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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機構強化機關安全及公務機密維護實施方案 

壹、依據 

一、法務部廉政署組織法第2條第1項第5款。 

二、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4條第7款及第8款。 

三、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及第11條。 

貳、目的 

國家安全是確保國家利益及社會永續發展之前提，而公務

機密維護及機關安全維護是國家安全重要的一環，政風機

構應秉持與時俱進、契合時代的精神，協助與配合機關落

實公務機密及安全維護工作，以確保國家安全及機關安

定。 

參、執行單位 

法務部廉政署及各級政風機構。 

肆、重點措施及具體作法 

鑒於108年立法院陸續三讀通過刑法、國家安全法、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國家機密保護法部分條文修

正案，全面建構國家安全防護機制。為督同各級政風機構

依法定職掌具體落實機關安全及公務機密維護，爰從法規

面、制度面及執行面，研擬重點措施及具體作法如下： 

一、法規面 

(一)研修廉政法規：修訂「政風機構維護公務機密作業要

點」。 

1、增訂「國家機密維護應行注意事項」。 

2、增訂「影響國家安全或利益之違常案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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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修廉政工作手冊 

1、增修第五章：公務機密類。 

(1)修訂 貳、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2)修訂 參、公務機密維護檢查。 

(3)修訂 肆、資訊使用管理稽核。 

(4)修訂 柒、查處洩密或違反保密規定案件。 

(5)增訂 捌、蒐報影響國家安全或利益之違常案件。 

2、增修第六章：安全維護類-伍、專案安全維護措施。 

(三)各政風機構針對本機關整體維護規章措施，應依機關

業務特性及實際需要，定期檢討並視實際需要協調業

務單位適時修正，務期具體、有效、可行，以利機關

員工遵循。 

二、制度面 

(一)掌握機關安全風險狀況 

1、對曾發生或可能發生危安或洩密風險資料（事件及

人員），研析現存或潛存風險因素，納入機關廉政風

險評估報告，摘要簽報機關首長後移業務單位參考

辦理。 

2、針對所發現之危安或洩密風險，應主動協調業務單

位，就所涉及之法令、作業程序，依機關業務特性

與實際需要進行檢討分析，研（修）訂法令規定或

相關作業程序，以強化機關內部控制作業。 

3、每年定期檢討機關安全風險事件及人員評估資料，

若遇有新個案或新事證，應隨時進行評估修正，並

簽報機關首長；倘若涉及偵辦中或敏感重大案件，

應循政風體系逐級陳報法務部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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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強宣導機關公務機密及安全維護要項 

1、針對本機關環境狀況、業務特性、員工需要等，結

合機關行政資源，以多元方式實施機關公務機密(包

含國家機密及一般公務機密)及安全維護宣導。 

2、加強宣導涉及國家機密業務人員（以下簡稱涉密人

員）應行注意事項，包含：出境申請、保密作為、

異常通報等。 

3、對易滋洩密業務或有洩密顧慮之單位或員工，應列

為重點宣導對象，定期實施相關宣導作為。 

(三)定期辦理機關公務機密及安全維護檢查 

1、政風機構應將國家機密重點維護事項，納入機關公

務機密維護檢查項目，並會同業務單位定期檢查相

關維護事項推動情形。 

2、將涉密人員出境申請作業、異常通報等納入「公務

機密維護檢查報告表」檢查項目，定期檢查辦理情

形。 

3、政風機構應協調業務單位針對機關易遭外力破壞危

害之重要設施設備(如國家關鍵基礎設施等) ，劃定

管制及防護禁區，並將該設施安全檢查、門禁管制、

消防及逃生設施等防護情形列入機關安全狀況檢查

項目，會同相關單位共同執行檢查。 

4、政風機構應就檢查缺失，簽報機關首長後，移請業

務單位檢討改進或研提強化改善措施，追蹤改善情

形，並列為下次檢查之重點項目；如涉及法令或作

業程序之缺漏，應主動協調業務單位，研（修）訂

法令規定或相關作業程序，以強化機關內部控制作

業。 

5、檢查結果如發現涉密人員疑有違常或不適任情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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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提列廉政風險人員，簽報機關首長採取調整職務、

註記列管或加強查察等作為；如有不法，移送司法

機關偵處。 

(四)定期辦理資訊使用管理稽核 

1、依政風機構法定職掌及「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

安全管理要點」第9點第1項第3款規定，政風機構於

資訊安全之角色定位，應以「資訊機密維護」及「稽

核使用管理事項」為主。 

2、政風機構應協調資訊單位加強資訊使用管理及內控

機制，各機關應依業務職掌、職等，設定案件資訊

查詢權限，嚴禁員工越權查閱，主管人員應定期抽

查，以防止公務機密外洩。 

3、經稽核發現異常者，應即清查其原因及具體事證，

依相關法規妥適處理；如涉及法令或作業程序之缺

漏，應主動協調業務單位，研（修）訂法令規定或

相關作業程序，以強化機關內部控制作業。 

(五)定期召開安全維護會報 

1、各機關安全之維護為各級首長及全體人員之職責，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其規劃與實施，由各機關事務

