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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就擴大中央信貸資料庫

的應用，展開5周的公眾諮詢。擴大信貸資料庫用

途範圍，可以協助銀行更全面掌握信貸資料，有

效管理信貸風險，同時防止客戶過度借貸，有利

限制炒風，有助樓市長遠健康發展。不過，擴大

資料庫應用後，必須有效防止重蹈八達通濫用市

民個人資料的覆轍，杜絕被用作直銷或轉售等用

途。金管局與私隱專員公署及消費者委員會，應

盡快落實如何妥善處理保障私隱的安排，令正面

按揭貸款資料可以盡早使用。

自政府和金管局推出一系列措施為樓市降溫以

來，取得一定效果，不過最近樓市又有升溫跡

象。由於香港資金可自由進出，無法通過限制資

金進出和以利率手段主動遏制熱錢，只能採取控

制銀行借貸風險等針對性措施，防止過度借貸，

減低樓市泡沫風險。因此，擴大中央信貸資料庫

的應用，在遏制炒風，以及減低客戶過度借貸和

銀行信貸風險方面，都有積極意義。

現時中央信貸資料庫只可分享住宅按揭的負面

資料，例如不按時還款等，未包括正面資料，包

括有多少層樓及整體風險評估等。在此情況下，

小投資者為求批出按揭，往往隱瞞部分物業按

揭，炒家申報自住單位亦並非自住而是炒賣，甚

至有炒家很多持貨卻沒申報。然而，要銀行披露

客戶擁有多少個物業，過往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仍

不能取得共識，皆因銀行間相互競爭，不希望讓

對手知道客戶資料。在此情況下，客戶在購買物

業時可能過度舉債，銀行亦難免過度借貸，而一

旦利息上升或樓市逆轉，無論借貸者和銀行都面

臨風險。擴大中央信貸資料庫的應用，可以識別

貸款人的財務狀況和持貨數目，減少貸款人負擔

過高債務以及銀行的借貸風險，同時可防止樓市

泡沫爆破的風險。

擴大中央信貸資料庫的應用，銀行可以由中央

信貸資料庫查核申請人的資料，除了住宅按揭的

負面資料及其他信貸負面資料外，亦擴大至非住

宅樓宇及正面資料。公眾擔憂擴大資料庫應用

後，資料或會被用作直銷等用途，因此必須制訂

同等程度的資料保障措施及限制，以確保信貸客

戶的私隱權益。鑒於將客戶個人資料用作直銷用

途，甚至轉售客戶個人資料的商業機構，已成為

市面上的普遍行為，因此，擴大資料庫應用後，

必須避免重蹈八達通濫用市民個人資料的覆轍。

政府亦應認真研究如何堵塞現行法例的漏洞，加

強對私隱的保障。

(相關新聞刊A3版)

