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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9年5月13日印發 

 

院總第 245號 委員 提案第 24748 號   

 

案由：本院委員謝衣鳯等 19 人，對於政府推動「智慧政府行動方案

」，除將推動換發數位身分識別證，也規劃把數位身分識別

證與 T-Road 資料交換網路及 T-Road 入口網等等整合，卻無

進行相關法律之修正，恐將造成侵害人民隱私權利之疑慮，

爰提出「戶籍法增訂部分條文草案」，讓民眾自由選擇是否

要維持非晶片身分證，或換發數位身分識別證之選擇權，並

明定要成立數位身分識別證個人數位資料保障委員會，來保

障民眾的數位隱私權，以避免類似這次防疫期間，有醫院主

管利用健保卡因防疫而連線到入出境資料庫，卻在未經個別

醫護人員同意下，自行查閱個別醫護人員旅遊史之情形。是

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謝衣鳯   

連署人：洪孟楷  呂玉玲  林奕華  陳雪生  林文瑞  

萬美玲  葉毓蘭  張育美  林思銘  魯明哲  

吳斯懷  李貴敏  廖國棟  翁重鈞  陳以信  

鄭天財 Sra Kacaw   鄭正鈐  廖婉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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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法增訂部分條文草案 

增 訂 條 文 說 明 

第五章之一 數位身分識別證 本章新增 

第六十三條之一 國民對於換發數位身分識別

證，應有選擇權，不願換發者，中央主管機

關不應強制其換發，應提供換發非晶片身分

證之選擇。 

國民於選擇換發數位身分識別證後，應

有恢復使用非晶片國民身分證，並刪除數位

身分識別證之使用數位足跡之權利。 

一、本條新增。 

二、對於國民身分之辨識，非晶片國民身分證

已堪用，如國民無使用所謂「智慧政府」

服務之意願，或擔心使用數位身分識別證

之資安風險，而決定不換發數位身分識別

證而繼續使用非晶片國民身分證，國家應

予尊重。 

三、國民於自由選擇換發數位身分證別證之後

，應可以不具任何理由即可以停用，並恢

復使用非晶片國民身分證，並刪除其數位

足跡。 

第六十三條之二 數位身分識別證不適用第五

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數位身分證已將國民之個人隱私資料數位

化，且得藉由裝載於卡片的晶片或者感應

機制讀取其資料，恐具追蹤國民行蹤之功

能和資料盜存之風險，故本法第五十六條

第一項強制要求國民隨身攜帶國民身分證

之規定，不合時宜且有侵害人民隱私之疑

慮，因此明定排除本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

應隨身攜帶國民身分證規定之適用。 

第六十三條之三 數位身分識別證與自然人憑

證僅限其公鑰密碼學標準函式庫驅動程式源

碼之部分，應採非專屬，不可撤回，不限制

使用目的、時間、地域及範圍之模式，完整

公布予公眾不限目的自由研究、修改、使用

、改作。 

一、本條新增。 

二、數位身分識別證與自然人憑證之換發，涉

及國民之個人隱私權資料數位化和存取、

讀取技術，若其公鑰密碼學標準函式庫（

PKCS#11 函式庫）驅動程式源碼僅保存於

特定廠商之封閉系統中，未能經全民與專

家檢視與即時修正錯誤，一旦遭有心人士

破解，恐成洩漏國民個人隱私權資料最大

源頭。 

三、若只讓特定廠商對於數位身分識別證與自

然人憑證進行系統勘誤及版本更新，恐造

成因版本過於陳舊而不敷使用或造成安全

漏洞之風險。因此，其開發過程、成果、

應用方式，不應由特定廠商壟斷，應公開

透明其公鑰密碼學標準函式庫（PKCS#11

函式庫）完整驅動程式源碼給予國民自由

研究、修改、使用、改作，以最小化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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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私資料遭盜取、冒用、洩漏之風險。 

