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據跨境流動

促進大灣區科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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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貿發局首席經濟師趙永礎、經濟師朱德軒

粵港澳大灣區企業正積極進行轉型升級，當中不少公司更銳意加強與

外部業務和技術夥伴合作，以增加自身的競爭力，應對外部環境轉變

帶來的挑戰。此外，《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和國家「十四五」

規劃明確指出，要推動發展大灣區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和

產業創新高地，並且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對於推動粵港

澳三地的科技產業合作發展而言，大灣區內的數據流動顯然是其中一

項至關重要的因素。

為此，香港和內地最近以先行先試的方式，共同實施大灣區個人信息

跨境流動便利措施，以降低企業進行跨境數據流動時所需承擔的監

管和合規成本。這些新措施不但可以推動大灣區內的數字經濟

和科技研究發展，而且有助香港更好地融入大灣區和國家

的總體發展策略。隨著企業不斷尋求創新升級，這種

跨境數據流動便利措施正積極帶動相關產業的合作

進程，並為區內企業在其他領域的協作打開先

行先試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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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詳情請參閱「《個人信息出境標準
合同辦法》2023年6月實施」

2	詳情請參閱「個人信息保
護法2021年11月生效」

香港特區政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與國家互聯網
信息辦公室，於2023年12月共同施行《粵港
澳大灣區（內地、香港）個人信息跨境流動標
準合同》（《大灣區標準合同》）便利措施，旨
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個人信息跨境安全有序流
動，香港方面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通過
行政安排執行有關便利措施。這項先行先試措
施，為香港與大灣區內地九市之間的個人信息
跨境流動提供便利安排。

事實上，內地已於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中華
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以保護個人信
息權益，規範個人信息處理活動，促進個人信
息合理利用。《個人信息保護法》明確個人信息
跨境提供的規則，包括個人信息處理者因業務
等需要，確需向中國境外提供個人信息的，應
按照國家網信部門制定的標準合同與境外接收
方訂立合同（內地《個人信息出境標準合同辦
法》於2023年6月1日起施行1），約定雙方的
權利和義務。必須注意的是，若有關數據出境
超出有關規定，包括處理個人信息的數量（詳
情請參考圖一），便須依照《個人信息保護法》
第40條的規定通過國家網信部門組織的安全評
估，取得相關審批後才可以安排數據出境2。

對需要依賴跨境數據營運的香港和內地企業來
說，上述要求難免會制約其業務發展，為相關
跨境業務帶來額外的合規成本。

個人信息跨境流動便利措施

*根據《個人信息出境標準》相關要求

註：	超出以上限制的數據不能以簽訂標準合同方式代替，
更不能通過分拆數量的方式規避，而須申報數據出
境安全評估，由有關網信部門查驗。

《大灣區標準合同》

轉移個人信息

沒有數量限制

資料整合：香港貿易發展局經貿研究

註：只限大灣區內傳輸

內地信息提供方是非關鍵信息基礎

設施運營者

自2022年1月1日起累計向境外
提供不足1萬人的敏感個人信息

處理不足100萬人的個人信息

自2022年1月1日起累計向境外
提供不足10萬人的個人信息

簡化信息要求

目前內地要求 *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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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創新科技及工業局與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於2023年6月
29日在北京簽署《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的合作備忘錄》(《合作
備忘錄》)，以共同推動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的工作，而上文所述的便利措
施均是按照《合作備忘錄》的框架訂立。一直以來，香港不斷與廣東省商討
在大灣區以先行先試方式，簡化內地個人數據流動到香港的合規安排，以
便利香港服務者與大灣區合作夥伴對接。在2023年12月公布《大灣區標準
合同》便利措施後，香港政府首階段邀請銀行業、徵信業及醫療業參與，
而其他有興趣參與利用便利措施的個人或企業，自2024年1月1日起也可提
交意向書，以參加有關先行先試的安排。

不過，若採用《大灣區標準合同》的便利措施，便不受處理信息數量限制，
相關個人信息在符合規定下，可在大灣區內自由傳輸，企業只須按規定向
有關部門備案《大灣區標準合同》，便不用再進行額外評估、審批，大幅降
低企業的合規成本並提高業務營運效率3（詳情請參考圖二）。

