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章

導論

個人資料私隱　自己作主話事

你好！這裏是『逆風快遞』客戶服務中心。你委

託我們從深圳寄往泰國的包裹未能成功派遞……

現在通知你，海關在你的包裹裏面搜出六本假護

照，已屬違法。深圳市公安局已向你發出拘捕令

及資產凍結令……

以上的電話騙案情節並不陌生，你或你的朋友必定曾經收到這類電話，

更「專業」的騙徒，甚至可以說出你的姓名和身份證明號碼，再引導你

登入指定的網址，向你出示載有你照片及其他個人資料的「拘捕令」。

看到這裏，你或許會覺得這已是過時的技倆，但騙徒往往能重施故技，

令受害人墮入騙局！你永遠想不通騙徒如何取得你的個人資料，正如你

從不認為自己曾胡亂披露個人資料給不相干的人。

要保障你的個人資料免被不當使用，不能單靠「大熊」或是「小豬」給

你核實來電，而是要從喚醒保護個人資料私隱的意識開始！通過了解相

關法例和個人權利，掌握精明貼士，然後應用於日常生活各個範疇，大

前提是「個人資料私隱，自己作主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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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隱權

甚麼是「私隱」？銀行戶口裏的存款金額？手提電話內的資料？沒人干

擾的房間？一般來說，私隱權可分為四大類別：（一）「資訊私隱」─

例如你不會預期你的發薪通知會在傳遞過程中被某些「熱心人士」知

悉，繼而成為同事間的「公開資料」；（二）「地域私隱」─像你的鄰

居不能隨意進入你的居所；（三）「人身私隱」─想像一下被人跟蹤的

滋味就明白了；及（四）「通訊及監察私隱」─信用卡月結單的信件

被媽媽「無意地」拆開了 ...... 你懂的。

日常生活中到處也是洩露私隱的陷阱，在互聯網年代，懂得保障自己的資料便顯得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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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所談論的主要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1（「《私隱條例》」）下

保障的「資訊私隱」，即是你的個人資料，須按法律所規定的原則被收

集、持有、處理和使用。

《私隱條例》的立法背景

1994 年，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發表有關保障個人資料的法律改革報告

書，建議採納國際公認的保障個人資料原則 2，制定專門保障「資訊私

隱」、並適用於公私營機構（包括政府）的法律。有關建議獲政府接

納，並於 1995 年制定《私隱條例》，主要條文於 1996 年 12 月 20 日

正式生效。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私隱專員公署」）亦於同年

成立，主要職能為執法、監察、監管及推廣，促使各界人士遵從《私隱

條例》，以確保市民的個人資料私隱得到保障和尊重。香港也成為亞洲

首個地區，就保障個人資料私隱全面立法，以及設有獨立於政府的監管

機構。

《私隱條例》以六個保障資料原則為基礎，涵蓋個人資料由收集、保

存、使用以至銷毀的整個資料週期。《私隱條例》還包括私隱專員的職

能及權力、處理投訴和調查、豁免遵守保障資料原則的情況，以及相關

的刑事罪行。

1 香港法例第 486 章

2 法律改革委員會的建議是以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的《保障私隱與個人資料跨境流通指引》為基礎，有

關指引就以下各方面定下原則：限制收集、資料質素、指明目的、限制使用、保障安全、處事公開、

個人參與及承擔責任。其時歐洲共同體委員會亦就如何保障個人資料發表了類似且在某方面更進一步

的《指令草擬本》，法律改革委員會擬定其建議時，亦有論及經修訂的《指令草擬本》。除以上國際公

認的保障個人資料原則外，法律改革委員會同時考慮了適用於香港的人權法律是否足夠，例如透過制

定《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香港法例第 383 章）而納入香港本地法律內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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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隱條例》自 1996 年實施後，資訊及通訊科技高速發展，為我們的

生活帶來更多方便的同時，亦對個人資料的保障帶來新的挑戰。因此，

政府在 2012 年修訂了《私隱條例》，擴大私隱專員的執法權力、提高

罰則、加入新的罪行條文，以及因應 2010 年發生的「八達通事件」3 而

加入了針對使用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用途的新規定。另一方面，為了平

衡個人資料私隱與其他權益，經修訂的《私隱條例》亦加入了新的豁免

條文。

捍衞私隱

問問自己：是否熱衷於「打卡」、「自拍」及上載相片至社交網站和「朋

友」分享？又曾否參與或被「人肉搜尋」呢？

保障資料私隱，要從源頭着手。本書會為你提供精明貼士，教你如何保

護自己的個人資料的同時，也不要忘記保障、尊重他人的個人資料。法

律條文是冷冰冰的，日常例子卻是活生生的。本書會以深入淺出的方

法，附以大量真實及有趣的個案，讓你認識甚麼是「個人資料」、誰是

「資料使用者」、六大保障資料原則的要求和主要豁免情況。此外，本書

特別揀選了四個範疇─人力資源管理、物業管理、資訊及通訊科技和

直接促銷─探討當中常見的個人資料私隱問題。假如你的個人資料被

濫用，你可以向誰投訴？你的投訴理據充分嗎？可以向違法者追討賠償

嗎？本書會一一為你解答。

3 見本書第 7 章「廣大關注的個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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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或許會懷疑，在這個講求資訊流通的人工智能時代，保障「資訊私

