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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月刊 112年 6月 

政風法令宣導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問：某部會公務員結婚，某立法委員致贈禮金有無金額限制？反之，如

有立法委員子女結婚，公務員可否致贈賀禮？ 

答： 

(一) 立法委員致贈禮金給公務員部分： 

1、 立法委員對各部會有監督之權，二者有職務上利害關係：依

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規定（第 16 條至第 28 條參照），

立法院有聽取行政院報告及質詢之權限，行政院暨所屬各部

會須對立法委員提出報告及接受質詢，因此，立法委員與各

部會之間有職務上利害關係。 

2、 公務員因結婚受贈財物，市價以不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公務員得接受餽贈之金額，以立法委員個人不超過新臺幣

3,000 元，如立委偕配偶前往以二人名義致贈，得接受不超

過新臺幣 6,000 元之禮金，同一年來自於同一立法委員名

義以不超過新臺幣 10,000 元為限。 

(二) 立法委員子女結婚，公務員贈送賀禮部分： 

1、 本規範重點在於公務員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餽贈

財物：公務員贈送他人財物部分，並無明文限制。 

2、 對於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互動仍應審慎：本規範目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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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公務員廉潔自持，避免外界質疑。因此，公務員謹慎妥

處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 之互動，建議比照本規範所定之各

類標準。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宣導 

※案例：錄取靠親情，終得不償失※ 

    大吳在市政府文化資產管理處當任組長，負責統籌文物管理及相

關行政事務，某天該處決定招募大學生擔任暑期工讀生，內容為幫忙

清點文物等較簡單性工作。大吳得知消息後，想到岳父老許顯已退休

閒賦在家且終日百般無聊，便將老許的履歷表交給承辦人，並利用自

己身為主管之權力，堅持錄取明顯不符「大學生」資格的老許擔任工

讀生。 

    文化資產管理處招募工作承辦人是以電子郵件方式聯絡該區域大

學相關系所，請學校協助招募大學生報名，承辦人表示：本次共有 6

為大學生報名招募，加上大吳的岳父共有 7位，當時大吳轉交岳父履

歷表時，就已經告知老許是他岳父，我有口頭表明他岳父老許年事已

高不適合當工讀生，但大吳執意說岳父老許已準備好上工，我只好依

大吳指示辦理。 

    雖然最後老許因年齡超過 65歲無法參加勞保而未正式成為暑期工

讀生，但即使如此，大吳假借職務上權力企圖讓老許獲得工讀生職位

及領取工讀薪資等利益的行為，已違反本法第 12條規定，一地 17條

規定得處 30萬元以上 600萬元以下罰鍰。 

資料來源：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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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小故事 

※詩三百 千佛經 錢來也※ 

清朝官場送禮不僅名目繁多，而且講求形式典雅，比辦公用心

得多，禮金常是隨著乙封請安信函，由專人送上的，信則由有

學問的幕僚精心撰稿，其中談及送禮的數字，必以暗喻，如言

毛詩，則指禮金三百兩。有位貝勒爺，收到地方官信函乙封，

上書「千佛名經」，打開一看，原來是銀票千兩，清朝的命脈

就這樣斷送在儒雅的餽贈之下。  

                                    資料來源：廉政署 

   

消費者保護宣導 

※電子點餐系統標示與實際收費不同惹爭拗※ 

    外出用膳是都市人日常生活的重要一環，復常後相約親朋戚友聚

會的機會亦更多。不過，在享受美食之餘，消費者亦緊記要留意食肆

收費細節，尤其是顧客需要自行掃瞄二維碼﹙QR Code﹚落單的做法愈

來愈普遍，涉及相關投訴亦屢見不鮮。消費者委員會在 2022年全年及

2023年首季度，分別接獲 1,160宗及 330宗關於食肆的投訴，當中約

3成均涉及收費爭議，常見個案包括顧客在不同理解情況下被徵收服務

費，及實際收費與餐牌顯示不符等。 

    消委會指出，任何商戶包括食肆都必須在交易前，讓消費者清楚

知悉收費安排，不應到結帳一刻才徵收先前未提及的費用或隱藏任何

收費，同時應確保餐牌、點餐系統、店內告示、宣傳單張等內容清晰

及一致，並要適時更新內容，確保所有資料準確無誤，包括價格是否

正確、有否顯示服務費等，以免引起不必要爭拗。此外食肆亦應照顧

部分不諳新科技或不熟悉電子落單系統的人士，讓他們可繼續以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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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點餐，或提供相關協助。 

