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辨 
 
圖利、便民及受賄、受贈 
 
              法律概念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 



前  言 

  「依法行政」是法治國家的核心價值，也是一切行政行

為，必須遵守的首要原則。公務員依法律所賦予的權力，執

行職務、為民服務，同時也擔負「廉潔」、「便民」與「效

能」的期待與要求，如何安心、放心且又大方的給予民眾便

利，不用害怕違反法令而有圖利的疑慮與擔心，是您我每位

公務員都非常關心的問題。 



圖利 便民 

● 依據法律執行公務 

● 法律範圍內給予民眾方便 

● 明知法律規範故意違反 

● 不論金額大小 

  分辨「圖利」與「便民」並不困難，公務員執行公務，

在法律範圍內，給予民眾方便，人民得到再大的好處，都是

合法便民；如果明知法律規範卻故意違反，給予民眾方便，

就算只獲得幾塊錢，還是會成立不法圖利。 

前  言 



  因此，只要公務員對法令有正確充足的

認識，並在內心常保衡量事理的一把尺，就

能在法令規定範圍內，作出妥適的決策，不

會逾越或濫用裁量權。 

  公務員依法行政、勇於任事，不僅能夠

保障自己公務生涯平安順遂，也能提升為民

服務品質，為民眾與國家盡一己之力。 



 違背職務行為受賂罪：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vs.刑法第122條 

 不違背職務行為受賂罪：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vs.刑法第121條 

 主管或監督事務圖利罪：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vs.刑法第131條 

 非主管或監督事務圖利罪：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 

→圖利罪之規定係其他貪瀆條文之普通規定 

（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584號、93年度台上字第5076號） 

法規競合與規範體系 



條文內容：  

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

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

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

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

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

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

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

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 
（對主管或監督事務，直接或間接圖利） 

法 令 介 紹 

本款是「對主管或

監督事務，直接或

間接圖利罪」，表

示行為人的圖利行

為，必須與主管或

監督事務有關。 



條文內容：  

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

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

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

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

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

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

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

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謂「主管事務」，指公務員對事務有

參與或執行的權責。 

  例如：一般承辦人員即屬之。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 
（對主管或監督事務，直接或間接圖利） 

 

所謂「監督事務」，則指雖非直接或執

行其事務，但對於承辦事務的公務員具

有監督權。 

 例如：承辦人員的科長、機關首長等直屬長官。 

實際上，如何判斷是否屬於主管或監

督事務，應依據相關法規、職務說明

書、職掌表、簽陳文件、會議紀錄等

資料 ，就具體事實個案認定。 

 ●主管事務： 

 ●監督事務： 

法 令 介 紹 



條文內容：  

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

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

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

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

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

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

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

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行為人的行為，直接讓自己或

他人獲得利益。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 
（對主管或監督事務，直接或間接圖利） 

 

 

行為人以迂迴方式，讓自己或

他人獲利。 

 

 

 
  

 ●直接圖利： 

 ●間接圖利： 

法 令 介 紹 

例如：採購承辦人要求得標廠商，必須讓其
親友在該廠商掛名領薪。 

例如：採購承辦人洩漏評選委員名單讓特定
廠商得標。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條文內容：  

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

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

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

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

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

規定，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

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

益者。  .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 
（對非主管或監督事務圖利） 本款是「非主管或監

督事務圖利罪」，表

示行為人雖然不是在

自己主管或監督的事

務上，直接行使職務

替自己或他人取得不

法利益。 

法 令 介 紹 

非自己主
管或監督
的事務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條文內容：  

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

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

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

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

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

規定，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

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

益者。  .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 
（對非主管或監督事務圖利） 仍利用自己行使職

權上的方便、機會，

或者利用自己的影

響力，影響有特定

職務的公務員，用

來替自己或他人獲

取不法利益。 

法 令 介 紹 

非自己主
管或監督
的事務 

利用行使
職權機會 

利用身分
影響力 

圖 
利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條文內容：  

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

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

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

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

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

規定，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

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

益者。  .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 
（對非主管或監督事務圖利） 

 

行為人對於該事務，有可能憑藉著

影響的機會，而藉此圖利。 

 

  

 ●利用職權機會圖利： 

 

行為人的身分，對於該事務有某種

程度的影響力，而據以圖利。 

 

 

 

