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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 
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 

公務員應堅持廉潔，拒絕貪腐 
廉政檢舉專線 ： 0800-286-586 

 
 110年全國基層農漁會選舉反賄選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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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有保守秘密之義務，然會議資訊應否保密，

取決於內容有無涉及機密或敏感資訊，而在相關法令規

定繁瑣以及執行保密措施徒增作業的情況下，可能導致

公務員刻意輕忽未能落實相關保密措施，致造成機敏會

議資訊保密工作之隱憂。 

機敏會議資訊外洩所造成的損害，雖因個案不同而

有不同程度之影響，然不容置疑，機先預防絕對比事後

懲處更為重要，平時未加強保密宣導、檢查，終將使相

關人員受到洩密、刑事及民事責任之追究。是以，如何

藉由研訂保密措施、保密作為宣導、資訊安全稽核及公

務機密檢查等方式，將正確觀念落實在機關同仁日常工

作中，不僅可確保機敏會議資訊不致外洩，亦能保護機

關同仁避免遭受相關責任之追究。 

為保障人民知的權利，藉以協助人民公平利用政府

依職權所作成或取得之資訊，進而增進民眾對公共事務

之瞭解、信賴及監督，政府資訊自以公開為原則。然涉

及國家安全及利益、政策擬定、公務執行及個人隱私等，

部分機敏會議資訊的確不宜任意公開，如一旦洩漏，將

造成政府機關決策及執行困擾，損及機關或民眾權益等

負面效應，甚至影響國家安全及利益，也會損害人民對

政府機關之信賴。因此，公務員應深刻體認機敏會議資

訊維護的重要性，提高保密警覺，以維護機敏資訊的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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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中要害 小心為上」 

壹、機關遭竊情形  

先前發生於某縣市政府的竊盜案，竊賊在數月內先 

後光顧高雄、臺南、臺中、新竹、桃園及彰化等 6個縣

市政府，作案手法如出一轍，趁上班時間洽公民 眾進出

頻繁之際混入大樓內，先躲在樓梯間等隱蔽 角落，待員

工下班後，伺機至各樓層，發現若沒有 員工在內加班，

就逕行闖入，隨機打開或撬開抽屜搜刮財物。蒙受損失

的縣市政府員工大多求償無門，只能自認倒楣。 

貳、預防方式  

  各機關仍應於必要範圍內，制訂「人員進出管制

辦法 」，對於機敏資 料存放區、財產存放庫房、中央控

制 室、電腦機房、網路交換中心等，不分上下班時間，

皆應全面監控。除了由保全人員確實巡邏外，還要定期

檢視監視錄影 系統運作狀況，並維修保養及檢討拍攝角

度及位置， 強化設施安全功能，建立滴水不漏的維護措

施。維護機關安全絕非少數人責任，必頇全體同仁齊心

努 力。 

參、小叮嚀 

  維護機關安全乃全體員工共同責任，除應時時提

高警覺 ，留意身邊可疑人、事、物並確實通報處理外，

並應定 期檢查各項安全維護設備，共同發揮整體力量，

以期達 到「防患於未然，弭禍於無形」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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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廉政署檢舉專線：「0800-286-586」(0800-你爆料-我爆料)。 

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廉政專線：06-9216883 

E-mail：phcn@mail.moj.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