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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新營區公所111年廉政防貪指引 

-社政篇 

案例一 

壹、 案情概述 

一、 受領身障生活補助費者，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授權訂

定之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第4條規定， 具有該

條所列7款事由，應停發生活補助費，溢領者應依身心障

礙者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4項繳還等情。 

二、 某縣發現於104年1月至105年9月期間補助對象已死亡及

安置，社會福利機構仍發給生活津貼，責由社會處身障服

務科約僱人員Ａ，負責辦理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之溢領

追繳等業務，原應將收受之溢領追繳款項匯入社會福利基

金帳戶內，竟將收受26筆(共計42萬餘元)溢領追繳款項侵

占入己。 

貳、 風險評估 

一、 承辦人獨立作業且久任職位 

透過各區公所社會課協助辦理補助費溢領之追繳事宜，收

回民眾溢領繳還現金後，均轉交予約僱人員Ａ自行保管，

本應匯入機關指定之帳戶內，竟藉著久任職位，收取現金

、保管及繳庫等所有作業流程皆自行處理，未有人為、系

統相輔管理，以致發生侵占行為。 

二、 機關主管未盡督導責任 

各級主管未善盡監督責任，對屬員作業異常、平日生活出

現異常狀況未及時發現，以致無法機先適時勸導糾正或採

取其他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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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複核監督機制不足 

機關對於補助費溢領之追繳案件，複核監督效能不彰，無

相關考核與抽查機制，無法達到事前預警及事後追蹤目的

。 

四、 法治觀念薄弱，一時貪念 

約僱人員雖非正式公務人員，卻為現行機關基層執行職務

之主要人力，約僱人員Ａ負責辦理補助費追繳業務，係依

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

之公務員，本應依法行事，竟因一時貪念、法治觀念薄弱

而以身試法，嚴重減損機關廉能形象。 

參、 本所業務執行現況 

一、 對於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定期或不定期勾稽比對受補

助人死亡或經政府補助收容安置等應停發生活補助費情

事。 

二、 因身障生活補助應計人口的計算方式於111年有所更改(

社會救助法第5條第1項)，故若本已符合補助資格者，於

111年遷戶籍或遷至外縣市，可能導致身障者應計人口異

動，而影響其資格；另若身障者之身障等級異動或應計人

口裡領有原本未計入的財稅等情形，若承辦人員未按時查

調審核與即時停止撥款，便易產生溢領補助之情事。 

三、 若發現民眾溢領補助，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

4項規定，承辦人員將函請民眾於60日內繳回現金，民眾

繳回溢領款項時，承辦人員會先開立簡易收據，再至規費

系統開立收據，填寫溢領款總表及明細表並動支，再發文

予市府社會局將溢領款繳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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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防治措施 

一、 降低溢領補助款案件發生 

承辦人員依據申請調查表於「衛生福利部全國社政資訊整

合系統」查調身障者個資，該系統會註明身障者目前已領

福利，俾利承辦人員知悉及避免產生補助重複領取情形；

另承辦人員需每日進行戶政查調、每月撥款前進行死亡遷

出等名冊之比對，以確認身障者之符合資格是否產生異動

，若有需重新審核、調整補助款者，便需即刻處理，且市

府社會局定期會進行事後稽核作業，承辦人員確實查核後

於期限內函覆社會局稽核情形，以避免產生溢領情形。 

二、 加強管控繳還溢領款項作業 

建議主管機關增加民眾逕自匯款繳納至指定公庫帳戶之

管道，避免承辦人經手太多現金衍生風險；目前民眾繳還

溢領款項係採現金繳納至戶籍地區公所，由區公所承辦人

員開立單據予民眾，應訂定統一制式化格式，並編排流水

號，則可加以紀錄與回溯查詢勾稽。 

三、 實施職務輪調 

承辦人久任一職熟悉作業流程，又一人包辦所有流程，易

生職務之便而發生侵占行為，應定期實施職務輪調，避免

同仁因熟稔業務而生弊端，並藉由業務交接，再次檢視業

務流程與辦理情形，亦可有效促進職務歷練。 

四、 強化內部監督機制 

如補助費溢領追繳、收取現金、保管及繳庫等所有作業流

程皆由一人處理，由於熟悉作業流程又缺乏監督機制，易

藉由職務之便而發生侵占行為；應透過業務權責分工，以

有效發揮相互制衡與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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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強化主管監督功能 

