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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管業務多元廣泛，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然近年來發生高雄城中城

大火、興中街火災等重大嚴重傷亡事故，各界對建築物之公共安全管理越

發重視，內政部營建署於去年(111年)公告「八層以上未達十六層且建築

物高度未達五十公尺之 H-2組別(集合住宅)建築物」，納入今年(112年)1

月 1日起應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作業（每年 1月 1日至 3月 31

日），申報場所應委託內政部營建署認可專業機構或專業檢查人員(建築

師或執業技師)，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申報。 

    本局 112 年 8 月 14 日特別請臺中市建築師公會代表林建築師旭志及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黃檢察官裕峯，來告訴我們有關公安檢查應該注意的

事項，包括在法律上應該特別去小心的地方，以期在公寓大廈安全檢查、

執行程序及相關法令適用上，尋求一個合法、妥適的執行方式。透過本次

分享，我們可瞭解行政機關執行公權力的過程中，就司法層面，我們應該

注意哪些細節或事項。結合上述專家學者討論後，我們整理「臺中市政府

112 年廉政防貪指引－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提醒執行業務常見問題，

期使本局同仁、專業機構或專業檢查人員具有專業素養及廉潔思維，建立

正確法紀觀念，透過豐富且淺顯易懂之案例解析，讓讀者能有正確充足認

知，一起落實公共安全檢查，讓臺中更安全，讓臺中更宜居。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局長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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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中市中區興中街 93 號大樓，於 111 年 3 月 6 日下午大火，造成 6

死 6 傷嚴重公共安全事故，本案於火災後，經消防單位勘查結果，確認本

棟建築物防火區劃遭破壞、使用人擅自變更使用執照原先核定之房間數、

擅自變更原訂使用用途、擅自拆除安全梯、頂樓加蓋違建、堆置雜物等等

影響公共安全及逃生等不當行為，本次事件後續遭監察院糾正，並認為本

局對於逃生通道擅設柵門、梯間堆置雜物、直通樓梯堵塞等違規事項，未

積極處理。 

     據此，本局主動針對涉及公共安全疑慮場所進行稽核、並協助審視

推動集合住宅（H1、H2 類組-8 樓以上未達 16 層樓）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

檢查及簽證專案稽核，確認有無落實公共安全檢查。並透過後續座談會方

式，針對稽核發現的問題，邀請臺中地方檢察署、臺中市建築師公會、臺

中市安全檢查公會討論，凝聚共識，進而形成 112 年廉政防貪指引建築物

公共安全檢查篇，供同仁運作參考，期待透過討論執行，讓臺中更安全，

讓臺中更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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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案例研析 

案例 1：集合住宅阻塞逃生通道案，可否以刑法處理？ 
 

 

    居住於社區之某甲喜歡撿拾破爛物品，並累積達到一定數量後，才

拿去變賣，某甲為增加放置破爛物品空間，擅自將上述破爛物品堆放於

逃生通道以及擅自將防火門上鎖，某甲行為遭社區住戶檢舉，經確認某

甲確實為行為人，都發局發文給某甲，要求改善，某甲經都發局多次發

文及裁罰均置之不理，對於重大違規（動態違規無法立即移除者），經

屢勸不聽者，是否可依刑法第 189-2條規定移送法辦？ 

 

 

一、法紀觀念薄弱: 

    某甲明知居住於社區，為多數人居住場所，逃生通道依規定阻塞逃

生，另外防火門不得上鎖，竟為求自己私人利益，進而為違法行為，

確認某甲法紀觀念薄弱。 

二、恐引發災害: 

    堆積物品，除容易吸引傳染源，包含蚊蟲，蟑螂，老鼠等病原體聚集

外，更容易因堆積物品，導致社區住戶無法於火災發生時順利逃生。 

三、妨礙人員逃生避難: 

    阻塞逃生通道，指一切足以妨害逃生通道暢通而無法發揮其逃生功能

之行為。其以堆置物品、工作物等方式封閉通道或加設鐵門上鎖之積

極作為，或以不移去既存障礙物而阻其暢通之消極不作為，均足當之 

四、改善中發生公安危險，將導致公務員被外界責難: 

