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在家中坐， 证在全国跑”， 莫名

其妙发现自己多出几个手机号、 几张银行

卡， 甚至 “被法人” “被董事长”， 一夜

之间背负百万债务。 直到去相关部门查询

才反应过来， 这可能和自己曾经丢失过身

份证有关。 冒用身份证的现象为何频频出

现？ 如何解决 “身份证被冒用” 问题？

身份证挂失后，能否马上失效？

日前， 据媒体报道 ， 北京市民王皓

（化名） 3 年前曾丢失过身份证， 近期他

去移动营业厅办卡时， 发现自己名下多了

5 个手机号。 本报记者联系到王皓， 他表

示 “经过与移动营业厅的交涉， 目前这 5

个手机号已经与他实现了剥离， 但仍无法

注销”。

95 后的张淑淑 （化名） 也有类似经

历。 2016 年曾丢失过身份证的她， 直到

今年 4 月收到法院传票时才发现， 自己竟

成了某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 随之而

来的还有近 200 万元的债务， 同时名下还

多出了一张银行卡。

一直以来， 身份证信息被冒用的现象

时有发生。 这在某种程度上暴露出了身份

证不能实现挂失即失效的风险。

今年 8 月 22 日， 公安部召开新闻发

布会透露， 对于推进身份证挂失即失效问

题， 目前已有了很大进展。 公安部治安管

理局局长李京生指出， “近年来， 公安部

加强制度建设， 完善技术升级， 已建成了

失效居民身份证信息系统； 同时， 全面推

进居民身份证登记指纹信息工作， 更好地

方便了人、 证统一性认定。”

“但是，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还需要公安机关和社会相关用证部门以及

公民个人共同努力。 下一步， 公安机关将

会同各相关部门将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人

员列入 ‘黑名单’， 实施联合惩戒。 同时，

建议社会相关用证部门和单位充分利用居

民身份证人像、 指纹信息以及失效居民身

份证信息， 认真核查证件真伪和人、 证一

致性， 严防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问题发

生。” 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治

安管理局副局长黄双全在发布会上表示。

身份证被冒用， 只能自认倒霉吗？

从新闻报道中可以发现， 个人身份证

被冒用的情况五花八门。 轻者， 可能像王

皓那样， 莫名多出了 5 个手机号； 重者， 则

无辜背上了债务。

身份证被冒用后， 就只能自认倒霉吗？

北京证金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阳表示， 发现身

份证被冒用后， 首先应该向相关单位发书面

告知函， 比如被冒用办理了信用卡或其他金

融业务， 要及时书面告知银行等金融机构，

相关机构建议报案的立即报案。 其次， 需要

提起诉讼的尽快委托专业律师提起诉讼。 另

外， 有些情况下建议及时登报公示， 并去公

安机关挂失。

“以身份证被冒用注册公司的情形为

例， 被冒用人可向工商登记机关书面申请，

要求其撤销工商登记行为； 也可直接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 要求撤销工商登记行为或确

认无效。” 但李阳也表示， “一旦涉入这种

案件， 诉讼周期一般会很长。”

在整个诉讼过程中， 当事人往往需要付

出很高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 仅鉴定费就

是一大笔支出。 那么， 让无过错的被冒用人

承担鉴定费用， 是否合理？

对此， 记者查阅了诸多判例发现， 实践

中法院对诉讼费、 鉴定费等支出由谁承担并

未形成统一的裁判思路。 “如果能够确定属

于被冒用， 且能够找出实际冒用人的， 可以

向侵权人主张对相关费用进行赔偿。 但是实

际情况往往是找不到实际冒用人， 该种情形

下法院判决由被冒用人自行负担、 工商部门

负担或者由双方共同负担的判决都存在。”

