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護人權．為公義把關

監察院建院逾九十年歷史，歷經戒嚴、解嚴，與臺灣社會一同

成長，持續傾聽人民聲音，化解政府與人民的矛盾與摩擦，穩

定國家與社會的互動與交流，不僅是國家的良心，也是人民最

堅實的靠山，更是人民權益的守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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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國 監 察 制 度 起 源 甚 早， 迄 今

已 有 2000 餘 年 歷 史。 我 國 憲

法 於 民 國 36 年 施 行， 中 央 政

府 分 設 行 政 院、 立 法 院、 司 法

院、 監 察 院、 考 試 院。 憲 法 賦

予 監 察 院 彈 劾、 糾 舉、 糾 正 及

審 計 等 權， 為 國 家 最 高 監 察 機

關。 82 年陸續制定公布陽光四

法， 監 察 院 為 陽 光 四 法 執 行 單

位， 使 監 察 院 肩 負 更 多 重 要 職

權，監督行政違失。

我
國
監
察
制
度
沿
革

81 年，第 2 屆國民大會通過憲

法 增 修 條 文， 明 定 監 察 院 設 監

察 委 員 29 人， 其 中 1 人 為 院

長 、1 人為副院長，任期 6 年，

由 總 統 提 名， 經 國 民 大 會 同 意

任命之。89 年再次修正憲法增

修 條 文， 監 察 院 監 察 委 員 任 命

之同意權行使，仍由總統提名，

改 經 立 法 院 行 使 同 意 權， 監 察

委 員 自 第 4 屆 起， 即 依 此 規 定

產生。

109 年 8 月 1 日 國 家 人 權 委 員

會 正 式 揭 牌 運 作， 使 我 國 在 人

權 促 進 與 保 障 上， 邁 入 全 新 里

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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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照 憲 法、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及 監

察 法 等 相 關 規 定， 監 察 院 的 職

權 是 行 使 彈 劾、 糾 舉 及 審 計

權， 並 且 可 以 對 政 府 機 關 的 施

政 提 出 糾 正 案； 為 達 成 上 述 任

務， 監 察 委 員 可 以 收 受 人 民 陳

情 書， 到 中 央 或 地 方 機 關 辦 理

巡 迴 監 察、 調 查 等。 同 時 依 據

陽 光 四 法 規 定， 監 察 院 亦 受 理

公 職 人 員 財 產、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政 治 獻 金 以 及 遊 說

案件之申報、調查及處罰事宜。

另 依 據「 監 察 院 國 家 人 權 委 員

會 組 織 法 」， 監 察 院 成 立 國 家

人 權 委 員 會， 掌 理 促 進 及 保 障

人 權 之 職 責 要 務。 監 察 院 職 權

具體如右。

調
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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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察 院 依 憲 法 及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之 規 定， 可 以 行 使 彈 劾、 糾 舉

