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理數字政策專員（數據應用）梁
展鵬表示，智方便的登記用戶截至上
周四（22日）已約有290萬，當中普
通版智方便佔約136萬個，智方便+
用戶則佔153萬個。自上月11日簡化
登記流程，以智能身份證配合手提電
話的NFC（近場通訊）進行登記，無
須到郵局或自助服務站登記後，其間
用戶人數飆升，7月份的登記及升級
為智方便+人數，較6月增加超過一
倍半。他表示會繼續透過各渠道宣
傳，爭取明年用戶數目增至400萬的
目標。
梁展鵬在訪問中指出，智方便有
180個登記地點，包括郵局和自助服
務站，大灣區內地城巿如廣州、珠
海等也有自助服務機，方便在內地
港人登記，以往每月新增登記的智
方便+人數由1萬多至3萬多不等，
但上月11日推出可用智能手機登記
的簡化流程後，截至本月18日的一
個餘月內，新增17.4萬人用簡化方
式登記或升級為智方便+戶口，現時
平均每日登入智方便平台的人數約
有13.6萬人次。
他表示，程序簡化後，巿民無須到

郵局辦理手續，增加登記誘因外，現
時智方便版面亦增加不少資訊性的內
容，讓市民查看最重要的資訊，「譬
如過海隧道收費，不同時段收不同的
價錢，這已經在資訊版面看到；又譬
如說急症室服務的輪候時間，這些可
能是市民很需要知道的。」

訂場功能最多人使用
至於最多人使用的智方便功能，則

是預訂康文署的場地，「最多一定是
訂場，每日都有，交稅都很受歡迎，
但不會一年不停地交稅，另外申請一
些津貼例如在職家庭津貼、學費津貼

之類都很受歡迎，車牌方面也非常重
要，包括續領車牌及申請國際車
牌。」
數字辦目標是明年智方便登記用戶
累積至 400萬，梁展鵬直言具挑戰
性，會努力達至目標，「我們在一些
不同的推廣服務上也做了很多工夫，
譬如在一些不同的線上平台、討論
區，或者一些短片平台，也有不停宣
傳的短片推出，亦與不同部門一起合
作去做，社交媒體也有做。此外，在
電視、電台也有這樣的宣傳推廣，讓
市民能夠接觸到智方便。當然最貼身
的是親自落區，會和一些政府部門、
私人機構合作舉辦一些活動，使不同
界別的市民都能接觸到智方便的服
務，並直接幫他們登記和推廣這些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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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方便自2020年底推出以來，目前已涵蓋逾400
項，當中包括80個公私營機構的服務。梁展鵬

在專訪中表示，若加上約500多張政府電子表格，智
方便目前提供近1,000項服務。至於目前升級版智方
便+則設有數碼簽署功能，可用於報稅、車牌續領、
申請國際車牌、申請學校津貼等需要數碼簽署的項
目。為提升用戶體驗，達至一網通辦的目標，該平台
將增加更多功能。

連通各部門 免逐次輸入資料
智方便目前在一些情況下，會轉介用戶到相關政府
部門系統，然後要重新輸入資料登入該部門系統。數
字辦高級系統經理（數據應用）羅志華表示，智方便
即將透過授權數據交換閘，連通不同部門的數據，屆
時用戶就無須逐次輸入資料，「希望可以重新利用用
戶輸入過的數據，做完一個服務再做另一個服務時，
無須重複輸入個人資料。我們可以聯通不同部門索取
相關數據，除方便市民，其他部門重新使用這些數據
時，核實工作會更簡單。」
透過授權數據交換閘聯通不同部門，用戶在
數據分享下亦可查閱不同政府服務內的個人資
訊。他說：「如個人稅務狀況、政府賬單、中
小學派位結果、學生津貼電子申請結果，或警
務處網上申請牌照的進度，包羅萬有。」
版面更有支付功能可以轉數快直接繳交政
府賬單。

增個人化設定 暫定12主題
特區政府擬於今年第四季推出重新設計的
用戶界面，增加個人化設定，因應常用的政
府服務，包括申請、查詢或公共資訊等，
暫設計12個主題如教育、勞工、就業、
醫療、健康、出入境等。同時將加入電
子證照功能，取存不同部門發出的電
子證照。羅志華說：「我們用區塊鏈
技術，令驗證這張證照時，確保內
容絕對正確無誤，同時也可看到這
張證照是否已被註銷或過期。」
數字辦會繼續與不同部門商討
加入更多證照， 例如公務員事務
局綜合招聘考試成績、基本法和
香港國安法測試成績等。
據悉，智方便今年底將推出不同
的功能，明年初更有一個小程序
平台，讓不同部門建立應用服務
小程序，用戶可直接透過智方便
選用所需的服務。「對市民來
說，最簡單最直接就是經
（智方便版面）一些主題分
類去找到服務，之後無須再
下載（各政府部門的）流動
應用程式，就可以去打開一
個小程序，在那個平台上直接執行就得。」羅志華
表示，這亦加快各部門開發應用服務時間和減省成
本，因無須理會不同品牌手機的兼容性問題，或不
同作業系統的分別，維護或部署成本亦相對減低。
梁展鵬補充，目標是明年所有政府網上個人服
務都能採用智方便平台，日後不同部門大部分最
重要的功能和網上服務，也可以在小程序平台上
找到，惟仍不能完全取代各部門自身的應用程
式，「SmartPlay（康體通）、HA Go內有很多複
雜的功能，這些應用程式我們不打算取代，只是
想將市民最常用的功能放在這個小程序平台
上。」他指一些部門的應用程式有很多功能，但
巿民可能只有一兩個最常用，小程序平台則揀選
這些功能，方便用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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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政府服務，智方便平台亦推出個人碼新功
能，讓使用者到訪屋苑時方便認證身份，無須再向
物業管理公司人員出示實體版的身份證登記，避免
展示太多個人的敏感資料。目前有三個大型屋苑參
與先導計劃，率先採用此方法認證訪客身份，未來
續有其他新落成的屋苑也會使用。數字政策辦公室
高級系統經理（數據應用）羅志華表示，會加強宣
傳，而透過先導計劃累積經驗後，會進一步將智方
便個人碼推展到更多屋苑或商業大廈。
助理數字政策專員（數據應用）梁展鵬指出，現時

