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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的意見  

政府的回應  

1 .  一般意見─提供駕駛執照和圖
書證用途的實施方案，好處在

於避免資料集中而出現保安問

題。  
(第 6 ( a )段第 1 分段 )  

─贊同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的意見。

事實上，減少在智能身分證晶片

內儲存與個別用途有關的特定資

料，市民便無須更新晶片內的該

等資料，使用起來更感方便。  

2 .  一般意見─容許不同部門 (目前
是警務處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下稱康文署 ) )取覽及／或掌管
儲存於晶片共用分區用以識別

身分的資料，將令保障資料私

隱更為困難。  
(第 6 ( a )段第 2 分段 )  

─ 儲 存 在 晶 片 證 面 資 料 分 區 的 資

料 ， 會 由 入 境 事 務 處 (下 稱 入 境
處 )負 責 載 入 ， 其 他 獲 授 權 部 門
只能閱讀，而不能寫入／更新資

料。這些資料會得到妥善保護，

只有獲授使用安全存取模組解鎖

密碼匙的部門，才可取覽這些資

料。這些資料既不能更新，也不

能改動。目前，只有康文署獲授

權取覽儲存於這分區的資料，以

便提供圖書證用途，並且須取得

市民的同意，才可這樣做。日後

在當局推出使用身分證作有關駕

駛執照的用途後，警方只需要查

看印在身分證證面上的身分證號

碼，而無須取用晶片資料。警方

將不能取覽儲存於晶片共用分區

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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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一 般 意 見 ─ 在 《 人 事 登 記 條
例》更清楚訂明，入境處處長

有責任保障儲存在晶片共用分

區的資料的安全，這些資料可

供不同部門共同取覽。  
(第 6 ( a )段第 3 分段 )  

─智能身分證電腦系統的設計旨在

保障私隱，入境處一直盡力保障

資料安全。晶片內的資料會以密

匙保護，要取覽卡內資料，智能

身分證和讀卡設備必須經過相互

認證。正如先前所述，當局會限

制安全存取模組密匙的分發，使

只 有 獲 批 准 的 用 途 (目 前 只 是 圖
書 證 這 用 途 )， 才 可 取 覽 儲 存 於
共用分區的資料。未獲授權人士

將 不 能 取 覽 證 面 的 資 料 。 事 實

上，入境處所委託的保安顧問已

證實，智能身分證電腦系統以現

今的技術水平來說，是一個穩妥

安全的模式。  

 ─《人事登記 (修訂 )條例草案》已
訂 立 條 文 ， 加 強 保 障 私 隱 的 措

施，例如訂明未獲授權而取覽／

使 用 儲 存 於 身 分 證 的 資 料 ， 即

屬違法。  

─目前，康文署是唯一可取覽共用

分區資料的部門。擬作出的安排

是，如市民表示想把智能身分證

用 作 圖 書 證 ， 便 須 填 妥 申 請 表

格，並同意讓康文署讀取和留存

儲存於身分證晶片共用分區的某

些資料，而不需經人手把資料輸

入圖書證系統。這種做法不但可

提高效率，並可充分利用新身分

證的智能特點。由於康文署屬於

資料使用者，因此會受有關法例

和實務守則所規管。我們認為無

須在人事登記法例中，訂明這些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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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數碼證書─由於智能身分證的
持有人會隨身攜帶身分證，把

數碼證書加入智能身分證內，

若持證人遺失身分證或被人冒

認身分，便可能產生不必要的

保安問題，除非數碼證書加入

額外的保障措施，例如生物特

徵，以加強保安。  
(第 6 ( b )段 )  

─取覽及使用智能身分證內的數碼

證書，必須輸入數碼證書的個人

識別密碼。數碼證書的個人識別

密碼會存放於密封封套內，由設

於新身分證簽發辦事處的香港郵

政服務櫃位或指定郵政局的香港

郵政人員，發給出示身分證作為

身分證明的真正持證人。持證人

取得密碼後，才能使用儲存於智

能身分證的數碼證書。持證人一

旦向香港郵政報失數碼證書，有

關數碼證書便會被撤銷，不再有

效。  

 ─根據現時的智能身分證電腦系統

設計，唯一儲存於智能身分證的

生物特徵資料是持證人兩隻拇指

的指紋模版。這個模版現時只限

用於出入境／人事登記用途。我

們認為無必要把生物特徵資料的

應用範圍，擴大至數碼證書，因

為數碼證書的個人識別密碼只有

當事人知道，保障已經足夠。  

5 .  駕駛執照─不強烈反對利用智
能身分證取覽駕駛執照資料，

尤其是市民可選擇把駕駛執照

用途加入智能身分證，或是使

用傳統駕駛執照。  
(第 6 ( c )段 )  

─市民可自行選擇是否以身分證作

駕駛執照相關用途，他們可繼續

申領／保留紙張式駕駛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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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圖書證─把智能身分證用作圖
書證可能產生不必要的保安問

題。為消除公眾的疑慮，並讓

市民在選擇時有更多資料作為

依 據 ， 必 須 清 楚 解 釋 相 關 事

項。  
(第 6 ( d )段 )  

