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 

修正政風機構預防危害或破壞本機關事件作業要點規定 

 

二、 政風機構預防危害或破壞本機關事件，應依本機關之辦公環境、轄區治安

與災害狀況、業務特性及可能發生危安之因素，協調相關單位採取預防之

因應措施；其具體作法如下： 

（一） 策訂預防危害或破壞事件實施計畫：詳列工作要項、預防措施及執行

分工等事項，簽奉機關首長核定後，會同相關單位貫徹執行。 

（二） 召開安全維護會報： 

1. 依據行政院頒「安全管理手冊」，有關危害及破壞事件之預防規定

，應組設安全維護會報，由本機關各業務單位主管參加，必要時

得邀集所屬機關派員參加。 

2. 安全維護會報由副首長或幕僚長主持，負責研議有關危害或破壞

本機關事件之預防事項及妥善處理偶突發事件，政風機構負責秘

書作業，無政風機構者，由事務管理單位負責秘書作業。 

3. 安全維護會報，應定期召開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4. 合署辦公或多數機關鄰接地區，應組設聯合安全維護協調會報，

由階層較高或相互推選之機關負責召集，推動整體安全維護工作

，其組設方式，由召集機關參照前列及研訂之。 

（三） 實施預防危害或破壞事件宣導：配合實際發生案例，實施宣導或講

習，提昇員工安全警覺及應變處置能力。 

（四） 實施預防危害或破壞事件演練：協調相關單位，模擬危安狀況，配

合防護團或自衛編組實施演練，提昇員工處理危害或破壞事件之應

變制變能力。 

（五） 厲行責任區制：協調相關單位明確建立安全維護責任區制度，賦予

各級單位主管與員工之維護責任，結合全體員工力量，共同維護機

關安全。 

（六） 強化值勤功能：協調相關單位針對洽公、參訪人員等，訂定門禁管

制規定，要求駐衛警或相關人員確實執行；對重要設施，劃定禁區

，採取隔離措施。協調權責單位對委託辦理保全業務，應隨時督導

及檢測，以強化值勤功能。 

（七） 充實維護設備：協調相關單位定期檢測防護器材、設備，保持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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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狀態，並逐年充實或更新，以強化維護功能。 

（八） 防處爆裂物：發現可疑爆裂物品，除應即聯繫警察機關處理外，並

迅速陳報機關首長適採因應措施，另通報上級政風機構。 

（九） 蒐報危安預警資料：與有關單位密切聯繫配合，蒐集、掌握有關危

害或破壞預警資料，提供相關單位參處，以發揮政風機構聯防預警

功能。 

（十） 與警察及消防機關聯繫配合：經常與當地警察及消防機關保持密切

聯繫，俾遇緊急情況時，能獲得迅捷有效支援。 

（十一）實施預防措施安全狀況檢查：依照「預防危害或破壞事件實施計

畫」，會同相關單位定期或不定期實施預防措施安全狀況檢查，發

掘缺失，檢討改進，列管追蹤。 

（十二）本機關首長安全維護：協調相關單位(人員) 對首長住所、辦公室

、會議場所、座車、郵件、包裏等加強安全維護措施。 

（十三）重要貴賓安全維護：上級機關首長及重要貴賓蒞臨時，協調 (助)

相關單位(人員) 加強安全維護措施。      

（十四）國家元首安全維護： 

1. 全力蒐報對元首、副元首危害、驚擾、陳情等危安預警資料。 

2. 元首、副元首及國賓蒞臨時，政風人員對有關單位安全警衛之要  

求，應協助配合。 

（十五）專案安全維護：各機關辦理春安工作、重要慶典、各項選舉及其

他重大集會或施政活動等專案安全維護工作時，應依據機關特性

及任務需求，擬訂專案執行計畫，簽奉機關首長核定，協同相關

單位貫徹執行，以預防危害或破壞事件發生。 

三、危安狀況之通報： 

（一） 一般危安狀況：各機關發生一般危安狀況時，應陳報機關首長及協

調相關單位處置，另以電話或傳真（輔以電話確認）陳報上級政風

機構。 

（二） 重大危安狀況： 

1. 各機關發生重大危安狀況時，應立即陳報機關首長及協調相關單

位適採因應措施，並通報警消機關及調查單位協助處理後，於一

小時內電話或傳真（輔以電話確認）通報上級政風機構並副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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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部廉政署（非上班時間除以電話通報外，得以簡訊或其他便捷

