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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今年2月初，正是新冠疫情「武漢保衛戰」最焦灼的時

刻，一些具有長遠眼光的科研人員已開始着手通過信
息化的方式對疫情進行更嚴格的防控。據報道，2月9日杭
州余杭區率先在支付寶上推出健康碼，從杭州全市推廣，到
浙江全省推廣，再到四川省全省推廣，最後到2月16日，國
務院辦公廳電子政務辦指導支付寶加速研發全國統一的疫情
防控健康信息碼，只用了7天時間。
隨着武漢新冠疫情得到控制，多地開始復工復產，健康碼
的推廣成為各地政府電子政務的重要規劃。以北京為例，3
月1日，京版健康碼——北京健康寶正式上線。北京市民及
進（返）京人員需通過北京健康寶小程式進行實名認證。市
民只需輸入姓名和身份證號之後進行人臉識別認證，即可實
現登錄。人臉比對的認證方式能夠確保個人健康信息真實、
準確、有效，且不被冒用。在此後的幾個月裏，北京健康寶
不斷改進，為滿足不使用手機的老人、兒童，健康寶加入
「他人代辦」功能。4月，同時為方便環京地區經濟、人員
往來發展，京津冀快速實現健康碼互認功能。

個人信息加密保存 需用戶授權使用
4月29日，《個人健康信息碼》系列國家標準出台，明確健

康碼的組成和展現形式，以及跨地區互認的技術機制，對疫情
防控所需個人健康信息的數據結構、數據元屬性和數據管理作
出規定。標準出台後，各地的個人健康信息碼，碼制統一、展
現方式統一、數據內容統一，實現統籌兼顧個人信息保護和信
息共享利用。值得一提的是，國家標準明確「健康碼在應用端
應被妥善保護，採用符合國家密碼管理要求的算法進行加密保
存，其使用宜配合用戶的口令確認」，同時強調「個人健康信
息服務及其應用採集數據時，應獲取用戶的明示同意或授權同
意，並承諾對相關隱私內容進行保密」。這些針對個人隱私等
信息安全問題的明確規定，令民眾使用健康碼更放心。
配合健康碼的推行，國家工信部推出的「通信大數據行程

卡」服務，通過利用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三大電
信運營商的通信大數據，為手機用戶提供行程查詢。行程卡
信息已納入全國一體化平台，用戶在健康碼服務中申報行程
即可查詢和證明本人近14天的到訪地，為用戶證明自己的
防疫健康狀態、防疫部門核對查詢個案行程提供便利。而申
請健康碼時通過人臉識別，亦能很好保障用戶私隱。
在健康碼的迭代升級中，實現了更精準的防控。例如，在
今年6月北京新發地聚集性疫情中，健康碼的風險標註精準
到街道層面，普通北京市民出行生活基本未受影響。隨着核
酸檢測的普及，北京健康碼也增加顯示核酸檢測結果的功
能，市民只需打開手機小程式，自己曾做過的核酸檢測時
間、地點、結果一目了然。

或成「市民碼」關聯醫療養老
隨着疫情防控模式尤其是應對聚集性疫情的成熟化，內地不
少城市也在考慮將健康碼賦予更多的應用，成為信息時代的
「市民碼」。中國電子技術標準院信息技術研究中心周平認
為，當健康碼逐漸演變成城市碼，應用不僅是出行，與互聯網
醫療和健康養老等都有一定的關聯。他認為，健康碼會長期存
在，未來要建立國家應急體系，健康碼已有非常好的應用基
礎。從未來的業態上來講，會涉及保險或者重大活動的保障等
等，這樣就提出了信息碼的新概念，健康功能只是其中之一。

