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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信息查询收费的法理与道理 
 

 支振锋  
 

  随着 2010年 11月 4日国家发改委在官方网站上发布《关于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
心有关收费问题的通知》,批准“中心”在“对有关单位出示的公民身份信息进行比对”时,“可
收取公民身份认证服务费”,这个负责建设、管理和运营“全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为政府部门
及社会各界提供身份信息核查、人口数据统计等全国公民身份信息服务的机构再一次出现在公众

的视野,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一方面,对公安部门而言,查询系统有利于其“打击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预防”和
“减少”犯罪；对其他政府机构而言,工商、教育、民政、税务、社保、公积金等部门也有极大的
需求。对社会而言,作为公民身份信息资源开发与应用的重要手段,以及建立国家个人信用体系的
重要基础,这一服务为奠定诚信和谐社会的基石也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商业活动中,查询系
统既可以应用在金融、信用、物流、电子商务、通信、保险、中介等领域,也可以用于汽车租赁、
招聘等方面。日常生活中,它还可用于公民在取名时的查重,以及寻亲访友等。而且,身份信息核查
服务既准确又安全,不泄露公民隐私。 
  但另一方面,收费服务,也使得一部分公众颇有微词。因为,这个拥有 13亿人口身份数据的“全
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是真正的“全民所有”,几乎每个公民的身份信息都在里边,从而成为一个
巨大的信息资源库。那么,谁能够开发和利用这些信息获利,就成为一个问题。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批复,该中心是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查询收费属于经营服务性收费,提供发
票,照章纳税,不属于政府行为。但问题在于,“全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数据库开发、建设中的几
千万投资却来自公共财政；而且,在数据库开发中,公安部治安管理局至少两度向各省、市公安户
政部门下发《关于建设全国人口信息查询服务数据库开展人口数据收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大
力支持配合数据收集工作,及时整理、报送人口数据,这更是政府履行公权力的行为。那么,政府投
资、利用公权力收集、开发、建设而成的数据库如何能够被利用来进行“经营服务性”收费行为,
就是一个问题。 
  而且,虽然根据批复,政府部门和公民个人对查询系统的利用是免费的,但实践中公民主要是通
过短信方式来进行查询的,每条收费 5元钱。单次服务钱虽然不多,但聚沙成塔,就好比每分钟 1毛
钱的电信资费,总量却是一笔巨额财富。何况,公民在办理身份证时已经缴纳了 20元的工本费,公安
部门搜集、开发和建设数据库的资金显然也来源于纳税人,如今再对查询进行收费,在道理上也同
样不能令人信服。 
  凡此种种,公众的质疑,也就可以理解了。近年来,由于不需要财政拨款,也缺乏足够的监管,自收
自支事业单位有不断膨胀的趋势；同时,行政事业收费的种类和范围也不断扩大,几乎使政府的每
项职能都存在收费功能,让部分群众误以为政府的服务就是管理,而管理就是收费,导致政府职能降
低了社会效率,为权力寻租和腐败提供了机会,损害了政府的形象。 
  因此,虽然行政性收费在实现准公共产品效率最大化、平衡税赋负担、筹集发展公共产品财力
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问题在于,一方面,我们太缺乏一部对行政性收费规范的行政收费法；另
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对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和国企进行更清晰的定位。试想,如果将“全国公民身
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改组为国企,合法设立、照章分红、依法纳税,收益为全体公民所分享而
不仅仅是部门利益,是否其收费就更合法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