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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鲁粤等9省份
可网上查询央行个人信用报告
当前平台支持70多家银行发放的U盾

许多人有这样的经历：着急办房贷，等到银行审核才知道，
有一张久未使用的信用卡还欠着费。今后，这样的尴尬有望避
免。

10 月 28 日起，继江苏、四川、重庆 3省市试点之后，央行个
人信用报告网上查询服务试点扩至 9省份，增加北京、山东、辽
宁、湖南、广西、广东6个试点省份。

27日，记者试着登录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个人信用信息
服务平台，已经可以看到标有“验证试用版”的页面开通。页面
中部有两个蓝色按钮：用户登录和用户注册，右下方
附有详细的用户指南。个人信用记录如何查询？信
用记录包括哪些内容？记者进行了体验和采访。

身份验证才能查询
70余家银行U盾
可用于验证

记者根据网站提示开始注册，
发现除正确填写姓名、证件类型和
证件号码等基本信息外，还需要通
过私密性问题验证或数字证书验证
的方式确认身份的真实性。提交注
册申请24小时后，可获知是否通过
审核。

据了解，“私密性问题验证”是
根据用户的身份信息和信贷交易信
息设计的，比如，系统可能要求用户
回答所持有信用卡的额度、个人贷
款业务类型等。若未通过“私密性
问题验证”，可转为“数字证书验证”
确认身份的真实性，也可以到人民
银行分支机构现场查询本人信用信
息。

数字证书验证指个人使用由第
三方认证机构发行的电子文档，来
证明自己的身份。数字证书通常存
储在银行发放的密钥，即通常所说
的U盾中。当前平台采用与中国金
融认证中心（CFCA）合作的银行或
机构发放的证书来验证身份，支持
70多家银行发放的U盾。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一位工
作人员解释，有些银行发放的U盾
采用了自行认证的方式，暂时不能
用于平台登录，其中也包括一些用
户量比较大的商业银行。征信中心
还在研究下一步方案，力争在确保
安全性的前提下，与更多银行合作，
尽可能方便公众。

次日反馈查询结果
可查到近5年
逾期还款记录

其实，从2013年3月起，征信中

心已经面向江苏、四川、重庆3省市
试点网上查询信用记录，此次又增
加了北京、山东、辽宁、湖南、广西、
广东 6个试点省份。需要提醒的
是，身份证号码前两位须为 32、51、
50、11、37、21、43、45、44。如果身份
证号码所属地不在上述 9省份之
列，即便现在户籍已经迁移到 9省
份区域内，也暂时无法查询。

据征信中心工作人员透露，之
所以选择这 9个省份，是根据查询
量确定的。这些省份信用记录查询
量较大、较为活跃。征信中心正在
做各方面的准备，如果顺利的话，明
年网上查询平台有望在全国范围内
开通。

通过平台可查到三方面的信用
记录：个人信用信息提示、个人信用
信息概要以及个人信用报告。

个人信用信息提示是注册用户
在个人征信系统中是否有逾期记录
的提示性信息，比如是否有最近 5
年内的贷款、贷记卡逾期记录，以及
准贷记卡透支超过 60天的记录。

个人信用信息概要为注册用户
提供其在个人征信系统中信贷记
录、公共记录和查询记录的汇总信
息。

个人信用报告则涵盖明细信
息。公共记录包括欠税记录、强制
执行记录、民事判决记录、行政处罚
记录及电信欠费记录等。当日查
询，次日反馈查询结果。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工作人
员还表示，信用报告的信息将及时
更新，信息的保存严格按照《征信业
管理条例》的要求进行处理。

如果个人有不良贷款记录，
自该不良行为或事件结束之日
起在信用报告上保留不超过 5
年的时间。

如果对查询到的信用记录
有异议，可拨打客服电话申请处

理，或者直接到当地人民银行分
支机构，现场办理异议申请。

防止个人信息泄露
严格身份验证
内外网物理隔离

信用信息查询平台在带来方便
快捷的同时，也引发对公民信息泄
露的担忧。如何才能确保公民个人
信用信息的安全，让其不被不法分
子盗用呢？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工作人
员介绍，为确保个人信用信息安全，
减少或避免身份盗用等引发的信用
信息泄露风险，平台在设计的时候
就非常注重安全性。

