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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2016年工作報告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專員」）於 2017年 3月 20日在立法會

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向成員簡報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公署」）

2016年的工作成果。本文件旨在向各成員闡述公署 2016年的工作情況。 

 

查詢 

 

2. 公署在 2016年接獲的查詢個案為 16,180宗，較 2015年的 18,456宗

下跌 12%。查詢性質方面，28%是關於收集／使用身份證號碼或副本；

11%是關於僱傭相關的個人資料處理；7%是關於個人資料用於直接促銷 

(「直銷」)活動。 

 

3. 與使用互聯網有關的查詢由 2015 年的 2.9%（726 宗）增長至 2016

年的 3.7%（885宗），主要涉及網絡起底、流動應用程式及網絡欺凌。 

 

4. 去年查詢數字有所減少，究其原因可以歸納為: 首先，公署不斷透過

宣傳和教育工作，努力推廣「保障、尊重」個人私隱的文化，加強機構性

資料使用者及大眾對個人資料私隱保障方面的意識；其次，公署緊貼公眾

私隱關注的議題，適時發出新聞稿及回應，令大眾能夠及早了解有關議題

及《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條例」）是否適用於相關情況；最後，公

署去年不斷更新及完備公署的網站，保障個人資料私隱有關的知識，觸指

可及，為大眾帶來更大的便利。 

 

投訴 

 

5. 公署在 2016年接獲的投訴個案為 1,838宗，較 2015年的 1,971宗下

跌 7%。 

 

6.  投訴個案中有 73%投訴私營機構（1,335 宗），9%投訴公營機構或

政府部門（171宗），其餘 18%（332宗）則投訴個別人士。 

 

7.  被投訴的私營機構中，最多來自金融及財務行業（389宗），其次是

物業管理（ 264宗）及電訊（71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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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投訴性質方面，45%個案是關於未經資料當事人同意而使用其個人

資料（819 宗）；37%是關於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和手法（677 宗）；10%

關於資料保安（188宗）；查閱／改正個人資料的投訴佔 7%（129宗）。 

 

9. 有關去年投訴數字有所減少，誠如上文第 4 段所述，公署過去一年

推行了連串有意義、目標為本及持續性的推廣及教育活動，大眾對個人資

料私隱保障方面的文化及意識明顯有所提升。公署再輔以循規審查行動主

動協助不同行業的機構性資料使用者循規，幫助資料使用者明白條例的規

定，減少違反條例的情況，此舉亦有助減少投訴個案數字；部分參予私隱

管理系統的機構的被投訴數字亦有顯著的下跌。此外，公署透過修訂投訴

程序和資料提供形式，清楚列明投訴人的權責及必須提供的資料/證據，務

求及早管理投訴人的期望。因此，去年與個人資料私隱無關、無聊瑣碎的

投訴 ，以及缺乏證據的投訴大大減少。 

 

有關直銷的投訴 

 

10.  與直銷有關的投訴數目較其他類別的投訴為高。公署在 2016 年接獲

393宗有關直銷的投訴，較 2015年的 322宗增加 22%。這類別的投訴通常

關乎資料使用者在未取得資料當事人同意的情況下使用其個人資料作直

銷，或資料使用者未有依從資料當事人提出的拒收直銷訊息要求。至 2016

年年底，當中 376宗個案已獲處理並結案，17宗仍在處理中。 

 

有關物業管理的投訴 

 

11.  公署在 2016 年接獲 264 宗與物業管理有關的投訴個案，較 2015 年

的 156 宗增加 69%。該些個案主要涉及使用業戶的個人資料追收拖欠的管

理費、在大廈安裝閉路電視系統，及收集進入大廈的訪客的身份證號碼等

事宜。 

 

有關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投訴 

 

12.  公署在 2016年接獲 229宗與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有關的投訴個案，

較 2015年的 241宗下跌 5%。 

 

13.  較常見的個案是關於流動應用程式及社交網站、在互聯網披露或洩

漏個人資料及網絡欺凌。附件 A載列過去五年的分項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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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選舉的投訴 

