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1月9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應用資訊科技應對 2019 冠狀病毒病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香港透過資訊科技應用應對

2019 冠狀病毒病。  

科技應用  

2. 自2020年初以來，2019冠狀病毒病已演化成為全球性

流行病。政府已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遏制疾病的傳播。創新

和科技 (特別是資訊科技 )是其中一些措施的重要一環。相關

例子見以下段落。

協助檢疫措施  

家居檢疫安排

3. 強制檢疫是衞生署自 2020年 2月 8日開始實施的一項

關鍵措施，以減少跨境旅客來港，從而減低從外地來港人士

帶來輸入個案的風險。根據《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

(第 599C章 )和《外國地區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 (第 599E

章 )，除獲豁免人士外，所有從外地抵港人士必須接受 14日強

制檢疫。

4. 為支援家居檢疫安排，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資

科辦 )運用資訊科技確保接受家居檢疫人士遵從留在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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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14日的規定，有關科技包括：  

 

(a)  具備地理圍欄功能的「居安抗疫」應用程式，配

合受家居檢疫人士佩戴的低耗電藍牙手環一併使

用；以及  

 

(b) 在2020年2月8日至4月26日期間，因應手環的供應

不足以應付大量回港人士，利用WhatsApp和微信

的位置分享功能，輔以突擊視像電話作為臨時措

施。  

 

5. 應用地理圍欄科技的「居安抗疫」是資科辦、物流及

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香港科技大學和香港科學園的一

間科技初創企業 1共同研發的應用程式。這個應用程式能夠偵

測接受檢疫人士在居住地方所發出的無線訊號 (WiFi、藍牙、

全球定位系統和電訊訊號等 )，從而產生一個無形圍欄將接檢

疫人士留在所在位置。訊號有任何改變將意味出現了違反居

家檢疫規定的可能，系統因而提示控制中心跟進。  

 

6. 至今，該兩項措施已用於監察約 470 000名接受家居

檢疫人士，當中約80 000人使用位置分享功能，另外超過390 

000人則利用手環配對「居安抗疫」流動應用程式。地理圍欄

雖然不是新科技，但如此大規模應用卻是全球首次。最重要

一點，地理圍欄並不依賴全球定位系統等技術，因此有助保

障個人私隱。海外已有超過20個經濟體接觸資科辦和物流及

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諮詢他們關於「居安抗疫」應用

程式和低耗電藍牙手帶的使用心得。  

 

  

                                                      
1 隨賞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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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公眾查閱冠狀病毒病最新情況和社區性防疫抗疫措施  

 

2019冠狀病毒病感染本地情況互動地圖  

 

7. 在發展局、地政總署、衞生署、資科辦及資訊科技

業界志願人士的共同努力下，「香港冠狀病毒病最新情況互

動地圖儀表版」（「互動地圖」）於 2020年2月3日推出，讓

公眾可以掌握最新疫情和其他相關資訊。互動地圖自推出後

不斷更新，提供更多資訊，包括疑似／確診個案、曾有該類

個案患者居住／到訪過的建築物、曾有確診個案患者乘搭過

的航班／火車、送交樣本收集點、測試統計數字等詳細資料。

截至2020年10月底，互動地圖的瀏覽次數超過3 900萬。   

 

8. 此外，資科辦的「資料一線通」網站互動地圖的數

據集通過以機器可讀格式發放予公眾免費使用。業界和其他

有關人士可藉由資科辦提供的應用程式介面，善用該等數據

作進一步分析，以及開發其他網站及程式／應用程式。  

 

登記和派發銅芯抗疫口罩  

 

9. 為方便登記和派發銅芯抗疫口罩，資科辦開發了一個

銅芯抗疫口罩網上登記系統，該系統可滿足在短時間內接受

大量公眾人士進行網上登記，利用實時排隊技術解決方案，

以調節流入流量，確保公眾能夠順利有序地進行登記。登記

系統提供了良好的用戶體驗。在登記首天，系統處理了72多

萬次登記，涉及200萬名登記人士。在1個月的登記期內，約

有140萬次註冊，涵蓋400萬名登記人士。更重要的是，由於

我們已事先得到市民同意將其提交的個人資料用於同一目

的，從 2020年 9月 14日至 10月 31日進行的第二輪口罩派發無

須再次進行網上登記。  

 

10. 此外，資科辦開發了一個簡單的資訊科技應用程式，

讓市民無須事先登記，就可從 300多個郵局及房屋委員會與

房屋協會的屋村管理處領取口罩。截至10月底，我們已派發

約1 000萬個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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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11. 為使在 2020年 9月 1日推出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有效

