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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找關說 

一、情境模擬  

民意代表Ａ為使其被訴違反商業會計法、背信之更一審

無罪判決不予上訴，而能獲無罪定讞，透過第三人向檢察長

Ｂ關說，檢察長Ｂ隨即約見承辦檢察官Ｃ，告以意含希望其

不要上訴等語，檢察官Ｃ嗣簽請不上訴，經檢察長Ｂ核閱後

未予上訴，致該案上訴期滿而告無罪定讞。 

 

 

  

 

 

 

  

  

   

   

    

二、實務解析 

  依法院組織法第63條、第64條及法官法第92條規定，

檢察長有指揮監督所屬檢察官之職責，又依檢察官倫理規範

第4條規定，檢察總長、檢察長應依法指揮監督所屬檢察官，

共同維護檢察權之獨立行使，不受政治力或其他不當外力之

介入。第11條規定，檢察官應不為亦不受任何可能損及其職

務公正、超然、獨立、廉潔之請託或關說。第12條規定，檢

察官執行職務，除應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迴避外，並應注意

 

承辦檢察官 

民代 

 

本人更一審判決

無罪，請承辦檢察 

官不要上訴 

檢察長 

倫理規範指引 04 

請託關說篇 



 

 

避免執行職務之公正受懷疑。本案檢察長Ｂ於接受當事人之

案件關說後，未依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

作業要點第5點之規定辦理登錄，竟以指揮監督長官之身分

「建議」承辦檢察官Ｃ勿提起上訴，檢察官Ｃ亦未依前揭規

定辦理登錄，以避免其執行職務之公正受懷疑，其二人違反

法官法及檢察官倫理規範規定事證明確。 

 

 

 

 

 

 

 

 

 

 

 

 

 

 

  

三、廉政叮嚀 

  檢察官為法治國之守護人及公益代表人，應恪遵憲法、

依據法律，本於良知，公正、客觀、超然、獨立、勤慎執行

職務，並全力抗拒任何政治力或不當外力之介入與干預，以

維護檢察權之獨立行使，及國人對司法之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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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約聊天 

一、情境模擬 

民意代表Ａ於排定審查法務部預算案前30分鐘，邀請檢

察長Ｂ至其辦公室聊天，席間出現自稱某公司人員Ｃ向檢察

長陳情表示，該公司提告違反營業秘密法、業務侵占及背信

等案，該署偵辦案件檢察官不懂企業文化、營業秘密，辦案

沒有抓到重點，請求檢察官單獨傳喚該公司員工，讓公司人

員能向檢察官完整陳述意見。 

 

 

 

 

 

   

 

 

 

 

 

二、實務解析 

檢察長Ｂ接受口頭請託特定案件內容，核屬公務員廉政

倫理規範第2點第5款所稱「請託關說」，依同規範第11點、

第15點暨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

點第5點之規定，應於3日內逕行通知政風機構辦理登錄作業。

案經檢察長於當日下午自立法院返回機關後，旋即通知政風

室召集會議，將立法委員辦公室談話內容作成會議紀錄，併

 
請檢察長

多多幫忙 

被告廠商代表 

檢察長 

 

請承辦檢察官單

獨傳喚本公司員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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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廉政倫理事件登錄建檔，以備查考，後續並轉知承辦檢察

官參酌是否傳喚告訴人出庭陳述意見，並表達絕對尊重檢察

官偵辦案件時，依法之任何程序及實體決定。 

 

三、廉政叮嚀 

  檢察官遇有請託關說時，應於 3 日內簽報其長官並知會

政風機構，倘為機關首長受請託關說時，則逕通知政風機構，

俾藉由廉政倫理登錄作業，踐行程序透明，避免日後肇生外

界質疑與爭議。 

  

倫理規範指引 07 

請託關說篇 



 

 

請託關說篇 

同僚求幫忙 

一、案例說明 

檢察官Ａ持其配偶之胞弟即受刑人Ｂ之執行傳票影本，

向該署執行檢察官Ｃ告稱，受刑人Ｂ係其妻舅，其已答應受

刑人可延緩1個月執行等語，希執行檢察官Ｃ同意其請託延

緩個案執行。 

 

