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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现代社会运行的基石。当
前，经济社会领域存在的许多失信行
为，是百姓“痛点”，更是市场经济平
稳运行、社会和谐稳定的“挡路石”。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推进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断扎牢制度的
笼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良好
态势初步形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征程中，诚信中国
正在崛起。

向失信行为“亮剑”
在动车组列车上吸烟、在飞机上

寻衅滋事、逾期不履行证券期货行政
罚没款缴纳义务……这些长期以来
为人们深恶痛绝的行为，将面临“寸
步难行”的处罚。

7月2日，123名限制乘坐火车
严重失信人和381名限制乘坐民用
航空器严重失信人新增入“信用中国
网站”最新公示的名单上。“干得漂
亮！就是要让失信者寸步难行！”网
友的评论，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心声。

山西对严重环保违法失信企业
实行市场禁入制度；辽宁将对30%以
上新引进项目进行抽查，严厉惩治政
府失信行为；陕西建立“黑名单”制度
规范营利性民办学校办学行为……
近期，各地纷纷出台措施，向失信行
为“亮剑”。

诚信，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
因，也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2000
多年前，孔子曾说：“人而无信，不知
其可也。”然而，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
加快，传统“熟人社会”逐渐瓦解，利
益主体更趋多元，经济社会交往常常
在陌生地、陌生人之间进行，对全社
会诚信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环境污染、电信诈骗、偷逃税
款、虚假广告、新官不理旧账……很
多百姓诟病的“痛点”，根源都指向
诚信缺失。

“诚信缺失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制
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首都师

范大学信用立法与信用评估研究中
心主任石新中说，在一个市场信用
缺失的社会，正常的投融资和贸易
被干扰，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受损，
企业和市场健康发展都将受到巨大
危害。

诚信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运行的基础。我国经济正从高速增
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各类市
场主体对风险管理和控制能力的需
求空前高涨。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
对于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形成便利
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进一
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
重要现实意义。

诚信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推进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于创新社会治理
方式、转变政府职能、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将发挥关键支撑作用。

2016年12月9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
体学习时强调，对突出的诚信缺失问
题，既要抓紧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
系统，又要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
违法失信惩戒机制，使人不敢失信、
不能失信。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正转化为
建设诚信中国的强劲动力。”国家发
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说。

扎牢制度建设的笼子
最近，辽宁省鞍山市某散热器公

司负责人刘某在企业经营中遇到一
系列麻烦：申请增值税专用发票增额
增量被税务部门否决、银行贷款和申
请政府性资金支持受限，参加各类奖
项评选被一票否决……更令他吃惊
的是，不少客户纷纷对公司的经营发
展、履约能力和信誉度提出质疑，因
而取消了订单。

这都缘于该企业拒绝执行法院
判决的近4万元货款退款，被当地法
院列入失信“黑名单”，并将失信信息

推送到税务、工商管理等多家信用体
系参建部门。

“为了不到4万元，让公司经营
遭受重创！”刘某非常后悔。在正式
履行法院判决后，该公司终于被撤出
失信“黑名单”，恢复了正常运营。

制度，是构筑诚信社会的根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注重顶层设计，为诚信中国筑牢制度
支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基本全覆盖，
“一照一码”走天下。累计为新注册
主体发放代码3399万个，企业、社会
组织、机关事业单位存量代码转换率
达99.9%，个体工商户存量代码转换
率达95.1%，彻底扭转了过去机构代
码不统一、“多头赋码”“多码并存”的
局面。

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
制度体系基本建立。60多个部门累
计签署近 40 个联合奖惩合作备忘
录，推出联合奖惩措施100多项，覆
盖旅游、家政服务、婚姻登记、工程建
设、慈善捐赠、拖欠农民工工资、分享
经济等多个领域。“红黑名单”构筑的
联合奖惩大格局让守信者更有获得
感，让失信成本大幅提高。

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基本
建成。联通所有省（区、市）和40多
个部门，归集信息上百亿条，为部门
协同监管、联合奖惩创造了条件。

地方信用建设推动营商环境持
续优化。上海、湖北、浙江、陕西、河
北等省市出台信用建设的地方性法
规，北京、江苏、山东等地出台了省级
政府规章；城市信用状况监测实现全
覆盖，城市信用建设水平大幅跃升。

……
公务人员违法违规、失信违约将

纳入政务失信记录并依法依规公开，
在互联网、快递、电信、金融账户等领
域推进实名制，以公务员、律师、教
师、医生等重点职业群体为突破口建
立个人诚信记录……2016年底，《关

于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
见》《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指导
意见》发布，将备受关注的政务信用
和个人信用建设推向公众视野。

