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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一、 會議目的 

藉由參與 APEC 會議了解各會員經濟體在電子商務隱私及標章制度發展，並

於會議中分享我國在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及實務經驗之相關議題，並蒐集電子商務

之國際商情，以利推動國內電子商務產業發展；並以中華臺北名義向 APEC 提

案，邀約 APEC 會員參與 IDEAS Show 發表活動，擴大推行亞太地區社群商務之

合作，以利國內創新服務團隊與國際交流，活化 APEC 區域經濟之創新商務應用。 

二、 我方參與及會議重要結論 

(一) 資料隱私小組(Data Privacy Subgroup, DPS)及無紙化貿易小組(Paperless 

Trade Subgroup, PTS)重要結論 

針對 APEC 隱私保護綱領（APEC Privacy Framework）第四章「國內執行要

求」內容，DPS 小組已完成修正，並將提報 CTI 會議決議。而跨境隱私保護規則

政策、規定與指引(CBPR Policies, Rules and Guidelines)，包括隱私違反公告、隱

私保護管理策略及技術方法及可比較性之隱私評估指標等主題，小組已進行初步

細部討論。另各會員針對跨境資料隱私於新領域應用進行討論，如大數據、重大

災害緊急救助、資料的可攜帶性、資料公開(Open data)等；PTS 小組正式通過我

方「IDEAS Show@APEC Social E-Commerce」提案以及俄羅斯提案「APEC 

E-Platform for Procurement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我方發言表示俄方提案與

我方推動政策方向相符，將支持提案。 

(二) 我方於資料隱私小組(DPS)報告國內資料隱私最新進度 

我方於 DPS 會議中，報告我國資料隱私最新進度，包括「個資法」去年 12

月完成修法的內容、目前政府針對電商業者執行行政檢查及相關協助業者個資保

護輔導措施，以及我國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TPIPAS)、標章制度(Data Privacy 

Mark, dp. mark.）的推廣進度。 

(三) 跨境資料隱私於新領域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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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創新論壇（LSIF）提案「醫學研究之大數據利用」概念文件。此提

案已於 LSIF 通過且獲得中華台北、澳洲及加拿大支持，該論壇盼透過與 ECSG

之合作未來醫學研究資料能符合隱私保護原則。 

電信暨資訊工作小組（TEL）提案探討數位接取及電子商務貿易障礙並更新

APEC 數位繁榮檢查清單；資訊政策領導中心（Centre for Information Policy 

Leadership, CIPL）及資訊問責基金會（Information Accountability Foundation, IAF）

針對大數據對於隱私權及資料保護之影響並提出因應對策，美方代表於大會倡議

成立大數據創意工作小組(Big Data Innovation Working Group)，我方於會場表示

支持美方提案，希望進一步暸解工作小組運作細節，並表達此提案將有利推動亞

太地區電子商務成長。  

(四) 相關活動預告 

APEC 電子商務工商聯盟(ECBA)報告最新進展，並預告今年 6 月至 7 月將於

中國大陸舉辦第 6 屆 ECBA 會議；祕魯報告「E-Commerce for Inclusion and 

Competitiveness」研討會執行進度，此活動將於今年 8 月 SOM 3 會議期間舉行。 

俄羅斯及 APEC 電子商務工商聯盟(ECBA)皆向 ECSG 無紙化貿易小組進行

提案1，俄方及 ECBA 皆主動詢問我方是否擔任其提案之共同協辦人。未來將針

對兩方的計畫內容進行研議。 

美方代表於 ECSG 大會倡議成立大數據創意工作小組(Big Data Innovation 

Working Group)，我方於會場表示支持美方提案，希望進一步暸解運作細節，將

研議加入工作小組。 

未來我方將研議「Mobile e-Commerce @APEC」在 ECSG 無紙化貿易小組進

行倡議，目標於今年 8 月 SOM 3 期間提案。為我方於 APEC ECSG 的第 2 案。 

三、 重要成果 

                                                
1 俄羅斯的提案為「APEC E-Platform for Procurement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EPPIA)」；APEC
電子商務工商聯盟(ECBA)的提案為「Cross-border eTrade Best Practice to Enhance Trade Facilitation 
for S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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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首次向無紙化貿易小組提案「IDEAS Show @ APEC Social 