 ●利用身分圖利：  

法 令 介 紹 

例如：警員受友人之託，利
用機會取出查扣之機車。 

例如：公務員某甲利用具有

受理申請A路段路權業務的身

分，對於非屬該公務員管轄

之B路段的承包工程業者，索

取獲得金錢好處。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條文內容：  

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

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

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

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

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

規定，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

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

益者。  .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 
（對非主管或監督事務圖利） 

如何判斷行為人有無利用職

權機會或身分圖不法利益，

應從客觀的角度觀察。 

法 令 介 紹 

例如： 

行為人有無憑藉身分，或

利用機會或職權，造成承

辦事務的公務員，在心理

上受到拘束的影響，行為

人因此獲得自己或他人的

不法利益 。 



要 件 解 析 

圖利罪的成立與否，可以分為兩個階段思考 

第一階段： 

身分認定 
 

第二階段： 

圖利要件認定 

係確認行為人是否為貪污
治罪條例的規範對象，也
就是行為人有無具備公務
員的身分。 

係確認行為人是否具備符
合圖利罪的成立要件，包
括：「明知故意」、「違
背法令」及「獲得好處」
等。 

兩階段的所有認定要件，都必須符合者，才會成立圖利罪。 



由條文內容顯示，圖利
罪以公務員為主要規範
對象，未具備公務員身
分，只要不與公務員成
為共犯，就沒有圖利罪
的適用。 

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規定：

「公務員犯本條例之罪者，

依本條例處斷。」 

同條例第3條亦規定：「與前

條人員共犯本條例之罪者，

亦依本條例處斷。」 

 身分認定 要 件 



刑法第10條第2項：公務員例示 

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
前段 
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
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
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 

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 
後段 
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
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
權限者。 

刑法第10條第2項第2款 
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
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
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
之公共事務者。 

1、局（處）長，副局（處）長、主任秘書、專門委
員、科長、股長、科（課）員。 

2、不包括：服務於公營事業機構、公立學校與公立
醫院人員；僅從事機械性或勞動性工作的技工或
工友。 

1、農田水利會會長及其專任職員。（依水利法及農
田水利會組織通則） 

2、各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之承辦監辦採購人員。
（依政府採購法） 

判斷標準：是否有依法令授權執行公共事務，而
公共事務係以有關公權力行使的事項為限。 

1、私立學校錄取學生、確定學籍、獎懲學生、核發
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82號） 

2、商品檢驗的委託。（依商品檢驗法） 

3、主管機關委託專業機構或人員檢查供公眾使用之
建築物。（依建築法） …

…
 

1 
身分公務員 

2 
授權公務員 

3 
委託公務員 



 圖利要件認定 

  公務員的圖利行為，除須具備公務員身分外，

亦須應符合「明知故意」、「違反法令」、「獲得

好處」等三項圖利要件，才會認定成立貪污治罪條

例第6條第1項第4款或第5款所稱的圖利罪。 

公務員 
身分 

明知
故意 

違反
法令 

獲得
好處 圖 利 

要 件 



圖利要件認定：明知故意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  

圖利罪僅處罰故意犯，不罰過失犯，只要無圖利

之故意，則不構成圖利罪。 

例如： 

機關考量是否與工程承包商解約的行政考量時，

是以「尋找工程完工對機關最有利的作法」為目

的，縱然承包商違反契約已達解約程度，但機關

權衡所有情況，認為不解約繼續督促工程進度，

為最有利機關的選擇方式，自難以認定公務員有

明知故意的圖利意圖。 

屬機關行政裁量之範圍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樣地，圖利罪亦不處罰過失犯，不能以「公務

員行為失當，使人獲得不法利益」，就推定自始

即有明知違反法令的故意。 

圖利要件認定：明知故意 

例如： 

稽查員不慎遺失舉發單，導致無法裁罰違規

民眾，業務上過失行為，可能將檢討行政責
任，但自難以認定公務員從開始就有明知故
意的圖利意圖。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從司法實務的見解，「圖利與便民」最重要的區別，

則是以「有無違背法令」為重要判斷 ，違反法令的範

圍，包含：法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

自治規則、委辦規則及其他對不特定多數人對外發生

法律效果的規定等。 

例如： 
公務員違反僅具機關內部效力的行政規則、契
約條款、採購契約要項等，則不會成立圖利罪； 

另外，公務員服務法並非此處所稱的法令，公
務員若僅違反公務員服務法，尚難認定有違反
法令。 

圖利要件認定：違背法令 



圖利要件認定：獲得好處 1.須有圖利結果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圖利罪為結果犯，亦即要有圖利的結果，才會成

立犯罪；若公務員雖有違背法令的行為，但倘無

人獲得利益，仍難以成立圖利罪。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利益」係指一切能夠足使圖利對象（本人或他

人）的財產，增加經濟價值的現實財物及其他一

切財產利益，不論有形或無形、消極或積極者，

均屬之。 

圖利要件認定：獲得好處 2.所謂不法利益 

例如：免除債務、提供擔保、
授予權位、招待宴飲或性招待
等。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且不限於提供時，已經確定的利益，其他將來會