李阳介绍。

相关业务的经办部门，是否担责？

在诸多冒用身份证现象背后， 有一个问

题值得重视： 为什么仅凭一张身份证就能办

理银行卡、 注册公司？ 是否相关业务经办部

门在审查中出了问题？

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工作人员称， 如果

是代办银行卡， 任何人只要持有身份证就可

以办理， 不需要本人到场， 但是使用时需要

本人持身份证到银行激活银行卡。 “公司注

册及股权变更等事项， 工商部门只负责形式

审查， 代办机构拿着身份证复印件加上委托

书就能成为公司股东， 有时连身份证原件都

不需要。” 李阳介绍。

这样的审查标准， 是否过于宽松， 出现

冒用身份证的情况后， 相关业务的经办部门

是否需要担责？ “作为审查部门， 没有发现

冒用或盗用， 如果不是故意的， 一般就按工

作失误失察， 纠正改正即可。” 中国政法大

学刑事司法学院刑法学研究所教授阮齐林

说， 如果追究审查部门的责任， 会造成审查

部门很重的负担， 其成本太大， 得不偿失。

中国社会科学院刑法研究室副主任樊文

也表示， 不能单纯依靠加大处罚或事后追责

来规制冒用身份证的现象。 在目前身份证技

术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 相关业务部门可以

通过多设立一些程序， 严格审查纪律， 尽可

能实现人、 证一致性核查。

法律对于冒用身份证行为的

处罚，是否过轻？

有媒体曾报道， 网上存在不少二代身份

证黑市， 有卖家甚至一下子就提供了 712 张

身份证， 一张卖四五百元， 并且 “保真”。

据卖家介绍， “这些身份证都是遗失后被人

搜集再销售的。”

可见， 网上倒卖身份证， 早已成为热门

“生意”。 我国法律对冒用身份证行为有明确

的处罚。 比如， 居民身份证法规定， 冒用他

人居民身份证或者使用骗领的居民身份证

的， 由公安机关处以罚款或处十日以下拘

留； 刑法规定， 使用伪造、 变造的或者盗用

他人的居民身份证、 护照、 社会保障卡、 驾

驶证等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 情节

严重的， 处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

有人提出， 冒用身份证现象屡禁不止的

原因之一， 就是处罚过轻， 导致违法成本很

低。 对此， 阮齐林表示， 冒用身份证的情况

千差万别， 一律处罚很重， 不合适。 把使用

虚假身份证和盗用身份证规定为犯罪， 一方

面起到阻吓作用， 另一方面便于刑事立案，

因为有的犯罪很隐蔽， 取证需要一个过程，

如果发现使用虚假身份证或盗用他人身份

证， 即可立案， 公安机关就能查出背后的其

他罪行。 如查明有诈骗、 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 洗钱等经济犯罪的， 处罚就比较重了。

“冒用身份证现象频发， 更多是技术缺

陷问题。” 樊文表示， “目前我国身份证内

包含的确认个人身份信息的内容过于简单，

只有照片、 姓名、 民族、 地址等几项元素。

一般来说， 信息越简单， 技术漏洞越大， 信

息含量越高， 伪造或冒用的可能性就越小。”

（来源： 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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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身份证被冒用”难点在哪儿？
专家： 技术缺陷所致

