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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對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的態度調查 2020 

 

調查摘要 

 

引言 

 

1.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私隱公署）委託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於

2020 年 5 月至 6 月期間，進行一項公眾對個人資料私隱態度的意見調

查，為私隱公署提供有關個人資料私隱的最新資訊以作參考。 

 

調查方法 

 

2. 本項目透過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CATI）於 2020年 5月 15日至 6月

2 日期間以隨機抽樣方式與家庭住戶進行電話問卷調查，並成功完成了

1,204個訪問。 

 

主要調查結果 

 

有關提供不同類型的個人資料以換取額外資訊的私隱態度 

3. 受訪者對提供身份證號碼的關注最大，約 90%的受訪者表示肯定會拒絕

為換取額外資訊而提供身份證號碼。超過 50%的受訪者亦表示肯定會拒

絕提供完整的住址及完整的出生日期，而接近 50%的受訪者會拒絕提供

個人收入，約 40%的受訪者會拒絕提供電郵地址，亦有接近 24%的受訪

者會拒絕提供職業。男性及較年輕的受訪者在大多數情況下較不會拒絕

提供資料。 

 

個人資料被濫用 

4. 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36%）在過去 12 個月曾經歷其個人資料被濫

用，數目較 2014年的調查為低（當時的比率是 46%）。受訪者指出最常

發生濫用的機構是銀行（52%），其次是電訊公司（29%）、財務/放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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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20%）和健身/美容中心（15%）。此結果的首四位與 2014年調查的

同一問題的首四位相同，只是財務公司與健身/美容中心互換了位置。60

歲以下、教育程度較高及中高入息的受訪者相對較可能回答曾經歷個人

資料被濫用。 

 

5. 而曾經歷個人資料被濫用的受訪者中，11%曾作出投訴（與 2014年的調

查相同），而沒有作出投訴的受訪者主要因為︰不知道向哪個機構/部門

作出投訴（35%）、怕麻煩（21%）、不值得花時間投訴（21%）。 

 

對私隱公署工作的認識 

6. 大部分受訪者（64%）是透過大眾媒體認識私隱公署，亦有小部分受訪

者是透過大眾媒體以外的廣告（21%）、私隱公署網站/社交媒體（15%）、

私隱公署的刊物（14%）及私隱公署的推廣活動（6%）認識私隱公署，

結果與 2014 年的調查相若。男性、教育程度或入息較高的受訪者較大

可能透過大眾媒體認識私隱公署，而 50 歲以下或具大專程度教育或入

息較高的受訪者則多數透過私隱公署網站或社交媒體認識私隱公署。 

 

7. 大部分的受訪者（52%）同意或非常同意私隱公署自 2019年的起底事件

後，提升了社區對個人資料私隱的認識，同時亦有 48%的受訪者對此表

示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 

 

對修訂《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建議的支持度 

8. 大多數受訪者支持有關重大的資料外洩事故的修例建議︰70%的受訪者

完全支持賦予私隱公署權力要求將此類事故通知客戶（超過 90%的受訪

者在 0至 10分中給予 6分或以上；0為完全不支持，10為完全支持）；

65%的受訪者完全支持要求機構將此類事故通知私隱公署（超過 90%的

受訪者給予 6 分或以上）；59%的受訪者完全支持對此類事故處以罰款

（超過 87%的受訪者給予 6 分或以上）。受訪者的年齡越大，則越有可

能完全支持各項修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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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另外，大多數受訪者支持與起底相關的修例建議︰44%的受訪者完全支

持賦予私隱公署權力要求由香港機構控制的網站刪除有關起底的內容

（超過 70%的受訪者給予 6 分或以上）；42%的受訪者完全支持賦予私

隱公署權力對此類個案進行刑事調查（超過 70%受訪者給予 6 分或以

上）；39%的受訪者完全支持賦權私隱公署對這類個案提出檢控（超過

66%的受訪給予 6分或以上）。受訪者的年齡越大，則越有可能完全支持

各項修例建議。 

 

處理投訴的可信性 

10. 結果顯示廉政公署（廉署）及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是最值得信任的

機構，約 50%的受訪者對兩者的評分為 8至 10分（0為完全不信任，10

為完全信任）；而私隱公署、申訴專員公署及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

各有約 30%的受訪者給予 8 至 10 分；香港警務處（警務處）和競爭事

務委員會（競委會）則分別有約 25%和約 15%的受訪者給予 8至 10分。

從另一方面看，只有約 10%的受訪者給予消委會 5分以下，廉署、私隱

公署及平機會各有約 20%的受訪者給予 5分以下分，亦有約 25%的受訪

者給予申訴專員公署 5分以下，而競委會及警務處則分別有約 40%和約

50%的受訪者給予 5分以下。若細心分析受訪者的背景，會發現較年輕

的受訪者對所有機構的信任都較低，尤其是對警務處。 

 

