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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4040 號   

 

案由：本院委員鍾佳濱、湯蕙禎、沈發惠等 19 人，爰擬具「個人資

料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依照民國一百十一年憲法判決第十三號之主文意旨，認本法欠缺個人資料保護之獨立監督

機制，對個資隱私權之保障不足，而有違憲之虞。並認相關機關應建立相關法制，以完足

憲法第二十二條對人民資訊隱私權之保障。準此，增設「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作為本法

主管機關，作為個資事件之獨立監督與管理之機制。爰增第一條之一。為遵照上述憲法判

決意旨，本法之主管機關應具有獨立監督之功能，因此屬於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四

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之獨立機關。（新增條文第一條之一） 

二、由於現代社會網絡使用已成為日常，運用網絡所生之「網路協定地址（IP 地址）」得以追

蹤出個人使用網絡位置與所在地等個資，等同擁有現行法「聯絡方式文義所包含之文字通

訊地址」，而有納入個人資料範圍之必要；瀏覽紀錄（例如：Cookie）亦具有留存之特徵，

且得產生數位軌跡，經由建檔後，得對個人進行剖析及預測。準此而言，具有同受本法保

護之必要，而納入本法個人資料之定義範圍中。（修正條文第二條第一款） 

三、個人特種資料因具高度敏感性，對資訊處分須較一般個人資料有更嚴謹的保護程序。現行

法第六條採取原則禁止，例外時得蒐集、利用及處理，即得證之。參酌歐盟 GDPR 之相關

規範，爰將個人具高度敏感性相關訊息，如政治傾向、宗教及哲學信仰、生物特徵等資訊

納入特種資料之範圍。現行法第二條第一項並無特種資料之定義明文，僅定性屬個人資料

，爰增列於第二款，以示區別。並將原第二款至第九款後移，至第三款至第十款。（修正

條文第二條第二款） 

四、經上述個人特種資料之定義列於第二條規定後，第六條之特種資料程序規範條文，即毋庸

列舉特種個資項目，爰修正為「第二條第二款之個人特種資料」（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一

項）。 

五、違反資訊保護官設置、內部員工兼任資訊保護官契約公告與項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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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資訊保護官之獨立性破壞應有罰則。（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四款） 

六、為確保非公務機關對於蒐集、利用或處理之個資，得以妥善保護，並確立此項原則，本條

屬於誡命規範。於具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或業

務終止後個人資料之處理方法之情事，主管機關應逕予裁罰並命限期改正，以督促違反者

盡速縮小擴散範圍及損害情勢。復考量現今社會，個人資訊具有相當功能，甚至已充作博

取信任之犯罪工具，爰將罰鍰額度提高為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以示其保護

必要性；另外，違反安全維護義務情節重大者，造成的損害程度、規模無從估計。換言之

，有侵害眾人權力之虞。爰增訂違反情節重大者，以二百萬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緩，並命

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按次處罰。（新增條文第四十八條第二項、第三項） 

 

提案人：鍾佳濱  湯蕙禎  沈發惠   

連署人：林靜儀  林宜瑾  何欣純  陳秀寳  邱泰源  

張宏陸  吳玉琴  陳培瑜  陳素月  范 雲  

陳歐珀  林淑芬  陳靜敏  王美惠  蔡培慧  

黃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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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之一 本法之主管機關

為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 

前項委員會屬於獨立機

關。 

 一、本條新增。 

二、依照 111 年憲法判決第

13 號之主文意旨，認本法

欠缺個人資料保護之獨立監

督機制，對個資隱私權之保

障不足，而有違憲之虞。並

認為，相關機關應增修相關

法律，建立相關法制，以完

足憲法第二十二條對人民資

訊隱私權之保障。準此，增

設「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

作為本法主管機關，作為個

資事件之獨立監督與管理之

機制。爰增第一條之一。 

三、為遵照上述憲法判決意旨

，本法之主管機關應具有獨

立監督之功能，因此屬於中

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四

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之獨立

機關。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

下： 

一、個人資料：指自然人之

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

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

碼、特徵、指紋、婚姻、

家庭、教育、職業、聯絡

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

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

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包括透過網路協定地址、

瀏覽紀錄產生之數位軌跡

並得追蹤識別特定當事人

之身分。 

二、個人特種資料：有關人

種、血統、政治傾向、宗

教、哲學信仰、身分、基

因、生物特徵、健康相關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

下： 

一、個人資料：指自然人之

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

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

碼、特徵、指紋、婚姻、

家庭、教育、職業、病歷

、醫療、基因、性生活、

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

絡方式、財務情況、社

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

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

之資料。 

二、個人資料檔案：指依系

統建立而得以自動化機器

或其他非自動化方式檢

索、整理之個人資料之

集合。 

一、由於現代社會網絡使用已

成為日常，運用網絡所生之

「網路協定地址（IP 地址）

」得以追蹤出個人使用網絡

位置與所在地等個資，等同

擁有現行法「聯絡方式文義

所包含之文字通訊地址」，

而有納入個人資料範圍之必

要；瀏覽紀錄（例如：

Cookie）亦具有留存之特徵

，且得產生數位軌跡，經由

建檔後，得對個人進行剖析

及預測。準此而言，具有同

受本法保護之必要，而納入

本法個人資料之定義範圍

中。 

二、個人特種資料因具高度敏

感性，對資訊處分須較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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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生活與性傾向及犯罪