及審計權，並可以提出糾正案，

而 這 些 職 權 的 行 使， 都 必 須 經

過 調 查 的 過 程， 於 查 明 事 情 真

相後再行提案。

監 察 委 員 行 使 調 查 權 分 為「 委

員自動調查」、「委託調查」、 

 「 派 委 員 調 查 ( 派 查 ) 」 3 種。

依 監 察 法 第 3 條 規 定， 監 察

委 員 可 以 分 區 巡 迴 監 察。 此 項

工 作 分 為 中 央 機 關 與 地 方 機 關

兩 大 部 分。 委 員 巡 察 中 央 機

關， 由 各 委 員 會 辦 理， 巡 察 與

其 業 務 有 關 之 中 央 機 關。 地 方

機 關 則 是 依 直 轄 市 政 府、 縣  

 （市）政府劃分巡察責任區，

分組辦理。

1 瞭 解 各 機 關 施 政 計 畫 及 預 算 

 之執行情形。

2	重要政令推行情形。

3	公務人員有無違法失職情形。

4	糾正案件之執行情形。

5	民眾生活及社會狀況。

6	人民陳情案件之處理及其他 

 有關事項。 

除 了 委 員 申 請 自 動 調 查 外， 委

託 調 查 是 指 必 要 時， 監 察 院 可

委 託 有 關 機 關 調 查； 而 派 查 是

為 了 查 明 人 民 陳 情 事 項， 依 照

院 會 或 委 員 會 決 議， 推 派 或 輪

派委員調查。

監 察 院 行 使 調 查 權 的 對 象， 除

了 行 政 院 及 其 所 屬 各 機 關、 人

員， 也 包 括 司 法 院、 考 試 院 及

監察院人員在內。

調查

巡察 巡察的任務

行使調查權的對象各項職權行使，始於調查案件



依 據 監 察 法 第 6 條 規 定， 監 察

院 行 使 彈 劾 權 的 對 象， 包 括 中

央 及 地 方 機 關 之 公 務 人 員 等，

認 為 其 有 違 法 失 職 的 情 形， 可

以提出彈劾案。

依 據 監 察 法 第 19 條 規 定， 監

察 院 對 於 有 違 法 或 失 職 行 為 的

公 務 人 員， 認 為 應 該 先 予 停 職

或 其 他 急 速 處 分 時， 可 以 提 案

糾舉。

須 經 提 案 委 員 以 外 之 監 察 委 員 	

	3 人 以 上 的 審 查 及 決 定 後， 由

監 察 院 送 交 被 糾 舉 人 員 之 主 管

長官或其上級長官處理。

被 糾 舉 人 員 之 主 管 長 官 或 其 上

級 長 官， 接 到 監 察 院 糾 舉 案 文

後， 最 遲 應 於 1 個 月 內 依 照 公

務 員 懲 戒 法 之 規 定 處 理； 如 果

認 為 不 應 處 分 者， 也 要 立 即 向

公 務 人 員 彈 劾 案 須 經 監 察 委 員

2 人以上提議，並經提案委員以

外之監察委員 9 人以上審查，

以 記 名 投 票 方 式 表 決， 投 票 委

員 過 半 數 同 意 決 定 成 立 後， 才

可 以 將 被 彈 劾 人 員 移 送 懲 戒 法

院審理。

行使彈劾權的對象彈劾

糾舉 行使糾舉權的對象 如何行使糾舉權

如何行使彈劾權

監 察 院 說 明 理 由。 若 主 管 長 官

或 上 級 長 官 不 依 規 定 或 處 理 不

當， 監 察 委 員 可 將 糾 舉 案 改 提

彈 劾 案， 若 改 提 彈 劾 而 受 到 懲

戒 時， 主 管 長 官 或 上 級 長 官 也

將負失職責任。

10



30

我
們
的
職
權

依 據 監 察 法 第 24 條 規 定， 監

察 院 行 使 糾 正 權 的 對 象， 是 針

對行政院及其所屬各級機關。

依憲法及其增修條文規定，審計權為監察權之一。中央政府及其

所屬機關財務之審計，由審計部辦理；地方政府及其所屬機關財

務之審計，由審計部於各縣市設審計處或室辦理。審計人員發覺

各機關人員，有財務上不法或不忠於職務上之行為，應報告該管

審計機關，通知各該機關長官處分之，並得由審計機關報請監察

院依法處理。

審計

如何行使糾正權

30

監 察 委 員 於 調 查 行 政 院 及 其 所

屬 各 級 機 關 的 工 作 及 設 施 後，

經 有 關 委 員 會 審 查 及 決 議， 可

以 提 出 糾 正 案， 移 送 行 政 院 或

有關部會，督促其注意改善。

糾正 行使糾正權的對象



民 眾 如 何 查 詢｜民 眾 可 到 院 申

請 查 閱， 另 可 查 閱「 監 察 院 公

報 — 廉 政 專 刊 」， 或 至 監 察 院  

 「陽光法令主題網」查閱「財產

申 報 公 告 資 料 」或「廉 政 專 刊

電子書」。

陽光四法是指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政治獻金法及遊說法。

