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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長的話
 

  2015 年 9 月 

25 日聯合國通過了

「2030 年永續發展

議程」的 17 項永續

發展目標（Sustainab

le Development G

oals； SDGs），這１

７項的永續發展目標

環環相扣，將引領國際社會未來之發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第 16

項(SDGs16)所關注的有减少貪污賄賂、打擊非法金流及確保平等訴

諸司法等核心價值，近年來法務部以「接軌國際，體察民意，與利防

弊」為目標，遵循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在創造公、私部門的廉能環境

上，累積反貪腐實力，也提升國際競爭力。 

  在打擊非法金流，法務部作為《洗錢防制法》主管機關，為能與

國際接軌，自２０１６年開始大幅修正《洗錢防制法》，持續協調公

私部門，以充實相關洗錢防制法規範，使我國在 2019 年接受亞太防

制洗錢組織(APG)第三輪相互評鑑，獲得「一般追蹤」之最佳成績，

在未來將持續充實防制洗錢各項措施，以 APG 第４輪相互評鑑再次

獲得良好的成績為目標。另外，法務部對於維護人民司法近用權，向

來不遺餘力，因司法制度，與人民權益息息相關，確保人民平等且易

於利用司法制度，才得以保障其權益。法務部將努力締造一個更清廉、

安全及公平的環境，為國家永續發展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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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發展藍圖
 

 願景 

秉持司法為民之理念，以透明、有感、創新、專業、

效能的施政理念，推動各項貼近民眾需求的政策及

改革，為建立溫暖而富有同理心的司法，並促使司

法平等之永續發展目標鑲嵌至政策議程，推動臺灣

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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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核心目標 

  臺灣永續發展目標之訂定，始於民國（下同）2016 年行政院國

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下稱永續會）第 29 次委員會議決議，並於 2018

年永續會第 31 次委員會議決議完成 18 項核心目標及 143 項具體目

標，108 年永續會第 47 次工作會議再核定臺灣永續發展目標對應指

標，總計有 336 項對應指標。 

   法務部推動永續發展主要為核心目標１６及核心目標５，依核心

目標 16「促進和平多元的社會，確保司法平等，建立具公信力且廣

納民意的體系」，此項核心目標所涵蓋之範圍包含強化社會安全網、

遏止暴力犯罪、完善兒少保護體系、強化公開透明司法、型塑貪污零

容忍社社會風氣、擴大開放資料使用量增進施政透明度、持續推動公

共政策網路參與，並擴大提升平臺知名及效能等具體目標。核心目標

5 則為「實現性別平等及所有女性之賦權」。 

  強化社會安全網路具體目標中，與法務部相關為防制法錢，減少

非法金流。我國為亞太防制洗錢組織之創始會員，且為亞洲地區率先

通過洗錢防制法專法之國家，於 2016 年 12 月 28 日大幅修正洗錢

防制法，2017 年 6 月 28 日施行，而此次「洗錢防制法」修正，均

採納國際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簡稱 FATF)所頒定之 FATF40 項建議之規定所訂定，使我國防制洗錢

之標準得與國際規範接軌。 

    而針對型塑貪污零容忍社會風氣之具體目標，我國反貪腐工作主

要由各級中央與地方政府機關依法定職掌分別籌劃、推動及執行。法

務部在預防貪腐方面，主要由法務部廉政署負責廉政政策規劃、反貪

及防貪業務推動等，並指揮督導各級機關政風機構推動執行。刑事追

訴方面，由法務部所檢察機關之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指揮廉政署、

調查局及警察機關人員偵辦涉貪相關犯罪，並向法院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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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洗錢防制體質，塑造金流透
明、金融穩健的永續環境

落實司法公開透明，建立符合民
意現代法制，以保障人民權益。

強化肅貪能量，提升貪瀆定罪率，
以提升國家清廉形象

公訴。行政院於 2009 年函頒「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後，列管本

方案計 46 項執行措施，由法務部每年召集各部會檢討前一年度執行

成效及訂定各該年度之績效目標值，陳報行政院核定後持續推動落

實，俾建立廉能的政府，提高國民生活品質。 

   另就核心目標 16 下強化公開透明的司法之具體目標，有關一審

判決後之起訴書公開、律師資訊查詢等，本部均已完成。另核心目標

５下修正女性法定最低結婚年齡之具體目標，法務部亦已完成修法。 

 施政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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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與推動機制
 

   法務部於推動前述永續發展主要對應目標，涉及今洗錢防制業務、

肅貪業務及起訴書公開、律師資訊查詢業務等，主要由法務部檢察司

為負責推動之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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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針暨推動亮點
 

