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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证”安全吗？手机丢了怎么
办，会被盗用吗？

在此次试点中，“身份证网证”
合作方为蚂蚁金服旗下的支付宝，
证件领取可通过支付宝手机客户端
完成。使用时可打开网证二维码，
通过扫一扫证明身份。

在诸如线上、线下政务服务，住
宿登记、物流寄件等要求实名制的
应用场景，无须实体证件，“身份证
网证”能提供国家法定证件级的身
份认证服务，合法效力受公安机关
认同。验证过程中，“身份证网证”
电子文件不会在互联网空间传输或
存储公民隐私信息。

支付宝表示，即便手机丢失，

“网证”被冒用的可能性也微乎其
微。使用“网证”时，用户需要先
通 过 指 纹 或 者 刷 脸 验 证 ，证 明 是
本 人 后 才 能 进 入 到 网 证 页 面 ，在
打 开 二 维 码 时 ，还 要 再 次 刷 一 刷
脸验证。

互联网业内人士分析称，当前，
移动支付已进入成熟阶段，随着互
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证件电子
化”也已成为发展趋势，而其背后也
离不开互联网公司的实名实人认证
等安全技术的保障。

“网证”带来一些新的担忧。比

如信息安全，在传统身份证时代，身
份证复印件、公民手持身份证拍摄
的照片被恶意使用，“被法人”“被贷
款”等案例并不少见，而“网证”的扫
码认证技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此
类风险。

但值得注意的是，电子身份证
的开发主体是一些互联网公司，将
服务直接公共化，电子身份认证与
市场化企业合作，意味着公民个人
的信息数据在相关部门与企业之
间 构 成 了 一 种 开 放 的 连 接 与 传
输。那么在实现服务便利性的同

时，对相关风险的防范技术也有着
更高的要求，尤其在 iPhone 的面部
识别技术遭到质疑后，“刷脸”安全
性仍有待考验，这就需要相关部门
拿捏好分寸了。

因此电子身份证的广泛推广应
用，需要相关部门和互联网公司共
同配合，形成完善并且高效的线上
线下政务系统的对接，并且满足不
同人群的需要，让群众有更多的选
择。在保证信息安全的前提下，期
待电子身份证能有效推动经济提质
增效，共同开启“刷脸”新时代。

“网证”也就是电子身份证，
是基于居民身份证、采用活体人
脸识别技术的可信身份认证，为
公安部一所与各地公安机关合作
联 合 推 出 的 身 份 证 网 上 应 用 凭
证，是将公民个人身份，通过人脸
识别的生物技术手段比对后，在
手机应用上生成的电子证件。

“电子身份证”将解决互联网
身份认证问题，实现线上线下身
份认证统一。它可用于线上、线
下政务办事、酒店入住、买车票、
物流寄递等众多要求实名制的应
用场景。有了“网证”后，人们可
随时随地证明“我就是我，是我在
办”……

“网证”不能替代实体身份证，
但基于易保管、易携带、多重密码
保障等特点，“网证”的使用非常安
全，其实能大大降低证件丢失的概
率和被人冒用的可能性。住酒店、
坐高铁、坐飞机、买票、银行开卡
……随着使用场景的不断拓展，未
来“网证”有可能取代身份证复印
件。

网证的领取便捷到不可思议，
你只要打开支付宝的卡包、证件，
根据提示完成“刷脸”等相关身份
认证，证明是本人，就可以拥有自
己的网证了。

【
变
革
】

1985 年 9 月 6 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颁布，我
国开始正式推行居民身份证制
度。随之，便于个人使用和社会
管理的身份证普及，“盲流”和

“收容遣送”成为历史名词，暂住
证和居住证成为人们生活在异乡
的证明。普通中国百姓拥有了前
所未有的流动权利。外出打工只
需携带身份证，就可以通行全国，
寻找工作，自谋出路。

全国第一张身份证发给了当
时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一位歌唱演
员单秀荣，那时 38 岁的她在社会
上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因为
领取了新中国第一张居民身份
证 ，她 又 被 誉 为“ 中 国 第 一 公
民”。

单秀荣刚领到身份证后就去
邮局尝试了一次。她独自走在去
往邮局的路上，不时往“的确良”
衬衫兜里按按，感觉硬硬的东西
还在，心又踏实下来。“的确良”的
衬衫兜里有两样东西：一个是她
为电影《归心似箭》录制主题歌
《雁南飞》的 200元汇款单，一个是
她刚刚领到的“身份证”。

