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強烈反對港府強推全民自願檢測及監控健康的健康碼 

   

  港府強推「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及「港版健康碼」，以便病毒檢

測結果呈陰性的合資格人士，往來粵港澳過關時豁免檢疫（政府新聞

網，2020 年），更揚言全民檢測完成之前，不會放寬限聚令等措施。 

 

  三地政府於七月已初步完成磋商，惟囿於疫情，因此延至九月推

行「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及「港版健康碼」（立法會，2020；香港電

台，2020）。在《国安法》的陰霾下，「普及社區檢測計劃」（下稱

全民檢測計劃）及「港版健康碼」（下稱監控碼）引起不少市民擔心，

擔心其個人私隱不受保障及政府藉此全面監控市民，更有可能改變社

會行為。 

 
（I）背景資料 

  「武漢肺炎」肆虐，為盡早識別社區的病毒隱性患者，政府於八

月二十一日表示，將於九月一日推出「全民檢測計劃」，為期 7日在

各區社區檢測中心，由訓練人士採集巿民的鼻腔及咽喉混合拭子樣本

（政府新聞網，2020 年）。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表示，會分開處理接受檢測者的個人資

料和檢測樣本資料；樣本瓶只會表示序號，並不會展示任何個人資料，

也不會送離香港，完成檢測用途後便銷毀（政府新聞網，2020 年）。 

 

  儘管政府已澄清相關謠言，但不少市民仍然擔心個人私隱不受保

障，以及政府藉此全面監控市民，甚至改變社會行為。因此，以下將

會分析「全民檢測計劃」及「監控碼」的隱憂。 
 
（II）「全民檢測計劃」的隱憂 

（A）個人私隱洩漏至中國  
  「武漢肺炎」檢測需採集深喉唾液或鼻液，當中可採集到人體DNA。

而 DNA 可用於繪製人面部圖像，涉及敏感個人資料，更有利執法部門

用於檢證（Kayser，2015）。 

  至今，「政府已委托三間內地機構為香港市民進行病毒檢測，而

「全民檢測計劃」亦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推行（立場新聞，2020；

香港電台，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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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指「監控碼」可轉為「粵康碼」或「澳康碼」系統，三地政府更可

共享資料。目前私隱專員公署只有一份《收集及使用生物辨識資料指

引》，沒有實際執行上的標準及規管。現時署方並沒有直接及具阻嚇

性的懲處權力，如若資料出境後，相信不受私隱專員公署保障，因《個

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33 條對資料轉移至香港以外的地方作出規

管，目前尚未生效。（個人私隱專員公署，2019）。 

 

  因此，市民擔心其個人資料有機會轉交予中央政府或內地執法機

構，並作其他用途。 

 

（B）社會監控 

  除擔心個人資料外洩或轉交了中央政府之外，市民更擔心港府以

「監控碼」作為社會監控用途。 

 

  事實上，中央政府數年前於新疆以體檢為名採集維吾爾族人 DNA

樣本，素描當地人面部圖像，用於社會監控 (New York Times, 2019)。

而內地的「健康碼」亦被指出侵犯個人私隱，協助政府監控（New York 

Times, 2020）。 

 

  雖然港府指出「監控碼」沒有追蹤用途，唯港人對政府施政缺乏

信心。鑑於《国安法》的條文成立至今仍然相當空泛，市民或擔心「監

控碼」的性質類近，日後配合不同的措施，監控大眾和打壓異見人士，

收緊《基本法》賦予港人的自由，例如言論、集會自由。 

 

  市民擔心一旦政府發現曾經出席集會或在網絡上發表對政府不

利言論，可能會透過「監控碼」表示他們「不健康」，原因可為「感

染人士密切接觸者」、「已成為潛在陰性病患者」，但由於所有資料

皆由政府收集、儲存、整理，被檢控市民並無從得知真偽。 
 

（C）改變社會行為 

  全民檢測完成之前，不會放寬限聚令等措施，此舉或會有意無意

令社會分裂為「自願檢測」與「不自願檢測」兩派，最終可能出現人

民鬥人民情況發生。配合日後出爐的「監控碼」或其他限制措施，進

一步收緊不配合政府的「不自願檢測」人士於生活上的各種限制。 

 

  近月，親共派倡議港府以「監控碼」用於社區防疫，沒有「監控

碼」人士將不能進入公共設施、食肆、商場等（獨立媒體，2020 年）。 



 