    行政機關依據建築法等法規，對於阻塞逃生通道之行為，僅能給予罰

鍰等行政作為，於處理過程中，違規行為若經勸阻裁罰多次均未改

善，如有發生公安事故，將造成公務員是否瀆職等爭議。  

案情概述 

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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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加強對外宣導: 

針對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

備安全，違反者依「建築法」規定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30 萬元以

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者，得連

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停止供水供電、封閉或命其於

期限內自行拆除，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 

二、 落實管控作為: 

公共安全檢查(複查)執行情形宜按時提報公共安全相關會報，並對

違法(規)使用場所造冊追蹤列管，定期複查，以提升場所公共安

全，避免憾事再發生。 

三、 結合實際情形，並聯合檢察單位維護公安: 

對於惡性阻塞逃生通道行為，以專案方式，移請臺中地方檢察署協

助偵辦。 

(一)刑法第 189-2 條客觀構成要件第一個是「阻塞逃生通道」、第二

個是「阻塞必須是特定的場所」，比如說戲院、商場、旅館等營

業場所，與集合住宅、公寓大廈等場所、第三個是「致生公共危

險」，本案公寓大廈(社區)屬刑法第 189-2 條第 1 項後段所稱之

「集合住宅或共同使用大廈」；又所謂「阻塞」，係指將防火門

上鎖或該堆置雜物…等完全封阻閉塞，致無他法可逃生，倘經由

樓梯通道無法逃生時，則可由電梯或其他樓梯或後門防火巷等逃

生，則非本罪之「阻塞」。 

(二)又本罪主觀構成要件該當與否之認定，係以行為時是否具有阻塞

集合住宅…逃生通道之「故意」為斷。若行為人主要目的係方便

個人使用，將公寓頂樓平臺的通道阻塞或上鎖，但其主觀上知道

這樣會阻塞逃生通道，影響同建築住戶的逃生路線，也去做了，

就是有意使其發生，尚不得阻卻刑法第 13條之「故意」。 

(三)另按憲法法治國思想之刑法最後手段性、行政程序法比例原則，

法院在刑法適用上會嚴格解釋，所以針對行政違規行為態樣，若

可經由罰鍰、勒令停用、回復原狀及斷水電等執行手段達到行政

上導正之目的，尚不得逕以刑事責任相繩。 

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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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築法第 77 條第 1 項:「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

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第 3 項:「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

應由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定期委託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專

業機構或人員檢查簽證，其檢查簽證結果應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

報。……。」 

二、 建築法第 91 條第 1 項:「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人、

使用人、機械遊樂設施之經營者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

者，得連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電、

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行拆除，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二、未依第 77

條第 1 項規定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者。…四、

未依第 77 條第 3 項、第 4 項規定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或申

報者。」、第 2 項:「有供營業使用事實之建築物，其所有權人、使

用人違反第 77 條第 1 項有關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

全規定致人於死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罰

金；致重傷者，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罰

鍰。」 

三、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16 條第 2 項:「住戶不得於私設通路、防火間

隔、防火巷弄、開放空間、退縮空地、樓梯間、共同走廊、防空避

難設備等處所堆置雜物、設置柵欄、門扇或營業使用，或違規設置

廣告物或私設路障及停車位侵占巷道妨礙出入。……」。 

四、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有下列行為之一者，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四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令其限期改善或履行義務；屆期不改善或不履行者，得連續處罰:

住戶違反第 16條第 2項或第 3項規定者。」 

參考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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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如果堆放之物品，導致他人經過被絆倒或碰撞受傷，依刑法第 284 

條規定，得處以過失傷害罪。若該等雜物阻塞逃生通道，情節嚴

重，依刑法第 189-2 條規定，阻塞集合住宅或共同使用大廈之逃生

通道，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者，得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 

六、 刑法第 189-2 條:「阻塞戲院、商場、餐廳、旅店或其他公眾得出入

之場所或公共場所之逃生通道，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阻塞集合住宅或共同使用大廈之逃生通

道，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者，亦同。因而致人於死

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七、 刑法第 13 條:「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

者，為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

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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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書與現況不符，如何處

理？ 
 

 

