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一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檢討對香港郵政的核證機關服務的撥款策略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報告有關檢討對香港郵政的核證機

關服務的撥款策略的結果。 

 

背景 

 
2. 《電子交易條例》(下文簡稱「該條例」)於二零零零年

一月制訂，以促進電子交易的使用。該條例為電子商務的發

展訂立明確的法律架構，給予電子紀錄和數碼簽署等同書面

紀錄和簽署的法律地位。該條例亦為簽發數碼證書的核證機

關設立自願認可制度。數碼證書不但可用作確保電子交易的

保密性，亦可用來作出數碼簽署 (一種穩妥可靠的電子簽

署 1)，以保障交易雙方不可推翻曾進行的電子交易，並確保

在交易過程中所傳送資料的真確性和完整性。 

 

3. 該條例訂明，如在法律規則下進行的某項交易須由任何

人簽署，則該人採用認可數碼證書作出的數碼簽署即屬符合

該簽署規定。為確保香港有必需的基建設施，使電子商務得

以安全穩妥地進行，以及在制訂該條例後有關方面可以以電

子方式提交根據法律規則須附有簽署的文件，香港郵政於二

零零零年一月推出核證機關服務。該條例訂明郵政署署長是

認可核證機關，而香港郵政核證機關是首間根據該條例提供

認可核證機關服務的機構。由二零零零年一月起，香港郵政

                                           
1 根據該條例，「電子簽署」指與電子紀錄相連的或在邏輯上相聯的數碼形式的任何字母、字樣、
數目字或符號，而該等字母、字樣、數目字或符號是為認證或承認該紀錄的目的而簽立或採

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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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子證書」的品牌名稱，並根據不同的核證政策向個人

及機構簽發數碼證書。香港郵政是以營運基金方式運作的部

門，而其核證機關服務預算可在財政上自負盈虧。 

 

4. 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零一年審閱涵蓋香港郵

政核證機關服務的審計署署長第三十六號衡工量值式審計

結果報告書後，於二零零一年七月向立法會提交的報告書中

對以下事項表示關注： 

 

 (a) 香港郵政估計會發出及實際發出的數碼證書數目

兩者之間有極大的差異 (二零零零年一月至二零

零一年三月期間的 171,000 張相對於二零零零年

一月至十二月期間的 5,900 張)；以及 

 

 (b) 儘管香港郵政核證機關服務預算可在財政上自負

盈虧，但實際上卻出現龐大虧損(在一九九九至二

零零零年度出現 140 萬元的虧損，及在二零零零

至零一年度估計出現 800 萬元的虧損)。 

 

5. 前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承諾在二零零二年年底檢討

政府對香港郵政的核證機關服務的撥款策略，以消除政府的

財政目標 (即香港郵政的核證機關服務須自負盈虧 )和推廣

電子商務這個較廣目標兩者之間可能存在的矛盾。而檢討所

考慮的因素將會包括社會對採用數碼證書的接受程度、市場

上應用數碼證書的普及情況，以及香港核證機關市場的發

展。 

 

最新發展 

 

6. 自審計署署長對香港郵政核證機關服務作出檢討後，政

府和香港郵政一直採取多項措施，推廣使用數碼證書和開發

應用數碼證書的服務，以及改善香港郵政的核證機關服務。

此外，三間私營的核證機關亦已根據該條例獲得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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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使用數碼證書 

 

7. 雖然數碼證書的技術已面世一段時間，但數碼證書對普

羅大眾而言仍然是較新的技術。為促使各界認識和使用數碼

證書，工商及科技局、資訊科技署和香港郵政一直與業界組

織及其他有關政府部門緊密合作，透過舉辦研討會、展覽、

巡迴展覽、資訊科技認知課程和學校講座；製作及派發刊物

和光碟；以及在電視和電台播放有關數碼證書的資訊，藉以

推動工商界及社會各界使用數碼證書。 

 

開發應用數碼證書的服務 

 

