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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檔案條例修正第四條、第五條、第七條至第十一條

及第十七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27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1200113031 號  

第 四 條  政府機關（構）應於本條例施行日起六個月內完成政治檔案之清查，

並編製目錄依規定程序報送檔案局。必要時得予延長，延長期間不得逾六

個月。 

檔案局審定政府機關（構）管有之政治檔案，應以檢視檔案目錄或檔

案內容方式為之。必要時，得邀請學者專家參與。 

政府機關（構）管有檔案經檔案局審定屬政治檔案者，應於指定期限

內移轉為國家檔案；未移轉前，應依本條例之規定妥善保管並提供應用。 

前項政治檔案，有國家機密保護法第十二條核定之國家機密者，於解

密前，原件暫不移轉。但應就涉及國家安全情報來源或管道之國家機密部

分經分離處理後，以複製品併入原案卷移轉，並於檔案目錄註記說明及提

供應用。 

政府機關（構）於第一項期間屆至後，仍應依本條例持續辦理政治檔

案清查及報送，檔案局認有必要時，得辦理專案徵集。 

前項清查有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六日後產生之檔案或各類紀錄及

文件，其內容與第三條第一款所定事件或體制相關者，應併同報送，檔案

局得併審定為政治檔案。政黨、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持有政治檔案之通報

、主管機關之調查及審定，亦同。 

第 五 條  政府機關（構）管有政治檔案於移轉為國家檔案前，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檔案立案及案件、案卷二層級編目。 

二、機密檔案解降密檢討。 

三、檔案整理裝訂及儲存媒體可讀性查檢。 

四、檔案應依規定格式及命名原則辦理電子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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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檔案應依案件層級敘明開放應用類型，如有部分開放或不開放者

，應敘明其法規依據及開放應用要件或年限。 

前項第二款機密檔案解降密檢討，屆滿三十年且無明定保密期限或解

密條件之法律依據者，應予解密，並不得基於下列目的規避解密： 

一、為隱瞞違法或行政疏失。 

二、為掩飾特定之自然人、法人、團體或機關（構）之不名譽行為。 

三、為拒絕或遲延提供應公開之檔案內容。 

原核定機關及其上級機關應於完成清查後六個月內依前項規定完成檢

討。屆滿六個月未完成檢討者，自屆滿之翌日起視為解除機密。 

經檢討後仍列屬國家機密保護法第十二條之國家機密檔案，原核定機

關應報其上級機關同意，至遲應於屆滿四十年解密。但原核定機關於期限

屆滿前，經檢討有下列情形之一，且仍有延長保密之必要者，應敘明具體

事實及正當理由，逐次報請國家情報工作法主管機關核轉其上級機關同意

延長保密，每次延長期限自同意日起算不得逾三年： 

一、涉及曾從事大陸地區情報蒐集之情報人員及情報協助人員之身分

，且洩漏後足使其生命、身體或自由有受危害之虞。 

二、涉及國際情報工作部署及合作，且洩漏後有嚴重影響國家安全及

對外關係之虞。 

三、涉及大陸地區情報工作部署及蒐獲機密情報，且洩漏後有嚴重影

響大陸地區情報工作安全之虞。 

原列屬機密之政治檔案，原核定機關應於本條例修正施行之日起六個

月內，依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重新檢討解降密。屆滿六個月未完成重新檢

討者，自屆滿之翌日起視為解除機密。 

第一項第四款之電子檔應於移轉時併同提供。 

第 七 條  檔案局整理、保存政治檔案，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檔案編排描述及目錄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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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檔案保存狀況檢視及受損程度分級，並進行必要之修護。 