先行先試優惠措施延伸至其他合作領域

3	有關香港的備案詳情，請
參閱《粵港澳大灣區(內地、
香港)個人信息跨境流動標
準合同備案指南》。有關在
大灣區內地九市(即廣東省
廣州市、深圳市、珠海市、
佛山市、惠州市、東莞市、
中山市、江門市及肇慶市)
的備案詳情，請向廣東省互
聯網信息辦公室查詢。

適用於個人信息處理者及接收方註

冊於（適用於組織）／位於（適用

於個人）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個城

市（即廣東省廣州市、深圳市、珠

海市、佛山市、惠州市、東莞市、

中山市、江門市及肇慶市）和香港

之間的個人信息跨境流動。

通過《大灣區標準合同》約定跨境流動

的個人信息的，應當履行標準合同列明

的義務和責任，包括滿足以下條件：

即包括由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至香港的

個人信息跨境流動，及由香港至粵港澳大

灣區內地城市的個人資料跨境流動。

•	 個人信息處理者跨境提供個人信息前，
應當按照個人信息處理者屬地法律法規

要求告知個人信息主體或者取得個人信

息主體的同意；

•	 不得再向粵港澳大灣區以外的組織、
個人提供。

《大灣區標準合同》便利措施要求
圖二

註：	根據《大灣區標準合同》，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個人信息處理者處理的個人信息，按照《中華
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內個人信息處理者處理的個人信息，
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個人資料」確定。

資料來源：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粵港澳大灣區
(內地、香港)個人信息

跨境流動標準合同備案指南》

廣東省互聯網信息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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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跨境流動便利措施不僅關乎金融領域等服務業，還涉及個人醫療數據流動，可以
推動相關的跨境服務，優化大灣區的醫療服務合作進程。目前，內地對於人類基因及
相關醫療數據出境設有嚴格管制，難免窒礙業者開展粵港醫藥合作計劃。所以，除了
個人數據外，不少業者認為若能透過先行先試政策，在香港進一步利用廣東省的醫療
數據和其他生物醫藥資源，將可積極推進相關跨境科研合作項目。

值得一提的是，廣東省擁有豐富的醫藥研發資源，並具備更多的臨床測試機會。像是
毗鄰香港的前海，近期便出台了不少扶持科技企業的政策，當中也涵蓋健康和醫療產
業發展。另一方面，一些企業正籌謀利用廣東省的科技資源拓展商機，例如國家級科
技企業孵化器廣東醫谷，這家專注於生物醫藥和醫療器械投資孵化的平台企業選擇於
南沙設點，利用當地資源孵化生物醫藥企業的創新發展，發掘大灣區的生物醫藥市場。

由此可見，若粵港之間能夠進一步暢通醫療數據跨境流動，並且放寬對跨境生物醫學
合作的監管規定，將有助香港及內地生物醫學業者分享生物醫學數據及其他專有資
訊。此外，香港和深圳政府正共同推進「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港兩個園區的
協同發展，例如香港園區對接深圳園區的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中心，共同搭建
生物醫藥公共研發服務平台4。在這些發展前提下，預期香港業者將可以更有效利用
廣東省的醫療資源和相關平台，尋找合作夥伴共同發掘內地市場。

4	資料來源：《2023年施政報告》

隨著全球科技快速拓展升級，各產業都在密切關注新現商
機。在這背景下，不少香港企業正加快調整業務策略，以
便配合科技創新，迎來更多發展機遇。香港特區政府不僅
努力鞏固金融、貿易、物流、航運、專業服務等傳統優
勢產業，也積極推動創新科技產業，以尋求新的經濟增長
動力。香港行政長官在2023年10月發布的《施政報告》提
出，在國家「十四五」規劃下，要推動鞏固香港作為國際
創新科技中心等「八大中心」定位，以確保香港的競爭力
和經濟持續發展。因此，在個人信息跨境流動方便化的先
行先試措施推動下，香港將繼續與內地(特別是廣東省和
大灣區)的合作夥伴進行磋商，進一步促進香港與內地之
間科技產業的共贏合作。所以，相關企業應該考慮更好利
用大灣區的資源，跨境發展其科技業務，以便在全球市場
復甦之際把握這些便利措施所帶來的機遇，探索粵港合作
衍生的新業務和市場機會。

數據跨境流動

推動大灣區

醫療服務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