借条笔迹鉴定还真相

原告诉请还款获支持

近日， 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民间借贷纠

纷， 被告主张借条上自己的名字非本人所写， 要求做笔迹

鉴定， 法院启动鉴定程序， 最终确定借款内容及被告名字

均系被告所书， 遂判决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 20000 元。

原告刘某与被告黄某原系邻居关系 。 2018 年 4 月 ，

因资金周转需要， 黄某向刘某借款 2 万元， 并当场向刘某

出具借条一张。 后刘某急需用钱， 多次持借条向黄某催讨

借款， 黄某不但未偿还借款， 且态度恶劣， 双方为此发生

争执闹至派出所。 2019 年 8 月， 刘某为维护其合法权益

诉至法院。

黄某坚称该借条上的签名非其本人所写， 拒绝偿还借

款， 提出笔迹鉴定申请。 法院根据被告的申请对借条启动

司法鉴定程序。 经鉴定， 该借条内容及签名均系被告黄某

本人字迹。 法院遂判决被告黄某立即偿还原告刘某借款

20000 元， 并由被告黄某承担该案鉴定费、 诉讼费。

法官寄语： 笔迹鉴定是指对人通过书写活动形成字迹

进行的鉴定、 识别活动， 通过对笔迹的检验， 可以判明笔

迹是由几人所写、 是否由某人所写， 利用笔迹进行人身同

一认定。 在本案中， 债务人仅以借条并非其本人签名为由

进行抗辩并不能否认借条的真实性， 当鉴定结果还原事实

真相时， 法院会依据案件事实作出客观、 公正的判决， 维

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王睿卿 整理

假冒医院专家兜售保健品

15人诈骗团伙一审获刑

冒充医院专家骗取信任， 趁机向老年人高价兜售保健

品， 共骗取 124 名老年人 93 万余元……日前， 北京市石景

山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对 15 人犯罪团伙进行一审宣判， 分

别判处有期徒刑 2 年至 12 年不等的刑罚， 其中对两名被告

人适用缓刑， 并处罚金 2 万元至 12 万元不等。

2017 年 2 月至 10 月间， 被告人李某以其担任法定代

表人的北京天康通健心脑血管疾病研究所有限公司为依托，

伙同杨某等 14 人在北京市石景山区、 丰台区等地引诱老年

人参加 “健康讲座、 免费健康咨询” 活动， 谎称贾某、 张

某、 苏某为知名医院的专家， 骗取被害人的信任， 并以现

场看病、 开药的方式， 将 “百邦牌天元胶囊” “百邦牌银

杏丹葛胶囊” 当作特效药品高价销售给被害人。 经查， 被

告人李某等人共骗取翟某等 124 名被害人共计 93 万余元。

法官介绍， 该犯罪集团具备比较显著的团伙犯罪特征，

组织形式严密。 杨某招聘多名工作人员， 分别担任医生、

外联、 专员、 会务、 司机等不同角色， 他们还将无业人员

或者退休多年的普通医院非心脑血管病医生虚构为留美博

士、 知名大医院心脑血管病专家。 同时， 该犯罪团伙把保

健品宣称为大医院、 名医参与研制的新型药品， 短期内能

溶栓治愈心脑血管疾病， 虚假承诺 “服药三个月后免费到

三甲医院做检查”， 获取被害人信任。 法院认为， 李某等

15 名被告人骗取老人财物， 应依法予以严惩。

卤味里添加当归

超市被判退一赔十

近日，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有关卤味的产品责任

纠纷案做出了判决。

2016 年 4 月， 徐先生在厦门旅游期间， 在某超市花费

1849.8 元购买了卤鸭、 卤牛肉、 卤牛筋等卤味， 在食用过程

中， 徐先生出现拉肚子的情况。 经其本人查询食品配料表和

相关法律法规后发现， 其食用的卤味中含有当归等中药材。

根据相关规定， 虽然中药材当归可以作为保健品的配

方， 但却被明确规定不能添加到食品中。 以此为据， 徐先生

将超市告上法庭， 要求退还其购买卤味的 1849.8 元， 并按

照 《食品安全法》 的相关规定赔偿 18498 元。

超市认为， 人们利用当归等中药材熬汤、 炖汤已形成传

统食用习惯， 且涉案商品符合 《酱卤肉制品国家标准》 及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同时超市也并非基

于明知相关情况而销售， 因此无需向徐先生支付赔偿金。

法院一审认为， 当归收录于 《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

单》， 但并未纳入 《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 《食品

安全法》 规定， 国家对保健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

婴幼儿配方食品等特殊食品实行严格监督管理。 保健食品原

料目录应当包括原料名称、 用量及其对应的功效； 列入保健

食品原料目录的原料只能用于保健食品生产， 不得用于其他

食品生产。 因此， 法院判令销售方对徐先生 “退一赔十”。

一审判决后， 被告向厦门市中院提起上诉， 被法院驳回。

《民法总则》 的制

定， 是中国法制史上又

一里程碑事件 。 本期

“非常阅读” 推荐一本

与之相关的书———《民

法总则要义： 规范释论

与判解集注》。 该书逐

条释评民法总则， 每个

条文下设三栏———本条来源： 列出民法总则

条文在旧法上的来源， 以及相较于旧法的变

化； 立法史略： 梳理每个条文在民法总则历

次草案中的演变； 本条释义： 一般从规范意

义、 适用范围、 构成要件、 法律效果、 举证

责任及其他程序问题等各个方面解析各条

文， 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两章并在每条释义

之末阐述该条是否可类推适用于准法律行

为。

本书参考我国古代律例疏议及大陆法系

民法典评注经验， 收集我国各级法院判决、

裁定 900 余件， 提炼裁判见解， 评析得失，

注解条文， 以宏其用。 所选案例， 侧重于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人民法院案例选》

《人民司法·案例》 《中国审判案例要览》 所

载案例， 以及未载于上述刊物的最高人民法

院、 高级人民法院裁判； 遇有下级人民法院

具有创造性或代表性的裁判， 亦有收录。

如此鸿篇巨制， 作者却自谦： “唯因一

人之力有限， 所涉者沧海一粟， 不过抛砖引

玉而已。” 令人敬佩！

王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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