遊等不正行為，掩護廠商得以順利

標得工程施作等不法情事。 

二、廉政署遂於 103年 3月 31日兵分 14路執行搜索，當場查扣上開

承攬廠商之行賄帳冊資料及手機、筆電、平板電腦、冷氣等物品

之購買憑證，案經訊問後，檢察官分別予廠商張○○、李○○各

5萬元，王○○以 3萬元交保處分。另組長鄭○○及廠商黃○○

矢口否認有收賄及行賄之犯行，檢察官認 2人涉犯貪污治罪條例

第 4條第 1項第 5款及第 11條第 1項之收賄、行賄罪事證明確，

為查明是否另有其他共犯涉案，並防止相關涉案人串證及滅證，

於同日夜間向法院聲請羈押獲准。 

三、案經廉政署調查後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嗣經檢察

官偵查終結提起公訴，並對鄭○○具體求處有期徒刑 20年，廠

商黃○○等 7人則予以緩起訴處分。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業於 105

年 1月 8日判決鄭○○犯貪污治罪條例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

賂罪及侵占公有財物罪等罪，應執行有期徒刑貳拾年，褫奪公權

拾年，收受之賄賂併予沒收。 

(本文摘錄自法務部廉政署新聞稿) 

 

 



 

防範爆裂物、可疑郵件應注意事項 

一、如何發現可疑爆裂物、郵件及其特徵辨識： 

（一）在機關內如發現可疑的信件、包裹、箱篋、或有聲音、不明粉

狀之不明物品，和不知物主的任何一件普通日常用品（具），

及各種違常的狀況，在心理上都應提高警覺—假定它是一件爆

炸物。 

（二）投寄或送達之信件、包裹上有陌生的地址，書寫方式不合理，

甚或非公司行號卻用鉛字排印、打字剪貼等避免顯示筆跡者。 

（三）信內夾有硬紙板襯墊，缺乏彈性不能折疊、厚薄不均衡、有線

頭突出的、有不明粉末、或用金屬條狀紙箔對貼者。 

（四）郵件表面有污跡、油漬，並由內部滲出，有硝化物或硫化物等

氣味者。 

（五）定時裝置有時鐘滴答聲音者。 

（六）郵資超額、郵件特重，並有顯著不平均，且包紮特別牢固，而

一般無此必要者，都應加以注意。 

二、可疑爆炸物的處理： 

發現可疑人員攜帶可疑物品或疑似爆炸物，進入本機關時，應沉

著應變，注意該人員動向及附近各種狀況，必要時立即與警察局

報案中心（電話：110）、駐府警衛分隊及政風單位聯繫處理，並

嚴格遵守下列事項： 

（一）發現被放置可疑物品時，若設置物品之可疑人尚未離去時，請

即叫其帶回，如該人心虛逃跑，請即依現行犯加以逮捕。 

（二）「不要碰它」、「更不要動它」；非經指定之專業人員處理，不得

擅自動手。 

（三）利用金屬偵測器，試探有無金屬反應。 

（四）撤離現場人員，設置警戒線（範圍），禁止不必要人員滯留現

場，並避免宣揚。 

（五）查看附近有無類似或其他爆炸物。 

（六）搬開附近易燃、易爆物品，關閉電源總開關，打開窗戶。 



謹慎與洩密 

太過謹慎而洩密，豈不好笑。                         作者◎ 霽 朗 

  生活在這資訊、電子及電訊科技充斥的年代，處處佈滿著陷阱與

危機，稍有不慎，輕則洩密，惹禍上身；重則導致全軍覆沒，個人身

敗名裂的下場。保防觀念的推廣，如今又因事涉人人切身相關的個人

隱私及商業利益，已從攸關國家民族安全，成為全民的共同體認，與

基本的人文素養。  

  就在前陣子偶然發現：女兒練習的語文評量中，有一篇閱讀測驗

看來頗為眼熟，待她完成後拿來一看，原來出題者要和小朋友強調的

