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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3503 號   

 

案由：本院委員賴品妤、林昶佐、莊瑞雄、邱志偉、林靜儀、莊競

程、賴瑞隆等 38 人，有鑑於近年個資外洩事件頻傳，遭國安

局等單位認證「已形成國際嚴重犯罪問題」，造成人民生命

財產威脅，國家安全重大破口。又以，司法院憲法法庭 2022 年

8 月公布之「111 年憲判字第 13 號」主文揭示「現行欠缺個

人資料保護之獨立監督機制，對個人資訊隱私權保障不足，

而有違憲之虞，相關機關應自本判決宣示之日起 3 年內，制

定或修正相關法律。」為落實憲法人民隱私權之保障，回應

歐洲聯盟 GDPR 精神，接軌全球 70 個國家皆有設置個資專責

機關之國際趨勢。爰擬具「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組織法草案」，

以守護人權、弭平國安破口。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賴品妤  林昶佐  莊瑞雄  邱志偉  林靜儀  

莊競程  賴瑞隆   

連署人：湯蕙禎  黃秀芳  賴惠員  劉世芳  林楚茵  

邱泰源  王美惠  邱議瑩  陳秀寳  李昆澤  

吳秉叡  范 雲  沈發惠  蘇巧慧  蘇治芬  

張宏陸  蔡易餘  吳琪銘  江永昌  許智傑  

羅美玲  洪申翰  張廖萬堅 何欣純  吳思瑤  

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蔡培慧  劉建國  

羅致政  陳靜敏  陳培瑜   



立法院第 10 屆第 7 會期第 7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26 

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組織法草案總說明 

近年個資外洩事件頻傳，如 2022 年 10 月爆出之「2300 多萬筆史上最大台灣人個資外洩事件」

已遭國安局等單位認證「形成國際嚴重犯罪問題」，造成人民生命財產威脅，國家安全重大破口。

又以，司法院憲法法庭 2022 年 8 月公布之「111 年憲判字第 13 號」主文揭示「現行欠缺個人資料

保護之獨立監督機制，對個人資訊隱私權保障不足，而有違憲之虞，相關機關應自本判決宣示之日

起 3 年內，制定或修正相關法律。」 

另，憲法第二十二條「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

保障。」，又以依據司法院 2005 年 9 月 28 日「釋字第 603 號」解釋文：「略以……隱私權乃為不

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為落實憲法人民隱私權之保障，並回應歐洲聯

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 GDPR（其適足性認證條件之一為設立「獨立的個人資料保護專責機關」）精

神及全球 70 個國家皆有設置個資專責機關之國際趨勢，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四條第一項

第二款規定「本會之組織應以法律定之」，爰擬具「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組織法」草案。 

為求修法細膩，列舉具指標性國家之監理個人資料保護狀況進行分析： 

日本：於 2016 年 1 月 1 日成立「個人情報保護委員會」，由內閣總理大臣管轄，得獨立行使

職權，監管非公務機關；2021 年修法併入對中央行政機關及地方自治團體之監管。主要職務包括

基本方針之策定及推展、個資之保護宣導及必要調查或研究、對所掌職務之國際協助事項、對個資

處理業者等資料之處理，得要求提出必要之報告或進入檢查、對個資處理業者執行業務等之必要範

圍內，提供個資處理之必要指導及建議、對於個資處理業者等違反相關規定之行為為勸告及命令、

違反委員會命令之業者採取中止或改正違法行為之必要措施等。 

韓國：其「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為直屬國務總理之機關，同時監管公務及非公務機關。主

要職務包括改善個資保護法令、執行個資保護政策、制度及計畫、對當事人的權利侵害調查及處分

、陳情處理、權利救濟及紛爭調停、與國際機構或國外個資保護機構交流合作、調查、研究、教育

及宣傳與個資保護相關之法令、政策等相關事項等。 

英國：1998 年英國個資法訂有資訊委員（Information Commissioner），並由委員及其辦公室

組成「英國資訊委員辦公室」（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 ICO），為個資保護之監管機關

，同時監管公務及非公務機關。主要職務包括監察確認資料控管者或受託處理者是否遵循個資法、

依法查閱資料控管者處理資料之數位足跡、對資料控管者與受託處理者處以罰鍰或停止個資傳輸之

強制處分權、與其他國家個資保護專責機關之合作等。 

本草案重點如下： 

一、本會之設立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本會之權限執掌。（草案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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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會委員人數、任期、任命方式等規定。（草案第三條） 

四、本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職權代理方式。（草案第四條） 

五、本會委員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及利益迴避。（草案第五條） 

六、本會委員會議之職權。（草案第六條） 

七、本會委員會議之運作方式及程序。（草案第七條） 

八、本會行政職能。（草案第八條） 

九、本會幕僚長之職稱及官職等。（草案第九條） 

十、本會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草案第十條） 

十一、本會附屬單位。（草案第十一條） 

十二、本會駐外規定。（草案第十二條） 

十三、本法施行日期。（草案第十三條） 



立法院第 10 屆第 7 會期第 7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28 

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組織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行政院為落實憲法保障之隱私權，確

