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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協最新調查結果發現  

半數被訪青年認為網上個人資料有機會被盜用  

一成三並無採取任何措施保障私隱  

逾八成下載 APP 前沒看清條款  

 

社交媒體及智能手機存有不少個人資料，稍有疏忽便會洩露私隱。香港青年

協會最新一項全港青年意見調查顯示，在 500 多名 10 至 24 歲受訪青年中，

近半數 (49.2%)認為網上個人資料有機會被盜用，一成三 (12.8%)表示並無採取

任何措施保障私隱。  

 

調查指出，有使用智能手機的受訪青年中，逾八成 (81.7%)表示沒有習慣看清

楚下載手機應用程式的相關使用條款；逾四成 (42.2%)亦表示沒有習慣定期檢

視及刪除認為沒有用的應用程式，更有二成七 (27.2%)表示不知道使用手機下

載應用程式，個人資料有機會被收集。  

 

調查顯示，以 10 分為滿分計，受訪青年對保護網上個人私隱的意識平均為

6.8 分，屬中規中矩。五成八 (58.4%)認為現時有關互聯網的教育宣傳短片，

對增加個人網上私隱的警覺性幫助不大。於保障個人網上私隱方面，受訪青

年較多採取的措施分別為「減少 /不使用公眾電腦」 (48.5%)、「減少/不將個

人資料放上網」(37.2%)、「安裝防毒軟件」(28.0%)等；但值得注意，一成三

(12.8%)受訪者表示什麼措施也沒有採取。  

 

另外，假如在網上收到一些屬於別人的個人私隱資料，一成三 (13.0%)受訪青

年表示「睇完後就轉寄 /分享給其他人」、三成四 (34.1%)表示「睇完就算」；

至於表示「唔睇」的，佔三成六 (36.2%)。  

 

該項名為「青年網上私隱」意見調查，於 10 月 12 日至 11 月 6 日期間以隨

機抽樣方法，成功用電話訪問了 522 名年齡介乎 10 至 24 歲的香港青年；成

功率為 52.0%，標準誤低於±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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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受訪青年會選擇性地於網上分享個人不同資訊，其中較多的是「個

人生活照片」，佔六成七 (66.9%)；其次是「電郵地址/QQ/ICQ 號碼」(30.9%)、

「居住地區」 (17.9%)、「感情生活」 (15.6%)及「所屬組識 /政團」 (13.1%)。

至於私隱度較高的資料如「電話號碼」(9.0%)和「性取向」(9.0%)，分別同樣

佔近一成。另外，大部分受訪青年於網絡社交平台上載貼文，會採用不同程

度的限制，讓其他人觀看；但亦有一成半 (15.5%)會選擇全部或大部分公開。 

 

負責調查的香港青年協會青年研究中心主任陳瑞貞表示，青年於社交媒體及

智能手機分享個人資料的現象愈趨普遍，容易衍生網上私隱問題。根據是次

調查，青年雖然關注在網絡世界保障私隱，但在實踐方面卻出現落差。陳瑞

貞提醒青年在網上應慎重處理個人資料，定期瀏覽各社交媒體之私隱設定，

並採取適當措施，保障個人私隱。  

 

為了深入研究青年使用網絡科技的習慣，青協青年研究中心將發放一系列相

關之調查結果，除了早前已公布有關青年網上學習、智能手機與我、青年網

上消費，以及今次的調查結果外，未來將公布網上閱讀，以及網絡參與等調

查結果。詳情可瀏覽網站 yrc.hkfyg.org.hk。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