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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D_A5_E8_AF_81_E6_c122_485639.htm “你是谁？”，这是

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 有时我会很客气地回答“我

是......”，有时我会感觉到无奈和受冒犯：“你凭什么问我是

谁？” 我就是我！可是谁来证明我是我？生活中很多情况下

我会提供提问题者和我都熟悉的人、物或事来证明。然而，

有些情况下，我是无法提供大家共享的知识的，或者来不及

提供的。那么，我凭什么可以简单直接而确定无疑地向陌生

人证明我就是我说的那个人呢？为此，人类发明了书面身份

证明的许多办法：个人档案、介绍信、工作证、学生证、社

会保险号、驾驶证、结婚证、职业资格证，等等等等，最重

要的莫过于国民身份证了！ 198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

公民身份证条例》，200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居民身

份证法》。该法倍受舆论关注，颇得好评。这里我想提出，

居民（我更倾向用国民一词）身份证是一个基本的宪法问题

，时下的评论没有把该问题放在应有的高度来看待，严格地

讲，应该由全国人大立法。 为什么呢？首先需要明确身份证

的意义和作用。所谓国民身份证，它是一种公法制度，即由

国家收集、认定公民的基本个人信息并将有关信息载于特定

证件，从而根据该证件所载信息核实公民的身份的制度。身

份证具有以下几个作用：第一、它确认了公民的居住资格，

当然不是赋予资格，因为该资格在现代社会几乎是与生俱来

，无法剥夺的，但公民自己可以放弃。从这个意义上说，居

民身份证是多余的，或者只对于外国人才具有意义。我不赞



成使用“居民身份”，而主张使用“国民身份”概念的原因

在于，中国不是一个移民社会，区分居民和国民只对于极少

数外国人和极少数移居外国的中国公民有意义。但是，称其

为居民身份容易产生地域歧视和城乡对立。第二、它为公民

提供身份安全，防止身份诈骗，从而有利于维护公民的人身

、财产权利。这一点越来越为公众、金融保险等行业所认可

。三、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管制手段。美国911事件后，美国和

加拿大许多人士意识到身份证对于反对恐怖主义、保卫国家

安全是必要的手段，因此提议实行国民身份证。从政府管理

的角度来说，我国的身份意识不是不强，而是过强甚至泛滥

。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对身份的管制是史无前例的，实行市场

经济后，身份意识在许多方面虽然淡化，但是仍然在许多领

域不合理地发挥作用。刚刚平息的孙志刚事件不就说明外地

特别是农村身份证被当成了歧视对待的依据吗？ 上述解释足

以说明国民身份制度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因此应由基本

法律调整。第二个理由是，身份证需要披露个人的区别于他

人的基本信息，直接涉及个人隐私权。这当然是一个宪法问

题。第三个理由是，身份证制度包括申领义务（现在规定

为16岁以上）、携带或出示证件义务和有关机关检查、扣押

证件的权力。这是对公民自由的限制，在严格的户籍制度同

时存在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如斯观之，身份证岂非宪法问

题？ 身份证制度的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政府权力边界

和个人自由限度的变动。 “你是谁？”“你凭什么说你就是

你？” 这是每个人都面对的问题。惟其如此，身份证立法在

公民意识健全的社会本应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广泛争论，而

不是“立法专家”的先进知识可以解决的。新的立法确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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