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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1、事件：3月 1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表

示，今年要实施身份证电子化，实现“拿着手机在有

关事项上一扫码，事就办成了”。 

2、目前，可信数字身份签发主要通过可信数字身份认

证平台来进行。核心系统是"互联网+"可信身份认证平

台（CTID 平台），是国家网络身份治理的重要基石。

而该平台核心供应商为公安部第一研究所下属全资子

公司中盾安信。公司是 CTID 唯一合法的运营服务商，

为各行业提供权威、可信、安全、便捷的网络身份认

证服务。 

3、市场应用主要包括：政务、公安、金融、电信、医

疗等，涉及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智慧征

信等领域。 

4、围绕中盾安信形成相关生态体系及投资梳理 

在可信数字身份生态体系中，以中盾安信为核心，包

括应用合作伙伴、技术合作伙伴和服务合作伙伴。 

在中盾安信官网发布的 2021 年一级应用合作机构中，

包括数字认证、新大陆、宜签网络科技（艾融软

件），此外包括百度、自如、字节、京东、支付宝

等；二级应用合作机构中包括中电普华（国网信通）

等。 

此外，根据 CTID 公众号发布的《可信数字身份生态产

品推荐清单》，我们认为，在核心系统支撑下，伴随

数字身份证相关政策加速推进，今年相关供应商有望

核心受益，相关受益标的包括芯片及模组供应商：新

大陆（000997.SZ）；二维码模组供应商：民德电子

（300656.SZ）、天波信息（833839.NQ）；签名验签

服务器供应商数字认证（300579.SZ）、吉大正元

（003029.SZ）等。 

5、通信板块观点 

1）2022 年紧抓数字经济主脉络，以数据流量为线索，

挖掘元宇宙、工业互联网、智能驾驶等新应用带动下，

智能传感、硅光传输、存储到云原生等新技术创新机

遇。 

从底层我们持续重点关注港股运营商（中国联通、相关

受益标的：中国移动、中国电信）、IT 主设备（紫光股

份、中兴通讯）、网络安全、通信+新能源（朗新科

技）、车联网应用、军工通信和卫星互联网（海格通

信、和而泰）、物联网（广和通）等高成长性板块，以

及基本面好转，云生态相关及衍生的新兴赛道，包括

IDC（光环新网、奥飞数据；相关受益标的首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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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边缘计算和云原生（相关受益标的青云科技）、

元宇宙等（平治信息）。 

2）本周重点推荐低估值个股：紫光股份、威胜信息、

朗新科技、TCL 科技、七一二、光环新网、金卡智能、

航天信息、平治信息、中兴通讯等公司。 

6、风险提示 

技术应用不及预期；可信数字身份认证推广不及预期；

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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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子身份证核心——可信数字身份认证平台（CTID） 

3 月 11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表示，今年要实施身份证电子化，实现

“拿着手机在有关事项上一扫码，事就办成了”。 

身份证电子化，实质是网络身份认证体系的搭建。其由中国工程院沈昌祥提出，

是在真实身份核验的基础上，经加密及脱敏处理，由权威机构签发，用于网络空间中

证明网络用户的电子文件，与居民法定证件信息具有一一对应关系，实现了端到端的

全流程可信认证。目前的网络可信身份体系按照认证的可信程度、方式、形式、性质

以及应用范围和应用场景不同可以分成以下三个级别，法定信任基础级、第三方作证

级、业务凭证级。 

A. 法定信任基础级使用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由特定行政机关签发、面向全社

会应用、具备法定效力的身份证和护照等真实身份证件信息形成的身份凭

证，如身份证、护照等； 

B. 第三方作证级使用根据相关法规和行政许可设立的、由第三方签发、面向

行业系统应用、可作为司法采证的电子签名证书等身份凭证，如电子认证

服务提供者、CA 机构等第三方签发的电子签名认证证书、eID 等； 

C. 业务凭证级使用各业务系统签发、面向自身系统及其关联系统应用、作为

业务凭证的身份凭证，如银行账号、手机号码、QQ 号微博账号等。 

图 1 网络身份三级认证体系 

 

