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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證期局政風室

【司法常識】

破解圖利陷阱系列一

一、前言

分辨「圖利」與「便民」並不困難，公務員執行公務，在法律範圍內，給予民眾

方便，人民得到再大的好處，都是合法便民；如果明知法律規範，卻故意違反，給予

民眾方便，就算只獲得幾塊錢，還是會成立不法圖利。

二、法令介紹

（一）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對主管或監督事務，直接或間接圖利

 1. 條文：

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

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

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

利益者。

 2.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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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是「對主管或監督事務，直接或間接

圖利罪」，表示行為人的圖利行為，必須與主管或監督事務有關。所謂「主管

事務」，指公務員對事務有參與或執行的權責，例如：一般承辦人員執行職掌

範圍的業務，即屬之；所謂「監督事務」，則指雖非直接或執行其事務，但對

於承辦事務的公務員具有監督權，例如：承辦人員的科長、機關首長等直屬長

官。所稱「直接圖利」指行為人的行為，直接讓自己或他人獲得利益，例如：

採購承辦人洩漏評選委員名單讓特定廠商得標；「間接圖利」則指行為人以迂

迴方式，讓自己或他人獲利，例如：採購承辦人要求得標廠商，必須讓其親友

在該廠商掛名領薪。實際上，如何判斷是否屬於主管或監督事務，例如：應依

據相關法規、職務說明書、職掌表、簽陳文件、會議紀錄等資料，就具體事實

個案認定。

（二）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對非主管或監督事務圖利

 1. 條文：

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

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

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

因而獲得利益者。

 2. 說明：

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是「非主管或監督事務圖利罪」，表示

行為人雖然不是在自己主管或監督的事務上，直接行使職務替自己或他人取得

不法利益，但行為人是利用行使自己公務職權的機會，或者利用自己特殊公務

身分的影響力，明知違法的事情，仍利用自己行使職權上的方便、機會，或者

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影響有特定職務的公務員，用來替自己或他人獲取不法利

益。所謂「利用職權機會圖利」，係指行為人對於該事務，有可能憑藉著影響

的機會，而藉此圖利，例如：警員受友人之託，利用機會取出查扣之機車。所

謂「利用身分圖利」，則是行為人的身分，對於該事務有某種程度的影響力，

而據以圖利，例如：公務員某甲利用具有受理申請 A 路段路權業務的身分，對

於非屬該公務員管轄之 B 路段的承包工程業者，索取獲得金錢好處。如何判斷

行為人有無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不法利益，應從客觀的角度觀察，例如：行

為人有無憑藉身分，或利用機會或職權，造成承辦事務的公務員，在心理上受

到拘束的影響，行為人因此獲得自己或他人的不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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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件解析：

圖利罪的成立與否，可以分為兩個階段思考，第一階段是「身分認定」，係確認

行為人是否為貪污治罪條例的規範對象，也就是行為人有無具備公務員的身分；第二

階段，則是「圖利要件認定」，係確認行為人是否具備符合圖利罪的成立要件，包括：

「明知故意」、「違背法令」及「獲得好處」等。兩階段的所有認定要件，都必須符

合者，才會成立圖利罪。公務員只要對上述各項圖利要件，有正確的法令認識，就能

輕鬆分辨「圖利與便民」的行為，不必害怕誤蹈法網。

（一）第一階段：身分認定

 1. 公務員之條文：

貪污治罪條例第 2 條規定：「公務員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斷。」；

同條例第 3 條亦規定：「與前條人員共犯本條例之罪者，亦依本條例處斷。」

由條文內容顯示，圖利罪以公務員為主要規範對象，未具備公務員身分，只要

不與公務員成為共犯，就沒有圖利罪的適用。

 2. 公務員之例示：

貪污治罪條例第 2 條所稱「公務員」，係參照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定義：

「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一、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

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

者。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

之公共事務者」。

（二）第二階段：圖利要件認定

公務員的圖利行為，除須具備公務員身分外，亦須應符合「明知故意」、「違反

法令」、「獲得好處」等三項圖利要件，才會認定成立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或第 5 款所稱的圖利罪。

 1. 明知故意：

圖利罪僅處罰故意犯，無圖利的故意，則不會成立圖利罪，例如：機關考

量是否與工程承包商解約的行政考量時，是以「尋找工程完工對機關最有利的

作法」為目的，縱然承包商違反契約已達解約程度，但機關權衡所有情況，認

為不解約繼續督促工程進度，為最有利機關的選擇方式，自難以認定公務員有

明知故意的圖利意圖。同樣地，圖利罪亦不處罰過失犯，不能以「公務員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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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當，使人獲得不法利益」，就推定自始即有明知違反法令的故意，例如：稽

查員不慎遺失舉發單，導致無法裁罰違規民眾，業務上過失行為，可能將檢討

行政責任，但自難以認定公務員從開始就有明知故意的圖利意圖。

 2. 違反法令：

從司法實務的見解，「圖利與便民」最重要的區別，則是以「有無違背

法令」為重要判斷，違反法令的範圍，包含：法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

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及其他對不特定多數人對外發生法律效果的規定

等，例如：公務員違反僅具機關內部效力的行政規則、契約條款、採購契約要

項等，則不會成立圖利罪；另外，公務員服務法並非此處所稱的法令，公務員

若僅違反公務員服務法，尚難認定有違反法令。

3. 獲得好處：

(1) 須有圖利結果

圖利罪為結果犯，亦即要有圖利的結果，才會成立犯罪；若公務員雖

有違背法令的行為，但倘無人獲得利益，仍難以成立圖利罪。

(2) 所謂不法利益

「利益」係指一切能夠足使圖利對象（本人或他人）的財產，增加經

濟價值的現實財物及其他一切財產利益，不論有形或無形、消極或積極者，

均屬之，例如：免除債務、提供擔保、授予權位、招待宴飲或性招待等，且

不限於提供時，已經確定的利益，其他將來會發生的利益、附條件的利益

等，均屬之。但無論是否為財產上利益，均應以「可轉換為財產上的利益，

並可計算其數額者」為限。

(3) 所謂圖利行為

圖利罪的成立，代表行為人明知故意違反法令，讓自己或他人有獲得

具體不法利益的結果。相對地，從「便民」的角度審視，「便民」就是公務

員依法行事。

四、法律效果：

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5 款，前於 98 年 4 月 22 日修正公布，

法定刑部分，並無改變，仍是「5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000 萬元以下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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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差異在於，將「違背法令」的概括規定，修正為「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

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或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

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讓法律適用更加細緻化且明確。

資料來源：「破解圖利陷阱 . 案例篇 .Part1/ 法務部廉政署編輯 - 初版 - 民 106.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