監察院審慎執行公職人員財產、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政治獻

金及遊說業務之受理申 ( 彙 ) 報、審核、查處及公開，確保公職人

員清廉作為，促進廉能政治、端正政風，給國人一個真正乾淨、

清明的政治空間。 

立 法 的 目 的｜透 過 民 眾 查 閱 公

職 人 員 財 產 申 報 資 料， 了 解 公

職人員之操守、清廉及誠實度，

進而增加對政府施政之信賴。

1

15

14

公職人員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應申報財產項目及標準

不論價值 土 地 、  建 物 、 船 舶 、 航 空 器 、 汽 車 、 保 險

現金、存款、有價證券、債權、債務、事業

投資

珠寶、骨董、字畫及其他具有相當價值財產

個別財產項目累計  

達新臺幣 1 0 0 萬元

每項 / 件  

達新臺幣 2 0 萬元

受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及查核

陽光四法受理陽光四法

如 何 受 理 申 報｜有 申 報 義 務 之

公 職 人 員 應 於 就 職 3 個 月 內 或

卸 離 2 個 月 內， 向 監 察 院 申 報

財 產， 每 年 並 定 期 申 報 一 次。

監 察 院 於 收 受 申 報 後， 將 申 報

資 料 予 以 審 核 並 彙 整 列 冊， 供

人 查 閱， 部 分 公 職 人 員 之 財 產

資料應刊登公報及上網公告。
財產申報
公告資料

廉政專刊
電子書



立 法 的 目 的｜促 進 廉 能 政 治、

端 正 政 治 風 氣， 建 立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之 規 範， 有 效 遏

阻貪污腐化及不當利益輸送。

公 職 人 員 之 關 係 人 範 圍｜配 偶

及 共 同 生 活 家 屬、 二 親 等 內 親

屬、信託受託人、事業及團體、

機要人員、民意代表助理。

立 法 的 目 的｜使 合 法 的 遊 說 在

公 開、 透 明 的 程 序 下 進 行， 防

止 不 當 利 益 輸 送， 以 發 揮 正 面

的 政 策 參 與 功 能， 並 確 保 民 主

政治的參與。

如 何 受 理 登 記｜遊 說 者 於 進 行

遊 說 之 前， 應 向 被 遊 說 者 所 屬

機 關 申 請 遊 說 登 記， 被 遊 說 者

應 於 接 受 遊 說 之 後 7 日 內， 向

立 法 的 目 的｜規 範 及 管 理 政 治

獻 金， 促 進 國 民 政 治 參 與， 確

保政治活動公平及公正， 健全

民主政治發展。

如 何 受 理 許 可｜政 黨 及 擬 參 選

人 應 於 金 融 機 構 開 立 專 戶， 報

監 察 院 許 可 後， 始 得 收 受 政 治

獻 金。 非 經 監 察 院 同 意， 該 專

戶不得變更或廢止。

2

4

3
受理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案件彙報及調查

受理遊說案件調查

受理政治獻金專戶之許可、變更、廢止與會計報告書申報

如 何 受 理 彙 報｜公 職 人 員 知 道

有利益衝突情形，應自行迴避，

並 依 其 身 分 以 書 面 通 知 其 服 務

之 機 關 團 體、 上 級 機 關 團 體、

指 派、 遴 聘 或 聘 任 機 關。 機 關

團 體 應 於 每 年 度 結 束 後 30 日

內， 將 公 職 人 員 前 一 年 度 自 行

迴 避、 申 請 迴 避、 職 權 迴 避 情

形，依法彙報予監察院。

所 屬 機 關 為 受 理 遊 說 登 記； 而

被 遊 說 者 所 屬 機 關 則 須 依 法 將

相 關 登 記 事 項 及 遊 說 者 申 報 之

財務收支報表按季公開。

民 眾 如 何 查 詢｜民 眾 可 到 院 申

請 查 閱， 政 治 獻 金 法 修 法 後 自

107 年 12 月 20 日後申報之會

計 報 告 書 可 至 監 察 院「 陽 光 法

令 主 題 網 」 查 閱「 政 治 獻 金 公

開查閱平台」。

17

16
政治獻金

公開查閱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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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涉及酷刑、侵害人權或構  

