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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一日會議

參考文件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其他地方推行的智能式身分證計劃

引言

在本年十月二十四日的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要

求獲得更多關於芬蘭、馬來西亞和台灣的智能式身分證計劃的資料。

本文件旨在提供有關資料 *。

芬蘭的智能式身分證

2 .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芬蘭內政部透過人口登記中心首次發出電

子國民身分證。第一批電子身分證 (即 1 6K 接觸式智能身分證 )首先發

給希望率先獲得電子身分證的公民，然後再發給全國國民。領取身分

證是自願的。

3 . 除了持證人卡面上可見的個人資料及其他防偽措施外，該身分

證亦載錄持證人的電子身分。利用公開密碼匙的科技，簽發數碼證書

及把證書儲存在身分證上。此外，亦會利用不同的 R SA 配對密碼匙

產生數碼簽署，以保護資料的完整性及確保有關確認身分／加密服務

的電子交易和電子商貿具不容推翻的法律效力。

4 . 所有芬蘭公民都可以向當地警務機關申領智能式電子身分證。

市民獲發身分證後，可利用數碼證書在互聯網上妥為登記更改的地址

(他們如更改地址，須向政府登記 )。有關資料會存入人口登記中心的

電腦及芬蘭郵政局的地址資料系統。

5 . 芬蘭 的電子 身分 證 現時 已採 用或計 劃採用 於各 種服務 及用 途

上。首先，芬蘭公民可利用身分證在互聯網上安全地確定身分，以便

在網上簽署表格 (通常關乎稅務和地址登記事宜 )、收發保密的電子郵

件，以及就遠程工作核實身分；其次，持證人在使用遠程銀行及保險

服務時亦可利用身分證證明身分。此外，持證人可藉 使用該身分證

                                                

*  以 獲 得 的 公 開 資 料 為 依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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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身分證明，獲得當地的政府及市政服務，例如進入圖書館及使用

康樂設施等。

馬來西亞的智能式身分證

6 . 自一九六零年開始，馬來西亞政府已為該國居民簽發身分證，

目前使用的身分證是紙製的。馬來西亞法律規定，所有年滿 1 2 歲的

公民、永久居民和臨時居民均須申領及隨身攜帶身分證。

7 . 為向市民提供更為方便及安全的新服務，馬來西亞政府與一個

由五間公司組成的財團簽訂“政府多用途卡”合約，以推行一項多用

途智能卡計劃。

8 . 新 的 政 府 多 用 途 卡 是 一 張 接 觸 式 智 能 卡 ， 以 多 層 聚 氯 乙 烯

( P VC )和聚炭酸 ( P C )製成，並配備一塊 3 2K 記憶體晶片，以儲存持證

人的指紋和黑白照片影像。

9 . 自本年九月推出政府多用途卡後，馬來西亞正簽發首批為數五

萬張智能卡予該國公民試用。政府多用途卡計劃會分兩期擴展︰ (一 )

訂於二零零一年四月廣泛推行計劃，預計吉隆坡 /雪邦一帶約 2 0 0 萬

名公民 (年齡在 12 歲或以上者 )會獲發該卡； (二 )訂於二零零三年在全

國推 行該 計劃 。該 卡具 備四 項與 政 府事 務有 關的 用途 ，即 國民 身 分

證、國民駕駛執照、出入境資料及醫務資料。身分證納入與出入境事

務有關的功能，目的是加快旅客出入境檢查手續，特別是經常前往新

加坡和泰國的旅客的出入境檢查手續。

1 0 . “多媒體超級走廊多用途卡”計劃採用雙卡策略，政府多用途

卡是其中一種，另一種則是“多用途付款卡”。除了上述四項與政府

事務有關的用途外，政府多用途卡亦可用於電子貨幣應用系統和公開

密碼匙基礎建設 (P K I)應用系統 #，而多用途付款卡將用於信用卡、扣

賬卡、自動櫃員機及電子貨幣應用系統。雖然目前兩種卡分別進行開

發，但多媒體超級走廊多用途卡計劃的最終目標，是把兩種卡的應用

系統合併，利用單一平台支援與政府及付款有關的用途。

                                                

#  公開密碼匙基礎建設包括使用公開密碼匙加密技術和數碼證書，作為確認身分和

防止擅用資料的方法，應用於不受信任的網絡，例如互聯網。公開密碼匙加密技

術旨在保護資料的完整性及把交易事項保密；數碼證書則可解決有關確認身分及

防止擅用資料等備受關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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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馬來西亞政府深信，只要令市民明白該卡的好處，他們會歡迎

有關計劃。此外，現已證明政府多用途卡有助推動馬來西亞本土先進

科技的發展。

台灣的智能式身分證計劃

1 2 . 一九九八年，台灣當局計劃引進可用作身分證明文件及儲存保

健資料的智能卡。一個由 15 間公司組成的財團獲選洽談合約。

1 3 . 一九九八年八月，台灣當局與上述財團進行磋商，但有關洽談

在三個月後中止，理由是台灣當局在公眾壓力下，不願批准智能卡兼

具零售店購物、識別身分和保健的用途。購物功能對系統營運商非常

重要，令他們有機會圖利，因為他們打算向接受智能卡購物的商戶收

取費用 (無指明款額 )。

1 4 . 由於智能卡將會連接台灣當局所管理的中央資料庫，因此智能

卡系統營運商可向商戶提供大量的消費者資料。由於擔心營運高會取

得這些個人資料，然後把資料轉售予商戶進行目標銷售活動，社會人

士，特別是知識分子對於個人私隱可能被侵犯提出強烈抗議。面對這

些批評，台灣當局改變決定，承諾在公眾關注的私隱問題獲得解決之

前，不會強行實施有關計劃。

1 5 . 台灣當局建議的營運模式，是導致其與財團協商失敗的另一原

因。對於多用途智能式身分證計劃，台灣當局希望採用“建立、運作

和移交”的模式。根據這個模式，財團須建立有關系統並負責系統的

運作 20 至 3 0 年，而台灣當局毋須支付任何費用。根據這個運作模

式，財團只能從金融及電子商貿交易中獲利。由於私營機構參與身分

證計 劃會 涉及 私隱 問題 ，台 灣當 局 決定 刪除 智能 式身 分證 的財 務 功

能，只保留公開密碼匙基礎建設功能。預計透過這項功能所進行的交

易的利潤遠低於其他交易，因此，難以吸引財團在這種營運模式下參

與智能式身分證計劃。

保安局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