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FAC 文件第 8/22 號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  

第四十九次會議  

議程第 3 項：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在協助企業和機構提升數據管治的角色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方便營商諮詢委員會（方諮會）委員概

述有關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私隱專員公署）的職能和架

構，以及私隱專員公署在協助企業和機構提升數據管治的角

色。  
 
 
背景  

 

2 .  私隱專員公署是一個獨立機構，負責監察香港法例第

486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私隱條例》）的實施及符

規情況。公署致力透過監察及監管各界人士遵從《私隱條

例》的要求，執行《私隱條例》及推廣保障和尊重個人資料

的文化，確保市民的個人資料私隱得到保障。  

 

3 .  私隱專員公署於1996年8月成立，其工作由個人資料

私隱專員（私隱專員）負責。公署分為多個部門，包括投訴

部、刑事調查部、合規及查詢部、法律部、環球事務及研究

部、企業傳訊部及企業支援部。  
 
 

資料外洩事故及私隱專員公署的角色  

 

4.  《私隱條例》附表1的保障資料第4(1 )原則規定，資料

使用者須採取所有切實可行的步驟，以確保由資料使用者持

有的個人資料受保障而不受未獲准許的或意外的查閱、處

理、刪除、喪失或使用所影響。資料外洩事故一般是指因資

料使用者的保安不足或存有漏洞，從而引致資料被人未經授

權或意外地查閱、處理、刪除、喪失或使用，因此有關事故

有可能構成違反保障資料第 4原則的規定。私隱專員公署在

2022年1至9月接獲85宗機構外洩個人資料事故的通報，而在

2021年共接獲140宗相關通報，較2020年的103宗上升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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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直以來，私隱專員公署呼籲機構如發生資料外洩事

故，應盡快向公署作出通報。通報資料外洩事故有利於公署

幫助相關機構及受影響人士採取適當和及時的措施，減低資

料外洩事故對機構及受影響人士的損害。機構亦應盡快就資

料外洩事故通知受影響人士。  

 

6.  根據《私隱條例》第8(1)條，私隱專員須就遵守《私

隱條例》條文作出監察及監管，並促進對《私隱條例》的認

識及理解以及遵守。當私隱專員公署發現有機構的行事方式

與《私隱條例》規定不相符，會考慮是否有需要對有關機構

展開循規審查或調查。私隱專員對相關資料使用者進行循規

審查後，一般會指出明顯的不足之處，並建議他們採取補救

措施，防止和避免同類事故再次發生。公署在2022年1至9月

展開了311次循規審查，而在2021年共展開377次循規審查，

較2020年的344次上升10%。  

 

7.  另外，《私隱條例》第36條亦賦權私隱專員對資料使

用者或屬於某類別的資料使用者所使用的個人資料系統進行

視察。因應公用事業公司在管理服務帳戶、處理帳單及客戶

查詢的日常業務中處理大量客戶資料。在 2021年，私隱專員

對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及香港電燈有限公司進行視察，審視他

們的客戶個人資料系統，並於同年8月發表視察報告。  

 

8.  有見資料使用者在保障個人資料私隱方面面臨重大的

挑戰，私隱專員公署於2022年8月發出《資訊及通訊科技的保

安措施指引》，為資料使用者建議相關的資料保安措施，以

協助他們遵從《私隱條例》的規定。  

 

 

應對 2019 冠狀病毒病所引起的私隱議題  

 

9.  世界各地受2019冠狀病毒病的衝擊已超過兩年。各地

政府亦持續制定不同政策和解決方案來遏制疫情及應對 2019

冠狀病毒病大流行帶來的挑戰，例如追蹤曾與確診者接觸的

人士、對跨境出行及入境人士實施管制、推行疫苗接種計劃

和「疫苗通行證」等。私隱專員公署一直密切留意本港及國

際在這方面的最新進展，並從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的角度向相

關持份者，在推行新措施以遏制疫情和復常的道路上提供建

議及指引。截至2022年9月底，公署就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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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發出的指引／新聞稿合共23份，包括《僱主在2019冠狀病

毒病疫情期間收集及使用僱員個人資料的指引》、《在家工

作安排下的個人資料保障》指引及單張等。  

 

 

人工智能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10.  香港一直致力成為大灣區以至亞太區的科技及數據中

心。配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循規地發展和使

用人工智能可幫助香港發揮其作為區域性數據樞紐的優勢，

亦可大大促進香港成為創科中心和世界級的智慧城市。雖然

人工智能在促進生產力及經濟增長方面有巨大潛力，但是人

工智能的應用亦對保障個人資料私隱帶來挑戰。有見及此，

私隱專員公署於2021年8月發出《開發及使用人工智能道德標

準指引》，以協助機構在開發及使用人工智能時，能明白及

遵從《私隱條例》的相關規定。  

 

 

內地私隱監管法規  

 

11.  監管改革並不局限於本港。在2021年11月，內地首部

針對個人信息保護而訂立的法律《個人信息保護法》正式實

施。私隱專員公署在法例實施後隨即出版了《內地〈個人信

息保護法〉簡介》，以促進公眾及企業認識內地個人信息保

護的主要規定。而作為我們教育工作的一部份，公署亦舉辦

網上講座，介紹內地法規的最新發展，包括由2022年9月開始

實施的《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  

 

 

行業保障私隱活動  

 

12.  私隱專員公署一直與不同行業合作，推廣保障個人資

料私隱的意識，包括在2022年兩度舉辦「物業管理界別：保

障個人資料私隱」網上講座；為資訊及通訊科技界別講解有

關「網絡世界中的數據安全管理  —  個人資料保安及事故應變

實用貼士」；以及為銀行、保險、法律界別舉辦專題講座。

公署亦應不同機構的邀請，向他們提供度身訂造的培訓課

程，藉以配合其行業合規及運作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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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私隱管理系統  

 

13 .  私隱專員公署發出《私隱管理系統  —  最佳行事方式指

引》，協助機構建立全面個人資料私隱管理系統。私隱專員提

倡各機構建立自己的私隱管理系統，並委任保障資料主任，

將負責任地使用個人資料的系統制度化，以符合《私隱條

例》的規定。機構由最高管理層（例如董事會）做起，將個

人資料保障視為其企業管治責任，並將之納入處理業務中不

可或缺的一環，由上而下貫徹地在機構中執行有關保障個人

資料的政策。  

 

14 .  委任保障資料主任是設立個人資料私隱管理系統的重

要一環。私隱專員公署於2000年成立保障資料主任聯會（聯

會），一直為公私營機構的保障資料人員提供有效的培訓和經

驗交流平台，讓他們取得私隱領域的最新發展和保障個人資

料私隱的資訊，並促進符規的實踐。截至2022年9月底，聯會

會員人數超過500名，會員分別來自人力資源管理及培訓、循

規、法律、規管和執法等多元背景。  

 

 

徵詢意見  

 

15 .  請方諮會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2022 年 1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