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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歹徒利用電擊殺害3人　指紋揪出31年前命案真兇》，《法制日報》，2013-08-18

註：該文介紹因指紋信息而得以偵破的命案。

2.《專家：身份證是離線使用　設密碼不現實》，《京華時報》，2013-08-15

註：該文探討一些加強保障個人身份安全的措施。

3.《網上售賣掛失身份證　二代身份證存在先天缺陷》，《北京晚報》，2013-08-14

註：該文指出二代身份證遺失後仍可使用，可能令原持有者蒙受損失。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1. 根據上文，指出內地社會在身份證指紋信息收集工作上引起爭議的原因。

2. 內地社會對身份證指紋信息收集工作的支持和反對聲音為何？試各舉1項
並加以說明。

3. 從國家安全和個人私隱兩個角度，分析內地推行身份證指紋信息收集工作的原因。

4. 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身份證指紋信息能提升內地人對私隱權的意識」這個說法？解釋
你的答案。

5. 試討論身份證指紋信息的兩個常見漏洞，並提議相應的補救方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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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身份證存儲指紋

■一代身份證(左)正

式退役，被二代身份

證(右)全面取代。

資料圖片

■指紋的用途廣泛，其中一

項是作為門鎖驗證碼。

資料圖片

•保障個人私隱安全
•有助打擊犯罪活動

•公司考勤記錄
•警方破案關鍵

•行蹤易被掌握，影響個人自由
•加重現有懲罰，能增加阻嚇力
•須親自核對資料，不利行動不便者

爭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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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紋用途

現代中國

杜絕
身份證被盜後被冒充身份，
進行犯罪活動。

保障措施
公職人員若洩露個人私隱，
有可能被定罪。

指紋信息可被用在很多方面，包括工作考

勤、案件調查、住屋保安、學校報到及手機

程式開啟等。舉例而言，有企業利用指紋辨

識工具，記錄員工的考勤情況。對企業而

言，此舉可杜絕員工代替其他人打卡的機

會；對員工而言，也不會出現忘記攜帶或遺

失工作卡的情況。而壞處是企業未必能有效

管理指紋信息，若有關信息遭盜竊，後果可

能非常嚴重。在整個過程中，最重要是僱主

能否向員工清楚說明如何收集、保管及使用

指紋信息，並獲員工同意，做好管理工作，

才能減少爭執。

案件調查方面，指紋信息更經常被使用，

往往成為破案關鍵。近期，內地便有一宗超

過30年前發生的命案，最後便靠指紋信息偵

破。事發於1981年，數人被電擊所殺，但是

警方苦無頭緒，只是收集到疑兇的指紋。至

2012年，有追查者發現懷疑涉案者的指紋與

一名曾服刑的囚犯相似，

即時尋找該人並作出拘

捕。結果在證據確鑿下，

該人承認罪行，並於去年

11月10日，被上海靜區法

院一審判處死刑。

身份證存
提防主人「百變」

︱展︱望︱ 指紋信息是重要的個人資料，必須小心使用。身份證設有指紋信息是其中一種加強保

障個人身份安全的方法，但在其他環節上也不能掉以輕心，否則再多的個人資料收集也未必有用。

正如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于志剛指出，公民在使用居民身份證來證明身份時，相關用證單位負有核

對人、證一致性的責任。用證單位不履行人、證一致性核對責任而導致公民合法權益受到侵害，也

應承擔法律責任。若核對身份證的單位能更嚴格辦事，有助減少冒充身份的事件發生。

驗證真身

近日有報道指，內地居民
丟失身份證後，雖已補領，
但其舊有身份證並未註銷，
仍可使用。這令遺失、被偷
的身份證在網上有價有市。

有人可能利用這些身份證冒充身份，進行詐騙
等非法犯罪活動。
就此，公安部表明繼續加大力度打擊買賣、

冒用他人身份證的非法犯罪活動。內地亦會在
今年底展開居民身份證登記指紋信息的工作。
人們只要把手指放在指紋採集器上，該機器便
會把指紋存入身份證的存儲區。然而有關做法
引起爭議。內地早已考慮身份證登記指紋信
息。由於技術限制等原因，二代身份證雖設有
指紋信息存儲區，但並無在2003年通過的《居
民身份證法》中規定使用。內地只是逐步替市
民換取二代身份證。

