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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家情報工作人員安全查核辦法(節錄) 

 第四條  

安全查核之對象如下（以下稱受查核人）： 

一、 情報機關所屬情報人員。 

二、 本法第三條第二項所稱視同情報機關，其主管有關國家情報事項範圍內

之人員。 

三、 情報人員任用考試榜示後錄取人員。 

四、 情報機關規劃任用之情報人員及情報協助人員；規劃任用之情報協助人

員於必要時，始進行安全查核。 

五、 派任、配屬或支援本機關，而有接觸本機關之國家機密、軍事機密或國

防秘密者。 

各情報機關得於必要時，查核前項受查核人之配偶、直系血親或同財共居之

人員等有關資訊。 

 第六條 

安全查核判斷基準項目如下： 

一、對國家忠誠度。 

二、受外國勢力影響。 

三、品德、懲戒、行政懲處及犯罪資訊。 

四、經濟狀況及財務資訊。 

五、身體狀況資訊。 

六、違反安全事件資訊。 

各情報機關得就前項所列項目，蒐集受查核人下列資訊： 

一、國籍、戶籍資訊。 

二、刑事案件資訊。 

三、行政懲戒或懲處資訊。 

四、品德素行及內部考核資訊。 

五、財稅、信用卡、銀行存款、債務及匯款紀錄等財務資訊。 

六、醫療紀錄資訊。 

七、心理測驗、科學儀器檢測資訊。 

八、其他為確保情報工作安全之資訊。 

 第七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對國家忠誠度事項之判斷基準如下： 

一、有安全上之顧慮，而應為不通過查核之情形： 

（一）涉及任何破壞、間諜、叛亂、恐怖主義、煽動等活動或其他以推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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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更改政體為目的之行動。 

（二） 與鼓吹以武力、暴力手段推翻政府之人士或組織交往或對其表示贊同。 

（三）擁有或現正申請外國國籍或永久居留權者。 

（四）曾擁有外國國籍或居留權，未能或不配合出示書面放棄紀錄。 

（五）持有或使用外國護照。 

（六）非因公務原因，在臺無戶籍資料。 

（七）在職期間非因公務，曾透過第三地進出大陸地區（含香港、澳門）， 

        而未據實填報。 

（八）擁有大陸當局發予之臺胞證，未主動填報。 

二、可能降低安全顧慮而得排除前款各目之情況如下： 

（一） 不知悉個人或組織之不法目的，並於明瞭該目的後即與之斷絕關係者。 

（二）涉及部分僅限於該等組織之合法或人道方面之行動。 

（三）涉及前述活動之時間短暫且係出於好奇心之驅使或學術上之興趣。 

（四）已放棄外國公民身分或居留權者。 

（五）第一款各目所列行為，受查核人已主動據實陳報且簽奉核准者。 

 第八條 

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受外國勢力影響事項之判斷基準如下： 

一、有安全上之顧慮，而應為不通過查核之情形：  

（一）一親等血親、配偶或同財共居之人，係外（籍）國人士或長期居住在 

        國外。 

（二） 一親等血親、配偶或同財共居之人為大陸人士或長期居住在大陸地區。 

（三）未依規定報告或未據實填報與外（籍）國人士或大陸人士往來之事實。 

（四）與外（籍）國人士或大陸人士有不明原因之金錢或利益往來。 

（五）與外國或大陸情報單位之人員或勾結者，有未經授權之往來或曾接受 

        就學、生活上資助。 

（六）涉嫌或已證實為外國或大陸情報單位運用者。 

二、可能降低安全顧慮而得排除前款各目之情況如下： 

（一）認定受查核人之一親等血親、配偶或同財共居之人員係外國或大陸公 

        民或長期居住在國外或大陸地區，惟不構成不可接受之安全風險者。 

（二）與外（籍）國人士或大陸人士之接觸，係因公務需要所致。 

（三）與外（籍）國人士或大陸人士之接觸，係非正式且不頻繁，且均據實 

        陳報。 

（四）往來之金錢利益極微，不足以影響人員安全風險者。 

（五）已依規定即時向有關單位報告一切來自外國或大陸人士或組織之接 

        觸、要求或脅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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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品德、懲戒、行政懲處及犯罪資訊事項之判斷基準如下： 