核心目標 16 

一、 防制洗錢，減少非法金流 

    我國 2018 年 11 月 16 日完

成亞太防制洗錢組織（下稱

APG）來台進行的實地相互評

鑑，隨後我國於 2019 年 3 月 18

日至 21 日舉辦「APG 第三輪相

互評鑑面對面會議」，APG 並於

6 月 28 日正式發布我國第三輪

相互評鑑報告，我國在 11 個效

能遵循項目中，取得共計 7 個項

目，屬於實質上相當有效；在 40

個法令遵循項目中，低於未遵循

項目者僅 7 個項目。APG 繼而在

2019 年 8 月 18 日至 23 日於澳

洲坎培拉舉行第 22 屆年會，共

有來自亞太 41 個會員國參加，

各會員國同意採認我國的相互評

鑑報告，評鑑結果提升為最高等

級 的 「 一 般 追 蹤  (regular 

follow-up)」等級，於亞太防制

洗錢組織第三輪相互評鑑獲得最

佳成績。 

    為繼續提升國我洗錢防制之

能量，針對 APG 第三輪相互評鑑

報告各項建議，行政院洗錢防制

辦公室於評鑑後密集、持續邀集

包含法務部在內之各權責機關，

針對評鑑所列缺失積極檢視，並

有以下具體作為： 

（一） 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

已於 2021 年 4 月 13 日、16 日

舉辦 2 場洗錢評鑑缺失改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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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針對評鑑團所指缺失進行討

論。 

（二） 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

處，已於 2021 年 10 月 1 日提

交後續追蹤報告 APG 秘書處。 

（三） 因應第三輪相互評鑑所

列缺失，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

統籌協調包含法務部在內之各權

責機關重國家風險評估，已於

2021 年 10 月 12 日、11 月 8

日、11 月 18 日及 11 月 22 日

邀集各機關與會，針對國家洗錢

資恐及資助武擴風險評估報告草

案進行討論，完成我國第二次國

家風險評估報告。 

  本部亦於 2021 年密集召開

數次修法研商會議針對 APG 第

三輪評鑑缺失以及本法施行至今

各方修法建議，廣泛蒐集意見，

完成洗錢防制法之修正草案，已

於 2021 年 12 月 27 日提出修法

草案並辦理預告。本部將持續辦

理評鑑所指缺失之改善，強化我

國相關金流秩序法制與洗錢防制

體質，使我國洗錢防制能與國際

接軌，落實我國透明金流秩序與

文化，使洗錢防制之概念於我國

紮根。 

二、 強化公開透明的司法 

  本部律師資料管理系統係於

2000 年開發，為符合 2019 年

12 月 13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之律

師法修正需求，重新規劃整合現

有律師資料管理系統(單機版及

網頁版)進行再造，以因應律師懲

戒及其懲戒決議書公開，並提供

律師證書個人化(MyData)服務，

以確保律師資訊系統發展符合所

需。此律師資訊系統涉及之利害

關係人主要為民眾、執業律師，

民眾於訴訟案件有委任律師需求

時，可藉由該系統查得律師有無

受懲戒等執業資訊，知悉律師受

懲戒之真實原因俾能瞭解律師執

業品德，進而決定是否委任。另

該系統揭露律師個人資訊，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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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個人資料自主控制將產生衝

突，惟為保障民眾委任律師之公

共利益，仍公開律師姓名、性別、

事務所名稱及受懲戒資訊。 

  新版「法務部律師查詢系統」

於２０２１年 1 月 1 日改版完成

正式上線後，民眾除可查詢律師

姓名、性別、律師證書字號之外，

該系統更提供律師照片、律師事

務所名稱、地址、電話以及電子

郵件信箱等資訊，讓民眾判斷是

否有不肖人士假冒律師，或是冒

用正牌律師名義行騙。此外，網

站也提供律師５年內的懲戒紀錄

和懲戒決議書的查詢功能，供民

眾在選擇律師時，可事先了解欲

委任之律師是否曾有違失行為，

以及是否曾受懲戒等資訊，進一

步決定是否委任該律師，幫助民

眾做出最佳選擇，使司法近用權

更貼近人民。 

三、 強化肅貪能量提高貪瀆定罪

率 

  法務部自推動「國家廉政建

設行動方案」以來，截至 2021 年

10 月止，各地檢署偵辦貪瀆案件

累計起訴累計起訴 4,413 件，起

訴人次 12,878 人，起訴案件貪

瀆金額 69億 3,305萬 6,247元，

平均每月起訴 30 件，起訴人次

88 人。 

    在貪瀆案件定罪率方面，以

起訴年度為 2020 年之案件，其

中判決案由為貪瀆罪且為有罪為

265 罪次，判決為貪瀆罪且為無

罪 為 １ 3 罪 次 ， 其 定 罪 率

95.3%(資料統計至 2021年 6月

止)，而定罪率累計 2009 年 7 月

至 2020 年 12 月，貪瀆案件起

訴後之定罪率為 76.3％。 

  致力於提升貪瀆定罪率為法

務部重點政策之一，影響定罪率

之因素，究其原因有檢察官蒐證

不足，或因貪污犯罪刑度過苛，

導致法院心證嚴格之因素，而

2017 年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業已

提出檢討《貪污治罪條例》及《刑

法》瀆職罪章之必要性。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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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法論上，如果選擇已備受批

