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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館新聞稿 

國史館兩蔣檔案開放皆依法辦理，並無違法情事 

105年 12月 7日 

有關 105年 12月 5日聯合報刊載汪浩先生及黃克武理事長聯名致吳密

察館長的公開信，相關法規引用及解釋實屬誤解，本館澄明如下： 

一、 兩蔣檔案未曾關閉，一直提供各界應用 

本館典藏兩蔣檔案，自始即未曾關閉，汪文標題指稱不開放檔案，

實為誤導視聽。本館館藏之檔案史料，包括兩蔣檔案，皆採取線上閱

覽檔案、到館閱覽檔案及申請應用檔案 3 種方式提供應用，並無不開

放之情形。3 種應用檔案之方式係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2 章主動公

開，及檔案法第 3章應用、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3章申請提供規定辦理。 

二、 檔案並非屆滿 30年即一律自動解除機密 

依據國家機密保護法第 12條，涉及國家安全情報來源或管道之國

家機密，應永久保密，不適用同法第 11 條機密最長年限 30 年，以及

檔案法第 22條至遲 30年開放應用之規定。 

因此，不論檔案作成時間多久，也不論是否為檔案，只要是中華

民國政府所作成的機密公文書，就無法一概自動解密，必須一一檢視，

確定並無國家機密保護法第 12條永久保密情況後，才可能適用同法第

11條機密最長年限 30年的規定。 

三、 檔案解密應由原核定機關為之 

本館並無檔案解密權限。依據國家機密保護法第 28條及文書處理

手冊第 72點規定，機密之解除應由原核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有核定權

責人員核定，原核定機關因組織裁併或職掌調整，由承受業務之機關

辦理，無承受業務機關者，由原核定機關之上級機關或主管機關為之。 

行政院 95年並明確函釋，本館係檔案存放而非承受業務之機關，

因此無機密等級註銷之權。 

四、 檔案清查並非遙遙無期，兩蔣檔案正分批開放無國界上網閱覽 

本館 8月起啟動清查上網作業，清查期間非密件仍提供申請閱覽。

首先清查之國民政府檔案全宗，已於 8 月 24 日完成開放線上閱覽作

業。蔣中正總統檔案也已有部分完成開放線上閱覽。 

8月底開始進行蔣中正總統檔案清查，所清理出之大量機密件，刻

正送請各機關辦理解密。雖然待清查檔案數量多達 26萬件，但本館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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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人力積極辦理，預計 105年 12月底完成清查作業。 

本館自 11月起分批發函請機密核定機關辦理解密事宜，俟各機關

解密程序及本館處理圖檔等作業完成後，內容無涉個人隱私或著作權

等情形之檔案，將分批上網提供各界使用；涉著作權或授權約定部分，

則開放到館閱覽圖檔，有限制應用情形者方採申請應用方式提供。 

蔣中正總統檔案，預計 105年 12月底前上網 50,000件，約佔 1/5，

106年 4月前完成開放線上閱覽作業。自 106年起，本館將持續辦理蔣

經國總統、嚴家淦總統、陳誠副總統等已數位化檔案全宗之清查，並

仍依前述原則分批辦理上網作業。可見的未來，本館數位上網的檔案

數量，將大幅增加。 

五、 陸港澳學者之申請資格，無法適用檔案法優先原則 

檔案法是政府資訊公開法的特別法，因此優先適用檔案法，且檔

案法第 1條第 2項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因檔案

法並未規定申請資格，所以必須適用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9 條規定，此

點法務部及檔案管理局相關函釋皆有說明，明確指出陸港澳學者未具

申請權。 

惟屬主動公開之政府資訊，無須申請准駁程序，自無資格之限制。

因此本館也努力積極地將已數位化之檔案，清查後上網主動公開，提

供無國界服務，以符開放政府政策，及促進學術研究之精神。 

至於 12月 2日公聽會，法務部代表所稱對未具申請權之陸港澳人

士，可以經由「請求」方式，本館得比照平等互惠之精神及政府資訊

公開法關於資訊公開限制等規定個案審酌。經會後再次詢問該部，係

指如雙方機構訂有學術交流計畫等特殊情形，得以個案審酌，非指通

案性提供。 

六、 檔案開放須兼顧個人隱私保護 

本館提供檔案應用，係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兼顧資訊公

開與隱私保護，取得公私益之平衡。為利研究需要，本館在法律允許

的範圍內採取限縮解釋，最少遮掩的方向。檢視個資的標準亦已於官

網揭示。 

對於檔案涉及人名部分多不作遮蔽，而以去識別化方式處理，例

如提供姓名，遮掩身分證字號、出生月日等資訊。雖個人資料保護法

對於已逝之個人資料不保護，但除名人較易確認外，如需一一查證，

必曠日廢時，大幅延遲提供速度。為快速提供讀者，只能採取無法確

認者皆遮掩身分證字號等資訊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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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是中立的檔案機關，依法妥適管理維護檔案，廣泛提供各界使用，

是本館不變的努力方向。感謝各界人士關心檔案應用議題，本館將持續精

進以提供更好的服務。 

新聞聯絡人：林專員 02-2316-10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