前科之個人資料。 

三、個人資料檔案：指依系

統建立而得以自動化機器

或其他非自動化方式檢

索、整理之個人資料之

集合。 

四、蒐集：指以任何方式取

得個人資料。 

五、處理：指為建立或利用

個人資料檔案所為資料之

記錄、輸入、儲存、編輯

、更正、複製、檢索、刪

除、輸出、連結或內部傳

送。 

六、利用：指將蒐集之個人

資料為處理以外之使用。 

七、國際傳輸：指將個人資

料作跨國（境）之處理或

利用。 

八、公務機關：指依法行使

公權力之中央或地方機關

或行政法人。 

九、非公務機關：指前款以

外之自然人、法人或其他

團體。 

十、當事人：指個人資料之

本人。 

三、蒐集：指以任何方式取

得個人資料。 

四、處理：指為建立或利用

個人資料檔案所為資料之

記錄、輸入、儲存、編輯

、更正、複製、檢索、刪

除、輸出、連結或內部傳

送。 

五、利用：指將蒐集之個人

資料為處理以外之使用。 

六、國際傳輸：指將個人資

料作跨國（境）之處理或

利用。 

七、公務機關：指依法行使

公權力之中央或地方機關

或行政法人。 

八、非公務機關：指前款以

外之自然人、法人或其他

團體。 

九、當事人：指個人資料之

本人。 

個人資料有更嚴謹的保護程

序。現行法第六條採取原則

禁止，例外時得蒐集、利用

及處理，即得證之。參酌歐

盟 GDPR 之相關規範，爰

將個人具高度敏感性相關訊

息，如政治傾向、宗教及哲

學信仰、生物特徵等資訊納

入特種資料之概念範圍。現

行法第二條第一項並無特種

資料之定義明文，僅定性屬

個人資料，爰增列於第二款

，以示區別。並將原第二款

至第九款後移，至第三款至

第十款。 

第六條 第二條第二款之個人

特種資料，不得蒐集、處理

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在此限：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

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

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

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

措施。 

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

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四、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

構基於醫療、衛生或犯罪

第六條 有關病歷、醫療、基

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

罪前科之個人資料，不得蒐

集、處理或利用。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

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

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

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

措施。 

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

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四、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

經上述個人特種資料之定義列

於第二條規定後，第六條之特

種資料程序規範條文，即毋庸

列舉特種個資項目，爰修正為

「第二條第二款之個人特種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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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之目的，為統計或學

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

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

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

別特定之當事人。 

五、為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

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

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

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

護措施。 

六、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但

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

或其他法律另有限制不得

僅依當事人書面同意蒐集

、處理或利用，或其同

意違反其意願者，不在

此限。 

依前項規定蒐集、處理

或利用個人資料，準用第八

條、第九條規定；其中前項

第六款之書面同意，準用第

七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四

項規定，並以書面為之。 

構基於醫療、衛生或犯罪

預防之目的，為統計或學

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

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

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

別特定之當事人。 

五、為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

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

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

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

護措施。 

六、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但

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

或其他法律另有限制不得

僅依當事人書面同意蒐集

、處理或利用，或其同

意違反其意願者，不在

此限。 

依前項規定蒐集、處理

或利用個人資料，準用第八

條、第九條規定；其中前項

第六款之書面同意，準用第

七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四

項規定，並以書面為之。 

第四十八條 非公務機關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由個人資

訊保護委員會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限期改正，屆期

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幣

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

罰鍰： 

一、違反第八條或第九條規

定。 

二、違反第十條、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或第十三條規

定。 

三、違反第二十條第二項或

第三項規定。 

四、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三項

或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二項

或第二十七條之三第二項

規定。 

第四十八條 非公務機關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由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限期改正，屆期

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幣

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

罰鍰： 

一、違反第八條或第九條規

定。 

二、違反第十條、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或第十三條規

定。 

三、違反第二十條第二項或

第三項規定。 

四、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項

或未依第二項訂定個人資

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或業

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

一、本條第一項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按新增條文第一

條之一將「個人資料保護委

員會」明定為本法之主管機

關，隨同修正。 

二、第一項第四款之罰則，修

正為違反資訊保護官設置、

公告報備契約與資訊保護官

之獨立性破壞。 

三、為確保非公務機關對於蒐

集、利用或處理之個資，得

以妥善保護，並確立此項原

則，本條屬於誡命規範。於

具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項或

第二項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

全維護計畫或業務終止後個

人資料之處理方法之情事，

主管機關應逕予裁罰並命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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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務機關違反第二十

七條第一項或未依第二項訂

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

畫或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

理方法者，個人資訊保護委

員會或直轄市、縣（市）政

府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

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命限期

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

處罰。 

前項違反情節重大者，

處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一千

萬元以下罰緩，並命限期改

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

法之。 

法。 期改正，以督促違反者盡速

縮小擴散範圍及損害情勢。

復考量現今社會，個人資訊

具有相當功能，甚得做為犯

罪工具，爰將罰鍰額度提高

為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

萬元以下，以示其保護必要

性。 

四、另外，違反安全維護義務

情節重大者，造成的損害程

度與規模可能無從估計。換

言之，有侵害眾人權力之虞

。爰增訂具有違反情節重大

者，以二百萬以上一千萬元

以下罰緩，並命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按次處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