隱」是否只屬紙上談兵？本書希望幫助讀者認識海外相關法例的未來趨

勢，讓你不致迷失於資訊泛濫的洪流當中，更會以曾獲傳媒廣泛報導的

幾個重要個案，包括八達通公司出售大量客戶資料圖利、某電視紅星被

「狗仔隊」偷拍家中狀況等事件，讓你學懂如何捍衞私隱，清楚認識到

相關做法在《私隱條例》下是絕不容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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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甚麼是「個人資料」

陳先生：「原來剛才在我們身邊走過的漂亮太太

已經超過 65 歲。真的一點也看不出，是名副其

實的「美魔女」呢！」

陳太太：「你認識她麼？依我看來，她最多只有

50 歲，應該比我年輕得多！」

陳先生：「我當然不認識她！不過我留意到，她

「嘟」八達通卡入閘時，閘口發出的特別響聲，

加上有綠色閃光，很明顯，她用的一定是長者八

達通！」

原來，你每天「嘟出嘟入」的八達通卡，正不經意的洩露了你「年齡的

秘密」。這算不算侵犯私隱呢？我們應該如何界定「個人資料」？

個人資料的定義

與在世人士有關

要得到《私隱條例》的保障，有關資料必須符合「個人資料」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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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資料必須直接或間接與一名「在世人士」有關，換言之，已故人

士的資料不受《私隱條例》所保障。因此，一些報章揭露某些已故巨星

私隱的報導，不屬於《私隱條例》所監管的範圍。

接着，就要考慮何謂與該名在世人士「有關」。在一份文件中提及某在

世人士是否一定屬於該人的個人資料呢？這就要視乎資料的內容是關於

甚麼了。例如，醫生給病人發出接受物理治療的轉介信，信中詳述了

臨牀診斷及建議治療方案，內容明顯地是針對該病人而寫，直接與他

相關，所以屬於該病人的個人資料。那麼，會議紀錄記下了出席者的意

見，這又是否與他們有關而構成個人資料呢？我們來看以下這個例子

吧！某醫院就一宗院內發生的鍋爐意外而召開會議，其中一名出席員工

在會上就鍋爐的維修及保養表達意見，雖然他的意見記錄在會議紀錄

上，但這並不屬於他的個人資料，因當中討論事項只涉及鍋爐，跟他本

人無關 1。

資料可確定個人身份

其次，要看看有關資料可否直接或間接地確定個人的身份。以上文提到

的那位「美魔女」為例，鐵路公司是否已洩露了她的個人資料？答案是

沒有。入閘機的裝置只為了辨別乘客是否使用特惠八達通卡，以便鐵路

職員對懷疑濫用乘車優惠的人士（例如成年人使用學生八達通）進行抽

查。我們不能單憑閘口那些響聲與閃光便可直接或間接地確定乘客的身

份 2。事實上，任何人（不論是否長者）使用特惠八達通卡進出閘口，入

閘機也會發出特定的提示。因此，那些響聲及閃光並沒有洩露了「美魔

女」的身份，陳先生和陳太太到今天還未知道「美魔女」是誰呢！

1 曹元緒 對 行政上訴委員會 ( 民事上訴案件 2000 年第 960 號 )

2 行政上訴案件 2000 年第 1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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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必須存於紀錄

最後，就是「個人資料」必須記錄在文件內，包括書面文件、相片、錄

像等形式，並且可供查閱及處理。因此，只以口述形式披露而沒有記錄

下來的資料，不符合《私隱條例》下「個人資料」的定義。嚴格來說，

《私隱條例》不能保障你以口頭形式向朋友披露的個人秘密免被宣揚出

去。不過，如果資料是以任何形式被記錄下來，則口頭披露該資料就會

觸犯《私隱條例》。

只要資料足以確定你的身份，便受到《私隱條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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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個人資料

日常生活中經常接觸到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年齡、性別、電話號碼、

地址、身份證號碼、國籍、職業、婚姻狀況、薪金、財政狀況、宗教信

仰、相片、醫療紀錄、受僱紀錄（包括工作表現評核）等資料。就某項

關於你的資料而言，你便是「資料當事人」，受《私隱條例》所保障。

其他類別的個人資料

要斷定以下各個類別是否屬個人資料並不容易，一般須視乎情況而定，

現在就讓我們探討一下。

手提電話號碼

你試過手提電話號碼無故被加到某些聊天群組內，令你在非自願的情況

下接收推銷補習服務的訊息嗎？雖然電話號碼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個人

資料，但在這個例子裏，群組的管理員並不知道群組成員的身份，他只

是把大量首幾個數字相同的電話號碼加到群組，以發送推銷訊息。由於

單憑電話號碼不能切實可行地辨識到你的身份，所以不屬於你的個人

資料。

儘管如此，如果某些公司致電給你，表示你是特選客戶，更知悉你的姓

名，那便涉及使用你的個人資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