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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摘要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公署」）委託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CASR) 進行一項兒童私隱研究，旨為探討兒童私隱在香港的情況及所面對的問

題。 

是項調查於 2014年 10月進行，期間與以下不同類別的持份者進行六場焦點小組

訪談： 

i) 幼稚園學生家長 

ii) 小學學生家長 

iii) 中學學生家長 

iv) 初中學生（中一至中三） 

v) 高中學生（中四至中六） 

vi) 中、小學老師 

另外亦與四間關注兒童的非政府組織之代表，進行深入訪談。 

第一部分 – 焦點小組訪談 

私隱資料 

研究結果發現，兒童視個人資料（如姓名、聯絡資料）、其家人的個人資料及與

朋友的交往情況（如朋友的個人資料、與朋友課餘的行蹤和對話內容）為個人私

隱。 

在兒童層面，受訪者特別指出在家中不希望父母透過查閱自己的手提電話、日記

及社交網站，又或透過聆聽手提電話內的留言及檢視電話訊息等途徑，得知他們

與朋友的交往情況。 

在學校，受訪兒童表示擔心自己的個人資料會因為老師未有妥善處理及保存而外

洩。同時，兒童反映不願意讓老師知道自己的家庭狀況、行蹤及與朋友的對話內

容。在同輩之間，兒童不希望朋友在社交網站任意發佈自己的相片，亦不欲他們

知道自己的家庭狀況及資料（如父母的婚姻狀況、家人的外貌）、手提電話密碼

和與其他朋友之間的對話。 

在家長層面，大部分受訪者出於關注子女的安全及成長，因而想掌握更多子女的

行蹤、朋友的交往情況及學業表現等資料。另一方面，老師則想透過學生手冊、

社交網站等途徑，掌握更多有關學生及其家庭背景資料和財政狀況，以便他們及

校方為個別有需要的同學提供協助（如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申領綜援的家庭

及非華語學生等）。 



2 

尊重兒童私隱 

大部分受訪兒童表示其家長、老師及同輩均會尊重其私隱，惟部分則表示家長曾

偷聽自己的電話對話內容及瀏覽其社交網站的內容。同時，有部分兒童表示老師

曾透過社交網站監察自己的校外生活，亦有少數朋輩會偷看其手提電話內的訊息

及相片，並供其他朋友傳閱。 

研究發現，家長表示他們會尊重子女的私隱；相反，老師則有可能會在一些特殊

情況下未能顧及尊重學生的私隱。 

兒童私隱的關注情況 

受訪兒童表示他們平日均注重個人私隱，大部分表示他們在社交網站發佈朋友的

個人資料、相片或錄像前，會先獲得朋友的許可。可是，部分兒童表示發佈與朋

友的團體照片前，並不會先獲得朋友的許可。除此之外，部分兒童表示關注網絡

營運者透過追蹤瀏覽網頁的紀錄及習慣，建立瀏覽者資料庫作網上廣告用途。 

幼稚園及小學學生家長認為其子女對兒童私隱的關注不足，相反大部分中學學生

家長則認為其子女關注私隱外洩及有關問題，例如子女會建議他們不應隨便把資

料上載到社交網站。另一方面，老師與家長的看法相近，皆表示較高年級的學生

會較關注私隱問題。 

兒童的權利 

研究發現大部分中學生認為自己沒有被賦予拒絕披露個人資料的權利，只有數名

受訪學生認為如果情況涉及朋友的私隱，又或自己已經年滿十八歲，則有權拒絕

向父母交待相關資訊。 

幼稚園學生家長認為其子女年紀尚小，所以不應給予他們拒絕披露個人資料的權

利，相反所有小學及中學學生家長則表示無法強迫子女向他們披露個人資料。此

外，所有家長均認同把子女的個人資料上載到社交網站前，須徵得子女的同意。 

受訪老師一般均認為由於在開學時家長已透過學生手冊或通告同意學校使用其

子女的個人資料，因此他們毋須再徵得家長或學生的同意，便可在有需要時自行

查閱學生的個人資料。此外，小學老師傾向認為因為學生年齡太小，所以不會關

注學校如何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 

保障兒童私隱的教育與支援 

研究發現有關兒童私隱的教育和支援並不足夠。一方面家長只向子女教導有限的

保障措施，例如教導子女不要向陌生人透露個人資料，但同時學校亦缺乏有關私

隱問題的教育，只安排零碎的講座或課堂，沒有全面的課程配合。大部分受訪老

師反映他們或學校沒有向學生提供有關個人私隱方面的支援。因為有需要時，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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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可能會涉及侵入學生私隱行為，他們認為學生愈清楚個人私隱權利，學校就會

