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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陳 訴 書   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18 日 

受 文 者  監察院 

陳 訴 人 性別 年齡 職業 聯 絡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身 分 證 字 號 

（登記證字號） 

社團法人台灣

人權促進會

（理事長：周

宇修） 

   

104 台北市中

山區天祥路 61 

巷 22 號 2 樓 

02-25969525  

財團法人民間

司法改革基金

會（董事長：

林永頌） 

   

10456 台北市

中山區松江路

90 巷 3 號 7 樓 

02-25231578  

       

代 理 人 

(請檢附委任書) 

性別 年齡 職業 聯 絡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身 分 證 字 號 

       

陳訴人身分是否要求保密 
□ 請保密 

（請確實填載，未填載者以不要求保密處理） 

■不要求保密 

壹、請確實填寫下列事項，俾本院處理：  

一、被陳訴機關（構）或公務人員： 

(說明:依憲法規定，本院職權行使對象為中央或地方公務人員，如被訴者非公務機

關，或不具公務員身分，則非本院處理範圍) 

 

行政院、內政部、內政部戶政司                        

二、陳訴事項曾否向權責機關陳情反映？ 

(說明：本院職權為事後監督性質，如所陳事項應先由權責機關〔如主管機關或其上

級機關〕處理者，本院得不予處理) 

■未曾向權責機關陳情反映。理由：               

□曾向權責機關陳情反映。（請檢附機關函文影本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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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陳訴事項是否仍於行政救濟或司法訴訟程序中？ 

 (說明：應向司法機關提起訴訟或應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者，本院依規定得不予受

理；又案件已進入行政救濟程序或司法程序者，本院得不予調查。) 

□是。                                                    

■否。原因：■未曾提起行政救濟或司法訴訟。 

□相關行政救濟或司法訴訟程序（含再審、非常上訴）已

告終了。（請檢附行政救濟機關決定書類、檢察署處分書

類、歷審法院裁判書類影本供參） 

貳、陳訴事項：請依以下各點分段陳述：一、事實經過（請敘明人、事、時、地、 

物）。二、違法失職情事及其證明方法（違反那種法令？或有何不當之處）。三、具 

體訴求。四、檢附相關證據資料及文件(含機關函文或司法機關裁判書類影本)。 

一、事實經過： 

（一）內政部自 2015 年起，規劃將現行紙本身分證換發為數位身 

份證，目前並已確定將在 2020 年 10 月起，正式啟動全面換發數位 

身分證的計畫，全案預算規模預計約 48 億台幣（見附件一）。本 

次政策規劃自提出以來，即飽受公民社會質疑，認為有打造大規模 

數位監控國家的可能。一旦卡片用途、所衍生的資料未受法律明確 

規範，將大幅提高政府侵害人民數位場域的隱私權及言論自由的可 

能。 

（二）內政部於 2019 年 2 月招標「新一代國民身分證規劃案」（簡 

稱「規劃案」）。按「規劃案」建議書徵求說明書對於規劃流程的說 

明（頁 5），規劃案的報告原預計至 2019 年 8 月完成，並在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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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開始招標建置案。唯截至本陳訴書送出前（2019 年 9 月 18  

日），內政部表示規劃報告仍在審查，尚未公告。（見附件二） 

（三）儘管規劃報告仍在審查中尚未公告，但內政部卻已於 2019  

年 6 月 14 日招標「數位身分識別證(New eID)印製案」，並由中央印 

製廠得標。而中央印製廠也在 2019 年 8 月 26-30 日，啟動「PC 晶 

片卡及印製設備乙式」的公開閱覽（見附件三），打算再次對外招標。 

此案金額近 33 億，為卡片的印製案。但問題是，內政部在規劃報告 

尚未公開、未給予公民社會充分討論、也未就法制作業提出評估報 

告的狀況下，即逕自招標採購金額巨額的卡片印製案，除意味「全 

面換發數位身分證是否必要」本身已是不容社會討論的議題外，更 

等同是強迫「先上車後補票」，透過拉高後續公民社會討論、修正、 

甚至撤回政策的成本，強迫人民接受內政部規劃的數位身分證所具 

有的所有隱私及資安風險（風險見說明（七））。 

（四）當細部規劃案至少於 9 月 3 日前（見附件一），都處於尚在審 

查、報告未公開、欠缺公民社會討論的狀態下，內政部則已於 8 月 

22 日，將此案送入行政院會核定，且獲得准予備查（見附件四）。 

但問題是，數位身分證的功能及規格理應受通盤檢視後，方能確認 

其對個人、社會、甚至國安的影響。既然內政部都承認規劃案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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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審查、尚未定稿，整體風險又未經公開檢視、欠缺討論及修正 