e-Commerce」，現場獲得六個經濟體共同支持，包括：菲律賓、秘魯、俄羅斯、

越南、美國及陸方，並於 ECSG 大會通過。後續我方將邀請 APEC 會員經濟體之

社群商務創新服務團隊，針對亞太社群商務相關議題進行研討，並與國內相關產

業經濟之專家學者及新創團隊，進行論壇交流及辦理網路競賽活動(Demo Day)。

希望藉由上述活動歸納出社群商務應用科技之現況、瓶頸及未來可能之發展方

向，促使各會員經濟體推行 APEC 社群商務之合作，促進區域型社群商務市場的

發展。活動預計於 2016 年 7 月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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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經過 

一、 資料隱私小組(DPS)討論重點 

(一) 隱私違反公告(Data Breach Notification) 

加拿大分享「個人資料保護及電子文件行動方案」（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nd Electronic Documents Act, PIPEDA）的執行現況及近期修正內容。

其方案內容旨在規定企業在收集、使用及公開個人資料的準則；並於 2015 年 6

月已針對部分規定進行修正，其中包括隱私「違反公告」內容，有 a. 定義傷害

風險、b. 企業回報給遭資料外洩之個人及 c. 通報主管機關及第三方機構、d. 違

反公告紀錄之保存等內容。 

「隱私架構之間的互通性」旨在確保各國隱私保護規範可執行於跨境環境。

如受到個資外洩的海外消費者，國內企業依規定進行違反隱私公布的同時，亦可

使國外消費者瞭解其資料亦受到傷害；紐西蘭以亞太隱私機構論壇(Asia Pacific 

Privacy Authorities Forum, APPA)的隱私違反公告內容為例進行分享。  

美國的全球隱私法制執行網絡組織(Global Privacy Enforcement Network, 

GPEN)分享其跨國調查平台，會員隱私主管機關代表可於其平台分享國內違反隱

私企業之調查內容，主要目標希望各國進行資訊分享及相互通報隱私違反之企

業。 

美國企業代表 Merck＆Co., Inc. (默克藥廠)表示，面對隱私違反的情況，企

業除了公告之外，也應重視如何「回覆」消費者，並強調「隱私違反公告」的目

的應是告知消費者網路隱私漏洞之處。 

(二) 跨境隱私保護規則政策、規定與指引(CBPR Policies, Rules and Guidelines)之

修正倡議與討論 

現任 JOP 小組2主席、美國商務部代表 Ted Dean 說明自跨境隱私保護規則體

系(CBPRs)正式運作以降，參與該體系之經濟體及利害關係人已陸續就跨境隱私

                                                
2為運作跨境隱私保護規則體系，APEC DPS 小組成立「聯合監督工作小組」 (Joint Oversight Panel, 
JOP)，由 JOP 小組負責審查經濟體所提出的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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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規則體系之適用提出各項問題，JOP 小組爰就相關問題及對應規範應否適度

