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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探討個資法，在傳統產業要如何

處理，才能讓業者願意配合做好個人資料

保護工作。本文將一張表單視為一個資料

保護單元，利用量化概念，計算表單上各

項個人資料有關欄位項目成一個風險值數

據。業者就能依據每張表單的風險值數據

大小而做好資料保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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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a funding method in 

how to deal with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in 

order to allow the industry to cooperate ac-

tively carry out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In 

this paper, a form will be treated as a data 

protection unit, using the quantization con-

cept with the use of weights,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on the items on the calcul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data into a form. The 

industry will be able to form the basis of the 

data size of each data protection and good 

work. 

 

Keywords: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Privacy, Form 

1. 前言 

  個人資料保護法政府已經推行一段時

間，政府機關、國營企業、與高科技產業

等，都陸續在推動。然而一些傳統產業的

業者，並不注重個人資料保護，認為賺錢

比較重要。政府沒有強制要求各行各業要

落實施行，所以很多業者都能拖就拖，所

以進度往往落後其它的產業。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歐洲各國有洩露

出各國猶太人資料給納粹德國，使得希特

勒得以大量屠殺猶太人。付出慘痛的代價

之後，歐洲人才注重個人資料的隱私保護，

對於種族、信仰加以規範[2]。歐盟最近改

革方案的兩大目標是建立保護執法行動更

為順暢。適用於 28 個會員國的歐盟新資料

保護法出爐[14]。所以政府應該要宣導更

多資訊，使全民知道個人資料保護的重要

性。 

  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在

2012年 10月 1日起正式施行，取代 1995

頒布的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11]。20

15年新修正的個資法，擴大特種個資定義，

將病歷納入特種個資保護範圍，並因應需

要將舊法的「書面同意」規定改為「同意」，

明年可望施行[15]。但是實施幾年來效果

並沒有那順利，因為政府並沒有制定一套

規範標準，供各行各業使用。本文探討個

資法，在傳統產業要如何處理，才能讓業

者願意配合積極做好個人資料保護工作。 

2. 文獻探討 

根據 iThome 個資法大調查(上)因應

現況篇[13]的調查發現，只有 45.9%企業開

始執行個資法相關措施，企業自己預估，

平均還要6.3個月才能符合個資法的規定。

圖 1 顯示企業因應個資法的進度比率，完

成率可謂偏低。政府可能需要與業者溝通，

了解執行上困難點在哪裡，以便改善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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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個資法的處理進度。 

 

圖 1、企業因應個資法的進度 

雖然政府已經實施個資法，但不少企

業還沒開始因應，也有不少企業認為，個

資法的影響程度輕微，甚至有 5.3%企業評

估後認為沒有影響。金融業最重視個資法，

近 9成已經執行各項因應措施，而一般製

造業者的腳步最慢，如圖 2所示。 

 

圖 2、產業個資法因應進度 

2.1 個人資料保護法起源介紹 

1990 年 9月 3日，法務部著手研擬個

人資料保護之相關法律，並於 1991 年 9

月成立起草委員會及審議小組，草案經行

政院於 1993年 1月送請立法院審議，經總

統於 1995年 8月 11日公布施行，當時，

法律名稱訂爲《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

（下稱《舊法》）[9]。《舊法》立法總說提

到：「本草案立法係配合國家現代化之所需

並契合民主先進國家立法趨勢」，並參酌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所揭示之保護個

人資料八大原則立法。 

法務部預告「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

法施行細則」修正草案，電腦處理個人資

料保護法修正草案已於民國 99 年 5 月 26

日經總統公布，並將名稱修正為「個人資

料保護法」(下稱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

院定之[11]。 

2.2 新舊個人資料保護法比較 

舊的「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與

新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兩者的差別在哪

呢?以表 1做說明[8]。



表 1. 新舊法比較 

2.3 穩私權 

隱私權一詞最早在 1890年「The Rig

ht to Privacy」論文中正式提出隱私權為

法律概念[1]，強調任何人有不受干擾之權

利，該文重點放在法律應保障個人隱私之

生活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因德國

政府以個人隱私與身家資料來迫害不同種

族，引發戰後歐洲對個人隱私保護議題的

重視，進而推動個人資料保護法制化。19

80 年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制訂

的《管理保護個人隱私及跨國界流通個人

資料指導綱領》，以及歐盟 1995 年頒訂之

《個人資料保護指令》，為保護個人資料建

構了法制意涵與遵循原則。亞太經濟合作

會議接續了OECD的保護個人資料的核心

價值，於 2004 年制定《APEC 隱私保護綱

領》，以平衡亞太地區各經濟體間資訊自由

流動與隱私保護[4,6]。 

 