對網上活動的私隱態度 

11. 受訪者被問到會否願意每月支付港幣$20 以換取在使用互聯網服務（如

Gmail）時不再將其個人資料用於廣告。很多受訪者（47%）都表示肯定

不願意，而只有 10%的受訪者表示肯定願意，這顯示大多數人都不願以

付費形式保障私隱。較年長、教育程度及入息較低的受訪者多數表示肯

定不會付費。在 2014年的調查亦有問到相類似的問題，當時只有 6%的

受訪者表示肯定願意付費。2014年的問題假設受訪者付費後將不會收到

廣告，而這次調查的問題假設受訪者付費後只會獲保證其個人資料不會

用於廣告。因此以上結果可被視為對於小部份公眾而言，以付費形式來

保障私隱的意願是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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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絕大多數身為 Facebook 用戶的受訪者（80%）留意到 Facebook 有私隱

設定，當中有大部分（81%）曾檢查有關私隱設定，而其中幾乎所有（89%）

相關受訪者曾更改其私隱設定。較年輕、教育程度較佳及入息較高的受

訪者較大機會留意到、曾檢查及曾更改 Facebook的私隱設定。 

 

13. 大部分受訪者在 Facebook 分享顯示他們與誰在一起或在何處的相片，

以及分享他們個人想法的帖文時，都只會向 Facebook的朋友公開（相片

和帖文皆為 54%），甚或從不會轉載/發表相關訊息（相片 34%，帖文

38%），只有很少數受訪者會向所有 Facebook 用戶公開（相片和帖文皆

為 5%或以下）或向 Facebook朋友的朋友公開（相片和帖文皆為 3%）。

較年長的受訪者較大機會從不公開其相片及帖文，而年青人（18-29歲）

及長者（60 歲或以上）較不會向所有 Facebook 用戶公開相片及帖文，

這顯示在促進公眾注意使用 Facebook 時的私隱風險方面，有關工作取

得一定成果。 

 

14. 絕大部分的受訪者（93%）有使用智能手機，其中近乎全部（98%）都有

安裝WhatsApp或類似的應用程式，當中 81%的受訪者是自行安裝有關

的應用程式，這顯示有不少受訪者是透過他人協助以安裝這些應用程

式。 

 

15. 大部分安裝了 WhatsApp 或類似的應用程式的受訪者（80%）知道這些

應用程式會查閱其智能手機上所有聯絡人的資料，而有很大部份的受訪

者（34%）認為此舉屬嚴重侵犯私隱（在 0至 10分中給予 10 分；0為

沒有侵犯私隱，10 為嚴重侵犯私隱）。女性、較年長及教育程度較低的

受訪者較不會知道這些應用程式會查閱其智能手機上所有聯絡人的資

料，而較年輕的受訪者較不會認為此舉屬嚴重侵犯私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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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有關提供不同類型的個人資料以換取額外資訊的私隱態度 

16. 公眾似乎頗為了解提供個人資料以換取額外資訊的風險，尤其涉及通常

在金融交易中用作核實身份的資料，即身份證號碼、完整的地址及完整

的出生日期。 

 

個人資料被濫用 

17. 個人資料被濫用的比率較 2014 年有所下降，但四大常見的濫用機構仍

然沒變，這顯示有需要對銀行、電訊公司、財務公司和健身/美容中心採

取更多行動。投訴比率仍然屬偏低，亦有頗多受訪者表示不知道在哪裡

作出投訴（超過三分之一），這顯示需要進行更多的公眾教育。 

 

對私隱公署工作的認識 

18. 受訪者對私隱公署工作的認識維持高水平，而他們的主要接獨途徑是大

眾媒體、大眾媒體以外的廣告、網站/社交媒體資訊及刊物，這代表現時

所採用的宣傳途徑和策略能接觸到公眾。儘管過半數受訪者同意私隱公

署自 2019 年的起底事件後提高了社區對個人資料私隱的認知，而正如

上文提到，仍有很多受訪者不知道在哪裡作出投訴。 

 

對修例建議的支持 

19. 絕大部分受訪者支持所有關於重大資料外洩事故的修例建議，這顯示有

關建議得到公眾支持。而至少三分之二的受訪者支持所有有關起底的修

例建議，這同樣顯示有關建議獲得所需的公眾支持。然而，結果亦顯示

有需要說服較年輕的公眾人士支持有關建議。 

 

處理投訴的可信性 

20. 公眾對私隱公署仍有高度信任，信任度與同類機構相若。唯一令人關注

的是較年輕的公眾人士對私隱公署的信任有所下降，但這是所有公營機

構均需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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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網上活動的私隱態度 

21. 公眾對於以每月向互聯網服務（如 Gmail）的提供者支付$20 以換取其

個人資料不會被用作廣告的承諾不感到吸引。從正面的角度看，大部分

受訪的 Facebook用戶都留意到、曾檢查及曾更改 Facebook的私隱設定，

亦只有少數受訪者會向 Facebook 朋友以外的人公開相片或個人帖文。

絕大部分的受訪者都使用安裝了 WhatsApp 或類似的應用程式的智能手

機，但有近 20%的受訪者表示有關應用程式並非由自己安裝。有差不多

百分比的受訪者不知道有關應用程式會查閱其智能手機上所有聯絡人

的資料，儘管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有關行為屬嚴重侵犯私隱。結果顯

示有關安全使用 Facebook 的公眾教育已見成效，但在安全使用

WhatsApp及類似的應用程式上，仍需做更多的工作。 

 

 

2020年 1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