 成各種形式歧視之事件進行  

 調查，並依法處理及救濟。

2  研究及檢討國家人權政策，  

 並提出建議。

3  對重要人權議題提出專案報  

 告，或提出年度國家人權狀  

 況報告，以瞭解及評估國內  

 人權保護之情況。

人權促進及保障工作
4  協助政府機關推動批准或加  

 入 國 際 人 權 文 書 並 國 內 法  

 化，以促進國內法令及行政  

 措施與國際人權規範相符。

5  依 據 國 際 人 權 標 準， 針 對  

 國 內 憲 法 及 法 令 作 有 系 統  

 之研究，以提出必要及可行  

 修憲、立法及修法之建議。

監察院為落實憲法對人民權利之維護，奠定促進及保障人權之基

礎條件，確保社會公平正義之實現，並符合國際人權標準建立普

世人權之價值及規範，立法院於 108 年 12 月 10 日三讀通過「監

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國家人權委員會並自 109 年 8 月

1 日正式揭牌運作，成為符合《巴黎原則》之國家人權機構，使

我國人權立國理念邁入嶄新進程。

人權

6  監 督 政 府 機 關 推 廣 人 權 教  

 育、普及人權理念與人權業  

 務各項作為之成效。

7  與國內各機關及民間組織團  

 體、國際組織、各國國家人  

 權 機 構 及 非 政 府 組 織 等 合  

 作，共同促進人權之保障。

8  對政府機關依各人權公約規  

 定所提之國家報告，得撰提  

 本會獨立之評估意見。

9  其他促進及保障人權之相關  

 事項。



為 與 世 界 各 國 監 察 機 構 交 流 接 軌， 監 察 院 於 1994 年 以「 中 華

民 國 監 察 院 」 ( The Control Yuan, R.O.C.) 名 義 加 入 國 際 監 察 組 織  

 （IOI），為正式投票會員，2001 年起會籍隸屬澳紐及太平洋地區  

 （APOR）。為與世界各國監察機構交流接軌，監察院歷來積極參

加 IOI 世界會議及 APOR 年會，並藉國際交流契機，致力宣揚監

察職權行使績效，提升監察院及我國在國際社會之能見度。

國際事務

30

20

加入 IOI 組織　提升國際能見度

監察院亦派員參加 IOI 訓練課程或研習工作坊，促進監察工作經

驗之交流，並與各國監察人士保持良好互動。此外，監察院更於

2011 年 及 2019 年 在 臺 舉 辦 APOR 年 會， 善 盡 會 員 義 務， 增 進

區域會員及國際領袖對我國社經發展現況及監察人權運作之瞭解，

強化區域合作及聯繫。

舉辦國際年會　強化區域合作

1  宣揚我國監察制度之理念與成就。

2  支持並參與國際間對監察使職務之研究。

3  參與國際間監察使、監察幕僚及相關人員  

 之教育計畫。

4  蒐集並典藏世界各國監察組織相關資訊及  

 研究資料。

5  參與全世界監察資訊及經驗之交流。

6  國際會議之參加及籌辦。

國際事務工作





歷
年
重
大
監
察
案
件

緣起與發現｜ 85 年 9 月 12 日

5 歲 女 童 被 殺 死， 國 慶 日 出 生

青 年， 隔 年 空 軍 節 前 被 槍 斃，

父 親 江 支 安 喊 冤， 監 察 院 接 下

陳 情， 歷 經 第 2 屆、 第 3 屆、

第 4 屆 監 委 跨 屆 接 力 調 查 後，

提 出 調 查 報 告， 建 請 提 起 非 常

上訴與再審。

改善與處置結果｜案 經 再 審 判

決 江 國 慶 無 罪， 國 防 部 公 開 向

江 國 慶 家 屬 致 歉， 前 總 統 馬 英

委
員
調
查
江
國
慶
案

使
得
沉
冤
得
雪

九 於 100 年 2 月 代 表 國 家 向

江 家 道 歉 後， 國 防 部 於 7 月 對

時 任 作 戰 司 令 陳 肇 敏 等 懲 處。

北部軍事法院於 10 月 27 日補

償 江 家 新 臺 幣 1 億 3 1 8 萬 5

千 元 ， 終 還 江 國 慶 公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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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調
查
林
肯
大
郡
塌
陷
案

