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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80)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同盾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淇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证通股份有限公司、京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人保金融服务有限

公司、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互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陆书春、朱勇、王新华、金磐石、刘燕青、彭晋、林冠辰、李武璐、王琪、梅敬青、

郭振华、赵峰、马丹、国枫、刘涛、陈沛瑶、吴冉青、周超、许蓉、秘建宁、王健、高艳平、高飞荣、郭跃、
段苏隆、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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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互联网金融服务的快速发展,金融服务中对个人身份识别的需求也快速增长。在互联网环境

下满足相关管理机构对于金融行业的严格实名认证要求,是互联网金融从业各方亟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实施本文件,有助于在互联网金融服务中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信息安全、数据安全和交易便捷之间

的良好平衡,助力有关机构实现个人身份识别可信度互认,促进以互联网为渠道的金融业服务的有效发

展,推动互联网金融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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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 个人身份识别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应用于互联网金融服务的个人身份识别技术要求,包括技术框架、凭据技术要求、身
份识别技术要求以及安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互联网金融服务中与个人身份识别相关的服务与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7912—2011 金融服务 生物特征识别 安全框架

GB/T35273—2020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GB/T37036.1—2018 信息技术 移动设备生物特征识别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40660 信息安全技术 生物特征识别信息保护基本要求

GM/T0028—2014 密码模块安全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互联网金融 internetfinance
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

3.2 
凭据 credential
凭证

用来鉴别个人身份的数据。
注1:本文件中,凭据在个人身份核验(3.4)阶段生成。

注2: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典型凭据如数字证书、静态口令、动态口令、生物特征识别信息等。

[来源:ISO12812-1:2017,3.10,有修改]

3.3 
个人身份识别 personalidentification
在指定级别的可信度下确定个人声称的身份的过程。
注:个人身份识别通常包括个人身份核验(3.4)和个人身份鉴别(3.5)两个过程。

3.4 
个人身份核验 personalidentityproofing
个人初始身份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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