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2025年4月7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任化静 财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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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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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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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青、揉捻、烘干，伴随着自动化生

产机械的轰鸣声，茶叶的幽香弥漫整个

车间……在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

的核心茶园，茶树抽芽吐绿，茶农们抢抓

时间采摘的“明前茶”，经过自动化生产

线流程，当天即可完成加工，包装上市。

“我们巨峰镇核心片区的茶园已发

展到 30 万亩，预计今年仅茶叶一项总

产值将突破 40 亿元，成为我们镇乡村

振兴的主导产业。”圣海春茶叶负责人

陈为同介绍。

做好茶，除了茶叶的品质，好的品

种也至关重要。不同于常规茶苗存在

育苗周期长、成活率不稳定、劳动强度

大等问题，在日照茶叶科创示范园，“多

根无性茶苗扦插快繁技术”将育苗周期

从 18 个月缩短至 38 天，根系量提升 60
倍，破解了北方茶苗抗寒抗旱的难题。

“这里是全电气化的育苗车间，可

通过物联网精准调控温湿度，确保茶苗

在最佳环境中生长，无性系茶苗成活率

能达到 98％以上，发芽比南方品种早半

个月，鲜叶一斤能多卖 30 元，加上智能

温室调控，产量稳得很。”日照茶叶科创

示范园温室生产管理员王仪佳说。

安全便捷的茶叶生产流程，精准的

温湿度调控，离不开稳定的电力保障。

国网日照供电公司聚焦茶企、茶农用电

需求，推出“数智赋能＋全链护航”春茶

保供专项行动，以创新举措为“江北绿

茶第一镇”的春茶生产注入强劲动能。

“过去靠人工巡检，20 公里线路得

跑一整天。现在‘智慧大脑’可通过 AI
算法预测负荷波动，配合无人机网格化

巡检，厘米级精度扫描隐患，全镇 267
家茶企的用电状态在屏幕上一目了然，

故障抢修响应时间缩短了近 80％。”国

网日照供电公司的青年茶园网格员李

岩介绍。

供电公司还与当地气象、农业等部

门共同搭建了“茶产业保电智慧大脑”，

系统整合气象预警、卫星火点监测、电

网负荷等六类实时数据生成茶园保电

“热力图”，精准定位用电薄弱环节，保

障了从茶苗培育到炒茶销售等全链条

的电力供应。

作为中国北方绿茶主产区，日照市

绿茶年产值超百亿元，带动上下游 20余
个产业、10万农户增收。目前，巨峰镇春

茶生产区域供电可靠性达 99.99％，智慧

电力绘就的“绿电地图”正让日照绿茶

飘香四海。（记者 袁小康）来源：新华社

图 为 国 网 山

东 日 照 供 电 公 司

工 作 人 员 在 巨 峰

镇 茶 叶 科 创 园 协

助 客 户 检 查 喷 淋

等用电设备。

（受访单位供图）

电力赋能春茶季“智慧大脑”助茶兴

如何多措并举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这场发布会给出解答

新华社记者 魏弘毅 魏玉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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