保個人資料使用之安全，維護人民基本人權

及弱勢保障，促進社會之安定與繁榮，推動

資料治理發展，提升國家之國際參與力，特

設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一、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設立目的。 

二、憲法第二十二條「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

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

法之保障。」，又以依據司法院 2005 年 9

月 28 日「釋字第 603 號」解釋文：「略

以……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

而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 

三、司法院憲法法庭 2022 年 8 月 22 日「111

年憲判字第 13 號」主文「略以……欠缺

個人資料保護之獨立監督機制，對個人資

訊隱私權之保障不足，而有違憲之虞，相

關機關應自本判決宣示之日起 3 年內，制

定或修正相關法律。」 

四、立法院民主進步黨黨團 2023 年 2 月 6 日

會議，賴品妤等立委要求「政府必須回應

憲法法庭的判決，盡快成立獨立專責保護

機關，不能再把相關事件視為個案。」及

朝野黨團立委皆有相似要求。 

五、行政院 2022 年 5 月 5 日發布之「國家人

權行動計畫」，其係參酌聯合國人權事務

高級專員辦事處（OHCHR）為鼓勵各會

員國制定國家人權行動計畫公布之「國家

人權行動計畫手冊」擬定，於中建議應設

置獨立隱私專責機關。 

六、行政院 2023 年 3 月 3 日院會通過之「防

止個資外洩精進措施」，於中擬定「修正

個資法並推動個資保護專責機關法制化。

」之施政目標。 

七、綜上，特設立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以守

護人權、弭平國安破口。 

第二條 本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個人資料保護政策之綜合規劃、推動及

相關法規之研擬。 

二、個人資料保護政策及法令之宣導、研究

。 

三、個人資料合理使用之管理、檢查與分析

。 

四、違反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之取締、處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七條規定「略以…

…機關組織法規內容應包括機關權限及職掌事

項」，爰參考「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歐盟個人

資料保護規則（GDPR）規定，明定本會之執

掌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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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及處理。 

五、公務與非公務機關個人資料保護事項之

指導、監督、檢查、評鑑與認證。 

六、個人資料保護人才之養成、培訓。 

七、推動資料治理工作之整合、策進。 

八、國際個人資料保護組織、計畫之聯繫、

協調、參與及相關涉外事項。 

九、其他有關個人資料事項。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七人，均為專任，任期四

年，任滿得連任，由行政院院長提名經立法

院同意後任命之，行政院院長為提名時，應

指定一人為主任委員，一人為副主任委員。 

本會主任委員，特任，對外代表本會；

副主任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其

餘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 

行政院院長應於委員任滿三個月前，依

第一項程序提名任命新任委員。委員出缺時

，行政院長應於三個月內，依前項程序補提

人選，其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

為止。 

本會委員應具個人資料保護、法律、人

權、資訊安全等專業學識或經驗之公正人士

擔任。委員中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數

二分之一。委員中任一性別者不得少於三分

之一。 

本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行政

院院長予以免職： 

一、因罹病致無法執行職務。 

二、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 

三、因案受羈押或經起訴。 

一、本會委員人數：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

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規定「五人至十一人

為原則」，參考現行行政院二級獨立機關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平交易委

員會」委員人數皆為七人，故以此為標準

採納之。 

二、本會委員任命方式：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

基準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由行政院

長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 

三、本會首長及副首長職稱、官職規定。 

四、本會委員出缺、屆期任滿提名規定。 

五、本會委員資格及委員會政黨比例限制、單

一性別保障規定。 

六、本會委員免職之事由。 

第四條 主任委員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

，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任委員、副主任委

員均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行政院

院長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主任委員。 

首長及副首長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之職

權代理方式。 

第五條 本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本會委員應超出黨派以外，獨立行使職

權。於任職期間應謹守利益迴避原則，不得

參加政黨活動或擔任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之

職務或顧問，並不得擔任事業或團體之任何

專任職務。 

本會委員於其離職後三年內，不得擔任

一、為回應憲法法庭判決之「個人資料保護獨

立監督機制」，本會為二級獨立機關，故

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以守護人民個資。 

二、為保障委員獨立行使職權，避免受到政黨

干預，委員於任職期間不得參加政黨活動

。同時為避免利益衝突，確保委員之獨立

性，明文限制委員於任職期間不得擔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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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離職前五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

