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2021年工作要点》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坚持“政府推动、社会共建，制度先行、以用促建”的工作思路，

主动作为，开拓创新，深化“成渝双城经济圈”社会信用体系合作，推动四川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工作再上新台阶。



（一）加强信用法规制度建设

● 加快开展《四川省社会信用条例》调研、座谈、论
   证、听证等工作，广泛征求政府部门、专业机构及社  
   会各界意见建议，高质量推动地方信用立法。

● 积极研究制定《四川省社会信用服务机构管理办法
   （试行）》等规范性文件。

● 配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编制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
   录和全国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



（二）加快全省信用信息“一张网”建设

● 完成省社会信用信息平台（二期）项目建设，
   推动市（州）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和门户网站建设。

● 通过数据加工、数据整合、数据关联，逐步建立上
   联国家、下联市（县）、横联部门（单位）的信息
   归集、共享、应用一体化的社会信用信息“一张网”。



（三）加快推广信用承诺和告知承诺制

● 建立信用承诺制度，针对有代表性的证明、审批事项开展告知承诺制试点，积极总结推广
   内容规范、方便可用的证明事项告知承诺标准和规范，加快形成标准公开、规则公平、预
   期合理、各负其责、信用监管的治理模式，推动主体自律，逐步实现从“要求市场主体讲
   信用”向“市场主体自觉讲信用”转变。



（四）开展重点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

● 坚持问题导向，组织开展电信网络诈骗、考试作弊、
   骗取社保、法院判决不执行以及互联网信息服务、防
   疫物资产品质量和市场秩序、扶贫脱贫、交通运输、
   金融等重点领域失信问题的专项治理工作。

● 认真抓好“屡禁不止、屡罚不改”严重违法失信行
   为以及信用服务机构失信问题两项重点专项治理行动。
    完成失信约束措施清理规范工作。



（五）健全和完善信用修复机制

● 坚持“重权益、重标准、重程序、重效率”原则，
   不断完善信用修复机制。

● 严格遵照程序，公开、透明开展信用修复。

● 加强信用修复信息的归集共享和协调联通，在规定
   时限内办结符合条件的信用修复申请。

● 建立政府不同部门之间、政府与第三方信用服务机
   构之间协同联动机制，推动实现信用修复“一网通办、  
    结果互认”。



（六）全面加强“双公示”工作

● 依托省社会信用信息平台（二期）双公示数据报送

   系统，推进与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其他相关省级

   部门业务系统和各市（州）信用信息平台的互联互通，

    实现双公示数据共享、更新、修复的自动对接，确

    保关键字段信息的准确性、时效性和完整性，坚持

   “应归尽归、应示尽示”，提高“合规率”。

● 强化绩效考核，建立“按月通报、按季评估”制度，

   加强督促检查，开展迟报瞒报问题专项治理，持续提

   高“双公示”工作质量。



（七）创新“信易+”场景应用

● 以“信用中国（四川）”、“天府信用通”等平台为基础，对接全国“信易
   贷”平台，加强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和信用服务机构联动，发挥“白名单”
   机制作用，建立多元化中小微企业融资风险缓释和共担机制，不断扩大“信
   易贷”规模，切实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

● 创新开展农村经济主体信息共享和信用评定，强化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助推乡村振兴。

● 持续拓展税务、交通、医疗、文旅等领域“信易+”应用场景。



（八）弘扬诚信文化

● 深入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社会信用

   宣传教育和诚信创建

   活动。加强青少年诚

   信教育。

● 积极发挥成都市、泸

   州市全国信用示范城

   市引领作用，支持绵

   阳市、眉山市、自贡

   市争创全国信用示范

   城市。

● 开展“诚信企业”“诚
   信企业家”“诚信兴商
   宣传月”等评选宣传活
   动，营造诚实守信良好
   环境。联合重庆市开展
 “川渝信用应用创投大赛”
   活动。

● 依托网络、新媒体，

    加强信用政策法规

    和诚信模范宣传。



（九）加强成渝信用一体化建设

● 加强与重庆市发展改革委沟通协调，逐步统一成渝地区区域信用政策法规制度和标准体系，推动两地
   社会信用一体化建设。

● 加强两地信用信息平台互联，在双方社会信用信息门户网站设立“双城经济圈‘放管服’改革专区”，
   及时发布更新川渝两地放管服改革、信用工作动态。

● 加强数据共享，梳理并共享两地现有联合奖惩备忘录、联合奖惩措施清单、红黑名单数据等。

● 加强标准共建，依托国家指标体系联合编制《川渝省级公共信用信息补充目录》。



（十）加强诚信人才培养

● 探索建设省级社会信用专家库。

● 依托高校、研究机构、信用服务机构等，加强信用
   立法、信用应用、信用修复等业务培训，提升信用工
   作人员能力和素质。

● 支持相关高等院校开展信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加强信用基础人才培养储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