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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13年全球資訊網協會（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以下簡稱 W3C）年度

大會於美國舉辦，這次會議邀集了許多來自全球各地的技術開發者、學者、商

業機構、政府機關，分聚於各 W3C 工作組（working groups）和興趣組

（interesting groups）進行發人深省的討論和協調工作，以解決全球資訊網所面

臨具有挑戰性的技術和社會問題。 

因本部於本（113）年度已正式啟動「數位皮夾」之公共建設，其發展初期

即以 W3C 相關標準為基礎規劃整體數位皮夾，爰本次行程主要參加實際採用標

準之分散式化識別符（Decentralized Identifiers,  DID）工作組會議，了解最新的技

術趨勢，並共同討論如何完善與精進 DID 標準、後續可能的應用合作與對接互

通；亦於分組討論階段簡報我國數位皮夾發展推動規劃，分享發展經驗、特色

及挑戰，並與來自不同產業及國家的專家進行交流，尋找潛在的合作機會，更

展示我國對開放標準和網際網路發展的承諾。 

W3C 為各網際網路標準領域與技術的重要國際組織，也是長期耕耘專業與

建立夥伴關係的場域，本次與會於正式會議與會餘時間，進行跨國家組織聯繫

與數位皮夾應用場景串聯，與來自多國的專家學者討論分享各國的數位政策、

產業發展規劃並交流可能的合作機會，推動跨部門、跨領域的連結創新，期以

數位發展成果行銷臺灣，增加我國能見度及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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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簡介 

全球資訊網協會（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W3C）於83年在美國麻省理工

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成立，由網際網路的發明者 Tim 

Berners-Lee 創辦。其主要目的是推動網際網路的標準化，以確保網路使用的可

訪問性、互操作性和可持續發展。W3C 的願景是「讓每個人在任何地方都能自

由地使用網路」，並促進網際網路的開放性與共享性。通過制定標準，W3C 致

力於消除不同設備和平台之間的障礙，確保網站及網頁內容能夠被所有人輕鬆

存取訪問。 

截至113年，W3C 於4個主要地區的合作夥伴分別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歐洲資訊與數學研究聯盟（European Research Consortium for Informatics and 

Mathematics, ERCIM）、日本慶應義塾（Keio）大學及中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此

外，W3C 擁有超過450個會員，包括大型企業、新創公司、學術機構和政府機關

等，其中也有許多知名科技公司，如微軟、Google、蘋果、亞馬遜和 IBM 等，

還有許多開放源碼組織和非營利機構，這些會員在推動網路技術的發展中扮演

著重要角色；會員亦橫跨多個產業，包括科技、電信、金融、教育、醫療和媒

體等，跨領域多樣性使得 W3C 能夠涵蓋廣泛的需求和視角，制定出更具普世性

的標準。 

近期，W3C 在多個領域取得顯著進展。例如隨著 Web 3.0的發展，資料的互

操作性和智能合約的實現成為可能，這為未來的網際網路帶來了新的機會與挑

戰；而在無障礙網頁設計方面，W3C 推出了更嚴格的無障礙指導方針，進一步

強化了對特別需求人士的輔助；W3C 也積極推進網頁性能優化和安全性標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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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以大幅提升用戶的網路體驗和資訊安全。 

本部自112年加入 W3C，今年為第二次參與一年一度的諮詢委員會與技術大

會（Technical Plenary and Advisory Committee, TPAC），配合本部於今年開始推動

「分散式驗證及授權系統（數位皮夾）」之數位創新關鍵基礎公共建設即採用

W3C 標準建置，後續本部將積極參與相關網際網路標準的制定過程，對未來技

術發展提出意見及分享我國經驗，並由此獲得最新的標準資料、實驗工具和技

術報告，進而提升數位皮夾本身技術能力與使用安全，同時與來自不同產業及

國家的專家進行交流，尋找潛在的合作機會，並展示我國對開放標準和網際網

路發展的承諾。 

W3C 為各網際網路標準領域與技術的重要國際組織，亦是長期耕耘專業與

建立夥伴關係的場域，透過此協會展現我國數位軟實力，並適時瞭解他國科技

相關資訊，再配合我國現有國家政策及產業產品，規劃發展與各國及產業的合

作，對內可在政策層面更好地預測未來的技術變革，制定具有前瞻性和可持續

性的政策，對外則可進行實質的數位外交工作，參與全球數位政策的制訂，期

有效建立我國數位科技的國際能見度，也能對國際數位外交議題合作相關事務

發揮更大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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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目的 