促
使
內
政
部
加
強
管
制
山
坡
地
開
發

維
護
居
住
正
義

委
員
調
查
大
園
空
難
案

督
促
改
善
飛
航
安
全
管
理
制
度

緣 起 與 發 現｜臺 北 縣 核 發 林 肯

大郡雜項、建造執照涉有違失，

致 86 年 溫 妮 颱 風 來 襲， 肇 致

建 築 塌 陷， 釀 成 28 人 死 亡 之

慘 劇。 經 監 察 院 糾 舉 臺 北 縣 政

府 農 業 局 水 土 保 持 課 課 長 陳 俊

龍 等， 除 分 別 予 以 調 職、 停 職

外，並經公懲會議決：練瑞麟、

林 振 流、 許 信 行 均 撤 職 並 各 停

止任用壹年；陳俊龍、林英權、

江 坤 源、 柳 宏 典 均 休 職， 期 間

參年。

緣 起 與 發 現 ｜ 87 年 2 月 16

日 ，華航 CI676 班 機 於 印 尼 峇

里 島 返 回 臺 北 時， 不 幸 於 桃 園

中 正 機 場 墜 毀， 機 上 乘 客 包

含 當 時 中 央 銀 行 總 裁 許 遠 東

夫 婦 及 隨 行 官 員 在 內 182 人

與 機 組 員 14 人 全 部 罹 難， 地

面 民 眾 6 人 死 亡， 5 間 民 宅 全

毀、 3 間 半 毀。 監 察 委 員 調 查

發 現， 交 通 部 及 民 用 航 空 局 對

於 重 大 空 難 事 件 之 緊 急 處 理 應

變 無 方， 歷 年 多 次 成 立 專 案 小

改 善 與 處 置 結 果｜由 於 林 肯 大

郡 為「 山 坡 地 開 發 建 築 管 理 辦

法」發布前設置，未進行環評，

及 相 關 水 土 保 持 計 畫 ，僅 以  

 「水土保持合格證明」，據以變

更 為「 丙 建 」， 再 申 請「 建 築

執 照 」 之 老 丙 建。 經 監 察 院 調

查 後， 促 使 內 政 部 清 查「 老 丙

建 」， 為 必 要 改 善。 內 政 部 並

於 86 年 9 月 8 日 訂 頒 「落 實

居住安全防災應變體系方案」，

以 加 強 管 制 山 坡 地 開 發、 確 保

山 坡 地 住 宅 區 居 民 生 命 財 產 安

全及有效防止災害發生。

組 督 導 華 航 飛 航 安 全， 成 效 不

彰； 且 未 落 實 航 空 器 失 事 預 防

之 策 劃 與 督 導， 飛 安 管 理 及 檢

查 鬆 散， 流 於 形 式， 致 飛 安 事

件 頻 傳， 爰 提 案 糾 正 交 通 部 及

民用航空局。



改 善 與 處 置 結 果｜本 案 經 監 察

院 追 蹤 列 管 後， 交 通 部 民 用 航

空 局 已 實 施 航 空 器 失 事 緊 急 應

變 能 力 總 體 檢， 自 88 年 6 月

起 將 各 飛 安 事 件 意 外 原 因 予 以

分 析， 研 提 改 善 建 議， 並 公 告

周 知 各 航 空 公 司； 另 訂 定「 航

空 器 失 事 及 重 大 意 外 事 件 調 查

處 理 原 則 」， 加 強 各 航 空 站 之

消 防 搶 救 演 練， 且 於 89 年 4

月 5 日修正公布「民用航空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案， 設 置 獨 立 之

飛 航 安 全 委 員 會， 促 使 我 國 飛

航安全更向前邁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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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大
彈
劾
案
例 —

