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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古代思想家孔夫子说过“民无信不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更是信用经济。诚信是市场经济的生命和灵魂，是社

不可缺少的条件。 

  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达，各种经济活动关系也越趋复杂。市场经济主体并不总能做到自我规范，自我约束，经济活动中的信用危机已经

的正常发展。一些企业和个人受利益机制的驱动，导致“以权扰数”、“以数谋私”，虚报、瞒报，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的现象时有发生，使企

实性、可靠性、有效性大打折扣，企业在经济活动中“披露虚假信息”已成为“较为严重”的信用危机。企业统计信用程度的高低已成为社会

题。 

  二、统计信用评级制度的诞生背景 

  根据市政府《〈建信用南京城，做诚信南京人〉工作目标分解》的有关要求，为建设南京“诚信统计”，促进企业统计诚信建设，市统计

调查对象开展统计信用评级及管理工作。建立企业统计信用评级制度，既是推进企业信用建设和管理、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保障企业源头数据

信息在评价社会经济运行状况中重要作用的需要，也是统计部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企业统计信用信息活动，在全市范围内打造良好的信用环

型政府的需要。 

  三、统计信用评级的范围和方法 

  统计信用评级办法是为了进一步规范企业行为，提高统计信息质量，充分发挥统计信息在评价单位统计信用状况方面的重要作用而制定的，

京市境内的法人单位（包括各类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机关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其他法人）及其所属的产业活动单位。统计信用评级办

统计督查等日常的统计执法手段，通过对调查对象执行统计法律、法规和制度，提供统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情况的评价，同时依据调查对

情况及违法、违纪的情况，适时确认和调整单位的统计信用等级，从好到差依次分为一级至五级及待定六类。经过客观公正地评定，再实行分

为一级和二级的统计调查单位，统计部门不实施每年一次的监审制度，原则上每三年监审一次；在各项统计调查评比中，将优先考虑一级和二

  统计信用评级办法充分发挥了统计信息在评价单位统计信用状况方面的重要作用，用于管理和规范法人单位（包括各类企业法人、事业单

社会团体法人和其他法人）及其所属的产业活动单位的统计诚信度。一年来，经过市、区县两级统计部门依法实施统计监审，共对全市198家被

用等级进行了评定。同时，对于一年来受到省、市、区县各级统计部门立案查处的数十家企业，也通过在统计信用库中设置不良记录加以了反映，

作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 

  四、统计信用评级制度的自身特点与优势 

  1、客观公正  统计信用评级制度对评定范围、办法、标准、程序等作了严格的规定，各级统计部门只能在其职权范围内，严格按照评级

求是地对统计监审对象进行评级和管理，体现了政府统计部门依法行政的要求，保障了统计信用评级的客观与公正。 

  2、便于查询  统计部门根据统计信用评级制度已经建立了相应的企业统计信用评级信息库，并在政府信息网上公布。通过查询企业统计

以让社会各界及时了解企业的统计诚信信息，为社会提供较好的统计信用平台。既有助于增强各类市场主体的诚信意识和守法意识，也有利增

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3、有利监管 通过将诚信守法程度高、信用好的企业列入“红名单”，采取三年内不监审并在各项统计评比中优先考虑等措施予以鼓励；通

常发生违法行为，信用状况差并被立案查处的统计调查对象，在企业统计信用评级信息库中设置不良记录，及时进行反映，有利于各级统计部

力度，有利于督促统计调查对象更好地依法统计，加强统计基础建设。 

  4、完善信用体系 统计信用评级制度是继工商、税务、金融等部门之后，推出的又一企业信用评价制度，它的建立，对于加快推进我市企

动形成市场主体信用自律机制，补充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五、统计信用评级制度建设要做到四个结合 

  目前，南京市的统计信用评级制度还处于探索运行阶段，为了进一步充实、完善我市的统计信用评级制度建设，我们应借鉴国内外信用建

法，努力做好四个方面的结合： 

  （一）统计信用评级制度建设与增强可操作性相结合 

  要通过建立信用考核机制和失信惩戒机制，对守信用企业进行褒奖，对受处罚、严重失信的企业加大公开曝光、经济制裁、法律约束等强

段，这样才能进一步促进统计信用评级制度建设，增强可操作性。 

  （二）统计信用评级制度建设要与信息共享相结合 

各级统计部门要结合每年实施的统计监审，实现对统计信用库信息的动态管理。同时，通过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实现与工商、税务、金融、社保等部

情况的资源信息共享，充分发挥企业统计信用评级信息库更好地为全社会服务的综合功能。 

  （三）统计信用评级制度建设要与现行法律规范相结合 

  各级统计部门在对统计调查对象的统计信用信息进行归集、整理、公示过程中，要依照现行统计法律法规的规定，既要有效使用统计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