疫情原因，廣州天河港澳青
年之家理事、文體生活部副部
長麥宇瀚自3月底來廣州後，
就一直沒有返回香港。對於
「粵康碼」、「穗康碼」，他

從剛開始感到陌生和新鮮，到如今已經完全
適應和融入「掃一掃」的生活了。健康碼作
為一種特殊的「通行證」，他甚至已經離不
開它了。

經過這麼長時間的「共處」，麥宇瀚已經
對健康碼有比較多的了解。「其實就是兩個
方面，一是知道你去過哪裏，二是知道你的
聯繫方式。」他說，不管對自己還是他人，
健康碼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一時間通知並採應急措施
比如你去過某個出現過確診病例或與病例

的密切接觸者有過交集，防控部門會第一時
間通知你，採取相關防疫措施。反過來，如
果你是一名確診患者或密切接觸者，一旦被
發現了，防控部門除了對你採取必要的防控
措施，還會第一時間通知其他人及採取相應
措施。「所以，不管對自己對他人，還是整
個社會，健康碼都是非常好的。」麥宇瀚
說。

至於私隱方面的顧慮，麥宇瀚覺得完全沒
有，「到目前為止，我在內地也沒有聽說過
因為健康碼洩露個人隱私或者受到有關困擾
的消息。」

近期，麥宇瀚還辦理了「澳康碼」，去了
一趟澳門。相比於粵港澳，辦理澳康碼要先
做核酸檢測，並上傳粵康碼，之後通過轉換

自動生成澳康碼。「過關時，要向檢疫人員
展示澳康碼，到了澳門的酒店、賭場等場
所，除了出示澳康碼、核酸檢測結果，還要
出示身份證，我覺得這有必要，而且也並不
覺得麻煩。」

部分區域可自行掃碼留「記錄」
在暨南大學念大三的香港學生林心瑩，今

年幾乎都在廣州度過，目前正在港資企業廣
州智鴻新零售有限公司實習，是一名負責電
商運營的主播。她亦認為健康碼對每個人都
很重要，比如，除了一些場所必須測量體溫
和出示健康碼，廣州地鐵等人群密集的固定
地方，為了保護乘客安全，還會在車廂內張
貼防疫二維碼，乘客掃碼後就可留下「乘車
記錄」。她認為這種做法很好，比如萬一某
個車廂出現了風險，一方面方便追蹤，另一
方面也可第一時間通知相關乘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新冠疫情今年暴發伊始，香港城市大學副校長呂堅院士
研發全新模型精準預測疫情發展，並多次對內地健康碼建言獻策。港版健康碼近期有望出台，呂堅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香港目前無法針對新冠病毒進行全民核酸檢測，對防控的唯一解決
辦法就是精準定位與精準排除。他表示，香港健康碼可以借鑒內地的成功經驗，設計出更適合香港
高人口密度的特點，同時還能夠優化絕大部分經濟活動的健康碼。

呂堅院士通過原創設計的全新疫情預測模型，已對全球新冠疫情進行逾10個月的追蹤，
並對多個國家疫情暴發的關鍵節點實現精準預測。他發現，在當前疫苗與特效藥均無上
市的情況下，隔離傳染源是最重要的也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可以說，香港「開放式
管理+全民佩戴口罩」的防疫方式是非常有效的，但是這並不足以完全隔離感染
源。呂堅認為，有效的自動檢測健康碼方法，將有助於香港像內地一樣盡快實
現本土病例清零。精確定位病毒來源及其接觸或風險暴露史是非常重要的，
只有這樣才能徹底清除病毒，達到終止病毒傳播的目的。

健康碼和個人醫療信息系統可共存
呂堅提出，香港健康碼的精度要大幅度提高，可以精確到樓棟甚
至樓層，同時採用自動識別健康碼顏色系統。他表示，香港民眾
比較關心個人隱私的保護，在健康碼的設計上，要考慮那些沒
有通關需求，又不想透露個人資料的港人。但是，應該允許
一部分特許的醫務人員查詢個人醫療資料。其實，香港的醫
療個人信息共享系統非常發達，如有病人或者疑似病人都
可以通過這個系統預警。如果健康碼和個人醫療信息系統
可以共存，那麼願意透露個人信息的港人就可以走快速
通關通道，不願意的可以選擇醫療信息系統排查再通
關。此外，還有一種方法，是通過手機上下載簡單的
App，在入關前14天開啟，入關時證明是14天內綠碼
即可通關，即可以起到證明的效果，對個人信息披
露又能維持在低限度內。

