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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署貪污怎麼辦廉政署貪污怎麼辦廉政署貪污怎麼辦廉政署貪污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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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自稱「廉潔」的馬英九政府時代，貪腐依然橫行。新成立一個「廉政署」有用嗎？權力

使人腐化，官兵當強盜，要是「廉政署」也和警察與法官一樣搞貪污，誰來監督與制衡？ 

 

    

 

十八世紀民主啟蒙年代，一位法國的思想家曾說過，社會發展有兩種可能性：一是將不合理的

特權日益削薄變少；一種則是有更多的人爭相去搶奪已往祇是由少數人壟斷的特權。 

 

     

 

民主，並不保證必是上述發展中的前者，一八六五年到二十世紀初，以民主警察自居的美國在

南北戰爭後，工商資本急速擴張，一群群白手起家的工商鉅子、一個個誇言浮詞的政治獵人，

一批批肆無忌憚的官僚惡吏，透過民主制度站上舞台，他們疇躇滿志，自認是「成功」的定義

者，創出「適者生存」的「適者」規範：「上帝不存在，一切皆可為。」 

 

     

 

這段美國史造出「贜掠政治」一辭，分贜與劫掠當道，是一種政治、經濟、民代和司法體系的

被集體收買故事：富者收買政黨，政黨則賣官貪墨，甚至連多位總統都不能免。 

 

     

 

在贓掠中，政府成分贓之所，政黨是佞悻之輩售官鬻爵議價場，國會公開喊價宛如交易商場，

司法的貞操則不必懷疑，當然不會是玉潔冰清。 

 

     

 

李登輝時代的黑金，陳水扁時代的貪腐，正告知台灣「贜掠」時代已經到來，老國民黨的舊特



權雖已日暮西山了，但民進黨的新權貴並不想去杜絕新特權形成，而是將反特權心理轉化成覬

覦之心，特權爭逐更加慘烈，掠食者四出劫掠，禿鷹和土狼緊跟在後，腦中所想，祇有要多分

一塊肉、能多喝一口血，一個社會所需要的努力、勤奮等特性，當政者對責任的尊重，對百姓

親民愛民的基本態度，已煙消雲散，剩下祇有硬扯硬掰的技倆，和灑錢討人民歡心的媚俗，掩

飾著難看的吃相‧‧‧ 

 

     

 

如果不把這樣的「贓掠」給揭發，徹查到底，永遠控管，誰能保證馬英九統治下的國民黨，會

不會又是下一個「贓掠」的禿鷹？ 

 

     

 

果然，台中市的「警匪同歡」、高院法官的「有錢判生」、還有查了半天不了了之的「軍中買官

賣官」、還有「二○二兵工廠」的「信義計畫區第二」疑雲、七折八扣的「假陽光法案」、賤賣

公有土地鼓勵房價飆天價歪風、假公共建設之名的許多疑似圖利的爭端‧‧‧ 

 

     

 

贓掠的秃鷹和土狼，在自稱「廉潔」的馬英九政府時代，依然橫行。不但有舊有秃鷹肆掠，還

有新權貴加入土狼的獵殺行列。 

 

      

 

成立一個「廉政署」有用嗎？更多人擔心的是，權力使人腐化，官兵當強盜，人民看多了，要

是「廉政署」也和警察與法官一樣搞貪污，誰來監督與制衡？ 

 

     

 

反貪，是千古課題，也許沒有「萬靈丹」，但總有一些方法，且看美國是如何走出這樣的「贓掠」？ 

 

    

 

美國不是成立一個又一個的新機關，而是承認公權力必有的「腐敗基因」，不能寄望「自律」，

絕對要有「他律」，需透過外力來控管。 

 

    

 



這個力量就是媒體，正因為美國有這樣的「贓掠」，美國社會才發現「三權分立」不是萬靈丹，

三權可以「制衡」，但也可以「分贓」，一九二九年後，美國社會找到了答案，就是「第四權」，

就是透過「第四權」去制衡三權。 

 

      

 

三權，可以分贓，五權，也可以分贓，都可以是劫掠人民的禿鷹與土狼！ 

 

     

 

誰來制衡？當然是媒體，媒體當然可以不斷在旁聒噪，指出各種權力的問題、提出對各種權力

的質疑。 

 

     

 

誰來監督？當然是媒體，媒體當然應該不斷在旁聒噪，指出各種當權者的問題、提出各種對當

權者的質疑。 

 

    

 

對執政者與公權力質疑，才是媒體的天職，那種「歌功頌德」的媒體，那種拿政府錢轉「置入

性行銷」的媒體，那種只會「修理在野黨、縱放執政者」的言論，絕不該被稱是「媒體」，該被

稱為是「御用喉舌」、「贓掠幫兇」！ 

 

     

 

媒體能不能辦案？當然可以，更要如此！如果媒體不辦案，三權官官相護，怎麼可能有「水門

案」拉倒尼克森呢？如果媒體不聒譟，怎能讓許多人知道，原來陳水扁的「扁珍亂政」之真相。 

 

       

 

民主的基礎是設定「人性本惡」，「公權力更惡」，所以，媒體必需對當權者永遠不停口，「贓掠」

才能被壓制！ 

 

     

 

不要相信一個人或一個機構，特偵組不是有個陳聰明，調查局不也有葉盛茂嗎？ 以人性本惡設

計制度，才是民主的基礎。永遠要防範有千千萬萬個陳聰明或葉盛茂，更要永遠警惕，千千萬



萬個陳水扁隨時會復活。所以，民主體制的設計，就是要用「小人之心」去構思制度。 

 

      

 

誰來監督媒體？媒體也會為惡！沒錯，所以，永遠不能讓媒體成為「公權力」的一環，媒體的

市場必需絕對自由化，必需是民營的，越少公營媒體越有助於改革，唯有眾聲喧嘩，多元紛雜，

讓市場決定，讓閱聽眾自己選擇，也永遠不能有「一言堂」。媒體，更不能由公權力來直接或間

接的控管。 

 

     

 

醒醒吧！廉潔的馬政府卻還是有一大堆骯髒事發生，何以致之？就是一些人鼓吹謬論，讓人民

去相信「聖人之德，風」那種「聖君賢相移風易俗」的謊言！因此忘記了，只有嚴格監督才是

正辦！ 

 

      

 

那些「打手」們，請別假惺惺地大罵那些不肖公務員，自從馬英九上任以來，那些說「馬英九

不會錯」、「怎麼不罵在野黨？」、「媒體不該在旁聒噪」的聲音，才正是「馬時代新贓掠」的幫

凶啊，自甘當公權力「貪腐基因」的魔鬼代言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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