一、參加全球資訊網協會年度大會（W3C TPAC 2024），瞭解 W3C 整體運作、技

術發展重點、應用及推廣之國際趨勢及現況，並評估未來如何深化本部與

W3C 之合作可能。 

二、 參加與本部「數位皮夾」高度相關之分散式識別符（Decentralized 

Identifiers,  DID）工作組，透過了解各國政府、產業界及學術界的前沿技術

及架構發展現況，評估我國數位皮夾推動及規劃可能方向及可補強處，從

而提升運作效率和公眾滿意度。未來亦可將我國實際導入政府部會與民間

應用場景之相關建置經驗回饋國際標準工作組，以有利於我國實質參與國

際標準制定與推行，強化我國公共建設與國際標準發展組織之交流來往，

發揮國際影響力。 

三、以「Digital Wallet Project in Taiwan」為題，就「公共程式」、「開放生態

系」、「沙盒環境」及「技術諮詢委員會」等 4 個面向分享我國數位皮夾

現況與未來想像，並與多國專家進行討論，持續完備及優化我國數位皮夾

推動規劃，確保相關規劃的可持續性和靈活性，期為國內「數位皮夾」帶

來國際技術交流機會，以發展符合國內產官學研社需求之營運模式、信任

架構與驗證生態系。 

四、於會議期間及正式會議之餘，進行跨國家組織聯繫，促進跨政府或跨國產

業應用場景串聯，與多國（美國、義大利、新加坡、日本、韓國及其他國

家）專家學者進行交流，說明我國推動數位皮夾之規劃及架構，並討論請

益本部強化參與如 W3C 等數位國際組織之可能方式，進一步促進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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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我國公共建設之影響力，建立國際伙伴關係。 

    

   

 

會議期間與多國專家、學者及政府官員討論，摘錄會談照片左上為新加坡政府科技局

（ Government Technology Agency , GovTech）Calvin Cheng 首席軟體工程師、右上為新加坡資訊、

通訊及媒體發展管理局（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IMDA）Pei Sheng Isaac Koh 經理、

左中為 W3C 邀請專家 Daniel Burnett、右中為日本慶應大學 Shigeya Suzuki（鈴木茂哉）教授、左

下為台灣數位出版聯盟（W3C 另外一臺灣會員）葉文熙組長、費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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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過程 

一、出國日期 

113年9月22日至113年9月27日。 

二、出國行程 

日期 行程 

9/22 （日） 臺灣桃園機場啟程及抵達美國洛杉磯／安那翰 

9/23 （一） 參加全球資訊網協會年度大會（DID 工作組） 

9/24 （二） 參加全球資訊網協會年度大會（DID 工作組） 

9/25 （三） 參加全球資訊網協會年度大會（分組討論、大會及30年慶祝活動） 

9/26 （四） 美國洛杉磯啟程 

9/27 （五） 抵達臺灣桃園機場 

      

左圖為本次會場入口；右圖為 DID 工作組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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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散式識別符工作組相關會議重點 

W3C 為網際網路標準制定組織，由各工作組（Working Group）為主要執行

單位，討論方式包含（依不同工作組而定）線上會議、實體會議（如 TPAC）、

郵件列表（Mailing List）、GitHub Issues 及網際網路中繼聊天（Internet Relay Chat, 

IRC）等。有鑒於本（113）年度本部已正式啟動「數位皮夾」之公共建設，爰9

月23日及24日參與之行程專注於實際採用標準之 DID 工作組會議，本次 DID 工

作組有3位共同主席，主要由 W3C 邀請資深專家 Daniel Burnett 主導議程，並由

Will Abramson 與 Gabe Cohen 協同主持，相關會議討論內容摘述如下： 

 

（一） DID 產業現況，講者：Gabe Cohen, Block, Inc.及 Manu Sporny, Digital 

Bazaar 

本演講主要討論了 DID 當前狀態及其應用，並探討了多個正在

使用 DID 的專案及其潛力。演講內容摘要如下： 

1. 去中心化社群網路 Bluesky 採用 DID 標準，以 did:plc 方法實作建立

可自認證、可復原、金鑰可輪替的機制，目前採用中心化的註冊

表（registry），隨著用戶增長，將逐步提出更去中心化的 DID 方法。

目前 Bluesky 上已註冊逾1000萬個 DID，未來潛力可達數億至數十

億個 DID。 

2. TruAge 為用來驗證年齡之機制，迄今約有數十萬用戶，將來約有

4300萬潛在用戶，應用範圍擴展至便利商店等多領域。 

3. 加州車輛管理局（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簡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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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V）使用 did:jwk（使用 JSON Web Key）與 did:web，當前有60萬

個 DID，每日約新增1200個，潛在用戶數量為2700萬至3400萬。 

4. 美國國土安全部（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使用

did:web 與 did:twd（Trust DID Web，為 did:web 的延伸版本），皆有

數千萬潛在用戶。 

5. Switchchord 使用 did:web 納入音樂創作者與發行公司之間的既有管

理系統，目前僅一個音樂出版商參與，潛在用戶為1000萬以上的

音樂創作者。 

6. 歐盟區塊鏈服務基礎設施 EBSI（European Blockchain Services 

Infrastructure, EBSI）使用 did:ebsi 給法人、did:key 給自然人，遵循

W3C 標準並符合 GDPR 規範，約有4億4900萬以上的潛在用戶。 

7. 不丹（Bhutan）國家身分系統使用 did:sov（由 Sovrin 基金會設立之

self-sovereign identity 解決方案）、Indicio Network 以及 Hyperledger 

Indy 區塊鏈，約有79萬以上潛在用戶。 

8. Velocity Network 使用 did:velocity 與 Velocity Distributed Ledger 來發

行憑證，並用 did:ion 與比特幣二層網路 ION 作為組織與個人的身

分識別，專注於職業紀錄及職業網絡，當前有70多家公司，已發

出超過100萬份證書。 

9. TBD 為 Block 公司（前身為 Square）部門之一，專注於提供各種身

分解決方案，使用 did:dht（Distributed Hash Table，為諸多 P2P 點對

點傳輸協定所採用方案）、did:web 與 did:jwk，專注於 KYC 和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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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當前創建的 DID 超過300萬，包含 Square、Cash App 等產品

