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加快推进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社会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制度安排。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了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方向和目标。我国“十一五”规划提出，以完善信贷、纳税、

合同履约、产品质量的信用记录为重点，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2007 年召开

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以信贷征信体系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加快建立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基本框架

和运行机制。

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是整顿和规

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当前，恶意拖欠和逃废银行债务、逃骗偷税、商业

欺诈、制假售假、非法集资等现象屡禁不止，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对于打击

失信行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稳定和发展，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

序，保护群众权益，推进政府更好地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

服务的职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几年，一些部门和地区相继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总

体看，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面对新的形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任务艰巨，时间紧迫，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

明确任务，加强协调，确保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顺利进行。



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和基本原则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法制为基础，信用制度为核心，以健全信贷、纳税、合

同履约、产品质量的信用记录为重点，坚持“统筹规划、分类指导，政府推动、

培育市场，完善法规、严格监管，有序开放、维护安全”的原则，建立全国范围

信贷征信机构与社会征信机构并存、服务各具特色的征信机构体系，最终形成体

系完整、分工明确、运行高效、监管有力的社会信用体系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

结合我国实际，明确长远目标、阶段性目标和工作重点，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

同政策，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要加大组织协调力度，

促进信用信息共享，整合信用服务资源，加快建设企业和个人信用服务体系。要

坚持从市场需求出发，积极培育和发展信用服务市场，改善外部环境，促进竞争

和创新。要抓紧健全法律法规，理顺监管体制，明确监管责任，依法规范信用服

务行为和市场秩序，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要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扩大对外开

放，积极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促进信用服务行业发展，满足市场需要，

维护国家信息安全。

三、完善行业信用记录，推进行业信用建设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涉及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

费是社会信用关系发展的基础，社会信用体系的发展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市场

化程度相适应。根据我国的国情和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针对我国市场经

济秩序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完善信贷、纳税、合同

履约、产品质量的信用记录，推进行业信用建设。

行业信用建设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企业和个人自律，



形成有效的市场约束，具有重要作用。要依托“金税”、“金关”等管理系统，

完善纳税人信用数据库，建立健全企业、个人偷逃骗税记录。要实行合同履约备

案和重大合同鉴证制度，探索建立合同履约信用记录，依法打击合同欺诈行为。

要依托“金质”管理系统，推动企业产品质量记录电子化，定期发布产品质量信

息，加强产品质量信用分类管理。要继续推进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建设和价格信用

建设。要发挥商会、协会的作用，促进行业信用建设和行业守信自律。国务院有

关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和实际工作需要，抓紧研究建立市场主体信用记录，实行

内部信用分类管理，健全负面信息披露制度和守信激励制度，提高公共服务和市

场监管水平。各部门要积极配合，及时沟通情况，建立信用信息共享制度，逐步

建设和完善以组织机构代码和身份证号码等为基础的实名制信息共享平台体系，

形成失信行为联合惩戒机制，真正使失信者“一处失信，寸步难行”。

四、加快信贷征信体系建设，建立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是社会信用信息的主要提供者和使

用者。要以信贷征信体系建设为切入点，进一步健全证券业、保险业及外汇管理

的信用管理系统，加强金融部门的协调和合作，逐步建立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

促进金融业信用信息整合和共享，稳步推进我国金融业信用体系建设。各地区、

各部门要积极支持信贷征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充分利用其信用信息资源，加强

信用建设和管理。信贷征信机构要依法采集企业和个人信息，依法向政府部门、

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提供方便、快捷、高效的征信服务。

五、培育信用服务市场，稳妥有序对外开放

要加大诚实守信的宣传教育力度，培育全社会的信用意识，树立良好的社会信用



风尚。要鼓励扩大信用产品使用范围，培育信用服务市场需求，支持信用服务市

场发展。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培育和发展种类齐全、功能互补、依法经营、有

市场公信力的信用服务机构，依法自主收集、整理、加工、提供信用信息，鼓励

信用产品的开发和创新，满足全社会多层次、多样化、专业化的信用服务需求。

政府信息公开是信用服务市场发展的基础。各部门、各地区在保护国家机密、商

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要依法公开在行政管理中掌握的信用信息。地方人

民政府要进一步推进本地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充分利用信贷、纳税、合同履约、

产品质量的信用记录，改善地方信用环境，减少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具备条件

的地区，可以本着节约高效、量力而行的原则，积极探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有

效方式和途径。

在严格监管、完善制度、维护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循序渐进、稳步适度地开放信

用服务市场，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关于一般例外

及安全例外的原则，基础信用信息数据库建设、信用服务中涉及信息保护要求高

的领域不予开放。

六、完善法律法规，加强组织领导

完备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体系，是信用行业健康发展的保障。要按照信息共享，

公平竞争，有利于公共服务和监管，维护国家信息安全的要求，制定有关法律法

规。要坚持规范与发展并重的原则，促进信用服务行业健康发展。要严格区分公

共信息和企业、个人的信用信息，妥善处理好信息公开与依法保护个人隐私、商

业秘密和国家信息安全的关系，切实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要加快信用服务行业

国家标准化建设，形成完整、科学的信用标准体系。

透明高效的监管体制是信用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为加强统筹协调，由国务



院办公厅牵头建立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指导推进有关工

作。按照统一领导、综合监管的原则，根据具体业务范围和各部门的职责分工，

分别指定有关部门具体负责日常监管，落实监管责任。有关部门要依法严格市场

准入，监督和管理信用服务机构，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完善市场退出机制，维护

市场秩序，防止非法采集和滥用信用信息，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和信用服务市场健

康发展。

                           

国务院办公厅

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