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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的 
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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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对香港带来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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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一带一路」赋予香港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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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为主要的人民币离
岸中心及世界级基建，能
成为中国和世界各国的超
级联系人，有助一带一路
发展。 
 

超级联通的优势 



珍惜「一带一路」带来的历史性机遇 

香港是世界信息中心，其信息专家既熟悉内
地情况和政府政策，又熟悉海外情况，能够
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和中
介服务。香港与「一带一路」特别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大多数国家都使用
英美普通法，可以为内地企业提供法律服务 

 

 
----王晓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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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拓展「一带一路」首选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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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桥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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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主要桥梁 



香港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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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先生
2016年5月18日出席香港「一

带一路高峰论坛」演讲 

自由开放的体制 

便利的营商环境 

广泛的国际联系 

发达的服务业 

先进的基础设施 

国际接轨的法治 

自由流通的信息 

众多高素质人才 



9 

香港的优越条件 

便利的营商环境 

信息自由流通 

信息科技基建完善 



香港在大湾区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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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及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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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区内资本、人口、货物和服
务的跨境流动，以期达至最终无
缝对接，是大湾区成功发展的重

要元素。 

香港在大湾区发挥的功能 



香港在大湾区发挥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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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航空枢纽 

 

• 熟悉国际趋势及标准 

 

• 知识产权贸易中心 

 

• 吸引人才汇聚 

 

• 推动科技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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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数码

化 

大数据时

代 

人工智能 

信息带动

经济 

经贸与个人信息 



期待与企业一起开拓「一带一路」各个项目
的商机 

「一带一路」建设将
会为香港带来一系列
的机遇，香港亦将会
担当非常重要的角色 

15 



香港是最受欢迎的跨境网购目的地之一 

完善的电

子商贸平

台 

着重个人

资料私隐

保障 

拥有各种国

际支付工具

和第三方支

付平台 
拥有高效

的国际物

流网络 

重视网

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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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的流通 

个人信息、数据  

跨越不同的边境  

限制个人信息、数据随意流入

其他国家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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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必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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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环境、安全及可靠性 

• 布线、温度、通讯、电力、服

务供货商信誉 

• 服务水平、设施技术规格 、

价格及风险地理位置 

• 完善网络基础设施的城市、穏

定的能源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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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频质量第二 

隐私保障第一 

数据中心安全性第一 

香港作为数据中心的优势 

国际连通性蝉联第一 



《2017-2018全球竞争力报告》 

香港在四个方面 

 
• 经济表现 

• 政府效率 

• 营商效率 

• 基础建设 

 

世界排名第一位 

亚洲排名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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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设备 

• 数据中心达至最高标准 

• 电力供应极为可靠稳定 

• 全面开放市场制度 

• 流动装置和家居宽带   

渗透率位居世界前列 

信息科技基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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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数据中心的优越条件 

香港有充足的信息科
技和数据中心专才 

香港地理上 
不受地震威胁 

香港能使
用海水作
冷冻 



香港 –「五流」汇聚之地 

人才

流  

物流  

资金

流  

服务

流  

信息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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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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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法律制度 

普通法制度 

律师、法官具双语优
势及丰富经验 

知识产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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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带一路」相关的 
个人资料保障的有关问题 

 



何谓个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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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个人信息保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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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1980  

1981   

1995  

1996  

2004 

2013  

2016  



2011 

香港- 1996 

2005 

2012 

2003 

2010 

2012 

亚洲区的个人信息保障情况 

28 



欧盟《通用数据保障条例》（GDPR） 

2016年5月通过 

2018年5月实施 

取代1995年欧盟

数据保障             

指令 

域外应用 

于境外向欧盟居

民提供产品服务

亦须遵守新条例 

个人信息转移限制 

行政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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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个人资料（私隐）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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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 

《个人资料（私隐）条例》 

全面的、符合国际标准的个人资料
保障法例 

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 

独立、公正、可靠的执法机关，深得
本地人民及海外隐私执法机关的信赖 



亚洲中最早订立单一和完整的个人资料保障   
法律的地区 

 

亚洲首个就个人资

料保障制订法例的

司法管辖区 

第二条在欧洲

以外施行的私

隐法例 

全面 
监管公、私营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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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个人资料保障制度紧贴全球标准 

建基于国际

认可的保障

资料原则  

达致国际 

标准  

研究法例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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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私隐管理系统 

由符规跃升为问责 

并非条例的要求 

由上而下 保障个人资料政策及步骤 

公署倡议 企业管治责任 

LAW 



由「符规」跃升为「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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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推行私隐  

管理系统的机构 

顾问项目： 

私隐管理系统操作
手册 

私隐管理系统： 

最佳行事方式指引  



公署正进行顾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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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德的处理个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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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项目探讨的问题 



符规 

问责 

道德/ 
信任/ 
尊重 

文化 

推动、鼓励 

提供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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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署的目标 



跨境资料转移-条例涵盖的情况 

由香港转移至境外 

在两个其他司法区之间的转移 

有关转移由香港的资料使用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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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资料转移 
条例第33条（尚未实施） 

确保转移的个人资

料获得保障 除非符合 其中一种

的例外情况，否则

条例禁止转移 

39 



必须符合以下其中一项条件 
 

跨境资料转移 

1 

2 

3 

有合理理由相信该地方有
相关法律与条例大体上相
似 

资料当事人以书面同意转

移 

 

该地方为白名单列出的司法管

辖区 

4 

5 

6 

条例的豁免 
 

已采取所有合理的预防措施及作出
所有应作出的努力，以确保处理个
人资料的方式不会违反条例的规定 

避免针对资料当事人的不利行

动或减轻该等行动所造成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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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资料转移
安排  

控制涉及无意或不必要 
的跨境资料流动活动 

检查白名单  
(当正式生效时) 

保存个人资料的清单 
保持透明度  

进行定期审核
及视察 

跨境资料转移的实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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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个人资料: 跨境资料转移指引 

提供实务性指引: 

•了解义务； 

•采取实务行事方式； 

•企业管治责任。 

42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