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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廉政細工專案風險(或弊端)態樣及其因應之道 

環保(稽查)篇 

類型一、環保局技士利用稽查權勢藉端藉勢勒索財物 

項次 標題 說            明 

1 類型 環保局技士利用稽查權勢藉端藉勢勒索

財物案。 

2 案情概述 甲為 A環境保護局技士，因積欠債務亟

需償還，竟利用其本身曾擔任環保局稽

查員，熟知環保稽查流程及民間業者懼

怕稽查人員製單舉發之心態，萌生藉

勢、藉端向業者勒索財物犯意，於某日

駕駛 A環保局公務車至 B企業有限公

司，向該公司員工及負責人稱該公司有

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情形，開立稽查紀

錄表後，甲於同日要求該公司負責人至

A環保局辦公室樓下交涉上開違反空氣

污染事宜，並憑藉其稽查員之權勢，向

該公司負責人恫稱需款 2萬元疏通違反

空污之事，否則該公司將被舉發違反空



氣污染防制法而遭裁罰，且於會面後數

度致電向該公司負責人催促施壓，致該

公司負責人心生畏懼而於翌日通知甲至

該公司取款，甲即駕駛環保局公務車前

往該公司收取現金 2萬元。 

3 風險評估 (1) 公務員熟捻環保稽查業務並以此製

造事端，再加以利用制度上的缺失

謀取不法利益。 

(2) 公務員財務狀況欠佳，本身生活狀

況即屬高廉政風險人員。 

4 防治措施 (1) 外勤業務以隨機分派且兩人以上結

伴同行為原則，並須領有派車單方

可使用公務車，降低勾串及公器私

用之可能。 

(2) 稽查紀錄表以相對應之流水號編碼

控管，且開立當下以電子化(無紙

化)立案紀錄，須有相關權限方可

異動。 

(3) 定期召開轄區小組會議，討論業務



執行面所遭遇之問題，並對同仁工

作及生活面向予以關心，協助排除

其所遭遇之困難。 

5 參考法令 (1) 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2款

所指藉端或藉勢勒索罪。 

  



類型二、環保局技士違背職務收受賄賂 

項次 標題 說            明 

1 類型 環保局技士違背職務收受賄賂案。 

2 案情概述 甲為 A環境保護局技士，負責審核事業

排放廢（污）水許可證之申請、辦理各

項水污染專案稽查及稽查事業之廢污水

排放等業務。乙為 B環保公司負責人，

受工廠委託向環保局申辦各項污染防治

措施許可證，並經營買賣污染防治設

備、仲介污染防治設備代操作業者予工

廠。甲明知 A環保局執行專案稽查之事

業名單、具體時間與項目係應保密之事

項，卻以每家 1萬元之代價，將事業名

單、稽查時間以電子郵件或 line方式

洩漏予乙，致乙能先行通知相關受稽查

工廠以預先加灌清水、減量生產或改變

製程等方式通過檢驗。 

3 風險評估 (1) 公務員久任一職熟諳業務且與廠商

過從甚密，洩漏職務上應保守之秘



密換取不法利益。 

(2) 稽查案件的具體資訊未為妥善保密

措施，致使有心人士加以利用。 

4 防治措施 (1) 相當期間進行職務輪調或轄區轉

換，避免因久任一職與特定廠商長

期接觸肇生賄賂或圖利情事。 

(2) 落實平時考核機制，對於有明顯風

紀異常狀況之情形，應簽報首長並

送交政風室知悉。 

(3) 稽查前以系統篩選符合稽查條件之

廠商並隨機分派人員立即前往，縮

短訂定稽查名單與現地稽查間之等

待期間，減少通報廠商預作準備之

可能。 

5 參考法令 (1) 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5款

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2) 刑法第 132條第 1項之洩漏國防以

外秘密罪。 

  



類型三、環保局技士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 

項次 標題 說            明 

1 類型 環保局技士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

案。 

2 案情概述 甲為 A環境保護局技士，負責職務內容

為掩埋場相關工程、進場管理及行政督

導業務、沼氣發電計畫等。B公司與 A

環保局簽訂有○○掩埋場沼氣污染防治

技術工作契約書，依上開契約 A有與 B

公司就○○掩埋場工作協商解決等配合

義務，甲即為彼此公文往返之承辦人。

甲基於對於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之犯

意，向 B公司之專案經理乙要求提供行

動電話、門號供其使用並代為支付電信

費。B公司為避免因甲所執掌之公文簽

呈往返延宕而致工程延誤遭受損失，遂

由乙交付行動電話 1支供甲使用，並由

B公司支付該門號電信費用。甲又本於

同一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之同一犯意，



要求 B公司之乙按月支付 3,000元，由

甲提供單據，交由乙向 B公司以餐費項

目核銷後，再由乙將 B公司核給之款項

轉交甲，甲前後含手機共收取 58,927

元。 

3 風險評估 (1) 公務員對其職掌事務，藉以向廠商

索求非關業務遂行之不法利益。 

(2) 業務上往來廠商對於相關檢舉機制

的無感或避免麻煩，造成求助無門

的窘境。 

4 防治措施 (1) 業務推行所為之請求或文件往返，

應有電話紀錄或便簽等書面為憑，

並提供廠商第二承辦資訊作為查詢

釋疑管道，避免承辦人員濫權索

賄。 

(2) 宣導公文簽辦應以最速件之處理態

度，建立加速作業程序為簽辦業務

所應奉行之原則。 

(3) 對業務往來廠商進行廉政教育訓



練，說明索賄情形之應對方式並通

報政風室處置，建構廉政防護網

絡。 

5 參考法令 (1) 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3款

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罪。 

  



