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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2024 年 4 月 8 日舉行的會議  
 

有關成立“數字政策辦公室”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提供有關政府當局成立 “數字政策辦公室 ”的背
景資料，並概述議員近年在資 訊科 技及廣 播事務委 員會

(“事 務 委員會 ”)及發展智慧城市事宜小組委員會 (“小組
委員會 ”) 討論相關議題時所表達的主要意見和關注事項。  
 

 

背景  
 
成立 “數字政策辦公室 ” 
 
2. 政府當局在 2022 年底發表的《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
圖》強調 “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建設智慧香港 ”是本港創新科技
發展的一個主要方向。行政長官於 2023 年施政報告 (“施政報
告 ”)提到政府將 “全力推動政府服務數碼化，善用人工智能及
開放更多政府數據，推動數字經濟 ”，並會按數字政策及以數
據為本的方針，加快數字政府建設。  
 
3. 施政報告亦提到政府擬成立 “數字政策辦公室 ”，將現
時的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資科辦 ”)與效率促進辦公室合
併，由 “數字政策專員 ”帶領，專責制訂數字政府、數據治理及
資訊科技政策，整合資源，推動部門及業界共享數據及數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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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應用，從而推出更多便民利商的數字政府服務。當局預計最

快於 2024 年上半年完成成立新辦公室所需的程序。   
 
推動數字政府的措施 

 

4. 為善用科技提升政府的管理效率和優化城市管理，

政府於 2020 年推出《香港智慧城市藍圖 2.0》，在 6 個智慧範
疇下提出多項措施，包括：  
 

(a) 推動數字政府服務：各部門須加快推行數字政務
服務，以期在 2024 年年中前，所有牌照、申請
和涉及批核的申請、付款和領證服務及表格均可

於網上辦理；  
 

(b) 擴大 “智方便 ”的應用：政府計劃在 2025年年底前
全面採用 “智方便 ”向市民提供一站式數字政府
服務，以達至政府服務 “一網通辦 ”，讓市民獲取
一系列與生活相關的資訊。政府考慮提供 “一鍵
登入 ”功能，讓市民透過 “智方便 ”接達常用的
政府服務。當局擬開發企業版 “智方便 ”平台，以
改善和簡化企業的身份核實程序。政府當局並正

與廣東省政府就粵港數字基礎設施的對接等事

宜進行測試，讓香港居民透過 “智方便 ”登記認證
平台接達廣東省政務服務；  

 
(c) 建立 “授權數據交換閘 ”：當局擬在 2024 年年底前

將“授權數據交換閘 ”連接香 港金 融管 理 局的
“商業數據通 ”，讓市民可以自行選擇試行數據互
通安排，便利金融機構進行客戶身份驗證。政府

當 局並會就 “授權數據交換閘 ”的設計及推行安
排的細節徵詢香 港個 人資料私 隱專 員公署的意

見，確保符合相關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的規定；  
 

(d) 促進數據互通：資科辦在 2020 年 9 月推出的
“新 一 代政府雲端平 台 ”，除可快速為政策局 /

部門(“局 /部門 ”)提供資訊科技資源以加速開發
電子政務外，亦有助提升局 /部門間的數據交換

及共享效率；  
 



 - 3 - 

(e) 促進先進科技應用：政府會利用資訊科技，如大
數據分析、人工智能、區塊鏈和地理空間分析技

術等，於 2025 年年底前優化過百個數字政府項
目，改善公共服務；  

 
(f) 提供共享空間數據：空間數據共享平台是一個以

數碼地圖為基礎的一站式平台，開放和分享空間

數據，涵蓋屋宇、人口、運輸等範疇；及  
 

(g) 進行電子政府審計：為加快公共服務數碼轉型，
資科辦為所有局 /部門進行電子政府審計，並就

各局 /部門如何改善資訊科技系統和服務提出建

議。有關工作已於 2023 年年底完成。  
 
配合數據流通的措施  
 
《香港促進數據流通及保障數據安全的政策宣言》 
 
5.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 (“創科工業局 ”)與資科辦於 2023 年
12 月發布《香港促進數據流通及保障數據安全的政策宣言》
(“《政策宣言》”)，闡明政府在數據流通及數據安全這兩方面
的管理理念和策略。  
 
6. 透過《政策宣言》，政府會就其資訊科技系統保安及數

據安全提供使用及安全規範、審視現行法例及與數據收集、使

用、處理、保護和分享相關的內容、研究可行的方法以針對個

別範疇的痛點、打破數據壁壘及為數據互通拆牆鬆綁。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會分別研究修訂《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第 486 章 )及完善《版權條例》(第 528 章 )，以適
時加強對個人資料和人工智能技術發展所提供的保障。   
 