一、有安全上之顧慮，而應為不通過查核之情形：  

（一）觸犯一切非告訴乃論之罪，經法院判決有罪或施以保安處分確定。 

（二）有被宣告「累犯」之犯罪紀錄。 

（三）涉及內亂、外患、瀆職、偽造、煙毒、槍械、強制性交或違反國家機 

        密保護法等犯罪，經被判決確定。 

（四）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處以記過以上之懲戒處分確定。 

（五）因偷竊、貪瀆、誣控、匿名或冒名檢控、舞弊、性騷擾、脅迫等品德 

        問題，受記大過以上之處分。 

二、可能降低安全顧慮而得排除前款各目之情況如下： 

（一）犯罪行為係單一事件。 

（二）犯罪紀錄已逾五年。 

（三）懲戒或懲處紀錄已逾三年或係連帶處分者。 

（四）機關曾針對受查核人被懲戒、行政懲處及犯罪之行為，施以相當期間 

        之教育，認為已無再犯之虞。 

（五）違反保密或資訊安全等規定，係因訓練不當或不瞭解所致。 

 第十條 

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經濟狀況及財務資訊事項之判斷基準如下： 

一、有安全上之顧慮，而應為不通過查核之情形：  

（一）曾有無法償付金錢債務之前例。 

（二）無力或不願償還債務。 

（三）對薪資以外之金錢或財物來源無法解釋。 

（四）與賭博、濫用藥物、酒精中毒或其他有安全顧慮之問題有關之財務問 

        題。 

二、可能降低安全顧慮而得排除前款各目之情況如下： 

（一）無法償付金錢債務，係因家庭成員發生重大疾病、死亡及其他受查核 

        人所能控制之情況。 

（二）行為已超過二年。 

（三）薪資以外之金錢或財物來源，係屬正當。 

（四）已對債權人提出合理之償債計畫。 

 第十一條 

第六條第一項第五款身體狀況資訊事項之判斷基準如下： 

一、有安全上之顧慮，而應為不通過查核之情形：  

（一）經公立醫院專業心理醫師診斷後，認受查核人有異常狀況，可能造成 

        其心理、社交上及職業上之功能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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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公立醫院專業心理醫師診斷後，具有高風險、不負責任、具攻擊性、 

        反社會或情緒不穩之行為模式。 

（三）經所隸單位主管考核證實，受查核人目前之行為表現，其判斷力或可 

        靠度有安全上之顧慮。 

（四）經合格醫療專業人員診斷有酒精中毒問題，而無法戒斷者。 

（五）經合格醫療專業人員診斷有酒精濫用或酒精依賴之問題，已達到損害 

        個人判斷能力者。 

（六）工作或任務報到時，處於酒醉或衰弱狀態而使工作任務無法執行或成 

        效不彰者。 

（七）濫用管制藥品或施用毒品之情形。 

二、可能降低安全顧慮而得排除前款各目之情況如下： 

（一）經合格心理衛生專業人員診斷後，認受查核人先前之情緒、心理或人 

        格異常病症已治癒或減輕，且復發或加重之或然率極低。 

（二）過去之情緒異常僅係暫時狀況如因死亡、疾病或婚姻破裂所造成者， 

        狀況已經解決，且受查核人之情緒不再有不穩定之情況。 

（三）經診斷有酒精濫用或酒精依賴之問題後，已成功完成住院或門診復健 

        及事後護理之要求，戒酒至少已達 12 個月以上，且由合格醫療專業人 

        員診斷其癒後情形良好。 

（四）有事實足以證明，濫用管制藥品或施用毒品係單一事件，且經審酌一 

        切情狀，認有寬宥之必要。 

 第十二條 

第六條第一項第六款違反安全事件資訊事項之判斷基準如下： 

一、有安全上之顧慮，而應為不通過查核之情形：  

（一）未經核准洩漏公務機密資訊。 

（二）蓄意或多次過失而引起之違反保密安全事件。 

（三）非法或進入未經授權之任何資訊系統。 

（四）違反機關資訊保密安全規定，情節重大或造成嚴重損害者。 

（五）非法或更改、銷毀、利用或拒絕他人存取儲存於資訊技術系統之資訊。 

二、可能降低安全顧慮而得排除前款各目之情況如下： 

（一）過失且係單一事件。 

（二）因訓練不當或不瞭解所致。 

（三）犯後表現積極改進之態度，且經證實無再犯之虞者。 

（四）資訊媒體不當使用之情形，非故意或係無意，且係單一事件或情節輕 

        微者。 

（五）軟體程式之灌入或移除係經授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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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  

