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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員為全體國民服務，使用及分配公共資源乃基於公共信

任，為減少浪費公共資源及濫用公權力，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致力於政府公共服務倫理基礎工程之

建 設 ； 亞 太 經 濟 合 作 組 織 （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之反貪污及透明化工作小組建議，會

員體應制定及落實執行有關公務員行為之法規，並檢討執行情

形，均顯示重視公務倫 理已成為國際趨勢及先進國家努力之目

標。 行政院（以下簡稱本院）為確保所屬公務員執行職務時，

能廉潔自持、公正無私、依法行政，並提升國民對於政府之信任

及支持，爰參酌 美、日、新加坡等國家公共服務者之行為準則

及本院所訂「端正政風行動方案」有關防貪方面之內容如下： 

一、揭示立法目的及核心價值，並表明本院及所屬各機關（構）

公務員均有本規範之適用。（第一點） 

二、界定本規範有關「公務員」、「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

「正常社交禮俗標準」、「公務禮儀」及「請託關說」等用詞定

義。（第二點） 

三、揭示公務員應依法行政，以公共利益為依歸，並迴避利益衝

突（第三點）。 

四、為明確依循標準，使公務員進退有據，爰規定受贈財物、飲

宴應酬、請託關說之限制及遇有請託關說之處理程序。（第四點

至第十一點） 

五、政風機構受理受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或其他涉及廉

政倫理事件之簽報登錄程序。（第十二點） 

六、重申公務員兼職行為之原則禁止。（第十三點） 

七、公務員參與演講等活動，其支領鐘點費或稿費之標準、限制

及程序。 （第十四點） 

八、機關首長面對受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時，應踐行之

程序。（第十五點） 

九、公務員應妥善處理個人財務，並責成主管落實品操考核。

（第十六點） 

十、各機關（構）應指派專人負責倫理諮詢服務，並界定「上一

級政風 2 機構」及「上級機關」之意涵。（第十七點） 

十一、機關（構）未設政風機構時，相關業務由兼辦政風業務人

員或其首長指定之人員處理。（第十八點） 

十二、違反本規範時，依現有相關規定懲處；其涉及刑事責任

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第十九點） 

十三、授權各機關（構）對於本規範所定之各項標準及其他廉政

倫理事項，得另訂更嚴格之規範。（第二十點） 

十四、本院以外其他中央及地方機關（構）得準用本規範之規

定。（第二十一點）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為深化廉潔誠信教育，嘉義市政府政風處改編該

處原創廉政繪本，製作《潘朵拉禮物：犀牛村長的考

驗》廉政話劇影片，將故事中動物擬人化，透過廉政

志工生動、活潑的表演，將反貪倡廉的概念以數位學

習教材多元呈現，讓誠信、廉潔價值觀向下扎根。

    AI軟體與服務帶來業務創新與效率提升，然而在使

用過程中亦存在資訊安全與隱私風險。特別是在公部門

運用AI工具如生成式AI（例如CHATGPT）時，須高度留

意機敏資料與公務機密的保護。

    AI模型多半仰賴大量使用者輸入與網路資料進行訓

練，若不慎將尚未公開之公文內容、個人資料或內部討

論資訊輸入AI平台，可能導致資料外洩，甚至違反保密

義務與相關法規。此外，AI所生成之內容雖具參考價

值，但可能出現錯誤或虛構資訊，不宜直接引用於正式

文件中。基於資安與治理原則，建議同仁使用AI軟體

時，應秉持審慎態度，避免上傳涉密或敏感內容，並審

核AI生成結果之正確性與合法性。同時，選用AI服務時

應了解其開發者背景與資料處理機制，不可盲目信任來

路不明之應用程式，以降低潛在風險。

為維護政府資訊安全與民眾信賴，請共同落實保密規

範，確保AI技術於公務應用中安全、負責且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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