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7 月 9 日  
討論文件  

 
立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電子政府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匯報電子政府的最新發展和未來路向，並闡

述我們就推動進一步發展電子政府的計劃及措施。  
 
 
背景  
 
2. 我們在 2017 年 12 月公布《香港智慧城市藍圖》，勾劃未來

五年六個範疇下的發展計劃，包括「智慧政府」。主要措施包括開

放數據、基礎設施建設和應用科技。  
 
3. 多年來，政府一直致力通過不同方式提供電子政府服務。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下稱「資科辦」）自 2007 年起設立一

站式政府入門網站「香港政府一站通」(www.gov.hk)，方便市民搜

尋 公 共 資 料 及 服 務 。 個 人 化 服 務 平 台 「 我 的 政 府 一 站 通 」

(www.gov.hk/mygovhk)在 2010 年 12 月推出，為個別用戶提供切

合其需要的服務及資訊。各政府決策局／部門（下稱「局／部門」）

亦開發不同的資訊科技系統、網站、網上服務、電子表格、流動應

用程式等，以支援他們向市民提供服務。截至 2017 年年底，政府

提供的電子服務達  840 多項；在 2017 年，各項電子服務整體使

用量 1超過 1 000 億次，較 2016 年的 900 億次增加超過百份之 10。  
 

4. 隨着數碼政府的發展，國際趨勢已由過往着重把既有服務

電子化，發展為通過應用科技，以數據主導的方式優化公共服務。

由東京早稻田大學數碼政府研究所與國際 CIO 學會合作在 2017

                                           
1  整體使用量包括網站及流動應用程式等資訊性頁面的點擊率，以及進行電子交易的

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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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發表的「2017 國際數碼政府排名報告」中，香港在全球 65
個數碼政府排名中位列第 24 名，在亞洲排名第五位。該報告亦指

出一些全球發展數碼政府的最新趨勢，其中包括：  
 

(a) 流動政府  — 通過流動平台（如智能電話、平板電腦）提

供政府服務，例如提供政府資訊、接受申請等；  
 

(b) 人工智能及物聯網  — 通過人工智能、物聯網，再結合大

數據分析構建智能化的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務；  
  

(c) 智慧城市  — 利用科技發展智慧城市，加強城市管理效能； 
 

(d) 雲端運算  — 通過雲端運算技術（包括「私有雲」和「公

共雲」）以更敏捷及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開發更切合市民需

要的資訊科技服務；以及  
 

(e) 以數碼政府作為平台加強政府的透明度和問責，達至廉潔

政府的目標。  
 

5. 因應國際發展及公眾期望日高，我們需要不斷提升及加強

發展電子政府的相關工作。我們將從三個方面，包括加強便利市

民的元素、構建基礎設施，以及新興科技的應用，發展新一代電

子政府的計劃及措施。內容載於下文。  
 
 
加強便利市民的元素  

 
流動為先的設計及提升用戶體驗  
 
6. 要構建智慧政府，其中重要一環是根據市民及企業的需要，

建立和整合電子政府服務。因應本港智能電話的普及，新一代電

子政府服務在設計上必須以流動裝置用戶的體驗為先，方便流動

裝置用戶使用。我們在2016年11月已更新「香港政府一站通」，採

用適應性設計，便利市民使用各種電子裝置（包括平板電腦及智

能電話）瀏覽網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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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為進一步提升電子政府服務用戶的體驗，我們將在未來一