立法會昨日審議最低工資訂在時薪28元的附

屬法例。議員梁國雄竟然提出動議，要求廢除

整條最低工資的附屬條例，廢除最低工資訂在

時薪28元的水平。動議遭到立法會議員大比數

否決。事實上，最低工資立法生效指日可待，

這是勞資雙方互諒互讓、互相妥協的結果，大

多數打工仔將因此受惠。即使對目前的最低工

資水平不滿，日後仍可通過持續檢討、爭取，

完善對工人的保障。但若要推倒重來，廢除整

項議案，則令各方付出的努力付之東流，最低

工資立法將一拖再拖，打工仔加薪願望落空。

顯然，梁國雄的動議根本不現實，並非為打工

仔㠥想，暴露其譁眾取寵、不放過任何機會撈

取政治資本的本性。

最低工資立法爭議多年，勞資雙方經過漫長

談判「拉鋸戰」，加上特區政府積極居中斡旋，

去年有關最低工資條例在立法會得以通過，將

於今年5月1日生效。儘管勞資雙方在最低工資

水平的釐定上存在明顯分歧，但是雙方都認同

本港落實最低工資立法、保障勞工利益勢在必

行。資方不再抗拒最低工資立法，願意作出承

擔，大多數勞工團體即使不太滿意時薪28元的

最低工資水平，但亦不再糾纏下去，以理性務

實的態度考慮問題，目的正是掃除最低工資立

法啟動的障礙，令全港30萬打工仔盡快加薪，

生活有所改善。本港勞資關係一貫良好，傾向

以談判妥協解決矛盾，多次勞資糾紛在協調

下，最終都能和氣收場，避免出現勞資、社會

三輸的局面。最低工資條例的立法過程，同樣

體現了勞資雙方互諒互讓的傳統。

在最低工資立法即將生效的關鍵時刻，梁國

雄罔顧社會主流願望，企圖全盤否定整條最低

工資的附屬條例，令社會各界為最低工資立法

的努力前功盡廢。梁國雄表面上為打工仔爭取

利益，實際上是激化矛盾，導致最低工資實施

無期，損害打工仔切身利益，他的動議遭到代

表勞工界別的工聯會、職工盟及勞聯的立法會

議員一致反對，是必然的結果。梁國雄向來誇

誇其談，靠偏激言行迷惑選民，對社會有破壞

無建設。此次他提出的動議遭到否決，說明攪

局出位不得人心，只能是自取其辱。

最低工資法例推行之後，政府仍要制定清晰

指引，掃除計算工時的「灰色地帶」，並加強監

管，防止無良僱主利用蠱惑招數，例如無償加

班、扣減「飯鐘錢」等，變相剋扣僱員薪金；

防範最低工資落實變質，令工人利益受損。

(相關新聞刊A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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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資料庫遏炒風 客戶私隱須保障 圖推倒最低工資 純屬譁眾取寵

銀行擬將庫存資料 由負面擴至正面

信貸紀錄擴用途 私隱署關注

銀公指新建議可三贏

顧問：有助減少撇帳破產

私隱署對擴大信貸資料庫的關注
■ 資料庫提供的正面信貸資料，只限披露按揭宗數，

不宜披露每項按揭的詳情。

■ 信貸資料機構持有額外的按揭資料，是否必須？以
及是否超乎適度？

■ 向信貸資料機構提供在建議實施日期前，已存在的
額外按揭資料，是否適當？

■ 在客戶書面同意下，容許信貸提供者查閱額外按揭
資料，作為評估按揭貸款申請，亦為評估其他信貸
申請及檢討續批安排，這種用途是否適當？

■ 24個月的過渡期是否適當？

■ 應向信貸資料機構及信貸提供者施加甚麼額外的私
隱保障措施，及如何施行，以配合擴大信貸資料庫
及增加共用按揭資料程度？

資料來源：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針對香港銀行

等貸款機構擬擴大信貸資料庫的建議，個人資

料私隱專員公署昨就修訂個人信貸資料實務守

則，展開為期5星期的公眾諮詢，提出6大關注

(見表)。諮詢文件建議，銀行可以由中央信貸

資料庫查核申請人資料的範疇，由現時只限住

宅按揭的負面資料，擴大至所有非住宅的信貸

負面資料，例如商舖按揭負債等，並同時容許

貸款機構在資料持有人同意下，查閱所有正面

信貸資料，以評估申請人的信貸狀況。文件亦

建議，設立24個月過渡期，銀行在該段期間，

只能對新增的按揭及貸款申請，查閱借貸人的

正面信貸資料。

根據現行機制，貸款機構可透過信貸資料機構，共用
無擔保的負面信貸個人資料，但只包括住宅物業的

負面按揭貸款。金融服務業界建議，各間貸款機構共用
更多的個人按揭貸款資料，並已獲得金管局支持，目的
是提高信貸風險評估的完整性及準確性。

業界：能遏抑樓市炒風
業界認為，此舉可透過一個更有效的信貸市場，減低一

些消費者任意地借款下，因貸款機構無法辨識借款人所承
擔的債項是否超出其償還能力，而引致房地產市場泡沫風
險。業界強調，審慎借款及負責任還款有助保護香港整體
金融穩定性，同時遏抑樓市炒風；而自2003年推行中央信
貸資料庫後，香港的借貸息率及破產比例亦有所下降。

須借款人同意 24月過渡
業界建議，將中央信貸資料庫查核申請人的資料範

圍，由現行住宅按揭的負面資料及其他信貸負面資料，
擴大至非住宅樓宇及其他正面資料。但在機制實施後，
銀行只能在接收新的按揭及貸款申請時，才可在得到借
款人同意下，查閱對方的正面信貸資料，且資料僅為其
按揭宗數，不會披露每項按揭的詳情。文件亦建議，設
立24個月過渡期，銀行在該段期間，只能對新接的按揭
及貸款申請，查閱借貸人的正面信貸資料；24個月過
後，才能檢視現有借款人的信貸狀況。

蔣任宏：無立場盼討論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蔣任宏表示，明白公眾擔憂擴大資

料庫後，資料或會被用作直銷用途，且建議涉及不少私
隱議題。他表示，公署並沒有既定立場，但欲引導公眾
探討當中所涉及的私隱問題，包括提供的額外按揭資
料，是否必須及不超乎適度，或把信貸提供者可查閱的
正面按揭資料只限於按揭宗數，以及24個月的過渡期是
否適當等。他表示，會在諮詢期結束後，平衡公眾及業
界利益，期望3月底前完成實務守則的修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子豪）為使銀行更能掌握按揭
借款人「履歷」，從而做好風險管理，私隱專員公署建議
擴大中央信貸資料庫內容，由現時只提供住宅按揭的逾
期還款紀錄，擴大至包涵非住宅及所有按揭資料，如借
款人有多少已按揭的物業等。為保障私隱，銀行查閱資