    某公寓大廈管委會 A 委託專業檢查人 B 建築師進行安全檢查，據此

陳報之安全報告書，其建物簡圖無標示昇降設備，據此檢查結果合格；

本案後續由都發局進行複查，發現現場有升降設備，但未取得昇降設備

許可證，疑擅自增設繼續使用，後續如何處理？ 

 

 

一、 造成傷亡事故: 

國內建築物昇降設備、升降機因維護保養不當或未定期安全檢查致

生傷亡事故頻傳，每年發生多起意外事故，釀成人員死傷慘劇，影

響公共安全至鉅。 

二、 簽證不實，似涉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專業機構檢查人員，明知簽證有不實之事項，例如現場確實有未經

許可使用之電梯，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假裝無電梯)，有

涉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疑慮。 

三、 主管建築機關承辦人員未確實審核，疑亦涉及圖利罪: 

本案未經許可之電梯，為檢查人員 B 現場勘查得知資訊，B 提供假資

料供都發局審查，導致機關審核通過，唯此部分無法歸責於都發局

審查人員，都發局人員不需負責；惟都發局於辦理後續複查，於複

查現場發現後，需立即依照建築物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

勒令停止使用，如此不會構成圖利罪；相反結果，如果都發局複查

之同仁複查時，允許繼續使用，則構成圖利罪。  

案情概述 

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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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立未使用昇降機公安申報文件之複查機制: 

專業機構檢查人員如有簽證不實等情事，而承辦人員後續複查，仍

未依據規定審查(例如電梯無許可證，未立即要求停用，仍允許繼續

使用)，將涉及公務員圖利罪等法規，故主管建築機關應建立未使用

昇降機公安申報文件之複查機制並落實執行；專業機構檢查人員應

善盡確實填寫檢查紀錄之義務並對其簽證負責，避免違反使公務員

登載不實之法規。 

二、 昇降設備安全檢查須抽檢一定比例以上之案件: 

為避免民眾擅自私設昇降設備或使用未經許可之昇降設備致生公安

意外，主管建築機關於未使用昇降機公安申報文件抽檢一定比例實

地確認現場無昇降設備或已依規封閉。 

三、 昇降設備管理人須善盡善良管理之責: 

管理人應注意昇降設備依法每月須委託專業廠商維護保養並製作維

護保養紀錄，也應主動詢問廠商年度保養計畫，關切是否確實保

養。另管理人也可請實際至大樓維護保養電梯的工作人員，出示是

否領有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核發登記證，保養員本人與證照是否吻

合，如有發現假冒或其他違反規定情事，可向地方政府舉發，經查

明屬實者，將依建築法規定督責專業廠商立即改正，未改善者即勒

令停止執行業務，並報請內政部廢止登記證，以維護市民公共安

全。管理人也應注意電梯使用許可證使用期限，須於屆滿前二個月

內委託保養廠商申請安全檢查，未申領使用許可證者，主管機關將

會限期改善，如未改善者，停止其設備使用，並可處新臺幣 3 仟至 1

萬 5仟元罰鍰，得連續處罰。 

  

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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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築物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第 3 條:「昇降設備安裝完成

後，非經竣工檢查合格取得使用許可證，不得使用。」 

二、 刑法第 210 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 刑法第 211 條:「偽造、變造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四、 刑法第 213 條:「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

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 

五、 刑法第 214 條:「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

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六、 刑法第 215 條:「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

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參考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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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社區於公安檢查後變更防火門，如何處理？ 
 

 

    A 社區委託公安申報之專業人員甲檢查，檢查並記載為 2 樓防火門，

申報完成後(檢查結果合格)，後續該社區拆除變更為玻璃門，本案經複

查發現上述事實，該社區指稱委辦之公安申報檢查專業人員並無詳細告

知改善之法令依據，導致誤會公共安全檢查規定。 

 

 

一、 社區管理委員會欠缺建築知識: 

建築設計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 76 條: 防火門窗係指防火門及防火

窗，防火門用處是用來維持走火通道的耐火完整性及提供逃生途徑的

門。其目的是要確保在一段合理時間內（通常是逃生時間），保護走

火通道內正在逃生的人免受火災的威脅，包括阻隔濃煙及熱力。因

此，擅自將防火門變更為玻璃門，是對全體社區住戶不安全行為。 

二、 受委託辦理檢查專業人員檢查照片資料不夠明確: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雖有制定檢查簽證作業流