三、檔案複製儲存。 

四、定期進行機密檔案解降密檢討。 

五、主動通知檔案當事人或其繼承人得申請返還私人文書。 

六、其他必要事項。 

政治檔案於保密期限屆滿或解密條件成就時，自動解除機密；屆滿三

十年仍列機密等級者，除原移轉機關（構）敘明定有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

之法律依據外，視為解除機密。 

政治檔案解除機密後，檔案局應將解除之意旨公告，並副知原移轉機

關（構），以及為必要之解密措施，不適用國家機密保護法及文書處理有

關解除機密之規定。 

政治檔案未列密等或已解除機密者，不得改列或重新核定為機密檔案。 

第一項第五款有關申請返還私人文書之運作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檔案局定之。 

第 八 條  檔案當事人得申請與其本人所涉案件之政治檔案；檔案當事人死亡時

，其配偶或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各款所定繼承人得申請之。 

依前項規定申請之政治檔案，除有下列情形之一外，檔案局應於指定

場所提供閱覽、抄錄或複製： 

一、依本條例規定得依法核定之機密檔案。 

二、經其他檔案當事人或其繼承人表示不予公開之私人文書。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之政治檔案涉及個人隱私者，檔案局應於指定場所

提供閱覽、抄錄，或就涉個人隱私部分經分離處理使其無從識別特定之個

人後，提供複製。但該個人死亡或同意複製者，不在此限。 

前二項政治檔案，有第二項第二款或前項本文所定情形者，至遲應於

檔案屆滿七十年提供閱覽、抄錄或複製。 

第五條第二項、第四項本文、前條第二項及前項所定年限之計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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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檔案全案中文件產生日最早者為計算基準。 

檔案局應就政治檔案中之檔案當事人編製人名索引並公告之；就情報

機關應用保防、偵防、安全管制等措施，未經檔案當事人同意而蒐集取得

其家庭關係、伴侶關係、性別關係或涉私領域之監譯紀錄等高度個人隱私

，且於檔案中載有聯絡資訊或足資辨識其身分者，於該人名索引公告前，

應請戶政機關查復後，主動通知該檔案當事人下列事項，通知顯有困難者

，得以公告代之，並於通知寄出或公告六個月後，公告該人名索引及其檔

案目錄： 

一、得依第一項規定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 

二、得依第七項規定申請加註補充意見附卷。 

三、得依第九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表示意見。 

檔案當事人或其繼承人對檔案內容中與檔案當事人個人相關資料之敘

述認有錯誤或不完整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請加註補充意見附卷。 

機關依下列規定作成公告時，應將該公告副知檔案局列為國家檔案，

提供應用： 

一、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作成平復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之公告。 

二、依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作成賠償及名譽回復之公告。 

三、依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作成補償及名譽回

復之公告。 

四、依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作成權利回復之公告。 

第一項及第七項規定，檔案當事人或其繼承人得委任第三人申請辦理。 

第 九 條  非檔案當事人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政治檔案，依下列方式提供： 

一、屆滿三十年之政治檔案，依前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辦理。但涉

及前條第六項所定檔案當事人高度個人隱私，且未屆滿七十年者，

依第二項規定辦理。 

二、未屆滿三十年之政治檔案，依前條第二項規定辦理；涉及個人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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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者，除經該個人同意，得於檔案局指定場所提供閱覽、抄錄或複

製外，不得提供。 

前項第一款但書所定政治檔案，除有下列情形之一，得提供閱覽、抄

錄或複製外，應就涉檔案當事人高度個人隱私部分經分離處理後提供： 

一、檔案當事人死亡。 

二、檔案當事人書面同意提供。 

三、申請人取得檔案當事人同意提供之書面文件。 

申請人依法取得之政治檔案複製品涉個人隱私者，未經檔案當事人同

意，不得重製、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以其他方法供人閱覽；其

保有、處理及利用應依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第一項所定年限，依前條第五項基準計算；政治檔案有不能提供情形

者，其至遲提供閱覽、抄錄或複製年限，依前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辦理。 

第 十 條  政府機關（構）檢調政治檔案，除有第八條第二項第二款或依第九條

第二項規定不得提供之情形外，檔案局應提供閱覽、抄錄或複製；檢調機

密檔案，應先經原移轉機關（構）同意後為之。 

前項政治檔案有不能提供情形者，其至遲提供閱覽、抄錄或複製年限

，依第八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辦理。 

依法有權調用檔案之機關（構），得依相關法律規定調用檔案，不適

用第一項前段除外規定。 

第 十 一 條  政治檔案中所載公務員、證人、檢舉人及消息來源之姓名、化名、代

號及職稱，應提供閱覽、抄錄或複製，不適用國家情報工作法第八條規定。 

第十七 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