八
掌
溪
四
名
河
床
工
人

遭
洪
水
沖
失
致
死
案

緣起與發現｜ 89 年 7 月 22 日

嘉 義 縣 八 掌 溪 4 名 河 床 工 人 遭

洪 水 沖 失 致 死 案， 內 政 部 政 務

次 長 李 逸 洋 對 災 害 防 救 事 件 未

能 緊 急 妥 善 處 置； 消 防 署 前 署

長 陳 弘 毅、 科 長 許 清 輝 對 緊 急

事 件 之 指 揮、 監 督 與 通 報 救 援

體 系， 處 置 草 率； 空 警 隊 隊 長

楊 德 煇 未 能 督 導 備 勤 任 務 及 建

立 高 效 率 派 機 救 災 機 制； 空 軍

作 戰 司 令 部 副 司 令 鍾 申 寧、 執

勤 官 陳 孟 鴻、 空 軍 四 五 五 聯 隊

聯隊長蔡竹有，昧於本位主義，

未 迅 速 派 機 救 援； 第 五 河 川 局

前 局 長 郭 漢 川 未 能 督 導 承 包 商

切 實 作 好 預 警 措 施 及 備 妥 逃 生

器 材； 嘉 義 縣 消 防 局 前 局 長 謝

新 庸 未 切 實 指 揮 緊 急 救 難 事

宜、 前 副 局 長 江 國 鈞 擅 離 值 勤

崗位。

改善與處置結果｜監察院於 89

年 10 月 4 日彈劾後，公務員懲

戒 委 員 會 議 決 許 清 輝、 陳 孟 鴻

休 職， 期 間 貳 年。 楊 德 煇、 謝

新 庸、 江 國 鈞 降 二 級 改 敘。 陳

弘 毅、 郭 漢 川 記 過 2 次。 李 逸

洋、鍾申寧、蔡竹有不受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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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調
查
普
悠
瑪
列
車
出
軌
翻
覆
案

督
促
改
善
缺
失
、
落
實
行
車
安
全

委
員
調
查
假
農
民
案

節
省
公
帑
九
百
七
十
六
億
餘
元

保
障
真
農
民
權
益

緣 起 與 發 現｜臺 鐵 局 普 悠 瑪 第

6432 次 列 車 於 107 年 10 月

21 日在宜蘭新馬站發生嚴重出

軌翻覆意外，造成 18 人死亡、

200 餘 人 受 傷 之 事 故， 經 監 察

院 調 查， 認 為 鐵 路 行 車 安 全 在

運 轉 過 程 中 單 一 構 面 失 效 並 不

會 造 成 事 故， 問 題 或 異 常 當 下

能 有 效 處 置， 就 能 防 範 事 故 發

生，惟本事故在組織管理缺失、

設 備 故 障 因 素、 作 業 程 序 不 完

整、 人 員 操 作 疏 失 多 重 構 面 防

緣起與發現｜農 為 國 本， 照 顧

真 農 民 以 扶 植 農 業 永 續 發 展，

政 府 責 無 旁 貸， 然 而 農 保 被 保

險 人 中 存 在 假 農 民 享 有 農 保 福

利 及 領 取 老 農 津 貼 等 情 事， 除

不 符 合 公 平 正 義 外， 更 侵 蝕 農

保資源，監察院乃立案調查。

改 善 與 處 置 結 果｜案 經 提 出 調

查 報 告， 並 持 續 追 蹤 後， 促 使

內 政 部 修 正「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條

例 」 第 5 條， 已 領 取 社 會 保 險

護 同 時 失 效 狀 況 下， 列 車 於 新

馬站前彎道翻覆。

改 善 與 處 置 結 果｜臺 鐵 局 提 出

多 項 法 規 命 令 修 正， 就 組 織 調

整、 設 備 檢 修 更 換、 路 線 改 善

及教育訓練等作為，並針對「臺

鐵總體檢報告」之 144 項改善

事 項 持 續 檢 討 辦 理， 每 月 在 官

網 公 布 進 度， 讓 民 眾 能 夠 掌 握

了解。

老 年 給 付 者， 不 可 再 申 請 參 加

農 保， 又 增 列 從 事 農 業 工 作 為

加 保 資 格 條 件 之 一， 確 保 真 農

民 權 益； 另 促 使 農 委 會 及 內 政

部 會 銜 修 正「 從 事 農 業 工 作 農

民 申 請 參 加 農 保 認 定 標 準 及 資

格 辦 法 」 增 訂 新 申 請 案 件 現 地

勘 查 等 審 查 機 制， 被 保 險 人 數

已大幅減少。

其 次， 促 使 農 委 會 修 正「 老 年

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將申

領 老 農 津 貼 之 農 保 年 資 由 6 個

月延長至 15 年。據該會估算，

修法施行後 15 年共可減少 463

億 餘 元 的 老 農 津 貼 支 出， 有 效

遏止假農民侵蝕農保資源。

此 外， 促 使 農 委 會 及 內 政 部 積

極 進 行 農 保 資 格 清 查， 截 至

109 年 9 月 底 止， 遭 退 保 人 數

高達 16 萬 8 百多人，已節省公

帑高達新臺幣 513 億 1,460 萬

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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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織



