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制度建设总体方案
发展改革委 中央编办 民政部 财政部
人民银行 税务总局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和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要

求，为理顺代码管理体制机制，建立覆盖全面、稳定且唯一的以组织机构代码为

基础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以下简称统一代码）制度，提出本方

案。

一、基本情况

（一）现有主要机构代码构成。

我国现有机构代码分为两类。一是“原始码”，即由登记管理部门在法人和

其他组织注册登记时发放的代码，主要包括工商部门的工商注册号、机构编制部

门的机关及事业单位证书号、民政部门的社会组织登记证号等。二是“衍生码”，

即在法人和其他组织注册后，相关部门发放的管理码，如组织机构代码管理部门

的组织机构代码、人民银行的机构信用代码、税务总局的纳税人识别号等。

1.组织机构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管理部门编制的组织机构代码共 9 位，包含本体代码（8 位）

和校验码（1 位）两个部分。

2.工商注册号。

工商部门编制的工商注册号共 15 位，包含首次登记管理机关代码（6 位）、

顺序码（8 位）和校验码（1 位）三个部分。

3.事业单位证书号。

机构编制部门编制的事业单位证书号共 12 位，包含举办单位类别（1 位）、

核准登记的机关（6 位）、同一机关辖内不同事业单位（5 位）三个部分。

4.社会组织登记证号。

民政部门编制的社会组织登记证号是汉字和阿拉伯数字的组合。



5.机构信用代码。

人民银行编制的机构信用代码共 18 位，包含准入登记管理机构类别（1 位）、

机构类别（2 位）、行政区划（6 位）、结算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标识位（8

位）、校验码（1 位）五个部分。

6.纳税人识别号。

税务部门对已申领组织机构代码的纳税人编制的纳税人识别号共 15 位，包

含行政区划码（6 位）和组织机构代码（9 位）两个部分。

（二）现有机构代码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机构代码不统一，缺乏有效协调管理和信息共享工作机制，大多数

代码仅应用于各部门内部管理，一些部门信息数据相互割裂封闭，存在信息孤岛

问题。各类机构代码长度、含义、作用不同，有的部门如工商、民政、机构编制

部门等，在法人和其他组织成立时赋码；有的部门如人民银行、税务部门等，在

行使管理职能过程中再次赋码。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设立和办理相关业务时，需到

多个部门申请代码，有的还收取费用。多个代码共存现象较为普遍，影响了同一

主体信息比对，增加了社会负担，降低了行政效率。

二、统一代码设计方案

（一）基本原则。

1.兼容并蓄，降低成本。以当前基础较好、应用广泛的组织机构代码为基础，

最大限度满足各部门管理需求，降低另建及改造成本，减轻社会负担。

2.统一标准，分步实施。制定统一代码制度建设相关标准，确定代码位数和

构成。设立过渡期，实现现有各类机构代码逐步向统一代码过渡。

3.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以满足需求、便利管理为导向，制定适合当前各部

门兼容使用的编码规则，为将来各部门之间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打好基础。

（二）统一代码构成。

从唯一、统一、共享、便民和低成本转换等角度综合考虑，统一代码设计为



18 位，由登记管理部门代码、机构类别代码、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区划码、主体

标识码（组织机构代码）、校验码五个部分组成（见附件）。为便于行业管理和

社会识别，统一代码的第一、二、三部分体现了登记管理部门、机构类别和登记

管理机关行政区划，兼容了当前各登记管理部门行之有效的有含义代码功能。为

保证唯一性和稳定性，第四部分设计为主体标识码（组织机构代码），充分体现

了以组织机构代码为基础建立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的要求。为

防止出现错误，第五部分设计为校验码。

第一部分（第 1 位）：登记管理部门代码，使用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母表示。

例如，机构编制、民政、工商三个登记管理部门分别使用 1、2、3 表示，其他

登记管理部门可使用相应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母表示。

第二部分（第 2 位）：机构类别代码，使用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母表示。登

记管理部门根据管理职能，确定在本部门登记的机构类别编码。例如，机构编制

部门可用 1 表示机关单位，2 表示事业单位，3 表示由中央编办直接管理机构编

制的群众团体；民政部门可用 1 表示社会团体，2 表示民办非企业单位，3 表示

基金会；工商部门可用 1 表示企业，2 表示个体工商户，3 表示农民专业合作社。

第三部分（第 3—8 位）：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区划码，使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例如，国家用 100000，北京用 110000，注册登记时由系统自动生成，体现法

人和其他组织注册登记及其登记管理机关所在地，既满足登记管理部门按地区管

理需求，也便于社会对注册登记主体所在区域进行识别。（参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区划代码》〔GB/T 2260—2007〕）

第四部分（第 9—17 位）：主体标识码（组织机构代码），使用阿拉伯数

字或英文字母表示。（参照《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GB 11714—1997〕）