發生的利益、附條件的利益等，均屬之。但無論

是否為財產上利益，均應以「可轉換為財產上的

利益，並可計算其數額者」為限。 

圖利要件認定：獲得好處 2.所謂不法利益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

_ _ _ _ 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圖利罪的成立，代表行為人明知故意違反法令，

讓自己或他人有獲得具體不法利益的結果。 

相對地，從「便民」的角度審視，「便民」就是公

務員依法行事。 

 

圖利要件認定：獲得好處 3.所謂圖利行為 

試舉下列「便民與圖利」情形， 
說明兩者的差異： 



圖利要件認定：獲得好處 3.所謂圖利行為 

  便民與圖利：例1  

協助合乎法律程序規定的當事人，就
採購文件或資料答覆查詢、提供閱覽
或製給影本，就是便民。 

若與特定業者勾串，在不符合法律規定情形
下，洩漏、提供、交付應保密的採購文件或
資料，就是圖利。 

資料來源：參考法務部陳政務次長明堂「圖利、便民與行政裁量」簡報檔 



圖利要件認定：獲得好處 3.所謂圖利行為 

  便民與圖利：例2  

工程施作階段，協助廠商排除施
工困難，就是便民。 

若估驗計價故意超估市價或尚未竣工卻通過竣
工報告，就是圖利。 



圖利要件認定：獲得好處 3.所謂圖利行為 

  便民與圖利：例3  

承辦採購案件，協助廠商依政府採購
法退還押標金或保證金，就是便民。 

若如符合應沒收押標金，或不得退還保證金的
情形，卻因廠商的請託而退還，就是圖利。 

資料來源：參考法務部陳政務次長明堂「圖利、便民與行政裁量」簡報檔 



圖利要件認定：獲得好處 3.所謂圖利行為 

  便民與圖利：例4  

徵收工程用地時，協助地主地上物
補償費的請領程序，就是便民。 

若超估或虛估補償費用，就可能會是 
圖利。 



圖利要件認定：獲得好處 3.所謂圖利行為 

  便民與圖利：例5  

賑災時，協助災民勘查鑑定災害
的受損程度，並迅速發放救助款
項，就是便民。 

若不符合災害補助標準卻予救助，就是圖利。 



法 律 效 果 

•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及第5款，前於98年4月22

日修正公布，法定刑部分並無改變，仍是 

違背法令 
(概括規定) 

細緻化 

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

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

治規則或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

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

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 

• 差異在於 

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 



圖利犯罪最常見之方式 

1. 未依招標規定程序，違法決標。 

2. 洩漏底價、便利廠商得標。 

3. 高價購買，圖利廠商。 

4. 對工程進度未切實查驗。 

5. 明知不合規定或偷工減料，違法仍予

驗收或准予報銷。 

6. 對於不合規定之申請案，違法准許。 

7. 未依規定違法補助。 

資料來源：參考法務部陳政務次長明堂「圖利、便民與行政裁量」簡報檔 



圖利犯罪最常見之方式 

8.   未依規定減免相關稅捐。 

9.   高估或虛估補償。 

10. 違法指定建築線。 

11. 以不實之鑑價報告為鑑價標準，    

 俾便超額貸款。 

12. 以分割產權或人頭戶之方式，規 

 避放款額度。 

13. 曲解法令，曲予迴護週全。 

14. 違法行使行政裁量權。 

資料來源：參考法務部廉政署前洪副署長培根「圖利與便民」簡報檔 



                  類型 

要件 
圖利 便民 

行為人 
是否明知故意 

有明知故意 無明知故意 

行為人 
是否違反法令 

違反法令 不違反法令 

是否獲得好處 不法利益 合法利益 



行政裁量係指公務員執行行政事務，基於法律之授權，在
適用法規時，本於行政目的，於數種可能的法律效果中，
本於專業知識、公益考量，自行選擇一適當處分為之。 

 

裁量權之行使，不能違背法令授權目的或逾越授權範圍，
或違背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等一般法律原則，否則即屬違
法。 

 

公務員於行使行政裁量時，其裁量如與上述原則有違背，
例如逾越裁量、裁量怠惰或裁量濫用，均構成裁量權行使
之瑕疵，倘主觀上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則符合明知違背
法律等之要件。  

 

資料來源：參考法務部陳政務次長明堂「圖利、便民與行政裁量」簡報檔 



越權裁量 
 

未在裁量規定
範圍內選擇法
律效果或作為 

裁量怠惰 
 

應行使而未行
使裁量權 

 

