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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RFID

梁芷瑄 (  )

RFID成為最近眾多研討會中最熱門的議題，不論是政府、科技廠、產業界、研究單位等機構，大家都想搞懂什麼是RFID。它不但被喻為企業e化的

殺手級應用 (何羚瑋，民94)，更被各大科技廠視為是繼 Internet後，下一個將會對社會產生革命性變革的技術 (周致，民94)。

無線射頻辨識(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簡稱RFID) 為利用無線電波來傳送識別資料的系統，其應用非常廣泛；如國內實施「動物保護

法」之後 (1998年)，規定所有寵物都需植入晶片 (第十九條)，即是RFID技術的應用之一。產品上像米粒一般大小的電子標籤（Tag），透過識讀

器（Reader）偵測，將標籤的資料送到與RFID系統結合的資料庫管理系統、電腦網路上整合運用。此外，許多飯店的門禁與保全系統、航空行李監

控、倉儲管理、圖書館管理也都是RFID技術的整合應用。其最終目的是為求更快速、更有效率的控管流程，以提供全自動安全便利的即時監控系統

。

台灣在2003年SARS肆虐期間，為因應防疫而實施嚴格管制措施，工研院系統中心即運用當時既有的門禁管制系統技術及從國際市場取得之RFID系統

，進行「醫療院所接觸史RFID追蹤管制系統」技術開發，並用於竹北地區的東元醫院。在發生可疑病例時，可迅速追查和隔離可能受到感染的人

，大為縮短需要至少兩天的追蹤時間至20分鐘以內。秀傳醫療體系也讓病人在手腕上配戴一個小裝置，內含量測體溫功能、可重複使用的主動式

RFID晶片，記錄病人體溫變化、所在地點等資訊。隔年，台灣即發展出自己的UHF (超高頻)-RFID晶片與識讀器，使台灣晉升為RFID供應商。目前

，台北醫學大學則將RFID應用於醫療管理，除了追蹤之外，根據識讀器放置的位置，還可達到定位功能，對醫療物品可進行存取人員管制、藥品數

量與存放位置管理、醫療物品安全期限監控等，提供更即時的醫療照護。在美國，RFID晶片在2004年時已被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核准為醫療

工具，現在已有一些醫院更嘗試著要將RFID晶片植入慢性疾病 (糖尿病、阿茲海默症等) 或高危險群 (心血管疾病) 病患體內，晶片上記載了患者

的就診紀錄、病史及使用藥物資訊，此種植入的方式比配戴晶片更不易移除或損壞，希望藉此評估減少重覆做檢驗或藥物分析的時間、誤診的機率

，以期能降低醫療成本 (Baker, 2006)。

RFID技術因其可隨時讀取資訊的特性，吸引了人們的眼光。 然而，RFID真正的利益並非取代條碼，而是來自「資訊利用」。甲骨文 (Oracle) 感

測器服務軟體開發副總裁Allyson Fryhoff 在接受e天下雜誌訪問時表示，RFID讓物理世界可以連接對應到資訊世界，人們更跳脫在標籤、讀取器

層面的思考，思考資訊流程的革新 (周致，民94)。儘管RFID前景看好，但是仍有許多未知數，其中最引發爭議的就是人身隱私與資料保護的問題

。主要是因為UHF (超高頻)-RFID 雖較低頻 (LF) 可以有更快的接收速度與更遠的接收距離，且具有防碰撞的優點；但其接收距離可長達六公尺

(經濟部RFID公領域應用推動辦公室，民95)，有心人士不需貼身，就可透過RFID識讀器連結到資料庫，就可輕易竊取到個人資料。如美國訂於

2006年10月全面嵌入RFID晶片於護照中，晶片上的資料將與紙本的護照相符，目的是防止偽造護照。這個計畫引起隱私權保護團體的強烈反彈，他

們認為不肖份子可利用RFID識讀器在個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在遠處竊取個人資料，大幅增加了個人資料外洩的危險性，隨之而來如駭客或是政府執行

的通信監察措施，也都將影響到人民的權益 (謝穎青，民94)。

為降低各界對於RFID可能侵害隱私權之疑慮，某些賣場 (如Wal-Mart、Sam’s Club) 在貨架上清楚的告知消費者哪些商品嵌有RFID晶片，也在網

站上對此有更多的說明，並宣稱當消費者步出賣場後，晶片即失去效用。而在護照或身份證件上的RFID晶片也將利用加密的數位簽章以防止資料被



竄改；並將採用被動式的RFID晶片，這讓RFID晶片無法主動廣播資訊，只有少數的晶片讀取機能讀取資料；同時也會在護照封面運用防側錄

（antiskimming）材質防堵資料流出。

不論願意還是不願意，RFID技術的整合應用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攻佔我們的生活，這是科技發展的趨勢，也是未來產業的走向，政府應參照國

外先進規範體例，積極建立相關的法規環境，包括控管機制、公共遵循與技術上教育及告知的方案，以期對日後RFID的發展與個人隱私權的相關議

題，取得一個平衡且完善的配套措施。（本文出版時間：20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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