《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的合作備忘錄》 
 
7. 在促進跨境數據流通方面，創科工業局與國家互聯網

信息辦公室 (“網信辦 ”)於 2023 年 6 月簽訂《促進粵港澳大灣區
數據跨境流動的合作備忘錄》，在粵港澳大灣區 (“大灣區 ”)以
先行先試方式，簡化區內企業的個人數據流動到香港的合規安

排，促進灣區經濟及發展融合。按《備忘錄》的框架，創科工

業局與網信辦於 2023 年 12 月 13 日共同發布《粵港澳大灣區
(內地、香港 )個人信息跨境流動標準合同》便利措施，讓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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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處理者及接收方可以按自願原則及統一的範本訂立標準

合同，規範合同雙方就個人信息跨境流動的責任和義務，以促

進及簡化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個人信息跨境流動到香港的合規

安排。   
 
8. 為進一步加強網絡安全規範，政府當局會研究制訂

《數據中心保安實務指引》，推動 “網絡安全資訊共享夥伴
計劃 ”，鼓勵不同業界分享網絡安全資訊和事故應變經驗，同
時與業界合作為中小企提供免費網站安全檢測服務。  
 
 

過往的討論 

 

9. 政府當局曾於 2023年 2月 13日、3月 20日、11月 13日
及 12月 12日舉行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以及 2023年 1月 31日
及 4 月 25 日舉行的小組委員會會議向議員簡介成立 “數字政
策辦公室 ”及推動數字政府的事宜。議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
注事項綜述於下文各段。    
 
數字政策專員  
  
10. 議員詢問，數字政策專員是否有足夠權力帶領相關的

跨部門協調工作，以及在推動共享數據工作時會否包括司法

機構。政府當局回應指，在各部門的支持下，相信專員可有效

執行協調工作。在推動部門共享數據時，“數字政策辦公室 ”將
可發揮更佳協同效應，為政府部門及司法機構提供相關建議。 
 
推動電子政務  
 
11. 在推展電子政務方面，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盡早在

各部門和公營機構全面推出大型電子服務系統及進行測試。

政府當局表示，不同部門推出大型電子服務系統前必須安排獨

立承辦商進行測試。政府會制訂相關指引，要求部門加強測試

力度，並由 “數字政策辦公室 ”擔當統籌角色。   
 
“智方便 ”平台  
 
12. 議員詢問政府當局如何推動更多政府部門和公私營

機構推出利用 “智方便 ”接達的網上服務。政府當局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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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科辦正與數碼港合作推出沙盒計劃，讓公私營機構可藉沙盒

計劃進行概念驗證測試。   
 
13. 在程式介面方面，議員建議政府當局為 “智方便 ”加添
個性化服務，例如提供儲存庫功能，並參考內地應用程式的設

計，將資訊融入應用程式中。政府當局指會優化程式界面設計，

考慮加入儲存庫功能，提供更個性化的服務。當局亦會更新設

計，讓市民無需登記帳户，亦能獲取一系列與生活相關的資訊。  
 
14. 鑒於 “智方便 ”提供多項個人服務，議員認為政府當局
應以嚴謹的程序核實使用者身份，並增加雙重驗證功能。另有

議員認為當局應簡化登記流程，以便更多市民登記 “智方便 ”帳
户。政府當局表示會優化首次登記時的身份驗證程序，並會大

幅增加自助登記站的數目，方便市民登記 “智方便 ”帳户。   
 
15. 議員詢問當局會否透過 “授權數據交換閘 ”與粵港數字
基礎設施進行對接。政府當局表示，當局與內地政府現正就

粵港數字基礎設施的對接等事宜進行測試，並期望盡快推出相

關服務，讓香港居民可使用 “智方便 ”登記認證平台以使用
廣東省政務服務。議員建議，除提升 “智方便 ”讓本港市民使用
內地政務服務外，亦應提升至核實內地居民的身份，從而接達

本港政務服務。政府當局答稱，現正與廣東省政務服務數據

管理局磋商有關政務服務 “跨境通辦 ”的安排。  
 
促進數據流通  
 
16. 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有何措施推動業界共享數據；日後

會否在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設立數據中心，以及透過

“一國兩制 ”的法律框架，進一步促進和加強大灣區內的敏感數
據的流通。政府當局表示，創科工業局及資科辦共同發布的

《政策宣言》，闡明政府在數據流通及數據安全兩方面的管理

理念和策略，從多角度完善數據治理體系。為加快智慧城市發

展及落實落馬洲河套地區的具體規劃，政府致力推動人流、物

流、資金流及信息流，並在數據流通與數據安全之間作出平衡。 
 
17. 議員問及政府當局會如何解決各部門的服務平台出現

數據互不相通的情況。政府當局解釋，資科辦現正構建 “授權
數據交換閘 ”，讓市民可選擇授權政府通過部門之間的系統分
享其個人資料。此舉有助解決部門的系統數據互不連通的問

