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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常識

【司法常識】

金管會證期局政風室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規定執
行疑義說明（下）－

第 2項事前揭露及事後公開義務規定之
適用

前言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本法）經全面通盤檢討後，修正草案於 107年 5月
22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107年 6月 13日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63581號總統令公布、
107年 12月 13日施行。

本次修法重點之一，係增訂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

機關為補助或交易行為禁止之例外規定，以及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應事前揭露及機關團

體應事後公開身分關係之規定，爰本法第 14條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
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

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一百零

五條辦理之採購。二、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標售、

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三、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或對公職人員之

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或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

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四、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

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五、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公共政策或為公益用途

申請承租、承購、委託經營、改良利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六、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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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前項但

書第一款至第三款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

係；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之。但屬前項但

書第三款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者，不在此限。前項公開應利用電信網路

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第一項但書第六款之一定金額，由行政院會同監察院定

之。」

有關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第 1項但書例外排除規定之執行疑義，已於
上期司法常識專欄中有所簡介，本次將接續說明有關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
第 2項規定之執行疑義。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第 2項有關事前揭露及事後公開義務規定之執行
應注意事項

一、投標廠商或申請補助對象應自行負第 14條第 2項之據實揭露義務，不為揭露或為
不實揭露者應依第 18條第 3項處罰，機關尚不負審查該對象是否為真實揭露之責
任。

二、鑑於新法施行未久，為「協助」投標廠商或申請補助對象能履行第 14條第 2項事
前揭露義務，建請機關團體採購、交易單位或涉及補助業務單位基於「服務」之立

場，於交易或補助相關投標或申請文件中增列提示投標廠商或申請補助對象如有身

分關係需履行事前揭露義務及違反者之裁罰，並提供身分關係揭露表（非屬政府採

購之文件）供其填寫。例如工程會於「投標廠商聲明書範本」增列第十點聲明事項。

三、若投標廠商或申請補助對象因違反第 14條第 2項事前揭露義務而遭本法第 18 條第
3 項裁罰者，仍不得因此免除揭露義務，該對象仍需補行揭露其身分關係， 機關仍
應依其揭露事項併同公開。

四、機關團體依第 14條第 2項之主動公告義務，以該投標廠商或申請補助對象已負事
前揭露義務為前提。

五、第 14條第 2項但書「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者」，係同時免除事前
揭露及事後公開義務。

針對本法第 14條第 2項規定之適用，法務部廉政署彙整相關執行疑義說明如次：

問題一：事前身分揭露表係提供給交易或補助機關之採購單位、補助單位或政風單



53
中華民國一○八年七月十六日出版

司法常識

位？

具身分關係之投標廠商或申請補助對象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

關係，故應連同相關投標或申請文件提供予採購或補助單位，附卷保存。

問題二：投標時或申請補助時關係人未檢附身分揭露表，可否於開標現場補填或於

決標前補正？

（一）機關團體採購案決標前或補助案核定前，仍允許採購廠商或補助申請對象補

正身分揭露表。

（二）於決標後或補助案核定後始表示漏未填寫揭露表者，已屬未於投標或申請文

件內據實表明，係違反第 14條第 2項規定。上開機關採購、交易單位或涉
及補助業務單位人員雖不負告知應檢附身分揭露表之義務，惟「得」視狀況

提醒採購廠商或補助申請對象。

問題三：投標廠商未履行事前身分揭露義務，是否影響其得標廠商資格？

關係人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辦理者，並無違反第 14條第 1項交易禁止規定，
其違反事前揭露義務者，另依第 18條第 3項處罰，並不影響其投標廠商資格。

問題四：機關事後主動公告身分關係，應由機關內何單位負責公開？

事後主動公告身分關係之義務主體為機關團體，至於應由機關團體內部採購單位、

補助單位及政風單位主動公開，涉及機關內部事務分配，允宜尊重機關內部組織分工規

定及機關長官之職務分配權限。

問題五：依施行細則修正草案規定，機關團體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應於三十

日內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其時間起算點？主動公開上網期限為

何？事前揭露表之保存期限為何？

（一）機關團體主動公告之時間起算點，於交易行為係以決標時起算；於補助行為

係以機關團體補助核定時起算。

（二）機關團體上網公告期間應自公告日起公告三年。

（三）事前揭露表則併同交易或補助文件，由各機關團體依檔案法規定保存。

問題六：機關主動公開身分關係，其「關係人之姓名」應否全部公開或部分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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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符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

（一）依本法第 14條第 2項及本法施行細則修正草案第 26條規定，機關應主動公
開關係人之「姓名」。事後公開之立法目的係為便利外界監督，仍應以公開

全名為原則。

（二）惟如公開全名有將影響機關運作或當事人隱私、營業秘密等特殊情事，經投

標廠商或申請補助對象事先以書面申請，且報請各主管機關同意者，關係人

之自然人姓名得為部分遮蔽。（例如：王○明）

問題七：各機關應如何履行主動公告義務？是否有統一建置揭露平臺之必要？ 

（一）本法第 14條第 2項規定主動公開之義務主體為各該「機關團體」，又同條
第 3項規定「前項公開應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故機
關團體有將身分關係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提供線上查詢之義務。

（二）鑑於監察院刻建置「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公開及查詢平臺」，以利各

機關團體揭露及供公眾查詢，各機關團體如於機關網站主動公告之外，認亦

有併於揭露平臺揭露之需；或因機關無資訊網站可供公告，而有於上開揭露

平臺揭露之必要（惟如機關團體以上開平臺為唯一線上揭露方式，請務將相

關資訊以標註於機關網站或提供網頁連結），因上開平臺使用範圍及使用者

權限，將由本部與監察院另行研議。於平臺未上線前，各機關團體得先行評

估設置網站揭露專區；並請監察院於平臺建置完成，預備上線前先行通知各

機關。

資料載點：法務部廉政署全球資訊網∕首頁∕防貪業務專區 ∕利益衝突∕業務宣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