疫市重啟 追蹤先得
內地大數據高效追蹤 制定國家標準保護私隱

專家：港版健康碼可雙軌運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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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在充分保障私隱的前提下，充分運用大數據，

為疫情後社會經濟活動重啟、復工復產等建立起

互信基礎，成為信息時代中國首創的防疫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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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追蹤 唔搞點得
「安心出行」成效存疑 專家倡先局部強制增成效

「安心出行」是用於記錄用戶出行的流動應用程式，用戶下載程式後在進
入參與計劃的場地時，可掃描場所內的二維碼記錄自己到達時間，並

在離開時按程式「離開」的按鈕。有關的記錄只會存放在用戶的手機內，不會
放上政府終端系統。一旦用戶出入過的場所，在相若時間有到訪者確診，系統
便會向用戶發出通知及相關健康建議，冀能及早識別密切接觸者、及早隔離和
治療。

自願難見效 英僅24%人參與
惟「安心出行」屬自願性質，下不下載、記不記錄每次出入的場所及時間，

完全取決於市民的意願，一旦下載及使用人數少，甚或確診者本身也沒有使
用，系統根本無法通知曾與患者同時到訪有關場所的用戶。
以疫情反覆的英國為例，上月在日均兩萬人確診的情況下，英國政府推出運

作原理與「安心出行」相近的追蹤應用程式，推出首月的下載人次1,600萬，
僅佔人口的24%。由於使用率偏低，天空電視台報道，系統運作首兩周，僅發
出4次警報，通知用戶到訪過的場所「爆疫」。

借鑑內地韓國 強制成效顯著
論到將追蹤系統的抗疫功能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就要算內地的「健康碼」。

在疫情最初期，系統已深入內地所有場所，市民到訪所有公共場所均強制必須
出示健康碼及掃描場所內的二維碼。
其次是韓國，由於當地早年經歷中東呼吸綜合症蹂躪，造成186人確診、38

人死亡，事後當地政府對嚴控疫情的權力擴大，不需要法庭頒令也有權索取市
民的大數據作疫症追蹤用途。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初期，韓國衞生、交通部門利用大數據，甚至索取電訊

商的資料庫，根據手機定位重溯患者潛伏期間的活動軌跡，同時又分析患者的
信用卡交易數據，掌握患者光顧過的所有商店，然後將有關行蹤公諸天下，讓
公眾核對自己有無與患者同時出現在有關場所。
雖然有關做法惹起私隱爭議，但不能否認的是，在韓國今年初為全球第三大

新冠疫情重災國時，全靠這種鐵腕式個案追蹤，配合病毒檢測技術，成功將疫
情控制。之後，新加坡政府也開始逐步強制民眾隨身攜帶有追蹤功能的手機或
追蹤器。
在公眾衞生、人命攸關的前提下，許多國家及地區的市民放棄個人私隱，達

至抗疫最佳效果。相比之下，屬自願性質的「安心出行」只能算「微辣」，難
免令人質疑其成效。

醫界倡添誘因鼓勵使用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形容，「安心出行」與完善

的個案追蹤機制仍有一段差距，令人擔心使用率偏低，使抗疫效果大打折扣。
「如果少於一半市民使用『安心出行』，程式對個案追蹤的實際幫助將十分

有限。」他表示，理解市民對私隱的考慮，折衷方法是政府規定特定場所強制
要求入場者使用有關程式，並向市民提供其他誘因，從而吸引更多市民記錄自
己的行蹤。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則呼籲政府加強宣傳，鼓勵市民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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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早識別、及早隔離、

