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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認證技術有助金融業逐步實現全流程電子化服務 

 

生物認證技術應用是全球的熱門課題 

 

生物認證技術在全球不少市場如英國、美國、印度、日本、

台灣等逐步應用在金融服務領域，內地近年在生物認證上亦有提

速發展的趨勢。概括而言，生物認證技術大意是透過電腦與聲學、

光學、生物感測器和生物統計學原理等科技手段密切結合，利用

每人獨有的生理特徵來進行個人身份的鑒定。 

 

生物認證技術近年發展迅速，相信跟其技術漸趨成熟、應用

成本逐步下降有莫大關係。 數據顯示，生物認證技術如指紋、手

指靜脈、人臉識別技術的準確度一般超過99%，辨識時間最快可

於2-5秒之間完成。 與此同時，市場上不少手機制造商如蘋果、

三星等已把生物認證技術加入智能手機，作為身份認證的其中一

種手段，可見其應用已逐漸普及。   

 

監管條例放寛為生物認證創造成長的土壤 

 

為配合全球性發展趨勢，金管局於2015年9月更新監管政策手

冊，提到雙重認證中的第二項認證可利用「客戶的特徵」，正式

接受了生物認證技術，令生物認證隨即在香港成為新的發展潮

流，包括三家發鈔行在內的五家銀行已先後公佈計劃在年內推出

生物認證服務。 

 

概括而言，已公佈的本地認用方案中，主要包括指紋、聲音、

虹膜及手指靜脈等四類認證手段，而應用範圍則包括手機銀行、

電話銀行及自動櫃員機等。這些應用方案在海外市場基本上已有

先例，應該不存在太大的技術問題。 但是，客戶行為則可能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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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生活習慣的差異而存在分歧，本地市場是否接受仍存在一定

的變數，而經營者如何在成本與效益之間取得平衡，將會是業界

的一大挑戰。 

  

業界應用生物認證技術的三大重要方向 

 

降低客戶成本，提高客戶體驗。對於客戶而言，生物認證技

術必須能夠更快、更準地辨識客戶的身份。目前銀行客戶只要能

輸入身份識別密碼便能完成大部份的銀行交易，若新的認證技術

必須客戶購置新裝備（如指定型號手機）才能使用，將可能增加

客戶的成本，影響成效。 此外，若辨識過程過於複雜或冗長，導

致客戶需要花大量時間重新學習及投入更多時間成本，亦會失卻

了新認證技術的原意，影響客戶體驗，令方案難以普及。 

 

減低營運成本，提升業務效益。對於經營者而言，每項新增

的認證技術都必定涉及成本，有效把業務“成本”轉化為“成

效”是成功的關鍵，這大致可從兩大方向考慮。 首先，生物認證

技術必須實際有效，能簡化業務流程，加快業務效率，長遠創造

效益。例如，縮短前線或電話交易服務的時間、加快分行服務流

程等，便能降低平均交易成本。另一個方向是讓認證技術支持創

新的應用服務。 例如，以生物認證技術支持電子化服務，逐步從

一般查詢、交易，到賬戶維護、顧問服務、產品銷售等，均能大

批量地轉移至多樣化電子渠道完成，有助減低客戶對傳統分行的

依賴，降低交易成本之餘，更能提升業務成效。 

 

支持遠程開戶，實現全流程電子化服務。近年，不少海外銀

行同業均大力投入電子化服務，而一些國家及地區（如中國內地

及英國）更實現遠程開戶，無需客戶親身到分行辨理，創造全流

程電子化銀行服務概念。中國人民銀行於2015年12月發布了《關

於改進個人銀行賬戶服務加強賬戶管理的通知》，容許客戶可通

過不同渠道如櫃面、遠端視頻、網銀和手機銀行等開立個人銀行

帳戶。而內地金融機構亦可透過與政府機關聯網，在客戶透過電

子平台提出開戶申請時，即時利用政府特定資料庫核實申請人的

身份。參考內地的經驗，若要實現遠程開戶，政府及監管機構的

支持相當重要，當中包括相關條例的放寛，及建立能讓合資格金

融機構使用來核實客戶身份的數據平台。只有政府與業界共同努

力，才能提升本地金融業的創新能力，體現香港區域性金融中心

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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