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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廉政法令與訊息 

推動透明晶質獎，激勵實踐廉能透明 

法務部廉政署於110年4月29日下午2時30分假國家圖書館辦理「透明

晶質獎試評獎成果觀摩會暨頒獎典禮」，由法務部蔡清祥部長主持頒獎典

禮，頒發「109年透明晶質獎試評獎特優機關」之獎項，共有6個機關獲此

殊榮，包括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國家圖書館、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宜蘭縣宜蘭地政事務所及彰化市公所，均

由機關首長親自出席受獎。 

蔡部長在典禮中指出，法務部為落實107年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國際審

查會議結論性意見，自108年起提出「透明晶質獎」試評獎制度，激勵機

關自主檢視各項廉能透明措施、強化防貪預警及導入廉政創新作為，透過

外部第三方公正角色參與評審，肯定機關廉能治理成果與效益；109年的

特優機關都有各自的亮點表現，如完備各項稅務服務與流程的「財政部南

區國稅局」、守護國家資產的「國家圖書館」、深化水利行政透明措施的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以 APP 實現全民線上督工的「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推行各項地政資訊 E 化的「宜蘭縣宜蘭地政事務

所」以及推出殯葬透明、升級傳統公廟文化的「彰化縣彰化市公所」，希

望藉由典禮的表揚及觀摩，樹立學習標竿。 

本次典禮另邀請台灣透明組織協會葉一璋副理事長專題演講「特優機

關亮點評析」，結合透明晶質獎的核心評核項目，評析各特優機關的廉政

亮點，並由廉政署鄭銘謙署長主持綜合座談，邀請109年試評獎的評審團

主席葉一璋副理事長及財政部南區國稅局盧貞秀局長、國家圖書館曾淑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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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長、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陳弘凷局長、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

程處黃立遠處長、宜蘭縣宜蘭地政事務所楊嘉欽主任、彰化縣彰化市公所

林世賢市長等6位特優機關首長，分享如何呈現機關亮點、參與透明晶質

獎對機關的助益、以及對獎項的展望。 

「行政透明」與「風險課責」是廉政治理的趨勢，法務部正逐步完成

「透明晶質獎」試評獎制度的滾動修正，期待將獎項推行至全國各機關，

希望讓所有機關都有機會透過參與評獎檢視自身廉政亮點，實現「透明晶

質獎」的「激勵、承諾、實踐、參與、信賴」目標理念，讓民眾更信賴政

府廉能施政的成效。 

貳、 案例分享 

一、 公務機密維護案例-利用職務之便非法調閱業務執行之必要

個資 

○○區公所同仁 A 因與 B 有不動產所有權訴訟爭執，竟利用職務之便，

分別透過社會局「社會福利資訊系統」、勞動部勞保局「資訊中介服

務(Web IR)系統」及「全國社會福利津貼給付資料比對資訊系統」等

系統，多次查詢B及其友人C等相關人員之個資。本案經調查後，A員

除涉有非法查詢外，並外洩查詢資料等情，由該區公所政風室陪同自

首，依刑法第132條第1項之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嫌函送偵辦，經檢察

署予以緩起訴處分確定。另違法調閱非業務職掌範圍內民眾之個資，

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經考績會審議決議核予申誡2次處分。 

參、 其他事項 

一、 本署員工通報注意事項宣導 

為強化機關內部風險控管機制，使機關首長能充分掌握機關同仁狀況，

並落實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維護機關廉能形象，各級主管人員(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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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業務主管人員)針對所屬人員應多予關懷注意，如發現所屬人員有下