設立更多相關限制。綜合各受訪老師所任教學校就保障兒童私隱的相關措施包

括： 

i) 電腦內的文件只可由已獲許可的人士登入，例如只有英文科老師才有權

限接觸英文科的相關文件； 

ii) 老師需要為敏感資料及文件（例如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名單）設置密

碼； 

iii) 只有班主任才有權存取班內學生及家長的聯絡電話，非班主任老師須要

取得訓導老師同意才可獲取相關資訊；及 

iv) 為學校伺服器設置安全保障措施，如設立防火牆。 

兒童面對的私隱危機 

部分受訪家長表示他們熱衷透過社交網站及應用程式，上載及分享其子女的照片

及影片。大部分受訪小學學生家長會與其子女共同使用一部電腦，部分更會共同

使用同一個電子郵件帳號。研究發現部分中學學生家長更知悉其子女之社交網站

及電子郵件帳號密碼。 

在學校層面，老師可能會透過社交網站監察學生的行為，或當學校遺失學生手冊

或身份證明文件，亦會構成私隱外洩的風險。 

尋求協助 

當面對與私隱相關的問題時，研究發現兒童一般缺乏應對的相關知識，亦不知道

可以向誰尋求協助。因此受訪兒童會自行採取保障個人私隱的措施，其中低年級

學生表示為防止家長侵犯其私隱，他們會在自己的手提電話加設密碼，而在不使

用手提電話時會立即關上螢幕，又或於任何時間都會隨身攜帶手提電話，以及為

應用程式加上密碼。高年級學生為避免被同輩在網絡上入侵私隱，他們會自行或

要求朋友移除社交網站內的個人標註，又或將社交網站的發帖私隱設定為只有朋

友才可閱讀，亦會避免在社交網站上載個人資料，及以不真實的個人資料登記網

上帳戶。 

容許侵犯兒童私隱的特殊情況 

大部分受訪兒童同意面對危急情況時，家長有需要知道他們的行蹤及同行朋友的

資料。同時，大部分受訪家長認為子女年齡太小，其身心發展並未成熟，當子女

身處危急情況下（如與未成年人士發生關係或生命受威脅時），應容許家長侵犯

子女的私隱以保障他們的安全。受訪老師則認為學校在有需要時（如作輔導、訓

導或舉辦課外活動用途），便可獲得更多學生的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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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 深度訪談 

香港兒童私隱的狀況 

研究發現大部分受訪的非政府組織代表對現時香港兒童的私隱狀況作出正面評

價，其主要原因為當局已制定及實施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受訪者指出，隨著

兒童年齡增長，他們對私隱的關注程度愈見提高。因此，受訪者認為家長及老師

應加強協助年齡較小的兒童保障他們的私隱安全。除此之外，大部分受訪者表示

關注網上私隱問題，並指出兒童一般都欠缺網上私隱意識。 

其中一位受訪者特別指出，香港父母一般會代表其未滿十八歲的子女作決定。然

而，有關決定或會漠視其子女的個人權利及自主，未必完全反映他們的個人意願，

例如校園驗毒計劃、學生罷課事件等。 

兒童私隱的教育 

大部分受訪者認為學校、老師及家長均不重視兒童私隱教育，認為學科教育和考

試評估比兒童私隱教育更為重要。因此學校往往沒有為兒童私隱教育分配充足課

時及資源，更不會將這個議題編制及納入教學課程部分，大多只會舉辦個別講座

探討相關議題。 

改善現行情況的建議 

受訪非政府組織代表就改善現行情況有以下建議：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1) 加強教育及推廣工作； 

