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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落實 78 點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回應表 

點

次 
結論性意 
見與建議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計畫/措施/人權指標1 預定完
2 

成時程 
管考情形

3 

17 審查委員會肯認在改進

過去錯誤的過程中，轉

型正義所具有的根本價

值。政府提出的立法草

案需要有效且直接滿足

人民得知真相的權利及

解嚴後重獲正義的平

反。就這方面而言，政

府應保障受害者與研究

者能有效取得所有檔

案。審查委員會強烈建

議政府應及時開啟具包

容性的真相與和解程

序，並將國安單位包括

在內，以探討並反省集

體記憶。 

國發會 國防部、

內政部、

國安局、

法務部調

查局 

壹、 背景或理由： 
一、 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7 條及國際人權專家結論性意見與建

議第 24 點、第 25 點，國際人權學者專家建議政府應採取措施揭露白

色恐怖年代人權侵犯事件的完整真相，包括被害人之賠償與復原措

施，以及被害人、研究人員能取得相關的國家檔案。 
二、 國防部、內政部、國家安全局、法務部調查局及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

管理局(以下簡稱檔案局)等機關，業就前述事項辦理情形，提報兩公

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執行成果重點說明如下： 
(一) 有關政府應保障受害者與研究者能有效取得所有檔案部分： 

1. 研擬完成政治檔案法草案 
檔案局參酌社會各界意見、國外立法例，以及檔案法施行迄今之實務

經驗，提出政治檔案法草案於本(106)年 1 月 4 日報請行政院審查，草

案重點包括(1)定明政治檔案適用範圍及徵集保存政治檔案規定；(2)
開放應用對象區分檔案當事人、非當事人及政府機關三種類型，並明

定先提供閱覽抄錄機制及檔案涉及個人隱私事項最遲提供複製之年

限；(3)責成機關應辦理檔案徵集保存、開放應用、研究及教育。 
2. 政治檔案查訪及移轉規劃 

(1) 檔案局自 89 年以專案方式執行「228 事件檔案蒐集整理工作計

畫」，續於 91 年執行「國家安全、美麗島事件與重大政治事件檔

案訪查徵集計畫」，除國家安全檔案已規劃於 108 年前分階段辦理

移轉外，餘均已完成檔案移轉。 
(2) 另，98 年函請機關再次清查戒嚴時期政治偵防及審判案件，102

年則就 228 事件檔案或仍有核列機密並保存於各機關之檔案進行

■短期 
□中期 
□長期 

□繼續追蹤 
■自行追蹤 
□解除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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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並於 104 年底除依國家機密保護法第 12 條核列永久保密或

機關仍具業務參考需要者暫不移轉外，餘全數移轉完竣。 
(3) 105 年 6 月第五度通函各機關清查並將政治檔案列為國家檔案，

經審選列入移轉者，計 83 個機關。並於本年 6 月 30 日已全數完

成移轉，計增約 152 公尺。 
(4) 105 年 12 月研提「政治檔案清查、徵集與整理計畫」，已自本年 3

月 1 日起陸續啟動檔案整理、數位化及內容分析等工作。 
3. 私人文書清查及返還 

(1) 100 年 7 月 14 日訂定國家檔案內含政治受難者私人文書申請返還

作業要點，並於同年完成第 1 案返還事宜。嗣完成國家檔案內含

政治受難者之私人文書清查工作，並主動聯繫當事人或其家屬，

陸續辦理返還作業。 
(2) 清查出屬前開要點所定可返還之私人文書計 779 頁，分屬財團法

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

判案件補償基金會認定在案之 179 名政治受難者，至本年 1 月，

已與 170 名受難者或其家屬聯繫，並受理 107 人（118 件）申請

案。 
4. 政治檔案開放應用 

(1) 依檔案法第 1 條第 2 項「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且政治檔案內容樣態繁多，其中不乏涉及第三人識別個資、病歷

等隱私資料，因隱私權為憲法第 23 條所保障的基本人權，公權

力依法不得予以侵害，爰有關國家檔案開放應用之准駁，除檔案

法等相關法令外，須依政府資訊公開法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等其他

法律之規定辦理。 
(2) 檔案局目前依法以「儘量開放，最小限制」為原則，對於檔案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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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或其繼承人申請與檔案當事人相關之政治檔案，有關當事人