調整進行討論。 

JOP 小組整理臚列了 19 項討論議題，內容涵括：a. 經濟體參與程序問題；

b. 問責機構(Accountability Agents, AA)3 參與程序問題；c. 企業參與程序問題；

以及 d. CBPR 網站問題等四個面向。 

針對經濟體及利害關係人提出之相關問題，討論可概分為三種處理方式： 

1. 由 JOP 小組直接釋疑 

在未牴觸規範或無涉於規範應否調整時，JOP 小組將就相關問題直接說明。

諸如經濟體可否承認其他經濟體中的 AA，JOP 小組即表示現行跨境隱私保

護規則政策、規定與指引第 31 款已有相關規定，故承認其他經濟體的 AA

原即為可能。另如 AA 針對 CBPR 所提供的驗證，可否附加其他服務項目，

JOP 小組亦認為 AA 所提供的包裹(packaging)驗證服務，尚無牴觸 CBPR 利

益之虞，對此一問題亦持肯定態度。 

2. 評估修正相關規範 

JOP 小組所收到的問題中，部分問題並無法由現有規定加以處理，諸如 AA

資格暫停、AA 的驗證計畫應否公開等，另亦有經濟體建議修正現有規定內

容，紐西蘭代表提出可將 APEC 對於 AA 的認可資格，由目前的 1 年適度延

長。針對相關實質問題，JOP 小組已具體研礙各該對應規範，包括跨境隱私

保護規則政策、規定與指引及 AA 認可規定在內的修正草案。  

3. 暫不作任何處理 

另有部分議題，諸如由 APCE 維運的各該網站中有關 CBPR 的監理文件，

應否替代為 CBPR 網站的連結，JOP 小組認為此一議題尚有日後進一步討論

之必要，故暫不作任何處理。 

(三) CBPR 對外溝通宣傳-加入 CBPR 的優勢 

                                                
3 例如紛爭處理機構或標章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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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S (Information Integrity Solutions Pty Ltd) 於會中報告「 Preliminary 

Assessment: Potential Benefits for APEC Economics and Businesses Joining the 

CBPR System」，分享 APEC 經濟體及企業加入 CBPR 規則之優勢。首先指出現

階段各經濟體在 CBPR 推動上面臨的情形，包括民眾對於 CBPR 的認知度及了解

程度過低，而經濟體中相關文件的整備度亦有欠完整；此外，多數企業對於個資

保護並未進行隱私分析，亦未就個資的取得等相關事宜，與消費者進行妥適商

議，無形中存在諸多未知風險。 

IIS 分別就政府機關、企業及政策監管者等三個面向，說明加入 CBPR 之效

益：A. 政府機關的部分，加入 CBPR 可增加經濟成長政策發展，國際合作、增

加政府資料處理外包之信任程度，有助於政府採購安全性；B. 企業的部分，適

當企業內部資料保護、吸引外部資金挹注、提供單一國際標準指標、增加企業流

程效率及彈性、增加消費者信心及忠誠度、良好公關效果；C. 政策監管部分，

CBPR 可發揮 AA 監管的功能、可改善策略性資源分配，而非只是處理第一線爭

端的解決。 

最後各會員體建議可利用行銷手法，對外溝通內容加入 CBPR 之益處及重要

性，讓消費者瞭解其重要性，可減少其個資隱私傷害風險。 

(四) 隱私保護管理策略及技術方法(Privacy Management Programmes and 

Technical Measures to Protect Privacy) 

香港個人資料隱私公署分享「隱私管理系統」 (Privacy Management 

Programme, PMP)，包括指導架構、隱私管理項目及其評分標準等內容，目的為

確保香港企業的個人資料得到高度的保護。有關香港 PMP 應用於公部門的先導

諮詢規劃尚需一年建立完成。 

加拿大分享「個人資料保護及電子文件行動方案」（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nd Electronic Documents Act, PIPEDA）的執行現況及近期修正內容。

其方案內容旨在規定企業在收集、使用及公開個人資料的準則；並於 2015 年 6

月已針對部分規定進行修正，其中包括隱私「違反公告」內容，有 a. 定義傷害

風險、b. 企業回報給遭資料外洩之個人及 c. 通報主管機關及第三方機構、d. 違

反公告紀錄之保存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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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瑞爾森大學隱私及大數據學院執行長分享「Privacy by Design」，包

括「Privacy by Design」7 項基礎理論，應用於 9 項應用領域，指出企業被動處理

隱私外洩問題，將面對訴訟、企業品牌及消費者信心的喪失，若積極處理外洩問

題，更會贏得消費者信心；並分享近期與歐盟的合作成果。 

國際隱私專家協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rivacy Professionals, 

IAPP)，主要從事隱私相關從業人員的認證考試機構，於會議中針對隱私從業人

員工作環境，進行調查成果分享，藉由調查結果瞭解各企業隱私保護的執行情

況，如各企業的隱私從業人員人數、推廣個資保護工作預算，依公司規模不同，

而有不同程度推廣投入。 

IBM 隱私部門分享企業隱私規則內容，主要任務為分享經驗及顧問服務，確

保其各國事業符合當地隱私規則及職責。 

國際網路學會(Internet Society; ISOC)分享，IEEE 802(區域網路標準)已成立

Privacy Recommendation Study Group，進行隱私保護的技術性研究；全球資訊網

協會(The 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W3C)亦進行網路通訊技術研究，以利未來

保護消費者資料隱私。 

(五) 新世代隱私議題之選擇-政策討論 

未來 DPS 小組應重視的隱私新議題。 

1. 資料可攜性(data portability) 