列事項之一者，應通報長官知悉：  

(一) 司法機關調卷、作證、約談、傳訊、搜索等偵查程序情事。 

(二) 因案涉訟或遭檢警調查(非貪瀆案件)者，如倒會、債務糾紛、採購

糾紛、酒醉駕車、扣薪、強制執行或其他民刑事糾紛情事。 

(三) 與企業、商界人士經常餐敘、球敘或有非正常來往情事；涉及利用

身分、職務之非正當行為；涉及非正當投資、買賣、仲介、租賃或委

任等法律關係。 

(四) 涉及請託關說，要求違背法令或影響業務正常運作。 

(五) 出入有陪侍服務等與身分顯不適當之場所。 

(六) 違反「公務員服務法」、「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規定者。 

(七) 收入與支出、生活狀況、言行舉止及品德操守有明顯違常跡象者。 

(八) 涉及妨礙家庭或感情糾紛，有具體事證者。 

(九) 發生個人或家庭變故，需要機關協助處理者。 

(十) 機關業務、行政措施或硬體設備發生重大違失或事故。 

(十一) 其他足以影響機關聲譽事件。 

※另代檢業務主管人員除必要措施外，應循代檢業務督導程序辦理通報

本署職業安全組，並依轄區同時知會本署北中南三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兼辦政風人員(副主任)，以強化風險控管機制。 

 

二、 鑑識&資安-2 

(一) 看不見的敵人最可怕 

程式碼訊息雖最令人懼怕，卻也因敵在「明」，我們可藉「跡證」

來辨識訊息「真假」，以避免踩到地雷。最直觀的方式，就是當收

到不明的檔案或程式碼，尤其是具有執行能力的程式碼（例如副檔

名為 exe 者）時，即刻快閃刪除，就免惹到「無妄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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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則，我們來到被動者接受訊息的第二種型態，那就是多媒體訊息。

多媒體訊息在資安領域裡，是有別於密碼學（cryptography） 的，

我們稱為偽裝學（steganography），兩者最大不同在於「偽裝」二

字，即「有看沒有懂」，亦即英文「Seeing the unseen」。以大自

然生態為例，許多動植物都是偽裝專家，就像變色龍般，能隱藏於

樹叢枯枝中，然後隨著綠葉枯樹的色澤而進行調變其身體顏色，讓

食物鏈層的獵食者，瞬間看不見其蹤跡，其實牠非「消失無蹤」而

是「近在眼前」呢！ 

偽裝，不只發生在大自然裡，在生存遊戲中，更是「適者生存」的

重要工具。人類歷史在偽裝運用上頗精彩絕倫，尤其在戰爭史實上，

最讓人嘖嘖稱奇。看似無奇的一頭秀髮，當剃光頭髮後，竟看到機

密訊息，得以完成戰事攻防裡，祕密通訊的目的。 

(二) 霧裡看花，花還是花？ 

在當代，我們所接觸到的訊息更具變化，真真假假、五花八門。為

何包裝程式碼的多媒體訊息能如此活躍？主要是因人類眼睛對於色

彩具有失真的容忍度，也就是我們玩笑話裡的「朦朧美」、「霧裡

看花、花還是花」的感官意識。 

對於影像，當人腦認定有何涵義時，是草、是河、是山、是屋，那

是深刻烙印在腦海，不會因模糊而改變的印象。而數位時代，構成

數位影像圖的每個像素，若改變裡頭一些像素資料時，且在視覺容

忍度與感官意識可接受下，人眼將無法識別其差異性，此時多媒體

影像所包裹的訊息就可以混水摸魚，逃過一劫，達到得以祕密傳遞

的目的。 

當然，對於訊息暫時接觸者所接觸到的是一張、一份多媒體假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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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像圖，所認定也是一份貨真價實的、具有意義的多媒體資訊，