題。部門將更新資訊科技系統，讓各部門可標準化地互相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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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議員建議政府當局設立一體化平台及建立中央數據庫，

以達至真正的數據互聯互通。  
 
18. 議員建議政府當局參考國內訂立的數據安全法、個人

信息保護法，以及新加坡的數碼政府藍圖等，以實現部門間數

據共享的目標。當局表示對是否需要訂立法例以規範數據的收

集與使用等事宜持開放態度，當局會適時修訂相關法例以促進

電子政務的發展。 (有關進展見上文第 6 段 ) 
 
19. 議員詢問，當局在推動數據跨境流動的同時，如何確

保市民的私隱得到保障。議員認為當局應解決法例上對收集和

使用個人數據的限制，同時須釋除市民對私隱保障的疑慮。

政府當局表示，政府一直按照《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等法例、
行政措施及業界指引，適當地收集和使用包括個人資料的數

據。當局並會諮詢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的意見，以確保市民的個

人資料保障符合《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的規定。   
 
加強網絡安全保護  
 
20. 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透過何等措施協助中小企妥善

應對網絡安全風險。另有議員建議，當局可考慮與具規模的

機構或商會合作，為業界提供協助。政府當局表示，政府正在

從不同層面支援業界應對網絡安全風險，例如加強與業界的協

作，推出宣傳教育及培訓、提高業界與公眾的網絡安全保護意

識和能力，以及與業界研究制訂《數據中心保安實務指引》和

提供 “網健通 ”服務及資訊保安事故應變支援。   
 
推行電子政府審計  
 
21. 議員詢問政府當局如何推行電子政府審計。政府當局

表示會委聘有相關經驗的顧問公司檢視局 /部門的資訊科技系

統和服務，提出優化方案。當局計劃於 2025 年年底前推出
100個數字政府項目。議員建議當局額外聘請顧問審視法例相
關的問題。   
 
 
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質詢 

 
22.  議員曾在立法會會議上就成立 “數字政策辦公室 ”，以
及電子政務的發展事宜提出質詢。該等質詢的詳細內容及政府

當局的答覆，可透過載於附錄的超連結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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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情況  
 
23.  政府當局將於 2024年 4月 8日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
簡介將現時的資科辦與效率促進辦公室合併，以成立 “數字政
策辦公室 ”的安排。  
 
 
相關文件  
 
24.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暨公共申訴辦事處  
2024 年 3 月 28 日



附錄 

成立“數字政策辦公室” 
 

相關文件一覽表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資訊科技及  
廣播事務  
委員會  

2023 年 2 月 13 日  
 

議程第 III項：《香港創新科技發展
藍圖》  
會議紀要  
跟進文件  
 

資訊科技及  
廣播事務  
委員會  

2023 年 3 月 20 日  
 

議程第 III 項：  
提升 “智方便 ”以實現政府服務
“一網通辦 ” 
會議紀要  
跟進文件  
 

資訊科技及  
廣播事務  
委員會  

2023 年 11 月 13 日  議程第 III 項：創新科技及工業局
局長、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和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就行政

長官 2023 年施政報告作出簡報  
會議紀要 

 
資訊科技及  
廣播事務  
委員會  

2023 年 12 月 12 日  議程第 III 項：促進數據流通及
保障數據安全  
會議紀要 

跟進文件  
 

發展智慧  
城市事宜  
小組委員會  

2023 年 1 月 31 日  議程第 I 項：推行智慧政府的最新
情況  
會議紀要 

跟進文件  
 

發展智慧  
城市事宜  
小組委員會  

2023 年 4 月 25 日  議程第 I 項：智慧城市發展的下一
階段工作  
會議紀要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itb/agenda/itb20230213.htm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itb/minutes/itb20230213.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itb/minutes/itb20230213.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itb/papers/itb20230213cb1-189-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itb/papers/itb20230213cb1-189-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itb/agenda/itb20230320.htm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itb/minutes/itb20230320.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itb/minutes/itb20230320.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itb/papers/itb20230320cb1-779-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itb/papers/itb20230320cb1-779-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itb/agenda/itb20231113.htm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itb/minutes/itb20231113.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itb/agenda/itb20231212.htm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itb/minutes/itb20231212.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itb/minutes/itb20231212.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itb/papers/itb20231212cb1-1198-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itb/papers/itb20231212cb1-1198-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hc/sub_com/hs01/agenda/hs01202301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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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hc/sub_com/hs01/agenda/hs0120230425.htm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hc/sub_com/hs01/minutes/hs0120230425.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hc/sub_com/hs01/minutes/hs012023042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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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會議  文件  

2023 年 2 月 22 日  第10項質詢：配合國家構建數據基礎制度的措施  
 

2023 年 4 月 26 日  第9項質詢：推動電子政務的發展  
 

2024 年 1 月 24 日  第18項質詢：人工智能的發展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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