用戶。 

本場演講最後討論了 DID 目前面臨的一些挑戰，包括缺乏標準

化的 DID 方法、一些歐盟成員對 DID 的抵制，以及對大型組織所需

功能的不足等。這次演講強調了 DID 的實際應用及其潛力，展現了

其在多個領域的應用範圍和未來發展的機遇，同時也反映出當前面

臨的挑戰，呼籲各界在標準化和功能完善方面的進一步努力。 

本演講簡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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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DID 簡史，講者：Drummond Reed, W3C Invited Experts 

此次討論的主題圍繞 DID 的演變及其當前狀態，D 講者說明

DID 一詞源自 Credential Community Group，同期關注此議題者集結成

群，於103年彙整為 DID 一詞。D 講者並強調了 DID 在數位身分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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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方面的重要性以及其去中心化特性，指出這一特性對於數位身分

的安全性和隱私保護非常重要，並提到零知識證明等工具在保護用

戶隱私中的重要性。 

接著，美國國土安全部與其技術長資助了首份 DID 標準研發，

旨在發展「永久有效的識別符、可解析、密碼學驗證、去中心化」

此四種特性，其中 did:web 是最早發展出來的 DID 方法，規格與

URN（Universal Resource Name，定義於 RFC 8141）相仿。DID 方法

始於32種，迄今已有198個方法註冊於 w3c/did-extensions/methods 裡，

加上一些未註冊的方法，總計已超過200種 DID 方法。 

講者 Drummond Reed 曾於110年共同出版《Self-Sovereign Identity》

一書（可於出版社 Manning 網頁上，免費閱覽全書內容），書中描述

DID 為數位控制中心（digital control point），由使用者裝置持有私鑰

來持有控制權，相較於既有的電子郵件、手機號碼、網域名稱的控

制中心則在於託管的伺服器。當時經常使用的詞彙是「分散式

（distributed）」或「身分（identity）」，最終則決定為「decentralized 

identifiers（分散式識別符）」。即使如此，本次工作組成員並非極端

去中心化主義者，也能接受如 did:web 這種近乎中心化的方法，逐

步讓去中心化方案變得可行，而非強制施行去中心化方案。D 講者

此次就 DID 的歷史、技術架構、去中心化的重要性及其未來方向進

行了全面的探討，為與會者提供了豐富的見解和未來的發展方向，

並鼓勵與會者進一步探索深入了解 DID 的演進及其在數位身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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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應用可能。 

本演講簡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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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DID 方法標準化，講者：Kim, Decentralized Identity Foundation 

議程接著由「分散式識別符基金會（Decentralized Identity 

Foundation，以下簡稱 DIF）」的 Kim，介紹始於113年7月30日公開發

表的一封合作意向信，由四個組織 DIF、Trust Over IP （ToIP）基金

會、W3C Credentials Community Group、W3C DID 工作組，以及諸多

相關成員共同連署，聲明將共同推動 DID 方法標準化，並將 DID 方

法分為以下三個類別： 

1. 可自解析（Self-resolvable）或單一金鑰（single key）方法，譬如

did:key 和 did:jwk。 

2. 基於 Web 的方法，譬如 did:web 和 did:tdw。 

3. 去中心化方法，譬如 did:dht。 

預期將始於標準化幾個重要的 DID 方法，繼而將共同要求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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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不同類別，並將廣泛考慮方法成熟度、普及率、特質（traits）、

測試向量（test vector）與至少兩個獨立實作之測試套件（test suit）。

會議中討論了跨組織的可能合作方式，譬如W3C可專注於標準化基

於 Web 的方法，意即 did:web 和 did:tdw。 

 

（四） 自我描述（ Self-describing）的 DID 方法，講者： Kevin Dean, 

Legendary Requirements 

本演講說明過去基於「去中心化」的設計，並無規定方法名稱，

亦無中心化的註冊機制，僅有軟性的「DID 方法註冊庫」

（https://github.com/w3c/did-extensions/tree/main/methods），這使得「方

法名稱衝突」與「版本控制」的管理極為困難。會議中討論了各種

可能的做法，包含引入亂數與雜湊機制、如何確保方法名稱仍為人

類可讀等。 

K 講者一開始提到了 DID 方法未必唯一的問題，他指出，DID

方法缺乏版本控制可能會導致漏洞，因此建議在方法特定標識符中

包含版本號，但目前尚未形成標準，且需要考慮主版本、次版本和

補丁版本的關係，並建議在每個版本層級宣傳下一個可用版本的重

要性。會中展示了版本控制的圖示，幫助理解不同版本之間的連接

方式。 

此外，K 講者進一步強調了生成 DID 方法名稱時，應以最小化

衝突風險和確保安全的方式進行，他提出了幾種方法，包括隨機生

https://github.com/w3c/did-extensions/tree/main/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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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固定長度字串、根據 RFC 9562 生成 UUID（建議使用第7版本）或

