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務員對圖利罪應有的認識  

壹、前言：  

  現行公務員服務法第五、六、七條規定，公務員應誠實清廉、謹慎勤勉，於執行職務時，應

力求切實，不得有驕恣貪瀆，無故稽延或推諉之情事，更不得藉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

刑法第一百三十一條及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五款，對圖利罪亦均定有具體處罰規

定，惟究竟何謂「圖利」？與「便民」如何區分？於公務員執行公務中，有時頗難拿捏得準，稍

有不慎，即可能有觸法之虞。為加強院內同仁對圖利罪相關問題之認識，謹就圖利罪之適用對

象、犯罪類型及圖利與便民之區別等分項說明於后：   

貳、圖利罪適用對象：  

  圖利罪以公務員為主要處罰對象，但依貪污治罪條例第二條後段及第三條規定，受公務機關

委託承辦公務之人及與公務員或受公務機關委託承辦公務之人員成立共犯者，亦依貪污治罪條例

處斷，因此圖利罪之適用對象，概言有三：   

一、公務員：   

  範圍不僅包括一般行政機關公職人員，且只要依據法令從事公務的人，不論有給職或無給

職、文職或武官，皆屬之；故在行政、立法、司法、考試及監察機關依法令執行公務的人，固然

是公務員，在公營機構和議會內工作的人，亦有公務員身分，其範圍較公務員任用法、公務人員

懲戒法所律定之公務員範圍為廣。   

二、受公務機關委託承辦公務之人：  

  此等身分之人雖非公務員，但因受政府機關委託辦理其指定之公務時，亦與公務員無異。例

如：受政府機關委託審查發照之建築師公會建築師等。   

三、與前述二種人員共犯圖利之人。   

 

參、圖利罪之犯罪類型：  

一、對主管或監督之事務，直接或間接圖利者：   



 

 

１、主管事務：係指依法令於職務上對該等事務有主持、參與或執行之權責者；如各機關經辦營

繕工程或採購之人員，有權主持或執行招標事務；政府安養服務機構之社工或輔導人員，須善盡

鰥寡孤疾者之服務照顧事宜，該等事務即係其主管之事務。   

２、監督事務：係指雖非直接或執行其事務，但對於掌管該事務之公務員，有監督之權者；如各

承辦人員之課長、科長等，另依法令對主管事務人員有監察督導職權的長官亦屬之。   

３、直接圖利：指行為人所為之行為，直接使自己或第三人等獲得利益；如公務車司機私自載運

客貨圖利、公務員將公款以私人名義存入銀行，期得不法利息、工程承辦人員以偽造文書之方

法，預支包商工程款等。   

４、間接圖利：指行為人以迂迴之方法，使自己或第三人等獲得利益。換言之，行為人之圖利行

為與其圖得不法利益之間，並不存在直接關係，例如公務員由其親友出面經營與其職務有關之商

業，進而間接取得不法利益，即屬之。列舉說明：以出納業務而言，機關辦理出納事務的人員，

依法令保管收支公款，為其主管事務，其意圖得利而擅自將應存歲入類帳戶之金錢，濫用長官印

章，以該長官之名義存入銀行，獲取不法利息，中飽私囊，即係對主管之事務圖利；反之，若該

長官命令出納人員為之，並將不法利息領交長官花用，則該長官係對監督之事務圖利。至出納人

員，雖係受上級公務員命令為之，但此命令既係不法，而存款取息之行為，又構成公務員圖利罪

構成要件之行為，縱然係以該長官犯罪的意思而為之，仍難解脫共同圖利之罪責。  

二、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而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利者：   

  係指行為人對於非其所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在法令基礎上，本無法定執行或監督之權，祇因

有運用其本身之職權、機會或身分予以不當影響，而獲得不法利益，所謂「職權」，係指公務員

所掌之權力而言，亦即因職務關係賦予公務員便於處理事務所具之權力，例如維護治安或協助調

查犯罪，所行使之警察職權；所謂「機會」，指一切與職權或職務有關之現成事機、機緣，如警

員受友人之託，利用機會取出查扣之機車；所謂「身分」，乃指基於職權或職務關係所取得之一

種法律地位與社會地位，換言之，身分是由職權而生之法律資格，利用身分即容易利用職權達到

目的。列舉說明：某公務機關主管對於非主辦之業務，利用申請人（廠商）催詢辦理機會，以媒

介關說或打通關節為幌子，接受申請人（廠商）招待及付帳圖利。   

肆、圖利與便民之區別：  

  圖利與便民就表面上而言，都是予人利益或好處，但實質上圖利是超出行政範疇的違法行

為，而便民卻是在法令容許範圍內，所為之利民行為，二者截然不同，「便民」與「圖利」主要

差異在於以下四點：  



 

 

一、無為自己或他人圖取不法利益之故意。   

二、本於其職務在法令許可之範圍內為之。   

三、僅係在手續或程序上給予他人方便。   

四、他人所獲得者，並非不法利益。   

  反觀之，公務員處理公務時，如存不良意圖，在決定或執行某行政事務時，將法律、規章擺

一邊，或置長官職務上合法命令於不顧，而依己意故意維護當事人，使他人得利，則顯然涉及

「圖利」。因此，我們應可斷言，真正之「便民」，就是「依法行政」，一切公務之處理與決

定，都須依照法律規定、行政規章，或是長官職務上合法命令執行，人民自然而然從中獲得應有

之合法利益。   

伍、結語：  

  公務機關是以「便民服務」為工作宗旨，而公務人員係以「依法行政」為執行圭臬，尤在政

府力圖改革之際，身為公務人員更應以健全法紀素養，提高服務精神為要，並對個人執行職務相

關之法律與行政命令深入瞭解，適時修正或調整不合時宜之法令規章，促使簡化明確，減少民眾

誤解、怨懟，以避免不肖人員有可乘之機。公務員也祇有確實釐清權益與責任之分際，在執行職

務時，兢兢業業遵守有關法令與規定，善盡職責，才能達成便民、利民又不違背法令之任務。   

備註：  

刑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公務員圖利罪）  

公務員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直接或間接圖利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七

千元以下罰金。  

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意圖得利，抑留不發職務上應發之財物者。  

二、蒐集款項或徵用土地、財物，從中舞弊者。  

三、竊取或侵占職務上持有非公用私有器材、財物者。  

四、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直接或間接圖私人不法之利益者。  

五、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私人不法利益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