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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圖利陷阱



貪污治罪條例

重度貪污

10年以上

侵占公有財物

中度貪污

7年以上

利用職務詐取財物

輕度貪污

5年以上

圖利



普通

詐欺罪

加班費

值班費

差旅費

休假補助費（國旅）

其他個案認定

檢察總長於110.12.9統一訴追標準



體系表

②有無秘密被洩

漏

國防秘密

國防以外祕密

個資法

③有無人獲得利益

賄賂（有對價關係）

違背職務

不違背職務

圖利（無對價關係）

主管監督事務

非主管監督事務

④以何種方式犯罪

偽造文書

侵占

電腦犯罪

施用詐術

①公務員



認識圖利

1



前 言

「依法行政」是法治國家的核心價值，也是一切行政行

為，必須遵守的首要原則。公務員依法律所賦予的權力，執

行職務、為民服務，同時也擔負「廉潔」、「便民」與「效

能」的期待與要求，如何安心、放心且又大方的給予民眾便

利，不用害怕違反法令而有圖利的疑慮與擔心，是您我每位

公務員都非常關心的問題。



圖利便民

●依據法律執行公務

●法律範圍內給予民眾方便

●明知法律規範故意違反

●不論金額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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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條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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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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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令介紹

本款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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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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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謂「主管事務」，指公務員對事務有

參與或執行的權責。

例如：一般承辦人員即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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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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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如何判斷是否屬於主管或監

督事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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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事務：

●監督事務：

法令介紹



條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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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行為人的行為，直接讓自己或

他人獲得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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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為人以迂迴方式，讓自己或

他人獲利。

●直接圖利：

●間接圖利：

法令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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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採購承辦人洩漏評選委員名單讓特定
廠商得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條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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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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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款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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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令介紹

非自己主
管或監督
的事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條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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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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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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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令介紹

非自己主
管或監督
的事務

利用行使
職權機會

利用身分
影響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條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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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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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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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令介紹

非自己主
管或監督
的事務

利用行使
職權機會

利用身分
影響力

圖
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條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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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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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人對於該事務，有可能憑藉著

影響的機會，而藉此圖利。

●利用職權機會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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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身分圖利：

法令介紹

例如：警員受友人之託，
利用機會取出查扣之機車。

例如：某議員利用其
影響力，要求警局小
隊長將議員友人的超
標酒測單抽換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條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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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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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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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令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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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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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分認定

第二階段：

圖利要件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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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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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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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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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分認定要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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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照刑法第10條第2項

身分認定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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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第10條第2項：公務員例示

刑法第10條第
2項第1款前段
依法令服務於
國家、地方自
治團體所屬機
關而具有法定
職務權限者。

刑法第10條
第2項第1款
後段
其他依法令
從事於公共
事務，而具
有法定職務
權限者。

刑法第10條第
2項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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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身分公務員

2
授權公務員

3
委託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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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員
身分

明知
故意

違反
法令

獲得
好處 圖利

要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圖利罪不處罰過失犯，不能以「公務員行為失當，

使人獲得不法利益」，就推定自始即有明知違反

法令的故意。

圖利要件認定：明知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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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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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利要件認定：違背法令



公務員於行使行政裁量時，其裁量如與上述原則有違背，例如逾越
裁量、裁量怠惰或裁量濫用，均構成裁量權行使之瑕疵，倘主觀上

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則符合明知違背法律等之要件

裁量逾越

未在裁量規定
範圍內選擇法
律效果或作為

裁量怠惰

應行使而未行
使裁量權

裁量濫用

未依照「授權
裁量目的」而
為之

裁量瑕疵

行政裁量

資料來源：參考法務部陳政務次長明堂「圖利、便民與行政裁量」簡報檔



圖利要件認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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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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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利要件認定：獲得好處 2.所謂不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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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利要件認定：獲得好處 2.所謂不法利益



判斷區辨

2



類型

要件
圖利 便民

行為人
是否明知故意

有明知故意 無明知故意

行為人
是否違反法令

違反法令 不違反法令

是否獲得好處 不法利益 合法利益



29

◎圖利與便民之區別為何?

1、圖利與便民都是給予人民利益或好處，但圖利的行政

行為是不合法，而便民則是合法給予人民利益。

2、圖利之構成要件可知，「圖利」在主觀上有為自己或

他人獲取不法利益的意圖，在客觀上有圖取不法利益

的積極行為。

3、從便民的角度看，便民就是依法行政，

「便民」的內涵可由下列要件來認識：

(1)沒有為自己或他人圖取不法利益的故意。

(2)本於職務在法令許可之範圍內所為。

(3)只是在手續或程序上給予他人方便。

(4)他人所獲得者，是合法的利益。



思考模式

3



確認是否符合下列圖利罪之成立要件

公務人員
（刑法第10條第2項）

明知故意 違反法令 獲得好處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1項第4款、第5款



二階段、四要件、缺一不可、16字箴言
公務人員、明知故意、違反法令、獲得好處



案例分析

4



賈關懷明知依法令規定，
得標者如逾期未繳清價款，
就必須沒收押標金，並無
任何行政裁量空間，卻阻
止承辦人阿力沒收押標金，
並且不顧主計、法制單位
的反對意見，一再同意延
展金愛錢公司的繳款期限，
直到金愛錢公司順利獲得
貸款並繳清價款



某○○學校 A 校長、B 總務主
任、C 輔導主任承辦政府採購
業務，於 108 年辦理教學參
訪採購案，A 校長明知不得對
廠商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
且不得於開標前洩漏以造成限
制或不公平競爭之相關資料，
仍在該採購案上網公告前，聯
繫業者並指示 B 總務主任、C 
輔導主任，將招標文件中時間、
地點及人數等應予保密之資料，
告知特定業者，使該業者得以
事前準備，造成不公平競爭之
情形。



阿龍為○○國小事務組長，負責該
校修繕及小額採購業務，阿豐為阿
龍之專科同學，從事水電修繕。某
日因該校車庫之風壓機配電箱故障，
阿龍乃請阿豐到場估價及施工；阿
豐到場勘查，並當場填載總金額為
1 萬 1,813 元之估價單。
惟阿豐實際施作時，發現電磁開關
無須整組更換，僅需更換內部線圈
即可再次使用，阿龍明知上情，但
為使阿豐請領未實際更換新品之價
差，竟於驗收紀錄不實登載「與契
約、圖書、貨樣規定相符」，並送
核銷請款，使阿豐獲取不法利益。



感謝各位聆聽，

敬請不吝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