程說明，惟檢查人員如果拍照並未於照片顯示日期，將造成重大爭

議，容易被誤解是專業人員教導社區規避法規方法。 

三、 執行公安申報之專業人員法治觀念不足: 

專業人員甲受 A 社區委辦實施公共安全檢查及簽證，僅依據目前現

況是否安全進行檢查，例如動態違規(例如逃生通道放置可立即移除

的鞋架)，此部分專業人員仍應立即通知改善，於改善後不列入缺

失；另其他安全檢查後，如認為現有設備不符合現行安全檢查規

定，需詳細告知改善之法令依據，以利輔導後續社區提出良善改善

計畫，妥適維護社區安全。 

四、 衍生公共安全疑慮: 

擅自變更建築物用途使用，如未經合法辦理裝修變更，將造成建築

物安全疑慮；至於拆除防火門，依建築法 77 條規定處建築物所有權

人新臺幣 6萬元罰鍰，並命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將連續處罰。   

案情概述 

風險評估 



 

10 

 

 

一、 加強法治教育宣導: 

利用公安專業檢查人新訓或相關教育訓練時機，加強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簽證及申報等行政程序之法紀教育及訓練，落實告知義務。 

二、 落實詳細告知法令義務，以利達成公共安全目的: 

執行職務之人員，建議向都發局申報安全檢查結果，確實逐項拍

照，於照片上加上時間，這樣較無爭議；另外，應向受檢查社區需

詳細告知改善之法令依據，並輔導後續社區提出具體改善計畫，並

送都發局審核，妥適維護社區安全。 

三、 複核機制: 

公共安全檢查申報合格後，後續由都發局進行抽案複查，如發現檢

查情形與實際情形不符，例如本案例防火門涉及變更，本案將由都

發局後續要求依法改善。 

 

一、 建築法第 77 條:「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

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 

二、 建築法第 91 條:「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

人、機械遊樂設施之經營者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

得連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

或命其於期限內自行拆除，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二、未依第七

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者。」 

三、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第 6 條:「標準檢查專業機構或

專業人員應依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簽證項目表辦理檢

查，並將標準檢查簽證結果製成標準檢查報告書。前項標準檢查簽

證結果為提具改善計畫書者，應檢附改善計畫書。」 

四、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第 14 條:「當地主管建築機關

對於本法第七十七條規定之查核及複查事項，得委託相關機關、專

業機構或團體辦理。」 

 

防治措施 

參考法令 



 

11 

 

 

案例 4：稽核現場遇到不配合、嗆聲，如何處理？ 
 

 

    前往複查現場，本局同仁 A 若遇到業者 B 不配合或拒絕稽查（不開

門、態度不佳），或派出法律顧問以法規施壓、甚至嗆聲要法院見，或

請來民代、立委、議員甚至黑道等，A 能以何種方式據理力爭或應處？B

不服行政處分提出訴願，A有何自我保護方式？ 

 

 

一、 稽查行政目的難以達成: 

B 不配合或拒絕稽查，可能為實務技術上或非理智行為之拒檢，稽查

員 A 就實務技術面之拒檢，除依法一再勸說或告知外，針對非理性

拒絕稽查，其稽查行政目的將難以達成。 

二、 恐涉請託、關說及圖利等情: 

稽查人員最為困擾又難以解決的問題，多為民意代表直接關切個

案，或各級主管受到民意代表之關切而指示辦理，此類來自於機關

外部或內部的關切，有些要求配合辦理事項 可能是要求通融補件、

可能要求加速處理、可能要求暫緩開罰…等等，合理的要求可能是

關心、關切，但不合理的要求便成為一種行政干擾，在業務相對繁

重的情況下，造成稽查人員身心俱疲，延誤行政工作時效。 

三、 恐有妨礙公務、強制暴力等不法情事發生: 

現場遇非理性抗拒稽查，若因溝通未果，或業者 B 情緒化態度，恐

擴大爭執，導致妨礙公務、強制暴力等不法情事發生。 

  