市民、送貨或裝修人士到訪一些物業時，管理員通常
要求他們出示身份證及登記電話等，「但其實對一些
人來說，（資料收集）是過多了，因為身份證有出生
日期、性別、身份證號碼等，都是敏感的資料，所以

希望用一個二維碼來展示身份。」
智方便個人碼則只有簡單、但獲認證的加密資料，

「只會有一個英文的局部姓名，如 LOK, W***
C***；另外有一個年齡組別，主要會分為11歲至17
歲，18歲至64歲，以及65歲以上。」他指出，物管
人員掃描二維碼，只儲存屏蔽的英文名字和年齡組
別，對市民而言私隱有保障，而物管進行訪客登記，
亦會知道其身份真實性，「這個碼本身都可以叫做知
道那個人的雜湊值，一個雜湊值只能對應一組個人資
訊，即是我們每一個（個人碼）都是獨特的。」
他表示現時與LSCM（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

中心）合作，由該機構協助政府推廣個人碼到其他物
管場地，如一些地產公司、屋苑集團，「我們陸陸續
續會找一些屋苑幫我們推廣這件事，接下來我們會有

一個先導計劃，在一些屋苑先行推出。」

數屋苑先導計劃後再加碼
暫時有三個大型屋苑參與先導計劃，使用智方便個
人碼進行訪客登記。羅志華表示其後還有新屋苑加入計
劃，「因為還在收樓階段，所以陸陸續續有三四個（屋
苑），然後推展到五個，當先導計劃完結後，會再延伸
到其他屋苑，往後除私人屋苑，一些商業大廈或者商場
有需要做訪客登記的地方，都可以利用到這個服務。」
梁展鵬指出，冀透過先導計劃收集用戶意見，「我
們的資訊有一些屏蔽的英文名，究竟夠不夠用呢？會
不會有更多資訊幫得到業界呢？我們想先試一試市場
反應，當然後續如果有需要，可以繼續推廣，或者更
新我們現在的資訊。」

訪客示個人碼 免洩敏感私隱

智方便年內大變身
界面升級一網通辦
能繳大部分政府賬單 申領各類證照一樣得

香港特區政府的智方便數碼服務平台即

將升級。數字政策辦公室助理數字政策專

員（數據應用）梁展鵬日前接受香港文匯

報專訪時表明，今年內將優化智方便，重

新設計用戶界面和增設個人助理版面，將

常用的政府網上服務和資訊整合，令用戶

能一站式透過該平台繳交大部分政府賬

單，無須逐次登入不同部門的系統、重複

輸入個人資料；另外智方便增加電子證照

功能，如取存特區政府發出的長者卡等證

照，明年推出的小程序平台，使巿民無須

下載不同政府部門的應用程式，即可使用

智方便的單一平台點選各部門的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打開智方便App並揀選開始快速登記

⬇
選擇年齡組別，即點選年滿18歲成人或
11歲至17歲未成年人

⬇
細閱申請人聲明後同意條款，然後開始
登記程序

⬇
先將香港身份證對屏幕相框拍攝身份
證正面

⬇
將身份證緊貼手機背的NFC（近場通
訊）天線位置，直至讀卡完成

⬇
進行面容辨識，對正屏幕照相框根據指
示做簡單動作，如眨眼、張開嘴巴、頭
向左或右轉等

⬇
提供平時解鎖手機的生物認證，如容貌
辨識或指紋辨識

⬇
設定智方便6位數字密碼，並提供電郵
地址，完成登記程序

資料來源：數字政策辦公室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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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方便+」簡化登記流程

◆數字辦昨日在社交平台宣傳新增的智方便
個人碼功能。 Fb圖片

◆港方在珠海設置香港跨境通辦自助服
務機及智方便自助登記站。 資料圖片

▲智方便流動登記站。 資料圖片

◆羅志華（左）與梁展鵬。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明攝

◆港方在廣州設置智方便登記服務櫃
位。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