推行，資科辧設立了多個資訊科技系統，包括一個網上預約

系統和一個登記系統，讓市民能夠在社區檢測中心迅速登

記，避免大批市民在中心內的登記處聚集。實驗室檢測系統

會記錄實驗室上載的檢測結果，通過與該系統整合便可向參

與檢測人士提供檢測結果（大部分檢測在 72小時內有結果）。

預約和登記系統內的所有個人資料均不會傳送至實驗室，故

此參與檢測計劃的人士的個人私隱得到全面保障。至於有關

供應和收集樣本瓶的物流和保安方面，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

術研發中心開發了一個嚴密系統，將二維碼╱條碼識別碼、

電子封條、藍牙和全球定位系統整合成為一個控制網絡，實

時追蹤所有樣本箱和運送車輛。  

 

12. 在為期14天的計劃期內，我們調配了約150輛運載車

輛，涉及7 800次車程，往返148所社區檢測中心、4個指定檢

測實驗室和倉庫，為社區檢測中心提供樣本瓶和空的樣本收

集箱，更重要是確保每天兩次把從 148個社區檢測中心收集

到的樣本瓶準時並安全地運送到實驗室。物流及供應鏈多元

技術研發中心開發的物流操作和控制系統，亦使樣本瓶從社

區檢測中心停止運作後1.5小時內完成運送至實驗室、在實驗

室的卸載時間少於1分鐘、沒有遺失任何收集箱，以及持續供

應樣本瓶和收集箱給所有社區檢測中心直至計劃最後一天。  

 

現金發放計劃  

 

13. 銀行和香港郵政是現金發放計劃的登記代理機構。除

了傳統遞交書面表格和電子銀行服務外，資科辦通過相關網

站提供新的網上渠道申請現金發放，以協助有關登記工作。

此外，資科辦亦為該計劃開發了一個中央登記平台，以進行

資料審核和資格核證。通過這些方便的電子渠道，在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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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1日的首個登記日便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合資格人士（即

710萬人中的260萬人）提交了申請。超過80%的申請是通過

新的網上渠道或電子銀行服務提交。  

 

保就業計劃  

 

14. 資科辦亦支援保就業計劃，為其擬備資訊科技系統的

規格，以及確保系統的性能、安全性及無障礙網頁。公眾反

應令人鼓舞。資訊科技系統在兩輪申請中一直運行順利，涉

及多達60萬份申請。這是資訊科技如何促進多方持份者的協

作和大幅縮短系統交付時間的另一個示例。資訊科技亦提高

了我們擴展系統的能力，讓我們在非常緊湊的時間表下，可

以處理大量用戶和流入的工作，而同時不影響安全性和數據

隱私性。  

 

 

促進2019冠狀病毒病下的新常態  

 

「安心出行」感染風險通知流動應用程式  

 

15.  資科辦將在 11 月中發布「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

為市民提供便利的數碼工具，透過掃描張貼在特定場館入口

處的二維碼，記錄他們的出行記錄。如場所出現感染個案，

流動應用程式會向曾於相若時間到訪同一場所的用戶發出

通知，從而增強用戶的警覺性和自我保護意識，及出入不同

場所的信心。若有用戶不幸確診，用戶的出行記錄可協助衞

生防護中心進行流行病學調查及追蹤接觸者的工作。  

 

16.  處所經營者和個別人士是否參與使用該應用程式純

屬自願性質，而應用程式用戶的身份亦完全保密。有關他╱

她曾到訪地方的資料只會儲存到他們的手機中，到訪記錄亦

會在 31 天後自動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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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碼系統  

 

17.  為逐步恢復香港與廣東╱澳門之間居民的往來，政府

將會在疫情穩定後推出「健康碼」。該措施旨在通過互認 2019

冠狀病毒檢測結果，方便有序地豁免跨境旅客強制檢疫。   

 

18.  資科辦與衞生署合作開發了一個「香港健康碼」系統，

利用區塊鏈技術，在得到申請人的同意下進行「健康碼」保

密互換。該系統讓本港認可的檢測機構可上載合資格豁免強

制檢疫人士的有效核酸檢測結果。有需要前往廣東省或澳門

的合資格人士可通過系統申請「香港健康碼」以下載其核酸

檢測結果，再轉換至廣東省或澳門的「健康碼」（即「粵康碼」

或「澳康碼」）系統，作入境廣東省或澳門的健康申報用途。

由廣東省或澳門到港的合資格人士亦可選擇使用「粵康碼」

或「澳康碼」系統上的轉碼功能，把有效核酸檢測結果直接

轉換至入境香港的電子健康申報表平台。另外，我們會推行

有每日 /每周限額的旅程預約系統，以確保跨境旅程得以順利

和有序進行。   

 

 

徵詢意見  

 

19.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創新及科技局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2020 年 1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