，內政部為何執意送件？行政院的核定又有何意義及效力？ 

（五）除前開標案於資訊公開及招標時間序上存在瑕疵外，內政部 

於 2019 年 2 月所招標之「新一代國民身分證規劃案」，在評選委員 

的組成上，亦有公正性、專業性令人質疑之處。在該案的九位評選 

委員中，有三位為內政部官員（林慈玲常務次長、嚴文常副主任、 

張琬宜司長），其餘六位皆為已退休之公務員（附件五）。按政府採  

購法第 94 條規定，評選委員的專家學者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且在 

2019 年 4 月 30 日修法後，亦在條文中明訂專家學者不得為政府機 

關現職人員。修法的理由（https://reurl.cc/M77qyv），是為了避免政 

府機關聘任現職人員，以充當外部專家的可能。顯見在政府採購的 

流程中，專家學者的專業意見固然是採購評選流程中重要的因素，  

但是否為政府機關的「外部」人員，亦為重要考量。而回頭看內政 

部本招標案的專家學者，悉數為已退休公務員，已退休公務員長期 

身處公務機關內部，是否可適任「外部」的專家學者，其專業度、 

公正性也令人質疑。 

（六）內政部更在未有法制調整前，即啟動製發作業。內政部長徐 

國勇在 2019 年 5 月 16 日立法院內政委員會進行「數位身分證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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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功能與經費」的專案報告中表示（附件六），戶籍法已有授權內 

政部全面換發數位身分證。但事實上，目前我國戶籍法中有關「全 

面換發」的法律依據，為《戶籍法》第 59 條第 1 項，該條文規定為： 

「國民身分證全面換發期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訂之」；而有關數位身分證的格式、功能的規定，則是《戶籍法》 

第 52 條第 1 項：「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之格式、內容、繳交之相 

片規格，由中央主管機關訂之」。換言之，無論是全面換發或數位身 

分證的格式，都只是內政部單方面制定行政命令即可完成。然而，  

前揭行政命令之授權依據，均係訂於『戶籍法』，亦即有關國民身分 

證相關行政命令之規定內容，理應限於國民戶籍登記事項；但問題 

是，數位身分證對人民可能造成的權利侵害遠比紙本更幽微、全面、 

且深入（可能的權利侵害見說明（七）、（八））。這類攸關人民權益 

的施政，本應以「法律」定之，而非以行政機關可片面修改的行政 

命令為之，方符合「法律保留原則」。但內政部不僅對當前法制規範 

不足而可能導致的權利侵害無動於衷，反不停強調已有戶籍法授權、 

且亦有個人資料保護法、電子簽章法等，法律規範業已充足。然 

而內政部此種說法顯然並無道理。我國雖有個資法，但個資法中有 

大量的不確定法律概念，授權行政機關進行裁量，加上我國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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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並沒有獨立的個資保護專責機關，主管機關散落各處，個資 

法的落實標準不一，早已為人詬病許久。而反觀內政部最常援引作 

為數位身分證的典範國家德國、愛沙尼亞，該兩國國內除有個資法 

外，亦有主管個資隱私事務的專責機關，但即使如此，他們皆另外 

制定數位身分證的專法（附件七），就晶片中的資料、數位身分的使 

用範圍、資安措施、及相關或衍生等進行明確規範，以求更具體地 

保護人民隱私。內政部在法制修正未完成的狀態下，堅持以口頭承 

諾回應人民有關隱私與資安的質疑，並逕行招標包含巨額採購經費 

的卡片印製案，並於 2019 年 8 月 22 日，將尚未公布、討論的細部 

規劃結果逕行送行政院院會核定（見附件四），此等換發程序，無疑 

是棄人民隱私於不顧。 

（七）內政部曾在 2017 年 7 月至 9 月間，委託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 

系黃東益老師團隊進行「開放決策工作坊」，並於 2017 年 11 月，產 

出該工作坊的成果資料。該工作坊成果資料原放置於內政部網站上， 

但內政部於 2019 年網站改版後，已將資料悉數移除。公民團體在今 

年 5 月發現後，已多次要求內政部重新將資料放回網站上（見 

https://www.tahr.org.tw/news/2436、https://www.tahr.org.tw/news/2487、 

https://www.tahr.org.tw/news/2498），但內政部卻數次以要提供民眾最新 

https://www.tahr.org.tw/news/2436
https://www.tahr.org.tw/news/2487
https://www.tahr.org.tw/news/2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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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或者將「適時」公布等理由拒絕公布，使公民審議成為替政 

