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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廉政法令與訊息 

    法務部反毒行動巡迴特展，苗栗接棒反毒行動博物館及「石虎號」 

    分進合擊 

 

 為落實新世代反毒策略，提升民眾反毒知能，法務部結合教育部、衛

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慈濟大學及扶輪社等民

間資源，持續推動「藥不藥．一念間」反毒行動博物館特展，苗栗場次於

今(17)日假頭份市尚順育樂世界廣場辦理開幕活動，法務部保護司黃玉垣

司長、苗栗縣鄧桂菊副縣長、教育部鄭文瑤專門委員、自然科學博物館楊

中信策展人、慈濟大學無毒有我教育宣導團陳乃裕師伯、國際扶輪3521地

區等政府、民間團體貴賓共同蒞臨支持。特展於原地展出至7月7日後，將

由反毒行動巡迴車「石虎號」接續至苗栗縣各學校、偏鄉鄰里巡迴宣導，

持續深化社區反毒教育。 

保護司黃玉垣司長致詞時表示，自106年行政院提出「新世代反毒策

略」以來，各部會在防毒、拒毒、緝毒及戒毒工作不斷合作、互通有無，

以降低涉毒者各種衍生性犯罪，法務部統合六大緝毒系統強力查緝毒品，

執行數波「安居緝毒」專案，就是為了阻絕毒品流入社區鄰里，保護民眾

免於毒品危害。而在拒毒預防方面，法務部積極結合相關部會及社會資源

推動宣導教育，本次展出的反毒行動博物館與後續接棒的反毒行動巡迴車

「石虎號」，都是透過行動車的便利性，降低交通距離、展出場地等限制，

將毒品防制知能帶到各地學生與民眾的面前，使其認識毒品的危害，進而

防範毒品危害於未然。 

本次反毒行動博物館特展內容為擴大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古今法醫

特展與反毒防罪體驗特展」效益所進行的延伸展示教育工作，行動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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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為45呎貨櫃大小，車身約13.5公尺，車體寬約2.4公尺、展開後約7公尺，

展示內容包含毒害影像的展示、實際藥物濫用案例、現今流行新興毒品樣

態、體驗模擬毒駕及展品等，讓參觀者認識藥物濫用的問題與危害，進而

留心防範，避免誤入毒害陷阱。本次展出自6月17日至7月7日，時段為每

日下午1時至晚上7時，現場有講師進行導覽，歡迎民眾踴躍前往參觀。此

外由法務部改造3.5噸鷗翼式小貨車的「石虎號」則將自7月8日至9月22日

於苗栗縣內巡迴宣導，如欲申請宣導場次請洽苗栗縣政府毒品防制及心理

衛生中心037-558220。 

 

    貳、貪瀆案例 

一、法務部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偵辦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四

區管理處技術士湯○○等人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等罪嫌案，不法所

得新台幣110萬元，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 

湯○○任職於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區管理處（下稱自來水公

司四區處）擔任技術士，負責辦理水質檢驗、水質相關藥劑採購案中廠商

交貨、點收、取樣、初步查驗藥水比重、溫度、外觀等業務，於上開業務

範圍內，依自來水法、飲用水管理條例、飲用水水質標準及臺灣省自來水

股份有限公司各區管理處暫行組織規程等法令，係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

法定職務權限之授權公務員。 

湯○○基於違背職務要求賄賂之犯意，於民國 104 年間向東○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東○公司）廠長謝○○索賄，要求東○公司依採購契約

向自來水公司四區處所交之聚氯化鋁溶液可以不合契約規定之較差品質交

貨，所節省之成本作為賄款使用，並另行準備合格溶液應付抽檢，謝○○

同意後即於 104 年至 105 年間按交貨批次自行或委託東○公司業務經理陳

○○交付賄款予湯○○，行賄金額共計新台幣 110萬元。 

全案經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調查並策動自首、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檢

察署偵辦，嗣經檢察官偵查終結並提起公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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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台電公司興達發電廠工程師吳

○○等人涉嫌違背職務期約收賄91萬5,000元，業經臺灣橋頭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終結並提起公訴 

被告吳○○自民國 104 年至 107 年間擔任台電公司興達發電廠燃料專

員，負責興達電廠內柴油之輸、儲、轉運管理及與廠商協調配合業務。因

各火力發電廠之柴油皆由通霄發電廠移撥，台電公司遂發包「2018 高級柴

油轉運興達發電廠工作」採購案，由永○○公司得標並依約以油罐車從通

霄電廠運油至興達電廠油槽洩油，吳○○利用監督廠商過磅、洩油等履約

管理之職權，與永○○公司實際負責人曾○○先行期約放任廠商暗倉洩水

偷油不予舉報而收受 10萬元後，再協議以手寫偽造過磅單方式，包庇廠商

直接將台電公司柴油載離興達電廠，而換取每個月收受 20萬元之賄款，曾

○○共計行賄 91 萬 5000 元，吳○○共涉嫌期約 20 萬元、收受 70 萬，永

○○公司因此侵占之台電柴油數量為 261.533 公秉，總計價值達 555 萬

8094元。 

全案經廉政署調查後，移送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

偵辦，經橋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終結，於 108年 4月 17日，以吳○○涉犯

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違背職務期約賄賂、收受賄賂、刑法

第 215 條業務上文書登載不實罪嫌，曾○○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違背職務行賄罪，刑法第 336第 2項業務侵占罪、同法第 216、215條行

