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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錄影監視系統設置管理自治條例(草案)影響評估報告書 

臺、緣起 

近年來，國內各縣市政府基於監控交通流量、預防災害、

犯罪及調查犯罪嫌疑等目的，陸續於重要路口、地下道、治安

要點等處所架設錄影監視系統，其中為預防、偵查犯罪所設置

之錄影監視系統，雖學術界尚無具體研究文獻驗證其功效，惟

根據各警察機關經由調閱錄影監視畫面而偵破重大刑案之資料

顯示，確有實質助益，成為警察機關維護治安利器。 

行政機關於公共場所裝設錄影監視系統，不僅有侵害個人

隱私之虞，並影響個人在公共領域的行動自由。其中隱私權部

分，依大法官釋字 603 號所述，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受

憲法第 22條所保障。因此行政機關於公共領域裝設錄影監視系

統，須有法律或法規命令明文依據，始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茲因本府運用先進數位科技與設備，重新規劃於本市

11,500 處治安要點建置本市錄影監視系統，大幅提升本市犯罪

偵防效能，臺北市議會 98年 5月 1日以議警字第 09800500400

號函送該會第 10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王議員浩等 38 位議員連署

臨時提案，請本府於全市錄影監視系統重新建置完成前，訂立

臺北市錄影監視系統設置管理自治條例，以維公正性及合法

性。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28條第 4款規定，本府應重新檢討現行

規範，配合新錄影監視系統各項先進功能之展現，及維護民眾

隱私權，以自治條例定之。 

貳、主要立法方向 

為應治安需要、維護市容觀瞻及有效管理，兼顧保障個人

隱私，本府所屬各機關於公共場所設置、使用錄影監視系統相

關事項之立法方向，分述如下： 

一、 設置錄影監視系統，應以維護公共安全、社會秩序、犯罪預防

及偵查為目的，並兼顧人民權益之適當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

目的之必要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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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府所屬各機關於本市公共場所裝設錄影監視系統，除情況緊

急者，於設置完成後三十日內補辦申請程序外，須申請核准後

始得設置。 

三、 錄影監視系統影音資料應予保密，非依法定程序，不得處理及

利用。 

四、 本府所屬各機關為預防與偵查犯罪、調查事實及證據、還原交

通事故真相、搶救天然災害，得向設置機關調閱錄影監視系統

影音資料。且調閱時應載明調閱目的、範圍及用途，以利設置

機關之審查。 

五、 第三人有調閱錄影監視系統影音資料之必要時，由設置機關依

相關法令辦理。 

參、主要制定目的 

一、 健全本府所屬各機關錄影監視系統之設置管理，以維護治安及

保障個人隱私。 

二、 避免任意裝設纜線造成線路紊亂，嚴重破壞市容景觀及危害公

共安全。 

三、 明確管理範疇：本府所屬各機關以公共場所為攝取影音範圍

者，為本自治條例規範對象。 

四、 採許可制：經主管機關召集相關單位現場會勘、主管機關現地

查核無誤後，據以核定。 

五、 明確主管機關查核權，確保錄影監視系統合法使用及檔案資料

保存完整、安全。 

六、 攝錄影音資料涉有個人行為紀錄，與個人權益相關，設置機關

負有保密之義務和責任。本府所屬各機關如有(1)預防、偵查犯

罪(2) 調查事實及證據(3)還原交通事故真相(4)搶救天然災害

等因素，得向設置機關調閱錄影監視系統影音資料。 

肆、影響評估 

一、 法規必要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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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犯罪手法隨著時代更迭、科技創新而不斷改變，傳

統警察勤務方式無法有效提升偵查犯罪效能，而錄影監視系統

具備運作全年無休、先進科技功能等特性，為維護社會治安，

達到事前嚇阻犯罪，案發即時逮捕嫌犯，事後蒐證將歹徒繩之

以法等目標，各國普遍在重要路口及公共設施裝置錄影監視系

統，成為現代社會追求安全治理與對抗犯罪的必然結果。 

本府所屬各機關於本市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場所裝設錄

影監視系統，以本府警察局所建置、維管之 12,589支監視器為

最多(1,256 支運作中，11,333 支試運中)，設置地點為本市各

治安要點。經統計，本府警察局 99 年 1 至 12 月份因調閱錄影

監視系統攝錄影像而偵破案件，計 240件、307次，詳如下表。 

案類/年度 
99年度第 1季 99年度第 2季 99年度第 3季 99年度第 4季 

總計
(99.12.31) 

件數 人數 件數 人數 件數 人數 件數 人數 件數 人數 

殺人 - - - - - - 1 3 1 3 

強盜 - - - - 2 3 1 1 3 4 

搶奪 3 6 - - 2 2 2 2 7 10 

強制性交 1 1 - - - - - - 1 1 

竊盜 40 47 45 50 51 76 52 60 188 233 

其它 13 17 11 15 8 14 8 10 40 56 

總計 57 71 56 65 63 95 64 76 240 307 

     數據來源：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依據臺北市錄影監視系統設置管理暫行辦法第十四條第二

