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訊人權新時代 不做無街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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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關台灣醫療人權與資訊自主權的健保資料庫案（以下簡稱本案），憲法法庭於

八月十二日宣判，其引發的效應頗值關切。 
 
本案判決的重點，簡單歸結有三：當事人（換言之，即全體國民）的退出權獲

得確保，健保署相關作為違反憲法對資訊隱私權的保護。健保署蒐集及利用健

保資料因缺乏明確的法律基礎，違憲；因而必須在三年內予以修正其法源基

礎。至於個資法第六條對技術管理的相關要件，其規範文字尚稱明白，僅判定

為有違憲之虞；憲法法院認為依據比例原則相關法理的操作，可以克服此一法

律文字上的簡略。 
 
進一步言之，本案判決的外在效力範圍，依照以上三點判決結論，可以涵蓋以

下三點：健保署駁回退出權的作為既然違憲，則全國每一位國民自即日起當然

都可聲請退出；凡是堅持病歷隱私、熱愛進步價值的國民，都可以行使此一憲

法基本權。健保資料庫的相關研究作為既然欠缺法律基礎，自然應自即日起停

止所有運作，直到滿足憲法法院所要求的合法要件那一天為止。至於第三點，

則相當有疑義：個資法第六條第一項但書第四款所謂的「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

後或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文義易懂，但是在操作實務上卻涉及極為

複雜的理論與實務上的諸多問題；未來發生爭議的可能性大增。 
 
本案由於是憲法法院的判決，其外溢效果可期。全國政府機關與民間企業設置

資訊系統者所在多有，多數迄今未嚴格落實個資法的規範。上述三點可能即將

大量適用到相關情境，不可不預做準備。換言之，個資法第三條的當事人權利

必須最大程度予以實現；除了不得任意減損第三條的五款固有權利，也不得潦

草為之。使用個資的法律基礎必須明確而堅實，亦即若非取得法律明文授權，

就必須得到當事人同意；其他不明確的權宜方式，都將產生法律風險。至於個

資資訊系統的安全維護，必須禁得起比例原則的論證，亦即「既然有更佳方

案，為何不採行？」式的詰問。 
 
本案是個資法十年來最明確的法律宣示；許多過去十年間含混其詞、甚至強詞

奪理的說法，都已經確定失去法律依據。司法體系既然已經有了明晰的法律理

論，則人民積極運用法律以主張權利，自然是現代國民應盡的義務。資訊時代

的基本權，是國家對人民的深情號召；國民資訊覺醒，才能帶來國家的資訊文

明，而不是坐讓野蠻橫行、台灣成為缺乏隱私保護的「無街之城」。(憲法法庭

審判長許宗力的不同意見書，引用日本漫畫家伊藤潤二作品「無街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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