 

14.  公署在 2016 年接獲 73 宗與選舉有關的投訴，大部分（51 宗）是與

2016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有關。大多數投訴人反對在未取得他們同意前，其

個人資料被用於選舉活動。 

 

15.  公署於 2016年 7月出版《競選活動指引》圖鑑，當中列舉過往一些

投訴個案，深入淺出地將相關指引中就遵從條例的規定作出說明。 

 

提升運作效率 

 

16. 附件 B顯示公署在過去五年處理投訴的主要表現指標。簡而言之： 

 

(a) 完成處理的投訴個案總數由 2012年的 1,268宗增加至 2016年的

1,967宗； 

 

(b) 在 180 日內完成處理投訴個案的比率由 2012 年的 88%上升至

2016年的 96%；及 

 

(c) 完成處理簡單及複雜個案的平均時間分別由 2012 年的 39 日及

219日縮短至 2016年的 23日及 78日。 

 

審查及主動調查  

 

17.  公署在 2016年接獲 89次機構外洩個人資料事故的通報，較 2015年

的 98 次下跌 9%；而由於當中並沒有如往年所發生影響逾十萬人的資料外

洩事故，故此牽涉人數由 2015 年的 871,000 人大幅減少至 2016 年的

104,000人。這些外洩事故涉及遺失文件或便攜式裝置、經傳真、電郵或郵

遞意外披露個人資料、黑客入侵，以及系統設定有誤等。 

 

18.  公署於 2016年內完成 290次循規審查行動以及 13項主動循規調查1 

(2015 年 284 次循規審查行動和 76 項主動循規調查；2015 年作出的 76 次

主動循規調查，其中 59次是與匿名廣告2的調查有關)。 

                                                           
1 若專員有合理理由相信有違反條例規定的情況，而有關情況涉及投訴人以外的其他人士的個

人資料，則專員可就資料使用者的有關行為進行循規審查及／或根據條例第 38(b)條，主動就

有關事宜進行調查。 
2 機構或人士透過招聘廣告收集求職者的個人資料時沒有披露本身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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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察 

 

19.  公署在 2016 年主動對一間收集及保留大量客戶個人資料的地產代理

公司進行視察3。視察目的是協助專員為地產代理界提供建議，以促進業界

遵從條例的規定。 

 

執法行動及檢控 

 

20. 公署在 2016年內發出 36次警告和六項執行通知，(2015年分別發出

17次警告和 67項執行通知；2015年發出的其中 57項執行通知是與匿名廣

告的調查有關）。 

 

21.  同年，公署轉介 112 宗違反條例規定的個案予警方作刑事調查及檢

控（2015年 30宗）。這些個案中，109宗涉及直銷（2015年 28宗）。直

至 2016年年底，已轉介的 109宗直銷案件，106宗警方仍在處理中，三宗

則警方基於不同原因4已結案。 

 

22.  2016 年經公署轉介警方的各項個案中，共有五宗檢控個案（2015 年

六宗），該些個案是公署在 2013 至 2015 年期間轉介給警方調查的。上述

五宗檢控個案中，有三宗定罪記錄，全部是關於使用個人資料作直銷。有

關罪行涉及 (i) 在使用客戶個人資料進行直銷前，未有採取指明的行動通知

客戶及取得其同意；(ii) 在首次使用客戶個人資料進行直銷時，未有告知客

戶他是有權要求資料使用者在不向其收費的情況下，停止使用他的個人資

料；及 (iii) 沒有依從客戶的拒收直銷訊息要求，而繼續使用其個人資料作

直接促銷。 

 

23.  在上述定罪個案中，其中一宗的被告人被法院就每項控罪各判罰 80

小時社會服務令，同期執行。這是法庭首次判罰社會服務令，此顯示法庭

重視有關違法行為。 

 

回應諮詢 

 