料前須先得到客戶的書面同意。銀行公會昨指出，私隱
署的建議令銀行可藉此提高優質客戶評分，貸款息率有
望因而調低，是三贏之局；該會將仔細研究諮詢文件，
並將在諮詢期結束前，提出詳細看法。
銀行公會署理主席林炎南昨歡迎私隱署所作的修訂，

指該建議有助提高銀行對借款人的了解，認為有助銀行
掌握優質客戶，對其貸款定價有利，或令其息率獲得調
低。他又相信，新建議不會拖慢銀行審批按揭信貸的進
度。他續稱，新建議容許銀行查核工業及商業樓宇的按
揭情況，相信長遠而言對減少樓市投機活動有幫助，相
關建議對借貸雙方及社會均有好處。

查出低限度資料 再詢詳情
林炎南又指出，建議中分享的主要是個人客戶（包括

借款人、抵押人及擔保）在住宅、商業及工業樓宇的按
揭宗數，屬於最低限度的資料，相信有關建議方案是參
考了外國的經驗及考慮香港的情況和平衡公眾對私隱的
關注，公會相信在私隱專員及業界建議的各項加強保障
私隱措施下，客戶的私隱將得到充分保障。
雖說按揭信貸資料庫擴大，林炎南指出，銀行亦只能

查閱客戶未償還的按揭宗數等簡單資料；至於各宗的貸

款金額、息率等詳細內容，則得由客戶主動提供。此
外，銀行不能隨時隨地向按揭信貸資料庫索取資料，事
前必須先得到客戶的書面同意。
據介紹，現時的信貸資料庫由1985年起開始記錄各類

型債款的「負面資料」，即逾期還款記錄。至2003始，無
抵押的個人貸款如信用卡貸款，開始記錄正面資料，即
不論準時或逾期的還款紀錄，惟獨佔本地整體貸款總額
33%的按揭貸款，則未有包含任何「正面資料」。

金管局去年敦促私隱署放行
至昨日，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就修訂個人信貸資料

實務守則，展開為期5星期的公眾諮詢，建議將信貸資料
庫中的可供披露資料，擴大至包涵借款人的所有按揭貸
款資料，不論物業屬住宅或非住宅與否。
去年11月政府落重藥打擊樓市炒風，當時金管局總裁

陳德霖指已去信私隱專員公署，冀於今年初落實成立正
面信貸資料庫，以長遠遏抑樓市炒風。業界指出，銀行
若可查閱客戶的正面信貸資料，金管局則可要求將對一
些持多個未償還貸款的物業的客戶，列為關注名單，從
嚴批出新貸款及實施差別息率，從而增加炒家的成本，
達到壓抑炒風的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委託
獨立顧問公司政策21有限公司製作這一份諮詢文件，該公司
總監葉克剛指出，自2003年建立中央信貸資料庫後，除了令
借款人的息率下降、降低拖欠帳款及撇帳比率外，同時亦令
香港破產比率大幅下降。有協助市民處理債務的團體認為，
新建議有助全面評估信貸申請的償還能力，減少過度借貸的
個案。

理財專家：紀錄佳 利率低
東華三院健康理財家庭輔導中心主任梁翠環指出，根據經

驗，不少貸款批核政策較為審慎的銀行，均會在現行機制

下，查核借貸人的負面信貸資料，以決定是否批核借貸及釐
定息率。
她指出，從銀行角度而言，日後將資料庫範圍擴展至正面

信貸資料，將更能掌握借貸人的財務狀況，減少無力償還貸
款的風險，但相信銀行批核借貸時，仍以借貸人的負面信貸
資料作為主要依歸。
梁翠環亦指出，銀行可查核借貸人的正面信貸資料，對借

款人亦未必是壞事。她說：「如果借款人擁有良好的還款紀
錄，這或可在申請新貸款時享有較低利率。」但梁翠環強
調，新條例實施後，銀行要讓借貸人清晰了解有關公開資料
的細節，令對方的私隱得到保障。

■葉克剛指
出，自2003
年建立中央
信貸資料庫
後，本港破
產比率大幅
下降。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聶曉輝 攝

■銀行公會署理主席林炎南指出，信貸資料庫擴容有助
提高銀行對借款人的了解。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偉民 攝

■銀行公會昨指出，私隱署的建議令銀行可藉此提高優質客戶評分，貸款息率有望因而調低，是三贏之局；該會
將仔細研究諮詢文件，並將在諮詢期結束前，提出詳細看法。 資料圖片

■蔣任宏表示，會在諮詢期結束後，期望3月底前完
成實務守則的修訂。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