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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监管首入政府工作报告
将如何助力营商环境优化？
◎本刊记者  胡俊超  张越男  刘芳／文

2 0 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推进“双随机、一公开”

跨部门联合监管，推行信用监管和“互

联网+监管”改革。“信用监管”首次

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意味着以信用为

核心的新型监管机制迈入新阶段。信用

在营商环境优化进程中发挥着什么样的

作用?信用建设进展和下一步工作重点

是什么？信用监管如何更好地助力营商

环境优化？记者进行了采访。    

信用建设是支撑营商环境优化的重

要抓手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大

力推进改革开放，加快建立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放宽市场准

入，加强公正监管，打造法治化、国际

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让各类市场主

体更加活跃。     

 全国人大代表、致公党中央委

员、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邵志清表示，

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在于法治和信用。

法治用来保障市场公平性，信用则体现

出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合同签订之后

要履约。    

“牢牢把握住了法治意识和契约精

神，优化营商环境就有了支撑。”邵志

清代表说，信用建设正是支撑政府职能

转变、深化“放管服”改革和营商环境

提升的重要抓手。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安康市委副

书记、市长赵俊民认为，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对营商环境十分重要，尤其是政务

诚信。“政府的所作所为、一举一动具

有很强的风向标作用，要想把社会诚信

树立起来，政府的诚信是第一位的。地

方政府与市场主体签约一定要审慎，做

到依法依规。”赵俊民说。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政府要

带头讲诚信守契约，决不能“新官不理

旧账”，对拖欠企业的款项年底前要清

偿一半以上，决不允许增加新的拖欠。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政务诚信连续第三

年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其在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中的关键地位日益凸显，成

为营商环境优化的基础。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但

任务依然艰巨

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新闻发言

人郭卫民介绍说，自2014年国务院《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出台后，各有关部门加快推进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郭卫民表示，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

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了中央

部门、省区市和市场机构信息披露和

信息公示的互联互通。开设了“信用中

国”网站，这个网站对公众开放，对法

院“执行难”、欠税不还等严重失信行

为发挥了很大的震慑作用。在税务、工

商、法院执行、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

全等领域建立了一系列的联合激励和惩

戒机制。   

“尽管目前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工作格局逐步形成，并取得初步进展，

但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领域失信问

题高发频发的态势未能得到根本性遏

制。” 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罗卫红说，电信网络诈骗、

虚假广告信息、“老赖”、金融领域欺

诈、制假售假等问题依旧突出。部分领

域呈现出精准化、智能化、场景化、规

模化、群体化趋势，社会危害性、影响

面不断扩大，不断侵蚀着社会诚信的堤

坝。   

针对当前失信问题高发态势，国家

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表示，失信问

题屡禁不止，正是当前全面加强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当前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要从根本上扭转失信问题高发的态势需

要标本兼治。下一步的措施将突出“三

个着力”：着力加大失信联合惩戒力

度，着力拓展守信联合激励，着力构建

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监管机制。   

信用监管将推动营商环境不断改善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推进

“双随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监管，

推行信用监管和“互联网+监管”改

革。这是“信用监管”首次被写入政府

工作报告，意味着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

监管机制迈入新阶段。

“信用监管是有效监管、按需监

管，是事中事后监管，是实施事前告知

承诺、事中评估分类、事后联动奖惩全

过程进行信用管理的监管模式。”邵志

清代表说，它可以使得政府从大量执法

性检查、运动式监管这种传统监管方式

中解放出来。   

邵志清代表认为，事前告知承诺，

就是事前要告诉市场主体有哪些“负

面清单”，各自的职责是什么，政府和

市场主体都要做出相应承诺；事中评估

分类意味着事中要有预警机制，如果发

现市场主体画像亮了“黄灯”，要及时

干预；事后联动奖惩，意味着事后要有

“奖”和“惩”，而且政府部门要联动

奖惩。    

信用监管是与我国商事制度改革相

适应的新型监管机制。商事制度改革为

企业注册提供便利，我国市场主体大幅

增加，信用监管顺应了事中事后监管的

新趋势。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茅表示，

在商事制度改革当中，“放管服”实行

了“双随机、一公开”的企业新型监管

制度，今年要实行国务院16个部门的联

合“双随机、一公开”检查，这既有利

于促进企业自律，也大大减轻企业监管

成本。   

“我们会按照政府工作的要求，今

年在商事制度改革方面再进一步拓展成

果，更好地为企业创立一个公平竞争的

良好环境。”张茅说。    

可以预见，在“放管服”改革和商

事制度改革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信用

监管将推动营商环境不断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