濫權裁量 
 

未依照「授權
裁量目的」而
為之 

裁量瑕疵 

行 政 裁 量 

資料來源：參考法務部陳政務次長明堂「圖利、便民與行政裁量」簡報檔 



便 民 之 內 涵 

「廉潔」、「便民」與「效能」是全民對公務員要求的目標 

  政府施政在講求給付、福利行政，且兼顧行政效率

與服務品質提昇之理念下，授權各級政府機關給予人民

利益之行政措施極多，各公務員承辦公務之種類、性質

均不相同，所依據之法令當然各有所異，然多與民眾權

益息息相關。 

   

       以往公務員在職務上給予人民利益之一切行為，均

可能被質疑涉嫌圖利，致法規命令、行政規則、職權命

令在適用上稍有不慎，極可能罰及無辜，並打擊公務人

員的士氣，尤其易使公務員行使行政裁量權時，畏事推

諉，有悖「興利服務」之公職責任。 

 .   

 資料來源：參考法務部廉政署前洪副署長培根「圖利與便民」簡報檔 



便 民 之 內 涵 

依法行政乃便民之前提 

  便民之目的係為公眾謀利，且對於每一民眾、

每一個案均一視同仁等同處理；便民服務行為係指

公務員從事行政事務，均依法律規定、行政規章要

求或長官職務上合法命令而為，在法令許可之範圍

內給予人民之利益與好處。 

   

       換言之，便民之前提必須是依法行政，即公務

員於執行職務中，在法令容許範圍內所為便民的行

為，亦即公務員在處理公務行為時，主觀上並無使

第三人圖得不法利益之意思，且其行為結果使他人

得到之利益為合法利益。 .   

資料來源：參考法務部廉政署前洪副署長培根「圖利與便民」簡報檔 



便 民 之 種 類 

行政流程 
簡化 

工作時程 
縮短 

作業流程 
透明 

例如，行政機關為簡化人民申領補償費發放流程，提供

各項申請表單（包括申請書、委託書、切結書、保證書

等），並請各地政事務所、委託代發銀行，配合業主需

求隨到隨辦，俾使各項補償費均能順利發放，達成工作

進度。 

例如，地政事務所設置「單一窗口謄本服務區」及地籍

資料電腦化作業，提供民眾隨到隨辦、單一收件窗口之

全程服務，並縮短民眾申請謄本時間，提昇行政效率。 

例如，關稅機關之通關作業流程及海關處理情形，進口

貨物進儲、收單、驗貨、分估、銷艙、徵稅、放行、提

貨，以及出口貨物進倉、收單、驗估、放行、銷艙等流

程，廠商及業者可透過「海運通關資料庫」及「空運通

關資料庫」上網查詢，以加速通關並提昇服務品質。 

資料來源：參考法務部廉政署前洪副署長培根「圖利與便民」簡報檔 



二階段、四要件、缺一不可、16字箴言 

公務人員、明知故意、違反法令、獲得好處 



確認是否符合下列圖利罪之成立要件 

公務人員 
（刑法第10條第2項） 

明知故意 違反法令 獲得好處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1項第4款、第5款 



貪污治罪條例所稱受賄罪ＶＳ 

廉政倫理規範所稱受贈財物 

兩者區分：行賄意圖與對價關係 

 

法律位階：刑事法律vs行政規則 

 

法律效果：刑事處罰vs行政處罰 









關心？ 

關說？ 

關切？ 

表達注意、關懷 

單純反映民意 

有疏通之意，會造成公務員壓力 

公務員被長官、當事人或民代等… 



請託關說-常見態樣 

親友拜託或機關同事免費進入收費場所 

民代或長官要求廠商對業者為較有利之行政決定或優惠 

民代要求機關增加特定對象之補助經費、或關說某裁罰案件 

部屬為升遷或考績找民代施壓長官。 

民代或長官要求廠商對業者為較有利之行政決定或優惠 

民代要求機關增加補助經費 

部屬為升遷或考績找民代施壓長官 



請託關說-處理程序  

 

判斷該事項之決定
是否致有違法或不
當而影響特定權利
義務之虞 

3日內簽報長官並知
會政風機構 

是 

請政風機構協助 
無法判斷 



廠商贈送物品給公務員是… 
公務禮儀？ 

賄賂意圖？ 

一般社交？ 







公務員違反彰化縣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
範經查證屬實者，依相關規定懲處 
 
 

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違規懲處  如公務人員考績法、公務人
員考績法施行細則授權訂定
之懲處標準、公務員懲戒法
（常任文官） 
如陸海空軍懲罰法（軍職人
員） 

4
2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