資訊解決方案機構(Information Integrity Solutions, ISS)就用戶角度，說明目

前日受重視的資料可攜性概念。歐盟已在最新的個資法修正草案：資料保護

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中，明文納入「資料可攜性

權」規定，當事人針對以電子化方法處理、並以通用格式呈現的個人資料，

將有權向業者要求取得該等個人資料，以便利資料在不同業者之間進行移

轉。 

紐西蘭代表 Blair Stewart 分享「隱私法規中資料可攜性之規定」研究，此研

究以菲律賓「2012 資料保護法」及歐盟「資料保護規則」為案例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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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顯示資料可攜性已被視為重要權利，而皆認為應列入資料隱私法規

中，預估未來將會在技術標準上進行補充。 

國際網路學會 (Internet Society, ISOC) 分享「資料可攜性技術研究」，研究

內容定義「First Wave：第一項能量的資料可攜性」是服務轉換的能力，鼓

勵資料的共通性及公開標準；「Between the Waves：在第一和第二能量間的

資料可攜性」是資料可攜性的突發事件，視為服務的部分；「Second Wave：

第二項能量的資料可攜性」，其特性為擁有資料本身的原產地性 (origins)。 

2. Open Data 與資料隱私 

澳洲代表 Colin Minihan 分享「Open Data 與資料隱私」研究，內容指出 Open 

Data 主要挑戰包括：a. 個人資料被再識別(re-identification)之隱私風險，以

及 b. 資料遭惡意使用等，其建議未來經濟體可致力於「個人資料去識別化」

(de-identification)之發展，以確保公眾信賴，防止資料隱私遭受侵犯。 

3. 大數據(Big Data) 

資訊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Information Policy Leadership, CIPL)分享「大數

據世界來臨之隱私保護」報告，指出在資料大量產出及頻繁蒐集之下，應當

重視資料科技產生的隱私問題。CIPL 除詳加分析大數據產生的相關風險，

並具體提出三項發展策略，包括：a. 強化問責(enhanced accountability)；b. 敦

促建立隱私風險管理機制 (privacy risk management)；及 c. 對於核心隱私保

護原則(core privacy principles)暨其內涵的重新詮釋；另資訊問責基金會

(Information Accountability Foundation, IAF)亦以「合法利益與 APEC 架構」

為題進行分享，其以 1971 年與 2016 年的資料利用狀況進行比較，說明當前

大數據產生的問題以及隱私保護法制規範上可能存在的爭議；美方代表於大

會倡議成立大數據創意工作小組(Big Data Innovation Working Group)，我方

於會場表示支持美方提案，希望進一步暸解工作小組運作細節，並表達此提

案能推動亞太地區電子商務成長。 

(六) 發展可比較性之隱私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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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政策支援單位(PSU)秘書處分享 APEC 所進行的評估指標及統計工作

如何幫助各 APEC 計畫進行及範例分享；紐西蘭以亞太隱私機構論壇(Asia Pacific 

Privacy Authorities Forum, APPA)針對會員國進行調查經驗為例，在會議中針對常

見的調查問題，進行問題說明。 

美國國際貿易管理部門之資訊流與隱私團隊，針對 2014 年所發布的研究

「Cross Border Trade and the Value of Digitally-Deliverable Services」進行分享，報

告內容針對 5 項 ICT 相關產業，估算美國資訊服務業之進出口值，以提供產業及

學術界參考。 

二、 無紙化貿易小組(Paperless Trade Subgroup, PTS)重要結論 

(一) 我國說明與韓國洽簽備忘錄，共同推動 ECO 交換服務辦理情形，自 2010 年

進行第 1 件 ECO 交換後，持續辦理至今，已有顯著成長。我國積極與 APEC

經濟體推動 ECO 跨境交換合作，以促進各經濟體間貿易便捷化。惟鑒於

APEC 各經濟體之結構差異，目前推動各經濟體間廣泛適用之 ECO 模式尚

未成熟，我國願以臺韓推動雙邊 ECO 合作經驗，提供會員經濟體參考。 

(二) 菲律賓更新「線上食品安全檢驗及動植物檢驗檢疫措施」倡議辦理情形，由

於其國內政治問題，目前尚無重大進展，但將於本年 SOM3 前提出相關資料。 

(三) 會員新提案 

我國報告辦理「網路創意展：APEC 社群商務」提案，會中菲律賓、秘魯、

俄羅斯、中國大陸、越南及美國發言表示支持本提案，並表示於其國內皆有支持

新創產業相關政策，盼可與我方合作。本案獲 PTS 通過，將送交 ECSG 採認。 

俄羅斯簡報「APEC E-Platform for Procurement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APEC 採購資訊及分析電子平台)提案，電子商務已成為主要交易形式之一，由