二、實務解析 

依檢察官倫理規範第6條規定，檢察官執行職務時，應

不受任何個人、團體、公眾或媒體壓力之影響。第11條規定，

檢察官應不為亦不受任何可能損及其職務公正、超然、獨立、

廉潔之請託或關說。案經承辦檢察官Ｃ當面拒絕其請託關說，

並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11點、第15點暨行政院及所屬機

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第5點之規定，於3日內簽

報知會政風機構辦理登錄作業；至於檢察官Ａ受家屬所託，

為其妻舅Ｂ關說，其行為已明顯違反前述不得請託關說之規

定。 

 

三、廉政叮嚀 

  檢察官遇有請託關說時，應謹守公正立場，不受任何政

治力或不當外力之介入與干預，並於3日內簽報其長官及知

會政風機構，避免因該事項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致有違法

或不當，而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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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來探聽 

一、案例說明 

媒體傳播協會理事長Ａ拜會檢察長Ｂ，言談中，理事長

Ａ突然出示該署年度辦理「尿液採集流程教學影片拍攝製作

勞務採購案」招標公告文件，欲探詢相關標案資訊，檢察長

Ｂ察覺有異旋即表示，有關採購案件招標決標，本人並不干

涉，全權委由業務單位依法辦理，理事長Ａ聽聞後即會意，

遂作罷談論標案一事，嗣結束拜會行程離去。 

 

二、實務解析 

廠商與機關間關於招標、審標、決標之爭議，得依政府

採購法第六章規定提出異議及申訴，且不得透過程序外之接

觸，藉機探詢採購過程中應予保密之事項，為避免招致外界

誤解、質疑，機關同仁應注意採購過程中與廠商間之互動分

際，尤其針對廠商之請託關說，應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11點、第15點暨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

業要點第5點之規定，於3日內通知或知會政風機構辦理登錄

作業。 

 

三、廉政叮嚀 

依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4條、第7條規定，機關辦理採購

事項之人員，除應公正執行職務，不為及不受任何請託或關

說外，亦不得接受與職務有關廠商之食、宿、交通、娛樂、

旅遊或其他類似情形之免費或優惠招待。另依政府採購法第

16條、同法施行細則第16條及行政程序法第47條規定意旨，

辦理採購遇請託或關說，宜以書面做成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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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官幫說情 

一、案例說明 

某機關前首長Ａ相約檢察長Ｂ餐敘，席間為某醫師涉嫌

逃漏稅案，告以公訴檢察官啟動認罪協商，事後卻反悔等情，

嗣檢察長Ｂ逕採其單方說詞，遽認檢察官Ｃ拒絕協商影響司

法公信力，並以糾正程序不當為由，透過襄閱主任檢察官指

示主任檢察官Ｄ繼續協商，復經主任檢察官Ｄ指示檢察官Ｅ

協助處理本案公訴蒞庭相關事務，致外界指摘撤換公訴檢察

官，衍生議論及責難。 

 

二、實務解析 

本案檢察長Ｂ接受某機關前首長Ａ口頭請託特定案件

內容，未依規定通知政風機構登錄，有違公務員廉政倫理規

範相關規定。又Ｂ身為檢察長，理當依法指揮監督所屬檢察

官，共同維護檢察職權之獨立行使，不受政治力或其他不當

外力之介入，於接受請託關說之後，未調閱該案之相關卷證

資料，亦未予瞭解主任檢察官Ｄ及承辦公訴檢察官Ｃ該案進

行公訴蒞庭及協商程序，逕認檢察官Ｃ拒絕協商影響司法公

信力，並以糾正程序不當為由，透過襄閱主任檢察官轉達聯

繫，指示繼續協商，而未依法以附理由之書面行使個案指揮

監督權，有違法官法第92條第2項之規定。 

 

三、廉政叮嚀 

  檢察官遇有請託關說時，除應克盡職責、公正執行職務

外，並應於3日內簽報其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避免外界質

疑其中涉有私相授受，損及檢察公正、廉潔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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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贈財物篇 



   

 
 

陳情塞紅包 

一、案例說明 

陳情人Ａ為使遭扣押物品能儘速處分發還，以「提供刑

事案件獎金」名義，將陳情書及內含新臺幣2,000元現金之

紅包指名寄交書記官長Ｂ，欲請其協助敦促個案處理進度，

案經移請政風室處理。 

 

 

 

 

 

 

 

  

 

 

 

