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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 “网号网证”征求意见稿出台，加强个人信息保护：2024 年 7 月 26 日，
公安部、网信办发布《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提出依托国家统一建设的网络身份认
证公共服务平台，为自然人提供申领网号、网证以及进行身份核验等服
务。《办法》明确了身份核验结果信息的“最小化提供原则”和依法处理
要求，将有助于减少互联网平台以落实“实名制”为由超范围采集、留
存公民个人信息，加强个人信息保护。 

◼ 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平台已开展试点：目前，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
正处于试点阶段。《办法》发布前，公安部已经对网号网证管理平台试
点多年。2015 年，中央网信办就已经对《网络可信身份管理和应用研
究》立项，开展 CTID 平台（“互联网+”可信身份认证平台）原型“两
省两市”试点示范。2016 年 CTID 1.0 平台正式对外服务，次年公安部
第一研究所成立子公司中盾安信，并授权其为 CTID 平台唯一合法运营
商。此后，CTID 先后为国家移民管理局、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
国家医疗保障局提供可信身份认证服务，并进一步拓展到互联网、银行
等更多场景。 

◼ 身份认证系统市场打开，网安厂商有望受益：由于全国个人信息数据量
庞大，且管理部门本身此前就采用分级管理形式，因此后续部委、省、
市将针对网号网证管理建立三级系统。我们预计仅系统建设带来的市场
空间将达 15 亿元。我们认为此前和 CTID 平台建设有合作，或具备身
份认证业务经验的公司有望在各级招标中受益，建议关注国投智能、盛
邦安全、数字认证等。网号网证认证平台系统也将促进配套的等保 2.0

快速推进，促进认证设备更新，并提升对底层服务器虚拟化、存储安全、
密码安全等需求，建议关注启明星辰、奇安信、电科网安、安恒信息、
深信服等传统网安厂商。 

◼ 风险提示：政策推进不及预期，行业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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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号网证”征求意见稿出台，加强个人信息保护 

2024 年 7 月 26 日，公安部、网信办发布《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提出依托国家统一建设的网络身份认证公共

服务平台，为自然人提供申领网号、网证以及进行身份核验等服务。其中网号是指与自

然人身份信息一一对应，由字母和数字组成、不含明文身份信息的网络身份符号；网证

是指承载网号及自然人非明文身份信息的网络身份认证凭证。网号、网证可用于在互联

网服务及有关部门、行业管理、服务中非明文登记、核验自然人真实身份信息。 

图1：用户可通过多个应用商店下载试点版国家网络身份认证 APP 申领网号、网证 

 

数据来源：App store，东吴证券研究所 

《办法》明确了身份核验结果信息的“最小化提供原则”和依法处理要求。对依法

需要核验用户真实身份但无需留存用户法定身份证件信息的，公共服务平台应当仅向互

联网平台提供核验结果；对于依法确需获取、留存用户法定身份证件信息的，经用户单

独同意，公共服务平台应按照“最小化原则”向互联网平台提供必要、相关的明文信息。 

《办法》将有助于减少互联网平台以落实“实名制”为由超范围采集、留存公民个

人信息，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政策提出，重点行业按照自愿原则推广应用网号、网证，

鼓励互联网平台按照自愿原则接入公共服务。“网号”“网证”进行非明文登记、核验，

无需向互联网平台等提供明文个人身份信息。由此，可以最大限度减少互联网平台以落

实“实名制”为由超范围采集、留存公民个人信息。《办法》是对关于个人信息保护、数

据安全等一系列政策的具体落实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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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此前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等部分相关政策 