8. 政府一直以身作則，帶頭推動開發應用數碼證書的服

務。在過去數年，公營及私營機構已相繼開發更多應用數碼

證書的服務，讓客戶可在安全穩妥的情況下進行電子交易。

目前，政府透過「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提供 16 項使用數

碼證書的公共服務。此外，有超過 20 項涉及 50 多個政府部

門的非「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服務及 18 項政府的內部服

務使用電子證書。電子證書亦有用於以電子方式向金融監管

機構遞交文件。 

 

9. 至於私營機構的服務方面，香港郵政一直與其商業伙伴

緊密合作，以開發應用數碼證書的新服務。電子證書目前可

用於多項服務，如網上股票買賣、網上投注及網上拍賣等。

香港郵政更與四家本地銀行合作，發出名為「銀行證書」的

電子證書，並以參與銀行的名稱命名。用戶可在參與銀行的

各間分行申請及取得銀行證書，然後用以處理網上銀行服務

及進行其他電子交易。 

 

10. 二零零二年三月，香港郵政與一家商營科技公司合作推

出流動電子證書服務。該服務是全球首項供普羅大眾使用並

可支援在多種手提裝置上進行無線應用的電子證書服務。加

裝在個人數碼助理內的流動電子證書所支援的服務包括網

上股票買賣，和讓消費者可輕易透過無線裝置穩妥地購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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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付帳單的流動支付系統。香港賽馬會目前正使用電子證書

於其網上投注服務上，並正研究可否就其網上投注服務採用

香港郵政的流動電子證書。 

 

11. 香港郵政核證機關及其商業伙伴會於短期內推出企業

對企業與企業對顧客的網上付款解決方案，如信用卡付款閘

門服務、信用卡持有人身分認證和企業電子付款服務。 

 

改善香港郵政的核證機關服務 

 

12. 香港郵政已實施一系列改善措施，令其核證機關服務更

為簡便易用，如提供網上申請、付款和續期服務；免費電子

證書送遞服務；一套更簡便的安裝工具；為不打算自行製造

私人密碼匙的用戶而設的代製密碼匙服務；以及發行電子通

訊，為用戶提供最新資料。 

 

核證機關市場的發展 

 

13. 自制訂該條例後，共有三家私營核證機關根據該條例獲

得認可，分別為電子核證服務有限公司、銀聯通寶有限公司

和網際威信(香港)有限公司。銀聯通寶有限公司主要為其銀

行界成員提供服務，網際威信(香港)有限公司的業務集中於

提供伺服器證書，而電子核證服務有限公司則是貿易通電子

貿易有限公司的附屬機構，至今已簽發超過 9 萬張認可數碼

證書，該等證書主要用於以電子方式遞交貿易文件。電子核

證服務有限公司亦已開始將客戶對象擴大至普羅大眾，其簽

發的認可數碼證書亦可應用於某些公共及私營機構的服

務，如網上投注服務。 

 

智能身分證上的免費電子證書 

 

14. 隨 當局推廣使用數碼證書、市場上出現更多應用數碼

證書的服務、香港郵政核證機關的服務有所改善，以及有更

多營辦商加入核證機關市場，數碼證書的使用率雖然正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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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但仍未獲普羅大眾廣泛使用。從用戶的角度來看，主

要障礙在於市場上應用數碼證書的服務不多，因此未能吸引

他們申請和使用數碼證書，而應用服務發展商基於商業考

慮，則需待有大量數碼證書持有人，才會認為值得發展應用

數碼證書的服務。 

 

15. 為大量增加數碼證書持有人的數目，以促進電子商務和

電子政府的進一步發展，政府與香港郵政核證機關將把握於

今年開展的新身分證換領計劃的機會，為市民提供選擇在智

能身分證加入首年免費使用的電子證書。申請和簽發電子證

書的程序將與換領身分證的程序一起進行，提供一站式的服

務，以鼓勵市民申請免費的電子證書。我們亦會舉行大型的

宣傳活動，鼓勵更多市民申請電子證書。 

 

