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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进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一体化”的

建议

公共信用信息是征信体系和诚信社会的基础和重要内容，目

前社会信用体系尚不完善，失信成本低，而公共信用信息共享能

够有效增强人们的信用意识，激励企业和个人的守信行为，并约

束、惩戒失信者，营造社会诚信环境，降低社会治理和市场交易

成本。由于各类公共信用信息分散在各信息主管部门，导致数据

碎片化、流通不充分，易造成公共信息资源的浪费。为此，打通

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之间的信用信息数据，推行“一

体化”共享平台，非常有必要性。

因此建议：

一、联合各信息主管部门进行“一体化”公共信用信息共享

联合法院、公安、税务、工商、银行等掌握公共信用信息的

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将公共信用信息报送统一信用平台，信息

经归集、处理后接入平台端口，可根据信息主体的不同内容区分

设置不同信息模块，例如司法失信、行政处罚、行政奖励、贷款

逾期等，实现各部门信用信息共享、公示、流通、监控等多重功

能。

二、对原始信用信息进行处理，实现信用信息共享和隐私保

护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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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对原始信用数据进行处理形成信用报告等产品，例如以

对信息主体进行信用评级、信用评分的方式来代替直接公开原始

信息，既能保护信息主体的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又能恰当地实

现对其信用信息评价共享的目的和效果。

三、同步建立信用修复机制，定期更新公共信用信息

若信用信息记载有误，或是有不良信用记录的相关主体主动

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了不良后果，可以向共享平台或认定失信行

为的单位提出修复申请并提交相应的证据材料，最终由认定单位

移除或终止公示失信信息。共享平台亦应定期更新公共信用信息，

以保障信息准确性和公平性。

四、落实法律保障和网络信息安全保护

为保障公共信用信息的合法用途，需对信息查询主体进行身

份实名认证且明确使用目的，并在后台保存查询记录。这不仅能

够让被查询主体了解自己的信用信息使用情况，而且为监管部门

的监督检查提供了便利，以进一步查证频繁的异常的信息查询行

为，依法对滥用信用信息的人员进行处理，使其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