雖然鄭月娥明言親共派人士上述建議是不切實際，「監控碼」只會作

出入境用途，惟市民擔心以「監控碼」進出三地只是開端，未來將會

有更多用途。 

 
  參考神州大地的做法，目前杭州「健康碼」分為多色，分別為綠

色、黃色及紅色。前者為健康，後兩者為不健康。綠色「健康碼」的

持有者可自由出入，而黃色及紅色「健康碼」的持有者分別需進行 7

天及 14 天的隔離。 

 

  杭州衛健委書記明言，未來杭州「健康碼」將發展為漸變色，結

合電子病歷、健康體檢、生活方式，例如食煙飲酒等相關數據，建立

個人健康指數。此舉與「社會信用體系」無異，以健康為藉口進一步

控制市民的日常生活行為，將嚴重打壓生而為人的權利與自由。 

 
 



   
以澳門為例，澳門市民需憑「澳康碼」、申報個人資料等才能進入指

場所，例如賭場、政府部門，甚至往來廣東省。 

 

  監控我們健康的「健康碼」普遍只有 7 至 14 日的有效期，有效

期內市民又是否代表百毒不侵呢？有效期過後市民便要自費檢驗。當

市民日後習慣了各種生活上的各種限制，習慣成自然，便是理所當然？

我們習慣薪金被扣 5%作強積金、習慣滿街珠寶金飾藥房、習慣購物區

泊滿旅遊巴、習慣中小學生以普通話溝通‥‥ 
 

（D）「假陽性」的出現 

  本港現時「逆轉錄聚合酶鏈式反應」（RT-PCR）測試「武漢肺炎」

病毒的方式，在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只有 90%和 99%，意味著檢測結

果必然出現誤差，導致「假陽性」和「假陰性」的情況出現（顏寶倫，

2020）。可見全民檢測反而增加了「假陽性」的情況，這令政府更難

追蹤傳播鏈，令整個數據庫變得混亂。 

 

  據臺灣彰化縣「血清流行病學調查，以瞭解縣民感染 COVID-19

的盛行率‥‥血清流行病學調查所得到的檢測陽性盛行率，受到真正

陽性率的高低，以及敏感度和特異度的高低的影響。一般而言，敏感

度越低、特異度越低、盛行率越低，調查估計出來的檢測盛行率也越

嚴重失真。」「如果盛行率相當低而特異度無法提升到非常高的情況

下，進行普篩而非精篩，也需要注意假陽性的問題！」（陳建仁，2020）。 

 

  因此，港府應著眼篩選於疫情嚴重的地區進行檢疫，例如東九龍

及特定染病群組等（如老人院和慶回歸群組），而非「有理無理」強

行全港檢測，完全不考慮本港醫療系統和前線醫護人手在進行檢測時

期和處理確診個案所能的承受壓力，最終只為一句「多謝中央」。 

 
（E）港府保障個人資料不力 

  政府將會安排公務員協助檢測工作，原先負責選舉的選舉事務處

人手，「會配合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的工作，包括協助事前佈置社區檢

測場地」。惟選舉事務處於 2016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中，遺失新界西其

中一個投票站的一本約 8000 名選民登記冊，至今一直未有尋回；2017

年在特首選舉的後備投票站及點票中心(亞洲博覽館) 遺失兩部手提

電腦，涉及 1200 名特首選委及全港 378萬名已登記選民的個人資料。 

 

 



 

「於 2016 年遺失的選民登記冊載有約 8000 名獲編配到該投票

站的已登記選民的姓名、性別、地址、身分證號碼及可獲選票數目，

如有關選民已投票，他／她的姓名及身分證號碼上亦會劃上橫線。」

（立場新聞 2019）難免讓人聯想到 9 月 1 日起，參與「全民檢測計

劃」的市民或許立場是偏政府，無疑讓政府與親共派人士掌握相關數

據，為來屆立法會選舉甚或來屆區議會選舉作準備。 

 

動議 

壹、 健康碼(俗稱「監控碼」)有效期內不代表百毒不侵，「全民

檢測計劃」免費檢驗一次之後，市民更要自費檢驗，以兌換

「監控碼」。本會強烈要求港府永久擱置「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港版健康碼」此等勞民傷財的計劃，以保障港人個人資料

免受外洩，釋除公眾憂慮及保障港人免於恐懼的自由 

貳、 立即取消免檢疫人士來港政策，堵塞檢疫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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