 

 

 

    

二、實務解析 

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4點規定，公務員不得要

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同規範第

5點並明訂，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除符合第

點4但書規定得例外受贈之情形外，應予拒絕或退還，並簽

紅包移由
政風室處

理 政風主任 

 

 

紅包一點小意思，

請儘速幫我發還扣

押物！ 

陳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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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其長官及知會政風機構；無法退還時，應於受贈之日起3

日內，交政風機構處理。復參地方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處務

規程第36條、第39條及第41條規定，書記處置書記官長一

人，承檢察長之命處理署內行政事務，其下並設執行科掌理

刑事執行案件。鑑因本案陳情人Ａ係為特定個案執行進度，

指名致贈紅包現金予業務直屬主管，除依前述規定不得收受

外，審其致贈現金之行為恐另涉及貪污治罪條例之不違背職

務行賄罪嫌，經政風室將陳情書及紅包現金併同相關事證，

簽奉檢察長核定分他字案續行偵辦。 

 

三、廉政叮嚀 

  公務員遇有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如無法

當場拒絕或退還時，應於受贈之日起3日內，交政風機構處

理，並視受贈財物之性質及價值，提出付費收受、歸公、轉

贈慈善機構或其他適當建議，簽報機關首長核定後執行。 

  

倫理規範指引 13 

受贈財物篇 



  

 

原告致謝禮 

一、案例說明 

檢察官Ａ接獲郵件1封，經開拆檢視內為民眾Ｂ致贈感

謝卡1張及家樂福禮券3張，市價計新臺幣1,200元，檢察官

Ａ隨即簽報知會上情，將禮券送交政風機構代為退還，並依

規定填報廉政倫理事件登錄表。 

 

二、實務解析 

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4點規定，公務員不得要求、

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同規範第5點

並明訂，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除符合第點4

但書規定得例外受贈之情形外，應予拒絕或退還，並簽報其

長官及知會政風機構；無法退還時，應於受贈之日起3日內，

交政風機構處理。經查民眾Ｂ係該署偵辦詐欺案件之被害人，

由檢察官Ａ承辦本案公訴業務，2人有職務上利害關係，鑑

因民眾Ｂ並未提及希冀檢察官有何作為或不作為之意，僅單

純表達感謝，尚與貪污治罪條例行求賄絡罪無涉，案經簽報

知會政風室完成廉政倫理事件登錄後，並協助退還禮券。 

 

三、廉政叮嚀 

  公務員遇有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如無法

當場拒絕或退還時，應於受贈之日起3日內，將受贈物交政

風機構處理，並視受贈財物之性質及價值，提出付費收受、

歸公、轉贈慈善機構或其他適當建議，簽報機關首長核定後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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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送茶葉 

一、案例說明 

檢察官Ａ偕同轄區警局警員Ｂ，向同署檢察官Ｃ告稱，

Ｂ近期遭人濫告，因適逢晉升職位在即，為免影響其升遷，

爰請該案承辦檢察官Ｃ儘速結案，Ｃ當場拒絕並要求該2人

離開其辦公室，Ｂ趁隙留贈茶葉禮盒後隨即離去，Ｃ爰將禮

盒交政風室處理。 

 

二、實務解析 

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4點規定，公務員不得要求、

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同規範第5點

並明訂，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除符合第點4

但書規定得例外受贈之情形外，應予拒絕或退還，並簽報其

長官及知會政風機構；無法退還時，應於受贈之日起3日內，

交政風機構處理。檢察官Ｃ與偵查個案當事人Ｂ之間，因具

有職務上利害關係，依規定不得收受其財物餽贈，經當場拒

收未果，爰將受贈物送交政風室登錄，復鑑因本案涉及檢察

官Ａ請託關說情事，經簽報檢察長指示，責成襄閱主任檢察

官會同相關人員調查究責。 

 

三、廉政叮嚀 

  公務員遇有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如無法

當場拒絕或退還時，應於受贈之日起3日內，將受贈物交政

風機構處理；另應注意如以公務員配偶、直系血親、同財共

居家屬之名義收受，或藉由第三人收受後轉交公務員本人或

前述之人，仍推定為公務員之受贈財物，應予規範。 

受贈財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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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餽贈品 