24. 在 2016 年，公署對 12 項建議法例和政府行政措施提供意見，以及

對兩項影響個人資料私隱的公眾諮詢作出回應。詳情載於附件 C。 

                                                           
3 依據條例第 36 條，專員可對資料使用者所使用的個人資料系統進行視察，以作出關於促進資

料使用者遵守條例條文的建議。 
4 包括投訴人撤銷其個案、相關直銷來電並非在香港打出，及無法確定來電者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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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草案》 

 

25.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於 2015 年 12 月 2 日生效後，公署

與食物及衞生局轄下的電子健康紀錄統籌處緊密聯繫，就日後處理涉及互

通系統的投訴設立雙向轉介機制。公署在邀請電子健康紀錄統籌處及醫院

管理局的代表為公署職員主持簡介會的同時，亦與電子健康紀錄統籌處的

人員分享其處理醫護界投訴個案的經驗。此外，公署就保障互通系統中的

個人資料私隱方面出版了兩份單張，分別供醫護接受者及醫護提供者參

考。互通系統於 2016年 3月正式啟用後，公署除繼續就互通系統涉及個人

資料私隱的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見外，還計劃為醫院管理局和其他醫護提供

者主持培訓講座。 

 

規範跨境轉移個人資料 

 

26. 條例第 33 條為資料轉移至香港以外的地方定下嚴謹的規管。不過，

私隱條例自 1995 年實施以來，第 33條仍未生效。 

 

27. 為準備第 33 條的實施，公署委託了顧問為制訂一份「白名單」（即

私隱保障標準與本港大致相近的司法區名單）進行研究，並已於 2014年將

顧問報告提交給政府，以及發出了《保障個人資料：跨境資料轉移指

引》。其後，政府已就條例第 33條的實施聘請顧問進行業務影響評估。該

顧問是受聘研究實施該條文對企業的影響。年內，公署曾就條例中相關法

律規定的詮釋、應用及合規事宜向該顧問提供意見。 

 

有關「45日法定時限」的工作進展 

 

28. 根據條例第 39(3)條，如專員決定不進行由投訴引發的調查，他須於

收到該投訴後的 45日內以書面通知投訴人。過往，正如公署於工作報告中

指出，並非所有個案都能在 45日內作出結論並以書面通知投訴人。 

 

29. 為處理這方面的問題，公署一直致力提高運作效率，包括精簡工作

程序及重新調配人手。公署自 2015年採取進一步的優化措施，例如重組執

行部、修改工作流程及重新設計投訴表格，以便全面遵從「45 日法定時限」

規定。 

 



 

