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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禁公僕社交網「Like」反政府帖文
違者或受紀律處分 被轟侵言論自由

不少網站會收集用戶數據，研究其使
用習慣作商業用途，有見及此，英國政
府昨天公佈新的數據保護法草案，保障
「被遺忘」的權利，生效後網民可要求
社交網站刪除指定個人資料。社交網亦
須取得網民明確許可，才能取用他們的
資料，違例公司將面臨最高1,700萬英鎊

(約 1.73億港元)，或相當於4%營業額的
罰款。
網站的賬戶登記頁面往往附設選項，讓

網民決定是否准許網站取用個人資料，然
而答案多數預設成「准許」，登記者一般
不會注意到，結果在不知情下被取用資
料，新法將禁止這種做法。

新法亦擴闊個人資料的定義，納入IP地
址、網絡Cookie(小型文字檔案，用於辨識
用戶身份)以及脫氧核糖核酸(DNA)。當局
將簡化申請程序，讓網民更易查明哪所公
司持有他們的資料。

■《每日郵報》/
英國廣播公司

根據新指引，公務員除了不能公開批評他們所屬部門，也不可「讚
好」他人發表的批評言論，因為外界普遍將「讚好」視為「認可」

的表現。另外，「分享」內容亦會達到類似效果，因此公務員分享反政
府內容時，亦須清楚表明自己是因為不同意內容而分享，「單是『畀
嬲』並不足夠」。如果個人專頁出現其他人發表的反政府內容，就
應立即移除，又或表明自己不贊同言論。

不放過私人電郵 辦公室外仍受限
APSC提醒公務員，就算以匿名賬戶發表反政府言論，也可
能會留下「電子足印」，難以隱藏身份。APSC建議公務員
調高社交網賬戶的私人保護，但不應過分依賴上述功能。
此外，加入社交網群組時要留意它的立場，舉例指如果一
名社福部門的客戶服務員加入了反移民群組，難免令人質
疑他會否公平對待移民。
公務員亦不得透過私人電郵，向朋友傳送反政府資
訊，APSC指收信人有可能截圖，記下內容及涉事公務
員的個人資料，並在社交網轉載。
APSC指出，公務員在辦公室外也要遵守規範，他們
在社交網的發言可能損害部門聲譽，公務員雖然可公
開參與政治討論，但言論自由並非無限大。公共服務
專員勞埃德回應稱，指引明確列出准許和禁止的事
項，公務員反而可放膽參與網上討論。

被批向特朗普「取經」
澳洲社區及公共部門工會弗洛德認為，禁止公務員評
論他有份跟進的工作相當合理，然而純粹因「讚好」而
被處分是於理不合。綠黨議員班特狠評指引侵犯言論自
由，指責澳政府向美國總統特朗普取經，打算「解僱所
有意圖挑戰政權的人」。 ■《衛報》/澳洲新聞網

社交網站覆蓋面愈來愈廣，成為重要的議政平台，充斥各種支持或

反政府的內容，為保障政府部門聲譽，澳洲公共服務委員會(APSC)昨

日更新使用社交網站的指引，禁止公務員「讚好」反政府內容的帖

文，即使分享內容時「畀嬲」也可能違規，違者將面臨紀律處分。反

對派批評此舉侵犯言論自由，工會領袖亦指新指引「過火」。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上月底向國會提交法
案，提出將個人數據歸中央處理，並放寬
政府機構閱覽有關資料的規定，該國數據
保護局主席彼得福爾維指出，法案將導致
政府能在沒有司法監管下監控人民，對公
民權利構成重大威脅。
彼得福爾維表示，法案一旦通過，警方

等不同部門取得的個人資料，包括影音片
段，均會交由一個中央數據儲存組織處
理，官方可於無需批准下隨時閱覽，而且
不可能追查到曾查閱資料的人。他認為最
低限度查閱資料的人需解釋數據用途，從
教會、投票站或政治集會收集的數據，應
被限制查閱。 ■法新社

匈閱覽私隱無須批准
監控無王管

現年 82 歲、全球最年長的
iPhone應用程式開發者之一若宮
正子，充分發揮「活到老學到
老」精神，她退休後自學編寫程
式，開發出專為60歲以上長者而
設的手機遊戲「雛壇」，她因此
聲名大噪，今年還獲邀出席蘋果
全球開發者大會。若宮鼓勵銀髮
族學習新技能來保持頭腦靈活。
若宮曾擔任銀行職員，她入行

時大家仍在用算盤計數。她在
1990年代退休，開始對電腦產生
興趣。若宮坦言一開始認為編寫
程式非常困難，但這反而成為學
習的動力。
若宮設計「雛壇」時考慮到長者