资料来源：《基于可信数字身份的区块链应用服务》白皮书 1.0，华西证券研究所 

目前，可信数字身份签发主要通过可信数字身份认证平台来进行。其依托公安内

网的法定身份证件信息，与身份验证机构进行认证服务交互，并向个人签发基于单个

应用的独立的可信数字身份网络标识（PID），以预防网络用户行为被网络应用服务商

关联聚合、追踪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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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可信数字身份签发认证流程 

 

资料来源：《基于可信数字身份的区块链应用服务》白皮书 1.0，华西证券研究所 

核心系统是"互联网+"可信身份认证平台（CTID 平台），是国家网络身份治理的

重要基石。2015年由中央网信办立项研究，2016年国家发改委支持建设，公安部统一

组织实施，公安部公安部第一研究所承建的国家 CTID 平台上线。该平台为各行业提

供统一、权威、多级可信的网络身份认证服务。 

表 1 CTID 平台发展历程 

时间 事项 备注 

2015.01 网信办立项研究 
中央网信办《网络可信身份管理和应用研国家究》立项，开展
CTID 平台原型"两省两市"试点示范。 

2016.03 发改委批复建设 
发改委立项批复，同时列为公安部 2016年度"互联网+"重大工

程。 

2016.10 CTID 平台 1.0上线 CTID 平台 1.0正式对外服务 

2017.12 公安部印发实施指南 
公安部办公厅印发《"互联网+"可信身份认证平台应用实施指

南》 

2018.04 公安部启动 CTID平台全国试点 "互联网+"可信身份认证平台全国范围试点 

2018.09 一次认证、全网通办 
CTID平台为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提供实名实人认证基础支撑，实现

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平台"一次认证、全网通办" 

2018.11 CTID 平台 2.0上线 CTID 平台（2.0）正式上线，认证服务能力再度升级 

2019.04 国家移民管理局政务服务平台 CTID平台为国家移民管理局政务服务平台提供可信身份认证服务 

2019.05 CTID 平台助力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CTID平台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企业登记身份管理实名验证系统提
供可信身份认证服务 

2019.08 公安部"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码" CTID 平台为公安部"互联网+政务服务"提供可信身份认证服务 

2020.03 CTID 支撑"国家防疫信息码" 
CTID 平台支撑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健康码全国"一码通
行" 

2020.06 
CTID 助力国家医疗保障局 CTID 平台为国家医疗保障局提供可信身份认证服务 

CTID 平台全力保障京东"618" CTID 平台被京东指定为"618"活动唯一身份认证支撑通道 

2020.08 CTID 平台助力无锡数字城市建设 
CTID平台助力无锡数字城市建设，合力打造可信数字身份公共服

务平台，实现"跨域信任、跨域互通"的数字政府。 

2020.09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安全认证 
CTID App通过国内首批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的移
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安全认证 

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网络可信身份管理技术研究》顺利

通过科技部验收，CTID平台的应用成果得到验收专家组的高度评价 
  

"一所 CTID访客系统"正式上线 
基于网证的"一所 CTID 访客系统"正式上线，日均使用量达 100+

人次，助力公安部第一研究所访客便捷通行 

CTIDApp获颁国内首批 App安全认证证书 
CTID App通过国内首批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的移动
互联网应用程序（APP）安全认证 

证券研究报告发送给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版权归华西证券所有，请勿转发。 p4

证券研究报告发送给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版权归华西证券所有，请勿转发。 p4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点评报告 
 