四、內政部戶政司與資訊中心於 109 年 4 月 27

日發出公告，表示為使各界安心，將對外

公開驅動程式原始碼。 

第六十三條之四 數位身分識別證與自然人憑

證的讀取與儲存應徵得持卡人同意。 

數位身分識別證與自然人憑證之鏈結政

府網際網路及加值服務功能，國民應有選擇

使用與否之權力，公務機關與非公務機關服

務提供者應說明並取得持卡人知情同意後，

才可啟用。 

一、本條新增。 

二、數位身分識別證若予公務與非公務機關之

服務應用，涉及對國民隱私資料之讀取與

儲存，應尊重持卡人意願，在取得其同意

始得進行存取行為。 

三、數位身分識別證與自然人憑證之使用，皆

涉及個人隱私資料數位化，為保障國民知

情權，應充分告知與說明其資料被存取、

使用的方式及相關風險，取得持卡人同意

才得開啟相關功能。 

第六十三條之五 數位身分識別證與自然人憑

證之公務機關與非公務機關服務提供者，未

徵得持卡人同意或未經法院裁定許可，不得

向任何法人或自然人提供持卡人之使用紀錄

。 

前項授權同意有效期間不得超過一年或

超過法院同意授權範圍，並僅限於同意授權

指定之法人或自然人調閱數位身分識別證之

使用紀錄。 

一、本條新增。 

二、如數位身分識別證與自然人憑證，涉及公

務與非公務機關之服務使用，服務提供者

未經當事人或法院同意，不得向任何個人

和公務與非公務機關提供該證之使用記錄

。 

三、爰增訂第六十三條之五之規定，確保數位

身分識別證之使用記錄，不會被相關服務

提供者任意公開或私自使用。 

第六十三條之六 數位身分識別證與自然人憑

證之公務機關與非公務機關服務提供者，應

主動提供線上及實體管道，給予國民查詢其

個人使用及卡片存取及使用紀錄。服務提供

者應提供數位身分識別證與自然人憑證使用

紀錄之刪除機制。 

一、本條新增。 

二、如數位身分識別證與自然人憑證，涉及公

務與非公務機關之服務使用，服務提供者

應給予線上或實體管道，利於國民查詢其

所持卡片之所有存取及使用記錄。 

三、國民如使用數位身分識別證以享有公務與

非公務機關之服務，無論使用感應、讀卡

裝置或瀏覽網站、下載或讀取資料，皆會

留下數位使用記錄，基於憲法保障隱私權

，國民應具備此類記錄之刪除權。 

四、爰增訂第六十三條之六之規定，遵循憲法

隱私權之保障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

定，確保國民隱私資料之查詢和刪除權力

。 

第六十三條之七 中央主管機關應成立數位身

分識別證個人數位資料保護委員會（以下簡

稱個人數位資料保護委員會），負責認定個

人資料保護法中社會活動及其它得以直接或

一、本條新增。 

二、數位身分識別證之換發與應用，涉及國民

個人隱私資料數位化，且得藉由裝載於卡

片的晶片或者感應機制讀取其資料，其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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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資料之範圍，監督數位

身分識別證與自然人憑證之服務提供者應遵

循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 

個人數位資料保護委員會委員於審議、

協議有關數位身分識別證與自然人憑證之事

項，應於會議七日前公開議程，並於會議後

十日內公開會議實錄；於審議、協議重要事

項前，應先蒐集民意，必要時，並得辦理相

關之公民參與活動。 

個人數位資料保護委員會委員人數為十

五人，由具備資通安全政策或相關技術、管

理、法律或實務專業知識之專家學者、公正

人士及有關機關代表組成之，其中專家學者

及公正人士代表之名額，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且不得為已離職之事務官或政務官。 

前項代表之名額、產生方式、議事規範

、代表利益之自我揭露及資訊公開等有關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用、盜存、傳播風險較傳統非晶片身分證

大，因此應加強監督公務與非公務機關針

對國民電子隱私資料之使用，故參考全民

健康保險法第五條之立法例，應成立數位

身分識別證個人數位資料保護委員會，依

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監督監督各公

務與非公務機關對於國民個人隱私資料使

用情形；其會議議程應於七日前公開，並

於會議後十日內公開會議實錄；於審議、

協議重要事項前，應先蒐集民意，必要時

，並得辦理相關之公民參與活動；且為避

免行政部門曲線干擾，明定專家學者及公

正人士代表之名額，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且不得為已離職之事務官或政務官來擔任

。 

第六十三條之八 數位身分識別證之卡面資料

、晶片資料格式與存取內容欄位，應另定專

法規範之。 

一、本條新增。 

二、數位身分識別證透過晶片或 RFID 無線讀

取技術，為辨識國民數位化個人隱私資料

之媒介。然國民身分證應具備之身分辨識

功能，為避免晶片或 RFID 失效、故障、

毀損之風險，數位身分識別證卡面資料之

列舉，應另以專法規範之。 

三、數位身分識別證之發行，涉及國民個人隱

私資料數位化，並讀取、儲存、流通於各

公務與非公務機關，基於憲法對人民個人

隱私權益之保障，應另以專法規範晶片資

料格式與國民得被儲存的資料種類，使各

公務與非公務機關，不得擅加儲存與使用

規範外的國民隱私個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