判之《貪污治罪條例》再為修法

補漏，顯不適當，因此依司改國

是會議共識朝整併《貪污治罪條

例》及《刑法》瀆職罪章的方向

推動，併引進國際反貪腐立法有

關「影響力交易」規範。針對「影

響力交易」犯罪，本部已研訂刑

法第 123 條之 1 影響力交易罪

修正條文，並函報行政院審查。 

  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

cy International)2021 年 1 月

28日公布2020年清廉印象指數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

dex），全球計有 180 個國家及

地區(包含我國)納入評比，我國

排名第 28 名，分數為 65 分，與

2019 年相同，超過全球 84%受

評國家，維持近年最佳成績，法

務部將繼續落實聯合國反貪腐公

約的各項要求，精進各方面廉政

措施，以降低貪瀆案件犯罪率，

提 高 貪 瀆 案 件 定 罪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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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及未來展望
 

  我國國際貿易發達，國際間之金流往來頻繁，促進金流透明，不

僅有助打擊國內犯罪，遏阻犯罪衍生的非法金流外，對於國家整體經

貿金流之靈活空間更有助益。而減少非法金流為聯合國提出 SDGs16

願景之一，我國於 2019 年 10 月間 APG 公告第三輪相互評鑑獲得

「一般追蹤」之最佳成績後，於 2021 年所提交的後續追蹤報告，於

2021 年 12 月 2 日獲 APG 相互評鑑委員會（Mutual Evaluation 

Committee）線上會議通過，維持「一般追蹤」之最佳成績，法務部

未來將持續推動洗錢防制法，就法制面、執法面及監理面不斷精進及

改善缺失，以面對未來 APG 第四輪相互評鑑，也期盼我國藉由提升

洗錢防制的能量，塑造一個更透明的金融秩序環境。 

  ２００３年聯合國所採行之《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已宣示「貪腐

對社會穩定和安全所造成之問題和構成威脅之嚴重性，破壞民主體制

及價值觀、倫理觀與正義，並危害永續發展及法治」之價值，２０１

５年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16 亦將大幅度减少貪污賄賂作為該

目標內涵之一，而我國已於２０１５年制定《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

法》，推動反貪腐工作，且為落實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於２０１８年

３月提出首次國家報告，2018 年 8 月舉辦國際審查會議，邀請 5 名

國際反貪腐專家擔任審查委員，就我國落實反貪腐相關重要議題，提

出「臺灣的反貪腐改革」結論性意見計 47 點，針對結論性意見之建

議，整合學界及實務界意見後，積極推動多項法案，不僅推動公部門

反貪腐，亦強化私部門參與反貪腐。2020 年 12 月國際審查結束屆

滿 2 年之際，公布「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論性

意見期中報告」，說明政府推動落實結論性意見的執行進度、初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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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國身為國際社會的一員，自主履行《聯合國反貪腐公約》，並

主動接受國際檢驗，落實反貪腐工作腳步不曾停緩，法務部未來將持

續致力於建構完整反貪腐網絡，有效打擊貪腐活動，營造永續發展的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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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推動臺灣永續發展目標追蹤指標列表 

一、本部會主辦之「臺灣永續發展目標」對應指標 

二、指標進展：●達成 2020 年目標 ○未達成 2020 年目標 ■未達統計週期 

核心

目標 

具體

目標 
對應指標 指標進展 

最新數據 

(2020 年度) 

基礎值 

(2016 年度) 

2030 年 

目標值 

５ ５.3 • 5.3.1 法定結婚年齡 ●  

女性法定結

婚年齡為 16

歲 

已修法完成 

16 

16.1 • 16.1.3 防制洗錢，𣸵少非法 ● 

已於 108 年通過亞

太防制洗錢組織第

三輪相互評鑑 

已通過並修

正洗錢防制

法部分條文

草案 

通過第 4 輪

相互評鑑 

16.3 • 16.3.1 強化公開透明的司法 ● 

已修正法院組織法

明定各地方檢察署

應於第一審裁判書

公開後公開起訴書;

律師資訊查詢系統

已於 110 年 1 月 1

日改版完成正式上

線 

檢察機關起

訴書、律師

資料未公開 

應於一審判

決後公開起

訴書，並建

置律師資訊

公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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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 16.4.1 貪瀆定罪率 ● 

2020 年當年度貪瀆

定罪率為 95.3%至

(統計資料至 2021

年 6 月止) 

 

2016 年 7 月

貪瀆定罪率

71.3% 

積極提升貪

瀆定罪率 73

％ 



 13 

法務部永續發展目標自願檢視報告 

出版者：法務部  

地 址：100204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130 號 

電 話：2191-0189 

網 址： https://www.moj.gov.tw 

發行人：蔡清祥 

資料提供：法務部檢察司 

執行編輯：法務部檢察司 

編撰人員：賴伊信 

出版年月：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關於本自願檢視報告，有任何疑問或建議，歡迎您與我們

聯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