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問 1：財產申報類別有哪些？如何計算起訖日期？如果職務

異動但受理機關未變動，須辦理何種申報？ 

答： 

1. 財產申報分為就(到)職申報、代理/兼任申報、定期申

報、卸離職及解除代理/兼任申報共 4種類別；其申報

日期計算方式，就(到)職申報須於就(到)職 3個月內辦

理、代理/兼任申報須於代理/兼任滿 3個月後，再於 3

個月內辦理、定期申報則於每年 11月 1日至 13月 31

日辦理、卸離職及解除代理/兼任申報須於喪失身分之

日起 2個月內辦理，且申報日(基準日)限定於卸離職或

解除代理/兼任「當日」。 

2. 如果職務異動但受理機關未變動，不須辦理就(到)職申

報，僅辦理定期申報即可。(法務部政風司 98年 3月 4

日政財字第 0981102345號函) 

問 2：學校舉辦講習活動，由校長擔任講師，則校長於簽辦

發放講師費的程序是否構成利益衝突？ 

答：依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條第 4款規定，校長屬該法之適

用人員，而講師費屬財產上利益，如發放講師費係由學

校自行簽辦、發放，則在辦理程序中即構成利益衝突，

校長應依利衝法第 5、6條自行迴避。 

問 3：學校人員赴大陸的申請及返臺通報表如何辦理？ 

答： 

1. 兩岸條例第 9條所稱公務員，指公務員服務法第 2條規

定之人員，教師如未兼任行政職務，非屬公務員服務法



適用對象，不受兩岸條例第 9條第 3項規範，自不在本

作業要點適用範圍。至校長、職員、兼任行政職教師，

為兩岸條例第 9條所指公務員，須依作業要點或許可辦

法申請赴陸。 

2. 請注意應於赴大陸地區五日前填具申請表，並詳閱公務

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注意事項後簽章，向所

屬機關（學校）申請，經所屬機關（學校）同意後赴陸。 

3. 返臺後七個工作日內，應填具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送

交所屬機關（構），機關首長應送交直屬上級機關備查。 

問 4：兼辦政風業務人員如不諳政府採購法令業務得否免為

監辦機關採購業務疑義：(採購業務兼辦釋疑) 

答： 

1. 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 3條，業已

刪除原條文後段「無該等單位者，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

人員就機關內部熟諳政府採購法令人員指定之」規定，

爰對於未設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等單

位之機關，無需另為指定機關其他內部人員代替此一單

位之監辦。(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

第 3條：本法第十三條第一項所稱有關單位，由機關首

長或其授權人員就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

檢核或稽核單位擇一指定之。) 

2. 準此，兼辦政風業務人員因非政府採購法第 13條第 1

項、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 3條所

稱之「有關單位」人員，不宜擔任監辦採購人員。 



問 5：倘若學校遇到司法機關調卷、約談同仁、搜索（扣押）

時應如何通報？通報內容重點為何？ 

答： 兼辦政風同仁遇到檢警調機關調卷、約談或搜索（扣

押）時請於第一時間與本處聯繫，本處將指派承辦同

仁專人協助相關通報事宜，至於通報內容主要以「人、

事、時、地、物」為重點，包括偵辦機關名稱、執行

時間、被約談人員以及調取或搜索、扣押案件資料等。

原則上兼辦政風僅協助通知及填寫通報表即可，後續

相關之偵審狀況本處會與偵查機關連繫及協處，同仁

切勿有過多壓力。 

問 6：兼辦政風人員如在機關遇到採購爭議事件或是廠商不

法勢力介入時候應如何處理？ 

答：   兼辦政風人員遇到採購案件的任何疑慮皆可電話洽

詢本處預防科同仁提供專業協助，另外如果遇到廠商

有不法情事時，可通知本處查處科協處，切記兼辦政

風同仁要以保護自身安全為最優先，如果遇到不法事

件時盡速通知本處，由本處來協助適法妥處，以保障

大家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