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

顧問。 

本會委員於其離職後三年內，不得就與

離職前五年內原掌理之業務有直接利益關係

之事項，為自己或他人利益，直接或間接與

原任職機關或其所屬機關接洽或處理相關業

務。 

業或團體之任何專任或兼任職務。 

三、本會委員之旋轉門條款。 

第六條 下列事項，應經本會委員會議決議之

： 

一、個人資料保護政策、制度之訂定及審議

。 

二、個人資料保護重要計畫及方案之審議、

考核。 

三、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之訂定、擬訂、

修正及廢止之審議。 

四、個人資料保護事件之調查結果報告及處

分案之審核。 

五、編制表、會議規則及處務規程之審議。 

六、內部單位分層負責明細表之審議。 

七、預算及決算之審核。 

八、其他依法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之事項。 

本會為合議制，重大事項須經由委員會會議決

議之。 

第七條 本會每週舉行委員會議一次，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議。 

委員會議，由主任委員為主席，主任委

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

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均不能出席時，由其他

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會議之決議，應以委員總額過半數之同

意行之。各委員對該決議得提出協同意見書

或不同意見書，併同會議決議一併公布之。 

本會得經委員會議決議，召開分組委員

會議。 

本會委員應依委員會議決議，按其專長

及本會職掌，專業分工督導本會相關會務。 

委員會議開會時，得邀請學者、專家與

會，並得請相關機關、事業或團體派員列席

說明、陳述事實或提供意見。另得視需要或

當事人之意願，邀請當事人或有關人員到場

說明。 

委員會議對外不公開。但委員會議紀錄

除應秘密之事項外，應予公開。 

一、本會委員會議之運作方式。 

二、委員會議之主席。 

三、本會為合議制之獨立機關，故委員會決議

應有委員現有總額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

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確保決議之多元

、嚴謹。另為強化各委員之獨立性並使決

策過程透明，爰參「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

件法第十七條」規定，委員得提出協同意

見書或不同意見書。 

四、個資保護工作樣態多元，須跨領域之專長

整合、協作，故委員得依專長分工督導本

會相關會務，以落實專業分工機制。 

五、參考「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第十一條」

開會時得邀請學者、專家及相關機關、事

業或團體派員列席提供意見，俾使委員會

議能有充分之事實及佐證資料作為決議之

參考，反應多元意見；同時，委員會亦得

通知當事人說明，以保護相關人之權益以

及促進審議公正性。 

六、因本會審議事項牽涉人民個資等，為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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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會議可否決議之過程及其他經委員

會議決議應秘密之事項，其保密之範圍、解

密之條件與期間、對外公開或提供之程序及

其他相關事項，由本會定之。 

保護個資，故明定本會委員會議不公開，

但為求透明，以利社會監督，故紀錄應予

公開（涉及個資部分依據相關法規去識別

。） 

第八條 本會就主管事務，得請各目的主管機

關、直轄市、縣市政府協助辦理之。 

本會就主管事務，應與中央數位、資安

主管機關建立常態性合作機制。 

本會應於各目的主管機關、直轄市、縣

市政府、企業、團體通報個人資料相關事件

之第一時間進行立即、有效之糾正、處置措

施。 

本會得要求各目的主管機關、直轄市、

縣市政府、企業、團體之個資控管者或處理

者，提供個資蒐集、處理之相關資訊。 

本會為辦理主管事務，得請各目的主管

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設立個人資料行政

檢查小組，並得請各單位每年擬定個人資料

行政檢查計劃；相關辦法以命令定之。 

一、本條為本會針對個人資料保護業務之行政

職權，以真正落實本會之功能，保障人民

個資。 

二、近年來相關個資外洩事件有極高比例皆是

因資安問題衍伸之，故因應數位時代潮流

，應與數位發展部等單位建立合作機制。 

三、本會應於知悉個資事件後的「第一時間」

，進行「立即、有效之糾正、處置措施」

。 

四、為利監督，彌平個資破口，定本會之行政

調查權限。 

五、考量個資保護業務真正的目標是每一個單

位都須自行落實，且「個資保護業務」應

為各單位之責任，而本會為「行政檢查」

之獨立監督機制，故得要求各機關設立「

個人資料行政檢查小組」，並應每年提出

「個人資料行政檢查計劃」。 

第九條 本會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二

職等。 

本會幕僚長之職稱及官職等。 

第十條 本會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

編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十一條 本會設資料治理策進研究中心，執

行個人資料保護及資料治理策進之研究、分

析及人才培育事項。 

一、本會依職掌所設次級機關之名稱及業務。 

二、為落實本會之「個資保護」等研究任務，

並使本會不僅為「行政監督機關」，而更

強化研究、分析功能，並藉此培訓前瞻人

才，故特設個人資料保護研究中心。 

第十二條 本會為應業務需要，得報請行政院

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

通則規定辦理。 

一、考量本會設立原因之一為歐盟一般資料保

護規則（GDPR）第五十一條，要求會員

國應設置獨立機關專責公務及非公務機關

之個資保護監理，以及國際上 70 個國家

皆有個資保護專責機關，故有高度國際合

作、交流業務。 

二、本會業務有派員駐境外辦事需要，考量其

特殊性及相關駐外人員之權益，爰為本條

規定。 

第十三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本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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