16. 我們相信這個可以讓我們接觸到 690 萬名市民的難得

機會，將有助我們建立更穩固的基建設施，以推動電子商務

的發展和推廣安全的網上交易。為充份把握這個機會，香港

郵政與其商業伙伴會於短期內推出使用電子證書的嶄新轉

賬(電子支票)及電郵付款服務。我們預計，在換領智能身分

證期間提供免費電子證書的措施，將會大量增加電子證書持

有人的數目，屆時市場將會相應推出更多應用數碼證書的服

務，這樣對吸引市民繼續使用(及其後續領)安裝於智能身分

證或其他媒體內的電子證書有很大的推動作用。 

 

檢討 

17. 我們於二零零二年年底 手檢討對香港郵政的核證

機關服務的撥款策略。在檢討過程中，我們已顧及到上文所

述的各項最新發展，並考慮香港郵政核證機關的財政預測和

核證機關市場的發展，從而對香港郵政核證機關的撥款策略

作出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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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郵政核證機關的財政預測 

18. 隨 當局推廣使用數碼證書、市場上出現更多應用數

碼證書的服務，以及香港郵政的核證機關服務有所改善，電

子證書的使用率正不斷上升。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底，香港

郵政核證機關合共發出超過 130,000 張電子證書，而發出電

子證書的每月平均數字也不斷上升，由二零零零年的 493

張、二零零一年的 3,452 張，二零零二年的 4,179 張，上升

至二零零三年(截至六月底)的 5,440 張。 

19. 為確保業務持續穩健發展，香港郵政核證機關除積極

開拓收入來源外，亦實施了多項控制營運成本的措施，如透

過重組架構，刪除三個經理級的職位，以及其他多項節流措

施。因此，香港郵政核證機關二零零二至零三年度的營運成

本較二零零零至零一年度減少超過 18%。香港郵政核證機關

會在適當情況下透過重組架構及重整工序，以繼續控制成

本。 

20. 香港郵政預計，根據其各項收入來源，包括發出個人

電子證書（安裝在智能身分證上的免費電子證書除外）和其

他電子證書（即機構、保密和伺服器電子證書）、為智能身

分證上的電子證書續期、提供智能身分證上的電子證書的備

份複製本、發出流動電子證書、攤分其商業伙伴的收入，以

及來自與電子證書有關的其他服務的收入，其核證機關業務

可於二零零六至零七年度達至收支平衡，而累積營運虧損可

於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得以回收。 

評估及總結 

21. 參與電子交易的各方一貫認為保安是他們最關注的

事宜之一。資訊科技界普遍接受支援數碼證書的技術是認證

技術中最安全穩妥的方式之一，並認為該技術應加以推廣及

採用，令電子交易可更安全穩妥地進行。因此，推動電子商

務進一步發展所須的基建設施中，數碼證書是不可或缺的一

環。政府應率先建立及維持這項基本的基建設施，令電子商

務可以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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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香港郵政推出核證機關服務，並不是 眼於短期的財

政收入，而是提供重要的電子保安基建設施，以便在香港推

廣電子商務，並在較長遠的時候能令其核證機關服務可達致

自負盈虧。雖然香港郵政核證機關一直都出現虧損，我們相

信隨 安裝於智能身分證上首年免費的電子證書的推出，以

及商界隨之推出的應用電子證書的新服務，越來越多人會使

用電子證書。此外，使用由其他認可核證機關發出的數碼證

書的人士正不斷增加，這亦有助促使應用服務發展商推出更

多應用數碼證書的服務。 

23. 我們已研究香港郵政核證機關的財政預測。雖然香港

郵政核證機關一直都出現虧損，在長遠而言，它應能在財政

上達致自負盈虧。現階段我們沒有計劃改變對香港郵政核證

機關的撥款策略。 

未來路向 

24.  我們會繼續與香港郵政緊密合作，以推廣社會各

界更廣泛採用電子證書，尤其是鼓勵市民申請在智能身分證

上安裝免費的電子證書。香港郵政核證機關也會加強與其商

業伙伴合作，推出更多應用服務，以鼓勵各界使用電子證

書。我們會密切留意香港郵政核證機關的財政狀況，並在顧

及到社會各界使用數碼證書、市場上應用數碼證書，以及香

港核證機關市場發展等情況下，不斷檢討對香港郵政核證機

關的撥款策略。 

 

工商及科技局 

通訊及科技科 

二零零三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