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務部矯正署 112 年度「廉政風險案例－防貪指引」1 

風險態樣 

違背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與不正利益 

案例故事 

收容人甲為某公司之總裁，犯詐欺案羈押於 A監所，收容人

甲為於監所期間生活舒適，及便利與外界聯繫，某日與舍房管理

員乙互動閒談時，主動向管理員乙表示，可經由其友人丙協助代

購高價位安全帽 2頂、手機 2隻，管理員乙表示同意，待收受高

價位安全帽、手機後，欲付錢，但收容人甲表示不用支付，管理

員乙竟貪圖利益未付錢。之後，收容人甲主動向管理員乙表示有

急事須向公司員工聯絡，請管理員乙幫忙將違禁物錄音筆帶入、

帶出監所並交予該公司員工，並以此約定，完事後將付給管理員

乙金錢，管理員乙礙於先前已收受安全帽、手機，不好拒絕，其

後多次協助收容人甲夾帶違禁物錄音筆出入監獄舍房，傳遞訊

息，並收受 22 次金錢計 131 萬 2,000 元。 

責任檢討 

一、刑事責任：管理員乙涉犯貪污治罪條例違背職務上之行為收

受不正利益罪嫌，業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 112 年

5 月 8 日偵查終結提起公訴。 

二、行政責任：法務部於 112 年 8月 21 日召開考績委員會審議，

於 112 年 9月 6日管理員乙將移付懲戒並依職權先行停職。 

潛因分析 

一、依據羈押法相關法令規範，在押被告之通訊自由於監所內受

限制，致意圖不法之收容人為追求通信之時效性及隱密性，

嗣機行賄管理人員協助傳遞訊息。 

二、矯正機關為「人管人」之特殊行政機關，管理員負責管理場

舍，業務職掌為收容人日常生活管理、行狀考核與督導作業



課程等，與收容人多有接觸。於此環境中，若有適應不良或

別有企圖之收容人，以不正利益誘惑、請託管理員以達其目

的，倘管理員觀念偏差、心存僥倖或需款孔急，極易利令智

昏，受託協助夾帶違禁品進入戒護區，衍生貪瀆情事。 

因應之道 

一、落實進出戒護區安全檢查：依據本署暨所屬矯正機關「強化

紀律及戒護管理效能實施計畫」之「淨化戒護區，杜絕違禁

物品」規定，落實戒護區各類處所、人員、物品及車輛等進

出之安全檢查。 

二、強化員工平時考核與查察：依據本署暨所屬矯正機關「強化

紀律及戒護管理效能實施計畫」，強化對員工平時生活、操

守及服務情形考核，發現異常，立即反映處理。 

三、落實職務輪調機制：依據法務部及所屬機關職務遷調實施要

點第 8 點規定，對擔任同一職務工作達二年以上者，即進行

工作評核，並適時職務輪派調動。鑑於各機關場舍主管人員

職掌收容人生活處遇與管理事項等業務，為防止日久生弊，

應依規落實職務輪調。 

四、適時啟動場舍突檢：戒護科每月定期或不定期突擊檢查場舍、

列管及特殊受刑人之舍房，以收嚇阻違法效果；亦得以抽檢

方式督導檢查人員確依規執行，並獎勵認真執行之同仁，以

收落實檢查之效果。 

 



