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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廉政月刊 

112年 6月 

 

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政風室編撰 

本 期 目 錄 

廉政專區 公職人員行為禁止之規範 

貪瀆案例 
法務部矯正署明德外役監獄藥師李○○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案件提起公訴。 

機密維護 教誨師將收容人機敏資料隨意棄置案 

安全維護 夾帶手機入監案 

消費者保護 購買學習輔助教材 家長要注意 

為鼓勵檢舉貪瀆不法，法務部廉政署設置多元檢舉管道如下： 

(一)「現場檢舉」方式：於上班日日間(08:30-17:30)，法務部廉政署各地區調查組

均有值勤人員負責受理民眾現場檢舉事項。 

(二)「電話檢舉」方式：設置「0800」檢舉專線，電話為「0800-286-586」(0800-

你爆料-我爆料)。 

(三)「書面檢舉」方式：檢舉專用郵政信箱為「10099 國史館郵局第 153 號信箱」。 

(四)「傳真檢舉」方式：專線為「02-2381-1234」。 

(五)「網頁填報」方式：請參見法務部廉政署首頁

（https://www.aac.moj.gov.tw/）/檢舉和申請專區/檢舉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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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專區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政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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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瀆案例 

一、李○○自民國 106 年 3月 2日起至 111年 7月 14日止擔任

法務部矯正署明德外役監獄(下稱明德外役監)衛生科藥師，負責

審查收容人用藥、衛生環境檢查及醫療跟診等業務，為依法令服

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詎李○○明知

監獄行刑法、法務部訂定之受刑人吸菸管理及戒菸獎勵辦法等規

定，經由獄外攜入未經檢查之菸品，自屬於違禁物，竟基於對非

主管事務直接圖自己及他人不法利益之犯意，利用其擔任藥師職

權得進出戒護區跟診，及自由進出辦公廳舍之機會，多次夾帶七

星牌等香菸入監，並販賣予收容人陳○○、陳△△、黃○○、陳

□□等人，共販售 390 條香菸，使上開收容人獲得價值新臺幣

(下同)48萬 7,200 元之不法利益，李○○則從中獲不法利益 3

萬 4,637元。 

二、本案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與廉政署南部

地區調查組共同偵辦，經約詢相關人員到案，李○○對於上開犯

行坦承不諱，並已自動繳交全數犯罪所得。嗣經臺南地檢署檢察

官蔡佰達偵查終結，認李○○涉犯貪污治罪條例非主觀監督事務

圖利罪，予以提起公訴。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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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維護 

案例摘要： 

某監所教誨師 A習慣將收容人身分簿借閱後影印，並將影印資

料私自帶回宿舍加班趕工的結果；調查後亦發現，A 對於出監

或改配他教區之非轄管收容人個資，亦未及時銷毀，均累積至
一定數量後方打包在塑膠袋中扔棄。 

興革建議： 

1、提昇保密意識 

為提升同仁法紀觀念及保密意識，應持續利用職前訓練、常年

教育及監務會議等時機，宣導個人資料保密重要性、洩密違規

案例及洩密所涉後果與因素，督促同仁養成資料保密警覺性，

杜絕違規查詢，及不當使用洩密情形發生。 

2、落實執行保密措施 

公務機密非經科室主管核准，不得複製及攜出辦公處所，並應

要求員工切勿將機敏公文正本、影本或電子檔攜回家中辦理；

另落實公文收發、檔案管理及傳遞保密過程；對於保密通訊設

備實施檢核，要求機敏文件內容避免電子傳輸，以杜絕公務機

密外洩情事。 

3、機敏文件確實銷毀或移交 

各單位應將保密觀念從「防止洩密」轉化至「管控持有」，意

即不應持有之公務機密應趁早放棄持有，俾利從源頭預防公

務機密外洩之風險；故對於因業務需要所持有之機密資料，應

於任務結束後予以澈底銷毀或完善移交，不得由個人私下持

有及隨意棄置。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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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 

案例摘要： 

ＯＯ監獄管理人員進行舍房安檢時，在收容人 A舍房收納箱內
發現一雙鞋底被挖空的藍白拖鞋，一隻鞋塞進兩支黑色手機，

另一隻塞進一支同型手機，並查獲九張 SIM卡，經調閱通聯均

為收容人 A與其女友的聯繫紀錄。本案經法院審理結果，認收
容人 A持有手機，係透過 A女友勾結該監所管理員甲將手機夾

帶入監供收容人 A使用，法院判決監所管理員甲成立貪汙治罪

條例之對主管或監督事務圖利罪 

興革建議： 

1、強化同仁法治觀念 

利用常年教育及科務會議等集會時間，以歷年違禁物品流入
監所等相關案例進行解析，加強勤務教育，並進行廉政宣

導，教導同仁依法行政、強化同仁正確法治觀念，避免同仁

不慎觸法。 
2、檢測阻絕器強度 

監所戒護區皆設有行動電話阻絕器，針對行動電話電話進行

遮蔽，機關應不定期檢測戒護區內行動電話阻絕器遮蔽強度
是否足夠，且應注意戒護區場舍角落是否涵蓋於行動電話阻

絕器遮蔽範圍內，防止任何人得於戒護區內撥打行動電話與

外界聯繫，衍生戒護安全疑慮。 
3、落實場舍突襲檢查 

機關應定期或不定期辦理收容人場舍突襲檢查安全檢查，針

對各工場舍房進行檢查，檢視收容人有無持有或藏匿違禁物
品或其他依規定不得持有之物品，以降低戒護安全風險。 

4、落實職員進出戒護區安檢 

機關應定期或不定期辦理進出戒護區突襲安全檢查，針對進
入戒護區職員所攜帶之物品進行檢查，檢視有無職員攜入違

禁物品或其他各機關管制規範明定不得攜入戒護區之物品，

避免手機等違禁物品流入戒護區。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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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專區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