及早治療是控制新冠肺炎

疫情蔓延的金科玉律，故

病毒檢測、個案追蹤及疫

苗是最強的抗疫武器，經過約十個月「戰疫」，香港各項抗疫武

器也得以強化，惟個案追蹤能力仍未完備。特區政府今日推出協

助市民自行記錄日程行蹤的「安心出行」應用程式，惟基於私隱

考慮，並沒有強制市民下載，勢必削弱個案追蹤的成效。香港文

匯報記者梳理各地主要的追蹤系統，發現大多數自願性質的系統

成效都偏低；強制使用的國家及地區，追蹤系統都有助衞生部門

重溯患者的活動軌跡，及早揪出密切接觸者進行隔離。香港的防

疫專家預測，「安心出行」料只有少數人參與，成效存疑，建議

政府先強制部分場所使用者下載該程式才能進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恆諾、成祖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在
「安心出行」應用程式正式推出前，坊間

已有不少科技公司及大學試行相似的程式，
可作為「安心出行」的試金石，預示「安心出
行」可能會面對的問題。坊間程式的運作方式及
原理與「安心出行」如出一轍，但操作多時下使用
率仍然偏低，其中一個試行點的商戶和市民均不知道
該系統的存在，質疑宣傳不足。同時，有用家則擔心
私隱問題，因而卻步，其中近日有女生確診的浸會大
學，其追蹤系統使用率低，追蹤個案的成效大打折扣，這
都是「安心出行」要引以為鑑的。
香港一間科技公司早前研發一套追蹤系統，讓用家在終

端機拍下智能卡，如八達通、職員證、手機應用程式掃描
個人二維碼等，便能記錄自身所到之處，一旦某處有市民

確診新冠肺炎，系統會發出通知，提示用家接受檢測，不但
更有效幫助流行病學調查，也能減少在不知情下把病毒傳
播。
觀塘安泰街市為其中一個試行點，但街市門外的兩部終端

機，一部被兒童遊樂設施遮蔽，另一部則放置於防煙門外，極
不顯眼，香港文匯報記者駐足觀察一個多小時，其間未見市民
使用終端機掃描二維碼。附近商戶表示，該終端機放置在防煙
門附近，與體溫監測器上下放置一起。

街坊誤作量溫儀器
被問及終端機的使用情況時，商戶一度誤以為終端機也是量

溫計，說：「都多人用，入嚟嘅人都放隻手或者個額頭埋
去。」當記者解釋終端機真正用途時，商戶恍然大悟說：「冇
用過喎，真係唔知部機有咩用，之前都唔覺有人拍卡。」

有當區街坊同樣表示不知道在量溫計
下，有一部可讓市民記錄行蹤的終端機。
葉小姐表示，當時只知進入街市需要量度體
溫，以為街市為此而設置該機器度體溫。問及
特區政府將推行「安心出行」，若參與率高或可
成為爭取通關的條件，她認為只要程序簡單，或會
考慮參與，「都想快啲通關，生活可以正常返。」
浸會大學亦研發了感染風險通知應用程式

BU-TRACE，學生和教職員可透過掃描應用程式相應的二
維碼，記錄曾到訪的地方。當有用家確診新冠肺炎，待校方
確認後，便可自行上傳到訪記錄至系統。其後，應用程式會通
知所有使用者有用家確診，並根據用家與確診者進入同一場所
的時間分為不同風險評級。不過，程式使用率低，確診校友未必
有使用系統。

民間系統鮮推廣 擺位隱蔽無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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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大BU-TRACE程式
使用率低。

■■ 專家擔憂程式僅屬自願性專家擔憂程式僅屬自願性
質質，，對成效存疑對成效存疑。。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協助市民自行記錄日程行蹤的「安心出