管理單位會同政風機構辦理。合署辦公之機關得聯

合組成安全管理單位統一辦理。(安全管理手冊第4

點) 

2、應秉持「提案確實、決議落實」之基本原則，瞭解

機關安全維護工作執行情形，將有待加強事項彙成

提案，於會議中討論溝通，並將會議結論或決議事

項簽報機關首長，確實追蹤管考；必要時，得邀請

相關單位於下次會議提報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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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面 

(一)提列廉政風險人員 

1、依據「機關廉政風險人員提列作業原則」第3點第12

款、第13款及第14款規定，違反相關出境管制規定

者、涉有洩密或違反保密規定之虞者、涉有危害機

關安全之虞者，應提列廉政風險人員。 

2、前項經提列為廉政風險人員，每年定期檢討；若遇

有新個案或新事證，則隨時進行評估提列，並簽報

機關首長採取調整職務、註記列管或加強查察等作

為。 

(二)掌握涉密人員名冊及出境申請資料 

1、政風機構依「國家機密保護法」等相關規定，應掌

握本機關涉密人員名冊及申請出境案件，主動協調

業務單位遇案應知會政風機構（無政風機構，副知

上級政風機構），並將會辦或異常通報機制，納入本

機關相關作業規定。 

2、政風機構應彙整本機關出境申請人數、身分別、出

境事由等統計資料，並研析有無違（異）常情事，

倘有違（異）常情事，應即簽報機關首長，移請相

關單位妥處，並逐級陳報法務部廉政署；倘涉及「國

家機密保護法」第32條至第35條規定者，報經主管

機關政風機構審查後，函送法務部廉政署立案偵

辦。 

(三)掌握公務員赴陸及返臺通報 

1、政風機構應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

可辦法」等相關規定，掌握本機關公務員赴陸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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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主動協調業務單位遇案應知會政風機構（無

政風機構，副知上級政風機構），並將會辦或異常通

報機制，納入本機關相關作業規定。 

2、政風機構應彙整本機關公務員赴陸申請人數、身分

別、赴陸情形及返臺通報有無異常情事等統計資料，

並研析本機關公務員赴陸案件有無違（異）常情事，

涉有違（異）常情事者，應以「預防危害破壞事件

及協助處理陳情請願事件通報表」（以下簡稱通報表）

逐級陳報法務部廉政署，再由案發機關簽報機關首

長同意後，以本機關名義函請權責機關偵處，並副

知法務部廉政署。但違（異）常情事與機關首長有

密切關係者，由案發機關政風機構報請上級政風機

構協助辦理。 

(四)掌握影響國家安全或利益之違常案件 

1、掌握大陸人士赴本機關或所轄機關（構）參訪交流

違常活動 

協助機關適時掌握大陸人士來臺，赴本機關或所轄機

關（構）參訪交流過程有影響國家安全或利益之虞等

違常活動，應即通報權責機關參處，並副知法務部廉

政署。 

2、蒐報影響國家安全或利益之虞之違常案件 

各機關有影響國家安全或利益之虞之違常案件，如：

機關員工遭境外勢力吸收、滲透、接觸、刺探、不當

招待、贈送物品、遭莫名身分盤查等異常情資，應以

通報表逐級陳報法務部廉政署，再由案發機關簽報機

關首長同意後，以本機關名義函請權責機關偵處，並

副知法務部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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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定期辦理政風人員維護業務教育訓練 

1、法務部廉政署應依年度維護業務重點事項，加強辦

理教育訓練，優先調訓政風機構維護業務主管人員

參訓。 

2、各主管機關政風機構得依年度維護業務重點事項，

結合機關特性及實際需要，定期辦理維護業務教育

訓練，以提升政風人員專業知能。 

伍、督考機制 

一、各政風機構應將本方案重點措施，依機關特性及實際狀

況，納入廉政工作年度計畫，並由主管機關政風機構綜

整執行情形，撰寫「機關維護工作成效報告」；主管機關

政風機構應定期或不定期督導考核所屬政風機構執行狀

況，列為所屬政風人員評價績效或年終考績、獎懲參考。 

二、法務部廉政署得藉由年度政風業務督導考核，瞭解各級

政風機構推動本方案之實際狀況，並列為評價績效或年

終考績、獎懲參考。 

陸、本方案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