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淺析行政程序法之資訊公開與公務員保密義務  

 

一、前言  

  八十八年二月三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明令公布自九十年一月

一日正式施行之「行政程序法」第一章第七節即第四十四條至四十七

條定有「資訊公開」之相關規定。依該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行

政機關持有及保管之資訊，以公開為原則，限制為例外；其公開及限

制，除本法規定者外，另以法律定之。」同條第三項規定：「有關行

政機關資訊公開及其限制之法律，應於本法公布二年內完成立法。於

完成立法前，行政院應會同有關機關訂定辦法實施之。」（學者稱之

為「日出條款」），然有關「政府資訊公開法草案」目前仍在立法院

審議，而前開應完成立法之期限業已屆至，因此為配合行政程序法之

施行，行政院依授權於九十年二月二十一日與考試院會銜發布「行政

資訊公開辦法」之行政命令，作為目前規範行政資訊公開之過渡性法

源。  

  國家機關為履行國民所付託之國家事務，從事一定國家行為前，

均先掌握必要資訊、資料，作為決策、執行時之參考、依據。當該資

訊、資料涉及國家安全、利益而列為應秘密者，自屬不得對外公開，

然並非所有國家機關所蒐集、取得之資訊皆屬機密，隨著社會快速發

展、變遷，政府職能擴增，人民無論是參與公共政策、監督政府施政，

抑或是純為市場消費，均有賴大量且正確之資訊為據，而政府正是資

訊的最大擁有者，本於知的權利，人民要求介入公共政策的制訂、政

府施政的監督，並分享、利用政府所掌控的資訊，以確保行政行為遵



循公正、公開，其二者並不相牴觸。  

二、立法原則  

(一)公開原則  

  行政機關持有及保管之資訊，以公開為原則，限制為例外，為行

政程序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所明定；為符合法倖保留原則之要求，同

條項並規定公開及限制，除行政程序法規定者外，另以法律定之。  

  行政資訊係指行政機關於職權範圍內作成或取得而存在於文書、

圖晝、照片、磁碟、磁帶、光碟片、微縮片、積體電路晶片等媒介物

及其他得以讀、看、聽或以技術、輔助方法理解之任何紀錄內之訊息

（行政資訊公開辦法第三條）。因此已逾保存期限依法銷毀之資料，

自非行政程序法所稱行政機關持有及保管之資訊。  

(二)主動公開  

  所謂「主動公開」的意義係指行政機關對於所持有、保管之特定

範疇、種類之資訊，無庸人民聲請，應本於職責主動對外公布而言，

因此其公開之對象為一般社會大眾，不限於特定行政程序中當事人或

利害關係人，故學者有將之定義為「一般性之資訊公開」。如行政程

序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法規命令、行政指導有關文書、許（認）

可條件之有關規定、施政計畫、業務統計及研究報告、預算、決算書、

公共工程及採購契約、對外關係文書、接受及支付補助金、合議制機

關之會議紀錄等行政機關持有或保管之下列資訊，應主動公開。惟若

涉及國家機密者，如１、公開或提供有危害國家安全、整體經濟利益

或其他重大利益者。２、公開或提供有礙犯罪之偵查、追訴、執行或



足以妨害刑事被告受公正之裁判或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

產者。３、行政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內部單位之擬稿或準備作業或

與其他機關間之意見交換。但關於意思決定作成之基礎事實，不在此。

４、行政機關為實施監督、管理、檢（調）查、取締等業務，而取得

或製作監督、管理、檢（調）查、取締對象之相關資料，其公開或提

供將對實施目的造成困難或妨害者。５、公開或提供有侵犯營業或職

業上秘密、個人隱私或著作人之公開發表權者。但法令另有規定、對

公益有必要或經當事人同意者，不在此限。６、經依法核定為機密或

其他法令規定應秘密事項或限制、禁止公開者（行政資訊公開辦法第

五條第一項），則例外應限制公開或提供。如行政資訊僅其中一部份

有限制之必要，除去該部分其他部分則無不得公開之情形者，採分離

原則，就他部分仍應公開或提供之（同條第二項）。  

  主動公開政府資訊之方法有１、刊載於政府機關公報或其他出版

品。２、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３、提供公

開閱覽、抄錄、影印、錄音、錄影或攝影。４、舉行記者會、說明會。

５、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但就主動公開之期限則無限制，宜

視資訊內容、性質及民眾對該資訊之實際需要情形，由行政機關本於

職權定其期限。  

(三)因請求而提供  

  所謂因請求而提供係指經個別行政程序中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以

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之理由，同行政機關申請閱覽、抄寫、

複印或攝影有關資料或卷宗，行政機關對於該申請，除有法定事由，

不得拒絕，因此學者稱之為「行政程序中之個案性資訊公開」。  



  上開所稱法定事由者為１、行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

件。２、涉及國防、軍事、外交及一般公務機密，依法規規定有保密

之必要者。３、涉及個人隱私、職業秘密、營業秘密，依法規規定有

保密之必要者。４、有侵害第三人權利之虞者。５、有嚴重妨礙有關

社會治安、公共安全或其他公共利益之職務正常進行之虞者。其中２、

３之情形無保密必要之部分，仍應准許閱覽（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

第二項、第三項）。  

三、保密義務  

  要求公務員保守國家機密之目的在於建立人民對於政府之信賴，

以利國家事務之推動。若公務員得以任意公開或洩漏政府以立法、民

眾申報義務或其他行政管制手段所取得有關人民之資訊，輕則侵害人

民資訊自主之權利，重則足以影響國防、外交、經濟市場秩序而動搖

國本。而行政資訊公開之目的則在滿足人民知的權利，促進行政透明

化，進而更有效利用國家所掌握之資訊。其二者就目的觀之並不相牴

觸。然而公務員因職務之關係較一般民眾更易接觸、知悉、持有政府

資訊，其中有應秘密者，亦有應公開者，如何明確掌握其間之區別，

是為確保自身權利，避免誤觸法律之首要原則。當公務員有機會接觸

國家機密時，更應隨時保持避免洩漏之警覺。因此國家機密保護辦法

第六十二條規定，公務人員須隨時檢點個人言行，建立維護國家機密

之觀念，應注意遵守１、職務上不應知悉或不應持有之機密資料，應

避免知悉或持有。２、因受訓或參加會議獲得之機密資料，應保管於

辦公處所，其無保存必要者，繳回原單位，無法繳回者銷燬。３、私

人日記或撰寫文章，不得涉及國家機密，派赴國外工作或進修，應儘

量減少私人紀錄。４、發現他人涉有危害保密之虞時，應加勸告，其



不聽勸告或已發生洩密情事者，應立即向長官報告。所謂「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從保守國家秘密之觀點亦屬的論。  

四、結論  

  政府機關在一切為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前提下，又必須兼顧「公

務機密維護」的工作，殊屬不易；現公務員依循「行政資訊公開辦法」

規定，在不涉及國家安全、利益下可將政府掌控資訊（料）公開，但

亦要認知公務機密維護工作屬一整體性、持續性、長期性之工作絕不

能稍有鬆懈與疏失，所以應深切認知公務機密維護工作之重要性，確

實遵照各項保密規定，貫徹執行，避免洩密情事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