於數據量過多並無適當之分析平台，爰提出本案就電子採購相關資訊進行分析，

我方發言表示本案與我推動 B2B 及 B2C 之方向相符，樂與俄方交換意見。菲律

賓及馬來西亞表示本提案可能涉及政府採購，本議題較敏感，不適宜於此討論，

菲律賓建議應與中小企業工作小組討論提案內容，避免提出重複之倡議，針對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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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疑慮之部分，秘書處建議俄羅斯提出更新文件，於次日 ECSG 大會與會員續討

論。 

(四) APEC 電子商務工商聯盟(ECBA)報告 

該聯盟於 2001 年經 APEC 第 13 屆部長會議批准成立，秘書處設立於中國國

際電子商務中心，本年 6 月將辦理第 6 屆論壇，主題訂為跨境電子商務交易相關

議題，將邀請各會員體之資深官員、業者及專家學者參加，並請各會員屆時踴躍

參與。 

(五) 韓國分享其電子商務出口自主性宣告作法，透過線上關務服務平台，協助電

子商務業者辦理自主性宣告，加速其通關作業。 

三、 ECSG 與其他工作小組之合作項目 

(一) 生命科學創新論壇（LSIF）提案「醫學研究之大數據利用」概念文件。本提

案已於 LSIF 通過且獲得中華台北、澳洲及加拿大支持，該論壇盼透過與

ECSG 之合作針對醫學研究資料能符合隱私保護原則。 

(二) 與電信暨資訊工作小組（TEL）提案探討數位接取及電子商務貿易障礙並更

新 APEC 數位繁榮檢查清單。 



11 
 

參、心得建議與後續應辦事項 

一、 我國參與 APEC CBPRs 之現況與面臨議題 

APEC 經濟體會員，在 APEC CBPRs 參與上，必須符合 JOP 章程中關於「經

濟體參與程序」（Economy Participation Process）所列條件。其首要步驟為申請

並加入 APEC「跨境隱私執行機構清單」（Cross-border Privacy Enforcement 

Authority, CPEA) 4。目前各會員提出加入 APEC CPEA 的機關，大抵皆為其隱私

主管機關，例如新加坡的「個資保護委員會」（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香港的「私隱專員公署」（The Office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for Personal Data）等。 

現階段我國定期參與 APEC DPS 會議5，尚未正式加入 APEC CPEA，故亦無

法提名問責機構（Accountability Agent, AA）。目前 ECSG 小組已有九個經濟體6

完成加入程序，包括臨近的日本、韓國及香港。去年一月於菲律賓召開的 DPS

會議中，越南也已表明將儘速加入 APEC CPEA。 

國內因欠缺專責機關，分由各部會執法之下，可能出現機關意見不易統一的

情形，成為國內在 APEC CBPRs 參與及相關事務推動上的無形阻力。是否加入

APEC CBPRs 仍需再觀望，未來謹持續了解 APEC CBPRs 規範，參與規範制定

過程，再視後續狀況研處。 

APEC DPS 小組和歐盟「資料保護工作小組」（The Article 29 Working Party）

針對歐盟的「共同拘束條款」（Binding Corporate Rules, BCR）與 APEC CBPRs

兩方隱私規則的相互認證工作，近年來也不斷積極地討論，歐盟多次受邀參與

APEC DPS 會議。故未來 APEC CBPRs 的影響力，將不限於亞太地區，更可能成

為跨區域經濟的國際規範。歐盟將再受邀出席今年八月 ECSG 會議，報告最新工

作進展。 

二、 提出我國舉辦 Ideas Show@APEC 活動，獲得多數會員體支持 

                                                
4「跨境隱私執行規則」（Cross-border Privacy Enforcement Arrangement, CPEA)，目的係強化

Privacy Enforcement Authority(跨境隱私執行機構)之資訊分享功能，提供跨境隱私推動方法。 
5 APEC DPS 會議固定每年上、下半年各召開一次(SOM1、SOM3)。 
6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香港、韓國、紐西蘭、墨西哥及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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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亞太地區社群商務發展，2 月 26 日我方首次積極主動向 PTS 小組提