平时只认单位介绍信的邮局
工作人员，对这张他们从没见过
的“身份证”感到了一些犹豫。同
时，她崭新的身份证也引来了众
人的围观，一个老大爷反复问她：

“这能用吗？”有个小孩对那一串
长长的数字感到好奇，还有人不
断追问她：“为什么你有，我没有
呀？”

一代证属于传统的视读证
件，只能凭直观视读验证，很难
判断真伪，容易被伪造。随着经
济、科技的发展，身份证的防伪
技术也在不断提高，使用上荧光
水印，但效果仍十分有限。所
以，那时候介绍信在个人身份证
明方面还在继续发挥着作用。
今年 56 岁的郑卫国，曾是湖北省
黄 梅 县 文 化 馆 馆 长 ，他 回 忆 ，
1985 年之后，身份证逐渐普及起
来。然而为了保险，那几年郑卫
国出门还是会同时再开一张介
绍信。 1987 年，他和同事去武汉
参加一个戏剧节，就多亏了一张
介绍信才避免流落街头，因为稍
微正规一些的宾馆都必须有介
绍信才让入住。

出门在外，拿什么证明你自己？多数人第一
反应是，“还用说吗，身份证！”静心思量，就在几
十年间，证明我们身份的这个小小物件，经历了
多么巨大的跨越——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
间，我国并没有居民身份证这一
说法。户口簿和介绍信是证明
公民身份的有效凭证。“一张字
条，上面写着持有人的姓名、性
别、年龄，来自哪个单位或哪个
村，需要办什么事情等基本信
息，然后盖上公章。没有公章，
字条就是一张废纸。这个公章
才能证明你的身份。”今年 72 岁
的退休教师许荣俊介绍，当年握
有单位或村委会公章的负责人
拥有很大的“权力”，甚至可以决
定你能否结婚、离婚、外出旅游
度假等。

介绍信容易损坏丢失，而且
不同的事情需要开具不同的介绍
信，十分麻烦。“有时私人的事情
都需要到单位开介绍信，个人的
隐私就无法得到保障。”老司机李
国涛说。

20 世纪 70 年代末，住在泉州

的李国涛还是一名货车司机。一
年中多数的日子，他都开着车走
南闯北，维持一家人的生计。那
个年代，公民没有身份证，能证明
自己身份的，除了自家的户口簿，
就是一张薄薄的介绍信。

每次外出拉货，他都要提前
来到村委会主任家中，让其开一
张介绍信。因为这信里的内容，
能够保证他外出时到了晚上有旅
店接受他入住。有一次，因为不
小心将介绍信弄丢，远在南平的
他晚上只能窝在狭小的驾驶室，
凑合着睡到天亮。

“那时的介绍信和如今的身
份证作用是一样的。结婚、坐船、
住旅社、入学报到等，每一样都需
要介绍信。”李国涛回忆道，除了
村委会外，机关单位同样具有开
具介绍信的权力。许荣俊表示，
当年教师到外地友校交流，都要
学校开具介绍信。

为了提高证件的防伪性能，我
国从 1995 年 7 月 1 日起启用新的
防伪居民身份证。证件采用了全
息透视塑封套防伪，使用这一技
术后，身份证几乎不可能无损剥
离，任何企图变造已经处理过的
信息的行为，都将使全息图像遭
到破坏，有效地防止了伪造、变
造。

1999 年 10 月 1 日起，经国务
院批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实
行公民身份号码制度——国家为
每个公民从出生之日起就编定唯
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从
该日开始，可以为申领、补领、换
领证件的公民颁发 18 位号码的
居民身份证，此前颁发的 15 位编
号的身份证在有效期内仍然有

效。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已使

用近 20 年的第一代身份证已不
适应需求。2004 年 1 月 1 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法》实施，第
二代居民身份证开始换发。

二代证较一代证做了很多技
术上的改进。据了解，一代证采
用感光化学和平版印刷为主的制
证技术，制作质量差。二代证则
是采用非接触式 IC 卡技术，具备
视读和机读功能，证件信息的存
储和证件查询采用数据库技术和
网络技术，可实现联网查询和身
份识别。并且，二代证数字防伪
系统采用密码技术，防止身份证
芯片内存的数据信息被非法写入
或篡改。

