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香港使用人工智能同时保障个人资料私隐 
 
了解机构如何通过私隐专员的新框架采纳人工智能道德实践 
 

 
 
在香港快速发展的科技环境中，人工智能（AI）的兴起正在变革各行各业及日常生活。然而伴随其潜力而
来的，是对个人资料私隐的复杂挑战，这需要强有力的指引以确保 AI 的优势能够以负责任的方式加以利用。
2024 年 6 月 11 日，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私隐专员公署）公布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出版物—
—《人工智能：个人资料保障模范框架》（框架），为机构在采购、实施和管理人工智能系统时提供实用
的路线图，确保在保障私隐的同时，遵守《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第 486 章）。 
 
该框架已为本地实践设立了新标准，不仅与全球期望保持一致，还帮助企业以尊重个人权利的方式整合人
工智能。对于正在探索这一领域的机构来说，这是一种平衡创新与问责的宝贵工具。 
 
i. 适用范围与核心原则 
 
该框架面向广泛的受众，包括市场参与者、上市公司、公司董事及香港和大湾区的利益相关方。它基于
《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的六项保障数据原则，倡导机构将「贯彻私隐设计」及人工智能管治嵌入现有
的私隐管理计划中。通过这样做，企业能够向监管机构及公众展现其对数据保护的承诺。这一指引还呼应
了中国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强化了香港在国际舞台上推动安全、可靠及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生
态系统发展的角色。 
 
框架的核心包括三项数据管理价值观——尊重、互惠及公平，以及由私隐专员公署 2021 年《开发及使用人
工智能道德标准指引》中提出的七项道德原则，如问责、透明度及数据私隐。这些基础鼓励机构开发符合
法律标准并履行其对个人及社会道德责任的人工智能系统。 
 
ii. 实施的关键指引 
 



该框架为人工智能管治提供了结构化的方法，首先从全面的风险评估开始，以识别与人工智能系统相关的
潜在私隐及操作风险。框架鼓励机构量身定制风险管理策略，例如决定在何种情况下人为监督应处于最低
限度、指挥地位或完全整合，以确保对已识别挑战采取相称的应对措施。除风险管理外，指引还涵盖数据
准备、人工智能模型定制及系统实施，强调需要进行严格的测试及验证，以确保可靠性、公平性及稳健性。
持续监控、强有力的安全措施、事件响应计划及定期审计被强调为维持信任及性能的关键。 
 
与持份者的交流同样重要——无论是内部员工、人工智能供货商、客户还是监管机构。框架强调透明的沟
通，敦促企业迅速处理数据访问请求，清晰解释人工智能驱动决策的原因，并使用简明易懂的语言与受影
响的人群交流。对交流的重视加强了问责制，并为人工智能的采用营造了协作环境。 
 
iii. 机遇与责任 
 
《人工智能：个人资料保障模范框架》标志着香港在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创新之旅中的一个关键步骤。它为
机构提供了可操作的建议，帮助它们驾驭人工智能管治的复杂性，同时确保遵守《个人资料（私隐）条
例》，并与全球道德标准保持一致。对于企业来说，采纳这些措施不仅仅是为了减轻风险——也是一个将
自己定位为道德技术使用领袖的机会，从而与利益相关方建立信任，并提升其作为负责任企业公民的声誉。 
 
随着人工智能重塑各行业，积极管治对于其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该框架作为一个基石资源，指导机构迈
向一个技术进步与个人资料私隐无缝共存的未来。其影响力不仅局限于香港，还支持大湾区成为全球创新
与技术中心的目标。企业应仔细审阅并实施框架的建议，利用这些指引推动进步，同时优先考虑私隐及道
德。 
 
如需了解更多详情，请参考私隐专员公署发布的《人工智能：个人资料保障模范框架》。若需了解 JML 如
何协助您的机构采纳这些人工智能管治实践，请扫描下方二维码以获取更多服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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