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Financial Services Development Council 香港金融發展局 CONFIDENTIAL

金發局業界交流系列

善用數碼身份：
促進香港金融服務業的數碼轉型

2024年6月



2Financial Services Development Council 香港金融發展局 CONFIDENTIAL

數字經濟全面擴展下的數碼身份
及在金融服務業的應用

應用數碼身份的經濟價值

• 全球數碼身份市場正在快速擴張，預計該
市場將從 2020 年的 160 億美元增加一倍至
2025 年的 330 億美元，複合年均增長率達
16%

• 數碼身份的其他潛在經濟效益廣泛，包括: 

o 為公共服務部門節省多達 1,100 億小
時的工作時間，企業開戶的成本減少
90%

o 並在薪資詐騙方面節省大量資金—每
年可達 1.6 萬億美元

Source: PwC,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Global Banking & Finance Review

數碼身份在金融服務業的基本原理及特點

加強客戶盡職審查: 數碼身份可提升在開戶過程中的客戶識別及核實效率，以及
在接達帳戶時的身份驗證

減少人為管控失誤: 透過先進的自動化系統進行數碼身份核實程序，能夠精準識
別偽造或篡改過的文件。依靠技術可減少人工參與驗證文件的必要性。

成本效益及交易監測: 簡化數碼核實流程可在客戶開戶方面節省大量成本。此外，
即時核實有助於識別及報告可疑活動

提升客戶體驗: 省卻客戶親自前往分行的不便及相關等侯時間，簡化客戶開戶體
驗

促進普惠金融: 向缺乏傳統身份證明的個人客戶提供金融服務也可發揮關鍵作用，
這些人往往生活在發展中國家的偏遠地區或服務不足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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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撐數碼身份的核心原則與技術

(i) 政府主導的中心化身份管理法

由政府全面監督及控制身份核實、管
理及驗證過程的綜合系統。政府擁有
及控制。該模式指定國家為收集資料、
簽發數碼身份及驗證用戶身份的唯一
權威機構。

(iii) 去中心化開放身份市場

以市場為導向，採用去中心化身份
核實及管理，用戶可以出於不同用
途保留多個身份。該模式順應分佈
式分類帳等新興技術，可提高安全
性及私隱性。

用戶能透過多個認可提供商生成數
碼身份的互聯系統。透過多個提供
商的中央樞紐協調下進行管理，在
可信框架內為用戶提供靈活性。

(ii) 半集中式聯盟身份管理法

(iv) 用户自主身份管理

用戶能為個人為中心，自設身份
屬性，常見於更重視便捷性且不
需要嚴格核實身份的環境，如社
交網絡及電商平台。

不同數碼身份管理方法

包容 信任 實用

關於數碼身份系統的首要設計原則

密碼技術
生物特徵識別

驗證
分佈式分類帳

技術
人工智能與機

器學習

行動身份錢包 高級加密標準 零知識證明 聯合身份管理

安全、以用戶為中心的數碼身份技術

Source: Aratek, IBM, World Bank ID4D,

PwC,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混合式管理方法 – 混合模式透過將集中式安全措施與去中心化加密技術相結合，增強信

任。該等模式融合集中式系統與去中心化系統的優勢，簡化技術、提高可接達性及降低使用門檻。
澳洲、加拿大及芬蘭等國家是運用該種合作生態系統的例子 ，它們利用精準的監管及私營部門
的創新，打造安全、好用且能隨機應變的數碼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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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數碼身份發展 ：香港的角色與準備

香港一直積極推動各行各業的數碼身份發展。展望未來，
我們必須專注於進一步加強和推動這些領域進展的策略。

香港格局

• 智方便: 「智方便」是一個於 2020 年推出的綜合數碼服務平台，為香港居民提供數碼電子身份。它嚴格
遵循政府的資訊科技保安政策及指引，以及 ISO 標準，確保用戶數據的完整性與保密性。自 2020 年推
出以來，「智方便」已獲約 270 萬用戶登記。 該計劃的側重點已不僅僅是增加登記用戶數量，還要提高
平台的年度使用量。確切而言，目標是到 2025 年，將年度交易總量從 2021 年的 500 萬筆提升至 1,750 