2) 向有關兒童私隱的投訴者提供協助；及 

3) 與關注兒童的非政府組織合作推廣 

教育局： 

1) 把兒童私隱納入教學課程及編制相關課程；及 

2) 舉辦有關網上私隱的講座 

學校： 

1) 將兒童私隱納入及製作為通識教育或常識科課程； 

2) 在教師發展日提供保障兒童私隱的訓練； 

3) 與公署及相關非政府組織舉辦活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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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家長製作相關教材 

關注兒童權利／發展的非政府組織： 

1) 與公署合作舉辦講座； 

2) 持續舉辦相關講座； 

3) 向公署提交建議；及 

4) 檢討組織內的政策及措施 

未來的兒童私隱議題 

部分受訪者表示由於兒童開始接觸互聯網的年齡有下降趨勢，兒童私隱問題會愈

趨嚴峻。加上，隨著更多可連接互聯網的裝置面世，兒童將會有更多機會接觸及

使用互聯網，他們亦將面對更大洩漏個人資料的風險，例如較早前有積極參與社

會事務的兒童曾被人刻意在網上公開其個人資料。 

第三部分 – 研究結果比較 

各持份者希望獲取的私隱資料 

家長及老師往往與子女／學生處於對立狀況，他們均希望了解更多子女／學生的

情況，然而兒童則視這些資料為個人私隱。家長及老師都十分關注子女／學生的

社交圈子，而老師更希望深入掌握學生的個人資料（包括詳細的家庭背景、財政

狀況、父母婚姻狀況）。可是，子女／學生都認為這些資料屬個人私隱，不希望

向家長／老師透露。 

兒童私隱的關注情況 

研究發現家長及老師皆認為，與年幼兒童相比，年齡較大的兒童會較注重個人私

隱。家長認為年幼兒童一般會較忽略私隱風險，也缺乏保障個人私隱的能力。除

此之外，家長及老師都反映部分兒童缺乏私隱意識，更不懂得保障自己的個人私

隱。 

尊重兒童私隱 

整體而言，大部分受訪兒童均認同家長及老師都尊重自己的個人私隱，相反同輩

之間郤對個人私隱缺乏互相尊重。家長及老師亦表示自己尊重其子女／學生之個

人私隱，亦會給予他們拒絕披露個人資料的權利。然而他們亦會因應特殊情況，

如年幼兒童的家長由於擔心子女年紀尚小，及老師因處理學生的紀律問題，而漠

視兒童的私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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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使用他人的個人資料 

三組持份者在「使用個人資料前是否須徵求別人同意」這議題上各持不同的意見。

大部分受訪兒童於網上發佈朋友的個人資料前，都會先徵求朋友的同意。相反，

幼稚園及小學的家長及老師並不認為在使用子女／學生的個人資料前，須事先徵

求他們的同意。 

兒童面對的私隱危機 

研究發現對比在學校或和朋輩相處時，受訪兒童較少關注在家中的私隱問題。在

校內，他們擔心校方沒有妥善處理自己的個人資料，例如把學生的個人資料存放

在連接網絡的電腦。 

針對學校於公眾地方設置閉路電視所產生的私隱問題，研究發現受訪學生普遍缺

乏相關意識，認為這只是出於校方的保安理由。 

除此之外，家長及老師平日的習慣或疏忽，亦會令兒童私隱受到威脅。部分受訪

家長表示他們熱衷透過社交網站及應用程式，上載及分享其子女的照片及影片。

在學校方面，老師或會透過社交網站監察學生的行為，而學校違失學生手冊或身

份證明文件亦會構成另一洩漏私隱的危機。 

資訊及通訊科技和社交網絡的應用 

所有持份者包括兒童、家長及老師，都經常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家長及老師往

往缺乏採取保障措施下，透過互聯網上載及分享兒童的個人資訊。研究發現家長

經常透過社交網站及應用程式上載及分享照片及影片，學校亦會透過網站公佈學

生分班結果。 

對兒童的支援 

研究發現，整體就私隱保障的問題上，家長、老師及學校均對兒童缺乏支援。大

部分家長不知道如何協助子女保障私隱，也缺乏相關認知；而老師並不希望教授

學生相關議題，因為有需要時，老師可能會涉及侵入學生私隱行為。因此，兒童

一直缺乏家長及學校有關個人私隱方面的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