请仔细阅读在本报告尾部的重要法律声明  
5 

19626187/21/20190228 16:59 

《网络可信身份管理技术研究》顺利通过科技部验收 

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网络可信身份管理技术研究》顺

利通过科技部验收，CTID平台的应用成果得到验收专家组的高

度评价 

2020.10 

CTID 平台创新应用成果亮相第三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   

"新时代、新基建——国家'互联网+′可信身份认证平台 2020年度

最佳实践"成果发布会圆满举行 
  

2020.11 

公安部第一研究所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信集

团，共同打造由 CTID平台支撑服务的 SIM数字身份首次发布 
  

CTID 平台五大创新应用场景亮相第七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之
光"博览会 

  

CTID 平台作为"互联网+"重大工程基础保障类项目亮相第十届中国

国际警用装备博览会 
  

"2020年警博会高峰论坛网络可信身份分论坛"成功举行，会上分享

了 CTID平台在政务、金融等行业应用成果 
  

2020.12 

CTID 平台支撑全国民航公安大数据战训中心，打造民航数字身份服
务，进一步深化民航"放管服"改革，提升民航旅客幸福感及满意度 

  

《基于可信数字身份的区块链应用服务白皮书》正式发布 

由公安部第一研究所、中国信通院、中盾安信公司共同编制的

《基于可信数字身份的区块链应用服务白皮书》正式发布，书中

采纳了数项 CTID平台实践成果 

2021.03 
CTID 平台助力铜仁打造新型智慧城市   

CTID 平台助力北京银行客户身份自动核查系统上线   

资料来源：中盾安信，华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目前 CTID 平台已经在很多应用中实现对接，如中国政府网、国务院 APP、公安

部政务服务平台、国家移民局互联网便民服务等，并为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提供基于实

名认证支撑的基础服务 , 实现政务服务“一次认证、全网通办”。其已为 46 个国务

院部门和 31 个省级单位政务服务平台提供了身份认证服务，认证量累计 2 亿多次。 

图 3 CTID 平台技术架构 

 

资料来源：OIDAA，华西证券研究所 

CTID平台核心供应商为公安部第一研究所下属全资子公司中盾安信。公司是CTID

唯一合法的运营服务商，为各行业提供权威、可信、安全、便捷的网络身份认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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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业务发展主要方向：政务、公安、金融、电信、医疗

等 

目前，平台主要应用在政务、公安、金融、电信、医疗、家政等行业。其中： 

 智慧城市方面，可以为各系统平台提供统一可信数字身份登录 API，同时避免

在未经个人同意下泄露隐私并实现对个人信息流向的监管； 

智慧医疗方面，打破医院信息孤岛，推动医疗、医药、医保的“三医联动”改

革，比如便捷调取患者病例等； 

智慧征信方面，可在不泄露身份信息前提下实现在线身份认证，具备更好隐私

性、串联性同时，实现失信人员公开透明的理想载体； 

智慧金融方面，为金融机构节省大量人力物力，实现客户信息资料整理和验证

等。 

表 2 各行业平台接入和认证情况 

  
省级接入机

构数 
部位接入
机构数 

接入机
构数 

认证总数
（亿次） 

实名认证
（亿次） 

实人认证
（亿次） 

身份标识签发
（亿次） 

网证认证
（万次） 

应用场景
（个） 

政务 30+ 40+  29.30 18.20 11.10 6.8   

公安   40+ 32.50 6.90 25.60  124  

金融   40+ 3.80 1.00 2.90   15+ 

电信   6 0.65 0.01 0.52   18+ 

家政   1 136 万次 6.02 万次 29 万次  1014  

资料来源：中盾安信，华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3.围绕中盾安信形成相关生态体系及投资梳理 