本人之檔案全部提供，並享有費用減免 1 次；至同案卷中涉及第

三人隱私之檔案，為維護渠等個人權益，未經其同意或授權者，

將私人文書、自白書、槍決前後照片及個人隱私資料與現行法律

明定保密義務者，予以遮掩或抽離處理後，以最大可提供之範圍

儘量提供應用；另涉及業務或事件之負責人或參與人之姓名或職

稱等身分資訊、屆滿 30 年之政治檔案中有關消息或情報來源之

姓名，均提供應用。至一般民眾申請，則將涉及限制應用事項部

分抽離或遮掩，其餘均提供應用。 
(3) 中央、地方各級機關(構)及行政法人，其法定職掌涵蓋研究、出

版等相關事項或自辦、委辦相關研究專案計畫者，可專案借調非

其移轉之國家檔案。除尚未解密之機密檔案、未獲當事人或其繼

承人同意或授權之私人文書及自白書、特種個人資料、槍決前後

照片等外，餘均提供借調。另，針對屆滿 30 年之國家檔案，符

合因學術研究需要情形，得審酌提供檔案當事人之地址及電話資

料。  
(二) 有關政府應及時開啟具包容性的真相與和解程序，並將國安單位包括

在內，以探討並反省集體記憶部分： 

1. 政府為落實轉型正義，針對二二八事件及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

判案件受裁判者，分別制定「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及「戒嚴

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已就受難 (受裁判)者賠

（補）償、相關事件真相調查、史料蒐集、考證活動等事項均有明確

規定，已逐步達到轉型正義之意旨。 
2. 政府於 85 年 1 月 4 日成立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受理賠

償案件及回復名譽證書案件。該法人於 96 年配合二二八事件處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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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條例之修正，轉型為永續經營。該法人依上開條例規定除辦理受

難者之賠償外，亦辦理與家屬回復名譽之協助與生活扶助、真相調

查、紀念活動及教育推廣等事項。該法人具有獨立超然行使職權，不

受任何干預，對事件調查事實及相關資料，認定受難人並受理賠償金

請求及支付之權限。截至本年 7 月底止，該法人累計核准賠償二二八

事件賠償金申請案件共 2,302 件，頒發回復名譽證書共 1,022 件。 
3. 政府於 88 年 3 月 9 日依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

條例」成立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

受理補償案件及回復名譽證書案件，截至 103 年 3 月 8 日，計受理 1
萬 67 件補償申請案件，補償 7,965 件，核發補償金 199 億 1,030 元，

頒發回復名譽證書共 4,055 件。103 年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

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解散後，行政院以 103 年 11 月 3 日院臺防

字第 1030151322 號函指定內政部承繼後續訴願及行政訴訟案件、申

請或補發回復名譽證書，以及補償金相關陳情案件之處理等項業務，

自 103 年 12 月 10 日起，委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辦理。

截至本年 7 月底止，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共受理訴願及行

政訴訟 5 案，申請或補發回復名譽證書 18 件，陳情 55 件（書面 36
件、電話 19 件）。 

4. 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解散後，「戒

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之主管機關仍為國防部；

針對原由上開基金會辦理之關懷撫慰受難者及其家屬、相關紀念、回

復名譽活動人權宣教等業務及戒嚴時期相關史料蒐整、研究、教育推

廣等工作，業經行政院指定由文化部賡續辦理。 
5. 前開補償基金會歷年向國防部、檔案局、最高法院檢察署、內政部戶

政司、司法院刑事補償法庭、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等機關調卷，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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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發文約 7 萬餘件，編成案卷計 1 萬 67 件，已於 103 年 8 月 29 日移

交文化部，由該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接續辦理戒嚴時期相關

史料蒐整、研究、教育推廣等工作。 
貳、 措施/計畫內容： 
(一) 賡續辦理政治檔案查訪，並主動公開或應民眾申請提供政治檔案，俾

有效推動政治檔案徵集與開放運用。執行策略及方法如下： 

1. 政治檔案查訪及移轉規劃 
運用巨量資料搜尋引擎系統，以政治事件關鍵字查詢機關檔案目錄查

詢網之機關檔案目錄，經完成檢索結果書面初審，邀集學者專家組成

審選小組，實地訪查政治檔案管有重點機關，續規劃辦理檔案移轉事

宜。 
2. 私人文書清查及返還 

(1) 檔案局本年度配合「政治檔案清查、徵集與整理計畫」，就 101 年

至 105 年移轉政治類檔案，及受理民眾申請國家檔案應用時發現

疑似私人文書之檔案進行清查。經查證結果，屬國家檔案內含政

治受難者私人文書申請返還作業要點所定之政治受難者計 12
名，所屬私人文書計 60 頁。是以，截至本年 9 月 30 日止，符合

前開要點規定之政治受難者，累計為 191 名，所屬私人文書共計

839 頁。 
(2) 檔案局將持續與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進行聯繫並辦理私人文書返

