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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0692 號   

 

案由：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有鑑於民眾個人資料外流日益嚴重，

而接收到大量的廣告簡訊電話或是投資理財詐騙，除了造成

民眾不堪其擾外，更有財產損失之風險。而近期更發生戶政

與證券交易資料外洩、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有基層公

務人員長期違法查詢民眾健保個資及共享汽車公司會員個資

外洩問題，顯示出個人資料保護在我國欠缺有效監督機制，

造成另類國安危機。而憲法法庭憲判字第 13 號判決指出，由

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律規定整體觀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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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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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相關法制。爰參考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

則（GDPR）第五十一條精神，我國應比照成立具專責且獨立

性質之獨立機關，俾利強化個資保護及 GDPR 之適足性，爰

擬具「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組織法草案」。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張其祿 邱臣遠 吳欣盈 

陳琬惠 賴香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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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組織法草案總說明 

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目前由國家發展委員會轄下之個人資料保護專案辦公室專責，然而近期

卻發生公務部門戶政資料外洩及公務人員長期違法查詢民眾健保個資疑慮，顯示出個人資料保護在

公務機關及非公務機關未有完整制度執行，且欠缺有效監理機制，遏止類似事件發生。 

參考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第五十一條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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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亞洲鄰近國家，如日本、南韓等等均設有獨立監督機關，而香港

、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等國，均於政府組織及法規明定設有個人資料保護專責單位，

更加凸顯出我國現行以國發會個人資料保護專案辦公室作為個資專責單位，卻欠缺法源依據，似有

位階不足而無法有效落實個人資料保護之政策及法規。 

而 107 年起，政府為使跨境資料流通更為順暢，開始與歐盟洽談 GDPR 的適足性認定，其中

滿足 GDPR 的適足性認證，很重要的條件是設立「獨立的個人資料保護專責機關」，也更加顯示

我國設置獨立的個人資料保護機關有其重要性。 

綜合上述，為有效確保憲法保障之人格權及落實個人資料保護之職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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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要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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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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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委員免職事由。（草案第五條） 

六、本會委員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及利益迴避。（草案第六條） 

七、本會委員會議之職權。（草案第七條） 

八、本會委員會議合議之程序及決議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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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施行日期。（草案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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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組織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落實憲法對人民資訊隱私權之保障

，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使用，特設個人資

料保護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設立目的。 

第二條 本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個人資料保護之政策、法規擬訂及執行

。 

二、個人資料利用之發展及檢查。 

三、個人資料保護政策及法令之宣導。 

四、違反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之取締、處

分及處理。 

五、個人資料保護監督、管理及檢查相關統

計資料之蒐集、彙整及分析。 

六、涉外個人資料保護事項。 

七、其他有關個人資料之監督、管理及檢查

事項。 

參考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七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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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條精神，明定本會之執

掌權限。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九人，均為專任，任期四

年，任滿得連任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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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出缺委員所遺任期不足一年，且未逾

三人者，不再補提人選。 

本會委員應具個人資料保護、法律、資

訊安全或財經等專業知識或實務經驗之公正

人士擔任。委員中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

總數二分之一。 

一、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二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明定本會委員之任命，由行政

院長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 

二、有關委員人數，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

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規定為五人至十一人

為原則，爰參考與本會性質類似之二級獨

立機關員額編制，規劃委員人數為九人。 

三、第二項規定本會首長及副首長職稱、官職

等。 

四、第三項規定行政院院長應於委員任期屆滿

三個月前提名新委員，避免因提名作業之

遲延，影響本會業務之運作。另規定委員

出缺時，其繼任委員之任期應依任命規定

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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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定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出缺或因故無法行

使職權時之職權代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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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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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定本會委員免職之事由。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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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任或兼任職務。 

本會委員於其離職後三年內，不得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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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資料保護由於涉及人權及經濟活動間

之衡量，涉及公務及非公務機關，影響甚

廣，為求本會嚴守客觀、中立及專業立場

，並以獨立行使職權為首要條件，故第一

項規定本會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不受

行政院或其他行政機關之適當性及適法性

監督。 

二、為保障委員獨立行使職權，避免受到政治

力之不當干預，於第二項規定委員於任職

期間不得參加政黨活動。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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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或團體之任何

專任或兼任職務。 

三、第三項及第四項明定委員應嚴守利益迴避

原則並訂定本會委員之旋轉門條款。 

第七條 本會所掌理事務，除經委員會議決議

授權內部單位分層負責者外，應由委員會議

決議行之。 

下列事項應提委員會議決議，不得為前

項之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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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定應經本會委員會議決議之事項。 

第八條 本會每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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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一項明定本委員會議之運作方式。 

二、第二項明定委員會議之主席人選。 

三、第三項明定委員會決議之作成，應有委員

現有總額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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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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得邀請學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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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依職權

或當事人之申請，通知當事人或與審議事件

有關人員到場說明。 

委員會議審議第二條或第七條涉及民眾

權益重大事項之行政命令、行政計畫或行政

處分，應適用行政程序法第一章第十節聽證

程序之規定，召開聽證會。 

數之同意行之，確保決議之慎重，並發揮

合議制之效能。另為強化各委員之獨立性

並使決策過程更透明，爰參據司法院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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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明自己之立

場及意見。 

四、第四項規定，本會得經委員會議決議，召

開分組委員會議；第五項規定委員居於平

等之地位及相同職責，經委員會議決議時

，亦得指派委員依專長分工督導本會相關

會務，以落實委員專業分工督導業務之精

神。 

五、第六項規定開會時得邀請學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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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反應多元意見，使

委員會之決策更為周延；另為確保涉及個

資保護相關調查及處分之當事人權益，委

員會亦得通知涉事人員到場說明。 

六、第七項明定針對重大事項，本委員會應召

開聽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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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本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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