方式為之，並儘速書面陳報），另續報後情。 

2. 事件結束後，得視需要或依上級指示，將全案發生原因、處理經

過及結果，深入調查、研判、分析、檢討，並提出改進措施及追

究責任等陳報。 

（三） 危安預警資料： 

1. 屬本機關之危安預警資料：依本要點第三點(一)、(二)之一般危安

狀況通報程序、重大危安狀況通報程序處理。 

2. 非屬本機關之危安預警資料：由原蒐報之政風機構通報即將面對

危安狀況機關之政風機構參處，並副陳上級政風機構及法務部廉

政署。 

（四） 重大危安狀況及其預警資料，應依政風機構相關作業要點規定，迅

速通報調查單位參處。 

（五） 災害防救狀況：依本要點第三點危安狀況之通報（一）、（二）通報

程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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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機構預防危害或破壞本機關事件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 

要 點

項次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二 政風機構預防危害或破壞本機關

事件，應依本機關之辦公環境、轄

區治安與災害狀況、業務特性及可

能發生危安之因素，協調相關單位

採取預防之因應措施；其具體作法

如下： 

（一）策訂預防危害或破壞事件實

施計畫：詳列工作要項、預防措施

及執行分工等事項，簽奉機關首長

核定後，會同相關單位貫徹執行。 

（二）召開安全維護會報： 

1.依據行政院頒「安全管理手冊」

，有關危害及破壞事件之預防規定

，應組設安全維護會報，由本機關

各業務單位主管參加，必要時得邀

集所屬機關派員參加。 

 

2.安全維護會報由副首長或幕僚

長主持，負責研議有關危害或破壞

本機關事件之預防事項及妥善處

理偶突發事件，政風機構負責秘書

作業，無政風機構者，由事務管理

單位負責秘書作業。 

3.安全維護會報，應定期召開會議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4.合署辦公或多數機關鄰接地區

，應組設聯合安全維護協調會報，

由階層較高或相互推選之機關負

責召集，推動整體安全維護工作，

其組設方式，由召集機關參照前列

及研訂之。 

（三）實施預防危害或破壞事件宣

導：配合實際發生案例，實施宣導

或講習，提昇員工安全警覺及應變

處置能力。 

政風機構預防危害或破壞本機關

事件，應依本機關之辦公環境、轄

區治安與災害狀況、業務特性及可

能發生危安之因素，協調相關單位

採取預防之因應措施；其具體作法

如下： 

(一)策訂預防危害或破壞事件實

施計畫：詳列工作要項、預防措施

及執行分工等事項，簽奉機關首長

核定後，會同相關單位貫徹執行。 

(二) 召開安全維護會報： 

1.依據行政院頒「事務管理手冊－

安全管理」部分，有關危害及破壞

事件之預防規定，應組設安全維護

會報，由本機關各業務單位主管參

加，必要時得邀集所屬機關首長參

加。 

2.安全維護會報由副首長或幕僚

長主持，負責研議有關危害或破壞

機關事件之預防事項及妥善處理

偶突發事件，政風機構負責秘書作

業，無政風機構者，由事務管理單

位負責秘書作業。 

3.安全維護會報，應定期 (每三至

六個月集會一次) 召開會議，必要

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4.合署辦公或多數機關鄰接地區

，應組設聯合安全維護協調會報，

由階層較高或相互推選之機關負

責召集，推動整體安全維護工作，

其組設方式，由召集機關參照前列

及研訂之。 

(三)實施預防危害或破壞事件宣

導：配合實際發生案例，實施宣導

或講習，提昇員工安全警覺及應變

處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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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施預防危害或破壞事件演