是另一種“保密”與“謹慎”的觀念呢！ 

再次重溫小時候讀到的這個看來頗為二楞子的故事，反覆觀看「謹慎」

與「保密」這兩個字眼，對照自古至今，由中而外，大家汲汲於謹慎

保密作為的同時，如此嚴肅的主題對照著這樣的故事，讓我不禁莞爾

的泛起微笑。 

  話說在唐朝不知哪一年的時候，江南一帶的某個鄉里出了個名叫

李慎的秀才，為了要繼續進京趕考，家境窘困的他只好賣祖產，攢了

幾十兩銀子當做盤纏。出門的前一刻，李慎的母親幫他打包好行李，

一再地殷殷告誡道：「聽說渡口附近及船上，都有人手腳不乾淨，許

多人搭了趟船，身上所有的銀兩盤纏都沒了！你這次帶的這包銀兩，

可是我們所有的家當與希望，搭船時務必緊抱著它，別還沒到京城就

把銀兩搞丟了！」李慎從老母親手中接過那包銀兩，邊唯唯諾諾地連

稱知道地連稱知道。 

  到了渡口，李慎拎著所有行李擠在等著搭船的人群中，他果真時

時不忘母親的告誡，將銀兩緊緊地揣在懷裡；安全通過渡口搭上船

後，他便將其他行李散放在腳邊，就只有那包銀兩，不僅用雙手緊抱

在胸前低頭緊盯著，而且不時抬頭眈視旁邊的人，一副神情緊張神秘

的樣子。 

  好不容易船靠岸了，大夥便爭先恐後的下船，完全不顧他人腳邊

的行李，又踢又踩，為怕自己行李被踢遠，正鬆了口氣慶幸財物未遺

失的李慎，便鬆手將銀兩擱在膝上，側彎著身拉回被踢開的行李，就

在這一會兒的工夫，李慎發現銀兩已不翼而飛！ 



  早在開船之前，原本扒手絲毫沒注意到李慎這窮酸小子的，但他

在船上揣著小包緊張謹慎的舉動神情，活脫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寫

照，等於向大家宣告他手中的那包東西很貴重，最後自然會成為扒手

覬覦的目標！ 

  以上的故事或許看過的人和我當年一樣只覺好笑：哪有那麼笨的

人！在大家根深蒂固的印象中，往往是因粗心大意不夠警覺，方在無

意間洩露機密，而這則故事的主角竟因太過謹慎而洩密，豈不好笑。 

  但是別忘了，最“應該”之處也正是最容易被“忽略”之處，回

想在辦公室中，不也會偶而發現，有些同事在授命從事機敏作業時，

或是神色舉止大異，或是故做神密狀，彷彿正在昭告天下有大事發生

了一般；亦有某些人，更是在無意間獲悉機密，也是惶惶不可終日，

似乎等著人家來追問一般。 

  這也讓我想到，一直到現在，我在教導小孩：「於人群中走失的

應變作為」各種方法裏，仍不時會強調的一點：發現自己找不到父母

親時，千萬不要慌張，絕對不可露出緊張不安的神情，更不可以哭，

因為一哭，別人就知道你和家長走失了，可能就因此讓歹徒有機可

乘；同樣的，即使我們不小心遺失（洩漏）了機密文件或訊息，除儘

速低調逐級反映，以建立防範處理機制外，更應沉著冷靜的循線回

尋，毋需像無頭蒼蠅一樣慌慌張張，大肆喧嚷，引人側目，如此一來，

可能原本他人沒發現的，都不得不注意了。 

  「多一分保密警覺，少一分洩密風險」，這兩句不僅僅是多年來

深植人心的口號，面對當今多元開放的社會，諸如商業機密、資訊機

密引發的切身衝擊，「保密防諜」這件事，比起當年以國家安全為主

保防觀念，更突顯出個人維護機密的重視與迫切。 

  相信成熟沈穩如你我之輩，應不致犯下如此誇張之誤失，但仍須

自我提醒，平日除了即應建立保密觀念，抱持審慎警覺的意識外，也

要形乎自然的態度、細膩的方式來處理機密相關事宜，不宜予人神秘

兮兮、若有所指的印象，以免為求保密反而洩密。  

本文摘自清流月刊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