一、案例說明 

友邦國家檢察總署組團赴機關參訪，檢察長Ａ代表機關

接待參訪團時，獲致贈陶瓷杯1組、洋酒1瓶，仍交予政風室

登錄處理，維持清廉形象。 

 

 

 

 

 

 

 

 

 

 

 

   

   

二、實務解析 

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2點第4款規定，所稱公務禮儀，

指基於公務需要，在國內（外）訪問、接待外賓、推動業務

及溝通協調時，依禮貌、慣例或習俗所為之活動。機關首長

或同仁基於公務至其他機關參訪或接待來訪之外賓致贈或

受贈紀念品，係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依同規範

第4點規定屬公務禮儀得收受之。 

 

  
You are 

too kind. 

Thanks for your 

hospitality. 

檢察長 

外國使節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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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廉政叮嚀 

政府機關（構）間之參訪、拜會及聯誼等活動因皆係公

開為之，且為多數人所得共見共聞，並無利益衝突之虞；至

於與政府機關（構）以外之個人、法人、團體或其他單位互

動時，則仍需考量有無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2點第2款所稱

之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情形，如涉有職務上利害關係所為

之餽贈，應依同規範第5點第1款拒絕或退還，無法退還時，

交政風機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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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贈美酒 

一、案例說明 

雜誌社社長Ａ赴機關拜會襄閱主任檢察官Ｂ時，致贈葡

萄酒2瓶及該雜誌社出版刊物，市價約新臺幣3,500元，經交

由政風室處理。 

 

 

 

 

 

 

 

 

 

 

 

 

二、實務解析 

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5點第1項第2款規定，公務員

遇有受贈財物情事，除親屬或經常交往朋友外，與其無職務

上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市價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時，

應於受贈之日起3日內，簽報其長官，必要時並知會政風機

構。同規範第2點第3款並規定，所稱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指一

般人社交往來，市價不超過新臺幣3,000元者。但同一年度

來自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新臺幣1萬元為限。查本案雜誌社

社長Ａ與襄閱主任檢察官Ｂ雖無業務往來、買賣承攬或其他

受贈財物篇 

雜誌社長 

襄閱主任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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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上之利害關係，惟經訪該饋贈之葡萄酒2瓶市價計約新

臺幣3,500元，已逾正常社交禮俗標準，經襄閱主任檢察官

Ｂ考量認以退還處理為宜，故交政風室完成登錄並協助退還

事宜。 

 

三、廉政叮嚀 

如與公務員無職務上利害關係，且為親屬或經常交往朋

友者，其彼此間之往來互動及社交餽贈，本非公務員廉政倫

理規範範疇，不論受贈財物之金額多寡，公務員均得逕為收

受，毋須知會或簽報；反之，如非公務員之親屬或經常交往

朋友，雖與其無職務上利害關係，所餽贈財物市價逾正常社

交禮俗標準時，仍應於受贈之日起3日內簽報其長官，必要

時並知會政風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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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擺盛宴 

一、案例說明 

前民意代表Ａ因涉及多起貪污案件，為擺脫檢察官之偵

查追訴，請託該署主任檢察官Ｂ進行刺探偵查訊息及關說承

辦檢察官，案經最高檢察署執行「正己專案」蒐證所得，Ｂ

密集接受Ａ不當飲宴招待達10次之多，顯然失當。 

 

 

 

 

 

 

 

 

 

 

 

 

 

 

 

二、實務解析 

依檢察官倫理規範第5條規定，檢察官應廉潔自持，謹

言慎行，致力於維護其職位榮譽及尊嚴，不得利用其職務或

名銜，為自己或第三人謀取不當財物、利益。第25條規定，

 我的案子你要怎麼

報答我？ 
 

委員放心！承辦檢察

官是我同學，我一定

幫您喬到好 

陪侍小姐 

陪侍小姐 

民代 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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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宴應酬篇 

檢察官應避免從事與檢察公正、廉潔形象不相容或足以影響

司法尊嚴之社交活動。檢察官若認其所受邀之應酬活動有影

響其職務公正性或涉及利益輸送等不當情形時，不得參與；

如於活動中發現有前開情形者，應立即離去或採取必要之適

當措施。本案主任檢察官Ｂ代表國家追訴犯罪，為公平正義

之表徵，應有較一般公務員更高之道德標準，本當潔身自愛，

以為司法人員表率，竟參與貪污被告之不當飲宴，未知迴避，

嚴重損及司法形象，違失事證明確。 

 