时间 发布机构 政策文件 相关内容 

2024 年 7 月 
公安部、网信

办 

《国家网络身份认

证公共服务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

稿）》 

明确网证、网号的具体释义，并提出国家根据

法定身份证件信息，依托国家统一建设的网络

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平台，为自然人提供申领网

号、网证以及进行身份核验等服务。同时对网

证、网号的申领、应用和效力作了说明。  

2024 年 5 月 
网信办、公安

部等 

《互联网政务应用

安全管理规定》 

互联网政务应用应当对注册用户进行真实身份

信息认证，鼓励采用电子证书等身份认证措

施。 

2024 年 3 月 国标委 

《贯彻实施〈国家

标准化发展纲要〉

行动计划（2024—

2025 年）》 

开展网络身份认证基础设施标准研制，推动建

设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领域国家标准验证点，提

升网络与数据安全治理效能。 

2023 年 11 月 网信办 
《促进和规范数据

跨境流动规定》 

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数据的，应当遵守法

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采

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数据出境安

全。 

2022 年 6 月 网信办 
《互联网用户账号

信息管理规定》 

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为互联网用户提供信息

发布、即时通讯等服务的，应当对申请注册相

关账号信息的用户进行基于移动电话号码、身

份证件号码或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方式的真

实身份信息认证。 

2021 年 11 月 网信办 

《网络数据安全管

理条例（征求意见

稿）》 

数据处理者利用生物特征进行个人身份认证

的，应当对必要性、安全性进行风险评估；按

照政府引导、网民自愿原则，提供个人身份认

证公共服务。互联网平台运营者应当支持并优

先使用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提

供的个人身份认证服务。 

2021 年 8 月 

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

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信息保护法》  

支持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安全、方便的电子身

份认证技术，推进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建

设；推进个人信息保护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支持有关机构开展个人信息保护评估、认证服

务。 

2021 年 6 月 

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

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

数据安全法》 

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

定，建立健全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组织

开展数据安全教育培训，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

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数据安全。利用互联网

等信息网络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应当在网络安

全等级保护制度的基础上，履行上述数据安全

保护义务。 

数据来源：政府官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正处于试点阶段。截至 2024 年 8 月 3 日，国家网络身

份认证公共服务已上线试点 APP 和场景共 67 个，包括部分政务 App 和互联网 App，如

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中国铁路 12306、淘宝、微信、小红书、QQ 等。我们预计在《办

法》正式文件出台后，将促进更多场景采用网号网证进行认证。 

图2：部分已上线试点的政务 APP  图3：部分已上线试点的互联网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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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济宁新闻，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济宁新闻，东吴证券研究所 

 

2.   身份认证系统市场打开，网安厂商有望受益 

《办法》发布前，公安部已经对网号网证管理平台试点多年。2015 年，中央网信办

就已经对《网络可信身份管理和应用研究》立项，开展 CTID 平台（“互联网+”可信身

份认证平台）原型“两省两市”试点示范。2016 年 CTID 1.0 平台正式对外服务，次年

公安部第一研究所成立子公司中盾安信，并授权其为 CTID 平台唯一合法运营商。2018

年 CTID 全国范围试点启动，同年 CTID 平台 2.0 上线。2019 至 2020 年，CTID 先后为

国家移民管理局、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国家医疗保障局提供可信身份认证服务，

并在 2020 年通过国内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安全认证，此后应用进一步拓展到互联网、

银行等更多场景。 

图4：CTID 平台发展历程 

 

数据来源：中盾安信官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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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用户通过国家网络身份认证（试点版）APP 完成网号、网证的申领，使用网号、

网证在互联网平台完成身份认证，经用户授权的互联网平台将接入身份认证系统的 SDK

来实现对用户网络身份信息的收集。 

图5：CTID 平台技术架构 

 

数据来源：中盾安信官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由于全国个人信息数据量庞大，且管理部门本身此前就采用分级管理形式，因此后

续部委、省、市将针对网号网证管理建立三级系统。我们预计仅系统建设带来的市场空

间将达 15 亿元。 

表2：网号网证管理系统市场规模 

级别 数量（个） 单价（万元） 市场规模（亿元） 

部委 26 500 1.3 

省级 34 2000 6.8 

地级 333 200 6.7 

合计   14.8 

数据来源：政府官网，东吴证券研究所测算 

部委层面来看，部委有望建立面向垂直领域的认证平台，平台需要与各个省对接，

与省级平台打通资源，实现数据的调取查看，但是平台不承担存储资源的功能，实际管

理的用户信息较少，我们预计项目单价在百万元级别。 

省级平台作为汇聚点，实际承载、留存的数据量庞大，尤其是如北京、上海、广东

等省级区域，平台需要接入大量企业，需要更多资金进行建设，我们预计省级建设项目

单价在千万元级别。 

地市级平台相对轻量，主要用于连接 APP 厂商和实现跳转，同时作为最末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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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据进行留存，与省会平台打通以便其调阅信息，因此地市级项目建设单价在百万元

级别。 

我们认为此前和 CTID 平台建设有合作，或具备身份认证业务经验的公司有望在各

级招标中受益，建议关注国投智能、盛邦安全、数字认证等。网号网证认证平台系统也

将促进配套的等保 2.0 快速推进，促进认证设备更新，并提升对底层服务器虚拟化、存

储安全、密码安全等需求，建议关注启明星辰、奇安信、电科网安、安恒信息、深信服

等传统网安厂商。 

 

3.   风险提示 

1、政策推进不及预期：如果后续政策推进力度不及预期，可能导致行业的发展和

落地不及预期。 

2、行业竞争加剧：目前国内产业相关企业众多，各地开始密集招标后，可能会带来

竞争加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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