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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公文处理单 在注:开
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 o不于公开

来文单位 : 中编办 收文时间 : ，l Vl ~ ，.J 月 飞

标题!Æ于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来文要点和处室拟办意见. : 

为加快推进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应用工作，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

中编办制定了《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的若干意见))，现

予以印友，要求结合工作职责，认真贯彻实施.

拟先请省政府金融办会文，再呈请省政府分管领导审示后，转请省发改

委、人行南昌中心支行、省编办，抓好贯彻落实.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文件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发改财金 [2013 )920 号

主f383 

关于印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中央编办


关于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用记录


和信用报告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十八大精神以及国务院第 

176 次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应用工作 ，特

制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中央编办关于在行政管理事项

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的若干意见~ ，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工



作职责，认真贯彻实施。

附件: <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中央编办关于在行政管

理事项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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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家发展建立革委 λ盹器有中失锚事

关于在括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蜡 i己革

和信盟报告的若干革现

在有政管理事项中使用倍;若记录和信爵毅告是发挥政府在社

会信建体系建设中示革带头作用的重要举措;是有效培商市场信

黑需求，提升社会读信意识和提高政府行政管理规莲化、科学化水

平的重要手段;是推动完善倍思主体信;在记录、培育发展信爵攘务

市场和建立键会失信联合忽戒轧锐的迫切要求。为切实接动各握

政府、各相关部门在有政管理察项中使黯信用记录和借用报告，现

装盘如下意晃:

…、建立窍藉桂会锚用主体穰用语录

建立完善社会馆后主体借用记录是各摄政府、各相关部门在

抒政管壤事项中使黑信用记录和信用提合的基础较工作。各地军

要对本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倍踊信葱进行整合乡形成就一的信肝

苦息共享平台。各相关部门要结合圈家政务信息位工程建设，完

替行业信南信怠记录，加装靠进行堂内借用信息互联互通。各地

方、各部门要大力撞进政府倍惠公开，支持桂 f音机构提整市场信是

求，依法采集个人、企业、事业麟位及其他社会绍织的信嬉信息，

建立信爵信患数据库，提琪专业生的任信服务。要加诀建立究辛辛



重点领域社会成员信用记录，疏通信用信息来源渠道。

二、切实发挥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的

作用

各级政府、各相关部门应将相关市场主体所提供的信用记录

或信用报告作为其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对守信者，应探索

实行优先办理、简化程序、"绿色通道"和重点支持等激励政策;对

失信者，应结合失信类别和程度，严格落实失信惩戒制度。

对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医疗卫生、工程建设、

教育科研、电子商务、股权投资、融资担保等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

利益、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点领域，各级政府、各相

关部门应率先推进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相关市场主体的信用记

录和信用报告。

三、探索完善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的

制度规范

各级政府、各相关部门应结合地方和部门实际，在政府采贿、

招标投标、行政审批、市场准入、资质审核等行政管理事项中依法

要求相关市场主体提供由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出具的信用记录或

信用报告。

各级政府、各相关部门应根据履职需要，研究明确信用记录或

信用报告的主要内容和运用规范。

四、充分发挥征信市场在提供信用记录方面的重要作用

征信机构应根据市场需求，对外提供专业化的征信服务，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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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信用服务产品创新，依法推进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信用信息交

换与共享，提供符合社会各种需求的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

征信业管理部门应切实加强对征信机构的监管，为口大对征信

机构的培育力度，促进征信机构规范发展，加快建立健全征信机构

及其从业人员信用记录，突出强调征信机构的自身信用建设，确保

征信机构出具的相关市场主体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真实、可信。

五、不断健全全社会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的联动机制

各级政府、各相关部门要树立大局意识，把在行政管理事项中

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工作纳入重要工作日程。要加强协同配

合，推动形成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跨部门、跨区域应用的联动机

制。要通过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在行政管理事项中的联合应用，

逐步建立健全全社会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联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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