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據流通對於金融服務業在大灣區內的進一步融合至關重要。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應該運用其完善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及雄厚的創新實力，
將其定位為大灣區的金融數據樞紐，加強大灣區內數據互聯互通，進一步鞏固香港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報告的全文可於金發局網頁(www.fsdc.org.hk)下載 中文譯本僅供參考。如中、英文版本有任何抵觸或不相符之處，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連接數據：
將香港打造為跨境金融數據樞紐

跨境數據流通的
通用機制

名單
合約條文範本
認證
必要性
當事人同意

缺乏促進跨境數據轉移的具體法規
變化不斷的數據監管環境不可避免地帶來不確定性
於中國內地及香港營運的企業面對業務整合的困難
龐大成本及資源投放以符合區內跨境數據轉移的合規要求
企業在吸納及培育本地及外國人才的挑戰

• 建立白名單及灰名單，促進大灣區內的
 跨境數據轉移
• 開展試點項目，探討跨境數據共享的
 可行性
• 制定一套大灣區數據管治標準

• 認證機構應參考各種數據管治
 原則發出認證

清晰說明有關跨境數據流動的
法規

加強大灣區內的數據管治及
政策協調

香港金融服務行業所面臨的挑戰

• 訂明清晰的法律框架機制可促進國際
 數據轉移
• 顯示香港擁有充足的數據保障

制定大灣區內跨境數據轉移的
標準合同條款

設立第三方認證機構，對大灣區
內的跨境數據轉移進行公正的
規格評估

• 有助減少企業的商談及合規
 成本和時間
• 確保資料在境外轉移時得到保護

• 利用基於區塊鏈的數據交換網絡共享兩地
 之間的資訊
• 利用雲端服務、人工智能、物聯網應用及
 分析服務等科技的基礎設施促進數據流通
• 用戶持有數據模型及身份自主權方法存儲
 個人資料

• 調整外國專才的簽證申請流程
• 吸引內地大灣區城市的人才
• 探討本港大學與業界更緊密的合作
• 政府與業界攜手合作

探討使用新技術來實現大灣區內
的更有效的跨境數據共享

吸引及培育具有技術及數碼
相關技能的人才

將香港打造成為大灣區金融數據樞紐的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