將某個對 DID 方法使用者可訪問的文件進行雜湊處理，並建議方法

名稱約定應便於人類可讀性。 

本演講簡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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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DID DHT，講者：Gabe Cohen, Block 

本演講主要介紹 did:dht （意指： https://github.com/w3c/did-

extensions/blob/main/methods/dht.json ），其基於比特幣區塊鏈的交易

紀錄，回顧其發展限制（譬如：無法離線進行），並舉出幾種可能

的解決方案供討論。 

會議開始時，G 講者介紹了 DID DHT 方法的動機，指出其創建

是為了解決包括發布延遲和低效的去中心化資料可用性。DID DHT

使用 BitTorrent DHT（Distributed Hash Table）作為穩健的解決方案，

https://github.com/w3c/did-extensions/blob/main/methods/dht.json
https://github.com/w3c/did-extensions/blob/main/methods/dht.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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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1600萬至2800萬個節點，並有超過1000個組織使用，其並支援

大多數 DID 所需的功能，且內建反垃圾郵件功能。 

G 講者接著也說明了 DID DHT 所面臨的挑戰，包括儲存效率和

量子計算對安全的潛在影響， G 講者最後也提到，開源客戶端和伺

服器的開發對 DID DHT 的成功非常重要，並希望將其標準化以提高

效率。 

本演講簡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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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BTCR 的經驗教訓和改進，講者： Joe Andrieu, Legendary Requirements 

本 演 講 主 要 介 紹 did:btcr （ https://github.com/w3c/did-

extensions/blob/main/methods/btcr.json），其源自 BitTorrent 的 DHT，採

用 Ed25519金鑰格式，並將轉向更有效率的 CBOR（Concise Binary 

Object Representation，為 IETF RFC 8949格式），迄今已建立超過300

萬個 DID。會議中討論了 Ed25519不具抗量子計算的未來風險，並

預期會是未來探索的重點。 

 

https://github.com/w3c/did-extensions/blob/main/methods/btcr.json
https://github.com/w3c/did-extensions/blob/main/methods/btcr.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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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DID 註冊流程，講者：Christopher Allen, W3C Invited Experts 

C 講者首先說明了 DID 註冊流程的討論重點在於避免名稱衝突

和去中心化的挑戰。目前已有198種方法註冊，但存在一些如包含

過時的聯絡資訊和所有權變更等問題。C 講者強調，現行註冊過程

需要符合可接受的方法規範，並有必要審查道德性或商標，以確保

註冊的有效性。此外，C 講者接著提出可考慮使用 W3C 的註冊流程

以確保名稱唯一性的要求，並建議設立一個為期1.5年的臨時註冊期，

期滿後需延長期限或刪除相關項目，以有效解決目前問題。 

本演講簡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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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DID Traits，講者：Dmitri Zagidulin, W3C Invited Experts 

本演講討論了 DID Traits（https://identity.foundation/did-traits/ ）的

概念，由 DIF 維護，旨在為 DID 方法標記各種功能特質，譬如：是

否支援 API 服務端點、金鑰輪替、可撤銷等機制，並進一步以常見

的 did:key、did:web、did:tdw、did:dht 為例。會議中討論了 traits 的定

義與定位，可能視為 DID 方法的「標示」，或更適合改稱為「功能

（features）」或「特徵（characteristics）」，並強調具體、可重複使用

的特徵比抽象模式更為重要。初步結論為可先將既有註冊的 DID 方

法加上較無爭議的相關標示，譬如 immutable（意指 DID 文件更新是

否儲存於不可篡改的資料結構，譬如分散式帳本）。 

本演講簡報如下： 

https://identity.foundation/did-tra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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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DID 控制者文件，講者：Manu Sporny, Digital Bazaar 

M 講者接著討論了 Controller Document（控制者文件），說明該

文件最初作為完整性規範的一部分進行開發，並希望避免對 DID 核

心文件的直接引用。控制者文件的內容隨著時間演進，拓展至支援

任何URL的普遍用途，演講中討論了其與DID 文件的異同與維護性

問題，包含應對 W3C 的 TAG（Technical Architecture Group）和 PING

（Privacy Interest Group）的審核意見，儘管審核建議提出了一些擔

憂，但這並未阻止文件的進展，目前係由 VC 工作組負責，文件即

將邁向 Candidate Recommendation 階段，未來可能考慮轉移給 DID 工

作組。 

本演講簡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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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What's Interoperability? How can we test/demonstrate it，講者：Dmitri 

Zagidulin, W3C Invited Experts 

本場演講由 D 講者說明 DID 的互操作性挑戰及測試策略，互操

作性範圍可分為於單一 DID 方法的互操作性（應意指不同實作）或

跨不同 DID 方法間的互操作性。單一 DID 方法或可透過註冊時的自

動化或解析測試機制來確保互通性，惟須注意各項規格細節，譬如：

金鑰格式、API 服務端點支援度、自定義欄位等。此外，多數發行

者、驗證者、與皮夾都僅支援部分的 DID 方法，使得跨不同方法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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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困難，譬如發證者可能會想要定期輪替金鑰，這就使得部分 DID

