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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涉密密人人員員可可以以出出國國嗎嗎？？  

◎國家文官學院政風室主任、國立空中大學兼任副教授 李志強 

(本文轉載自法務部清流雙月刊 107 年 5 月號) 

  據報載，有卸任政務人員疑未經報准至中國大陸之大學兼課，

涉嫌違反《國家機密保護法》而遭到檢方調查，致引發社會各界議

論。此不禁令人好奇，政務人員與國家機密有何關聯？為何要管制

出境？為釐清相關疑慮，本文將先解析《國家機密保護法》之重要

概念，並說明修法動態，最後提出淺見。 

 

重要概念 

  有關國家機密之保護，我國乃採取制定專法之方式，如民國（下

略）92 年 10 月 1 日施行之《國家機密保護法》，即是直接以國家機

密為規範標的之專屬法律，旨在統一規範國家機密保護制度。本法雖

未揭櫫其在整體國家機密法規體系中之定位，僅於第 1 條規定：「為

建立國家機密保護制度，確保國家安全及利益，特制定本法。」然基

於立法例性質，有關國家機密保護相關事件，除非法律另有明文，否

則均應優先適用本法規定。 

  現行《國家機密保護法》共分成 6 章，計 41 條，主要規範內容

為國家機密之定義、等級、核定、變更、維護、解除以及違反國家機

密保護之相關罰則等，乃兼具行政法與刑事法之雙重性質。 

  根據《國家機密保護法》第 2 條明定：「本法所稱國家機密，指

為確保國家安全或利益而有保密之必要，對政府機關持有或保管之資

訊，經依本法核定機密等級者。」準此，欲該當《國家機密保護法》

所定之「國家機密」，應同時具有形式及實質認定始足構成。 

  所謂形式認定是指政府資訊若欲成為國家機密者，其必須經由本

法第 7 條所規定之各該核定權責機關，依循法定之核定程序，將其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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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為第 4 條所規定之「絕對機密」、「極機密」或「機密」之機密等級

者；所稱實質認定則是被列為國家機密之政府資訊，必須是為確保國

家安全或利益而有保密之必要者，即實質內容上必須具備值得保密之

必要性。另依《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 條，國家機密包括軍

事計畫、武器系統或軍事行動；外國政府之國防、政治或經濟資訊；

情報組織及其活動；政府通信、資訊之保密技術、設備或設施；外交

或大陸事務；科技或經濟事務，可見其範圍相當廣泛。 

  為避免國家機密遭人刺探或洩漏，本法於第三章國家機密之維護

可分成檔案管理及人員管制兩部分。在檔案管理部分，重點如國家機

密經核定後，應即明確標示其等級及保密期限或解除機密之條件（第

13 條）；國家機密之收發、傳遞、使用、持有、保管、複製及移交，

應依其等級分別管制；遇有緊急情形或洩密時，應即報告機關長官，

妥適處理並採取必要之保護措施（第 15 條）；國家機密之資料及檔

案，其存置場所或區域，得禁止或限制人員或物品進出，並為其他必

要之管制措施（第 19 條）；各機關對國家機密之維護應隨時或定期查

核，並應指派專責人員辦理國家機密之維謢事項（第 20 條）。此外，

有關國家機密之收發、會辦、傳遞、封發、複製及保管等方式於《國

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均有詳盡之規範。 

  在人員管制部分，係對於核定、辦理國家機密人員及退、離職或

移交國家機密未滿 3 年之人員（以下簡稱涉密人員）設有出境管制措

施（第 26 條），由於此部分在實務上產生若干疑義，以下擇要說明法

務部及相關主管機關之見解： 

一、 有關涉密人員之範圍 

  涉密人員係因接觸知悉國家機密實質內容者為限，因此對該等人

員予以出境管制，自屬必要，但如將管制範圍擴大為形式上之持有或

保管人員，對於退、離職或移交國家機密等已無持有或保管事實之人

員，仍予限期出境管制，將缺乏正當性。例如國家機密檔案管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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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辦理國家機密相關業務，惟機密文書依規定須由承辦人員密封後歸

