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自行迴避通知單【多人一表】

應 迴 避 事 項 及 理 由

通知人員

秘書長              □確認迴避本人前揭討論案

(出生  年  月  日)  簽章：

行政處處長          □確認迴避本人前揭討論案

(出生  年  月  日)  簽章：

主計處處長          □確認迴避本人前揭討論案

(出生  年  月  日)  簽章：
 

人事處處長 　　     □確認迴避本人前揭討論案

(出生  年  月  日)  簽章：

受通知之

機關團體
金門縣政府

通知日期 年   月   日

備  註
□事前報備。
□依本法施行細則第20條第2項規定，本人於上開情事已確
實迴避，經服務機關或上級機關通知後補正。

政風處

（若無政風機構請

自行調整為兼辦政

風業務人員）

核稿

批示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 2 條

本法所稱公職人員，其範圍如下：

一、總統、副總統。

二、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幕僚長、副幕僚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三、政務人員。

四、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校長、副校長；其設有附屬機構者，該機構之首長、副首長。

五、各級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

六、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其出資、捐助之私法人之董事、監察人與該等職務之人。

七、公法人之董事、監察人、首長、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八、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執行長、秘書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九、法官、檢察官、戰時軍法官、行政執行官、司法事務官及檢察事務官。

十、各級軍事機關（構）及部隊上校編階以上之主官、副主官。

十一、其他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及附屬機構辦理工務、建築管理、

城鄉計畫、政風、會計、審計、採購業務之主管人員。

十二、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行政院會同主管府、院核定適用本法之人員。

依法代理執行前項公職人員職務之人員，於執行該職務期間亦屬本法之公職人員。

 第 3 條

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一、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二、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三、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但依法辦理強制信託時，不在此限。

四、公職人員、第一款與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營利事業、非

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但屬政府或公股指派、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任者，不包括之。

五、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六、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前項第六款所稱之助理指各級民意代表之公費助理、其加入助理工會之助理及其他受其指揮監督之助理。

 第 4 條

本法所稱利益，包括財產上利益及非財產上利益。

財產上利益如下：

一、動產、不動產。

二、現金、存款、外幣、有價證券。

三、債權或其他財產上權利。

四、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以金錢交易取得之利益。

非財產上利益，指有利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在第二條第一項所列之機關（構）團體、學校、法人、事業機構、部隊（以

下簡稱機關團體）之任用、聘任、聘用、約僱、臨時人員之進用、勞動派遣、陞遷、調動、考績及其他相類似之人事措

施。



 第 5 條

本法所稱利益衝突，指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者。

 第 6 條

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之情事者，應即自行迴避。

前項情形，公職人員應以書面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民意代表應通知各該民意機關。

二、第二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七款之公職人員，應通知指派、遴聘或聘任機關。

三、其他公職人員，應通知其服務之機關團體。

前項之公職人員為首長者，應通知其服務機關團體及上級機關團體；無上級機關者，通知其服務之機關團體。



※相關重要函釋：

 法務部 111年 5月31日法廉字第 11105002860號函

一、……二、本部 108年 8月20日法授廉利字第 10805006280號函揭示「機關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應依政府採購法令規

定公正執行採購評選職務，亦屬本法第4條第3項其他相類似之人事措施之範疇，機關公職人員於涉及其本法第3條之

關條人獲聘為機關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過程中，應自行迴避，亦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其關係人獲聘

為機關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之利益，始符本法第 6條及第 12 條規定。」……四、依據上開採購法令已明確規定，機關

辦理遴聘專家學者以外具有採購案相關專門知識之機關現職人員，除需具有採購法令專門知識，亦需對該採購案之政策

目的具相當程度之認知，獲選任為評選委員之機關現職人員亦需就評選結果負相當責任，故專家學者以外採購評選委員

之擇定範圍具有特定性且具機關代表性，公職人員於機關採購案評選委員遴聘之簽辦流程中，涉及本人擔任採購評選委

員會委員時，尚難謂與本法第4條第3項有利於公職人員於機關團體之人事措施之要件相當，本部 108年 8月20日法授

廉利字第 10805006280號函予以補充說明。

 法務部 109年2月 7日法廉字第 10905000510號函

一、獎勵案建議簽辦流程中，公職人員於涉及本人獎勵案件之簽辦公文上自行迴避：（一）……（二）獎勵案於提報考

績委員會初核前之建議簽辦程序：獎勵案建議簽辦實務上多見相關活動或案件辦理結束後，由承辦單位簽報建議敘獎，

獎勵案件常涉及機關多數單位及各職務層級人員共同績效表現，承辦單位（常同為簽辦建議單位）依據相關獎勵案件獎

度及額度基準簽報擬具獎勵建議案，再提報考績委員會討論，如係同時就該項活動有功人員建議獎勵，而非單就適用本

法第 2 條所定公職人員所為之獎勵，且審酌需經考績委員會初核之獎勵建議案簽陳僅係將該次活動辦理有功情形簽報

機關長官知悉，為考績委員會平時考核獎懲初核之前置必要程序，則公職人員就該涉及本人之行政流程中未予迴避之核

章行為，尚難謂有違本法遏阻不當利益輸送之立法目的。（三）獎勵案於考績委員會初核階段：公職人員於此階段如未

自行迴避，除有考績委員會進行獎勵案初核過程中因故未能使公職人員知有其本人列名其中之情事外，尚難主張不知有

利益衝突，應可認具有違反本法第 6 條自行迴避義務之故意。(四) 上開（二）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12 條第 1 項所

為之獎勵案於提報考績委員會初核前之建議簽辦程序適用疑義說明，如該獎勵案件不需經考績委員會初核者，不適用之

（意即建議簽辦程序仍應自行迴避）；另除人事獎勵案外之其他本法第 4 條第 2 項之財產上利益及第 3 項之非財產

上利益，亦不適用。二、上級機關已來文指示獎勵案之人員及獎勵額度，機關公職人員是否仍應自行迴避：倘上級機關

來文指示辦理獎勵案，且來文已指明應敘獎之人員姓名及敘獎額度，公職人員於獎勵案件相關流程中就獎勵對象及獎勵

額度已無裁量空間，尚與本法第 5 條之利益衝突要件未符。三、公職人員或首長於獎勵案相關流程中表示刪減獎勵額

度或免議：本法所稱非財產上利益，指有利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在本法第2條第 1項所列之機關（構）團體之人事措施，

公職人員如建議減列本人敘獎額度（且未再指明應敘獎額度）或免議，尚與本法第4條及第 5條之要件未符。獎勵案建

議之簽報單位之職員員額編列僅有主管 1人，應如何自行迴避：參照本法第 8 條前段「前二條受通知或受理之機關團

體認該公職人員無須迴避者，應令其繼續執行職務」之意旨，如公職人員之服務機關認該公職人員因其單位之職員員額

編列僅有 1 人主管，涉及該公職人員獎勵案之簽辦確有自行迴避之困難者，則該公職人員得書面或口頭請示機關首長，

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以書面（書面指示或簽報核示）令該公職人員繼續執行職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