案情概述 

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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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恪遵法律保留原則: 

依「法律保留」原則，稽查屬於侵害行政，必須有法律授權(如：行

政罰法§35）的授權，以免違法。為了行政稽查目的，進入他人建築

物、開放或無標示之土地內（如開放的前後院），是否構成刑法 306

「侵入他人住宅（含建築物、附連圍繞之土地）」罪?因侵入住宅需

以「（無故）欠缺正當理由」為要件，通常行政法規不會授權行政機

關得強行破門進去，除非涉及刑案，有法院搜索票，故建議不宜貿然

強行進入他人住宅、土地、後院等處所，以免衍生法律責任；行政稽

查權雖規定業主不得無故拒絕，但違反僅有罰鍰處罰，並無強制執行

的權力。 

二、 依法行政: 

遇有 B 以法規抵抗，這是人權，不能算施壓；另如果被稽核人員現場

嗆聲要告或法院見，因訴訟屬於憲法給予人民權利，此部分不能算妨

礙公務，也不算公然侮辱或毀謗，稽查員 A 不須回嗆，繼續依法行

政。 

三、 落實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公共安全檢查涉及後續改善或變更，遇有民意代表或其他長官施壓或

業者贈送財物或應酬飲宴等行為，檢查同仁為了避免後續紛擾以及避

免後續產生圖利爭議，建議應該依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填寫請託關

說、贈送財物或應酬飲宴登錄表，藉以保護自己。 

四、 尋求警力支援: 

遇 B 請來民代、立委、議員甚至黑道等，或不服行政處分提出訴願，

稽查員 A 仍須依法行政及錄影蒐證，或通知警察到場支援；若對方已

經涉及公然侮辱等刑責，則蒐證移送法辦。 

  

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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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政罰法第 35 條第 2 項:「行政機關執行職務之人員，認前項異議

有理由者，應停止或變更強制排除抗拒保全證據或強制到指定處所

查證身分之處置；認無理由者，得繼續執行。經行為人請求者，應

將其異議要旨製作紀錄交付之。」 

二、 刑法第 306 條第 1 項:「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

地或船艦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三、 刑法第 309 條:「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以強暴

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

金。」 

四、 刑法第 140 條:「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

執行之職務公然侮辱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

罰金。」 

五、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5 條:「公務員遇有受贈財物情事，應依下列

程序處理：（一）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除前點但書

規定之情形外，應予拒絕或退還，並簽報其長官及知會政風機構；

無法退還時，應於受贈之日起三日內，交政風機構處理。」 

六、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7 條:「公務員不得參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

者之飲宴應酬。」 

七、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11 條:「公務員遇有請託關說時，應於三日

內簽報其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 

  

參考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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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聯合稽查遇民眾反蒐證、錄影案，如何處理？ 
 

 

    都發局複查同仁 B 進行聯合稽查，到稽查現場，發現被稽查業者 A 以

臉書直播或反拍蒐證上傳臉書，是否涉及妨害公務?稽查人員 B如何自保？ 

 

 

一、 造成稽查人員執行職務上心理壓力： 

受稽查業者 A 如有直播或反拍蒐證之舉動，可能會造成稽查人員執行

職務上心理壓力，因此稽查人員應熟悉相關法令規定，依規執行稽查

作業。 

二、現場可能會有衝突狀況: 

受稽查業者 A 如態度較為強硬，或有不配合稽查情形，現場可能產生

衝突狀況，稽查人員應掌握現場，避免情形更加惡化。 

 

一、 疑涉妨害公務罪: 

A 以臉書直播或反拍蒐證上傳臉書，並沒有「施強暴脅迫」，核其所

為，尚難構成刑法第 135 條妨害公務罪。唯對方如有進行言語威脅

或其他動作，則構成上述妨礙公務罪。 

二、 民事責任: 

拍攝公務員可能會有侵害肖像權、個資等民事賠償責任；稽查員可

以口頭制止(表示拒絕拍照授權)或遮臉(建議檢查時戴口罩，深色眼

鏡)。 

三、 建議同仁採取作為: 