方法無法支援。DID 方法註冊與解析可採用自動化測試，但實際應

用場景的互操作性測試並不容易。 

會議中回顧了 DID 1.0工作組章程中，僅處理資料模型與其測試

套件，接著1.1工作組章程才到 DID Resolution（解析）與 API 互操作

性。會議中繼續提出「功能性測試」應該直接視為「解析測試」

（意即僅測試 DID 解析功能是否正常，而非直接測試整體功能是否

正常），並強調自動化測試套件對 DID 解析和註冊的重要性，特別

是在測試金鑰類型、服務端點和自定義屬性方面，D 講者亦將其視

為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本演講簡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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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Extensibility of DID Resolution and DID URL Dereferencing，講者：

Markus Sabadello, Danube Tech GmbH 

M 講者首先討論了解析 DID 的語法及功能，說明解析規範需具

備的靈活性，並提供 DID URL 的解析範例，討論主要與次要資源及

當前規範的術語，以及說明如何傳遞額外訊息至解析函數的問題，

並對解析選項的一致性提出質疑，他提到為了解決解析器執行過多

工作的擔憂，應該保持介面的簡單性。此外，現存的 URL 

Dereferencing 機制有許多模糊性，譬如參數可能放在 URL 的 path 或

queries 裡，但可能指向相同資源或者完全不同的功能。會議中討論

了相關規格細節，尤其是釐清了 URL fragment 僅由客戶端解析。 

本演講簡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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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共同討論：DID 測試套件/解析器測試套件 

本節會議主要討論了目前及未來的 DID 測試套件狀態，現有的

測試套件主要檢查 DID 的語法，涵蓋102種方法及約100個測試案例，

但缺乏交互功能。與會者認為需要一個更全面的測試套件，不僅應

包括解析和引用功能，還應可自動化產生測試報告（譬如既有函式

庫的完整實作程度。目前需經 canivc.com 主動加入測試報告）。 

會中也討論了測試套件是否應成為註冊 DID 方法前的必備條件

（大部分與會者同意將測試套件的通過作為 DID 方法註冊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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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高測試的有效性和權威性，並能有效降低審核編輯的人工負

荷），以及討論在 W3C 角色分工中，應由工作組負責將測試套件正

式批准。 

 

（十三） CBOR / CBOR-LD，講者：Christopher Allen, W3C Invited Experts  

C 講者接著討論 CBOR 與 CBOR-LD 格式，是由 IETF 訂下的二

進位表現格式，能執行語意壓縮，並在會議簡報上展示其資料格式

效率，遠高於既有的 JSON-LD（但有些發言者指出，在某些情況下，

對 CBOR-LD 進行 gzip 壓縮可能會導致文件大小反而增加），並可能

藉此擴展應用場景至嵌入式系統，與會者同時確認了如 cbor-ld.js 等

資源的存在，並支持保留多種 CBOR-LD 選項，以適應不同的使用

案例。 

本演講簡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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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Minimum criteria for DID Method standardization at W3C，講者：

Manu Sporny, Digital Bazaar 

M 講者首先詢問工作組成員對於哪些類型的 DID 方法應納入

W3C 標準化的看法，並指出工作組不會直接標準化 DID 方法，而是

提供其他工作組考慮的標準。M 講者提到不太可能納入的 DID 方法

包括基於區塊鏈的技術，如比特幣，並建議使用現有的網路技術以

利於W3C的標準化。討論中強調了解社群觀點的重要性，也將確保

工作組的努力符合社群期待。 

 

（十五） Primer on Decentralization，講者：Gabe Cohen, Block 

G 講者強調明確定義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及其影響的重

要性。他指出，中心化在某些情況下是有益的，特別是在個人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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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的使用上；而對於組織識別符，則不應使用中心化。會議強調在

提出解決方案之前，應首先明確去中心化的問題，並建議以網路和

DNS 的去中心化回應反對去中心化的觀點。經與會者共同討論，工

作組一致同意創建一份去中心化簡介，並將其整合到W3C的核心規

範中。 

 

四、分組討論 

9月25日白天主要行程為分組討論，由各參與單位自由提出欲分享及討論之

議題，當日白天除分別參加「探索義大利數位皮夾」及「在歐洲獨立實施數位

皮夾的經驗及挑戰」等議程外，亦發表「臺灣數位皮夾專案」，相關分享討論摘

要如下： 

 

（一） 參與議程：Discover the Italian Digital Identity Wallet 

義大利數位皮夾旨在讓民眾可以安全地使用數位化的公共和私

有服務，並整合歐洲健康和殘障卡。該系統強調信任、安全和隱私，

且使用 OpenID 技術提供唯一識別符，皮夾透過法律和技術規則提

供身分證明、聲譽、安全和隱私的保障，並建立信任網絡以作為系

統基礎。 

在信任模型方面，義大利專注於可擴展性，致力於降低官僚成

本，建立可擴展的信任框架，強調全球範圍內的信任能力。使用

OpenID 技術，參與者可透過 HTTPS URL 進行唯一識別，信任鏈的

建立則利用第三方信任模型，並通過 JWT 標頭嵌入信任信息，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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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線流程。 