使業務上文書登載不實等罪嫌，提起公訴。 

 

叁、其他事項 

一、Facebook官方提出10方法，教你如何分辨不實訊息 

◎本文摘錄自全民資安素養網 

根據「資策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的調查發現，臺灣人平均擁有 4

個社群帳號，Facebook（以下簡稱 FB）使用率更是居社群媒體寶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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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 除了可追蹤朋友動態與親友分享資訊外，還可以直播等，與國人生活密

不可分。 

我們每天都在滑 FB，對於 FB 上充斥的各項資訊，到底該如何判斷真

偽呢？FB官方日前提出了 10個方法，教大家如何分辨不實訊息： 

 對標題持懷疑態度：如果標題太過於令人震驚或難以置信，那就可能是假

訊息。 

 仔細查看網址：許多不實報導都會偽裝成真實的新聞來源，可以自己輸入

網址或設定「我的最愛」前往信任的媒體或者國家官方網站查詢訊息真

偽。 

 確認新聞來源：確認消息來源是你所認識或者是知名的媒體所提供，若是

你不熟悉的單位/媒體，請查詢該單位/媒體的介紹，再對消息來源下判

斷。 

 奇怪的排版：許多不實訊息網站都會有詞語的拼寫錯誤和奇怪的排版。 

 可疑的圖片：不實訊息往往會加入盜用的影片和圖片，有時候圖片甚至與

訊息無關，建議可以把圖片放在搜尋引擎上尋找以確認來源。 

 檢查日期：不實訊息可能會出現不合理的時間，或者時間已被竄改。 

 查找資料來源：檢查作者使用的資料來源是否準確真實，缺乏證據或找來

匿名專家做背書，這就有可能是不實訊息。 

 查找相關新聞：如果有多個具公信力的來源都報導了相同的內容，則訊息

內容較可能屬實。 

 判斷新聞是否是個笑話：有時候很難把假新聞和諷刺類文章分開，仔細查

看新聞細節，看看是否為了搞笑而寫。 

 只分享你相信的訊息：沒有確認訊息的真實性之前，請不要在網路上分

享。 

 

二、「契約到期通知」置之不理? 小心魔鬼藏在細節裡 

◎摘自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消費者都希望錢花得值得，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以下簡稱行政院

消保處)提醒，若不注意契約細節，避開有心業者的套路，荷包裡的錢

仍會在不知不覺間溜走。 

 近來許多民眾趁著各種促銷專案，搶辦了行動通訊上網吃到飽服

務，但有些消費者不清楚，契約到期後的月租費也許不再是優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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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 元，可能回復成「原價」1,299 元；又或者已經不是「吃到飽」，

等收到帳單才發現爆表。對此，電信業者表示，契約到期前他們都一

定會通知消費者。但行政院消保處仍接到消費者反映，某業者的通知

方式，竟是淡淡地發一封簡訊：「本門號的專案綁約期限將於某年某月

某日到期(當日起即無綁約限制)，相關資訊請洽門市或客服」。試問有

多少人能想到，不找門市或客服洽詢竟對權益大有影響? 

行為經濟學的推力理論，如今已經被許多國政府機關和企業廣泛

應用，把期待客戶勾選的選項設為「預設選項」，是最常見的推力。行

政院消保處表示，該處在審議重要商品或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也運用了這種概念，排除那些常造成紛爭、顯失公平的

條款，且將重要條款定為應記載事項(形同預設選項)，藉此平衡雙方

利益。前述電信業者在契約到期前的通知，屬於正向的推力，但內容

語焉不詳，則沒達到告知的效果，徒具形式。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如果使用推力理論，影響人做出錯誤選擇，

就成為「暗推」(Dark nudge)。少數商家利用人的急迫、輕率、無經

驗或怕麻煩心理，提供看似更方便、更明顯或更優惠的預設選項，引

導消費者自然而然做出選擇。例如限時免費軟體，一鍵就可下載，試

用期 1 個月結束就開始算帳，但在試用期結束前的關鍵時刻，卻很難

找到停止訂閱的途徑或管道。消費者上網訂飯店，訂房網說已找到最

優惠價格，這房間有 5 人正在線上觀看，只剩最後 1 間……。消費者

若沒有意識到他們正被影響，就可能急著做出預期外的決定。其實，

暗推並不罕見，亦引發了各國關注，數度於國際會議探討違規的態樣，

我國也開始同步掃瞄市場上那些踩到紅線(對消費者顯失公平)的暗推

手法。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對於廣告不實引人錯誤的宣傳手法，相關主

管機關會依職權對違規業者查處；該處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也曾多

次和電信業者開會，三令五申要求做好資訊揭露。行政院消保處強調，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13 條，企業經營者應向消費者明示定型化契約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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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明示其內容顯有困難者，應以顯著的方式，公告其內容，並

經消費者同意者，該條款即為契約之內容。該處不樂見蓄意隱匿重要

資訊的做法，未來將從消費申訴案件資料中找出慣犯，移請主管機關

查處。 

行政院消保處呼籲消費者，對於太好康、太方便的立即優惠，更

須提高警覺，事前多做功課，是避免日後懊悔的不二法門。 

 

三、你方便，我方便，駭客更方便 

                                                 ◎摘自全民資安素養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