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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多措并举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这场发布会给出解答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
日印发《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
见》，进一步夯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
发展基础。

意见有哪些亮点？如何构建覆盖
各类主体、制度规则统一、共建共享共
用的社会信用体系？在国新办4月2日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关部门负责人
作出解答。

把信用信息用好、用准、用到位

信用信息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
的基础。信用能不能发挥作用，关键看信
用信息能不能用好、用准、用到位。

“对于一些应用价值较高的数据，重
复归集的问题时有发生，浪费了大量资
源，降低了效率，还会影响数据聚合效应
的发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临
介绍，针对这一问题，将强化全国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总枢纽”
功能，开展信用信息归集共享质效评估，
提升信息共享水平。

在数据治理方面，李春临表示，将着
力加强数据的源头治理，完善信用信息标
准体系，建立不同的数据主题库，精准满
足不同需求，提高数据使用便利性。

数据流动起来，才能最大程度释放数
据要素价值。针对有序推动数据开放流

通，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依托全国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根据需求向部门和地方共享信
息，提供信用信息服务；另一方面，将制定
公共信用信息授权运营管理办法，依法依
规向信用服务机构开放信用信息。

强化行业信用信息归集共享

意见明确，推动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与行业信用信息系统深度联通、数据共享。

以交通运输领域为例，全国交通运输
信用信息系统已累计归集交通信用信息
35.7亿条，向社会提供5900多万条备查
信息，支撑各级主管部门更好掌握公路水
路经营主体异地经营执业情况。

交通运输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刘鹏飞
介绍，交通运输部与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已经建立了“总对总”共享通道，加强了
信息数据的有效交换。

“今年我们编制印发了交通运输公共
信用信息条目和规范，明确界定了信用信
息的归集范围和数据共享标准。”刘鹏飞
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动规范落地，逐步
做到“一地可查全国、异地实时共享”。

此外，交通运输部近年来持续推进以
信用评价为基础的分级分类监管工作。
刘鹏飞介绍，通过全面推动信用评价的全
覆盖、重点推动分级分类监管、创新推动
区域协同监管等举措，交通运输领域持续

拓展信用评价的应用范围，积极发挥了信
用便民惠企的作用。

提升守信小微企业融资便利性

意见提出，深入推进信用融资和信用
交易。

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对于提高小微企
业的融资可得性具有重要作用。金融监
管总局普惠金融司司长蒋平表示，要把归
集共享小微企业信用信息作为提升融资
可得性和便利性的重要抓手。

蒋平介绍，去年10月份以来，金融监
管总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建立“支持
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组织各地
开展企业走访对接。在工作推进中，许多
地区依托当地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综合金
融服务平台，开发了走访、申报、筛选、推
送、反馈等一系列线上模块，大幅提升走
访对接效率。

据统计，截至2025年2月末，全国普
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3.9万亿元，其中
信用贷款余额9.4万亿元，同比增长
25.8%。

蒋平表示，金融监管总局将继续会同
国家发展改革委做深做实“支持小微企业
融资协调工作机制”，推动加大信息共享
力度，加大首贷、续贷、信用贷的支持力
度，更好满足守信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

大力发展多层次征信市场

市场化征信机构是我国征信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意见明确，优化个人征信
市场布局，做优做精企业征信市场。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局长任咏
梅表示，围绕个人征信，人民银行按照“总
量控制、结构优化、适度竞争”的原则，先
后批设三家市场化个人征信机构，与征信
中心互为补充、协同发展。2024年，个人
征信机构提供信用评分、信用画像、反欺
诈等各类征信服务700多亿次。

聚焦企业征信，人民银行引导企业征
信机构整合企业各类涉企信用信息，为金
融机构提供专业化、特色化的征信产品和
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征信机构参与
融资信用服务平台运营。

数据显示，2024年，154家企业征信机
构提供各类征信服务365亿次；截至2024
年末，征信平台已累计服务各类经营主体
近700万家，促成融资规模突破24万亿元。

任咏梅表示，人民银行将按照意见部
署，加大对科技创新、普惠小微、绿色发展
等领域的征信支持力度，深化大数据、人
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在征信领域的应
用，并构建严密有效的征信监管体系，推
动征信业依法合规健康发展。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将生产安全事故每人死亡伤残责任
全国最低保障限额由30万元提升至40万
元，覆盖全体从业人员、保险金额实行同
一标准……安责险保障力度再升级。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金融监管总局等
七部门4月2日对外发布新修订的《安全生
产责任保险实施办法》，提高安责险保障额
度，扩大保障范围，完善事故预防服务机
制，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什么是安责险？
安责险是对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人

身伤亡、财产损失等进行赔偿的保险。实
施办法明确，应当投保安责险的单位包括
从事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
输、建筑施工、民用爆炸物品、金属冶炼、
渔业生产等高危行业、领域生产经营活动
的单位。

小险种，大作用。2024年，我国安责

险保费收入179亿元，占财产险保费收入
的1.06%。规模比例虽然不大，面对安全
生产事故这样的大事，安责险却发挥了重
要的保障作用。

应急管理部、金融监管总局有关司局
负责人介绍，2017年我国发布《安全生产
责任保险实施办法》。安责险制度实施以
来，在经济补偿和事故预防方面发挥了积
极作用。为落实2021年修订的安全生产法
相关规定，切实解决安责险工作中存在的
投保覆盖不充分、事故预防服务机制不畅
等问题，七部门对实施办法进行了修订。

