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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2461 號   

 

案由：本院委員何欣純、陳歐珀、邱志偉、陳素月、黃秀芳等 19 人

，為我國積極推動個人資料保護意識，又科技產業日益進步

，同時政府已針對各項資訊安全成立專責機關；且近來各項

詐騙犯罪手法不斷翻新，政府部門及民間企業又屢傳民眾與

消費者個人資料大筆外洩，造成社會人心惶惶，各界要求檢

討修正法令、提高罰則，以確保個資安全、維持社會穩定，

爰提出「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提案人：何欣純  陳歐珀  邱志偉  陳素月  黃秀芳   

連署人：林俊憲  陳亭妃  邱泰源  林宜瑾  李昆澤  

陳秀寳  林靜儀  陳靜敏  湯蕙禎  王美惠  

張廖萬堅 蔡培慧  莊競程  吳琪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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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案總說明 

個人資料保護法自 2010 年大幅修正、並自 2012 年施行以來，迄今已十餘年。其後，因所有

企業與個人都納入個資法規疇，對於個資蒐集、利用、處理、及傳輸也都訂有程序規定，同時課以

個資持有人負有採取適當安全措施，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的義務。但是

近來各項詐騙犯罪手法不斷翻新，其中關鍵問題就在民眾的個資遭到外洩，遭不法人士使用，不僅

造成民眾損失，民怨更是不斷，所以在個資保護的法令中，應加強規範、加重罰則，維護民眾權益

、以保障社會穩定。 

依據個資法所定義的個人資料，是指自然人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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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活動等，含括內容相當廣泛，舉凡得以間接或直接識別該個人的資

料，都納入個資保護的範圍，所以民眾與個資已密不可分，日常生活更是貼近、息息相關。 

在個資法的各項定義中，「蒐集」是指以任何方式取得個人資料，因此不論是以紙本方式記

錄個人資料，或是透過網站的註冊系統蒐集，都算是在蒐集個人資料。而且即使是以非法手段蒐集

個人資料，亦算是蒐集。「處理」是指將蒐集的個人資料建立個人資料檔案，以及對個人資料檔案

所做的處理，包括資料記錄、輸入、儲存、編輯、更正、複製、檢索、刪除、輸出、連結或內部傳

送。「利用」，則是指將蒐集的個人資料做「處理」以外的使用，例如將蒐集的個資做為行銷、統

計調查等等。在個資蒐集、處理與利用上，對於公務機關及民間企業都已有相當規範。 

因此，個資法在個資保護的相關程序雖已有相關規範，所以公務機關及民間企業依據法令規

範提供民眾個資蒐集同意書，並載明蒐集目的、利用範圍期間等。再加上引進團體訴訟制度，但查

其團體訴訟案在大幅修法後的十年中，只有一案在 2018 年由消基會代受害消費者對旅行業者提起

團體訴訟，但遭判決敗訴。近來個資外洩案件頻傳，而團體訴訟卻只有一件，可知相關為保護個資

而建立的團體訴訟機制仍有大幅檢討空間。 

此外，為社會各界所詬病，就是行則與罰則過輕，若違反現行個資法相關規定，民事部分每

人每一事件僅可求償金額 500 元至 2 萬元，同一事件最高可求償 2 億元；刑事部分最高可處 2 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台幣 20 萬元以下罰金，但若意圖營利可加重求處 5 年以下徒刑或併科

新台幣 100 萬元以下罰金；行政處罰部分則是最高處新台幣 5 萬元以上、50 萬元以下罰鍰，並令

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可按次處罰。 

相較日本 2021 年修法後，對非法提供資料庫或違反主管機關者，最高可對法人裁罰 1 億日圓

。歐盟的罰則更高達 2000 萬歐元或企業全球營業額 4%的罰鍰。而南韓同樣大幅提高罰金，2022

年南韓政府便曾對跨國網路社群大企業開罰 1,000 億韓元。各國競相提高對企業違反個資保護罰則

已成大勢所趨，所以除了提高罰度以宣示對個資保護的重視和示警企業，更重要的是用重罰提高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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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企業對個資保護的意識。 

「資安即國安」，確實保護個人資訊最基礎的工作，就是行政院目前設有資安會報、數位部

有資安署，顯示政府並非沒有意識到資安的重要。然而，資安並非僅有防止政府或民間企業網站被

駭客入侵，更重要的是提高個人資料保護，特別是教育企業重視客戶個資保護和強化相關個資的安

全性，因此必須積極推動修正個人資料保護法，藉由強化團體訴訟機制、提高相關罰則與金額、課

與政府與民間企業若涉及違反個資法規定者，應令其於一定期限內將事件經過、相關判決結果、及

改進辦法等提出報告，並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應公布於機關網站的責任，期能確保民眾個人

資料、提升政府與民間企業個資保護意識、遏止詐騙案件發生、維持社會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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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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八條 公務機關違反本