年制定改善建議及適當政策和指引，以流動為先的設計發展新一

代的電子政府服務。我們期望以流動為先設計的電子政府服務能

吸引和便利更多市民及機構與政府進行電子交易，而不限於資料

瀏覽。  
 
8. 網上繳費是電子政府服務的另一個重要部份。政府現時已

提供多種網上繳費服務，便利市民以信用卡、繳費靈和電子支票

繳交政府帳單和費用。在2017年第三季，資科辦與相關部門合作

推出可支援智能電話電子錢包流動支付（包括Apple Pay和Google 
Pay）的有關技術方案，供各局及部門按其業務需要考慮採用，方

便公眾使用電子政府服務。個別業務上有需要的部門正積極研究

採用。我們在來年會更廣泛在政府服務上應用電子錢包流動支付。 
 
9. 隨着聊天機械人技術漸趨成熟，現時已有一些商業機構及

其他經濟體的政府採用聊天機械人提供服務。為向公眾帶來嶄新

用戶體驗，資科辦會在2019年開始推出聊天機械人服務，提供一

個互動介面，方便市民以更簡易的方式及更準確地搜尋所需的政

府申請表格，以及相關的申請程序及詳情。  
 
增加政府透明度  
 
10. 開放公共資料供大眾免費使用是國際趨勢，除有助增加政

府的透明度，亦可促進創新及公共政策研究。現時政府的「資料

一線通」網站載有由各局及部門和公私營機構提供超過 3 200 個

不同的數據集，涵蓋氣象、環境、運輸、財經、人口等範疇，當中

亦包括公共資料歷史數據，讓各界利用不同數據集的數據進行研

究，以及開發創新的應用程式和服務。為方便公眾選取所需資料，

「資料一線通」網站提供超過 1 200 個應用程式介面，以支援不同

的應用。我們亦於 2017 年年底採用「設計思維」優化了「資料一

線通」網站，包括重組數據集的發放介面，方便搜尋，亦提供新功

能讓公眾可在地圖上搜尋帶有地理位置的開放數據。這些網站優

化工作不單提升了用戶體驗，亦讓公眾更方便運用數據集。我們

會在 2018 年下半年公布政策措施，要求各局／部門制定具體計劃

開放數據，促使各局／部門和相關公營機構在「資料一線通」網

站開放更多數據，特別是那些有助智慧城市發展的數據，供市民

各界免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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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應用中央數碼平台服務及部門合作  
 
11. 為推動發展新一代的電子政府服務，資科辦會透過各局／

部門的資訊科技管理組，推動各局／部門採用更切合市民需要和

更有效提供以客為本的電子政府服務技術方案（例如運用中央數

碼平台、共用服務、政府入門網站推行其電子政府服務、設計以

客為本的流動應用程式、電子表格等），並積極與各局／部門合作，

提供技術支援以協助各局／部門開發新系統和電子服務。資科辦

亦會要求各局／部門積極推行特定措施如採用數碼個人身分

（ eID）登入用戶及作身分認證，預期各局／部門推出的新電子政

府服務必須加入  eID 功能，現行服務亦應盡快通過系統提升或更

新工程加設  eID 的應用。  
 
 
構建基礎設施  

 
新一代政府雲端基礎設施  

 
12. 為了讓各局／部門縮短系統開發時間及降低開發成本，以

建設資訊科技系統和推行資訊科技解決方案，我們將構建一個中

央數碼平台，即新一代政府雲端基礎設施（下稱「新一代政府雲

端平台」），並在2020年第三季全面投入運作。「新一代政府雲端平

台」會採用混合雲設計，除構建安全穩妥的「私有雲」外，我們同

時會結合使用具高靈活性、高彈性和設有符合保安要求的「公共

雲」，能按需求適時增加系統託管容量，以應付市民對數碼公共服

務日益殷切的需求。我們將於2019年年中開始採用具增強保安功

能的「公共雲」服務。「新一代政府雲端平台」亦提供  24 小時監

察和支援服務，讓各局／部門可以提供更高效率和安全的數碼政

府服務，以配合智慧政府發展的需要。此外，「新一代政府雲端平

台」會採用新的應用系統開發技術和相關標準及架構，支援資訊

科技應用系統的開發工作。該平台亦會建立一個共用服務庫（例

如共用認證、付款服務等），以便各局／部門在推行新的資訊科技

服務時可節省時間及精力，從而縮短系統開發時間至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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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為支援各局／部門在數據中心服務方面的長遠發展，包括