本辦法所稱定期查核，指受查核人於任用後，因其業務職掌範圍或執行專案

任務，有接觸國家機密、軍事機密或國防秘密事項者，依機密等級之區分，

而辦理之定期性安全查核。 

前項定期查核之種類及接密權限區分如下：  

一、甲種查核：得接觸國家機密、軍事機密或國防秘密屬「絕對機密」等級 

      資訊之權限。 

二、乙種查核：得接觸國家機密、軍事機密或國防秘密屬「極機密」等級資 

      訊之權限。 

三、丙種查核：得接觸國家機密、軍事機密或國防秘密屬「機密」等級資訊 

      之權限。 

第四條第一項所列之人員，其未任用或接觸前之安全查核，依丙種查核基準

辦理；任用或接觸後依其實際接觸國家機密、軍事機密或國防秘密程度，另

行辦理相對等級之查核。 

 第十四條 

各類查核之審查資料涵蓋期限如下： 

一、甲種查核：自送查之日起算前十年所有查核項目資訊。 

二、乙種查核：自送查之日起算前七年所有查核項目資訊。 

三、丙種查核：自送查之日起算前五年所有查核項目資訊。 

受查核人與大陸地區關係之相關資料，不受前項期限之限制。 

 第十五條 

查核機關得擇下列方式，獲取查核作業所需資料或驗證受查核所填報之資料： 

一、調取機關內部或受查核人原任職機關對受查核人既有之個人資料。 

二、向資料業管機關或法人團體函調相關資料。 

三、得通知受查核人或關係人，就查核內容陳述意見，並得要求其提示關係 

人、佐證人或提供必要之資訊或物品。 

四、對查核人施以科學儀器檢測或心理測驗。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情形，應以書面為之。但因安全查核之急迫性或為確

保情報工作人員之安全，得以化名、代號等方式行之。 

查核作業所獲取之資料，非經提供機關或法人團體書面同意，不得公開。 

第一項第四款所訂之科學儀器檢測、心理測驗之結論無法評估時，應重行或

送請其他專業機關檢測，但同一次查核作業中，重行或送請其他專業機關檢

測，以二次為限。 

 第十九條 

依第十三條所辦理之查核，其結果及效力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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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有第七條至第十二條所列之安全顧慮者，應判定該次查核不通過，受 

      查核人為本機關人員者，自接獲通知之日起不得接觸國家機密、軍事機     

      密及國防秘密；非本機關人員者，不予分配訓練、任用或使其接觸國家 

      機密、軍事機密及國防秘密，已在訓練中者，不予及格。 

二、無第七條至第十二條所列之安全顧慮者，應判定該次查核通過，受查核 

      人為本機關人員者，自核定之日 起，得接觸國家機密、軍事機密及國防 

      秘密，效期依甲、乙、丙三種查核，各為一年、三年、五年。 

依第十六條所辦理之查核，其結果及效力如下： 

一、認有第七條至第十二條所列之安全顧慮者，應判定該次查核不通過，前 

所通過之查核結果予以註銷，受查核人自核定通知之日起，不得接觸國

家機密、軍事機密及國防秘密。 

二、無第七條至第十二條所列之安全顧慮者，應判定該次查核通過，前所通

過之查核結果及所生之接觸國家機密、軍事機密及國防秘密權限及效

期，均予維持。 

拒絕配合填具查核作業所需之申請表格，且經約訪無法提出拒絕填表之

正當理由或拒絕約訪，該次查核得逕判予不通過。 

依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之科學儀器檢測或心理測驗施測結果，認受查

核人有判斷基準所列之安全顧慮或施測結果無法判定時，得由機關首長

佐以受查核人其他查核資料，判定是否通過查核。 

受查核人拒絕查核機關依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而施作之科學儀器檢測

或心理測驗者，得逕判該次查核不通過。 

受查核人涉有施用毒品、濫用管制藥品或酒精等嫌疑者，查核機關得要

求受查核人開具同意書，配合提出公立醫院體檢報告，受查核人不願意

配合者，得逕判該次查核不通過。 

 第十九條之一 

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五款所列人員，其安全查核判斷基準除適用

第七條至第十二條外，若有下列情事者，應為不通過查核之判定： 

一、有本辦法第七條至第十二條所列兩種以上之安全顧慮。 

二、有涉及國家安全或重大利益公務人員特殊查核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 

      至第八款所列情事者。 

三、對本人、配偶或一親等血親在大陸地區之所得來源交代不清或隱瞞者。 

四、對於在大陸地區期間之交友、求學、就業、財務或居住等歷程之交代不 

      清或隱瞞者。 

五、本人擁有、曾經擁有或現正申請大陸地區戶籍、護照或等同護照之其他 

      證件者。 

前項所列受查核人員曾赴大陸或港、澳地區停留長達三個月以上者，查核機



 7 

關應要求受查核人就停留目的、活動範圍及接觸人員等事項，以書面詳實報

告，並得要求受查核人提出相關佐證文書或查證路線，受查核人無正當理由

而拒絕者，得逕判該次查核不通過。 

 第二十條 

受查核人於安全查核程序中所提供之資訊，經發覺重大事項有隱匿事實或為

不實之陳述時，查核機關得以告知要項而不告知內容方式，給予一次重新陳

述機會，受查核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再有隱匿事實或為不實之陳述時，無

論有否安全顧慮，該次查核應判予不通過。 

第二十條之一 

安全查核被判定不通過者，自通知之日起一年內不得再申請辦理，但不通過

之原因已消滅者，得檢具事證，不受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