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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实习生 冯一琳
记者 龙秋利）当地时间8月22日，
一架原定由泰国素万那普国际机
场飞往南部达叻府的小型飞机在泰
国北柳府巴功县坠毁。机上载有7
名乘客和2名飞行员，其中5名是
中国籍乘客，无一生还。中国驻泰
国大使馆表示正对此进行核实。据
北柳府官方发布的消息，飞机上的
9名乘客，包括5名中国籍乘客、2
名泰籍飞行员和2名泰籍酒店工作
人员。一名北柳府官员称，预计机
上所有人员已全部遇难。

现代快报记者从《曼谷邮报》
报道的信息中看到，5名中国籍遇
难者中年龄最大的45岁，最小的
仅12岁。

此前有消息称，5名中国籍游
客为中国香港人。但据中国新闻
社报道，香港入境处工作人员称，
这5名遇难者可能不是香港籍，目
前仍在核实他们的身份。

坠毁的小型飞机为一架塞斯
纳208大篷车通航飞机，注册号为
HS-SKR。据极目新闻消息，该飞
机系达叻府一海岛酒店的私人飞
机。

据泰国网报道，该架飞机于当
天14:46起飞，计划降落在达叻府
一座海岛的私人机场。但飞机于
14:57 失去联系，坐标为距机场

18.7海里的东南方位置。
事故发生后，泰国相关部门集

结约300名工作人员展开紧急搜
救行动，还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负
责调查此次事故。

搜救人员已在现场挖出约 8
米宽、10米深的坑，并陆续发现了
人体遗骸和飞机零件，但由于飞机
是头部朝下坠落至泥泞地面且有
一定深度，而当地正值涨潮期，搜
救行动十分困难。

另据多家泰媒报道，搜寻活动
耗时11个小时，目前遗骸已被警
方送往医院进行身份鉴定。

泰国北柳府公共关系部门表
示，该飞机没有飞行数据记录器
或黑匣子，仅通过射频波与飞行
控制塔直接通信。该部门还表
示，航空公司确认该飞机已投
保，保险公司确认将对发生的所
有损失负责。

23 日，涉事海岛酒店官网已
删除上述小型飞机接送路径详情，
仅主页保留介绍称“通过酒店私人
塞斯纳飞机接送，自曼谷到酒店仅
90分钟飞行路程”。而其他位于
马尔代夫等地的分店仍保留了小
型飞机接送路径详情专栏。该酒
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小型飞
机接送业务已暂停，只能乘船前往
酒店，总耗时约6小时。

泰国小飞机坠毁，5名中国游客遇难

8月23日凌晨，泰国北柳府的小型飞机坠毁现场 新华社发

记者 23日从公安部获悉，在
国内有关部门、我驻泰国使馆和
泰国执法部门的大力协助下，公
安部“猎狐行动”工作组8月20日
将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
特大经济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从泰
国成功引渡回国。此案系1999年
中泰引渡条约生效后，中国从泰
国引渡的首名经济犯罪嫌疑人。

据了解，自2012年以来，以犯
罪嫌疑人张某某为首的MBI集团
通过发行虚拟数字货币的方式，
要求参加者缴纳700元至 24.5万
元人民币不等的费用获得平台会
员资格，以高额返利为诱饵，以发
展会员数量、投入资金数量作为

计酬方式或者返利依据，实施网
络传销违法犯罪活动。该集团共
发展会员1000余万人次，涉案资
金超1000亿元人民币。

2020年 11月，重庆市公安局
依法对张某某立案侦查；2021年3
月，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
局对其发布红色通报。2022年 7
月 21 日，泰国警方抓获张某某。
随后，中方依据双边引渡条约向
泰方提出引渡请求。今年5月21
日，泰国上诉法院终审裁决将张
某某引渡中国。8月 14日，泰国
政府作出行政决定，支持法院上
述终审裁决。

据新华社

涉案上千亿元经济犯罪嫌疑人被引渡回国

北京时间 8 月 23 日，中国足
球队官方宣布，国际足联2026世
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三阶段，中国

队VS印度尼西亚队的比赛将于
2024 年 10 月 15 日 20:00 在青岛
青春足球场打响。 据人民日报微博

18强赛国足战印尼主场定在青岛

数据要素是发展数字经济的
关键和核心，激活数据要素、实现
数据要素流动的前提是明确数据
权属，其基础便是个人身份的确
认。李新友表示，基于国家网络身
份认证公共服务，个人可实现对数
据的有效确权和授权，进而形成并
固化自身数据资产，以此促进数据
要素的有序流动和增值，助力数字
经济发展。

数字经济时代，信任是基石。
李新友认为，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
共服务为网络交易、在线服务等提
供了更加可靠的身份验证手段，减
少了因身份冒用带来的经济损失，
通过提高网络诚信水平改善营商
环境。同时，由国家提供身份认证
服务，为企业降本增效，促使其把
更多精力投入到提高产品服务质
量、提升用户体验感中，推动互联

网产业和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李新友表示，将构建可信数字

身份体系作为发展数字经济的重
要措施，这是当前世界各国的通行
做 法 。 欧 盟 的 eID、新 加 坡 的
SingPass、印度的Aadhaar 已形成
具有自身特色的可信数字身份体
系，其经验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
鉴。