三、廉政叮嚀 

    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7 點規定，公務員不得參加與

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僅於符合法定例外情形時

始得參加；又公務員受邀之飲宴應酬，雖與其無職務上利害

關係，而與其身分、職務顯不相宜者，仍應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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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餐喝花酒 

一、案例說明 

主任檢察官Ａ、Ｂ二人於參加地檢署司機室年終聚餐後，

司機Ｃ邀請其前往KTV唱歌續攤，並通知退休員警Ｄ到場同

樂，Ｄ嗣於相鄰之隔壁包廂找來5名酒店陪侍小姐助興，Ａ、

Ｂ二人因與Ｄ為舊識，其間前往相鄰包廂見內有5名女陪侍

在場，卻未立即離去或為其他適當拒卻之舉措，仍與滯留包

廂內與司機Ｃ、員警Ｄ及5名女陪侍相互敬酒、唱歌。 

 

 

 

 

 

 

 

 

 

 

  

  

  

二、實務解析 

依檢察官倫理規範第25條規定，檢察官應避免從事與檢

察公正、廉潔形象不相容或足以影響司法尊嚴之社交活動，

如於活動中發現有不當情形時，應立即離去或採取必要之措

施。復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8點第1項規定，公務員除因

檢察官 檢察官 

員警 

陪侍小姐 陪侍小姐 陪侍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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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需要經報請長官同意，或有其他正當理由者外，不得涉

足不妥當之場所，觀諸該規範立法說明，所稱「不妥當場所」

範圍包括：舞廳、酒家、酒吧、特種咖啡廳茶室、僱有女服

務生陪侍之聯誼中心、俱樂部、夜總會、KTV等營業場所、

有色情營業之按摩院、油壓中心、三溫暖、浴室泰國浴、理

髮廳、理容院、休閒坊、護膚中心等場所、色情表演場所、

妓女戶及暗娼賣淫場所、職業賭博場所及利用電動玩具賭博

之場所，及其他經依個案情節認定為不妥當場所或場所性質

確實不易察覺辨別者，以涉足之公務員有無實際不妥行為為

認定標準。本案主任檢察官Ａ、Ｂ二人進入有女陪侍之包廂，

不當參與社交活動，已影響檢察官形象及機關聲譽。 

 

三、廉政叮嚀 

  參與機關年終聚餐餐會，固屬正當之社交活動，餐會結

束後應機關同仁之邀續攤唱歌，並與在場之舊識基於禮儀寒

暄共飲，亦合於一般社交禮節，惟進入有女陪侍之包廂相互

敬酒及唱歌等行為確有失謹慎，在客觀上已影響一般人對檢

察官舉措合宜之信賴，並有損司法尊嚴，遇有類此情形，一

開始即應拒絕進入，謹守分際，自得避免相關懲戒訴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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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送會致意 

一、案例說明 

主任檢察官Ａ及檢察官Ｂ、Ｃ共3人受轄內警察局大隊

長Ｄ邀請，參加其榮升歡送餐會，為感謝警方日前查賄工作

之辛勞，基於公務禮儀，經於事前簽報檢察長核准並知會政

風機構後，3人赴宴到場致意。席開不久，該署偵辦中案件

之被告Ｅ亦獲邀到場並同桌飲宴，Ａ、Ｂ、Ｃ等3人隨即禮

貌性向其他桌警員敬酒致意後，即離開現場，並於事後向檢

察長報告上情。 

 

 

 

 

 

 

 

 

 

 

 

 

 

二、實務解析 

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7點第1項第1款及第10點規

定，公務員不得參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但

因公務禮儀確有必要參加者，應事先簽報長官核准並知會政

檢察官 

檢察官 

大隊長 

警員 

被告 

 
 大隊長抱歉， 

有事要先離開 

被告怎麼來

了？ 

 
檢座？是不是

我招待不周？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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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機構後始得參加；鑑因本案歡送餐會屬因陞遷異動所舉辦

