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藝術家的疑惑，也
是教育界的困惑。









• 個人權益高漲，除財產權和傳統人格
權外，隱私權也漸受重視。甚至進入
大數據時代下「個人資訊有價時代」。

• 釋字603號：隱私權雖非憲法列舉，惟
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
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爲保障個人生活
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
自主控制，乃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



• 第1章：總則 §1
• 第2章：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處

理及利用 §15
• 第3章：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

處理及利用 §19
• 第4章：損害賠償及團體訴訟 §28
• 第5章：罰則 §41
• 第6章：附則 §51



• 擴大保護客體：納入人工與其它類型資料，
解決以往資料外洩只要不及於電腦(或自動化
設備)處理，即不適用之怪現象。

• 普遍適用：刪資行業別限制，我國自然人、
法人、公私機構一體適用，解決以往只有列
入受管理的政府機關與特定民間產業的不合
理情況。



• 增修行為規範：限制蒐集特種資料、規範同
意方式、增課告知義務、放寬查詢權利、限
制任意行銷，不遵守行為規範的行政裁罰。

• 強化行政監督：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地
方政府得強制檢查、處份或處罰。



• 建立團體訴訟機制：納入民間監督
與求償，冀能提高全民重視與普及。

• 調整責任內涵：規定刑事責任及擴
大適用範圍、提高民事損害賠償總
額限制、提高行政罰緩並課以負責
人監督責任，與證責任倒置。





• 誰可信：本法無主管機關，但有修法機關法
務部，以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教育部，因此
官方說法值得參考。

• 誰不可信：其他業餘人士，縱有國際個資認
證，也非有權法律解釋機關，聽聽，就算了。
萬一錯了，他們不負責。









• 安全第一，保守傾向。
• 入學前讓學生填寫資料時，事前

告知學校使用範圍，當然，越廣
越好。

• 想作什麼卻有疑慮，發函詢問教
育部、法務部，看上級領導怎麼
指示。







教育部說話了：
要相對人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