還作業，期撫慰其經歷之歷史傷痛，並以實際作為履行政府對人

權之重視。 
3. 政治檔案開放應用 

(1) 於國家檔案資訊網新增「政治檔案應用專區」，提供屆滿 30 年且

經去識別化處理之政治檔案全文影像，開放各界免申請逕於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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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瀏覽及複製，並將持續逐年擴增全文影像數量。 
(2) 研修國家檔案開放應用要點等規定，啟動屆滿 30 年國家檔案經保

密具結提供閱覽、抄錄推動做法，申請人經保密具結後，即可先

行閱覽抄錄檔案影像或原卷，再由檔案局依其複製需要進行檔案

准駁後提供複製。 
(二) 由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持續依二二八事件處理賠償條例

規定辦理賠償、回復名譽等相關事項，以及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

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解散後之訴願及行政訴訟案件、申請或補發回復

名譽證書及陳情案件。 

參、 人權指標： 
(一) 政治檔案查訪及移轉規劃 

1. 結構指標：預定於本年 12 月 31 日前擬訂政治檔案查訪徵集計畫(初
稿)。 

2. 過程指標： 
(1) 預定於本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以政治事件關鍵字檢索政治檔案

管有重點機關之機關檔案目錄，包括中央二級以上、國防部及所

屬、法務部及所屬等機關，並完成檢索結果之書面初審作業。 
(2) 預定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至少 10 家政治檔案管有重點機

關實地訪查，並就查訪結果規劃移轉事宜。 
(二) 私人文書清查及返還 

1. 結構指標：預定 107 年 12 月 31 日針對 12 名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完

成函知有關私人文書返還作業相關事宜，並協助其取得私人文書原件

或複製品。 
2. 過程指標：針對無法取得聯繫或需協助確認申請資格、親屬關係等之

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將函請內政部或相關機關協助提供資料，以利



7 
 

點

次 
結論性意 
見與建議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計畫/措施/人權指標1 預定完
2 

成時程 
管考情形

3 

後續作業。檔案局並提供諮詢服務，有任何申請上疑義或需協助之

處，皆儘速處理及回應。 
(三) 政治檔案開放與應用 

1. 結構指標： 
(1) 預定於本年 12 月 1 日建置完成「政治檔案應用專區」，提供政治

檔案影像應用服務。 
(2) 預定於本年 12月 15日啟動屆滿 30年國家檔案經保密具結提供閱

覽、抄錄創新服務。 
2. 過程指標： 

(1) 預定於本年 11 月 30 日完成政治檔案應用專區系統功能建置、辦

理政治檔案預審及影像批次上傳等作業。 
(2) 研修國家檔案開放應用要點，預定於本年 10 月召開學者專家機關

研商會議，並於 11 月提報國家檔案管理委員會、12 月提報檔案

局主管會報確認後，以令發布。 
(四) 持續依辦理賠償、回復名譽二二八事件處理賠償條例規定辦理相關事

項。 
(五) 持續辦理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解散後之訴

願及行政訴訟案件、申請或補發回復名譽證書及陳情案件。 
備註： 

1、 人權指標：係指依計畫/措施執行後，欲達到之人權指標目標值，以評鑑計畫/措施之實施成效。人權指標分為結構指標、過程指標及結果指標，相

關定義請參酌「兩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落實及管考規劃」(以下簡稱本管考規劃)第 5 點第 2 款第 2 目規定。 
2、 預定完成時程：係指預定達到人權指標目標值之時程，分為短期、中期及長期等，各時程之定義請參酌本管考規劃第 5 點第 2 款第 3 目規定。 
3、 管考情形：係指各該點次是否持續管考之情形，分為繼續追蹤、自行追蹤及解除追蹤等 3 種管考類型，各類型之定義請參酌本管考規劃第 5 點第 2

款第 4 目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