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政府廉政防貪指引-滾動深化廉政細工環保篇 

 

本府環境保護局負責公共環境衛生業務之改善措施，包含公害糾紛

處理、公害陳情案件及一般稽查、取締告發等均涉及並影響民眾權

益，為讓本府公務員本於職權勇於任事，依法受保障，並保護民眾

權益與福祉，本府政風處督同該局透過廉政防貪指引作業，與專家

共同協助機關，持續精進深化防貪作為，茲將環境保護局稽查檢驗

執行業務相關弊端類型、問題風險評估及因應之道說明如下︰ 

 

案例類型 

案例編號：1090201 

案例名稱：稽查人員洩漏稽查訊息，收受賄賂 

案例說明： 

甲為某環保局稽查組長，乙為清潔隊員，○○公司未依法領有廢棄

物清除機構許可證，公務員甲原應予稽查、裁處，卻將預定之稽查

之日期、時間、地點等消息通知乙，再由清潔隊員乙洩漏予○○公

司，使業者預作規避稽查準備，於預定之稽查日期僅將一般廢棄物

放置乙所駕駛之清潔車交付清除，避免遭稽查並裁處罰鍰，待非稽

查日期始將所收取之事業廢棄物夾雜於一般廢棄物置於乙所駕駛之

清潔車輛，清運至焚化廠處理，○○公司則按月固定交付 1萬元作

為委託清除之對價，期間長達一年。 

甲為稽查組長，負有廢棄物稽查執行職務，明知如將稽查訊息洩漏

與業者，即會失去稽查之目的及實效，仍告知乙轉知業者，規避稽

查，乙明知廢棄物清除業者所交付之一般廢棄物中夾雜事業廢棄

物，卻未拒絕而將夾雜一般事業廢棄物之垃圾運至焚化廠處理，兩

人已觸犯貪污治罪條例違背職務收賄罪及刑法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

罪。 

 

 

 



案例編號：1090202 

案例名稱：重複檢測調整檢測數值至合格 

案例說明： 

甲為某工業區服務中心主任，乙為該中心約聘之環保組水質檢驗技

術員，負責污水檢測業務，○○公司係設於該工業區之廠商，其生

產過程中所產生之廢污水，經檢測之結果顯示 COD數值為

700mg/L，超過標準值 600 mg/L，甲為業務主管，向檢測人員乙詢

問該公司水質檢測結果，得知高於標準值後要求乙將數值調整至

600 mg/L以下，以符合標準。 

乙雖知悉主管之指示並不合法，然因畏懼不從可能導致工作不保，

遂違反採樣作業指引之「重鉻酸鉀洄流法」，未均勻搖晃水質樣品即

對樣品為 2次檢驗，經驗出 COD數值為 596mg/L及 601mg/L，再將

數值之平均值 599mg/L記載於水質資料卡及採樣分析紀錄表上，令

○○公司得以檢測合格，免繳違規使用費 2557元。 

 

案例編號：1090203 

案例名稱：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案 

案例說明： 

甲於某環保局稽查科擔任稽查員職務，於接獲電話陳情前往○○工

廠稽查後，認為該工廠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 14條第 1項之規定，乃

依法告發，該公司負責人乙詢問甲稽查案件之裁處進度，甲遂約該

負責人乙在外會面，出示裁處小組處以罰鍰及命公司全部停工之內

部公文，稱本案是否要陳核及裁罰，全由其決定，需 10萬元打點內

部主管及 20萬取得許可文件，使工廠作業合法化，該負責人乙誤認

甲有辦法幫忙處理，同意交付 30萬，甲稱須先收 15萬元打點主管

及許可文件，乙即先提領 9萬元交付，並相約翌日交付 6萬元。乙

回工廠後經查詢知悉找環保顧問公司代辦，價格為 2萬元以內，於

翌日與甲相約見面時，甲又稱該局已作出停工及裁罰 79萬 2千元之

處分，其尚未陳核，倘若甲願意交付 15 萬元尾款，該稽查案件則

可免予裁罰及停工。乙因未攜帶現金致無法交付，嗣乙撥打電話至



該環保局與甲之主管談話後，知悉甲所言均非實在。本案經臺灣高

等法院判決甲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2款，處有期徒刑 7

年 6月，褫奪公權 3年。 

 