诚信建设任重道远
最近，河北邢台县在家务农的杨

某先后收到外地“民警”电话，称其涉
嫌犯罪。所幸当地公安机关及时掌
握诈骗线索，紧急启动拦截预案，才
将正欲缴纳“案件保证金”的杨某成
功劝阻。

从“猜猜我是谁”、冒充公检法的
电信诈骗，到假发票、假医假药，再到
骗取保险、碰瓷骗捐……诚信缺失依
然屡见不鲜，群众饱受困扰。

百姓的痛点，就是工作的重点。
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陈洪宛
说，当前百姓获得感还不够强，主要
在于信用信息共享公开还不充分，失
信成本仍然偏低，全民诚信意识和市
场契约精神仍有待提升，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让信用有价，守信受益，守信有
感。”陈洪宛说，随着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不断深化，不仅要让失信者寸步难
行，更要让守信者处处受益。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晶妹说，当
前要进一步增加正向激励和管理的
科学性，引导人们真正实现自身的信
用价值，促使社会信用价值显性化，使
信用价值标准成为基本的衡量尺度。

以愚公移山之志率领当地群众
建成“天渠”的黄大发、半个多世纪在

“无人区”为国守边的魏德友夫妇、守
护英烈陵墓40余载的维吾尔族老兵
艾买尔·依提……一位位诚实守信的
道德楷模，让信用的价值在当代中国
熠熠生辉。

站在新的起点，我们要持续推进
诚信建设，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让诚信真正成为和谐社会的保
障、守护心灵的明灯。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日在保加
利亚首都索非亚出席第七次中国-
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时发表重要
讲话，表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在
各领域成果丰硕，开创了多边开放合
作新模式，并就“16＋1合作”未来发
展蓝图提出建议。

中东欧地区官员、学者及经贸界
人士对李克强讲话反响热烈，表示中
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将激发中东欧
地区发展潜力、推动欧洲经济发展并
将进一步加强中欧关系。

李克强在讲话中说，“16＋1合
作”得益于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
境。面对当前的复杂挑战，我们应共
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

制，旗帜鲜明地反对单边主义、保护
主义，大力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
利化。

“李克强总理的讲话令人鼓舞。”
保加利亚发展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
格尔斯基说，中东欧地区近年来经济
增速较快，李克强总理发出了中国将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加强中
国—中东欧经贸合作的积极信号，中
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在市场化改革、
市场开放、投资和贸易等领域的深入
交流将给双方带来更多机遇。

保加利亚NE软件公司总裁弗拉
迪米尔·菲利波夫刚刚同前来索非亚
参加成果展的华为公司结束沟通洽
谈。他说，中国正在采取措施扩大对

外开放，他期待未来与中国开展更多
商业合作，同时也希望中国与欧洲的
人文交流继续得到深化。

斯洛伐克投资和贸易发展局外
贸部负责人蒂博尔·贝塞科听了讲话
后倍受鼓舞。他说，斯洛伐克地理位
置重要，在“16＋1合作”中有很强的
潜力。斯洛伐克将营造有利的投资
环境，吸引更多中国企业前来投资。

李克强说，“16＋1合作”不是封
闭排他的小圈子，而是公开透明的大
平台。“16＋1合作”涵盖欧盟成员国
和非欧盟成员国，既有利于促进中国
同欧盟合作，也有利于促进欧洲内部
均衡发展。

波兰副总理雅罗斯瓦夫·戈文对

此深表赞同，他说，波兰从一开始就
参与了“16＋1合作”机制，它不只是
16个中东欧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合作
平台，也是 16 国之间的合作平台。
他期待这一合作机制和波中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继续深化发展。

林格尔斯基说，加强“16＋1合
作”，将有助于进一步激发中东欧地
区发展潜力，实现欧洲均衡发展，并
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

保加利亚中国工业商会主席迪
内夫说，“16＋1 合作”并非中国独
享，而是16个中东欧国家与中国共
同打造的合作平台，是中欧关系的有
益补充，外界所谓“分裂欧盟”的疑虑
是完全不必要的。 据新华社电

开放加深合作 携手共享繁荣
中东欧人士积极评价李克强总理在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上的讲话

让守信者受益 失信者难行
——中国诚信建设深度调查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精准解
决“百姓”痛点、营造优良信用环境、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促进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重要手
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诚信建设制度化取得阶段性突破。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征程中，诚信中国正在崛起。

新华社从即日起开设“诚信建设万里行”栏目，集中推出一批稿件，反映我国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的进展和成就，曝光一批失信典型案例，持续深入在全社会大力营造“知信、用信、守信”的良好氛围，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有力道德支撑和信用体系保障。《让守信者受益 失信者难行——中国诚信建设深度调查》为开栏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