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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改國是會議第四分組第二次會議 

「司法陽光透明之研採」 
 

法務部 提 

106.03.10 

 

壹、議題背景--有關司法人員執行職務之相關資訊應否公開，其公開

必要性及公開範圍？ 

一、政府資訊公開即在建立行政透明的制度，為政府資訊公開法之

立法意旨，將公務員等執行職務之相關資訊公開，讓人民知悉，

除得以增進人民對於公共事務了解外，更可以透過資訊公開監

督公務員執行公務，進而信賴公務員之行政作為。而檢察機關、

法院為執行國家追訴、審判權之機關，將偵查、審判中相關作

為之程序公開透明，以期讓人民得以監督，進而獲得人民的信

賴，亦同此理。 

二、惟政府機關資訊公開內容，就檢察機關而言，除刑事訴訟法法

定應公開之事項外，例如：偵查終結結果、通緝等，對於涉及

檢察官、書記官、法警等實際執行職務人員之姓名、職稱等等

足以識別個人之資料，均屬個人資料保護法保護之範圍，故檢

察機關應否將執行職務之檢察官、書記官、法警等個人資料公

開，則涉及政府資訊公開與個人資料保護之權衡。 

三、公務員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與職稱、執行職務內容兩部分，依日

本政府機關資訊公開法（政府機關 の保有する情報の公開に關

する法律），公務員個人姓名與個人資料保護法保護一般人之

個人資料同，原則上不公開，但有例外時，始得予以公開（ 例

如：依法令規定、慣例應公開者）。至於職稱、執行職務內容，

原則上應予以公開。但如果屬於行政機關意見決定前審議過程

資訊，其公開將使率直之意見交換或意見決定中立性有受侵害

之虞者、有關公共安全等資訊，其公開將使犯罪之預防、鎮壓

或搜索、公務之維持、刑之執行等發生障礙者，抑或行政事務

或業務之資訊，公開將造成該當事務或業務之圓滿執行發生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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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者，均得限制其公開。（參考范姜真媺，公務員個人資料之

公開與保護-日本之立法與實務帶來之啟示，中原財經法學、

2014年12月） 

 

貳、問題與爭點--檢察機關執行偵查、公訴、執行職務之檢察官、書

記官、法警之姓名、職稱、職務內容與否予以公開？ 

一、法治先進國家如德、日，未見有國家將檢察機關執行偵查、公

訴、執行職務之檢察官、書記官、法警之姓名公開。 

二、日本政府在「東京地方檢察廳特別搜查部檢察官姓名之不公開」

乙案中表示：依照政府公報上記載，特別搜查部除幹部級職員

外，並未有所屬檢察官具體配屬部課之記載。再者，如公開特

定檢察官姓名及所屬單位，可能有來自個別具體事件關係人之

種種關說或妨礙調查行動，或在特定事件偵查中，其蒐證調查

狀況或對公訴將採取之對應等有被推知之可能，致使對偵查、

公訴維持有造成妨礙之虞，故特搜部所屬檢察官之姓名、該當

於政府機關資訊公開法第5條第4號之不公開資訊。故如果公開

姓名，將造成對於犯罪預防、鎮壓或搜查、公訴之維持、刑之

執行，其他公共安全與秩序維持造成妨害者，不得公開。 

三、我國對於個人資料保護法不論是公務員或一般人，只要屬於個

人之姓名或其他直接或間接得以識別個人之相關訊息，均屬個

人資料保護法的範圍。公務機關依該法第15條規定，除有特定

目的外，並須符合（1）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或（2）經

當事人同意、或（3）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等情形，始得蒐集處

理。其利用更必須符合該法第16條規定，亦即必須符合蒐集目

及應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始得利用個人資料。而政府

資訊公開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亦規定：「政府資訊屬於公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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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限制公開

或不予提供之。」換言之，我國法制與日本法制相同，對於個

人資料保護，如果公開或提供有妨礙犯罪之偵查、追訴、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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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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限制或不予公開。況以傳票傳喚當事人開庭

時都有具名，故案件當事人對承辦人員之姓名均可知悉，並無

不透明之情事。 

 

參、可能改革方向： 

一、有鑑於檢察機關職司犯罪追訴及執行，包括偵查、公訴、執行，

如果予以公開檢察官、書記官、法警之姓名，將造成特定案件

之關係人，會利用各種關說或妨礙調查行動手段，施加壓力予

承辦該等案件之檢察官或非該案件而為同組或熟稔承辦檢察官

之其他檢察官，或者，在特定事件偵查中之蒐證調查時，或者

在公訴之對應上，有被推知承辦檢察官、書記官之可能，致使

對偵查、公訴執行造成妨礙，且為確保檢察官等執行偵查、公

訴職務之生命安全，避免因公開資訊而使檢察官有陷於遭受生

命危害之恐懼，而妨害職務執行，故檢察機關不宜公開檢察官、

書記官、法警之姓名。 

二、現行各檢察機關對於政府資訊公開，均依照政府資訊公開法之

規定辦理。有關於偵查程序、流程等相關程序事項，亦均公開

於網站中，讓人民得以了解刑事偵查程序的進行。另如果民眾

不了解程序進行，亦得前往檢察署，檢察署設有訴訟輔導科，

協助民眾了解刑事偵查、執行案件之作業流程。至於承辦案件

之股別（即案件承辦人檢察官、書記官之特定代號）與聯絡之

公務電話，現行作法雖未公開，但如果打電話進入機關總機轉

接，仍得與承辦股別之書記官聯絡，查詢案件進行狀況。惟此

部分涉及人民查詢案件進行或程序之方便性，為強化親民措施，

得以在現行機關網站公開上開資訊，以利人民查詢及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