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廉政案例-挪用及竊取預付票款案 

案情摘要：某郵局郵務營業窗口人員因職務輪調進行交接時，發現工作員乙所保管之

預付票款現金短少。經查係半日制約僱人員甲，利用乙員因病休養未上班期間，乘機

竊取乙員負責保管之現金，且甲員自己經管之預付票款亦有自行挪用情形。 

案例分析：為應業務需要，營業窗口人員得預領一定數額之票券以供週轉或銷售，日

終應依規定鎖存於票券庫房或保險櫃、鐵皮箱內。該局主管於乙員休假期間或未到班

的情況，仍取出該員之預付票券，置放於營業廳工作檯，讓甲員有可乘之機，竊取乙

員之預付票款，未落實辦理票券管理作業。又甲員未盡經管銀錢之責，利用職務之便，

擅自挪用其所經管之預付票款。郵政同仁於執行職務時，應恪守法令規章，經管銀錢

更應廉潔自持，切勿因一時失慮而誤蹈法網，各級主管平時應多關懷員工並落實考核

工作，有風紀顧慮的人應予提列及掌握，平時主動瞭解及關懷生活概況，必要時應進

行業務調整與協助，且避免指派高風險業務。本案甲員所為殷鑑不遠，足為警惕。 

相關法條： 

一、勞動基準法第 12 條 第 1 項第 4 款及相關規定，勞工有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

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二、刑法第 320 條第 1 項竊盜罪及刑法 336 條第 2 項業務侵占罪。 

*消費者保護宣導 

一、全球溫室效應越來越嚴重，生活中有許多省電妙招，如果只是暫時離開房間不

需要把冷氣關掉，避免重複開關。 

二、購買或使用健康食品時，應注意應認明包裝上的「健康食品」字樣及「小綠人

標章」、健康食品不是藥品，不能治療疾病，罹病仍須就醫和應詳加檢視包裝

上的保健功效宣稱、建議攝取量、注意事項及警語。 

三、消費者購買圖書禮券後，若發生消費爭議時，消費者可向業者、消費者保護團

體及各縣市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或禮券上記載之消費爭議處理申訴（客服）專

線提出申訴。 

四、關於網路交易，接到客服電話，要你解除ATM分期付款時，小心遇上詐騙，因

ATM無法解除分期付款。 

五、網路購物，應注意企業經營者揭露基本資料有企業名稱、負責人和電話、電子

郵件信箱及營業所在地地址。 

六、社群軟體群組傳來不明附件與連結時，不隨意點閱。 

七、為維護個人資料不被濫用，下載APP前，應特別注意APP的隱私保護政策及個人

資料蒐集項目。 

八、網路購物時賣家提出「加LINE私下交易，免收運費再送小贈品」，消費者應拒

絕私下交易，採用第三方支付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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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被騙第二次，當心二次詐騙！ 

詐騙廣告出新招，詐騙集團利用廣告關鍵字付費搜尋功能，將偽冒的網站魚目混 

珠，宣稱可以免費在線諮詢及追回詐騙款項，真相其實是詐騙集團利用網路廣告進 

行【二次詐騙】。 

詐騙集團瞄準被詐騙過的被害人，利用民眾對專業人員的信任，謊稱有獨特管道， 

只要繳交「服務費」就可以協助追回詐騙款項，但是當被害人付款後就失去聯繫， 

不僅沒拿回先前遭詐騙的款項，還損失更多金錢，造成第二次傷害。 

如不幸遭受詐騙，請速撥打165反詐騙諮詢專線或前往派出所報案，切勿輕信網路 

「追回詐騙款項」的錯誤資訊；已經報案的民眾欲瞭解案件進度或後續處理情形， 

請先向受理或管轄單位洽詢，以防落入【二次詐騙】的陷阱。 

資料參考：內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騙網 

＊赴大陸地區應注意事項 

一、在大陸地區活動期間，首重人身安全之維護。外出參訪、旅遊宜結伴同行，不

宜單獨前往陌生或出入分子複雜場所，並避免接受不當饋贈、招待或涉足不當

場所。 

二、在大陸地區活動期問，應秉持對等、尊嚴原則進行交流；以非公務事由申請進

入大陸地區，不得涉及公務相關活動。 

三、請遵守相關法令規定，勿從事妨害國家安全或利益之活動。對大陸人士之要

求，應提高警覺，並注意維護國家機密及一般公務機密。 

四、公務員赴大陸地區應確實辦理請假手續，詳實申報請假事由、地點，並據實提

出申請，不得未經申請即擅赴大陸地區或經由第三地轉赴大陸地區，違者將依

相關法令處罰。 

五、公務員在大陸地區受強暴、脅迫、利誘或其他手段，致有違反相關法令之虞，

應立即或於回臺後一個月內通報所屬機關、委託機關或監督機關長官；必要

時，請法務部調查局（免付費專線電話：02-29161295）協助處理。 

*交通安全宣導-酒駕防制 

一、酒駕新法上路，酒駕初犯致人死傷，即可沒入車輛。再犯累計期限，由5年延長為

10年。同乘者連坐罰，最重罰1萬5000元。 

二、隔夜醉也是酒駕，不要認為「經過晚上睡覺後，隔天身體就沒有酒精」、「不暈

就沒事」、「覺得身體仍正常沒有醉」，貿然駕車上路，可能導致觸犯酒駕的法

律責任。 

三、郵政員工酒駕經判刑確定，如未獲宣告緩刑或易科罰金，即免職或終止僱傭契約。

同仁應恪遵「酒後不開(騎)車」，建立酒駕零容忍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