所以暫時接觸者因此以為是「真訊息」。然對為達成訊息傳遞的通

訊雙方―即訊息的傳送者與接受者，目的是要讓中間的暫時接觸者，

看到「假訊息」，即誤以為影像圖是「真訊息」。到此，真假之間，

是否您也看得霧裡看花，不再是花，而是「霧煞煞」了。 

偽裝之意，在於欺敵，在第二種的多媒體訊息形態裡，或許無誤導

於呈現多媒體訊息時的具體內容（有論無意或蓄意），因該訊息意

在偽裝多媒體內涵裡的真實祕密。 

(三) Misinformation 與 Disinformation 

然而被動者的訊息接收裡，第一種訊息型態的文字訊息，是最令人

毫無防備的。若其為假訊息，將是這 3 種訊息型態中影響最為深遠

的訊息。對於假訊息，歐洲理事會有一相關名稱為「資訊失序」／

「Disinformation」（原文：Information that is false and 

deliberately created to harm a person, social group, 

organization or country），其是指經過刻意編造，用以傷害個人、

社會團體、組織或國家之訊息，目的在煽惑或鼓動人心，藉以謀取

某種政治或商業利益；另外「資訊失序」還有一種描述用語為

「Misinformation」（原文：Information that is false, but not 

created with the intention of causing harm）則是指內容錯誤

但目的並非為造成傷害而刻意創建的訊息。在假訊息之要件上，國

際組織主張應符合真實性（fidelity）與目的性（intention），所

以「Misinformation」雖內容有虛假嫌疑，惟因缺乏惡意欺騙之意

圖，多屬誤傳性質之訊息。而「Disinformation」是目前較符合國

際對假訊息之定義或共識，是有系統性的作假，企圖製造損害、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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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特定人士或組織，導致社會紊亂，屬政府部門應該積極防處之範

疇。 

三、 中央與地方聯手推動環島自行車路網大升級                       

◎摘自消費者保護處 

自交通部 104 年完成全國第一條環島自行車路網，107 年完成 25

條環支線後，已大幅提升環島自行車路網完整性及騎乘人數；然對一

般民眾而言，自行車環島相對困難及具挑戰性，因此為吸引更多國內

外遊客參與自行車旅遊活動，交通部持續於 109 年推動「環島自行車

道升級暨多元路線整合推動計畫」，重點著手自行車環島路線之安全

及友善性改善及提昇，並針對多元化自行車路線型態及其相關整合服

務進行相關資源盤點，推動與各縣市自行車路線串接之多元路線遊程，

打造親民、老少皆宜之自行車旅遊路線。 

惟計畫執行之初並未編列補助地方政府之獎補助費，致路線行經

地方政府轄管路段時，常因相關經費短缺產生許多路線斷點，為解決

此一問題，交通部業陳報行政院修正原計畫，並奉行政院 110 年 5 月

21 日同意執行。 

「環島自行車道升級暨多元路線整合推動計畫(109~113 年)」修

正計畫內容，除執行期程自 112年展延至 113年外，同時增加 12億元

經費，除持續優化環島自行車路線騎乘空間外，亦縫合地方型自行車

道斷鏈；其中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多元路線及串聯路線建置工程經費約

6 億元，將整合全省北、中、南、東各區域具特色自行車道及車友推

薦之秘境路線，進一步予以優化串聯，提供更為安全、舒適及清新的

騎乘環境外，亦可提升自行車旅遊的深度與廣度，打造臺灣成為更適

合騎乘自行車的寶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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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既有環島路線及已規劃完成之多元路線外，本次修正計畫依據

行政院110年2月3日召開之研商「全國自行車路線串聯與優化計畫」

會議決議事項，新增核定之分項計畫工程共計18項，路線分別分佈在

基隆、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屏東、花蓮及台東等地區，相關路

線完成後，除可加強地方深度旅遊外，亦為環島路線提供另一條不一

樣風景的路線選擇。另外，為提高其他地方政府參與程度，除已核定

之分項計畫，交通部也提供競爭型案件之補助，讓其他地方政府自行

開發更多自行車旅遊路線，用綠能環保的自行車，一路踏轉發現台灣

更多不同風貌。 

自行車一直是台灣的休閒熱門活動，為提供更好的旅遊品質，並

開發更多騎乘旅遊路線，交通部及公路總局將持續蒐集地方政府及車

友意見，共同打造友善、安全、永續之自行車休閒旅遊環境。 

四、 保防宣導 

◎摘自全國保防教育推行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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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摘自雲林縣西螺鎮公所政風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