据新华社

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将对数字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6

网号、网证是什么？对公众有何影响？
详解《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近期，公安部、国家网信办等研究起草的《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引发广泛关注。

网号、网证是什么？将对公众和数字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新华社记者梳理当前公众关
心的热点问题，采访了有关权威专家。

根据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网
号是由字母和数字组成、不含明文
身份信息的网络身份符号；网证是
承载网号及自然人非明文身份信息
的网络身份认证凭证。

通俗地说，网号是用户在网络
空间中的身份编码，同时隐去了个

人身份信息；网证是一种简化版的
数字证书，在网络社交、即时通讯等
法定实名制领域以及其他需要验证
身份的场景，作为一种可选择的身
份认证方式。

公安部第一研究所研究员于锐
介绍：“用户不是‘持证’才能‘上

网’，而是在需要证明身份的场景中
多了一种更加安全、方便的选择，不
需要反复向各个平台提供明文的个
人身份信息。

同时，原有的身份认证方式仍
可继续使用，没有网号、网证也可正
常上网。”

网号、网证是什么？1

根据有关规定，目前，用户使用
网络服务遵循“后台实名、前台自愿”
原则，需向不同的互联网平台以明文
方式重复提供个人真实身份信息。

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李新友表
示，对于传统的身份认证方式，互联
网平台从前端采集到后台存储链条
较长、环节较多，并且网络传输环境
较为复杂，个人信息安全保障有难
度，泄露事件时有发生。

推行网号、网证，旨在减少互联
网平台收集姓名、身份证件号码、人
脸等个人身份信息，实现公民身份

信息的“可用但不可见”。
电信业务经营者、银行业金融

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互联网服务
提供者可使用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
共服务，对涉诈等异常账号进行动
态身份认证，最大限度减少“实名不
实人”的情况，提高网络黑灰产违法
犯罪的成本。

于锐表示，国家网络身份认证
公共服务的工作原理，是基于国家
人口基础信息库对用户身份进行远
程比对核验，人口信息是国家本已
掌握的信息。用户在申领、使用网

号、网证的过程中，公共服务按照
“最小必要”原则，仅采集与用户身
份认证密切相关的信息，如通过
NFC 功能识读证件来验证证件真
伪，通过人脸识别来验证用户本人
操作，通过手机号来确认本人意愿
和应急联络，通过手机参数来确认
运行环境的安全性，除此之外，不采
集其他个人信息。

在用户注销网号、网证时，相关
个人信息将全部删除。而且，对上
述个人信息，国家投入强大的技术
力量保证信息安全。

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相比现有认证方式有哪些优势？2

李新友表示，与其他身份认证
服务相比，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
服务具有很大的便利性，使用智能
手机即可证明身份，方便人民群众
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条件下办
理事项。

比如，网上购买门票时，通常需

要输入姓名、身份证件号码等信息，
比较繁琐，如果依托国家网络身份
认证公共服务，经点击跳转即可完
成认证。

此外，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
服务还可跨应用、跨平台使用，有效
减少记忆各种网站和互联网平台账

户、口令的负担。
在一些需要出示身份证进入场

馆的场景中，参观者可以使用国家
网络身份认证App快速通行，在一
定程度上减轻了携带实体身份证件
的负担，也避免了一些个人身份信
息泄露等安全风险。

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能给用户带来哪些便利？3

征求意见稿规定，持有有效法
定身份证件的自然人，可自愿向公
共服务平台申领网号、网证；鼓励有
关主管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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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锐表示，特别是反电信网络
诈骗法等上位法规定，国家推进网络
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建设，支持个人、

企业自愿使用。对存在涉诈异常的
卡、号，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
提供者等“可以”而不是“应当”通过
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对用户
身份重新进行核验。这充分体现了
用户自愿使用网号、网证的原则。国
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
作为下位的部门规章，不可能在该问
题上突破上位法规定。

于锐介绍，用户接受或者退出
国家网络身份认证服务，完全基于
用户自愿。从App操作层面，国家
网络身份认证 App 自愿下载、申
领，并不会强制或强迫用户使用。
从推广应用层面，互联网企业、接入
单位也是自愿使用，可将公共服务
作为可选项而非唯一项，保留现有
其他方式。

如何保障个人基于自愿原则使用网号、网证？4

于锐介绍，国家网络身份认证
公共服务在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
保护法、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等法律
中均有相关规定和依据。

网络安全法第二十四条提出
“国家实施网络可信身份战略”，明
确了网络可信身份的概念。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二条规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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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在

国家层面建设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
务。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三十三
条规定，“国家推进网络身份认证
公共服务建设，支持个人、企业自
愿使用，电信业务经营者、银行业
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互联
网服务提供者对存在涉诈异常的
电话卡、银行账户、支付账户、互联
网账号，可以通过国家网络身份认
证公共服务对用户身份重新进行

核验”，明确了国家网络身份认证
公共服务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中
的地位。

根据上述法律，公安部、国家网
信办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建设了国家
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平台，并在
相关领域开展了试点应用。同时，
为了规范公共服务的运行管理，进
一步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权益，研
究制定部门规章——国家网络身份
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

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有何法律依据？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