的聽力及視力下降，手指也不再靈
活，並作出相應調節。遊戲目前只
在日本上架，下載次數達4.2萬，
獲數百個正評。若宮曾與蘋果總裁

庫克見面，她驕傲地表示，自己獲
庫克盛讚「能激勵人心」。
若宮的終極目標是開發出更多

娛樂長者的應用程式，並將老一
輩的文化傳承給年輕人。若宮認
為在事業生涯結束後，退休人士
應「重返校園」，「在互聯網時
代不能荒廢學業」。若宮的健康
秘訣在於保持忙碌，她戲稱自己
根本沒時間生病。 ■法新社

網絡搜尋巨擎Google曾被美國勞工部
指控歧視女性，致男女同工不同酬，該
公司一名男性工程師在上周流出的一份
內部文件中聲稱，科技界男女不平等源
於兩性的生理差異，言論在矽谷掀起極
大爭議，並引發輿論批評。Google工程
部副總裁巴洛格回應指，分享不同觀點
是公司文化重要一環，但當中不容許
「具傷害性的假設」。
該名匿名工程師在約3,000字的文件中
表示，男性因其天賦可成為較佳的電腦

程式編寫員，而女性對情感和美學較為
敏感，而非概念，故偏好與社交或藝術
有關的工作。他指出，Google的左傾立
場製造一種政治正確的單元文化，令人
無法坦誠討論議題。
Google負責多元整合管理事務的主管

布朗向員工發電郵稱，有關言論對性別
作出不當假設，她和公司絕不認同這種
觀點，並深信多元和包容是Google成功
的關鍵。布朗指出，要讓人們敢於發表
不同意見，但言論不能違反公司守則和

反歧視條例。

主管：包容非零和遊戲
Google工程部主管塔布里茲亦指這份

文件「具傷害性」，她在微博twitter說：
「包容並非一場零和遊戲，讓你的團隊
或組織更包容某事物，不代表要歧視除
此以外的東西」。目前未知該名工程師
會否受到紀律處分，有自稱Google員工
的網民表示，如果人力資源部對此不作
回應，將考慮離開公司。但當事人聲

稱，不少同僚感謝他就這些重要議題發
聲。 ■法新社/路透社

「性別不平等源於生理」 Google工程男掀爭議

沙特阿拉伯、巴林、阿聯酋及埃及4國
早前要求卡塔爾關閉半島電視台，作為與
卡塔爾復交條件之一。曾公開表示對半島
電視台不滿的以色列，亦計劃關閉該台駐
以色列辦事處。半島電視台表明會以法律
途徑，對抗以色列政府的威脅。
半島電視台駐以色列辦事處現約有30

名職員。以國通訊部長卡拉昨指，政府
打算切斷半島電視台的有線及衛星廣
播，以及註銷當地記者的工作證。以色
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上月曾批評半島電視
台在耶路撒冷煽動暴力，卡拉指關閉辦
事處「旨在加強保護以色列的國家安
全，以及令所有電視台客觀報道。」
半島電視台對以色列政府的行動感到

詫異，強調該台一直專業及客觀報道以
巴衝突，駐耶路撒冷主管奧馬里稱，仍
未收到官方關閉通知，又指正受到貪污
調查的內塔尼亞胡，企圖藉事件轉移視
線。 ■路透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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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歲嫗自學編程 成最老iPhone app開發者

澳公僕使用社交網指引
■批評政府部門、部長、總理、政府工作等，均可被視為違規言論，公

務員不得公開發表

■「讚好」相等於為內容背書，意味讚好者有意發表相同內容，因此不得「讚

好」違規內容

■「分享」與「讚好」效果類似，除非特別註明不認同相關內容，僅「畀嬲」並不足夠

■不得以私人電郵向朋友傳送違規內容，他們可能會截圖，在社交網分享

■刪除載於個人專頁上的違規內容，包括由其他網民發表的內容，又或表明不認同內容

■即使調高賬戶個人私隱設定，只容許朋友瀏覽自己發表的言論，同樣不能發表違規

內容。就算只得一個觀眾，也算是公開言論

■參與政治討論時注意言辭，聚焦事實，切勿挑起罵戰；有權參與討論不代

表可以中傷他人

■即使加插聲明，表明自己不代表政府立場，發表違規內容仍屬違規

澳洲公共服務委員會網站

英草案護「被遺忘」權 可要求社交網刪私隱

■批評總理特恩布爾
會被視為違規言論。

資料圖片

■■澳洲公務員不能在社交網澳洲公務員不能在社交網公開批評他們所屬部門公開批評他們所屬部門，，也不也不
可可「「讚好讚好」」他人發表的批評言論他人發表的批評言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半島電視台位於耶路撒冷的辦事處半島電視台位於耶路撒冷的辦事處。。

■若宮正子■手機遊戲「雛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