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关于《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的修订说明

一、修订背景

《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 2005

年颁布实施以来，经 2009年、2015年修订，为规范电子认

证服务行政许可和监督管理提供了执法依据，对推动电子认

证服务行业发展发挥重要保障作用，但也暴露出部分电子认

证服务机构“持证不经营”、服务不合规等问题。因此，修

订《办法》既是解决当前行业突出问题的必然要求，也是引

导电子认证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切实举措。

二、修订的过程

（一）成立修订起草组

组建《办法》修订工作小组。邀请电子认证服务行业主

要机构代表、代表性行业专家、法律研究学者、技术专家组

成《办法》修订专家组。定期召开《办法》修订工作座谈会，

集中力量攻坚《办法》修订工作。

（二）深入开展行业调研

深入调研重点 CA机构，访谈电子认证、法律、金融、

密码技术领域专家，前往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开展调研，



调研范围覆盖了电子认证服务机构、注册机构、签约平台等

典型代表。充分了解行业实际发展情况，听取各地企业对《办

法》修订工作的建议，为修订工作夯实了实践基础。

（三）组织开展修订稿起草

加强基础研究，严格依据《电子签名法》等上位法规定，

充分考虑做好与商务部、国家密码管理局等部门发布的相关

规范性文件的衔接工作。坚持立足我国国情和行业发展阶段

性特点，充分吸收借鉴国外成熟经验及国内调研成果。2023

年 12月，完成《办法》（修订稿）。

（四）开展征求意见工作

2024 年 1 月—4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办法》（修订

稿），两次向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商务部、司法

部、国家密码管理局、市场监管总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征求意见，针对反馈意见进行认真研究

并修改完善。同时，面向电子认证服务机构和注册机构征求

意见，积极吸纳企业意见建议。2024 年 8月，完成《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三、修订的主要内容

修改《办法》总体框架，调整后的结构为：第一章是总

则，第二章是资质认定，第三章是行为规范，第四章是监督

管理，第五章是投诉举报，第六章是跨境互认，第七章是法

律责任，第八章是附则。主要修订情况包括：



（一）明确行政监管范围。通过明确监管外延，界定监

管的电子认证服务范围（第二条）。

（二）提升 CA 机构业务能力。一是调整 CA机构申请

条件（第五条、第六条）；二是完善行政许可审批程序（第

七条、第八条、第九条）；三是明确许可条件变更相关要求

（第十四条）。

（三）压实 CA 机构责任义务。一是明确 CA机构义务

范围（第二十条）；二是规定业务委托限制（第二十二条）；

三是规定服务网点要求（第三十条）。

（四）完善行政监管机制。一是发挥信息技术监管效能

（第二十九条）；二是形成部省联动监管体系（第三十三条、

第三十八条）；三是建立健全投诉举报处理机制（第四十条

至第四十六条）。

（五）规范行政处罚措施。一是新增未依法进行证书链

备案和重大事项报告的处罚情形（第五十二条）；二是细化

未依法开展业务的处罚情形（第五十三条）。

（六）合理设定退出机制。通过失信惩戒措施，依法依

规实施从业限制或行业禁入（第五条、第三十九条）。

（七）明确证书跨境互认核准。通过规定境外电子签名

认证证书互认核准程序，明确提交的材料以及互认程序（第

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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