之活動，且為感謝警方查賄辛勞，基於公務禮儀，經事先簽

准後始行赴宴，與前述規定相符。另查Ｅ雖為該署偵辦中案

件之被告，惟Ａ、Ｂ、Ｃ等3人係警察局大隊長Ｄ所邀請，

並非受Ｅ主動邀請，且Ｅ或係因其擔任副議長而與警員熟識，

故其出現在餐會場合並無明顯異常，又Ａ、Ｂ、Ｃ等3人僅

單純到場向在座人員致意後即離開，未與Ｅ有不當之互動，

事後並向機關報備，合於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三、廉政叮嚀 

  公務員受邀出席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如

係基於公務禮儀確有參加之必要，應事先簽報長官核准並知

會政風機構後始得參加，惟過程中如發生有與身分、職務顯

不相宜之偶發情形，應立即離去或採取必要之適當措施，避

免影響公務員形象或有損司法尊嚴。

倫理規範指引 26 

飲宴應酬篇 

 



   

 
 

 

 

 

 

 

不當接觸篇 



   

 
 

學員探案情 

一、案例說明 

檢察官Ａ應邀擔任某機關刑事訴訟法課程講座，於課程

結束後，接獲參訓學員Ｂ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訊息，稱欲請

教相關法律問題，細詢發現Ｂ係為探詢該地檢署偵辦中之案

件，且其配偶Ｃ為涉案人，檢察官Ａ隨即拒絕回應，並將前

述事件簽報檢察長並知會政風室。 

 

 

 

 

 

 

 

 

 

 

 

 

 

 

 

二、實務解析 

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8點第2項規定，公務員不

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相關人員為不當接觸，觀諸該規範

立法說明，稱「不當接觸」係依社會通念認為其互動行為有

 
檢座我想問刑訴的法

律問題，案情是….. 

 
這個案情好像我正在

偵辦的…..？ 

檢察官 

講座學員 
（涉案人配偶） 

不當接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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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民眾對於公務員應廉潔自持之信賴，公務員個別行為是否

已構成「不當接觸」依個案認定。檢察官偵查犯罪應依法令

規定，嚴守偵查不公開原則，除依檢察官倫理規範第27條規

定，不得與執行職務所接觸之律師、當事人或其他利害關係

人有財務往來或商業交易外，更應避免程序外之接觸，或從

事與檢察公正、廉潔形象不相容或足以影響司法尊嚴之社交

活動，而遭外界非議。 

 

三、廉政叮嚀 

  檢察官參與社交活動如發現有影響其職務公正性或涉

及利益輸送等不當情形時，除依檢察官倫理規範第 25 條規

定應立即離去或採取必要之適當措施外，應謹言慎行，維持

應有之互動分際，避免外界質疑不當接觸之聯想。 

  

不當接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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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屬幫牽線 

一、案例說明 

檢察官Ａ下班返家時，見其姑丈Ｂ會同2名未表明身分之

男、女在家等候，嗣後聊天過程雖未談論偵辦案件內容（未

直接關說），惟待前開人等離去後，Ｂ始交予檢察官Ａ開立

之刑事傳票影本，並聲稱該2名男女係涉案被告之父母，係

因該案件而來，檢察官Ａ始得知與案件被告之親屬涉有程序

外接觸之情事。 

 

 

 

 

 

 

   

  

 

 

 

  

 

 

 

二、實務解析 

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8點第2項規定，公務員不得與

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相關人員為不當接觸，檢察官偵查犯罪

 
那對男女是誰？ 

姑丈跟他們聊什麼？ 

被告父母 

檢察官
姑丈 

檢察官 

 這是我兒子的傳票 

不當接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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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法令規定，嚴守偵查不公開原則，除依檢察官倫理規範

第27條規定，不得與執行職務所接觸之律師、當事人或其他

利害關係人有財務往來或商業交易外，更應避免程序外之接

觸。案經檢察官Ａ於翌日即向長官報告，取消該案原訂庭期，

並將系爭案件簽陳改分其他檢察官辦理，復鑑於案件當事人

之親屬與檢察官涉有程序外之接觸，尚難排除有企圖請託關

說之可能，爰參照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11點規定，知會政

風室辦理請託關說登錄作業。 

 

三、廉政叮嚀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對於不當接觸之處理，雖無強制規

定應予簽報登錄，惟為避免日後遭外界質疑、誤解，公務員

遇有相關情事，仍宜依該規範第 11 點規定，公務員遇有請

託關說時，應於 3 日內簽報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 

 

  

不當接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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