法規定，致個人資料遭不法

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侵

害當事人權利者，負損害賠

償責任。但損害因天災、事

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者，

不在此限。 

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

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

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

請求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 

依前二項情形，如被害

人不易或不能證明其實際損

害額時，得請求法院依侵害

情節，以每人每一事件新臺

幣二千元以上十萬元以下計

算。 

對於同一原因事實造成

多數當事人權利受侵害之事

件，經當事人請求損害賠償

者，其合計最高總額以新臺

幣十億元為限。但因該原因

事實所涉利益超過新臺幣十

億元者，以該所涉利益為限

。 

同一原因事實造成之損

害總額逾前項金額時，被害

人所受賠償金額，不受第三

項所定每人每一事件最低賠

償金額新臺幣二千元之限制

。 

第二項請求權，不得讓

與或繼承。但以金額賠償之

請求權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

訴者，不在此限。 

公務機關違反本條前四

項規定者，雖能證明其無故

第二十八條 公務機關違反本

法規定，致個人資料遭不法

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侵

害當事人權利者，負損害賠

償責任。但損害因天災、事

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者，

不在此限。 

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

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

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

請求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 

依前二項情形，如被害

人不易或不能證明其實際損

害額時，得請求法院依侵害

情節，以每人每一事件新臺

幣五百元以上二萬元以下計

算。 

對於同一原因事實造成

多數當事人權利受侵害之事

件，經當事人請求損害賠償

者，其合計最高總額以新臺

幣二億元為限。但因該原因

事實所涉利益超過新臺幣二

億元者，以該所涉利益為限

。 

同一原因事實造成之損

害總額逾前項金額時，被害

人所受賠償金額，不受第三

項所定每人每一事件最低賠

償金額新臺幣五百元之限制

。 

第二項請求權，不得讓

與或繼承。但以金額賠償之

請求權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

訴者，不在此限。 

一、提高被害人不易或不能證

明其實際損害金額時，得請

求法院依侵害情節，由每人

每一事件新臺幣五百元以上

二萬元以下計算罰則，提高

到二千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二、修正本條第四項，同一原

因事實造成多數當事人權利

受侵害之事件，經當事人請

求損害賠償合計最高總額從

二億元提高至十億元。 

三、本條新增第七項，公務機

關違反本條前四項規定者，

雖能證明其無故意或過失者

，公務機關仍於獲知判決結

果六個月內，將事件經過、

相關判決結果、及改進辦法

等提出報告，並公布於機關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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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或過失者，公務機關仍於

獲知判決結果六個月內，將

事件經過、相關判決結果、

及改進辦法等提出報告，並

公布於機關網站。 

第二十九條 非公務機關違反

本法規定，致個人資料遭不

法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

侵害當事人權利者，負損害

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無故

意或過失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規定請求賠償者

，適用前條第二項至第六項

規定。 

非公務機關違反本條前

二項規定者，雖能證明其無

故意或過失者，但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仍應令其於獲

知判決結果六個月內，將事

件經過、相關判決結果、及

改進辦法等提出報告，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應公布

於機關網站。 

第二十九條 非公務機關違反

本法規定，致個人資料遭不

法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

侵害當事人權利者，負損害

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無故

意或過失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規定請求賠償者

，適用前條第二項至第六項

規定。 

一、本條新增第三項。 

二、非公務機關違反本條前二

項規定者，雖能證明其無故

意或過失者，但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仍應令其於獲知

判決結果六個月內，將事件

經過、相關判決結果、及改

進辦法等提出報告，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並應公布於

機關網站。 

第四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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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處新臺幣三十萬

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並令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者，按次處罰之： 

一、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

。 

二、違反第十九條規定。 

三、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規

定。 

四、違反第二十九條規定。 

五、違反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依第二十一條規定限

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

。 

第四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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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處新臺幣五萬元

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

令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

，按次處罰之： 

一、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

。 

二、違反第十九條規定。 

三、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規

定。 

四、違反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依第二十一條規定限

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

。 

一、提高相關處罰金額。 

二、本條新增第一項第四款。

原第四款，順延為第五款。 

第四十八條 非公務機關有下 第四十八條 非公務機關有下 提高處罰金額，由現行二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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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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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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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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以上二十萬元以下提高到二十

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 

第四十九條 非公務機關無正

當理由違反第二十二條第四

項規定者，由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

）政府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

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第四十九條 非公務機關無正

當理由違反第二十二條第四

項規定者，由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

）政府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

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提高處罰金額，由現行二萬元

以上二十萬元以下提高到二十

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 

第五十三條之一 數位發展部

應就本法所訂有關蒐集、處

理或利用個人資料，涉及數

位服務、資料治理等相關事

項與規範，應納入國家資通

安全政策、法規、重大計畫

與資源分配等，並以規劃、

協調、及推動。 

 一、本條新增。 

二、參照「數位發展部組織法

」第二條第五款及第六款規

定：「五、國家資通安全政

策、法規、重大計畫與資源

分配等相關事項之擬訂、指

導及監督。六、政府數位服

務、資料治理與開放之策略

規劃、協調、推動及資源分

配。」新增數位發展部於本

法中應納入國家資通安全政

策、法規、重大計畫與資源

分配等，並以規劃、協調、

及推動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