配合發展「新一代政府雲端平台」所帶來的數據中心服務需求及

重置現時有需要搬遷的政府數據中心（包括受灣仔海旁三座政府

大樓搬遷計劃影響的數據中心），我們會在長沙灣瓊林街興建新的

政府數據中心大樓  (下稱「  新大樓  」) 。新大樓通過整合數據中

心的設施和營運，達致資源共享，讓政府得以減省數據中心服務

的資本投資和經常運作開支。通過引進新技術，新大樓將提供更

靈活、可靠、安全、高容量及高可用性的政府數據中心服務。立法

會財務委員會已在 2018年 6月批准撥款 22億 5,170萬元興建新大樓，

並預計在2021年第三季竣工。  
 
大數據分析平台  
 
14. 為支援以數據主導方式作決策和提供服務，我們亦將在

2020 年第三季推出「大數據分析平台」。該平台會在「新一代政府

雲端平台」上運行，並提供先進的設施，包括大數據分析工具、人

工智能辨識工具、平行運算管理系統，以及可讓各局／部門傳送

及分享實時數據的「數碼高速公路」。該「數碼高速公路」亦可協

助各局／部門在「資料一線通」網站，以實時方式發放在城市管

理中收集的數據（例如智慧燈柱所收集的數據）。「大數據分析平

台」將利便推行更多大數據分析項目，例如天氣、交通、環境、衞

生等，推動智慧城市的發展和適時提供以數據為基礎的公共服務。 
 
數碼個人身分 (eID) 
 
15. 為讓市民更簡易、方便和安全地登入不同的電子政府服務

（例如網上申請續牌、訂場、預約時間等），政府將在 2020 年年

中推出「數碼個人身分」 (eID)，並在兩年內逐步支援所有電子政

府服務以 eID 作身分認證。藉着 eID 所提供的可靠身分認證和數

碼簽署功能，政府部門可進一步簡化各電子服務流程，並且開發

更多便民與創新的電子政府服務。例如政府會推出新服務配合 eID，
讓市民自願儲存經加密的個人資料，以作日後填寫各類表格之用，

省卻在不同申請重複填寫相同資料的時間及精力，而所儲存的資

料可否轉移至其他政府部門及機構，將由市民選擇和決定，以保

障個人私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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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科技的應用  
 

大數據及人工智能  
 
16. 為驅動政府採用大數據分析及人工智能，資科辦於今年4月
設立一個新組別，為各局／部門提供數據科學諮詢服務，支援他

們開展其大數據及人工智能項目。我們正就不同項目與各局／部

門商討，以期充分發揮這些新興科技的潛力，為市民提供更新穎

的政府服務。除上述的「香港政府一站通」聊天機械人外，香港天

文台亦正推行聊天機械人試驗服務向市民發放天氣資訊，預計在

今年年底開始分階段推出各項功能，供公眾使用。此外，效率促

進辦公室將更新其1823網站，並在2019-20年度引入聊天機械人試

驗服務，以解答市民簡單的查詢，並方便他們獲取政府資料。資

科辦亦會在2018年第三季推行「網絡安全資訊共享夥伴試驗計劃」，

利用大數據分析及人工智能技術，對網絡安全資訊進行分析，並

與社會各界分享網絡安全威脅資訊，以提升香港整體應對網絡攻

擊的復原能力。  
 
物聯網  
 
17. 互相連接的物聯網裝置及智能化感應器結合大數據分析，

將可大大提升政府的運作效能，以及為市民提供更佳的服務。我

們將在未來三年，陸續在全港人流較多的四個選定地區，包括中

環／金鐘、銅鑼灣／灣仔、尖沙咀及觀塘／啟德發展區安裝約 400
支多功能智慧燈柱，通過使用物聯網裝置及智能化感應器協助相

關部門在地區層面加強收集實時城市數據，包括交通（例如車輛

速度、車輛類型、交通流量等）、氣象（例如氣溫、濕度、風速和

風向、降雨量、紫外線指數等）及環境（例如空氣質素和非法傾倒

監測）等數據。資科辦會開發綜合系統，協助部門管理智慧燈柱

上的物聯網裝置及感應器，以及數據收集和傳輸，通過大數據分

析平台加強數據分享及分析，並於「資料一線通」網站免費發放，

以實現更智能化的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務。我們預計首 50 支智慧燈

柱將於 2019 年年中投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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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新興科技  
 
18. 資科辦通過舉辦研討會、培訓課程和設置專題網站，向政

府各局／部門推廣其他新興科技及其應用，包括技術的運作原理、

應用情況、安全問題等，並與其他局／部門積極探討進行試驗計

劃，例如以區塊鏈技術提供更透明的交易記錄，應對高價炒賣門

票的情況等。  
 
 
徵詢意見  
 
19.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內容。  
 
 
 
 
創新及科技局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201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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