持續進行相關公務行為，並同時開啟手機或其他密錄器同步進行錄

音錄影，藉以保護自己，避免後續被誤會有不當行為。 

案情概述 

風險評估 

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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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刑法第 135 條:「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犯前二項之罪而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一、以駕駛動力

交通工具犯之。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

之。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

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 民法第 184 條:「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

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參考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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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稽查遇民眾不願意配合稽核，如何處理？ 
 

 

    都發局至 A 社區辦理 B 大樓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稽查作業，惟現場

建物所有權人 C 拒絕提供個人資料，警察到場也不願意配合稽核作業，

稽核人員有哪些做法可以順利執行稽查職務？ 
 

 

一、無法確認稽查對象是否正確： 

稽查人員進行稽查作業時，應確認 C 之身分，一切依法定要件辦理，

否則如有須裁罰處分，將因裁處對象不明，則無法開罰。 

二、現場可能發生衝突情形： 

受稽查之建物所有權所有人 C 如態度較為強硬，或有不配合稽查情形，

現場可能產生衝突狀況，稽查人員應掌握現場，避免情形更加惡化。 

 

一、確實記載資料於檢查表格: 

同仁應確實記載檢查時狀況，包含建物違反建築法規定內容等資料，

後續發文給社區管委會或住宅所有人等，要求依規定辦理即可。 

二、依法裁處罰鍰： 

建物所有權人 C 拒絕公務機關進行檢查或抽查行為，依建築法第 77

條，主管建築機關對於建築物得隨時派員檢查其有關公共安全與公共

衛生之構造與設備。而對於規避、妨礙或拒絕公務機關檢查者，按建

築法第 9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第 1 次拒絕檢查將處經營業者 6 萬

元罰鍰，如再拒絕檢查，將連續處罰。 

三、處以斷水斷電強制處分： 

另對於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不合格建物所有權人 C，如經屢次裁罰而

執意不改善者，主管建築機關得採取斷水斷電之直接強制作法，讓建

物所有權人 C 無法繼續使用。建物所有權人 C 勿存僥倖心態，認為阻

止公務機關進行檢查，即可免去罰則、規避或拒絕公共安全檢查，一

樣有罰則，屢勸不聽，還可以斷水斷電。 

案情概述 

風險評估 

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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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罰法第 34 條：「行政機關對現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人，

得為下列之處置：一、即時制止其行為。二、製作書面紀錄。三、為

保全證據之措施。遇有抗拒保全證據之行為且情況急迫者，得使用強

制力排除其抗拒。四、確認其身分。其拒絕或規避身分之查證，經勸

導無效，致確實無法辨認其身分且情況急迫者，得令其隨同到指定處

所查證身分；其不隨同到指定處所接受身分查證者，得會同警察人員

強制為之。前項強制，不得逾越保全證據或確認身分目的之必要程

度。」 

二、建築法第 77 條第 2 項：「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對

於建築物得隨時派員檢查其有關公共安全與公共衛生之構造與設

備。」 

三、建築法第 91 條第 3 項：「規避、妨礙或拒絕依第七十七條第二項或

第四項之檢查、複查或抽查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機械遊

樂設施之經營者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

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得連續處罰，並

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

行拆除，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 

 

 

 

 

  

參考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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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7：建管人員配合修改檢查表格，會怎樣？ 
 

 

    某甲經營歡樂 KTV，依照建築法相關規定，必須辦理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申報，甲並將申報工作委託給乙公司辦理。不料，某次市府辦理

年度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抽複查時，發現歡樂 KTV 一處正門避難層出入

口寬度未達 2 公尺，不符內政部營建署所頒「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

編」的規定，且廣告招牌未設漏電斷路器及接地裝置，市府就發函給渠

及乙公司，請他們限期改善。乙公司向甲表示：「要僱工改善缺失很費

事耶，那道門有 1.88 公尺寬，跟規範要求的 2 公尺差不多嘛，乾脆去

找都發局的承辦人 A 說一下，看能不能就不要改善。」，某日，甲發現 A

跟朋友在歡樂 KTV 聚會，連忙熱心上前接待，並詢問 A ，可不可以不要

改善出入口寬度，A 當場允諾「沒有關係」。甲就請乙公司製作不實的

「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報告書總表」及「建築物防火避

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記錄簡圖」等文件資料，並於市政府線上申報系

統申報已改善；再由 A 登入系統，在「備查情形」欄點選「准予備

查」。A 明知甲跟乙公司都沒有確實改善建築物不合格的地方，卻於線上

系統中，同意「准予備查」，並簽報長官核准，讓甲省下改善出入口的

費用計新臺幣 1 萬 1,000 元的不法利益。 

 

