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國家機密成就要件 

  

國家機密保護法（簡稱本法）及其施行細則，行政院業於九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明令自九十二年

十月一日起施行。由於行政院程序法宣示：「政府資訊以公開為原則，限制為例外」之基本精神

（參閱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四條）；故本法係政府資訊公開之限制法規，亦是阻斷人民獲取政府資

訊的手段，施行後必將成為民眾檢驗的焦點。遵此，本法對於國家機密之形成，業已律定嚴格且

明確之程序，殊值全體公務人員重視，本文特依國家機密保護法令，闡明國家機密成就要件，期

能加深法令認知，並建立良好機密作業機制。  

何謂「國家機密」？本法第二條：「本法所稱國家機密，指為確保國家安全或利益而有保密之必

要，對政府機關持有或保管之資訊，經依本法核定機密等級者。」得視為國家機密之定義，深究

其意涵，推知成就國家機密必須具備三個必要條件，缺一不可，否則即不符法令定義之國家機密。  

一、必須為確保國家安全或利益而有保密必要之資訊：   

至於何謂國家「安全」與「利益」，法令並未明確界定，而係由政府機關審查核定。但審定亦非

漫無標準，而是必須受下列限制：  

1. 必須屬國家機密範圍：本法第五條：「國家機密之核定，應於必要之最小範圍內為之。」其

具體範圍，則於施行細則第二條明訂七項。換言之，凡不屬該範圍者，均不得審定為國家機密。  

2. 必須資訊洩漏後，足以損害國家安全或利益：本法第四條對於國家機密等級區分，係以洩漏

後足以損害國家安全或利益程度，予以區分為三個等級，而其損害程度之認定，則於施行細則第

五條至第七條明訂。申言之，政府資訊洩漏後，若不符或未違法令所定之「損害程度」，亦不得

審定為國家機密。  

3. 必須非基於特定目的之核密：本法第五條第二項：「核定國家機密，不得基於下列目的為之：

一、為隱瞞違法或行政疏失。二、為限制或妨礙事業之公平競爭。三、為掩飾特定之自然人、法

人、團體或機關（構）之不名譽行為。四、為拒絕或遲延提供應公開之政府資訊。」故若核定機

密隱含上述目的，亦不得審認為國家機密。  

二、必須為政府機關持有或保管之資訊：  

1. 「政府機關」定義：本法第三條：「指中央與地方各級機關及其所屬機構暨依法令或受委託

辦理公務之民間團體或個人。」而本法施行細則第四條：「機構，指實（試）驗、研究、文教、

醫療、軍事及特種基金管理等機構。」足見機關之定義，並未包括一般民間團體、公司或個人；

但若其因收集或刺探國家機密事項，而自行加工製成之資訊，雖非屬政府機關持有或保管者，但

該資訊內容業已洩漏依法令程序核定製作之國家機密，仍可依本法第五章罰責追究其法律責任。  



2. 「資訊」定義：本法施行細則第三條有明確定義，但究其內容，已包括政府機關依職權製作

或取得，以任何態樣存在之記錄訊息。  

3. 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前段：「國家機密之收發、傳遞、使用、持有、保管、複製及移交，應

依其等級分別管制」。而施行細則對國家機密資訊收發登載處理（第十八條、第十九條）、會辦

（第二十條）、傳遞（第二十一條）、用印（第二十二條）、封發（第二十三條）及保管（第二

十八條）等均有明確規定。且國家機密資訊歸檔後，復受「檔案法」之拘束；故政府持有或保管

之機密資訊，係有一套完整且嚴謹之保密規範，此自然與一般民間團體或個人持有資訊之存管不

同，其取得之難易亦迥異。  

三、必須依本法核定機密等級之資訊：  

就國家機密定義而言，似乎只要核定機密等級即可，但深究本法相關規範，並遵循行政程序法揭

示之「程序正義」，及秉持「善盡告知」義務之原則，嚴謹之國家機密核定，仍應遵守下列規範：  

1. 由法令授權人員親自核定機密等級：國家機密核定權責業於本法第七條以列舉表示，其原則

為：「一、區分等級分別授權。二、區分平戰時授權。三、直接書面授權核定人員，且不得再授

權。」另施行細則第十一條規定：「國家機密之核定，應留存書面或電磁紀錄。」足見核定作業

方式，應以電子或紙本文書完成紀錄，其程序始符合規範。換言之，若非法令授權人員親自核定，

並留存核定紀錄，即不符成就機密之程序。  

2. 無權核密者應報請權責人員核定密等：本法第六條：「各機關之人員於其職掌或業務範圍內，

有應屬國家機密之事項時，應按其機密程度擬訂等級先行採取保密措施，並即報請核定；有核定

權責人員，應於接獲報請後三十日內核定之。」申言之，無權核密者，非但應報請權責人員核密，

更應先期擬訂密等及按本法第十三條至第二十六條規定，採取保密措施；若因保密措施不當，肇

生妨害機密行為，則可依本法第三十二條追訴法律責任。  

3. 嚴謹標示機密等級及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本法第十三條：「國家機密經核定後，應即明確

標示其等級及保密期限或解除機密之條件。」更於施行細則第十七條詳定機密等級標示方式，並

進而律定變更機密等級、解除機密等級及國家機密複製物之標示方式，足見國家機密等級及其保

密期限標示至為重要；基此，國防機關特將機密屬區分為「國家機密」及「公務秘密」，前者除

依本法標示外，另要求加蓋「保密警語戳章」；後者，則不區分機密等級，僅以「保密警語戳章」

（註譯）標示之，實更能善盡告知之義務，亦有助於減少追究違犯保密法令行為時之爭議。  

國家機密保護法令之施行，實為建構國家機密保護法治化之根基，但各機關以往依行政院頒布之

「國家機密保護辦法」核定製作國家機密事項，將因本法施行，而面臨必要的調整與適應，因此，

對公務機關或公務人員而言，均係一項挑戰：而本文所探討之國家機密成就要件，實為國家機密

保護法令之核心，自有其深研之價值，惟恐仍有不周之處，尚祈指正。  



註譯：「保密警語戳章」（除公務秘密使用藍色外，餘使用紅色）分別加蓋於「簽呈、文稿、會

辦」等文件左上角，樣式如下：  

消費者在簽約時，要看清楚契約內容，免得有理說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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