─把智能身分證用作圖書證只是提

供另一種方式讓市民獲取圖書館

服務。市民可自由選擇使用現有

圖書證獲取圖書館服務。圖書館

只會從智能身分證讀取某些證面

資 料 (為 新 圖 書 證 申 請 人 辦 理 登
記手續時會讀取中英文姓名、出

生日期及身分證號碼；借出圖書

館資料時則會讀取身分證號碼及

簽 發 日 期 )。 這 些 資 料 一 向 都 已
印在證面上。有關的安全存取模

組密匙只會發給獲授權人員，藉

以限制取覽儲存於證面資料分區

的資料。  

 ─此外，圖書館只會在使用圖書館

服務的人士同意把智能身分證用

作圖書證後，才會從他們的智能

身分證讀取資料，並會告知他們

有關詳情及影響。圖書館內會張

貼足夠告示，作出解釋。因此，

我們不同意存在不必要的保安問

題。  

─圖書館會進行廣泛的宣傳工作，

包括張貼海報及派發小冊子等，

讓使用圖書館服務的人士知道他

們可選擇把智能身分證用作圖書

證，若他們同意，便會從他們的

智 能 身 分 證 讀 取 特 定 的 證 面 資

料，以便提供圖書館服務。  

7 .  結論—應讓市民適當選擇智能
身分證的用途，並為他們提供

所有相關資料，以減少不必要

的疑慮。  

─非常同意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的意

見。我們一直打算在快將推行身

分證換領計劃時，進行全面的宣

傳和推廣活動，以確保市民充分

  4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的意見  

政府的回應  

(第 9 段 )  了解相關事宜。  

8 .  草案第 13 條—在建議的規例
第 11A 條，清楚訂明市民在何
種情況下，必須向警務人員、

入境處人員或獲授權人士提供

拇指指紋或其他手指的指紋以

核實身分。  

─新訂規例第 1 1 A 條已訂明只有

在一種情況下，可藉指紋核實身

分，即警務人員、入境處人員或

獲授權人士有理由懷疑某人的身

分，才可要求有關人士出示身分

證，並掃描其指紋以核實身分。

此條文會清楚訂明不得為了其他

不相關的目的，查閱身分證。  

─我們完全明白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懷 疑 應 否 賦 予 其 他 “ 獲 授 權 人

士”查閱身分證的權力，等同授

予入境處人員和警務人員的權力。

勞 工 督 察 是 其 中 一 類 獲 授 權 人

士 。 根 據 《 入 境 條 例 》 第 17L
條，高級勞工督察或勞工督察有

權要求他所進入的處所或地方的

僱員，出示身分證。根據同一條

例第 1 7 C 條，僱員須攜帶身分

證，以供查閱。勞工督察獲賦予

此 項 權 力 ， 是 為 了 採 取 執 法 行

動，對付非法入境者在港工作的

問題。  

 ─我們仍然認為必須在《人事登記

規例》新訂第 1 1 A 條保留“獲

授權人士”一項，讓行政長官可

在 緊 急 情 況 下 (例 如 大 量 非 法 入
境 者 突 然 湧 入 )靈 活 應 變 ， 令

其他執法機關與入境處人員和警

務人員聯手檢查身分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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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草案第 15 條─為遵從《個人
資料 (私隱 )條例》第 1 保障資
料原則第 1 項，入境處應檢討
是否需要和提供理由說明為何

需要備存市民的全面資料，並

不斷更新有關的個人資料，尤

其是居住地址、業務地址和僱

傭情況等不時改變的資料。否

則，入境處便應考慮修改《人

事 登 記 規 例 》 第 1 8 ( 1 )條 要 求
市民須向人事登記處處長報告

更正事項等詳情的規定。  

─我們認為，為了配合人事登記的

目 的 ， 有 需 要 要 求 申 請 人 提 供

《人事登記規例》第 4 條訂明的
詳情，要求申請人提供這些詳情

實屬恰當。雖然居住地址、業務

地 址 和 僱 傭 情 況 等 資 料 不 時 有

變，但這些資料都是直接與申請

人有關。若當局對聲稱是身分證

合法持有人的人的身分有懷疑，

這些資料便十分有用。此外，在

有需要時，這些資料亦有助追查

某人的下落。  

─《人事登記規例》第 1 8 ( 1 )條的
立法原意，是規定身分證持有人

須報告更正事項。身分證持有人

有責任這樣做，因為只有他們才

知道哪些資料已屬不正確。這項

規定亦符合《個人資料 (私隱 )條
例》附表 1 載列的第 2 保障資料
原則。根據該原則，我們須採取

所有切實可行的步驟，以確保個

人資料準確無誤。  

 ─無可否認，過往沒有嚴格執行沒

有報告更正事項的罰則，但這並

不表示身分證持有人沒有責任這

樣做。舉例說，其他法例也有類

似的規定，要求市民報告更正事

項，但卻沒有嚴格執行罰則。政

府會提供更多途徑，方便市民履

行報告更正事項的責任，讓市民

無須親身到人事登記辦事處辦理

有關手續，而可以郵遞、傳真方

式或使用數碼證書透過互聯網通

知當局。  

 
保安局  
二零零二年十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