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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有關個人資料保障的投訴宗數  

 

 
圖 2 ―  按界別劃分的投訴分布  
 

 
 
圖 3 ―  有關個人資料保障的投訴性質  
 
 

重點  
 
 全球各地日益關注個人資料的

保障，香港亦不例外。個人

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公署 ")
接獲有關個人資料保障的

投訴宗數，於過去 10 年累增

63%，至 2016-2017 年度的

1 741 宗 (圖 1)。  
 
 具體而言，就個人資料保障的

投訴大部分針對私營機構，

在公署於 2016-2017 年度接獲

的投訴總數中共佔 72%。在

這些投訴私營機構的個案

當中，最多涉及銀行及財務

機構，主要由於這些機構保留

了龐大的客戶資料數據。至於

針對個人及政府部門的投訴，

則各佔 17%和 11%(圖 2)。  
 
 按投訴性質分析， "未經同意

使用 "個人資料仍是最大的

投訴類別，佔 2016-2017 年度

個案宗數的 32%。不過，其

相對比例已較 2006-2007 年度

的 58%下跌。有關 "收集 (個人 )
資料 "的投訴在過去 10 年數目

則大幅增加，相對比例更由

20%升至 30%。同樣地，有關

"直接促銷 "的投訴亦飆升，

相對比例在 10 年內上升超過

3 倍，由 4%升至 17%(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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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障和外洩 (續 ) 
  
 
 
圖 4 ―  有關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投訴個案  
 
 
 
 
 
 
 
 
 
 
 
 
 
 
 
 
 
 
圖 5 ―  公署接獲的資料外洩通報宗數  
 
 
 
 
 
 
 
 
 

 
 
 
 
 
圖 6 ―  資料外洩通報個案的受影響人數  
 

財政年度  通報宗數  受影響人數  

2012-2013  61  17 451 
2013-2014  76  114 275 
2014-2015  67  77 409 
2015-2016 104  854 476 
2016-2017  88 3 859 338* 

 

註：  ( * )  選舉事務 處於 2 0 1 7 年遺失 兩部手提 電腦， 內有為

數 3 7 8 萬名地 方選區 選民的 個人資料 。  

重點  
 
  隨着資訊及通訊科技應用日趨

普及，相關投訴在 2012 年至

2017 年間躍升 380%至 286 宗。

當中，接獲最多投訴的類別是

使用社交網站所引致的個人資料

保障問題，佔 2017 年個案總數的

40%；其次是在互聯網披露或洩

漏個人資料 (23%)；使用智能電話

應用程式 (20%)及網絡欺凌 (17%)  
(圖 4)。  

 
•  除資訊及通訊科技的相關投訴外，

使用者對所持個人資料的保安，

亦令人關注。現時並無法例規定

個人資料使用者須向公署通報

黑客入侵或遺失儲存裝置等情況

引致的資料外洩事件，但使用者

仍可按自願機制向公署通報。

過去 5 年，通報宗數上升 44%至

2016-2017 年度的 88 宗。在這段

期間接獲的所有外洩通報個案中，

47%涉及私營機構， 53%則涉及

公營機構 (圖 5)。  
 
• 受資料外洩影響的人數亦由

2012-2013 年度約 17 000 人升至

2015-2016 年度約 85 萬人，並在

2016-2017 年度進一步增至接近

390 萬人 (圖 6)。受影響人數

大增，除因個別外洩個案涉及

大量個人資料，公署亦將此歸因

於本地機構日漸願意通報外洩

事件。因應所有這些外洩個案，

公署會對每一涉事使用者進行

循規審查，並提供意見和建議。  
 
 
數據來源：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最新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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