6 

30. 自 2016年 4月，公署在「45日法定時限」的達標率已達至 100%，

從這達標率可見公署已成功解決過往的問題。公署現時的政策是「45 日法

定時限」必須依從，無一例外。有關近年的「45 日法定時限」的達標率，

見附件 B。 

 
法律協助計劃 

 
31.  法律協助計劃於 2013年 4月 1日生效，協助因資料使用者違反條例

下的規定而受損的個別人士透過法律行動向有關資料使用者申索。2016

年，公署共完成處埋九宗申請。在這九宗申請中，四宗經審核後獲接納，

四宗經審核後不被接納，一宗的申請人撤回申請。這些數字顯示公署對私

隱受侵犯人土所提供的服務正在逐漸增加。 

 
私隱管理系統  

 
32.  在這大數據時代和公眾期望日益上升，專員意識到若私隱和資料保

障只停留在符規的層面，已不可能有效地應付。專員主張企業應該把個人

資料私隱保障納入為企業管治的一部分，更需自上而下地把私隱保障成為

整個機構的業務不可或缺的一環。這策略完全有賴於採取全面涵蓋的私隱

管理系統，以確保私隱政策和程序穩妥到位，並在整個機構中的營商方

式、營運流程、產品和服務的設計、實體建築和網絡基礎設施，貫徹執

行。 

 
33.  政府與 25 間保險公司、九間電訊公司及五間其他行業的機構，均承

諾推行私隱管理系統。香港銀行公會亦表示銀行業支持這項新猷。為了進

一步有序地協助機構實施私隱管理系統，政府及公署合作引入外間顧問，

協助政府部門制訂、檢討、實施及/或改進其私隱管理系統。 

 
推廣及公眾教育 

 
34.  在 2016 年，公署舉辦了 18 個主要的推廣及教育活動，以配合個人

（包括學生）及機構的不同需要，參加人數超過 19萬人。向青少年推廣保

障私隱一直是公署的重點工作之一，公署走訪 10間大學，舉辦「大學保障

私隱活動」，超過 43,000 名教職員及學生參與。此外，去年公署改革了

「保障私隱學生大使計劃」，首次以學校夥伴嘉許計劃形式，鼓勵更多學

校參與，並讓家長、學界及公眾人士得悉學校在實踐推廣保障個人資料私

隱的成果。2016 年參加計劃的學校夥伴數目達 125 間，創歷年新高。附件

D顯示公署過往五年在推廣及公眾教育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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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同年，公署舉辦了 255 次專業培訓班、講座和研討會，參加者來自

超過 420間機構，人數達 25,800人，參與人數比 2015年上升近 38%。公

署亦出版及修訂了 21份刊物，包括實務指引、資料單張、圖鑑及年報等，

協助不同行業及機構掌握條例的規定並遵從，實施良好的行事方式。 

 

36.  公署有見近年資訊及通訊科技不斷發展，與及因此帶來對私隱保障

的挑戰，公署於 2016年 4月舉辦「研發流動應用程式，顧及私隱和保安論

壇」，探討如何開發能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的流動應用程式，以及管理流動

應用程式的保安風險。此外，專員及其高級職員亦應邀出席超過 20 場演

講、研討會及講座，分享如何在資料保障與資訊自由流通之間求取平衡。 

 

保障資料主任聯會 

 

37. 在 2016 年，保障資料主任聯會的會員數目增至 588，較一年前增加

9.9%。公署為會員舉辦了三場講座，包括簡介與直銷條文有關的定罪個

案、分享近期的行政上訴委員會案件及向新會員簡介《個人資料(私隱)條

例》。 

 

其他推廣活動 

 

38. 為加強培養保障、尊重個人資料的文化，公署在 2016 年 3 月製作

「私隱神探」全新教育短片，帶出尊重別人個人資料的訊息以及因留下數

碼腳印而衍生的私隱風險；又與香港電台聯合製作《私隱何價 II》電視節

目，於 2016年 7月至 9月期間播出，透過戲劇演繹公眾切身關注的真實個

案，包括閉路電視監察、直銷、網絡欺凌等。 

 

39. 公署繼續加強其主網站 pcpd.org.hk、與及兩個專題網站（「網上私

隱要自保」和「兒童私隱」）的資訊，使之成為公署與公眾溝通的重要途

徑。「網上私隱要自保」專題網站榮獲無障礙網頁嘉許計劃的金奬；主網

站及「兒童私隱」專題網站亦取得該嘉許計劃的銀奬。 

 

40. 公署響應「全球私隱執法機關網絡」（Global Privacy Enforcement 

Network）的全球聯合行動，於 2016年 4月至 6月檢視智能健身腕帶及物

聯網裝置對私隱帶來的挑戰及影響，以提高相關生產商對個人資料私隱的

意識，及教育使用相關裝置的用戶應如何保障自己的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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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重點工作 

 

41. 過去數年，世界私隱保障形勢隨著科技和經濟發展起了重大的變   

化，香港的情況也是一樣。在 2017年，公署會密切留意海外其他司法區在

個人資料保障上的發展、主動採取步驟在私隱保障與資訊自由流通兩方面

作出平衡，及迅速面對當前的挑戰。公署會特別聚焦於： 

 

(a) 2017年 9月舉辦第 39屆國際資料保障及私隱專員研討會。這項

活動亦獲香港特區政府認可為香港特區政府 20 周年慶祝活動之

一； 

 

(b) 為歐盟將於 2018年生效的資料保障法規與條例作比較研究； 

 