修订后的实施办法实现了多方面保
障升级——

保障额度提升。将生产安全事故每
人死亡伤残责任全国最低保障限额由30
万元提升至40万元，各地可在全国最低
保障限额之上，结合实际确定当地最低保

障限额。据了解，目前有的地区最低保障
限额已达80万元。

保障范围扩大。明确了安责险应当覆
盖投保企业全体从业人员，将临时聘用人
员、被派遣劳动者等有用工关系的人员纳
入从业人员范畴，保险金额实行同一标准，
不得因用工方式、工作岗位等差别对待。

理赔服务优化。提出建立重大或典
型事故快速理赔机制和预付赔款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在事故后端提供
理赔服务的安责险，此次“向前走了一
步”，在事故预防服务机制方面有所完善。

保险机构可协助被保险人开展安全
生产宣传教育培训、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
患排查等事故预防工作，被保险人应当配
合并及时进行整改。实施办法还明确要
求，保险机构应当依据相关规定和合同约
定，按照不高于安责险实际收取保费的

21%投入事故预防服务费用。
为确保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保险业已定下“时间表”——
金融监管总局将指导中国保险行业

协会开展配套建设，包括制定发布安责险
行业标准条款、理赔实务规程、行业自律
公约，建立专家库。同时还将建设全国安
责险信息共享平台，对安责险信息进行归
集和分析，提供保险机构和保单信息查询
等服务。

记者了解到，安责险行业标准条款、
理赔实务规程、行业自律公约的制定都力
争在今年上半年完成。

安全生产保障不断升级，将为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也将助力推动
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更好
发挥保险业的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
功能。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以为快退休了，收点、拿点不会有问
题，侥幸心理害了自己”“为了利益用金钱
拉拢腐蚀他们，结果害人害己”……近日，
成都市武侯区华兴街道召开警示教育大
会，组织全体干部职工集中观看警示教育
片《拆迁之殇》。片中，武侯区金花桥街道
原四级调研员曾某、金花桥街道花龙门社
区拆迁户帅某等人“现身说法”，让参会人
员深受警醒。

此前，帅某为让违法搭建的建筑物获
得拆迁补助，向负责土地拆迁工作的曾某
等人行贿。曾某利用职务之便，将违法搭
建的建筑物纳入拆迁范围，给国家财产、
人民群众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最终，曾某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因犯受贿罪、滥用职
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
60万元。帅某因犯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十一年，并处罚金200万元。所涉财物
全部追缴。

在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题集中整治中，全省纪检监察机关紧盯群
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特别是权力集
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重点领域，强化
受贿行贿一起查。武侯区纪委监委将土
地拆迁领域突出问题作为专项整治重点，
严肃查处受贿人员36人、行贿人员8人，
及时追缴非法所得，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
近1亿元。

“行贿与受贿相伴而生，只查受贿不
查行贿，行贿人就会肆无忌惮、越发猖獗；
只查行贿不查受贿，腐败问题就会越来越
严重。”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
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既“零容忍”惩治受
贿问题，又持续加大行贿行为查处力度，紧

盯向多人行贿、多次行贿、巨额行贿等重点
问题，有效压缩“围猎”与甘于被“围猎”的
空间，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2024
年，全省共立案行贿人员1259人。

实践中，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查
受贿带行贿、查行贿带受贿”双向查处机
制，在对行受贿案件进行审理处置时，综
合考虑行贿金额和次数、行贿人的主观恶
性、造成的危害后果、认错悔过态度等因
素，准确适用法律、把握政策，加强对行贿
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实事求是、宽严
相济，严格依规依纪依法，确保对行贿犯
罪精准打击，着力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
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以医药领域为例，在四川省人民医院
原副院长童某严重违纪违法案中，纪检监
察机关查处行贿人14人，将1名多次行
贿、向多人行贿的行贿人移送司法机关；
在乐山市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原主
任周某案中，查处行贿人22人，将2名长期

“围猎”党员干部的行贿人移送司法机关。
在此过程中，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

关、审判机关、公安机关、市场监管部门等
单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作配合，形成
联合惩治行贿工作合力，健全完善协作配
合工作机制，对行贿所得不正当财产性利
益和非财产性利益依法予以追缴和纠正，
让行贿人付出沉重代价，最大程度为国家
挽回损失。

与此同时，四川强化对重点行贿人的
联合惩戒机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根据
行贿人的主体身份和行贿所涉领域等，及
时向相关单位通报，相关单位依规依纪依
法可对行贿人进行组织处理、行政处罚，
同时加强与公安、发改、财政、住建、金融
等部门协作，对行贿单位及行贿人在市场
准入、经营资质、投标资格等方面作出限
制性规定，形成“一次违法，多方受限”的
惩戒格局。
黄彭白晓凤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芯

事关安全生产！七部门出手升级安责险保障力度

四川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突出问题，强化受贿行贿一起查

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