法務部矯正署 112 年度「廉政風險案例－防貪指引」2 

風險態樣 

傳遞違禁品與收容人，違反主管事務涉嫌圖利 

案例故事 

A 監所之舍房管理員甲，負責監管收容人、巡視舍房等業務，管

理員甲因聽聞具幫派背景之收容人乙曾於其他舍房有違反監所

管理規定之情形，爰與收容人乙以閒聊之方式，規勸應遵守監所

管理規定，談話結束時，收容人乙向管理員甲索要香菸，管理員

甲為建立良好管理關係，一時失慮給予香菸，其後收容人乙向其

索要香菸，管理員甲不敢拒絕，陸續藉由舍房瞻視孔交付之方式

給予收容人乙 12 支香菸(價值新臺幣 60 元)。 

責任檢討 

一、刑事責任：管理員甲涉犯貪污治罪條例對主管事務圖利罪嫌

，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於 112年 10 月 25日判處有期徒刑

8月，褫奪公權 1 年，緩刑 2年。 

二、行政責任：A監所於 111 年第 2次考績暨甄審委員會，議處

管理員甲 1大過。 

潛因分析 

一、部分管理員因循陋習，利用收容人幹部管理收容人，對收容

人幹部的違規行為消極不處理，以求囚情穩定；收容人亦向

管理員套交情，以求獲得特殊待遇，致特定收容人難以管教

，而其他收容人認為管理不公。 

二、部分管理員法紀觀念薄弱，心存僥倖或疏於注意，為達安定

囚情之目的，提供收容人香菸等違禁品，其價值不高，誤認

違規情節輕微，致涉犯貪瀆重罪。 

因應之道 



一、強化員工平時考核與查察：依據本署暨所屬矯正機關「強化

紀律及戒護管理效能實施計畫」，強化對員工平時生活、操

守及服務情形考核，發現異常，立即反映處理。 

二、適時督導同仁執勤情形：戒護科定期或不定期以督導方式，

確認戒護人員執勤情形，適時提示、導正違常之執勤情形，

並勉勵應依規落實勤務。 

三、強化法紀宣導：監所戒護科得於勤教時間宣導近期發生之勤

務違失案例，提醒同仁值勤注意事項，並安排在職人員定期

接受職務專精訓練，更新法規知識與勤務技巧，增進專業職

能。 

 



法務部矯正署 112 年度「廉政風險案例－防貪指引」3 

風險態樣 

戒護受刑人外醫勤務管理鬆懈，致其趁隙脫逃 

案例故事 

A 監所受刑人甲於戒護外醫住院期間，向管理員乙稱其頻尿，需

常上廁所，管理員乙為圖方便，免頻繁解開、重上戒具，遂同意

為受刑人甲解開手梏，其後管理員乙因支援其他病房勤務離去，

然未予重上戒具，帶隊官丙亦未調派其他人員至該病房戒護，雖

管理員丁以監視設備輔助戒護該病房，惟管理員丁未確實查看監

視畫面，致未發現受刑人甲未上手梏及嘗試以鐵線解開腳鐐等異

常情形，直至受刑人甲脫逃 20 分鐘後，經護理人員通報，始驚

覺受刑人甲業已脫逃，然帶隊官丙卻未即時通勤務中心，自行搜

尋醫院周圍近 50 分鐘未果，俟 A 監勤務中心詢問囚情狀況，才

告知上情。 

責任檢討 

一、刑事責任：管理員乙、丁及帶隊官丙涉犯刑法過失致人犯脫

逃罪嫌，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於 112 年 4 月 12 日判決各

處有期徒刑 3月，得易科罰金，緩刑 2年。 

二、行政責任：A 監所於 111 年第 10 次考績暨甄審委員會，議

處管理員乙記過 2次，管理員丁記過 1次，及帶隊官丙申誡

1次。 

潛因分析 

一、本案發生於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醫院收回戒護病房作為新冠

肺炎病房使用，僅開設臨時病房供戒護外醫使用，又 A監所

未能及時建戒護病房安全措施，且戒護外醫勤務點發散、繁

重，戒護警力不敷調度。 



二、帶隊官獲悉發生脫逃事故後，未立即回報勤務中心，致使延

誤通報期程，錯失緝捕時機。 

三、戒護人員歷次安全檢查，均未檢出受刑人 A為解開腳鐐所藏

匿之鐵線；又戒護人員僅因受刑人 A佯稱頻尿，竟解開手梏

後便未再上鎖，且未交接，復戒護人員以監視器輔助戒護，

又未確實監看受刑人狀況，致未能即時發現受刑人 A脫逃，

顯未落實安全檢查、戒具使用及眼同戒護等規定。 

因應之道 

一、強化病房戒護安全措施：增加監視設備輔助戒護，並於護理

站增設勤務檢查點，以監控病房出入口，若有臨時勤務需求，

由勤務中心增派人力支援，防範受刑人趁戒護警力薄弱期間

脫逃。 

二、落實通報掌握囚情：戒護人員遇有特殊情況，應立即通報勤

務中心，勤務中心及督勤人員應掌握通報時效，儘速回報重

要資訊；另應建立脫逃通報機制，完善通報公文範本等資料，

以提升通報時效。 

三、落實收容人戒護管理及檢查：依據本署暨所屬矯正機關「強

化紀律及戒護管理效能實施計畫」，戒護外醫(住院)期間，

應落實戒送保密、眼同戒護、戒具使用查核機制及檢身工作

等規定，以防杜收容人脫逃之風險。 

 



