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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8月 8日 

 

全国一体化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建成在即 监管新规提升

中小微企业融资便利

2024 年 6 月 26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

提升融资信用服务平台服务质效深入推进“信易贷”

工作的通知》（简称“《融资信用平台新规》”），《融

资信用平台新规》的实施意味着监管部门将加速地

方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的整合，推进建设全国一体化

的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简称“全国一体化信用平

台”）。随着全国一体化信用平台对企业信用信息的

广泛收集与分享，银企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将得到大

幅缓解，有利于银行机构在授信业务中对企业作出

更加精准的画像与评价，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有望从

中获益，得到包含信用贷款在内的更多融资支持。 

融资信用平台新规发布的背景 

为促进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国务院办公厅在

2021 年 12 月印发《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应用促进中

小微企业融资实施方案》（简称“《21 年实施方案》”）。

《21 年实施方案》提出依托已建成的全国中小企业

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横向联通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和有关行业领域信息系统，纵向对接地

方各级融资信用服务平台，构建全国一体化信用平

台。该平台网络重点归集金融机构急需的 14类、37

项市场主体信用信息。 

国家发展改革委在今年 1月正式发布全国融资

信用服务平台，该平台主要的服务功能包括信用信

息查询、融资需求对接、惠企政策直达、融资增信

服务、金融产品超市等。全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打

造了全流程的融资综合服务体系，实现中小微企业

与银行机构的直接对接。随着该平台的正式运行，

监管部门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在于实现全国融资信

用服务平台与地方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的整合，以此

构建全国一体化信用平台。 

国务院办公厅于今年 3月印发《统筹融资信用

服务平台建设提升中小微企业融资便利水平实施

方案》（简称“《24年实施方案》”）。继《21年实施

方案》提出建设全国一体化信用平台后，《24 年实

施方案》要求加大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建设统筹力度，

健全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机制，在《21 年实施方案》

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归集 17 类、37 项信用信息，

深入推进“信易贷” 工作。“联通全国融资信用服

务平台与地方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形成全国一体化

平台网络”是《24 年实施方案》的核心任务之一，

要在 2024 年底前完成对地方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的

整合工作。 

本次《融资信用平台新规》的颁布是对《21 年

实施方案》和《24年实施方案》中全国一体化信用

平台建设的细化和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国家金

融监管总局将共同指导地方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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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工作，推动全国平台与地方平台深度联通，实

现一体化的要求。 

《融资信用平台新规》的主要内容 

《融资信用平台新规》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加强地方融资信用服务平台整合和

统一管理）明确了平台整合的标准，要求各省份制

定专门的整合方案。未来由国家公共信用和地理空

间信息中心将各级平台纳入全国一体化网络管理。 

该部分规定明确了由各省级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牵头部门负责统筹辖区内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的

整合工作，原则上一个省份仅保留一个省级平台，

市级、县级设立的平台均不超过一个，强调整合后

的平台的“唯一性”，以减少重复建设和资源闲置浪

费。各省份的整合方案需要明确包含省、市、县三

级需要保留的平台、整合方式及时间表三项内容，

确保 2024 年底完成整合并且整合期间平台的服务

不得受到影响。对于平台的管理，省、市、县三级

信用牵头部门需要履行好各自平台的管理职责，国

家公共信息和地理空间信息中心将制定平台的管

理规范和标准体系，实现各级平台纳入全国一体化

网络管理。 

第二部分（提升信用信息归集共享质效）要求

限期完成信用信息的归集和共享工作，鼓励扩大对

银行机构所需要的信用信息的归集范围并提升信

用信息共享的质量和效果。 

该部分规定要求归集和共享的信用信息以《24

年实施方案》附件（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清单）中所

列的信用信息为依据，包括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信息、

股东及出资信息、纳税信息、司法信息、进出口信

息、生态环境领域信息、社会保险信息、知识产权

信息、不动产登记信息、科技研发信息、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信息、涉农类清单信息、公共资源交易信

息、资质信息、医保定点信息、水电气费缴纳信息

及法定代表人婚姻状况信息，共 17类 37项，需要

在 2024年 12月底前高质量完成信息的归集和共享

工作。该部分规定同时强调各地区要关注银行机构

的实际需求，鼓励根据银行机构的需求在依法依规

的情况下加大清单外信用信息的归集和共享。为提

升信用信息的共享质效，将采取以下三种措施：（1）

由国家公共信用和地理空间信息中心等部门建立

信息共享协调机制，以解决归集标准不统一、数据

缺失、共享频率不够、数据更新不及时、接口调用

容量不足、接口不稳定等问题；（2）由各级信用牵

头等部门听取银行机构对提升信用信息共享质效

的意见和建议；（3）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信用信息

共享质效开展评估。 

第三部分（提升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功能）重点

强调银行机构要在贷款全流程中使用平台的信用

信息和信用报告并鼓励拓展平台信用信息查询之

外的功能。 

按照本部分的规定，各金融监管局将承担引导

银行机构对接各级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的责任。除在

贷款全流程中要有效使用平台提供的企业信用信

息和信用报告外，银行机构还要加强内部金融数据

与外部信用信息的有机结合，优化信用评估模型，

提升风险管理水平。通过以上措施和手段的应用，

开发线上贷款产品，提高小微企业服务效率，积极

创新信用贷款产品，增加小微企业贷款中信用贷款

投放的比例。以上规定的核心目的还是在于利用全

国一体化信用平台，加大对小微企业的贷款（特别

是信用贷款）支持。监管部门鼓励在平台之上建立

健全“政策找人”机制，是为了让金融便民惠企政

策更好更快地惠及中小微企业。引入融资担保机构、

建立风险分担补偿机制可以分担银行机构的贷款

风险，让银行机构有更大的动力向中小微企业发放

信用贷款。 

推进信用信息联合加工实验室的建设也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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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规定的核心内容之一。近几年，在科技金融建