2.4 評估與權重 

 在決策領域中，權重方法通常在方案

評估與選擇上扮演著主要角色。至今發展

的決策方法論中，已提出許多不同的權重

方法，而在使用這些規則與方法之前，應

認清決策問題的本質，選取恰當的權重方

法，以避免用既定的模式或方法去求解問

題[3]。 

    在[10]中，提到用AHP評估尺度的基

本劃分包括五項，即同等重要、稍重要、

頗重要、極重要及絕對重要等，並賦予1、

3、5、7、9的衡量値；另有四項介於五個

基本尺度之間，並賦予2、4、6、8的衡量

値。AHP在處理認知反應的評估得點時，

採取比例尺度的方式，作為權重的分數設

定參考。當我們設定值介於0~1之間時，數

值超出0~1時，實施正規化，才不會大於1

項目 電腦處裡個人資料保護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擴大適用對象 
公務機關 
八種非公務機關 
受指定的非公務機關 

公務機關新增行政法人 
刪除行業限制並增設自然人 
領域外對國人蒐集個資亦適用 

擴大保護範圍 
以電腦處理為限 
包括足資識別個人之資料 

不以電腦處理為限，包括直接、間接識別之
資料 

特種資料 無 
醫療、基因、性生活、犯罪前科，原則上不
得蒐集、處理或利用 

當事人權利 
得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更
正、停止電腦處理及利用、刪除個資 

修正用語 
增設權利行使的回覆期間 
增加拒絕行銷機制 

增設行為規範 公務機關的公告義務 
無論公務或非公務機關，於蒐集或處理時，
均須有特定目的，並具備特定要件，且均須
履行告知義務。明確化書面同意的範圍 

強化行政監督 
攜帶證明文件檢查，必要時得扣押 
非公務機關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明確得檢查之原因 
拒絕配合之必要強制 
得率資訊、電信或法律等專業人員陪同檢查
人員的保密義務 

損害賠償 
每人每件 2萬元~10 萬元 
同一原因事實上限 2千萬元 

每人每事件 500 元~2萬元 
同一原因事實上限 2億元 
團體訴訟的引進 

違法處罰 
罰金 4萬元~10萬元，徒刑最 3年以
下行政罰罰鍰 1 萬元~5 萬元 

罰金最高達 100 萬元，徒刑最高 5年以下行
政罰罰鍰 2萬元~50 萬元非公務機關代表人
連帶處罰 



或小於0，影響權重值[5]。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與中部某傳統機械製造公司合

作，把所提出的方法應用在該公司的重要

表單上個人資料的保護，並用三個範例表

單：員工基本資料表單、採購基本資料表

單、和報價單與訂貨資料表單，加以說明

如何處理[16,17]。 

 

3.1 表單個人資料 

該公司有各種不同類型的資料表單，

上面記載的資料形形色色，有些是與個人

資料有關而有些則不是。有些表單上有很

多個人資料而有些則很少，如圖3-7所示。

圖 3-5的員工基本資料表單、旅行平安保

險表單、和勞工保險加保申報表單上面，

個人資料項目比較多，例如：身分證字號、

姓名、生日、地址、電話、眷屬資料等，

多屬個人隱私資料應該要保護。而公司的

報價單、採購單，如圖 6-7所示，上有人

員簽核項目、地址、電話、聯絡人等個人

資料，雖然項目不多但也應該列入保護。

所以要評估每張表單就個人資料保護而言

是否重要，每個人主觀意識上的認定不

同。 

 

圖 3、員工基本資料表單 

 

圖 4、旅行平安保險表單 

 

圖 5、勞工保險加保申報表單 



 

圖 6、報價表單 

 

圖 7、採購表單 

 

本研究採用量化方式，將每個與個人

資料有關的欄位，設定其評估值，最後加

總這些欄位評估值成為該表單的風險值。

然而每個欄位的評估值，在不同部門可能

有不同認定標準。為避免相同資料在不同

部門有不同的評估認定，每個部門可以針

對自己的評估標準，設定權重值來加權某

個欄位的評估值。當各個表單的風險值計

算出來後，根據其數值大小即可判斷其在

個人資料保護上的重要性。 

    整理分析該公司所有表單之後，我們

列出需要保護的個人資料項目，如圖 8 所

示。欄位的評估值我們將其分成五個評估

值，如圖 9 所示。權重值我們把它分成五

個等份，如圖 10 所示。以下三個例子，如

圖11-13所示，說明員工基本資料評估值、

採購基本資料評估值、和報價單與訂貨資

料評估值如何形成。 

 

圖 8、個人資料項目 

 

圖 9、評估值 



 

圖 10、權重值 

 

圖 11、員工基本資料評估值表單 

 

圖 12、採購基本資料評估值表單 

 

圖 13、報價單與訂貨資料評估值表單 

 

4 結論 

    本研究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的需求，

以傳統機械製造業為例，開發一個量化的

個人資料重要性的方法，讓表單的風險評

估值容易計算，使傳統產業的老闆瞭解如

何實施個人資料保護法，幫助傳統產業接

軌政府推動政策，避免資料外洩，讓傷害

能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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