(c) 繼續協助政府及私人機構推廣及建立私隱管理系統；及 

 

(d) 推廣公眾教育，加強公眾認識私隱保障的權利和培育尊重別人私

的文化。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2017年 3月 13日 



 

附件 A 

 

有關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而涉及私隱的投訴 

 

 

年份 
使用社交 

網站 

使用智能電話

應用程式 

在互聯網披露或

洩漏個人資料 
網絡欺凌 總數* 

2012 16 18 12 13 50 

2013 45 22 42 6 93 

2014 99 58 57 34 206 

2015 90 71 85 22 241 

2016 86 61 91 26 229 

 

 

* 由於一宗投訴可能涉及多於一投訴類別，故各類別的總和可能超越投訴總

數。 



 

附件 B 

 

提升處理投訴的效率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接獲投訴(宗數) 1,213 1,792 1,702 1,971 1,838 

完成調查(宗數) 1,268 1,783 1,774 1,970 1,967 

在接獲投訴後 180日內完成 

處理個案 (個案百分比) 
88% 89% 95% 96% 96% 

完成處理一宗簡單投訴個案 

平均所需的時間(日數) 
39 43 30 25 23 

完成處理一宗複雜投訴個案 

平均所需的時間(日數) 
219 195 122 87 78 

年终時仍在進行調查的 

個案(宗數) 
343 352 280 281 152 

在 45日內完成處理投訴個案

而毋須展開正式調查 

(符合要求百分比) 

69% 62% 77% 86%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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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2016 年回應諮詢／審核草案工作 

 

公署就下述 12 項建議法例及政府行政措施提供意見： 

 

(1) 司法機構政務處：在高等法院紀律處分程序不披露律師名字的法律修

改建議 

 

(2) 選舉管理委員會： (i) 立法會選舉；(ii) 2016 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

舉；及(iii) 行政長官選舉活動建議指引 

  

(3) 食物及衞生局：《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建

議 

   

(4)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香港稅務事宜自動交換財務帳戶資料 

 

(5)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草擬《旅遊業條例草案》 

 

(6) 工木工程拓展署：多車道自由流收費系統概念驗證研究的私隱影響評

估及私隱合規審核 

 

(7) 發展局：草擬建造業付款保障條例的法律草擬指示 

 

(8)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合併）條例草

案》最新草擬條文 

 

(9) 海事處：大型海上活動舉辦期間的安全措施的立法建議 

 

(10) 保安局：設立跨境運送大量貨幣和不記名可轉讓票據的申報及披露制

度 

 

(11)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實施識別投資者機制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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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運輸及房屋局：實施以專營權模式運作優質的士計劃的建議 

 

 

此外，公署亦從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的角度回應了下述公眾諮詢： 

 

(1) 中環及其鄰近地區電子道路收費先導計劃的公眾參與 

 

(2) 《職業介紹所實務守則》草擬本的公眾諮詢 

 

 



 

附件 D 

推廣及公眾教育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主要推廣活動  

- 大學保障私隱活動 (參加人數) 2 570 33 299 35 000 39 626 43 424 

- 保障私隱學生大使計劃 

- 參加人數 

- 學校夥伴數目 

 
2 000+ 

42 

 
4 840 

44 

 
7 593 

69 

 
16 528 

111 

 
5 485 
125 

- 其他活動數目 14 14 18 18 16 

- 總參加人數 46 657 58 979 141 443 260 223 193 260 
 

教育 

- 專業研習班 71 95 90 77 46 

- 研討會及講座 167 184 155 199 209 

- 總參加人數 16 311 20 898 14 845 18 708 25 801 

行業保障私隱活動 (參加人數) 1 369 1 302 1 018 2 473 221 

保障資料主任聯會 (會員人數) 386 357 557 535 588 

公署網站 

(每月瀏覽次數) 
45 192 75 912 55 000 50 804 54 054 

發出的資料單張、指引及 

實務守則 (累計)  
32 39 52 70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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