項規定，民眾欲調閱本府所屬機關及里辦公處錄影監視系統影

音資料，須具備(1)因正當理由有調閱必要及(2)經主管機關同

意等 2項要件，未進一步說明或列舉何謂「正當理由」，另設置

地點多為里、鄰巷弄，民眾申請調閱影像件數、期間及攝錄範

圍有增加趨勢，徒增主管機關及管理單位負擔，且易淪為如徵

信公司、討債集團等，蒐集特定對象活動資料之工具。 

本府為提升本市犯罪偵防效能，刻正運用先進數位科技與

設備，重新規劃於本市 11,500處治安要點建置本市新錄影監視

系統，改變本市公共空間特徵程度將相當顯著。 

架設錄影監視系統方式多為附掛於建築物外牆、電線桿或

路燈桿上，甚至違規布放於側溝內，影響市容觀瞻及排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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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震山大法官在「個人資料保護與監視錄影器設置之法律

問題研究－以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10 條為中心」明確指出：『國

家在「公共場所」普設監視錄影器，既然有雙刃性功能，表示

其仍有正面功效，無須全面加以排斥。但針對可能的負面功效

之防止，就需靠完善立法規範，而該規範須經得起法治國原則

之檢驗，從目的、要件、程序，皆需慎重考量，並應注意相關

基本權利的保障(資訊自決或資訊隱私及行為自由)與公益維護

間之衡平。』是以干涉人民自由權利的行政行為須有法律授權，

如果沒有法律授權，行政機關即不能合法的作成行政行為，且

各種干涉人民自由權利的行政行為不能以消極的不違反法律或

目的正當性為已足，尚須有法律之明確授權為依據。 

二、 法規替代方案審視 

我國法律對於公共領域錄影監視系統設置規定，目前僅警

察職權行使法第 10條有明文規定，惟其規範主體為警察機關，

並未包含一般行政機關，不符合法律保留思維。 

本市錄影監視系統設置管理規範事項，經臺北市議會議決

應以自治條例定之，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28條第 4款規定，即應

提高位階為自治條例；另因錄影監視系統設置目的係為提升預

防、偵查犯罪之治安功能，錄影帶調閱、主機管理等相關事務

涉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因而明定主管機關為本府警察局，並

得委任轄區分局執行，相關局處應配合辦理。 

三、 法規影響對象評估 

本自治條例第三條規定之錄影監視系統，係指本府所屬各

機關於本市公共場所設置之攝錄影音設備；除情況緊急，於設

置完成後三十日內補辦申請程序外，應經申請許可後始得設

置，以兼顧維護治安與保障民眾權益。 

四、 法規成本效益分析 

設置錄影監視系統所需設備及相關工程成本，原即由設置

者負擔，並未因本自治條例規定而有增加；其次主管機關辦理

審查申請案件、影音資料調閱、複製等管理事項，所需成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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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及文件業務費用為主，另因已排除部分錄影監視系統之設

置申請，可有效減少人力成本，與實施本自治條例後，治安維

護與權利保障效益相較，不易以線性量化計算。 

五、 公開諮詢程序 

本府警察局研議本自治條例過程，除邀請專家學者、警察

局各分局提供意見外，並以 98 年 12 月 30 日北市警預字第

09835072401號公告、本府警察局網頁及本府 99年 1月 13日春

字第 8期公報，將草案條文公開民眾閱覽，另於 99年 1月 11、

13 日 14 時 30 分，舉行本市北、南區法規聽證會，說明立法意

旨及回應參加人員意見，相關建議整理如下： 

(一) 申請調閱錄影監視系統資料程序，不宜過於繁瑣。 

(二) 免申請核准設置要件及向何單位提出申請調閱錄影監視系

統資料規定，應該明確，並廣為宣導。 

(三) 明確規範得檢視錄影監視系統資料之資格。 

(四) 自治條例實施 1 年後，應全面檢討是否須修改、增訂，以

至完備。 

伍、預期效益 

本市公共領域錄影監視系統數量日益增加，且多附掛於建築

物外牆、電線桿或路燈桿上，甚至布放於側溝內，除影響個人公

共領域隱私權、行為自由，亦有礙市容觀瞻及排水安全。本自治

條例規範事項，包含設置目的、審核、會勘機制、資料利用限制、

違反處置等規定，除賦予行政機關於本市公共領域設置錄影監視

系統之法源依據外，亦可整合錄影監視系統協助治安功能，兼顧

個人基本權利之保障。 

對於違反本自治條例規定者，本府除可依本自治條例規定處

分外，民眾亦可依據刑法等相關法令，提起追訴，確保自身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