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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認為是未來世界新石油的「資料」，在面對數位轉型浪潮與全球COVID-19疫情影響下，不論是貫穿資料經濟生態系，甚至是目前防疫科技
應用，其於產業與社會發展上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然而，科技於發展或應用過程中常需要處理大量資料，但是個資外洩風險將降低資料共享

意願，並減損民眾信賴。因此，惟有落實個資保護，方可提升資料當事人對於科技的信任。

　　為了因應科技與各類場景應用，創造資料價值極大化，實務上會對所保有個資進行去識別處理，以利後續共享再利用。如何妥善進行資料去識

別化？對此，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資策會科法所）專案經理孫鈺婷曾於2019年6月「我國去識別化實務發展－『個人資料去
識別化過程驗證要求及控制措施』」一文中，綜合整理我國政府為因應大數據發展所提出之相關政策措施。

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於2020年7月輔導國網中心通過去識別化追查驗證

　　孫鈺婷指出，2015年我國政府為推動開放資料，由經濟部標檢局研擬，參照我國與國際標準(ISO)調和成國家標準CNS 29100及CNS 29191，
作為最初個資去識別化驗證標準相關規範，由台灣電子檢驗中心擔任驗證單位，並以其所擬定之「個人資料去識別化過程驗證要求及控制措施」作

為驗證依據。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於2015年通過去識別化驗證，成為第一家示範案例；而後，衛生福利部、財團法人國家高速網路中心則分別於
2016年及2018年通過驗證。

　　資策會科法所團隊長期研析資料共享再利用相關法

制議題，並實際投入去識別化驗證輔導，亦與個資保護

與資安專家、同時也是標準修訂核心人物的文化大學資

工系蔡敦仁教授，保持良好的互動交流，掌握目前去識

別化最新標準驗證與技術趨勢。透過輔導以上機關組織

通過驗證，建構符合CNS 29100、CNS 29191標準之個
資去識別化管理制度。其中，國家高速網路中心更是由

資策會科法所從2018年至2020年為期兩年間，完整輔導
通過驗證與2次追查。輔導過程中曾歷經2019年1月資通
安全管理法施行，由於國網中心涉及關鍵基礎設施，資

策會科法所也協助其配合資安通報及應變機制規定，透

過相關程序文件調整，整合通報流程與應變處理，並於

2020年7月輔導國網中心順利通過最後一次追查。



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協助國網中心落實個資去識別化工作，成為非政府部門通過驗證的單位

　　我國目前個人資料去識別化規範現況，於標檢局擬定去識別化驗證相關規範後，致力於將規範調整為國家標準，並於2019年9月24日正式公告
為「CNS 29100-2:2019資訊技術－安全技術－個人資訊去識別化過程管理系統－要求事項」。CNS 29100-2遵循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施行細
則，並參酌CNS 29100與CNS 29191 標準，及各先進國家指引與實務作法完成，使組織能建立個人資訊去識別化過程管理系統(PIDIPMS)，作為
維護並改善個資去識別化過程，及良好實務作法之參考框架。在此框架下，係以個資生命週期作為保護基礎，評估各階段可能產生之風險，並提供

附錄表格作為組織自我評估參考，將驗證要求及控制措施更加具體化地呈現，協助產業有效落實去識別化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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