憑證的發行過程使用傳統數位身分系統（如 Spid ID）以強調安

全性，也探討了使用一次性展示密鑰和零知識證明技術的可能性。

義大利還制定了資料可攜性策略，要求用戶連線驗證以導入憑證備

份，並強調實施所需的標準和技術參考的重要性。未來將開發憑證

API，重點在於安全性、隱私和信任框架，並尋求技術夥伴的合作，

以填補與現行標準的差距。 

討論中還涉及信任模型的可擴展性及先進技術的應用，義大利

分享該國數位皮夾在小規模的驗證階段時，信任清單尚可控，但一

旦大規模推動，信任清單的管控會非常困難。最後，演講者呼籲建

立監管者與實施者之間的聯繫，強調用戶為中心的合作模式，期待

未來的共同努力，以促進相關行業的發展。 

 

（二） 參與議程：Lessons learned by an independent implementation of the Digital 

Identity Wallet in Europe 

本演講說明了在歐洲實施數位皮夾時出現的挑戰和困難，主講

團隊基於歐盟數位身分技術架構框架文件（Europe Digital Identity 

Architecture and Reference Framework，簡稱 EUDI ARF），獨立實作了

一套數位皮夾系統（該系統測試版展示可在 didroom 取得），並發布

了所有程式碼免費開源，同時發現諸多議題，譬如：身分可被追蹤、

撤銷機制未完備、要求手機的安全軟硬體皆需經認證、尚無考慮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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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計算、尚未建立完整的威脅模型等，另外也發現相關討論與人

力皆缺少的資源問題。 

 

（三） 發表議程：Digital Wallet Project in Taiwan，講者：數位發展部丁晧元

高級分析師 

本次演講主要分享了我國數位皮夾計畫，這是一個為期4年的

專案，旨在建立一個可以確保數位身分安全，並便利日常數位生活

的公共建設基礎設施。該計畫將創建一個數位身分框架，賦予用戶

完全的控制權，確保最佳的隱私和可信的驗證，並將採用兩項 W3C

標準，包括分散式識別符（Decentralized Identifiers）和可驗證憑證

（Verifiable Credentials），及利用身分自主權（Self-Sovereign Identity, 

SSI）框架，提供多項關鍵優勢。 

此外，臺灣數位皮夾將採用開源模式，免費釋出數位皮夾 APP、

發行者 SDK和驗證者 SDK，讓全球所有政府機關和私營企業可以自

由使用和修改軟體，無需事先批准，將可顯著加速驗證產業的進步

和增長，並可同時確保臺灣的數位皮夾持續符合最新的國際憑證標

準。 

計畫還將建立一個沙盒環境，供前述組織測試他們的軟體和所

需的驗證功能。這個沙盒環境允許開發者創新和創建新服務，而不

會干擾線上實際運作環境，同時也讓網路安全專家提前檢查新功能

以確保其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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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任何機構，包括政府和私營企業，都可以自由發行憑證和

進行驗證，這促進了競爭的驗證產業，鼓勵安全可靠的驗證方法發

展，也方便與國際夥伴的合作。 

演講後聽眾主要關注議題（括號內為我方回應說明）在是否開

放民間使用（是）、目標對象為何（民眾及員工）、是否跨國使用

（是）、用哪種程式語言（Java）、是否與 EU連結（標準互通）等，

另中國出席人員亦於會後說明他們也在規劃類似東西，希望能與我

們民間互通（我國跟隨W3C標準、注重人權及隱私並將開放成公共

程式，歡迎他們可以參考我們的公共程式）等。 

本演講簡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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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W3C Plenary 與 W3C@30 

9月25日傍晚則為本次 TPAC 的 Advisory Committee Meeting，本年度會議型式

為對所有會眾公開之 W3C Plenary，由 W3C 執行長發表演講，其中提及近年

Digital Identities 的重要性；而 W3C@30則為三十週年慶祝議程，由多位資深成員

發表演講，演講重點摘要如下： 

 

（一） W3C Plenary，講者： Seth Dobbs, W3C 總裁及執行長 

S 講者本次的演講摘要涵蓋了多個主題，主要包括技術更新、

財務狀況及團隊變動的進展。首先提及的內容是各個工作組和團隊

近況的更新，主要討論了與網頁技術相關的重要議題，例如技術審

查小組（TAG）正在持續進行設計審查，努力制定支持新技術開發

的設計原則和文件，並發布了首個正式的網頁倫理原則聲明，以確

保技術開發與其使命、願景和價值觀相一致。 

S 講者接續提到隨著網路使用者人數的快速增長，網路的濫用

問題愈加重要，例如防止使用者接觸到虛假資訊和不實資訊，確保

使用者能夠辨別真實資訊。此外，數位身分的討論也成為焦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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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身分的發展正日益受到各國政府的關注，這可能會對網路和身分