檔，檔管人員並無權拆封，且完全無法接觸知悉國家機密內容，則非

本法第 26 條規定應經核准始得出境人員。 

二、 有關涉密人員出境管制期限 

  首先，《國家機密保護法》第 26 條第 2 項規定，國家機密核定機

關對於退、離職或移交國家機密未滿 3 年之人員，得視情形縮短或延

長其管制期間，至於辦理縮短或延長之作業次數並無限制，權責機關

可依事實需要斟酌處理；惟欲延長或縮短其出境管制期間，需符合比

例原則。 

  再者，前述出境管制期間既屬國家機密核定機關之裁量權限，該

機關若依地域特性之考量，對於不同出境地區縮短或延長出境管制期

間，與《國家機密保護法》規定尚無不合。 

三、 有關核准涉密人員出境之期間 

  涉密人員申請出國，係由其所屬服務機關將核准出境之期間通知

內政部移民署於電腦系統建檔，如涉密人員於非核准期間，欲以人工

查驗或自動通關方式自機場（港口）出境，電腦系統將不允許當事人

出境。 

  近年來曾發生涉密人員欲搭乘核准出境前 1 日晚上之航班或臨

時因故更改航班，因通關日期與核准出境日期不符，致無法查驗出境

之案例。對此，內政部移民署於 106 年間曾函知各政府（下同）機關，

為使涉密人員可順利查驗出境，建議各機關在當事人既有之請假期間

內，考量其是否有搭乘接近跨日之夜間航班提前起飛，或臨時因故變

更航班之情形，核予適當之許可範圍，亦即彈性放寬核准出境之期間。 

修法動態 

  《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迄今已逾 14 年，雖定有涉密人員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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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條款，卻屢次發生即將卸任的涉密官員，在卸任前自行核准縮短

管制年限事件，引發國安疑慮。申言之，本法第 26 條之立法原意，

係考量國家機密攸關國家安全或利益，故訂定出境管制規定，惟實際

運作上各機關卻以縮短出境管制期間為常態，且多數未能徵詢國家機

密核定機關意見，以致不符立法意旨。 

  為強化涉密人員之出境管理機制，且為因應現時外國、大陸地

區、香港、澳門之威脅，以有效確保國家安全及利益，法務部研訂《國

家機密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案，由於尚未經立法院三讀通過，故本

文就行政院決議通過並函請立法院審議之版本說明之： 

一、退離職或移交國家機密未滿 3 年之涉密人員，其出境管制期間僅

得延長不得縮短。（修正條文第 26 條） 

二、為因應現時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澳門之威脅，參酌《中華民

國刑法》第 109 條第 2 項規定，增訂國家機密洩漏或交付對象為外

國、大陸地區、香港、澳門或其派遣之人者，不論其犯罪類型或管道，

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將預備犯及陰謀犯納入處罰範圍。

此外，考量洩漏或交付絕對機密者，足以使國家安全或利益遭受非常

重大之損害，故增訂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修正條文第 32 條） 

結語 

  就常理而言，避免涉密人員在退離職前自行核准縮短管制年限，

應有助於國家機密之保護；另增訂洩漏或交付（或為其刺探或收集）

國家機密予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澳門之行為之刑責條款，將刑責

最重由現行 7 年提高為 10 年徒刑，並增列預備犯及陰謀犯，應可更

加發揮嚴懲及嚇阻效果。然法律只是最後一道防線，洩密事件若到司

法審判階段時，恐早已發生危害國家安全或利益之結果。 

  據媒體報導，在臺灣的間諜何止五千人？另外，赴境外從事學術

交流學者、掌握國家重點科技的專家們或各行各業的菁英分子，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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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沒有認同，或不知悉機密遭洩漏時所可能造成之重大危害時，我

國家安全將岌岌可危。是以，加強全民機密維護宣導及讓每位涉密人

員知悉自己的價值及確實恪遵保密義務，或許才更是保護國家機密最

根本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