第五部分（第 18 位）：校验码，使用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母表示。

（三）统一代码的主要特性。

1.唯一性。统一代码及其 9 位主体标识码（组织机构代码）在全国范围内是

唯一的。一个主体只能拥有一个统一代码，一个统一代码只能赋予一个主体。主

体注销后，该代码将被留存，保留回溯查询功能。例如，一个主体由事业单位改

制为企业，按照法定程序，需依法注销该事业单位，再设立新企业。新设立企业

是一个新主体，需赋予新的统一代码。

2.兼容性。统一代码最大程度地兼容现有各类机构代码，既能体现无含义代

码的稳定可靠，又能发挥有含义代码便于分类管理的作用，最大程度地减少改造

成本。统一代码在第二、三部分设计了机构类别代码和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区划码，

与工商注册号、事业单位证书号、机构信用代码相应部分含义一致。第四部分主

体标识码采用组织机构代码，保证了统一代码与组织机构代码有效衔接。

3.稳定性。统一代码一经赋予，在其主体存续期间，主体信息即使发生任何

变化，统一代码均保持不变。例如，法人和其他组织迁徙或变更法定代表人、经

营范围等，均不改变其统一代码。

4.全覆盖。统一代码制度实施后，对新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注册登记

时发放统一代码；对已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适当方式换发统一代码，实

现对法人和其他组织全覆盖。

三、统一代码制度改革方案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机构代码制度改革的总目标是建立覆盖全面、

稳定且唯一的统一代码制度，实现管理从多头到统一转变、资源从分散到统筹转

变、流程从脱节到衔接转变，为转变政府职能、提升行政效能、减轻法人和其他

组织负担奠定基础。



（一）明晰权责，加强协同。

国家标准化管理部门会同登记管理部门、组织机构代码管理部门负责制定统

一代码国家标准。组织机构代码管理部门负责管理统一代码资源，建设和运行维

护统一代码数据库，为各部门提供信息服务，加强统一代码赋码后的校核。登记

管理部门负责在法人和其他组织注册登记时发放统一代码，并将基本登记信息及

其变更情况及时提供给组织机构代码管理部门。组织机构代码管理部门会同登记

管理部门建立统一代码重错码核查和信息共享机制，定期通报赋码和信息回传情

况。

（二）源头赋码，全面覆盖。

对新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注册登记时发放统一代码，标注在注册登记

证（照）上。法人和其他组织由现行的注册登记代码、组织机构代码分别申领办

理，改为一次申领办理，取得唯一统一代码；由现行自愿申领组织机构代码，改

为源头赋统一代码，形成准入登记与赋码同步完成机制，确保统一代码覆盖所有

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预赋码段，回传信息。

统一代码中的 9 位主体标识码由组织机构代码管理部门先按 5 年需求（含

存量），一次性向国家登记管理部门预赋足量、连续的组织机构代码码段，各级

登记管理机关按规则在办理注册登记时向法人和其他组织实时赋统一代码，赋码

后将统一代码及相关信息按规定期限回传统一代码数据库，及时向社会公开并与

其他部门共享。信息回传周期采取分类管理方式，具备网络条件的登记管理机关

回传周期为 1 个工作日，不具备网络条件的登记管理机关回传周期为 7 个或 10

个工作日，具体由登记管理部门与组织机构代码管理部门商定。各省（区、市）

登记管理部门应向同级组织机构代码管理部门提供具备网络条件的各级登记管

理机关名录并及时更新。统一代码制度实施后，每年对实施情况开展监测；5 年



后组织专家对赋码方式开展终期评估，根据实施情况和专家意见，建立赋码工作

长效机制。

（四）平稳过渡，有序推进。

本方案实施后，各有关部门应尽快完成现有机构代码向统一代码过渡。短期

内难以完成的部门可设立过渡期，在 2017 年底前完成。有特殊困难的个别领域，

最迟不得晚于 2020 年底。在过渡期内，统一代码与现有各类机构代码并存，各

登记管理部门尽快建立统一代码与旧注册登记码的映射关系，保证信息在全国统

一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等实现互联共享，同时对本方案实施前已设立的法人和

其他组织换发统一代码，逐步完成存量代码和登记证（照）转换。未转换的旧登

记证（照）在过渡期内可继续使用。过渡期结束后，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登记管理

部门的旧登记证（照）停止使用，全部改为使用登记管理部门发放、以统一代码

为编码的新登记证（照）。

四、组织实施

建立由发展改革委牵头的协调机制，解决本方案实施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本

方案由登记管理部门会同组织机构代码管理部门按照不同领域分期分批实施。工

商部门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其他登记管理部门在 2015 年底前实施。

本方案实施前，有关部门要做好制定统一代码标准、改造注册登记系统、预赋和

分配码段等工作。推动制定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条例，形成实施统

一代码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统一代码制度建设所需经费纳入同级政府预算。对新

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发放统一代码，以及对已设立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换发统一

代码，均不收取费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本方案的宣传解读

和舆论引导。

附件：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构成



附件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构成
代码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代码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说明

登

记

管

理

部

门

代

码

1

位

机

构

类

别

代

码

1

位

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区划码 6 位 主体标识码（组织机构代码）9 位

校

验

码

1

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