设方面，银行机构与其他机构或地方共建数据实验

室的情况屡见不鲜，包括交通银行1、建设银行2、上

海银行3都在积极建设创新实验室。通过实验室对数

据资源的整合与技术创新，可以充分挖掘和利用数

据价值，构建自动化的评分和审批模式，将人工智

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前沿技术与各类金

融服务紧密融合，为金融服务提供更加有力地支撑，

提升智能化水平。 

监管部门在本部分规定中还明确了国家公共

信用和地理空间信息中心、各级信用牵头部门以及

银行机构在安全保障方面的责任。国家公共信用和

地理空间信息中心制定全国一体化信用平台的各

项安全规范，各级信用牵头部门是本级融资信用服

务平台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而银行机构则负有

依法合规查询、获取、保管信用信息和对信息安全

闭环管理的责任。数据安全是融资信用服务平台运

行和使用的基础，通过制定统一的安全规范并落实

具体的安全管理责任，有利于保障平台数据得到有

效保护和合法利用,实现平台的安全运作。 

第四部分（加强支持指导）鼓励地方与金融机

构开发“信易贷”专项产品并要求省级信用牵头部

门定期报送推进情况。 

该部分规定鼓励符合条件的地方结合本地市

场需要，在《24年实施方案》附件的信用信息基础

之上，进一步归集特色信用信息（涉及链主企业、

集中交易场所、特色产业集群等方面），与银行机构

协同开发“信易贷”专项产品。地方需要具备的条

件包括：信息归集质量高、特色产业信息丰富、模

型和系统深度联通三项。省级信用牵头部门需要定

期汇总并向监管部门报告本辖区内专项产品开发

工作的开展情况，具体汇报内容主要包括公共信用

 
1 交通银行张柱宏：人工智能驱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 

(baidu.com) 
2 建行上海市分行举行“龙旌”数据要素融合创新实验室揭

信息归集情况、特色信息归集情况、联合建模与开

发产品情况、平台与银行机构系统联通情况等。 

为了在限期内保质保量完成平台整合及信用

信息的归集和共享工作，监管部门要求省级信用牵

头部门按月报送工作推进情况并且国家发展改革

委将按月进行通报并加强对应的监管。 

结语： 

出台《融资信用平台新规》的根本目的在于加

快全国一体化信用平台的建设，完善普惠融资服务

体系，促进对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支持（特别是加大

信用贷款的投放）。以往银行机构对于向中小微企

业提供信用贷款多持有消极态度，主要的问题在于

其无法通过掌握到的企业信用信息充分判断中小

微企业在资产（是否自有资本高，负债率低等）、运

营（是否经营良好，无重大纠纷等）、信用水平等方

面的情况，无法准确判断借款人的还款能力、还款

意愿和违约成本等核心审查要素。 

如果未来全国信用平台能够确保收集到的企

业信用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实现企业信用信息

透明并保持及时地更新，这将大幅缓解银企信息不

对称的问题，增加银行机构向中小微企业发放信用

贷款的意愿。 

与此同时，想真正增加银行机构对中小微企业

信用贷款的投放，监管部门还需要推进银行机构内

部尽职免责制度的完善。很多银行客户经理不愿意

为中小微企业办理信用贷款，原因在于一旦贷款出

现坏账，将拖累银行客户经理自身的业务考核成绩，

甚至有被问责的风险。针对客户经理的顾虑，有越

来越多的银行机构已经意识到需要对中小微企业

信贷的业务考核与尽职免责机制予以完善。客户经

理只要在中小微企业信贷业务的流程中按照规定

牌仪式 (baidu.com) 
3 创新发展 | 上海银行点亮金融科技创新火花 (qq.com)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03821479242027649&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03821479242027649&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6330259029038351&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6330259029038351&wfr=spider&for=pc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NjczNzAzNA==&mid=2247560408&idx=2&sn=f035538e68ecb817a682075597446a76&chksm=faf208bdcd8581ab6a815ec822d403b03d0a6375dd95cc5df44d7f946d90598ffab93ad87d99&scene=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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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职、规范地操作，那么即使贷款发生坏账，也不

应对客户经理的业务考核产生不利影响，更不应该

以此为由对客户经理予以问责。 

除尽职免责外，为了促进中小微企业信贷业务

的发展，银行机构还应建立奖励制度，对该项业务

中表现突出的银行员工给予表彰和奖励，鼓励基层

业务团队积极做大针对中小微企业的信用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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