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四　國軍各級審查會作業要點

一、依據：

從事國防事務涉及國家機密現職及退（離）職人員申請進入大陸地區作業規定。

二、 目的： 

鑑於「國家機密保護法（及其施行細則）」施行後，對於「國家機密」認定嚴謹，為
周延從事國防事務涉及國家機密現職及退（離）職人員申請進入大陸地區之管制及審認，
明訂各級審查權責，俾達適法周全，確保國家機密安全。 

三、 各級「審查會」編組及職掌： 

(一) 國防部：

１、 編組：

 (１) 主任委員：情次室次長。

 (２) 祕書：情次室保防安全處處長。 

 (３) 委員：軍法司法規研審處處長、人力司人力規劃處處長、人次室人事管理處處長、
督察室軍紀監察處處長、及納編相關必要聯參主管。 

 (４) 幹事：人力司、人次室及情次室（保防安全處）業務承辦人 

２、 職掌： 

　　　　邀集相關單位召開「複審會報」，處理聯參單位及各軍司令部具爭議性管制案件。
 

 (二)國防部幕僚單位（本部及參謀本部）、國防部直屬機關及單位（業務機關）、軍事學校
（國防大學、中正預校）、參謀本部直屬機構及部隊（特業與執行機構）、監獄、軍法
審檢機構： 

１、 編組： 

(１) 主任委員：主官。 

(２) 祕書：業務副主官（管）。 

(３) 委員：人事主管、負責（協助）保防業務主管、及納編相關必要業務主管。 

(４) 幹事：人事及保防業務承辦人。 

２、 職掌： 

　　　　召開「審查會」處理所屬管制案件暨呈報研議結論。 

(三) 各軍司令部（軍事機關）： 

１、編組：比照國防部編設。 



２、職掌： 

　　　　召開「審查會」處理所屬管制案件暨呈報研議結論。

(四) 聯兵旅級（含）以上編階少將單位： 

１、 編組： 

(１) 主任委員：主官。 

(２) 祕書：保防安全組（科）長或首席保防官。 

(３) 委員：人事主管、軍紀監察組（科）長或首席監察官、及納編相關必要業務主管。 

(４) 幹事：人事及保防業務承辦人。 

２、 職掌： 

　　　　召開「審查會」處理所屬管制案件暨呈報研議結論。 

(五) 其他： 

各軍司令部轄屬聯兵旅（含比照）層級部隊之「審查會」，概依陸軍聯兵旅型態
編設，如因組織調整或特殊因素無法比照編設，由各軍司令部指導依任務特性規範編成。

四、 召開「審查會」時機： 

(一) 當事人對於核定之退離職赴陸管制期限，認有損個人權益，以書面提出申訴、陳情時。

(二) 上級單位認所屬單位核定之管制期限不符規定或管制事由有所爭議時。

(三) 經內政部主管機關審查，發現退離職當事人之赴陸管制期限有所爭議，要求重新審認或
提出說明時。 

 (四)主動發掘、接獲反映違規案件或因應個案需要，各級業管單位（人事、保防或兼辦部門）
，認有必要召開「審查會」處理時。 

(五) 管制對象退離職後，於管制期間依法向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提出赴陸申請，原任職單
位接獲通知時。 

 (六)其他如因職務特殊、法令變革或因應特殊客觀因素……等需要，對於當事人退離後所業
管業務，該業務實質保密價值產生變化時。 

(七) 現職人員申請赴陸所提事由發生爭議時。 

五、 具體作法： 

 (一)各單位應針對涉及「國家機密」之人員，依法嚴格審查，對於發生第四項情形之一者，
即應召開「審查會」詳實進行審查，並將研審情形完成書面結論（格式如附表），併
「（全銜）審查涉及國家機密退離職人員基本資料表」，呈報上級單位。 

 (二)各軍司令部對於下級單位呈報之案件結論，原則上僅實施書面資料複審，如案件較具爭
議性，再依權責召開「審查會」，並要求下級或相關單位派員出席參與討論，研審適切



結論後，註記於「（全銜）審查涉及國家機密退離職人員基本資料表」之「備考欄」，
及呈報國防部（人力司）。 

 (三)國防部幕僚單位（本部及參謀本部）、國防部直屬機關及單位（業務機關）、軍事學校
（國防大學、中正預校）、參謀本部直屬機構及部隊（特業與執行機構）、監獄、軍法
審檢機構，應針對涉及「國家機密」之退（離）職人員，依法嚴格審查，對於發生第四
項情形之一者，應即逐級召開「審查會」詳實進行審查，並將審查結論，註記於「（全
銜）審查涉及國家機密退離職人員基本資料表」之「備考欄」，及函送國防部（人力司）
。 

 (四)國防部（人力司）綜整各單位呈報「審查會」結論案件，經會請情次室（保防安全處），
共同完成書面資料審查後，如認有實施複審必要時，由情次室要求呈（函）送單位派員
出席國防部「複審會報」，研議最後結論；倘若無複審必要，即由人力司依規定函送內
政部境管局辦理。 

六、 審查事項： 

(一) 各級「審查會」研審事項如下： 

１、 管制對象退（離）職前所業管之「國家機密」事項為何？是否涉及「國家機密保護法
（及其施行細則）」所規範之範圍？ 

２、 管制對象退（離）職前所業管之「國家機密」事項之「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為
何？管制理由是否合宜？ 

３、 相同職務或所業管同等「國家機密」事項人員，有無漏管或管制不當情形？ 

４、 管制對象所管制起訖時間是否合宜？ 

５、 管制對象管制時間逾三年者或不及三年，其管制之理由是否合宜？ 

６、 受託從事國防事務涉及「國家機密」人員於契約簽訂時，有無於「保密義務條款」中，
明訂管制之規範？ 

７、 執行本案所肇生之申訴，陳情、及違規案件，經調查後，其處理、回覆或懲處是否合
宜？法令依據為何？ 

８、 現職人員專案申請之理由是否適切？有關提請當事人注意及遵守之保密安全規定為何？
  

(二) 書面資料審查要項如下： 

１、 管制對象之基本資料是否完整，有無缺漏情事？ 

２、 管制對象建議管制之起訖時間是否明確及合宜？ 

３、 管制對象業務職掌所述理由是否明確具體（確實涉及國家機密），有無易生爭議情事？
 

４、 有無其他足以變更管制對象管制事由、期限具體事證？ 

七、 作業要求： 

 (一)依本作業要點第四項召開「審查會」研議所屬管制案件之結論，應就處理、回覆或懲處
做成建議，提供主官裁決參考。 



 (二)內政部審查會邀集本部代表出席審查研討時，由國防部（人力司）協同情次室（保防安
全處）派員出席；惟視需要得協同相關人員與會。 

 (三)各級審查會出席人員之發言內容，均應做成完整紀錄，核定適切機密屬性、等級及保密
期限（或解密條件）；並於簽奉權責長官核定後，納入檔案管理，避免遺（散）失，俾
作為爾後陳情、申訴案件調查之參據。 

 (四)各級「審查會」納編之「委員」，除依規定職務編成外，可因應業務需要或實際狀況，
酌情增編必要員額。 

 (五)各單位應經常研討涉及「國家機密」審認標準，務使相關業管部門嫺熟審查流程及作業，
並兼顧案件審查時效，以減少爭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