 

一、 相關人員法紀觀念薄弱: 

公安檢查人員及承辦人員明知應依相關規定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查核作業，卻仍為違背法令之行為，顯有法紀觀念薄弱或存有違

法行為未必被發現之僥悻心態。 

  

案情概述 

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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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未依規定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查核作業: 

公安檢查人員明知現場未依規改善，仍製作不實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申報書；另承辦人員明知出入口寬度不符規定，且並未改善，不應核

可，竟因受請託，基於圖謀不法利益及於職務上所掌公文書上為不實登

載之犯意，在其職務所掌屬電磁紀錄具準文書性質之上開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網路申報作業系統「備查情形」欄點選「准予備查」，而將此不

實事項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之上開電磁紀錄上，並點選上開申報作業系

統之「續呈」按鍵，逐級轉呈不知情之主辦人員及上級後核准該案，足

生損害於政府監督建築物公共安全之公信力及正確性。 

三、 缺乏事後監督機制: 

承辦人員於收到不實申請書件後，與公安檢查人員私下熟稔而有放水之

可能，若欠缺抽查現勘作業或複核監督機制，易因制度闕漏衍生風險。 

 

一、 加強法治教育訓練: 

機關應定期辦理法治教育訓練，並將廉潔觀念納入訓練重點，就具

廉政風險業務，蒐集相關案例，納入宣導重點強化法紀觀念，避免

執行業務人員因不諳法令而發生違法、違失情事，強化法紀觀念。 

二、 建立機關風險人員名單及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審核作業複查機制: 

業務單位主管人員對於所屬人員，如知悉有品德操守、工作狀況、

交往關係或經濟狀況等異常情形，應適時勸導糾正，並通報機關首

長及政風單位，俾能及時掌握風險因子；機關對於建築物公共安全

檢查審核作業，亦應建立複查機制，杜絕不肖人員未依法規建築物

公共安全檢查查核情形。 

三、 建立案件審核及抽查機制: 

公安檢查案件經由單位承辦初核、主管覆核等審核流程依規依序進

行，因此，機關應審慎訂定案件審查機制，由承辦負責通案書面、

個案實地之查核作業，將疑義案件初步篩除，單位主管進行覆核後

再行准駁。此外，亦可由政風單位隨機依比例抽選業管單位經辦案

件交互勾稽為定期或不定期複核，落實風險管控。 

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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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法第 131 條:「公務員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直

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處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二、刑法第 213 條:「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

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

刑。」 

 

 

 

 

 

 

 

  

參考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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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8：檢查人員假借檢查名義，要求更換設備，應如何

處理？ 
 

 

    某受託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人員 A，額外要求要更換新防火

門，表示這樣才能更有效防火，該社區管理委員會主委 B 配合辦理後，

安全檢查過關；而該社區管理委員會主委 B，為避免後續困擾，亦於都發

局複查時，向該都發局複查人員 C 贈送價值不斐禮物，請問 C 應該如何

處理? 

 

 

一、業主與公安申報業者資訊不對等: 

業主對於公安申報項目欠缺相關專業，致生承辦人員與公安檢查業者

利用業主不熟稔公安申報相關規定，謀取自身利益。 

二、民眾欠缺法治觀念: 

業主及公安檢查業者欠缺法治觀念，以賄賂方式達到核准建築物公共

安全檢查申報之目的，宜加強業主及公安檢查業者法紀觀念宣導。 

 

一、推動行政標準作業流程及公開透明措施: 

於機關官網公告相關標準作業流程、法令規章、申辦方式、申辦表單

範例及申辦進度查詢等相關資訊，以提供民眾查詢公安檢查申報審核

動態資訊，除充分瞭解申辦進度外，並增加外部監督機制。 

二、推動企業誠信論壇: 