監察院會議由院長、副院長及監察委員

組織，於每月舉行，如院長或全體委員

4 分 之 1 以 上 認 為 有 必 要 時， 得 召 集 臨

時 會 議。 院 會 須 有 應 出 席 委 員 2 分 之 1

以上之出席，方得開會。提案須以書面

行之，臨時動議並應有委員 2 人以上之

附議始得提出，且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同意，決議行之。

國家人權委員會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  

	 人權委員、執行秘書、  

	 副執行秘書

 下設研究企劃組、訪查作  

 業組及教育交流組綜理各  

 項業務。

審計部

 下 設 教 育 農 林 審 計 處、 交  

 通 建 設 審 計 處、 臺 北 市 審  

 計 處、 新 北 市 審 計 處、 桃  

 園 市 審 計 處、 臺 中 市 審 計  

 處、 臺 南 市 審 計 處、 高 雄  

 市審計處、各縣市審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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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組織

院長、副院長、監察委員  

秘書長、副秘書長

 下設監察業務處、監察調  

 查處、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處、秘書處、綜合業務處、 

 會計室、統計室、人事室  

 及政風室綜理各項業務。

任務編組  

	 1 預算規劃與執行小組 	

	 2 國際事務小組  

	 3 性別平等小組 	

	 4 人權保障工作小組

訴願審議委員會

	

常設委員會  

	 1 內政及族群委員會  

	 2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3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4 財政及經濟委員會 	

	 5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6 交通及採購委員會  

	 7 司法及獄政委員會

特種委員會 	

	 1 法規研究委員會 	

	 2 諮詢委員會  

	 3 監察委員紀律委員會  

	 4 廉政委員會

監察院會議



●
 

內
政
及
族
群
委
員
會  

●
 

外
交
及
國
防
委
員
會 

●
 

社
會
福
利
及
衛
生
環
境
委
員
會 

●
 

財
政
及
經
濟
委
員
會 

●
 

教
育
及
文
化
委
員
會 

●
 

交
通
及
採
購
委
員
會 

●
 

司
法
及
獄
政
委
員
會

●
 

法
規
研
究
委
員
會 

●
 

諮
詢
委
員
會 

●
 

監
察
委
員
紀
律
委
員
會 

●
 

廉
政
委
員
會

●
 

預
算
規
劃
與
執
行
小
組 

●
 

國
際
事
務
小
組 

●
 

性
別
平
等
小
組 

●
 

人
權
保
障
工
作
小
組

●
 

教
育
農
林
審
計
處

●
 

交
通
建
設
審
計
處

●
 

臺
北
市
審
計
處

●
 

新
北
市
審
計
處

●
 

桃
園
市
審
計
處

●
 

臺
中
市
審
計
處

●
 

臺
南
市
審
計
處

●
 

高
雄
市
審
計
處

●
 

各
縣
市
審
計
室

●
 

監
察
業
務
處

●
 

監
察
調
查
處

●
 

公
職
人
員
財
產
申
報
處

●
 

秘
書
處

●
 

綜
合
業
務
處

●
 

會
計
室

●
 

統
計
室

●
 

人
事
室

●
 

政
風
室

國家人權委員會

常設委員會

訴願審議委員會 任務編組特種委員會

秘書長

副秘書長

審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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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

副院長

監察委員

監
察
院
組
織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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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能
幫
助
您
嗎
？

