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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决定》提出：“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是信用经济和法治经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是现代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

展、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增强国家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国社会信用体系日臻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

制度基本形成，信用观念逐步深入人心，知信、守信、用信意识

不断增强，信用在优化营商环境、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升

政府治理和服务效能、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与此同时，社会信用体系仍存在制度规则不够统一、信

用信息共享开放不足、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不健全、市场化

社会化应用不深、信用监管效能有待进一步提升等问题，需要进

一步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弘扬诚信文化，健全诚信建

设长效机制，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性支撑。

第一，这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石，社会信用正在成为维系市场经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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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主体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纽带。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的基本

法则，良好的信用关系是激发经济活力的重要基础，也是促进国

民经济持续健康运行的基本保证。诚信是商品和服务大范围流通

交易、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基本条件，货畅其流、商行天下，

靠的就是信用商誉。生产力水平越高，市场化程度越深，对社会

信用的要求也越高，健全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

的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

第二，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社会信用体系和

依法治国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一方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和支撑。

社会信用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重

要组成部分，致力于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这一体

系的构建和运行，离不开法治化水平的持续提升，以法治保障信

用。另一方面，法律的有效实施需要相应的社会信用依托，需要

社会风尚和道德水平的整体改善。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的健

全，将有力地提升全社会的诚信意识、规则意识和法律意识，提

升全民的道德素养，从而为全面依法治国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第三，这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迫切需要。优化营商环境，

重点在于培育各类主体契约精神，形成守信用信自觉意识，构建

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一方面，政府机关要守信用信。

强化政务诚信建设，兑现和履行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和订立的各

类合同，增强政府公信力。创新信用治理理念，构建守信联合激

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以信用状况为导向科学配置监管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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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另一方面，经营主

体要守信用信。加强自身信用管理，做到诚信经营，在全社会形

成强烈的信用意识和文化氛围。

第四，这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选择。“诚者，

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良好的信用环境不仅关乎社会

的经济利益，更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华民族有几千年文明史，

一直倡导人无诚信不立、家无诚信不睦、商无诚信不富、业无诚

信不兴、政无诚信不威、国无诚信不稳、世无诚信不宁。加强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是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求，诚信应当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价

值取向和行为规范。

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推动社会信用体系高质量发

展需要综合施策：一是推动社会信用体系法规制度建设，加快社

会信用立法进程。二是夯实社会信用体系数据基础，建立健全信

用信息归集共享机制，推动信用信息依法合规流通交易。三是健

全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拓展信用在行政管理、社

会治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民生保障等方面的深层次应用。四

是培育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市场化社会化力量，支持信用服务市场

发展。五是加强诚信文化宣传教育，推动形成守信践诺良好社会

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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