業務單位直屬主管對於所屬人員，知悉有品德操守、工作

狀況、交往關係及經濟狀況等風紀異常狀況者，應適時通

報機關首長或政風單位處理。 

六、 執行業務稽核控管 

除主辦單位落實督導考核外，機關稽核單位應定期或不定

期辦理稽核抽查，協助檢視內部控制制度是否落實，並適

時提供改進建議。 

七、 加強辦理廉政教育訓練 

將廉政倫理相關法規納入員工教育訓練重點，舉辦政風法

治講習活動，蒐集相關貪瀆判刑案例及廉政法規等資料提

供同仁參考，培養清廉自持意識。 

伍、 參考法令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第4條第1項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4項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之侵占公有財物罪 

陸、 參考司法文書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549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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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壹、 案情概述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某區公所社會課承辦人配合衛生福利部

辦理「擴大急難紓困實施方案」，自「衛生福利部全國社政資

訊整合系統」（簡稱社福系統）介接查詢財稅資料進行審核作

業，竟將先前已熟識之申請人薪資所得(每月12萬元)，告知

另一友人知悉，損害個人資料隱私。 

貳、 風險評估 

一、 未嚴守公私分際 

公務員應依法公正執行職務，以公共利益為依歸，不得假

借職務上之權力、方法、機會圖本人或第三人不正之利益

，執行職務時遇申請民眾為熟識友人，卻未嚴守公私分際

，就本身承辦業務知悉之個人資料，任意於職場談論，以

致侵害民眾個人資料之隱私權。 

二、 混淆責任歸屬 

案例中因「擴大急難紓困」申請案件眾多，該區公所動員

各課室及安心上工人員共計30餘人，協助將資料鍵入電腦

建檔，且均使用同一帳號登入社福系統查詢財產資料，易

使有心人士乘機查詢，而無從事後依歷史查詢紀錄比對實

際查詢人。 

三、 事後稽核無法全面防堵 

市府社會局會定期針對各區公所運用社福系統查詢民眾戶

政及財稅相關紀錄，進行事後稽核作業，由區公所配合查

核各審核人員實際執行狀況並回復稽核情形，惟事後稽核

仍未能有效全面發掘不當查詢或個資外洩等異常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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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法治觀念薄弱 

財務情況係屬「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所稱個人資料，案

例中承辦人因執行職務知悉民眾薪資所得，卻因舊識情誼

及感情糾紛等因素，向第三人透漏申請民眾之薪資所得，

顯見承辦人法治觀念薄弱且不知違法後果嚴重性，或存有

違法行為未必被發現之僥悻心態。 

參、 本所業務執行現況 

一、 本所配合衛生福利部辦理「擴大急難紓困實施方案」，受

理民眾申請案件時，由審核人員於「衛生福利部全國社政

資訊整合系統」進行查調戶口、財稅、社福、就業、保險

（勞公軍保）等資料，以避免溢領之情事發生。 

二、 本所審理民眾申辦案件會指定專責審核人員，且該員及協

辦人員皆設有個人帳號及密碼並有權限使用上之限制，另

針對民眾個人資料之查調嚴格管控，並輔以紙本登記造冊

，要求確實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範，妥慎管理使用，

防堵民眾之個資外洩，以維護民眾權益。 

三、 本所同仁運用「衛生福利部全國社政資訊整合系統」查詢

民眾戶政及財稅相關資料後，市府社會局定期針對各區公

所進行事後稽核作業，本所配合該項稽核程序確實查核各

審核人員實際執行狀況，並函覆社會局稽核情形。 

四、 本所平時加強宣導並積極鼓勵同仁參加個人資料保護法

相關課程，讓所有參與審核人員皆有相關之法治知能，對

於涉及處理民眾個人資料之蒐集及利用時應審慎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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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防治措施 

一、 落實資訊安全稽核檢查作為 

適時對所屬同仁進行督導考核，以瞭解個人資料安全及公

務機密維護工作執行情形，並於檢查過程中發掘優點予以

鼓勵，針對發生異常狀況單位依規定懲處，以落實保密工

作。 

二、 強化個人資料保密意識 

加強同仁對資訊保密之認知，適時舉辦資訊保密講習與訓

練，並邀請電腦專業人士就資訊作業實務加強保密宣導，

以提升保密素養與警覺性，確保資訊機密安全。 

三、 強化單位主官（管)考核監督責任 

各單位主管對於同仁平時生活狀況異常、交往人士複雜及

財務狀況不良或經常遭檢舉反映操守風評不佳者，應加強

防範及落實平時考核機制，並採適當列管作為，期前防範

洩密案件發生。 

四、 導正談論公務機密資訊職場文化 

承辦社會福利案件之同仁，就自己業務知悉之公務機密資

訊，任意於職場談論或未防備同儕取得，此職場文化將使

申辦民眾個人資料被恣意揭露，顯有失職責，應予導正並

建立正確職場文化。 

伍、 參考法令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刑法第132條第1項之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陸、 參考司法文書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646號不起訴處分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