府政策擦脂抹粉的工具。（見 https://reurl.cc/qDmdWN、 

https://reurl.cc/31NDV8） 

（八）有關數位身分證對人民權利可能造成的侵害：相較紙本身分 

證，數位身分證因其晶片化，不僅晶片本身儲放資料可能不定、用 

途擴充可能大，世界各國更多有存放生物辨識資料（如指紋、虹膜 

等）的前例，若晶片內容、讀取時機未獲限制，不僅有透過晶片不 

當標註個人的風險，晶片裡所存放的資料也有被不當取用的可能。 

此外，身分證是人民日常生活所需最重要的文件，數位化後僅需便 

宜的讀卡機即可讀取資料，加上因「強制」換發數位身分證給每一 

位國民，卡片所結合的自然人憑證功能隨時能開通;現今仍缺乏法律 

限制數位身分證用途的情況下，未來有極大可能會有更多來自公、 

私部門的數位服務要求人民必須透過內政部提供的「單一」身分驗 

證途徑來取得日常所需的服務，造成「數位生活實名制」的風險。 

。另外，公、私部門在對數位身分進行驗證時，內政部亦可能會保 

存憑證的認證紀錄，並藉此掌握了所有國民龐大的數位活動足跡， 

而有大規模政府監控的可能。以上風險，皆非內政部以口頭保證即 

能避免。 

https://reurl.cc/qDmd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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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有關身分制度對人民權利的侵害：由國家強制配發一人一號 

的身分制度，一直以來都被世界各國的人權組織認為是政府監控體 

系的基石。這類的身分制度透過配發全國人民每人一個獨特的號 

碼，將國民的各種身分屬性（姓名、生日、性別、住址、照片、婚 

姻等）連結至這個單一號碼底下，並以此建立一個大型資料庫。此 

外，強制配發的身分制度在台灣經過歷史推演至今，已被廣泛使用 

在所有公、私部門的服務上，例如健保、駕照、金融、教育、社福 

等各種日常生活的場域上，個人的日常活動也因此都被連結至該號 

碼；倘若個資保護的制度不當，導致公、私部門的各式資料庫間 

可被輕易取得或串聯，將使人民在政府或企業前無所遁形。此外， 

甚至還能更深一層說，強制配發身分的制度所產生的人權或公民權 

問題，更不只是建立良好的個資保護制度就能解決。身分制度在過 

去時常被國家強調是把人民更好納入整體社會運作的機制，但事實 

上，身分制度反而可能會讓國家更體制性地排除了一些社會邊緣 

人口（例如移民人口）、弱勢族群（例如跨性別族群）融入社會的可 

能，讓他們更難在社會上行使他們自己的權利。這可能是強制配發 

身分制度更本質性的缺陷。 

二、違法失職情事及其證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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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上述八點說明中合併說明。 

三、具體訴求： 

全面換發數位身分證是攸關全國人民未來如何在數位場域生活的重 

大政策。台灣目前已逐步邁入數位國家，若不謹慎以待個人資料保 

護與隱私權保護，可能因各式數位足跡的留存、資料的濫用、毫無 

節制的技術應用擴張，而有邁向數位極權國家的風險。誠如本陳訴 

書說明（八）所說，強制一人一號的身分制度本身即是有高度監控 

性質的制度，無論其應用方式在漫長歲月中如何改變，這個本質性 

特徵並不會改變。建基於其上的數位身分證，自然是更擴大了這個 

既有監控制度的應用範圍。若內政部在推行數位身分證的過程中， 

只是一再地透過操作程序，逐漸抬升整個政策後續被檢討、修正甚 

至撤回的成本，最終達至公民社會難以負擔的程度（此案的總預算 

約為 48 億），以強迫公民社會接受，並以此迴避公眾討論，以及法 

規、制度上應進行的修正。則這樣的政策推動方式，毋寧將陷台灣 

人民於各式權利侵害的風險之中。因此我們的訴求是： 

（1）行政院、內政部應通盤檢討目前數位身分證政策推動的程序， 

並立即廢棄程序上有瑕疵的相關決議、招標案。 

（2）針對本次的陳訴案，若確有程序上違法之處，應追究相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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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失職的責任。 

四、檢附相關證據資料及文件： 

（附件一）內政部 2019 年 8 月 22 日行政院院會簡報 

（https://reurl.cc/L130jx） 

 

（附件二）內政部 2019年 9月 3日澄清聲明（https://reurl.cc/M7vd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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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中央印製廠對外招標印卡片印製公告資料 

 

 



12 

 

（附件四）行政院第 3665 次會議紀錄：https://reurl.cc/jd7qkm 

 

 

https://reurl.cc/jd7q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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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新一代國民身分證換發規劃案採購委員名單

（https://reurl.cc/mdn3e7） 

 

（附件六）立法院 2019 年 5 月 14 日內政委員會「數位身分證之規

劃、功能與經費」專案報告，頁 337（https://reurl.cc/240b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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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德國電子身分證法：https://reurl.cc/Va61VQ  

愛沙尼亞身分文件法：https://reurl.cc/EK7R9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