如果您發覺行政機關或公務人員有違法或失職之行為，或行政院

及其所屬機關之工作及設施有違法或失職的情形，敬請詳述事實

並列舉證據，向監察院或監察委員提出陳情或檢舉。

什麼人可以提出陳情呢？需要費用嗎？  

中華民國之自然人、法人或團體皆可以提出。  

人民向監察院陳情，不須繳納任何費用。

 1  向地方機關巡察委員陳情

巡察時間與地點登載於監察院網站「巡察行事曆」，亦請各地方政

府發布相關資訊。民眾可以準備陳情書及相關資料，於排定受理

的時間內，向前來巡察的監察委員陳情。

 2  到監察院陳情受理中心向值日監察委員陳情

監察院每日均會排定監察委員接受民眾陳情，請民眾備妥陳情書

及相關資料，親至監察院陳情受理中心，由當日之值日委員或值

日秘書依規定受理。

陳情受理中心開放時間：8:30-12:30、13:30-17:30

專線電話：02-23413183 	轉 66239

陳
情
管
道



 3  郵寄陳情書予監察院或監察委員

透過郵寄陳情書方式，將陳情內容寄送監察院或特定的監察委員。

 4  網路線上陳情 / 預約視訊陳情

網路線上陳情流程：(1) 註冊  (2) 陳情資料登錄 

(3) 輸入陳情資訊及上傳附件，按下確定

(4) 完成資料送件 (5) 陳情案件進度查詢。

陳
情
管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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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線上
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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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受陳情書狀後，監察院會如何處理呢？

我們的目標是在調查所有事實後，秉持公平、迅速的原

則，解決民眾的疑難與不滿。因應不同狀況，處理方式

如右：

陳情內容

證據明確

核派監察委員

進行調查 

( 1 )  經調查公務人員

違 法 失 職 ，提 案 糾

舉或彈劾 ( 2 ) 經調查

行政機關處理失當，

提案糾正

函請有關機關說明

及提供資料

監察院主動函復陳情人處理結果

陳情人查詢案件進度

( 1 ) 撥打陳情受理中心專線

( 2 ) 查詢陳情信箱專區

彈劾案、糾舉案或糾正案通過

登載於監察院公報及官網

由監察院

相關委員會審議 直接答復陳情人

陳情內容

須進一步瞭解

陳情內容具專業性、

政策性或公益性

被 陳 情 人 或 機 關 並

無 違 誤 者 或 陳 情 事

由非屬監察院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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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情
書

陳
情
書

收受者
日期 					年　　月　　日

陳情人 性別 歲 職業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身分證明
文件字號

代理人 性別 歲 職業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身分證明
文件字號

陳情人身分是否要求保密 	 	□	請保密	　□	不要求保密

一、被陳情機關（構）或公務員：

說明｜依憲法規定，本院職權行使對象為中央或地方公務人員，如果被陳情

者非屬公務機關，或不具公務員身分，則不在本院處理範圍。

壹、請確實填寫下列事項，俾供本院處理

三、陳情事項之行政救濟程序或民事、刑事訴訟程序，是否還在  

	 進行中？目前之進度為何？

□ 	是。目前之進度：	

□	否。原因：	□	 未曾提起行政救濟或民事、刑事訴訟。

	 □	 相關行政救濟或民事、刑事訴訟程序已經終了 

	 	 		 （含再審、非常上訴）。請檢附行政救濟機關決定書 

	 					 類、檢察署處分書類、歷審法院裁判書類之影本供參。

說明｜應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或應提起民事、刑事訴訟者，依規定本院得

不予受理；又案件已進入行政救濟程序或民事、刑事訴訟程序者，本院得不

予調查。

說明｜本院職權為事後監督性質，如果所陳情之事項應先由權責機關（例如：

主管機關或其上級機關）處理者，本院得不予處理。

二、陳情事項是否曾經向權責機關陳情反映過？

 □ 	未曾向權責機關陳情反映過。理由：

 □ 	曾經向權責機關陳情反映過。（請檢附機關函文影本供參）

※ 請確實填載，未填載者以「不要求保密」處理。



請依下列標題，分段敘述：

一、事實經過（請敘明人、事、時、地、物）。

二、	被 陳 情 機 關（構）或 公 務 員 之 違 法 失 職 情  

	 事及其證明方法			（違反那些法令？有那些違  

	 法或不當之情事？）。

三、	具體之請求事項。

四、	檢 附 相 關 證 據 資 料 及 文 件（ 例 如： 機 關 函  

	 文或司法機關裁判書類影本等）。

貳、陳情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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