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規名稱：臺北市立美術館個人資料保護管理要點

制(訂)定日期：民國 111 年 03 月 14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1年 3月 14日奉首長核定下達訂定全文 19點

   壹、總則

一、臺北市立美術館（以下簡稱本館），為落實個人資料之保護及管理，

    特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所揭示原則或規範，設置本館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執行小組（以下簡稱執行小組），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於本館及受本館委託或與本館共同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

    資料之其他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但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

   貳、個人資料保護管理組織

三、執行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個人資料保護政策之擬議。

    （二）個人資料管理制度之推展。

    （三）個人資料隱私風險之評估及管理。

    （四）本館專人與職員工之個人資料保護意識提升及教育訓練計畫之

          擬議。

    （五）個人資料管理制度基礎設施之評估。

    （六）個人資料管理制度適法性與合宜性之檢視、審議及評估。

    （七）其他本館個人資料保護、管理之規劃及執行事項。



四、執行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館長指定之；組員由各組室指派擔任。執

    行小組幕僚工作由秘書室擔任，並得邀請本館各組室人員參與作業。

五、執行小組會議視業務推動之需要，不定期召開，由召集人主持；召集

    人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得指定組員代理之。

    執行小組會議開會時，得邀請有關業務單位、相關機關代表或學者專

    家出（列）席。

   參、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

六、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其類別、數量及接觸人員，應符合本法

    第五條比例原則，以處理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限，儘量以蒐集最少

    且不含本法第六條所定個人資料為原則。

    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以本館已依適當方式公開者

    為限。有變更者，亦同。

七、本館蒐集當事人個人資料時，除符合個資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情形之

    一者外，應明確告知當事人下列事項：

    （一）機關或單位名稱。

    （二）蒐集之目的。

    （三）個人資料之類別。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五）當事人依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六）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時，不提供對其權益之影響。

    告知事項內容應使用通俗、簡淺易懂之文字，避免使用艱深費解之詞

    彙，以確保當事人在知情下同意。

    告知方式得以言詞、書面、電話、簡訊、電子郵件、傳真、電子文件

    或其他足以使當事人知悉或可得知悉之方式為之。

八、本館應優先考慮以去識別化或經遮蔽之個人資料為處理或利用。

九、任何非原蒐集目的之特定目的外之利用，應確認符合本法第十六條但

    書規定後始得為之，並將利用歷程作成紀錄。

    前項情形，宜審酌個案狀況，規劃當事人選擇不同意或退出同意之機

    制。

十、個人資料檔案屬檔案法所稱檔案者，其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應依

    檔案法、檔案法施行細則及本府檔案應用相關規定辦理。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申請公開或提供前項規定以外之政府資訊，如涉及

    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外利用，應審酌是否具有本法第十六條但書及政

    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六款所定情形。

十一、對於個人資料之利用，不得為資料庫之恣意連結，且不得濫用。



十二、本館保有之個人資料有誤或缺漏、正確性有爭議、蒐集之特定目的

      消失或期限屆滿、違反個資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者，應依個資

      法第十一條規定之處理方式辦理。

十三、本館應定期查明蒐集或處理個人資料適用法令所訂定之保存期間；

      其未明定者，視執行業務必要性及合理性，於本館年度檔案分類及

      保存年限表明定，或訂定經告知當事人之合理保存期間。

      本館保有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應由資料蒐

      集單位簽奉核定後，移由資料保有單位，視個人資料載體性質為適

      當之停止處理或利用。但符合本法第十一條第三項但書情形者，不

      在此限。

   肆、當事人權利之行使

十四、當事人依本法第三條、第十條或第十一條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向本

      館請求答覆查詢、提供閱覽、製給複製本、更正、補充、停止蒐集

      、處理、利用或刪除個人資料時，應經身分確認程序，本館並得視

      情形請當事人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或為適當之釋明。

      第一項證明文件內容如有遺漏、欠缺或釋明不完整，應通知限期補

      正。

      申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以書面或電子文件駁回其申請：

      （一）申請文件內容有遺漏、欠缺、虛偽不實或釋明不完整，經通

            知限期補正，逾期仍未補正或無法補正。

      （二）有本法第十條但書各款情形之一。

      （三）有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但書或第三項但書所定情形之一。



      （四）與法令規定不符。

      第一項請求之處理期限及延長，依本法第十三條規定辦理。

十五、當事人請求閱覽、抄錄或複製個人資料，得依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

      費標準收取費用。

      前項情形，由承辦組室派員陪同為之。

十六、本館提供當事人閱覽、抄錄或複製個人資料前，應確認未同時揭露

      他人個人資料。

   伍、個人資料風險評估及安全維護

十七、電子處理之個人資料安全維護，應遵守資通安全管理法、資通安全

      管理法施行細則、檔案法、檔案法施行細則、臺北市政府資通安全

      管理規定、臺北市政府員工使用資通訊裝置應注意事項、臺北市政

      府及所屬各機關辦理資訊使用管理稽核作業規定、臺北市政府文書

      處理實施要點等相關法令規定，並得參考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

      技術服務中心所訂各項資訊安全參考指引辦理。

      非電子處理之個人資料安全維護，應依檔案法、檔案法施行細則、

      臺北市政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臺北市政府公務機密維護作業等規

      定辦理。

      本館得因應最新技術發展或資訊安全問題訂定技術指引。



十八、個資事件發生後，應儘速完成通報作業。通報對象包括該組室主管

      及機關首長；通報內容至少應包括通報人身分、資料外洩或侵害方

      式、時間、地點、初估外洩或侵害個人資料類別及數量、避免損害

      擴大處置等資訊；通報方式以電話或簡訊為主，電子郵件為輔。

      重大資通安全事件通報及應變作業，應依資通安全事件通報及應變

      辦法、臺北市政府資通安全事件通報及應變管理程序辦理。

   陸、附則

十九、本館為因應法令修訂、技術發展或強化人格權保障，應為必要之補

      充及調整，並適時修正本要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