報「IDEAS Show@APEC Social E-Commerce」，於次日 ECSG 大會主席亦正式宣

布通過我方提案。我方於會場上除感謝菲律賓、秘魯、俄羅斯、中國大陸、越南

及美國發言支持，並邀請有興趣之會員與會。未來將請經濟部國貿局協助，並邀

請 APEC 會員共同擴大辦理 Ideas Show@APEC 活動。活動預計今年 7 月舉辦。 

三、 參與其他經濟體工作小組 

為積極參與其他經濟體提案，促進國際經驗交流及推動公私部門夥伴關係，

針對美方提出成立大數據創意工作小組(Big Data Innovation Working Group)一

案，及 APEC 電子商務工商聯盟(ECBA)7、俄羅斯8詢問我方擔任其提案之共同協

辦人，未來我方將針對各規劃內容進行研議。 

四、 APEC 電子商務工商聯盟(ECBA)會議 

電子商務工商聯盟(ECBA)將於中國大陸辦理第六屆論壇，將與 ECBA 保持

聯繫並適時提供協助，亦將派員參加論壇分享我方經驗。 

五、 「Mobile e-Commerce @APEC」新倡議 

未來我方將研議「Mobile e-Commerce @APEC」在 ECSG 無紙化貿易小組進

行提案，目標於今年 8 月 SOM 3 期間提案。為我方於 APEC ECSG 的第 2 案。 

 

                                                
7 APEC 電子商務工商聯盟(ECBA)提案主題為「Cross-border eTrade Best Practice to Enhance Trade 
Facilitation for SMEs」 
8 俄羅斯的提案主題為「APEC E-Platform for Procurement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EP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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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ECSG 會議總議程 

 

 

日期 時間 議程內容 

2/23 0900-1800 
ECSG-DPS Informal Meeting 

ECSG 資料隱私小組非正式會議 

2/24 0900-1800 

CBPR: Governance, Participation and Enforcement 

Collaboration 

CBPR 治理、參與及實施合作會議 

2/25 0900-1800 
ECSG-DPS Meeting 

ECSG 資料隱私小組會議 

2/26 

0900-1230 
ECSG-PTS Meeting 

ECSG 無紙化貿易小組會議 

1430-1800 
ECSG Informal Meeting 

ECSG 大會非正式會議 

2/27 0900-1800 
ECSG Plenary Meeting 

ECSG 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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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ECSG 每日議程表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附件三、我方 PTS 會議發言內容 

2016 APEC SOM1 ChineseTaipei MOEA 發言稿  
 

In Chinese Taipei,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changes and new developments 
affecting the E-commerce environment. 

First of all, the amendment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2015）” was 
passed by the Legislative Yuan on Dec. 15th, 2015. Twelve articles out of 56 were 
amended, including articles which regulate “sensitive data”, “the format of consent 
made by the Party”, “the condi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 non-government agency to 
collect or process personal information”, “duty of notification” and “duty of prior  
notification before processing or using secondhand personal information”. 

Furthermore,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MOEA）support and make efforts 
in data protection through two main measures: one is conducting necessary 
administrative inspections toward E-commerce enterprises suspected of personal data 
leak out; the other is giving aid to them so as to establish interior 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system.  

And what is more, the government keeps promoting “Taiwan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System, TPIPAS”, encouraging the enterprises to 
establish an overall internal privacy management system. By the end of 2015, 19 
enterprises have received the authentication of  “Data Privacy Mark”（dp. mark.）. As 
to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around 900 well trained professionals passed exams and 
officially received the certificate, and more than 250 of them furthering gained the 
qualifica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uditor”.In the oncoming future, 
MOEA will continue helping undertakings to comply with the domestic privacy laws 
and the privacy related requirements from APEC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sisting E-commerce industry in protect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by means of 
specific instructions, and will oversee its crime prevention and security measures 
against personal data lea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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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IDEAS Show@APEC Social E-Commerce」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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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會議每日簡易報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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