2011年，《居民身份證法》進行修改。該法
規訂明居民身份證的登記項目增加指紋信息，
並規定人們在申請領取、換領、補領居民身份
證時，必須登記指紋信息。

公職人員洩密　或被定罪

同時，針對國家機關或金融、電信、交通、教
育、醫療等單位的工作人員，洩露在履行職責或
提供服務過程中，所獲得的居民身份證記載的公
民個人信息，若被判罪成，法規訂明會依法追究
刑事責任；若不構成犯罪，則處以10日以上、
15日以下拘留，並罰款5,000元人民幣。
現時內地有超過16,000個派出所已啟動身份

證登記指紋信息的工作。人們可自願提前換
證，到附近派出所，
取得登記指紋信息的
身份證。

內地曾有多種

身份證明方法，

如介紹信、戶口

本、學生證等；

但 容 易 引 起 混

亂，阻礙辦事效

率。1983年，公

安部黨委向中央

提出「提請國家

立法，實行公民

證制度」。1984年，一代

身份證開始發放。

一 代 身 份 證 不 斷 完

善，如1988年，卡上的

手 寫 信 息 變 成 鉛 字 打

印；1995年，變成電腦

打印；1999年，推行公

民身份證號碼制度，18

位號碼的身份證代碼變

成唯一數字組合，終身

不變。

多識別更保障私隱：
有報道指內地有人在網
上售賣身份證。有記者

與售賣者聯絡，要求取得特定歲數、
性別的身份證，結果售賣者能傳來男
女各數十張符合條件的照片，以供記
者選擇。售賣者更坦言身份證都是偷
回來，保證屬真。可見身份證必須加
入更多識別措施，才能更好地保障個
人身份和私隱安全。
有助打擊犯罪活動：有犯罪者可能

利用買回來的身份證，冒充別人身份，作為乘車、租住旅舍等
用途，逃避追捕。這增加警方破案的難度。若身份證加入更多
識別措施，如指紋，會令疑犯更難隱藏身份。

行蹤易被掌握 影響自由：私隱權是國際社會日
益重視的概念。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第十七條規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
信，不得加以任意或非法干涉，其名譽及信用，亦不得非法
破壞。」由於每個人的指紋特徵不同，若指紋信息被收集，

國家便可能知道人們的行蹤，影響個
人自由。
加重懲罰 阻嚇力更大：按照現時法

規，冒用別人的居民身份證或使用騙
領的居民身份證，會被公安機關處罰
200元人民幣以上、1,000元人民幣以下
的罰款，或處以拘留10日。有違法所
得的，會被沒收。有人認為，有關法
規能提高懲罰程度以提升阻嚇力，並
不一定要收集指紋信息才能加強保
障；又有人說，身份證可設有密碼和

口令，這樣即使被偷或丟失，都不會被盜用。當然有關建議面
對一定障礙。數據通信科學技術研究所高級工程師王俊峰表
示，銀行卡設有密碼的前提是，有一個後台網絡支撐，而身份
證不可能要求在任何情況下都有網絡。
親往核對資料 不便長者：指紋信息被廣泛使用後，部分機構

可能會更嚴格地核對資料，包括要求有關人士前往
核對指紋等，這令部分群體遇上麻
煩，如長者、行動不便者、重病患者
等，可能不方便前往所在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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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內地社會對身份證指紋信息收集的做法有支持聲音，也有反對意見：

■存儲指紋的二代身份證令市民的行蹤暴露。圖為

市民手持身份證購買車票。 資料圖片

■上海市率先在5月啟動居民身份證登記指

紋信息工作。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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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報道指，內地有人丟失身份證後，雖已補領，但其

舊有身份證並未註銷，仍可使用，令人關注冒充盜用問

題。為杜絕有關漏洞，內地即將展開身份證指紋信息工作，惟此舉引起社

會爭議。究竟指紋何時開始被發現及應用？內地社會對身份證需要收集指

紋信息的支持和反對聲音為何？下文將會逐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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