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於2022年3月，調查局為偵辦陸資企業涉嫌

違法在臺挖角高科技人才、竊取營業秘密案

件，進行大規模的偵辦行動，引起社會高度

的矚目。依據當時媒體的報導，該次同步行

動總共出動臺北、士林、桃園、新竹及臺中

等5個地檢署指揮，動員百餘人次、兵分14

路，共針對8家具有陸資背景的公司或研發中

心，約談相關負責人等近60人次，分別以違

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兩

岸人民關係條例」）移送法辦。

上述事件並非單一事件。據2021年8月報

載，中國北京比特大陸科技有限公司及北京

晶視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臺私設研發、業務

中心，開出原年薪兩倍以上等條件，在臺挖

角高科技人才逾百人，進行技術研發、銷售

業務。相關主管亦經新北地檢署以違反兩岸

人民關係條例等理由予以緩起訴，並應各支

付30萬元處分金。

事實上，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規定，大陸

地區之營利事業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營利

事業，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並在臺灣地區設立

分公司或辦事處，不得在臺從事業務活動。然

而，陸資企業違反規定而透過臺灣當地企業

協助或以第三地區公司之名義掩飾身分或資

金來源，在臺灣從事業務，或刻意挖角以竊取

營業秘密，此類案件近年層出不窮。據調查局

估計，單僅2021年查獲26案所涉之營業秘密

市值可能就超過新臺幣2118億元。

此等現象在在顯現出，現今經濟環境變化

使得資金、營業秘密及高科技人才流動雖屬

常態，然而其中的風險甚至違法情事已嚴重

衝擊本地產業的競爭力與國家經濟發展。既

有的法律規範已不足以因應當前複雜的經濟

局勢與新近犯罪潮流，也因此引起產業界對

於改善合法競爭環境、維護國家安全及利益

的呼籲。

為避免國家關鍵技術不當外流、衝擊國內

經濟發展、產業競爭力及國家安全，加強法

律面的規範與執行變得刻不容緩。國家安全

法於民國76年制定迄今，曾歷經5次修正、本

次國家安全法甫於2022年6月修正公布，修正

重點包括對於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保護。其

中，國家核心關鍵技術應經行政院公告生

效、送立法院備查，並定期檢討。針對侵害

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行為，明定刑

事處罰，最高可處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之罰金（如犯罪行為人

所得之利益超過罰金最高額，得於所得利益

之2倍至10倍範圍內酌量加重），且未遂犯亦

罰；除處罰行為人外，對法人、非法人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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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自然人亦可科予罰金。

國家安全法建構「國家核心關鍵技術」的

層級化保護體系，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9條及

第91條也同時配合修正，明定受政府機關(構)

委託、補助或出資達一定基準，從事涉及國

家核心關鍵技術業務之個人或法人、團體、

其他機構成員，及受委託、補助、出資終止

或離職未滿3年者，赴陸應經審查會審查許

可，違者處新台幣2萬以上10萬以下罰鍰。至

於常有大陸營利事業假借他人名義來臺投

資，規避我國法律規範，則是透過修正兩岸

人民關係條例第93條之2，明定將其名義提供

或容許他人使用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

國家安全法雖已正式修正公布，然施行細

則、施行日期尚待行政院定之。此外，國科

會日前訂定「國家核心關鍵技術認定辦

法」、「政府機關（構）委託補助出資國家

核心關鍵技術計畫認定辦法」草案條文，該

等規定對於國家安全法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能否順利落實與實施具有關鍵的角色。其

中，「國家核心關鍵技術審議會」委員的產

業代表性是否足夠、是否有能力核定國家核

心關鍵技術、核定的作業流程是否妥適、審

議的過程會否造成產業營業秘密洩漏的風

險、產業的機密資訊一旦被核定為國家核心

關鍵技術後會否妨礙境外事業活動的便利性

等，目前仍引起業界極大的關注，主管機關

也正廣納意見以期提出更完善的草案。

本期律師雜誌規劃國家安全法修正專題，

邀請檢方、調查局及專家學者進行探討與分

享，期望透過法界先進從不同的立場分享多

元觀點，包括提出外國立法觀察與比較，使

各界對於保護國家核心關鍵技術及維護國家

經濟競爭優勢與安全之議題更為重視，也對

於新法制的規範與適用更為熟悉。尤其希望

日後在國家安全法修正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配套實施下，能有效遏止近年因人才流動或

遭刻意挖角導致我國產業重要機密資訊頻頻

遭不法外洩之窘境，使臺灣產業能繼續厚積

研發能量，為長期的經濟發展建立更穩固、

永續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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