概念產生重大影響。 

在隱私問題上，TAG 最近發布了關於 Cookies 的建議，強調了

用戶隱私與用戶體驗之間的平衡。TAG 還發布了關於隱私原則的文

件，以幫助開發者理解隱私的定義，並制定相應的設計原則。 

在國際化（i18n）方面，雖然沒有重大新聞，但仍在為各類語

言和文字提供支援。同時，WCAG 2.2標準正在向 ISO 提交，以讓更

多國家能夠採用這一標準，並計畫在十月發布 WCAG2ICT 無障礙標

準。 

會議最後提到了一些財務狀況的更新，整體財務健康，會員費

用增長超出預期，支出控制得當，並在感謝卸任團隊及歡迎新任團

隊加入的掌聲中結束本場演講。 

本演講簡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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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二） W3C@30 

1. One internet and the web，講者：Jun Murai, W3C,日本慶應大學教授 

在 W3C 成立30周年的慶祝活動中，J 講者分享了個人與電腦

科學的歷程，他回憶起19歲時讀到 Ted Nelson 的書《Computer Lib》

和《Dream Machines》，提到 Nelson 在 60年前提出的超文字

（hypertext）概念，這為後來的 HTML 和網際網路奠定了基礎。J

講者指出，W3C 的標準化工作讓資料共用和網際網路的民主化成

為可能，為每個人提供機會，對各領域造成深遠影響，並使得創

造性和創新得以實現。 

 

2. The web as a bridge across borders ， 講 者 ： Fuqiao Xue, W3C 

Internationalization Lead 

在慶祝 W3C 30周年的活動中，F 講者表達了對網路成就的感

激和興奮，強調網路超越地理和文化界限的潛力。他回顧了 Tim 

Berners-Lee 最初設想網際網路作為知識共用工具，指出這一技術

如何演變為連接數十億人的全球現象。 

F 講者特別提到網路對教育的變革，偏遠地區的學生能夠訪

問世界一流的資源，並與來自不同大洲的同伴進行虛擬課堂學習，

這種知識的民主化使得歷史上被邊緣化的個體得以被賦權

（empower）。通過網路，一位生活在偏遠地區的女孩能夠學習程

式撰寫技能，並與數千英里外的導師和夥伴建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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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討論了這種連接的影響，網路使全球各地的人們能夠分

享自己的故事和創新。來自非洲小村莊的藝術家可以向北美觀眾

展示作品，南美的科學家可以與東亞的同行即時合作，這種互動

促進了理解和共同的人類體驗。 

儘管網路具有連接的力量，但 F 講者也指出我們面臨的挑戰，

如資訊落差。他強調 W3C 在創建公平數位環境中的重要性，特別

是在無障礙、國際化、隱私和安全等方面的標準制定。展望未來，

F 講者呼籲進一步推動網路的包容性，確保其服務於所有人，無

論語言、文化或能力。 

 

3. Web & the art of specification maintenance，講者：François Daoust, 

W3C Media Specialist 

在 W3C 30周年的慶祝活動中，F 講者討論了網路作為資訊基

礎設施的重要性。他指出，網路已經成為人類日常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類似於電力和交通等基礎設施，而為了確保這些基

礎設施的可持續性和韌性，我們需要不斷關注和維護網路。 

F 講者強調，韌性是指系統適應意外事件的能力，網路必須

具備這種能力，以便在下一個60周年慶典上繼續存在。F講者指出，

W3C 在促進網路社群的鬆散協調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確保了各

方在開放環境中的合作。他也對未來30年 W3C 能否繼續保持這種

中心力量表示樂觀，並對所有為提升網路韌性而努力的人表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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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4. Supporting human rights in Web standards，講者：Nick Doty, Senior 

Technologist, Center for Democracy & Technology 

N 講者在 W3C 成立30周年慶典上強調了網路在人權方面的重

要性。他代表民主與技術中心，指出該組織自90年代以來一直參

與 W3C 的標準化工作，並承諾繼續推動人權和網路標準的結合。 

N 講者提到，《世界人權宣言》對網路的影響，強調了言論自

由、集會和接受公共服務等權利的重要性。他認為網路已經成為

人們進行政治組織、社交和獲取資訊的核心平臺，而 W3C 在推動

這些權利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同時，N 講者指出網路也面臨著監控、隱私侵犯、審查和安

全等威脅，因此在標準工作中必須更加注重保護用戶和社會的責

任。他呼籲網路技術的設計應優先考慮人權，確保這些權利在資

訊世界中得到維護。 

N 講者最後對 W3C 在推動倫理網路原則、隱私保護、無障礙

設計等方面的努力表示自豪，並強調未來需要繼續擴大參與範圍，

以更好地應對全球人權挑戰。慶祝成就的同時，必須牢記對社會

的責任，積極推動網路技術與人權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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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本部刻正推動的數位皮夾係屬新興數位工具，涉及多方合作，包括政府機