行」應用程式今日上架。
資料圖片

新加坡
性質：今年底前全面強制執行
原理：市民手機下載「合力追

蹤」（TraceTogether App）應
用程式或攜帶電子便攜器（TraceTogether
Token），當感應到身邊有人使用同一裝置便
互相交換藍芽信號，加密記錄在用家裝置內
當有用戶確診，政府獲授權檢查確診者裝置

以追蹤其接觸者，系統亦會通知曾與確診者有
藍芽信號交換的用戶並提醒檢測
優點：只記錄接觸者藍芽信號而非用家行蹤，

保障私隱
韓國
性質：法例賦權政府追蹤
原理：索取確診者的手機定位

數據、信用卡交易數據等大數
據，重溯確診者活動軌跡並在政府網站公布，
提示其他市民注意自己有否與確診者同時共處
優點：市民毋須額外下載軟件或攜帶任何追蹤器
缺點：確診者私隱無保障，行蹤公諸天下

印度
性質：半強制性
原理：下載名為Aarogya Setu

的程式後，系統透過藍芽及
GPS記錄使用者行蹤並傳送至政府數據庫，若
有人確診，系統會通知相關接觸者，政府亦可
判斷使用者是否曾與確診者近距離接觸，並偵
測使用者是否身處高風險感染區
今年4月，規定所有公務員及企業員工率先

強制使用，結果40天內有逾1億下載
優點：被質疑侵犯私隱及沒有法律基礎強制安

裝，政府其後放寬強制使用的群組對象
挪威
性質：自願性
原理：下載Smittestopp 程式

後，政府可透過GPS獲得使用
者的確實位置數據，並上載到政府中央數據
庫，從而能實時追蹤用戶位置
優點：方便政府追蹤確診者的行蹤，有

助防疫
缺點：被批評記錄用戶行蹤

侵犯個人私隱，
政府最後宣
布停用

英國
性質：自願性
原理：名為NHS Covid-19的

程式，當兩名用戶接近時，手
機藍芽會記錄近距離接觸的距離和時間，當其
中一名用戶確診時，有近距離接觸的手機用戶
就會收到警告，提醒要隔離14天；用戶亦可
掃描所到場所提供的二維碼記錄行蹤，場所倘
爆發疫情便會接到信息
優點：數據儲存在使用者手機內，保障私隱
缺點：自願性下載，使用率低

數據是用戶「私藏」，政府不知哪些人
與確診者有接觸而需要隔離，令隔離變
相是自願性質

澳洲
性質：自願性
原理：COVIDSafe 程式透過

手機藍芽記錄與其他用戶的接
觸，相關資料送到中央數據庫，當有用戶確
診，即可找出其他與確診者曾緊密接觸的手機
用戶，發放訊息建議進行病毒檢測
優點：資料只有州或領地指定衞生官員有權索

取
用戶毋須輸入個人資料，只記錄用戶與
什麼人接觸，不記錄行蹤，保障用戶私
隱

缺點：使用主動權在於用戶，政府仍是被動

北京新發地疫情：風險標註精準到街道
6月11日

北京西城區出現一名確診病例，溯源關聯
至新發地市場，健康碼的風險標註精準到
街道

6月13日
啟動對5月30日後新發地有密切接觸人員
的排查檢測

6月20日
北京市封閉管理40個小區，並為全市快
遞員、外賣員做核酸檢測

7月6日
北京市無新增確診

8月6日
新發地市場聚集性病例清零

深圳盒馬鮮生疫情：96小時斬斷傳染鏈
8月14日

深圳「盒馬鮮生」水貝IBC門店一名員工
在汕頭陸豐市確診新冠肺炎
深圳官方在接報後，即刻調控城市管理資

源，利用大數據排
查，在8月18日（約
96個小時內）完成重
點人群、重點區域的
排 查 ， 採 集 樣 本
345,515份，迅速斬斷
傳播路徑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發行中心：28739889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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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澳「健
康碼」實現
互轉互認，
旅客在口岸
「掃碼」便
捷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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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溫22-26℃ 濕度65-85%

庚子年十月初二 初八小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