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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不擔心黑箱作業了 
 

老李白天在鐵工廠賣力工作、晚上開計程車賺外快，平常省吃儉

用，都捨不得吃好的、用好的，努力地將每一分錢存下來，因為嚮往

陶淵明詩句「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生活，所以心中一直有個

夢想，希望能夠親手打造一間屬於自己的桃花源，好好享受退休生

活。 

今年 8 月間，老李辛苦了大半輩子，終於熬到退休了。他打聽到

遠方親戚表叔公剛好有一塊建地要賣，由於地點依山傍水、景色絕佳，

於是連忙準備大包小包的禮物，親自拜訪表叔公，耗費一番唇舌討價

還價，終於把這塊心中樂土買了下來，而在欣喜之餘，卻驚覺存款已

經所剩不多。他心想乾脆跟老闆買些材料，然後請同事簡單搭個鐵屋

就好。他拜託同事小林趕緊找人幫忙，小林一聽劈頭便說道：「老李

你實在太天真了！建個房子哪有這麼簡單，你以為鐵皮屋想搭就搭嗎？

你充其量只能當個起造人，後續一定要委託建築師去申請建照，而且

跟政府機關打交道，整個處理過程根本就無從得知，如果沒有花錢透

過特定人士去喬，絕對會石沉大海，不可能過關的啦！」 

老李當下有如晴天霹靂，心想好不容易買了塊地，只是想搭個小

窩，不僅要委託建築師，還要花錢打通關，內心很受挫折。而且他身

邊的親友也都勸他花錢了事，甚至還有人建議他乾脆轉手賣了。此時

老李心裡有個很大的疑問，難道向建管機關提出申請案件，真的是黑

箱作業嗎？ 

  



 

 

 

 

 

 

民眾或建築業者向建管機關提出申請案件時，常

有核准日期不定或時間過長之問題存在，因此讓申請

者誤以為石沈大海。政府應如何避免「黑箱作業」之

疑慮呢？ 

 

 

 

 

 

 

 

依據《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 10 條，考量反貪腐之必要性，各

締約國均應依其國家法律之基本原則採取必要措施，提高政府行政部

門之透明度，包括酌情在其組織之結構、運作及決策過程提高透明度。

此等措施得包括下列事項：（a）施行各種程序或法規，酌情使公眾瞭

解政府行政部門組織之結構、運作及決策過程，並在考慮保護隱私和

個人資料之情況，使公眾瞭解與其有關之決定和法規。《聯合國反貪

腐公約》第 13 條要求各締約國推動政府部門以外之個人及團體，例

如公民團體、非政府組織與社區組織等，積極參與預防和打擊貪腐，

並提高公眾對貪腐之認識，其措施也包括：（a）提高決策過程之透明

度，並促進公眾在決策過程中發揮作用。 



為提高政府行政部門之透明度，我國早在 94 年 12 月 28 日

公布日施行《政府資訊公開法》，建立政府資訊公開制度，保障人民

知的權利，增進人民對公共事務之瞭解、信賴及監督。該法第 5 條規

定，政府資訊應依本法主動公開或應人民申請提供之。第 7 條則條列

應主動公開之資訊，包括條約法令、聯絡方式、行政指導、施政計畫、

預算及決算書等。 

此外，政府為促進行政作業流程透明，使民眾得以清楚得知申請

案件在行政機關審駁過程，避免對公部門產生質疑，行政院於 105

年 8 月 24 日修正函頒之《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其執行措施列

即列有「針對民眾權益相關事項，採行透明措施，提高審駁過程之透

明度，促進民眾監督之可及性。」引導各級政府部門朝這個方向努力。

行政院更於 104 年 7 月修訂《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政府內部

控制制度設計原則》及其附件「政府內部控制觀念架構」，將行政透

明納為內部控制遵循法令規定目標項下之次目標，同時研議建立行政

流程透明之標準或原則，做為行政院各機關辦理遵循依據。 

透明被視為預防和打擊貪腐的重要工具，主要是因為藉由透明的

手段，將行政過程中，民眾關注的部分予以公開，除可以防堵公務人

員假藉公權力謀取非法利益，亦可透過行政作業程序的公開，使得公

民社會有檢視及監督政府的機會，袪除黑箱作業的質疑，提升對政府

施政的信賴。 

 

  



 

 

 

 

 

建管業務造成外界誤解，肇因於申請者對審查過程無從得知，加

上曾發生民眾為加速審照作業，行賄建管機關人員，或者中間跑照業

者以打通關為由，向民眾詐騙款項等情事，致使黑箱作業傳聞甚囂塵

上。 

為解決民眾疑慮，法務部廉政署積極推動「建構實質透明化之機

制」，邀集內政部、營建署及各縣市政府政風機構共同研商推動建管

業務行政透明化措施，並在 103 年間邀集全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建管暨政風機構科長級以上人員，辦理「全國建築管理資訊系統行政

透明說明會」，透過意見交流，獲得共識。統計至 104 年 12 月，計

有 17 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除已公開「申請案件標準作業流程」、「審

查基準」外，並將審核過程、進度及退件理由公開，提供民眾直接監

督管道，避免黑箱作業質疑，及因資訊不對稱造成業者行賄、中間媒

介詐騙之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