關及其他各產業均可加入。為使各使用者及利害關係人使用之系統均可順

利對接，發展初期本部即以 W3C 相關標準為基礎規劃整體數位皮夾，以提

供跨部門、跨產業甚至跨國的對接，進而推動公共服務的資訊化轉型，強

化政府提供數位服務的效能。 

本次實質參與標準制定會議，繼而熟悉且協同討論相關議題，理解國

際標準互通之重要方向，形塑工作組成員之間的討論互信。今年度著重參

與的 DID 工作組討論，其內容比較偏技術面及操作面（如 method 的命名及

管理方式、registry 的處理方式、控制者文件要包含什麼項目等），主要發言

者約6-7人，雖多數參與者目前似較缺乏大規模實作經驗，但仍積極想要在

標準制定上留下一筆；經觀察，如果明年我國數位皮夾有了初步成果，其

實作發展經驗定可引起許多迴響。後續本部將持續參與標準制定之線上會

議，並適時雙向反映對本部「數位皮夾」建置規格之影響評估，期可有效

推動數位皮夾的標準化，確保與不同系統甚至不同國家間的互操作性。此

外，因數位皮夾涉及多方、多領域合作，為確保數位皮夾在資訊安全、隱

私保護、交易處理等方面遵循統一的國際技術標準，以提升數位皮夾的安

全性，還能保證於後續推廣時，不被技術壁壘所困，爰未來將評估參與

W3C 其他業務組包含：  

（一） Threat Modeling Community Group：本社群組由 W3C 資安主管 Simone 

Onofri 成立，旨在推進 Threat Modeling 相關文件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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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Verifiable Credentials for Education Task Force：本社群組由 DID 工作組

邀請專家 Dmitri Zagidulin 擔任共同主席，旨在推廣教育證書（亦為

我國數位皮夾規劃可能包含標的之一）。 

（三） Credential Community Group：憑證社群組可視為 DID 與 VC 工作組

（均為我國數位皮夾規劃之重要參考）的前身，亦持續與兩個工作

組一起合作。 

 

二、本次實體參與 TPAC 過程中，持續透過正式會議與會餘時間，進行跨國家

組織聯繫與數位皮夾應用場景串聯機會。本次重要聯繫摘要整理如下，將

跟進維持聯繫或討論可能的合作機會： 

（一） Shigeya Suzuki 教授為日本 Trusted Web 重要成員，亦為本部數位皮夾

已初步訪談之對象，未來將繼續深化彼此交流，並討論與日本應用

場景串聯機會（目前日本有與柬埔寨討論如學位證書等各項資料的

互通），以利數位皮夾國際應用場景擴充。 

（二） Jay Kishigami（岸上順一）教授計畫在亞洲舉辦 Verifiable Credential 

workshop，主題是 VC use cases，時程約為今（113）年底或（114）

明年初，據聞新加坡和泰國都有興趣參加，因其主題與我數位皮夾

高度相關，將積極聯繫並評估實質參與。 

（三） Wonsuk Lee 提及南韓的行動駕照採用 W3C VC 規格，目前負責的廠

商應是 LG electronics（出席代表為 Hyojin Song），會後交流確認了相

關技術規格並未公開於網路上，未來將持續聯繫是否能與南韓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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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互通之討論。 

（四） 新加坡政府 Government Technology Agency（GOVTECH）及 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均參加本次

W3C 會議。GOVTECH 是發行 Singpass 的機關，已經完成將數項證

件或文書之數位化（例如學位證書），但據其表示目前碰到的問題

是缺乏驗證需求端（沒有人要驗證使用）； 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則採用 W3C VC 規格實作 TradeTrust 機制以為

進出口使用，且 VC 的傳遞是透過電子郵件。與會時均向前述兩機

關說明本部數位皮夾並尋求未來合作及互通之可能。 

 

三、考量 W3C 的活動是全球性、開放性的，並可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政府機關、

企業和學術界的參與。政府部門參與其中，能夠建立起與其他國家和地區

的合作關係，參與全球數位政策的制訂，提升國際影響力，並能夠確保自

己所推動的數位服務和系統符合國際標準，避免因為標準落後而影響數位

治理的推進。後續可評估規劃舉辦或參加 W3C 相關會議之建議如下： 

（一） 依據本次 TPAC 會議說明，W3C 將轉移部分組織發展費用於補助當

地社群、活動、或課程等，此轉移將大幅影響既有 W3C Evangelist

之合作模式，亦為我國發展 W3C 周邊會議的新契機。 

（二） 本部數位皮夾現已規劃安排多場國際活動與會議，皆可考慮與 W3C

相關成員或專家接洽來訪，以利我國公共建設與國際標準發展組織

之交流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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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據本次會議與多位日籍專家學者了解，日本國內的W3C運作是以日

本在 W3C 的員工為主，且部分費用是由 W3C 贊助，而 W3C 會員關

係主管 Naomi Yoshizawa，本次也分享了在日本之 W3C 相關組織

WCAP，欲在亞洲地區舉辦 Web 技術相關課程，並說明此課程未來

可以考慮與在地相關活動結合，譬如本部數位皮夾相關推廣活動、

或其他民間之 Modern Web Conference 或 WebConf 技術研討會等，以

利 W3C 相關組織與 Web 技術議題在臺灣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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