一是只有经过了严格的真
实身份验证后才能成为平台的
注册用户，查询自己的信用记
录。二是采用了多种技术手段
来确保信息安全。

据介绍，平台采用物理隔离
的方式确保信息的安全。

基于互联网运行的个人信
用信息服务平台与基于人民银
行内联网（专网）运行的个人征
信系统实行物理隔离，平台用于
验证个人身份的信息和信用报
告信息存储在个人征信系统中，
系统每日会对平台的注册和查
询申请集中处理，并需要在两网
间进行数据交换。查询结果只
在网站上保留 7天。

“也就是说，我们每天都在
做一个搜索引擎的工作，根据用
户提交的查询请求，把信息从内
网里调出来，再传输到平台上。”
一位工作人员说。也正是出于
这样的原因，个人信用信息服务
平台无法实现实时反馈，一般会
在个人提交查询申请的第二日
反馈查询结果。

20年间农转非比例
增长不到8％
清华大学调查数据显示
进城农民“市民化”慢于城镇化

日前，清华大学中国经济
社会数据中心发布调查数据
称，中国非农户籍人口占全国
总人口的比例，即户籍人口城
镇化率，仅为 27.6％，户籍制
度已成束缚农民流动的制度
性壁垒。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27.6%

清华调查数据源自 2009
年11月启动的“中国城镇化与
劳动移民研究”项目，由清华
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
负责，样本涵盖中国大陆31个
省、市、自治区，实际完成有效
成人样本 12540个，其中流动
人口样本 4386个，经计算，全
国 户 籍 人 口 城 镇 化 率 为
27.6％。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院长李强说，国家统计局第六
次人口普查数据中，户籍城镇
化率也只是 27.7％，与清华调
查数据基本吻合，“我们去调
国家统计局的原始数据，发现
户籍城镇化率确实从来没超
过35％。”
户籍改革慢于城镇化

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如
何认识过低的户籍城镇化
率？李强表示，首先，显示出
我国目前出现“户籍失效”现

象，大量农民工在未取得非农
户籍的情况下，已涌向城镇工
作、生活；其次，也至少能够证
明，我国户籍改革，或者说进
城农民的市民化速度，大大落
后于城镇化速度。

李强称，根据公开数据显
示，1990年，我国非农户籍比
例就是 20％，而到了 2012年，
相应的比例也只升到 27.6％，
20年来，农转非比例仅仅增长
不到 8个百分点，户籍转变近
乎停滞。
资源重配疏导流动人口

如何进行户籍改革，成了
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李强
表示，公安部近年来在统筹管
理户籍制度时，已有松动迹
象，例如允许一些中小城市进
行各自户籍试验，但展望未
来，在处理户籍制度时，还应
坚持分层次、分阶段、分步骤
的解决思路。

就北上广等超大城市而
言，李强认为，一方面因为资
源丰富、密集，颇受流动人口
青睐，另一方面，承载力又毕
竟有限，进行户改的阻力不
小。他建议，可考虑对这些城
市的医疗、教育等资源进行重
新分配，借以疏导流动人口。

■焦点

数据：农业户籍人口的流
动率为21％，但非农户籍人口
的流动率还要高些，达到
23.7％。

解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
学院院长李强说，决策层针对
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制定政策
时，以农民工群体是目标受惠
群体为出发点，但现实是，（在

相同政策标准下），城镇流动

人口比农民工群体更具优势，

更易享受政策好处。因此，必
须分类型对待农民工群体和
城市流动人口。广东实行积
分入户，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是
让农民工获得非农户口，但很
多外地大学生借此拿到当地
户口，挤占了农民工的名额。
因此，必须分类型制定相应政

策。

约6430万家庭遭遇拆迁征地
数据：有16％的样本家庭

经历过家庭承包地、宅基地被
征用，或房屋拆迁。但承包地
被征后，获得补偿款的比例为
79.5％，就业安置的则仅有
3.9％；而房屋被拆后，拿到补
偿款的为 94.2％，获得就业安
置的仅为1.8％。

解读：李强说，据此测算，
全国约有6430万家庭在最近

一波城镇化过程中，遭遇过征
地、拆迁，因此在制定城镇化

政策时，要相当缜密。而城镇
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就
业，但数据显示，遭遇征地、拆

迁后，家庭获得的就业安置和
城镇社会保障比例却很低，也
就表明政府的后续保障政策
要予以跟进。

非农户籍人口流动率更高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