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廉政案例宣導(2)：偽造文書案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助理工程員金○○與廠商涉嫌共同偽造文書案」，經臺灣臺南地方法

院判決有罪確定。 

一、金○○於民國 99年 12月 25日至 102年 12月 5日止擔任臺南市政府

水利局新建工程科助理工程員。楊○○係裕○興營造有限公司之實際負

責人；姜○○係裕○興公司工地主任；林○○係崇○工程顧問公司之技

師。 

二、裕○興公司於民國 101年 12月間標得臺南市政府「官田區社子○○擋

土牆復建工程」，詎楊○○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對設計圖說內應施

作之 4項鋼筋規格，卻以不足長度之鋼筋進料，分別施作於該工程之基

礎工程內。嗣臺南市政府施工查核小組赴工地現場查核發現材料堆置場

之 L型基礎鋼筋長度不足等缺失，金○○及監造廠商崇○公司林○○均

明知鋼筋退場工作之照片不實，仍同意楊○○將上開不實照片 3張列入

改善資料，致該施工查核小組於 102年 11月 8日同意備查結案，足生

損害於臺南市政府查核工程品質之正確性。全案經廉政署調查後，移送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經檢察官偵查終結，認金○○係犯刑法

第 216條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予以提起公訴（楊○○等 3人另

為緩起訴）。 

三、案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依刑法第 216條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

判決金○○有期徒刑壹年陸月，緩刑肆年，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並應

於判決確定後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伍萬元，另向檢察官指定之政

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

提供陸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本文摘錄自法務部廉政署新聞稿) 

 

 

 

 



公務人員洩漏因公務持有之個人資料的法律責任 

一、前言： 

由於以電腦處理個人資料，有處理速度快，資料傳輸容易，資料複製

及資料取得簡單等特性，故當前行政機關以電腦處理資料有大量化及

多樣化之趨勢；公務機關於處理行政事務時，基於行政處理之必要，

常會蒐集大量的個人資料，例如稅務機關擁有各納稅義務人的納稅資

料、地政機關擁有各不動產所有權及相關權利的歸屬資料等。然因個

人資料事關個人權益，如有處理不當，當事人極易遭受損害，因此，

凡我公務員以電腦處理個人資料者，均應有保護個人資料的觀念，違

反者即應負法律責任。 

二、公務員侵害個人資料案例： 

（一）財政部財稅中心人員，利用接觸及操作電腦的機會，將電腦建檔儲

存的個人財產總歸戶資料叫出列印，出售予民營徵信公司圖利。 

（二）市政府建設局負責公司登記的人員，違背「非利害關係人不得申請

抄錄」的規定，將電腦建檔的公司登記資料叫出列印、影印後，出

售予民營徵信公司圖利。 

（三）戶政資料及電話用戶資料電腦化後，管理者或使用者違背「限制利

用」之原則將電腦存檔資料任意傳遞。 

（四）各機關受理人民陳情、請願或檢舉案件，以電腦登錄然未採取保密

程序，致陳情（請願、檢舉）人的個人資料外洩，衍生諸多困擾。 

（五）應依規定銷燬的電腦列印個人資料任意丟棄，致為他人所利用。 

三、法律責任： 

（一）行政責任 

公務員服務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

之義務，對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不得洩漏，退職後亦

同。違反者依同法第十二條規定，應按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二）民事責任 

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

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另一百九十五條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

身體、健康、名譽或自由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失，亦得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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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三）刑事責任 

刑法第第一百三十二條規定：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

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

金。 

刑法第三百十八條規定：公務員或曾任公務員之人，無故洩漏因職

務知悉或持有他人工商秘密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二千

元以下罰金。 

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四款：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直接或間接

圖利者及第五款：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

圖利者，均可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

金。 

（四）國家賠償責任 

國家賠償法第二條規定：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

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

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前項情形，

公務員有故意或過失時，賠償義務機關對之有求償權。 

四、結語： 

「隱私權」乃財產權中屬於人格權的一種權利，不容他人侵害，但由

於電腦化的結果，「隱私權」極易遭受侵害，其情形猶如工業發展極易

破壞生態環境一般，故凡我公務人員，對於因公務上持有之資訊機密

資料，應有保護的義務與責任，切不可稍有怠忽，否則，不僅將造成

民眾的損失及政府威信的淪喪，自己更要承擔法律責任，不可不慎。 

 

 

 

 



安全防護觀念薄弱致釀成意外災害 

一、諸多安全事件的發生，均因當事者未能確實遵守安全規定，或因一時

疏於防範，而造成難以彌補的後果，諸如： 

（一）某安養機構殘癱病患深夜在床上吸菸，不慎引燃棉被，釀成火災，

雖該機構值勤人員緊急疏散殘癱病患並將火勢撲滅，但已造成一死

一傷的慘劇。 

（二）某醫院宿舍僱用保全之守衛，未能確實遵守安全規定，擅在木造崗

亭以電壼燒開水，致引發電線走火而釀成火警，雖即時撲滅，已造

成損害。 

（三）某辦公大樓職員遺失該樓門禁刷卡卡片、按鍵密碼鎖密碼及辦公室

鑰匙一串，事後並不在意，亦未向大樓管理單位報失，亦未迅速變

更密碼及更換辦公室門鎖，致於某日上班時發覺，辦公室門被打開，

保險櫃內所存放之現款遭竊，後悔為時已晚。 

二、漫不經心，對安全規定認知產生錯覺或忽略等行為，而釀成安全傷害

事件及財物的失竊，不僅個人遭受傷害，亦使單位蒙受損失，故惟有

提高員工的安全警覺，貫徹執行相關工作之安全規定，始能防止意外

災害的發生，或使損害降至最低。 

 

 

 

 

 

 

 

 

 



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 

【詐騙犯罪手法】 

『歹徒利用「小額付費」機制詐騙 網路遊戲玩家請小心！』 

被害人在家中上網玩網路遊戲，歹徒利用即時通加入線上遊戲誆稱朋友，

以免費提供虛擬貨幣、外掛升級增加點數、不用付月費、以較低之價格買

到遊戲點數等理由，使被害人誤信提供手機門號、身分證字號及小額付費

認證密碼，進行「手機認證小額付費」之操作，隨後收到簡訊帳單通知，

發現被使用 3筆小額付費各 1千元，始知受騙報案。 

「小額付費」，顧名思義就是每次消費的金額多在新台幣 1,000元以下的消

費額度，例如線上遊戲公司遊戲點數，金額從 50、150到 300元不等。目

前網路遊戲公司、購物網站透過與電信業者或固網合作，利用消費者附掛

的電信門號進行列帳，用戶可憑電信門號購買商品或服務，由電信業者代

付款項，當月再列入電信帳單中向用戶收費。 

【預防方式】 

呼籲民眾，注意個資保密，尤其是網路遊戲玩家，切勿因貪小便宜、輕信

網友，而隨意提供手機門號、身分證字號或小額付費認證密碼，以免遭歹

徒利用「小額付費」機制詐騙，得不償失。 

~~本案例摘錄自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及 165反詐騙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