機關可透過辦理企業誠信論壇，邀請業務有關之公安檢查業者參與研

習及座談會，並聘請專家學者針對可能衍生之各類違失態樣提出預警

及加強雙相溝通，將誠信理念根植於公安檢查業者，並告知違失責

任，俾有效阻斷賄賂等不法情事發生。 

案情概述 

風險評估 

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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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機關透明化措施: 

於機關官網設置「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查詢」，公告相關標準作業流

程、法令規章、申辦方式及相關表單等資訊，並提供民眾查詢公安申

報審查動態資訊，增加外部監督機制。 

四、辦理廉政教育訓練及業者誠信宣導: 

將「廉潔觀念」納入各項員工教育訓練重點，並針對代辦業者辦理廉

潔誠信講座活動，藉由相關貪瀆判刑案例、廉政故事等資料分享或廉

政倫理規範等法紀宣導，提供同仁及代辦業者參考借鏡，以強化知法

守紀觀念。 

五、制定內部控制並落實執行: 

針對申請及稽查案件之應備書件與所涉法令要件內容，機關可製成檢

核表，提供承辦人員及主管人員檢核依據、登載作業及複核察查等，

並建立通報標準作業程序，俾使公務員遵循且落實依法行政原則，積

極任事、勇於承擔，避免行政怠惰、疏失或包庇情事發生。 

六、確實執行請託關說贈送財物應酬飲宴等登錄制度: 

複查人員係受都發局委託行使公權力，在行使公權力時，算是受委託

行使公權力之公務員，自當受公務員規範拘束。因此，複查人員執行

複查業務時，不應收受社區人員禮物，並應退還以及填寫贈送財物

表，並送政風室備查。 

七、鼓勵民眾遇有疑慮，向都發局使用管理科或政風室檢舉: 

針對公共安全檢查目的是為增加民眾生活安全，並非是讓不肖業者利

用機會予取予求，故如有檢查業者故意假藉理由要求民眾更換不必要

更換的設備，民眾可以備妥資料向都發局檢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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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

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背職務收賄罪)。 

二、貪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對於第二條人員，關於違背職務之

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罰金。」(違背職務行賄罪)。 

 

 

  

參考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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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9：建管人員洩漏聯合稽查時間，會怎樣？ 
 

 

    建管人員 A 配合經發局商業科執行維護公共安全方案聯合稽查，前

往甲遊藝場執行聯合稽查業務，A 與甲遊樂場業者熟識，竟於稽查前日電

話通知甲遊樂場業者聯合稽查小組將於翌日前來該遊藝場實施聯合稽查

使業者知悉，以利業者得以預作準備。 

 

 

一、建管人員保密意識仍需加強: 

執行維護公共安全方案聯合稽查之稽查名單，係屬應秘密之事項，須

確實保密，不可洩漏予業者知悉，建管人員未善盡保密義務，任意透

漏稽查時間，明顯構成洩密行為，須負刑事責任。 

二、未適時辦理職務輪調: 

建管人員久任一職，除自身業務及建管法規熟稔外，因與業務往來之

業者時有接觸，人情因素易造成承辦人壓力及困擾，進而影響行政作

業，使內控機制出現紕漏而產生風險。 

 

一、強化保密機制: 

稽查案件的具體資訊應妥善保密，確切稽查地點於稽查前再公布，減

少有心人士通報及業者預作準備時間。 

二、定期辦理職務輪調: 

落實辦理職務輪調作業，避免承辦人員或主管人員久任一職而遭受不

當壓力及人情包袱而致違法情事發生，另應妥適編組同行，避免獨立

作業，以相互輔助監督，減少遭受不當請託關說等情事。 

  

案情概述 

風險評估 

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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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廉政法紀教育訓練: 

將「廉潔觀念」納入各項員工教育訓練重點，藉由相關貪瀆判刑案

例、廉政故事等資料分享或廉政倫理規範等法紀宣導，提供同仁參考

借鏡，以強化知法守紀觀念。 

 

 

刑法第 132 條第 1 項:「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

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參考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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