在可信数字身份生态体系中，以中盾安信为核心，包括应用合作伙伴、技术合作

伙伴和服务合作伙伴。 

在中盾安信官网发布的 2021 年一级应用合作机构中，包括数字认证、新大陆、宜

签网络科技（艾融软件），此外包括百度、自如、字节、京东、支付宝等；二级应用

合作机构中包括中电普华（国网信通）等。 

此外，根据 CTID 公众号发布的《可信数字身份生态产品推荐清单》首批入围名单，

新大陆、数字认证等均有入围产品。 

表 3 CTID《可信数字身份生态产品推荐清单》首批入围名单 

可信数字身份二维码安全芯片供应商       

新大陆（福建）公共服务有限公司    

入围型号：    

N32S032    

可信数字身份二维码模组供应商       

东莞市万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民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广东天波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新大陆自动识别技术有限公

司  

入围型号： 入围型号： 入围型号： 入围型号： 

MK02（标准版）  MP150S（标准版）  TPM500（标准版）  NLS-CTID-DM（标准版）  

MK02（国康码版） MP150S（国康码版） TPM500（国康码版） NLS-CTID-DM（国康码版） 

可信数字身份加密机供应商       

北京江南天安科技有限公司    

入围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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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JJ1310    

CTID平台签名验签服务器供应商       

北京中盾安全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入围型号： 入围型号： 入围型号：  

SDSVS-501B-CZ  DSVS2000-G  V3000-G   

SDSVS-501-CZ DSVS4000-G  V5000-G  

 DSVS20000-G   

资料来源：CTID，华西证券研究所整理 

根据 CTID 的《可信数字身份生态产品推荐清单》首批入围名单，我们认为，在核

心系统支撑下，伴随数字身份证相关政策加速推进，今年相关供应商有望核心受益，

相关受益标的包括芯片及模组供应商：新大陆（000997.SZ）；二维码模组供应商：

民德电子（300656.SZ）、天波信息（833839.NQ）；签名验签服务器供应商数字认证

（300579.SZ）、吉大正元（003029.SZ）等。 

5.近期通信板块观点及推荐逻辑 

5.1 整体行业观点 

1）2022 年紧抓数字经济主脉络，以数据流量为线索，挖掘元宇宙、工业互联网、

智能驾驶等新应用带动下，智能传感、硅光传输、存储到云原生等新技术创新机遇。 

从底层我们持续重点关注港股运营商（中国联通、相关受益标的：中国移动、中

国电信）、IT 主设备（紫光股份（通信&计算机联合覆盖）、中兴通讯）、网络安全、

通信+新能源（朗新科技（通信&计算机联合覆盖））、车联网应用、军工通信和卫星

互联网（海格通信（通信&军工联合覆盖）、和而泰（电子覆盖））、物联网（广和通）

等高成长性板块，以及基本面好转，云生态相关及衍生的新兴赛道，包括 IDC（光环

新网、奥飞数据（通信&计算机联合覆盖）；相关受益标的首都在线）、边缘计算和云

原生（相关受益标的青云科技）、元宇宙等（平治信息）。 

2）本周重点推荐低估值个股：紫光股份（通信&计算机联合覆盖）、威胜信息、

朗新科技（通信&计算机联合覆盖）、TCL 科技（通信&电子联合覆盖）、七一二（通

信&军工联合覆盖）、光环新网、金卡智能（通信&机械联合覆盖）、航天信息、平治

信息、中兴通讯等公司。 

5.2 中长期产业相关受益公司 

1）运营商（港股）：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 

2）设备商：中兴通讯、烽火通信、海能达、紫光股份、星网锐捷等； 

3）军工通信：新雷能、七一二、上海瀚迅、海格通信等； 

4）光通信：中天科技、亨通光电、中际旭创、天孚通信、新易盛、光迅科技等； 

5）卫星互联网：雷科防务、震有科技、康拓红外等； 

6）企业级 SSD：同有科技、忆恒创源等； 

7）5G 应用层面：高鸿股份、光环新网、亿联网络、会畅通讯、东方国信、天源

迪科等； 

8）能源互联网：威胜信息、朗新科技、中天科技等； 

 

9）其他低估值标的：平治信息、航天信息、天邑股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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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风险提示 

技术应用不及预期；可信数字身份认证推广不及预期；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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