練：協調相關單位，模擬危安狀況

，配合防護團或自衛編組實施演練

，提昇員工處理危害或破壞事件之

應變制變能力。 

（五）厲行責任區制：協調相關單

位明確建立安全維護責任區制度

，賦予各級單位主管與員工之維護

責任，結合全體員工力量，共同維

護機關安全。 

（六）強化值勤功能：協調相關單

位針對洽公、參訪人員等，訂定門

禁管制規定，要求駐衛警或相關人

員確實執行；對重要設施，劃定禁

區，採取隔離措施。協調權責單位

對委託辦理保全業務，應隨時督導

及檢測，以強化值勤功能。 

（七）充實維護設備：協調相關單

位定期檢測防護器材、設備，保持

正常使用狀態，並逐年充實或更新

，以強化維護功能。 

（八）防處爆裂物：發現可疑爆裂

物品，除應即聯繫警察機關處理外

，並迅速陳報機關首長適採因應措

施，另通報上級政風機構。 

（九）蒐報危安預警資料：與有關

單位密切聯繫配合，蒐集、掌握有

關危害或破壞預警資料，提供相關

單位參處，以發揮政風機構聯防預

警功能。 

（十）與警察及消防機關聯繫配合

：經常與當地警察及消防機關保持

密切聯繫，俾遇緊急情況時，能獲

得迅捷有效支援。 

（十一）實施預防措施安全狀況檢

查：依照「預防危害或破壞事件實

施計畫」，會同相關單位定期或不

定期實施預防措施安全狀況檢查

，發掘缺失，檢討改進，列管追蹤

。 

(四)實施預防危害或破壞事件演

練：協調相關單位，模擬危安狀況

，配合防護團或自衛編組實施演練

，提昇員工處理危害或破壞事件之

應變制變能力。 

(五)厲行責任區制：協調相關單位

明確建立安全維護責任區制度，賦

予各級單位主管與員工之維護責

任，結合全體員工力量，共同維護

機關安全。 

(六)強化值勤功能：協調相關單位

針對洽公、參訪人員等，訂定門禁

管制規定，要求駐衛警或相關人員

確實執行；對重要設施，劃定禁區

，採取隔離措施。協調權責單位對

委託辦理保全業務，應隨時督導及

檢測，以強化值勤功能。 

(七)充實維護設備：協調相關單位

定期檢測防護器材、設備，保持正

常使用狀態，並逐年充實或更新，

以強化維護功能。 

(八)防處爆裂物：發現可疑爆裂物

品，除應即聯繫警察機關處理外，

並迅速陳報機關首長適採因應措

施，另通報上級政風機構。 

(九)蒐報危安預警資料：與有關單

位密切聯繫配合，蒐集、掌握有關

危害或破壞預警資料，提供相關單

位參處，以發揮政風機構聯防預警

功能。 

(十)與警察機關聯繫配合：經常與

當地警察機關保持密切聯繫，俾遇

緊急情況時，能獲得迅捷有效支援

。 

(十一)實施預防措施安全狀況檢

查：依照「預防危害或破壞事件實

施計畫」，會同相關單位定期或不

定期實施預防措施安全狀況檢查

，發掘缺失，檢討改進，列管追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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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本機關首長安全維護：協