萬筆。

• 監管認可及金融整合: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證券及期貨事務監管委員會（證監會）、保險業監管
局（保監局）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已分別向各自的受監管實體發佈通告，認可「智方
便」作為促進香港金融科技生態系統發展的重要平台。

• 商業數據通: 2020 年，金管局攜手多家銀行合作夥伴，成功進行「概念驗證」(PoC)，以完善中小企業融
資的信用評估流程。該平台連接數據提供商與金融機構，打造更為高效、透明的金融生態環境。

• 企業版數碼身份框架: 香港政府已計劃建立一個為企業量身定製的數碼身份框架。該策略舉措涉及將 180 

萬家本地企業納入企業版「智方便」平台，該平台預計將於 2026 年推出。

• 銀行同業帳戶數據共享: 於 2024 年 1 月 1 日啟動「銀行同業帳戶數據共享」先導計劃。這一開創性項目
將允許客戶在知情同意的情況下，以安全方式與其他銀行共享自己的銀行數據。

Source: Office of the Government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iAM Smart, HKSAR Budget, HK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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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一）探索「智方便」計劃更全面貫通實施，並賦能私營數碼身份錢包的發展

• 全面施行「智方便」
o 作為集中式平台，「智方便」與數碼身份錢包的功能類似，具多種職能，包括簽發憑證、提供數碼身份服務以及作為可信

實體提供核實與屬性。雖然現時「智方便」系統已實現與多個政府部門的數據同步共享，但要進一步擴大同步範圍及與公
共服務的整合，對廣泛採納與使用該系統十分重要. 。

• 公私機構攜手合作，構建強大的數碼身份生態系統
o 私營機構每天會產生大量數碼身份，提供單獨、私營專用的數碼身份錢包。同時，「智方便」也是私營數位身份解決方案

的「黃金資料源」。法律認證服務提供商依據政府界定的信任框架營運，其支援將有利於該等私營數碼身份錢包。這種方
法鼓勵用戶選擇，並促進私營數碼身份錢包在生態系統中的發展

建議（二）為數碼身份生態系統制定數位身份信任框架

• 制定數位身份信任框，確保數碼經濟的健全。該框架有望打造一個更具凝聚力的數碼環境，讓用戶可以放
心交易，機構可以大膽創新，同時不會損害安全與私隱。香港可從澳洲、加拿大、瑞士及英國等國家提出
的類似框架中汲取寶貴經驗。

• 在相關政府部門已制定的指引和最佳使用案例的基礎上，這個信任框架進一步整合資訊，並為各種數碼身
份建立統一的標準和規定。這種做法增強了所有相關持份者的信任，並簡化了合規流程。

o 在此框架下對機構進行認證，不僅確保準確性和可靠性，還在安全、受監管的環境中促進創新和互操
作性。

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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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三）改善基建及法律框架提升數位身份的互聯互通能力

• 一個健全且廣獲認可的數碼身份取決於可互通的基建與穩健的法律框架促進數碼身份的無縫使用，以便實現不同平
台與網絡之間的無縫連接與通信。

• 追加投資及擴大「智方便」平台上推出的監管沙盒計劃，助力開發符合金融業特殊需求的解決方案。

建議（四）協調數碼身份認證標準，實現跨境身份認證機制的無縫對接

• 以「大灣區數據傳輸標準合同」作為穩健框架，確保個人資料跨境傳輸的標準化與安全性。透過建設數碼身份基建，力
求促進本地交易，實現在大灣區內的無縫互動。

• 完善法律框架，大力支援數碼身份，透過徵詢公眾意見及制定明確、全面的指引，確保數據交換的私隱與安全。

政策建議

建議（五）增強對可信數碼身份採用的教育宣傳和推動社會賦權

• 鼓勵採用數碼身份解決方案至關重要。此外，提供財務和技術激勵可以減輕企業整合數碼身份的成本。

• 公私合作夥伴關係在這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創造既易用又經濟實惠的數碼身份解決方案，彌合公眾需求與市場機遇
之間的差距。

• 鑒於數碼身份對企業和個人的重要性，建議在新數字政策辦公室內設立專門的數碼身份工作組或指導小組，專注於
金融領域，這是一個策略性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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