    另外，消費者外出用膳即使美食當前，但若果遇上收費爭拗，實

在甚為掃興。消費者光顧食肆時可留意以下事項： 

1、 入座前先向食肆了解收費政策及用餐安排，包括是否設有最低消

費、用餐時限、是否允許搭枱等。結帳前應仔細檢視帳單收費是否

準確，並保留交易收據。 

2、 不少食肆已引入顧客自助服務，例如線上點餐、自助泡茶設施等，

令部分消費者關注食肆的「服務費」是否有下調、甚至免收的空

間。「服務費」涵蓋整個用餐體驗，包括食肆職員的款待、訂餐送

餐，以至廚師與清潔工等提供的各項服務，因此食肆或會繼續徵收

服務費，但必須清楚標明及預先標示有關收費。假如消費者對服務

費有任何疑問，食肆應要詳加解釋。 

3、 部分食肆或設如茶芥、小食等收費，消費者可查閱食肆餐牌收費或

是否貼有相關告示，又或可向職員了解詳情，並按自身需要選擇是

否接受一些非硬性收費。此外，若打算自攜酒水、蛋糕等到食肆，

亦應事先詢問是否有開瓶費、切餅費等收費。 

資料來源：消費者委員會

 

食安宣導 

※越南牡蠣驗出砷，食藥署：2 批不合格皆退運銷毀※ 

國內食品安全頻頻爆出危機！民進黨立委林俊憲表示，近期除了

莓果被驗出 A肝病毒外，佔台灣進口牡蠣高達 9成的越南牡蠣也被驗

出砷含量超標多達 5倍，讓消費者陷入食安危機。對此，食藥署今

（5）日指出，今年起自 4月 30日止，越南輸入的「活、生鮮或冷藏

牡蠣」計 624批，檢驗不符合計 2批，皆將產品辦理退運或銷毀。 

    有關今日媒體報導「台灣進口牡蠣高達九成的越南牡蠣被驗出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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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超標多達 5倍」一事，食藥署發布新聞稿表示，自今年 1月 1日

至 4月 30日止，自越南輸入貨品分類號列「0307.11.90.90-9 其他

活、生鮮或冷藏牡蠣（蠔、蚵）」計 624批，檢驗不符合計 2批。 

    食藥署指出，前述查驗不符合產品，除依規定命業者將產品辦理

退運或銷毀外，食藥署今已依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相關規

定，針對不合格的個別業者輸入越南牡蠣產品提高抽驗機率。 

食藥署持續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相關規定，嚴謹執行食品輸入

查驗，為民眾食品安全把關，確保輸入食品安全衛生。 
資料來源: 台視新聞網及食藥署 

 

公務機密宣導 

※警官勾結徵信社洩漏秘密資料案例※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預防科警官馮○○涉嫌多次利用職務機會，進

入警政署電腦系統，查詢與其業務無關的多筆民眾刑案、車籍、入出

境等資料，並洩漏給友人知悉，事後遭刑事局查獲移送偵辦。台北地

檢署偵結後，依妨害秘密罪嫌起訴馮○○。檢方並以馮員係連續犯，

向法院請求加重其刑。 

    據了解，刑事局督察室日前接獲檢舉，指稱馮○○疑涉勾結徵信

業者、律師，利用職務機會，擅自進入刑事局電腦系統，查詢民眾刑

案及入出境資料，並洩漏與徵信社及律師。 

    經督察室全面調閱馮○○自 86年至 89年間在警政署終端工作站

使用紀錄表、刑事局電腦資料查詢紀錄簿及電腦檔案後發現，馮員確

實調閱大批與其業務無關的秘密資料，並有外洩情事。 

    督察人員遂約談馮員進行調查，馮員坦承有將秘密資料洩漏給友

人，於是依妨害秘密罪嫌將馮員函送台北地檢署調查。但檢方調查

時，馮員卻否認有洩漏機密資料情事。馮員辯稱，89年 3月間開始

「春安工作」期間，有林姓、吳姓警界同仁希望他提供一些失竊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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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資料，他並無將秘密資料外洩與友人。不過檢方依據刑事局督察室

的調查筆錄、資料，認定馮員確有洩密情形。 

資料來源：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政風室 

 