調相關單位(人員)對首長住所、辦

公室、會議場所、座車、郵件、包

裏等加強安全維護措施。 

（十三）重要貴賓安全維護：上級

機關首長及重要貴賓蒞臨時，協調 

(助)相關單位(人員) 加強安全維

護措施。      

（十四）國家元首安全維護： 

1.全力蒐報對元首、副元首危害、

驚擾、陳情等危安預警資料。 

2.元首、副元首及國賓蒞臨時，政

風人員對有關單位安全警衛之要  

求，應協助配合。 

（十五）專案安全維護：各機關辦

理春安工作、重要慶典、各項選舉

及其他重大集會或施政活動等專

案安全維護工作時，應依據機關特

性及任務需求，擬訂專案執行計畫

，簽奉機關首長核定，協同相關單

位貫徹執行，以預防危害或破壞事

件發生。 

(十二)本機關首長安全維護：協調

相關單位(人員)對首長住所、辦公

室、會議場所、座車、郵件、包裏

等加強安全維護措施。 

(十三)重要貴賓安全維護：上級機

關首長及重要貴賓蒞臨時，協調 (

助)相關單位 (人員) 加強安全維

護措施。 

(十四)國家元首安全維護： 

1.全力蒐報對元首、副元首危害、

驚擾、陳情等危安預警資料。 

2.元首、副元首及國賓蒞臨時，政

風人員對有關單位安全警衛之要

求，應協助配合。 

(十五)專案安全維護：各機關於辦

理春安工作、重要慶典、各項選舉

及其他重大集會或活動等專案工

作時，應依據機關特性及任務需求

，擬訂專案執行計畫，簽奉機關首

長核定，協同相關單位貫徹執行，

以預防危害或破壞事件發生。 

三 危安狀況之通報： 

（一）一般危安狀況：各機關發生

一般危安狀況時，應陳報機關首長

及協調相關單位處置，另以電話或

傳真（輔以電話確認）陳報上級政

風機構。 

（二）重大危安狀況： 

1.各機關發生重大危安狀況時，應

立即陳報機關首長及協調相關單

位適採因應措施，並通報警消機關

及調查單位協助處理後，於一小時

內電話或傳真（輔以電話確認）通

報上級政風機構並副陳法務部廉

政署（非上班時間除以電話通報外

，得以簡訊或其他便捷方式為之，

並儘速書面陳報），另續報後情。 

2.事件結束後，得視需要或依上級

指示，將全案發生原因、處理經過

危安狀況之通報： 

(一)一般危安狀況：各機關發生一

般危安狀況時，應陳報機關首長及

協調相關單位處置，另以電話或傳

真 (輔以電話確認) 陳報上級政

風機構。 

(二)重大危安狀況： 

1.各機關發生重大危安狀況時，應

立即陳報機關首長及協調相關單

位適採因應措施，並通報警消機關

及調查單位協助處理後，於一小時

內電話或傳真 (輔以電話確認) 

通報上級政風機構並副陳法務部

政風司 (非上班時間除以電話通

報外並儘速陳報)，另續報後情。 

 

2.事件結束後，得視需要或依上級

指示，將全案發生原因、處理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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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結果，深入調查、研判、分析、

檢討，並提出改進措施及追究責任

等陳報。 

（三）危安預警資料： 

1.屬本機關之危安預警資料：依本

要點第三點(一)、(二)之一般危安

狀況通報程序、重大危安狀況通報

程序處理。 

2.非屬本機關之危安預警資料：由

原蒐報之政風機構通報即將面對

危安狀況機關之政風機構參處，並

副陳上級政風機構及法務部廉政

署。 

（四）重大危安狀況及其預警資料

，應依政風機構相關作業要點規定

，迅速通報調查單位參處。 

（五）災害防救狀況：依本要點第

三點危安狀況之通報（一）、（二）

通報程序處理。 

及結果，深入調查、研判、分析、

檢討，並提出改進措施及追究責任

等陳報。 

 (三) 危安預警資料： 

1.屬本機關之危安預警資料：依本

要點第三點(一)、(二)之一般危安

狀況通報程序、重大危安狀況通報

程序處理。 

2.非屬本機關之危安預警資料：由

原蒐報之政風機構通報傳真該主

管機關政風機構參處，並副陳上級

政風機構及法務部政風司。 

 

(四)重大危安狀況及其預警資料

，應依政風機構相關作業要點規定

，迅速通報調查單位參處。 

(五)災害防救狀況：依本要點第三

點危安狀況之通報 (一) 、 (二) 

通報程序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