法務部矯正署 112 年度「廉政風險案例－防貪指引」4 

風險態樣 

審核外役監受刑人遴選資料涉登載不實 

案例故事 

受刑人甲於 A監所服刑期間，多次報名參加外役監遴選，獲選前

次審查作業係由調查分類科科員乙辦理，查受刑人甲有施用毒品

並勒戒之紀錄，爰於審查基準表「再犯風險―1.曾有施用、持有、

轉讓、製造、運輸或販賣毒品紀錄」項目勾選「有」，並經時任

調查員及調查科科長複核後，交由總務科名籍股主任管理員丙彙

整。獲選當次審查作業改由新業務承辦人調查員丁辦理，丁初次

辦理該項業務，經驗不足，僅以獄政管理系統所記載之「犯次」

為判斷前揭再犯風險項目之標準，因系統上登載甲為「初犯」，

誤認受刑人甲未曾施用毒品，而於前揭再犯風險項目審查欄位勾

選「無」，復經主任管理員丙彙整後，察覺甲之遴選資格存疑，

僅於表件上記載觀勒之文字後，登載於獄政管理系統，未依規定

陳報本署，致使受刑人得分有誤，獲選移入外役監獄服刑。 

責任檢討 

一、刑事責任：本案疑涉及刑法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法務部廉

政署已立案偵辦。 

二、行政責任：A監所於 112 年 8 月甄審暨考績委員會，議處總

務科主任管理員丙、調查分類科調查員丁各申誡 2次，及調

查分類科長申誡 1次。 

潛因分析 

本案起因調查分類科調查員初次辦理外役監遴選審查作業，不熟

悉業務致審查結果有誤，又督導之主管亦未察覺該錯誤，且總務

科名籍股承辦人員明知審查結果有疑義，卻消極不作為，未依規



報請上級機關處理，致受刑人獲遴選至外役監獄服刑。 

因應之道 

一、單位主管落實複核：依據外役監條例、外役監受刑人遴選實

施辦法等規範意旨，機關應善盡審核遴選資料之義務。為避

免審查疏漏，請各審核項目權管單位與彙整單位承辦人應將

審查判斷相關資料，併附陳核，俾單位主管複核確認內容，

以利即時修正，防杜錯誤。 

二、查對前、後次申請資料：若受刑人非初次報名參加外役監遴

選作業，承辦人應確認前次審查資料，勾稽比對，防止審核

人員判斷標準不一或疏漏，致審核結果違誤或不公。 

三、增修獄政管理資訊系統功能：本署已規劃增修獄政管理資訊

系統有關外役監受刑人遴選業務之功能，將依據外役監條例

不得遴選之情形及資料庫內容，由系統初步判斷結果，輔助

承辦人執行業務。 

四、建立職期輪調與代理制度：為順利辦理外役監受刑人遴選作

業，除落實職期輪調，防止久任一職滋生弊端外，並應建立

代理制度，使職務代理人藉實質代理業務，逐步熟稔業務辦

理方式與細節，俾職期輪調時能夠順利交接業務。 

 



法務部矯正署 112 年度「廉政風險案例－防貪指引」5 

風險態樣 

業務侵占 

案例故事 

甲自 80 年即擔任 A 監所合作社之會計人員，復於 106 年 7 月起

轉任 A 監合作社出納人員，負責收取合作社門市現金、支付廠商

價款及把結餘現金存入合作社帳戶等業務，又甲於 109 年至 110

年間，因貪圖鉅款，未將自合作社門市收取之現金存入合作社帳

戶，逕自據為己有，侵占金額計新臺幣 293 萬 7,618 元。 

責任檢討 

刑事責任：出納甲涉犯刑法業務侵占罪嫌，於法院審理過程中，

出納甲因坦承犯罪，繳回犯罪所得，並與 A監所和解，業經臺灣

臺南地方法院於 112 年 3 月 10 日判處有期徒刑 11 月，緩刑 3

年。 

潛因分析 

一、矯正機關合作社之兼任職務，如理事、監事、經理與會計等

，常因年度改選或人員調離該機關等因素頻繁異動，任職期

間多為 1年或更短，致兼任人員業務交接及嫻熟度不佳。 

二、依據合作社法第 39 條規定，合作社監事職權包含監查合作

社之財產狀況等，惟實務上兼任監事人員多不具會計專業知

識，內部查帳作業流於形式。 

三、本案 108 年至 110 年間，合作社出納未製作差額解釋表，致

無法核對合作社帳目與銀行帳目餘額之差異，長期缺乏帳務

複核機制。 

四、該監所合作社出納平日除收取門市現金外，亦負責支付廠商

款項，常混用收入款項及支出款項，衍生違失不法風險。 



因應之道 

一、鼓勵具會計專業知識之同仁兼任合作社監事職務：合作社每

年度理、監事改選前，宣導社員知悉理、監事之職掌事務，

鼓勵具會計、財務等專業知識之同仁擔任監事職務，以健全

合作社財務內控機制。 

二、增加合作社內部文書流程，強化查核機制：參照出納管理手

冊增訂各類帳務文書處理流程，如設置現金出納備查簿、每

月差額解釋表等，以落實內部查核作業，減少各類收支爭議

，強化合作社財務控管機制。 

三、調整合作社現金收支方式，避免收支混用情形：為防杜收支

款項混用，致難以控管、釐清之情形，合作社應參考公務機

關收支作業方式，即門市收入之現金應辦理入庫作業，支出

款項應經合作社會計開立傳票後，再行以匯款方式支付，建

立分權分責之帳務流程，防範違失不法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