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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維護 

─假做真時真亦假，假訊息竟成「網紅」─ 

訊息漫飛時代，各式傳聞不斷，虛虛實實、假假真真，套句紅樓夢賈

寶玉的名言「假作真時真亦假」，因此當民眾看多假訊息之後，可能連政府

發布的真訊息也不再相信了。  

在資安科技裡，除了最為直觀認知的重要「隱私」保護外，另一訴求

就是「鑑定」，也就是對於來源能清楚、對於訊息的真假判斷能有依據，得

具有說服力。而「鑑識」即是在「鑑定」的各式場合、各式情境裡，在人

為、人治世界的生活互動裡，無論有意、無意的侵犯裡，在所遺留的證據

痕跡中，能抽絲剝繭、步步推理， 找到真相、重建現場。資訊生活裡，我

們使用的 3C 平臺讓我們更方便操作訊息，是傳遞訊息的主動者，也是接

收訊息的被動者。在享受訊息多元化、知識普及化的同時，另一類資安危

機也浮上檯面。真、假訊息在這些年來，成了「網紅」，不知覺淪為各式可

能不當企圖運用的操作，得以混淆人的意識與判斷，影響生活，甚而造成

社會問題與資安危機，甚至被科技犯罪利用得以獲利。現在藉由資安的密

碼技術發揮，在人手一機的訊息來回裡，訊息得以「鑑識真假」。傳統的人

腦思維判 斷方式已轉化成資安科技的「鑑識」加乘確認，藉此得以保障「真

假」訊息傳遞的真實性，減輕可能的權益損害，「鑑識」儼然成為資安生活

中共生共存的 buddy buddy 新重要搭檔。 

 

 

【文章擷取-清流雙月刊】  

臺中榮民總醫院關心你!也提醒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