安全維護宣導 

※Wi-Fi 走到哪連到哪？一不小心就連到地雷啦！※ 

現代人絕對不可以缺的生命要素，就是「Wi-Fi」，每天「出門在外、

尋找 Wi-Fi」也成了一種日常。不過，Wi-Fi可不能隨便連，否則一不

小心洩漏了資料，甚至讓手機故障，可就得不償失啦！ 

(一) 用了 Wi-Fi，秘密全都看光光？ 

公共場所的 Wi-Fi開放網域，是駭客竊取我們資料的最佳管

道，一定要謹慎小心，不然很容易讓個人資料外洩。如果真的

需要使用時，一定要記得在加密的狀態下使用，比如說：連到

有「https」的網站，或是透過 VPN（虛擬私人網路）來建立

安全連線。還有，有些駭客會假意提供免費熱點，讓我們在不

知情的情況下使用，藉此蒐集我們的網路足跡和密碼等料，所

以，可別因為貪小便宜而隨意連接不知名的 Wi-Fi喔！ 

(二) 這種 Wi-Fi 竟然會直接癱瘓手機！？ 

除了上面說的資安風險，2021 年還出現了一種全新的陷阱，

那就是：含有「%」的 Wi-Fi！有國外資安研究員發現：只要

用 iOS裝置連上名為「%p%s%s%s%s%n」的 Wi-Fi，就會強制關

閉 iPhone 的 Wi-Fi功能，如果想要重新開啟，就只能重置手

機網路的設定。為什麼會這樣呢？這主要是因為 iOS裝置的手

機系統有字串格式化漏洞（Format String Bug）的問題，當 

iOS 裝置連上名稱中含有 %s 或是 %p 的 Wi-Fi 時，會觸發

漏洞導致裝置無法正確地處理這些 Wi-Fi 名稱。當我們沒有

為程式設定好防護機制時，攻擊者就可以用這些特殊字串來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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騙程式，藉此取得手機中的資訊和控制權。 

(三) 記得下面這 3 點，Wi-Fi也能輕鬆連！ 

沒想到 Wi-Fi 的陷阱這麼多！但我如果真的需要用到的話，又

該怎麼辦呢？別擔心，只要記得下列 3 項原則，就可以避開

陷阱喔！ 

1、 關閉手機「自動加入熱點」的功能：要連 Wi-Fi前， 一

定要先確認它的安全性，所以，盡量手動篩選，不要讓手

機自己連，就可以避免連上惡意 Wi-Fi 

2、 不使用公開、安全性未知的 Wi-Fi：隨便搜到的公開 Wi-

Fi雖然方便，但卻不一定安全，應該要盡量避開。可以選

擇使用縣市政府所設置 Wi-Fi，並且在使用前注意相關隱

私條款，才能用得安心喔！ 

3、 即時更新手機作業系統軟體版本：手機軟體版本要定期進

行更新，讓系統為你修復安全性漏洞，才能用最好的狀態

防範資安陷阱 

資料來源：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 
 

反詐騙宣導 

※iPhone 用戶照過來 165 教您  

阻絕透過 iMessage 發送的詐騙簡訊※ 

4、不斷收到惱人的投資或借貸簡訊?165專線提供 4種方法給您參考 ，

透過關閉 iMessage功能 阻絕詐騙簡訊： 

1、 單則簡訊封鎖、刪除與回報 

2、 設定【不使用電子信箱接收 iMessage 】 

3、 開啟【過濾未知的寄件人】功能 



 8 

4、 關閉 iMessage 服務 

若您並無使用 iMessage進行通訊，建議可直接關閉此項功能。若您有

在使用 iMessage通訊，則可參考前 3種作法。最重要的，還是要認明

簡訊內容及詐騙話術喔! 

請勿輕信網友介紹來路不明之 高額獲利投資管道或超低利率貸款 

操作詳細圖文步驟請至內政部警政署 165反詐騙網閱讀： 

https://165.npa.gov.tw/#/article/news/510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165 反詐騙網站 

 

「臺美 21世紀貿易倡議」 
「臺美 21世紀貿易倡議」第一階段談判內容，首次將「反貪腐」納入

談判議題，屬我國貿易協定中之重要里程碑，彰顯國際社會對於「反

貪腐」日益重視，更代表「反貪腐」已成為衡量國家競爭力之重要指

標。相關資料歡迎至廉政署或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官網點閱，網址

如下： 

1、 廉政署

https://www.aac.moj.gov.tw/6398/6436/1056830/Nodelist 

2、 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

https://www.ey.gov.tw/otn/8E7CF7585049FAB6/68078a0c-8745-

49e8-bf8e-c005564107fd 

 

 

法務部矯正署桃園監獄政風室關心您 

檢舉電子信箱：typn@mail.moj.gov.tw 

檢舉專線：（03）360-2261 

FAX：（03）360-2261(傳真前請先撥電話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