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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家書》 2025 年 6 月 7 日 

（香港電台第一台） 

制定 AI政策 僱主僱員齊得益 

 

大強兄： 

 

最近政府推出了很多推廣旅遊的措施，很高興知道您

的生意越做越好 。 

 

近年來，人工智能（AI），尤其是生成式 AI，為我們

的生活、工作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使用生成式AI工

具的門檻並不高，市面上現成的AI工具五花八門，不

少均可免費使用。我們也不需具備電腦編程知識，只

要向AI聊天機械人輸入簡單的指示，就可以生成詳盡

的文章，甚至是幾可亂真的圖像及影片。在席捲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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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AI熱潮下，您作為老闆，相信不時會思考應該如何

將AI整合至業務流程，提升公司的生產力和競爭力。 

 

營商當然要留意大環境。放眼國家，國家在今年兩會

期間發表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持續推進「人工

智能＋」行動，支持大模型廣泛應用，而香港特區政

府 2022年公布的《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以至今

年 2月發布的《財政預算案》均強調要發展 AI產業，

以加速發展新質生產力。 

 

事實上，大部分香港機構已經開始在業務營運中使用

AI。私隱專員公署在今年 2月至 5月期間，對 60間本

港機構進行循規審查，了解它們使用AI的情況。結果

顯示，高達八成的審查機構在日常營運中使用 AI。與

此同時，機構亦十分重視保障個人資料私隱。有透過

AI 系統收集或使用個人資料的機構，全部都有採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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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保安措施，包括存取控制、滲透測試，以及加密

數據等等。 

 

其實，無論機構是否已制定有關AI的內部政策，很多

員工可能都已經迫不及待，開始在工作中使用生成式 

AI。不過，是否人人都清楚了解AI帶來的風險、懂得

安全地使用 AI呢？外國已經發生過一些 AI事故，值

得我們引以為鑑：韓國曾有科技公司的員工在與AI聊

天機械人對話的時候輸入公司的內部原始碼；荷蘭亦

曾有診所職員未經准許將病人的醫療資料輸入至AI聊

天機械人，這些事件都導致相關機構的機密資料或病

人的敏感資料外洩。 

 

假如僱員在沒有得到適切引導的情況下使用生成式 AI，

不但帶來個人資料私隱風險，亦可能會損害機構自身

的利益。所以，機構有必要未雨綢繆，為員工提供使

用生成式 AI的內部政策或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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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機構制定AI政策或指引，私隱專員公署於今年

3月發表了《僱員使用生成式 AI的指引清單》（《指

引》），幫助機構遵從《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私隱條例》）的相關規定，讓僱主、僱員可以在

享受科技帶來的便利及好處之餘，更好地保障個人資

料私隱。 

 

《指引》建議，生成式AI政策或指引的內容應該涵蓋

五大方面：獲准使用生成式AI的範圍、保障個人資料

私隱、合法及合乎道德的使用及預防偏見、數據安全，

以及違反政策或指引的後果。《指引》以清單模式製

作，機構可參考當中列出的各個範疇，根據自身情況

制定內部政策。 

 

有關僱員獲准使用生成式AI的範圍，《指引》建議機

構訂明准許僱員使用哪種生成式AI工具及用作哪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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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例如是起草文書，總結資訊，或是生成一些廣告

的材料。 

 

在保障個人資料私隱方面，《指引》亦建議機構應該

清晰說明僱員可輸入至生成式AI工具的資訊種類及數

量，例如可否輸入客戶個人資料，及公司的內部資料。  

 

特別要留意的是，為符合《私隱條例》的相關規定，

機構應指示僱員不應在沒有客戶同意的情況下，改變

客戶個人資料的用途，例如將客戶原先只為參與會員

計劃或者進行交易而提供的個人資料輸入至AI作其他

用途。另一方面，在可行的情況下，機構亦應指示僱

員在輸入個人資料至生成式AI工具前將資料匿名化。 

 

舉例來說，若果您使用AI來分析客戶購物的喜好，您

毋須將他們的名字甚至聯絡方式輸入AI系統，可以考

慮用 A先生、B小姐等代號來輸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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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制定內部政策只是機構提升AI治理水平的其中

一環。機構可以參考私隱專員公署去年發表的《人工

智能  (AI)：個人資料保障模範框架》（《模範框

架》），制定其 AI策略及提升其整體 AI治理水平。

如有任何疑問，可以致電公署的「AI安全」熱線 2110 

1155 查詢。機構亦可參與公署舉辦的研討會及內部培

訓課程，了解相關指引的內容。 

 

最後，大強兄，我亦建議您提提公司的同事：在工作

上使用生成式AI時，記得要遵從公司的政策及指引；

工餘時間使用AI聊天機械人時，也要切記不要隨便透

露個人資料呀！ 

 

麗玲 

2025年 6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