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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署舉辦企業治理競爭力論壇
　【本刊訊】廉政署為促進外商瞭解

我國在廉政建設的努力，於日前假集

思交通部集會堂舉辦「2014躍進國
際‧企業治理競爭力論壇」，邀請勤

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總裁陳清祥

專題演講，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

期貨局副局長張麗真、摩根士丹利

執行董事蔡雯青、美商鄧白氏臺灣

分公司總經理孫偉真、英國標準協會

（BSI）總經理蒲樹盛、西門子臺灣-
香港區域法規遵循長周治生等產業界

代表專題論談，現場並有150餘名企
業人士踴躍參加。

　廉政署署長賴哲雄致詞時表示，為

推動「廉能政府」的核心價值，廉政

署持續結合政府機關、企業、非政府

組織及一般民眾，以跨域整合齊心建

立廉能政府與誠信社會，營造優質的

投資環境，以提升國家競爭力。陳清

祥總裁則指出，落實公司治理，最重

要是經營者的正確認知及充分支持。

　第一場「由企業管理談公司治理」

論壇，與談貴賓剖析「公司」、

「主管機關」及「社會大眾」是落

實企業社會責任（CSR）的三種力
量，而美國制定了「反海外腐敗法」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規範
企業海外行賄，可供我國借鏡；另提

出捷運電扶梯禮讓文化，形容廉潔的

文化需要灌輸養成。

　第二場「由企業治理到國家競爭

力」論壇，與談貴賓咸對臺灣的清廉

度有信心，也認為國家清廉度與國際

競爭力具正相關性，但現代跨國公司

因規模龐大，影響力亦相對提高，故

建立反貪腐制度更形重要，經營者要

勇於向不法「Say No」，才能避免短
期利益隱藏的風險。

司法官學院舉辦犯罪防治研究發展諮詢會議
　【本刊訊】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於

103年12月24日假該學院2樓會議室舉
辦犯罪防治研究發展諮詢會議。

　本次會議，由司法官學院院長林輝

煌主持，法務部主任秘書周章欽及各

司處、直屬機關正副（主管）首長、

學術界代表共17名諮詢委員出席會
議，會議中除提報司法官學院犯罪防

治研究中心在103年度針對社會與實

務需要，達成32項研究主題，並增聘
28位兼任研究委員，期能對社會突發
的重大犯罪事件，作即時的回應與評

論外，也邀請傑出論文獎得主林俞

君、洪國華分別進行「應用地理部繪

分析臺北地區連續住宅竊盜的距離遞

減型態與錨點的空間預測」與「臺灣

醫療刑事追訴之現況與政策走向」專

題報告。

　林院長綜合各委員意見，指出了犯

罪防治研究中心將來發展的策略方

向，包括：一、在人力物力的先天條

件限制下，為期有所突破，應著力於

社會資源的開發。二、應將國際化，

作為研究發展之重點策略。三、應精

選研究主題，即時反映社會犯罪現

象。四、研究首重實踐，研究成果應

以形成政府政策或發展策略為目標。

法務部1280次會報
重要指示事項摘錄

　【本刊訊】法務部第1280次部務會
報於12月18日召開，由部長羅瑩雪主
持，會中指示未來重要施政方向，摘

錄重要內容如下：

　1.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對本部員額
評鑑報告，建議由司法官學院犯罪防

治研究中心研擬刑事政策，並整合檢

察司緝毒與保護司反毒之相關業務及

人力，請各相關單位配合檢討，審慎

因應。

　2. 統計處提供各項刑案及受刑人之
統計數據對刑事政策之擬訂甚具參考

價值，惟統計分析資料之判斷應兼顧

法制面及實務面，請業務單位多提供

意見，除探討法規修訂可能造成之影

響外，尚須考量警政機關行政措施變

動等因素，避免解讀偏離事實。

　3. 中正大學擬邀請本部共同合作，
向科技部申請「政府巨量資料應用先

期研究計畫」，針對獄政管理資訊相

關統計進行分析研究，本案有助於本

部業務之推動，請資訊處、統計處、

矯正署等相關機關單位配合辦理。

　4. 103年九合一地方公職人員選舉
已於11月29日辦理完畢，無重大糾紛
案件發生，案件量及被告人數亦均較

上次選舉減少，令人欣慰。惟苗栗縣

等5縣市預訂於104年辦理立法委員補
選，請最高法院檢察署持續督導檢察

機關及調查局辦理選舉查察工作。

　5. 司法官學院委外辦理102年度犯
罪狀況研究，相關統計分析對本部刑

事政策之研訂甚具參考價值。其中關

於新收人犯多屬勞工、無業等社會低

階層民眾，是否與全球化貧富差距拉

大致使該階層人口比例增加有關？又

酒駕人數增加是否與法令修訂有關？

此等問題均宜再深入觀察研究。

　6. 為有效打擊跨國毒品及洗錢犯
罪，調查局積極推動與越南、菲律賓

等國家的國際合作，並尋求簽訂官方

合作備忘錄及協定，表現良好，請繼

續努力。

　7. 關於刑事保證金之沒入事宜，請
臺高檢署督促所屬確實注意依法及時

辦理，以免逃匿之被告被逮捕到案後

非但不能再予沒入，而且須計息發

還，引生議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