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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大數據時ф來臨，個人資料被視為新黑金，掌握與運用個人資料成

為新興無煙囪工業，透過大量資料之匯聚ȃϷ析ȃ應用，有效提升競爭力ȃ

強化效能，甚至有助預測ȃ描述行為，或作為決策之參考與依憑Ȅ學術領域

亦嘗試透過以健康資料Ȟ庫ȟ為基礎之研究，提升醫藥及公共衛生品質，或

預防疾病ี生，而伴隨著此一ี展趨勢，國家恐怕無法迴避人民於學術研究

過程中運用個人資料Ȟ庫ȟ之積極需求Ȅ然而，我國現行法制是否得涵蓋多

樣的個人資料運用型態，兼顧ȶ個人資料合理ց用ȷ與ȶ維護當事人權ցȷ

之目的？本文以健康資料於學術研究之運用為例，首先，聚焦於個人資料自

主控制權與研究自由間之折衝；進而，探究我國現行基於學術研究目的運用

健 康 資 料 之 規 範 框 架 ， 並 以 歐 盟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基 本 規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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ȞDatenschutz-Grundverordnungȟ為借鏡；最後，對於健康資料之合理ց用

模式，提出觀察與建議，包括：應以專法確立合法運用之法制基礎；再斟酌

合理ց用個人資料要件，如：給予基於學術研究目的之運用較大彈性，以及

當事人同意要件之調整與配套；以及建立組織與程序機制，如：納入事前之

風險結果評估機制ȃ去識別化技術ȃ相應自律與他律監督，期待透過建立適

當之法制規範與監管架構，力求締造雙贏之可能！ 

關鍵詞：健康資料、個人資料自主權、學術研究、歐盟個人資料保護基本規

則、個人資料保護法、人體研究法、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衛

生福利部衛生福利資料應用管理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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