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什麼是政風工作？ 

政風工作，其意義乃在瞭解政府之施政得失，整飭政治風

氣，革除陋習積弊，端正行政作風，整肅貪污以提高行政效

率，促進政治革新，服務群眾，爭取民心。換言之，政風工

作，不僅是消極的蒐處施政得失資料，更積極的要使所有執

行公權力的人員務期奉行著「不願貪」、「不必貪」、「不

能貪」、「不敢貪」之理念並切實遵行之，故在其具體的作

法上，全體司職政風工作的同仁們均本著正人先正己、興利

優於防弊、預防重於偵辦、服務代替干預的要求，以期根絕

貪瀆、收澄清吏治之效。 

二、政風機構的源起？ 

為進一步端正機關之行政風氣，肅清貪瀆不法，行政院法務

部於民國 80 年研擬「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例」，將原來政

府各級機關及公營事業中人事查核單位改制為政風機構。該

條例經立法程序審議通過，並於 81 年 07 月 01 日由總統明

令公布施行，同年 8 月 18 日法務部正式設立政風司，統籌

策劃辦理全國政風業務，並將各機關中原設之人事查核單位

改制為政風機構。 

三、為什麼要端正政風？ 

端正政風工作係以興利、防弊為宗旨，配合著各種防貪與肅

貪措施，雙管齊下，以建立公務人員「不願貪」、「不能貪」、

「不必貪」、「不敢貪」的正確觀念，樹立『廉能』與『效

率』的政府新形象，以贏得人民的信賴、維護社會的安定與

國家的安全。 

四、政風機構的功能？ 

如同美國的政風局，我國政風機構亦是設置於機關內的幕僚

單位，此點由「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例」第 10 條:「各機關

政風人員應秉承機關長官之命，依法辦理政風業務，並兼受



上級政風機構之指揮監督。」之條文中即明白顯示之。而由

政風機構的法定職掌包括：政風法令的宣導、貪瀆不法的預

防、政風興革建議、政風考核獎懲建議、公務機密的維護等

工作項目觀之，政風機構在各機關中，其基本功能是在於協

助機關首長從事防腐化工作，具有組織的防疫功能。因此，

政風機構的功能主要是在促使機關的業務（尤其是易滋弊端

業務）能依法運作，更要能在公開的檢視環境下有效率的運

作。故政風人員在機關內所扮演的角色，猶如人體的「免疫

系統」，隨時保護身體免受病原侵害，使各個器官均能健康

地維持正常功能運作。此與「行政革新方案」中建立「廉能

政府」的主要目標及「廉潔」、「效能」、「便民」革新重

點之旨意完全符合。事實上，政風工作就是行政革新工作的

一環，而政風機構也成為機關推動行政革新的重要成員之

一。 

五、政風工作業務屬性？ 

整體的防制貪污機制應包含「防貪」及「肅貪」兩大功能，

法務部原本是檢察、調查業務的主管機關，肅貪工作由檢察

機關主導，指揮調查機關偵辦；然而貪瀆屬於智慧型、高黑

數的犯罪，各個機關又各有其專業特性，致貪瀆案件罪證之

偵蒐有其限制，且「肅貪」工作畢竟是治標的手段；惟有於

機關內成立防制貪污機制，始能務本且彌補不足。而端正政

風，澄清吏治，向為政府既定政策；據此構想，於機關中成

立了政風機構，從事防制貪瀆及發掘線索，並配合調查單位

蒐證偵辦，檢察機關依法追訴，三方面同在法務部督導下通

力合作，彼此相輔相成，形成堅強的肅貪鐵三角，共同打擊

貪瀆不法。所以，政風機構在機關中結合各業務單位通盤規

劃、設計，建立各機關自身之防貪機制運作後，將各機關貪

瀆不法之事前預防與事後發掘、偵辦接續成環，全方位防制



貪瀆，使我國的防制貪瀆機制在功能上臻於完整，因此，我

國政風機構之業務兼具有肅貪及防貪之屬性。 

六、政風人員的使命？ 

建立廉正、明快、主動、親民之『廉能』政府，是當前本府

全體同仁共同努力的目標，也是政風人員積極努力的方向。

政風人員本著正人先正己，興利優於防弊、預防重於偵辦、

服務代替干預的要求，在機關首長的領導之下，結合機關業

務單位共同建立廉能新形象的政府。 

七、政風工作的法定職掌？ 

□ 關於本機關政風法令之擬訂事項。 

□ 關於本機關政風法令之宣導事項。 

□ 關於本機關員工貪瀆不法之預防、發掘及處理檢舉事項。

□ 關於本機關政風興革建議事項。 

□ 關於本機關政風考核獎懲建議事項。 

□ 關於本機關公務機密維護事項。 

□  其他有關政風事項。 

八、政風工作在做什麼？ 

□發掘貪瀆不法事 

項肅貪是除弊、興利的必要治標手段，政風人員結合民眾發

掘機關貪瀆不法，堪稱肅貪第一線尖兵，並與檢察、調查機

關建構成堅強鐵三角陣容，本「刑懲並行」原則，推動「刑

事」與「行政」肅貪，有效嚇阻貪瀆，建立廉潔環境，提升

國家競爭力。 

□預防貪瀆不法事項 

防貪是正本清源的積極作為，其目的一如強化人體的免疫系

統，從根本防制病源的侵入。政風人員除應深入了解機關內

問題所在，研提建議，以修正不合時宜法令規章，促進行政

程序公開化、透明化、提升行政效率，進而防制弊端外，對



於請託關說、贈受財物、飲宴應酬等易導致違法之防貪作

為，亦協助機關訂定明確規範。 

□維護公務機密事項 

杜絕違規或洩密事件，避免公務員以「洩密」為手段之貪瀆

行為發生。 

□預防危害破壞事項 

推動各項措施，預防機關危害或破壞事件發生，確保政府功

能正常運轉。 

□落實財產申報事項 

辦理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並透過民眾公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