類型四、清潔隊員將資源回收物變賣所得，並占為己有 

項次 標題 說            明 

1 類型 清潔隊員將資源回收物變賣所得，並占

為己有案。 

2 案情概述 甲為 A區清潔隊員，某日和同事到隊上

資源回收物暫置場載運廢鐵 1,027公斤

及報廢電視 3台，未按照規定將這批回

收廢棄物過磅，也沒有填寫清潔隊員工

值日夜記事簿就直接離開。之後甲將這

批廢棄物變賣給民間業者，收到新臺幣

1萬 1,024元。甲回到區隊後，本來應

該將這筆公款交給業務承辦人入帳，上

繳給環保局的專款帳戶，但甲卻心生貪

念，將變賣所得款項占為己有。 

3 風險評估 (1) 勤務執行面相關督導機制不全或未

具體落實，造成人員便宜行事的作

業態度，勤務上作為缺乏透明度。 

(2) 清潔隊員未依照標準作業流程作業

且利用其職務上之機會侵占經手公



款。 

4 防治措施 (1) 落實相關作業流程之督導，對於經

過磅之載運車輛方予以放行，並設

立專責人員查核值班紀錄或工作日

誌。 

(2) 處置回收物所得之款項改以匯款方

式進入公庫，減少經手公款之機會

以降低貪瀆可能。 

5 參考法令 (1) 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1款

侵占公有財物罪。 

  



類型五、清潔隊員違法清運事業廢棄物，衍生收賄情事 

項次 標題 說            明 

1 類型 清潔隊員違法清運事業廢棄物，衍生收

賄情事案。 

2 案情概述 甲為清潔隊員，平常擔任清運婚喪喜慶

垃圾廢棄物工作，有一天巧遇舊識乙，

乙表示他的裝潢公司有一些廢木材、廢

板模需要清運。甲明知裝潢公司修繕之

廢棄物應自行委託清理，非由清潔隊負

責清運，卻未經報備隊長和班長，即擅

自駕駛隊部內的抓斗車幫乙清運廢棄

物，清完以後乙偷偷的塞了 2,000元給

甲，希望以後還可以像這樣幫他清除垃

圾，甲雖然覺得不妥，但還是收下了

2,000元。 

甲收受乙 2,000元金錢的行為，已涉犯

「貪污治罪條例」的違背職務收賄罪，

最後甲被記申誡 1次並調離現職。 

3 風險評估 (1) 清潔隊員受人情壓力而為非其職務



權責之事並因此得利。 

(2) 公務機具使用管理制度鬆散或流於

形式，未能有效控管機具挪做私用

情形。 

4 防治措施 (1) 加強內部員工法治教育訓練，建構

正確工作觀念及廉政知能，降低誤

觸法網之可能。 

(2) 不單獨執行職務，如遇有人情方面

之請託之時改由同仁出面回絕，減

少人情所致生之心理壓力，以維職

務執行之公正。 

(3) 公務機具之使用需經過相關層級核

可，並確實執行公務機具之使用控

管與制度之落實。 

5 參考法令 (1) 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5款

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第 11條第 1

項對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交付賄賂

罪。 

  



類型六、清潔隊員藉由判斷是否為事業廢棄物而得拒收之

際收受賄賂 

項次 標題 說            明 

1 類型 清潔隊員藉由判斷是否為事業廢棄物而

得拒收之際收受賄賂案。 

2 案情概述 甲、乙、丙、丁 4人為某區清潔隊隊

員，甲、乙為清潔車司機，丙、丁為隨

車人員，渠等負責收取垃圾之區域內小

型工廠林立，故除家戶產生之一般廢棄

物外，亦產生事業廢棄物，收取垃圾時

須現場認定是否為事業廢棄物而決定是

否拒收。當地廠商為恐清潔隊將所產生

一般廢棄物認定為事業廢棄物，藉此刁

難拒收，或貪圖不用等候垃圾車節省時

間便利，遂基於行賄之意思按月支付款

項予甲、乙、丙、丁 4人，渠等 4人亦

基於職務上行為要求賄賂之概括犯意而

收受款項再平分花用。 

本案經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甲、乙、丙、丁 4人各被判處 2年至 5

年不等之有期徒刑。 

3 風險評估 (1) 對於是否屬事業廢棄物而得拒收之

裁量權遭濫用，無相關複查檢核機

制對勤務執行情形予以考核。 

(2) 法紀觀念薄弱未能把持公務員應廉

潔之義務，並以共犯態樣共同違背

不得收賄之義務。 

4 防治措施 (1) 不定期派員跟車隨機抽查，藉由抽

檢方式對於特定區域收取之垃圾進

行控管，督促隊員本於職責執行職

務。 

(2) 舉辦廉政講習教育訓練，破除集體

行為非犯罪之迷思，提升同仁法治

觀念以恪守行為分際。 

5 參考法令 (1) 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3款

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