案例編號：1090204 

案例名稱：利用業者申請增設再利用許可機會勒索財物案 

案例說明： 

甲為某環保局雇員，負責環境影響評估案件之現場督察，知悉○○

公司負責人乙欲申請將土資場變更為具再利用資格之再利用機構，

竟請求不知情之科長陪同前往該土資場進行稽查，而藉其稽查之

勢，向負責人乙稱如不透過其聘請專業顧問公司，除上開申請案不

可能通過外，該公司遭拍照之收容土石方涉有夾雜營建廢棄物，亦

會遭遇許多稽查及申設上之麻煩，而向負責人乙強索撰寫計畫書代

價新台幣八十萬元，負責人乙因認費用高於行情甚多而婉拒，甲為

加強施壓，除多次獨自前往上開土資場查勘外，並藉端以該土資場

違反相關法令為由，簽陳要求環保局各科、室「本於權責進行必要

之處分」。案經批示「各業務科擇期聯合稽查，以釐清處分法令依

據」後，乃對該土資場進行聯合稽查。然被告於該聯合稽查行動前

約一小時，又先以電話通知，藉此顯示其確能主導該聯合稽查，惟

因負責人終未答應上開索求而未遂。 

 

問題與風險評估 

一、 稽查人員外出執行稽查之當日結果未有管控機制，導致漏登於

ＥＥＭＳ或延遲登錄時間。 

二、 各稽查人員取締標準不同，對同類型案件未訂定標準作業流程。 

三、 未正確認識法令，釐清圖利與便民之分際，違法行使裁量權。 

四、 外界關心，造成機關同仁無形壓力，導致案件延宕等情形。 

五、 稽查人力不足，人員疲於奔命，稽查處理進度緩慢且被動，而

污染持續發生。 

 



因應方式 

一、推行稽查無紙化：比照北、中、南督察大隊、新北市、高雄市

及桃園市以電子化方式立案稽查紀錄，稽查紀錄表以流水號控

管，現場稽查完畢由業者簽名後系統即有紀錄，能有效從源頭

去控管。 

二、訂定標準作業流程： 

(一) 訂定稽查執行作業要點及取締各種違規態樣之標準作業流程。 

(二) 將稽查紀錄單規格化，並將採樣過程以白板紀錄人、事、時、

地拍照存證，將流程標準化。 

(三) 重大（如勒令停工、裁罰金額較高、移送案件）或複雜案件應

跨科室召開會議討論，避免因行政瑕疵造成後續撤銷或行政訴

訟。 

(四) 業務科定期檢討作業模式：業務科定期檢討稽查的取締態樣及

作業模式，循序訂出取締態樣標準並定期檢討。 

三、正確認識法令 

(一) 定期辦理稽查人員之職能訓練，並結合廉政教育，以具體案例

為教材，將依法行政之觀念融入業務執行中。 

(二) 暢通檢舉管道：稽查人員職行稽查時以 2人以上為原則相互監

督，於稽查過程中如發現有異常情形，應立即提出，機關應禁

止不利之人事措施，並保護反映同仁。 

(三) 稽查現場應全程錄音錄影（除涉商業機密外），並列入標準作業

流程：稽查人員至稽查現場時，除拍照佐證外，應全程錄音錄

影，並妥善保管，遇爭議時可還原現場事實，亦可避免發生竄

改情事；另錄音錄影檔案應訂定保管方式及保存年限。 

四、加強宣導廉政倫理規範，落實請託關說登錄制度：承辦人員或相

關業務主管，如遇請託關說時，應確實依據廉政倫理規範，於三

日內填寫「廉政倫理事件登錄表」，簽報機關首長並知會政風室，

使行政作為更具制度化及透明化。 

五、稽查人力不足措施 

(一) 透過高科技稽查設備，運用無人飛行載具、蛇管內視器及紅外



線遠端監控等，加強公害陳情搜證鑑定能力，彌補稽查人力不

足。 

(二) 建立稽查獎金或獎勵制度，可鼓勵同仁積極執法，激勵人員士

氣，提升工作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