在杭州一家智慧酒店，你提前在网上预定好房间，到达酒店后，在
自助机器上办理入住。来到房间门口，你掏出手机打开支付宝扫一
扫，刷一刷自己的脸，在门锁的“视线范围”内站定两秒，让它认出你
是这间房的主人，就可以直接开门入住了。这项“黑科技”将很快普及
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

17 日，由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可信身份认证平台(CTID)认证的“居
民身份证网上功能凭证”首次登录支付宝，并正式在衢州、杭州、福州
三个城市的多个场景同时试点。如果你去政务大厅办事、在酒店办入
住、去车站买票时，突然发现身份证忘带……这些需要证明“我是我”
的烦心事，以后不用再发愁了，点点手机就能应急。

“电子身份证”是什么

让钱包“退休”、卡包面临“下岗”……

证件电子化成趋势

身份证装进手机

手机丢失“网证”是否可能被冒用

那些年 用什么证明“我是我”

没有介绍信寸步难行
介绍信=身份证1949年

1985年

一代证防伪技术有限
手握身份证渐别介绍信1985年

2004年

二代证信息存储量大
防伪性能提升2004年

至今

“电子身份证”不是支付宝内的
第一张电子证件。在此之前，已经有
电子驾驶证、电子社保卡、电子居住
证、电子营业执照……只要点击支付
宝首页“卡包→证件”，选择需要添加
的证件，按提示进行操作即可。证件
电子化探索之路已然开启。

早在 2016 年 10 月，深圳交警部
门和支付宝合作推出电子驾驶证，车
主出门无须再带实体证。截至目前，
广州、武汉等城市都已在支付宝里上
线电子驾驶证、电子行驶证。不少车
主评价电子驾驶证都是连赞三个“方
便”。

随后，更多城市开始试水社保卡
“电子化”，仅支付宝内上线的电子社
保卡，就覆盖了武汉、深圳、成都、郑
州、西安、银川等十几个城市。只要
在支付宝里绑定了电子社保卡，老百
姓在医院、药店就诊买药时，就能直
接从医保账户里扣费。再也不怕忘
带社保卡和现金，也不用再排队缴费
了。

衢州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
长黄忠京认为，“网证不能替代实体
身份证，但基于它易保管、易携带、多
重密码保障等特点，网证的使用非常
安全，其实能大大降低证件丢失的概
率和被人冒用的可能性。”

蚂蚁金服副总裁邹亮表示，证件
电子化已经是一种行业趋势，此前，
已经有不少城市和支付宝合作上线
了电子社保卡、电子居住证、电子驾
驶证、电子行驶证、电子营业执照等
电子证件。“这次试点，表明网证具备
可复制性，如果用户反馈良好，我们
愿和更多政务机构、合作伙伴一起，
服务更多城市老百姓。”

目前来看，实体卡仍然有着较为

广泛的群众使用基础，在使用环境、
服务体系、密钥安全性、资源整合等
各个方面，实体卡都有着一定的应用
基础和相对优势。因此，当下电子卡
更多的是实体卡的互联网拓展和形
式补充，在短时间内实体卡的基础地
位还是无法动摇。

但事实上，支付宝和微信在网证
战场的对决早已开始。 2016 年 11
月，微信就联合南宁市公安局，基于
腾讯优图人脸识别技术，在南宁全市
推行身份信息电子化，所有南宁市民
在微信上都能拥有一张“电子身份
证”。在南宁进行试点之后，2018 年
1 月，微信小程序与广州市公安局合
作，正式上线电子身份证功能。

随着移动支付的日益普及，微信
和支付宝这类 APP不仅让我们的钱包

“退休”，还让卡包面临“下岗”。
支付宝、微信竞相布局电子证件

化服务对其本身的意义，主要在于对
存量客户的挽留，以及扩大其在征信
方面的既有优势。从移动互联网的发
展趋势来看，无卡化是大势所趋，尤
其是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无卡化应
用服务也会越来越多。

马云说：未来周游世界，可能连
护照和手机都不要了，凭一张脸就
能在全世界畅通无阻！今天扫你的
脸可以验明正身，明天扫你的脸就
能看到你的信用，后天扫你的脸就
知道能不能和你交往，未来生活将
因此更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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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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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文字综合整理自人民
网、新华网、齐鲁晚报、南方
网、求是网等媒体，图片均来
源于网络，请作者与本报联
系，以奉稿酬。

如何领取电子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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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电子身份证

网证时代 刷脸走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