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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近日印发了《关于“先照后证”改革后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确

立了职责法定、信用约束、协同监管、社会共治四项基

本原则，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严格行政审批事

项管理、厘清市场监管职责、完善协同监管体制、构建

社会共治格局、加强组织实施等具体意见，是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各级政府组织市场秩序监管工作指导

性、操作性很强的一个文件。

值得关注的是，《意见》首次将信用约束机制列为

企业事中事后监管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并围绕该原

则明确了加快推进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

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建设，加强对企业信息采

用、共享和使用的分类管理的监管思路；构建了以信

息归集共享为基础，以信息公示为手段，以信用监管

为核心的监管制度；提出了“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

信者一路畅通”的严管目标。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加

强信用约束是规范市场秩序的治本之策，是监管信息

化的重要体现，也是创新监管方式方法、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的重要形式和手段，更是对此前颁布的《企业

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高度回应。

一、以信息归集共享为基础，完善协同监管机制

《意见》指出，工商部门应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督促市场主体履行公示信息义务；地方政府应

归集履职过程中产生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公示的企业信息；各部门之间应建立信息互

联共享机制，依法实施对企业信息在采集、共享、使用

等环节的分类管理，并通过构建双向告知机制、数据

对比机制等方式把握风险点，将证照衔接、监管联动、

执法协作等方面的措施有效贯 通，有效形成 工作合

力，为事中事后监管制度提供有效支撑。

此前《条例》颁布后，监管部门通过建立企业信息

公示制度、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制度、严重违法企业名

单制度等监管手段，加强了对企业的信用管理，取得

了一定的工作成效。 但也应看到，各部门在信息采集

上分工欠明、在信息互联共享上进展缓慢，企业信用

信息体系建设存在碎片化现象，影响了改革的整体效

果，而此次《意见》的出台，再次重申了各部门之间的

职责和分工，强调了协同监管机制的建立，为进一步

强化信用约束体制奠定了基础。

本次《意见》对于信用约束机制的强化作用主要

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明确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与政府部门在信

用归集方面的职能分工。 根据《条例》的相关规定，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应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就注

册登记、备案信息；动产抵押登记信息、股权出质登记

信息、行政处罚信息等信息进行归集、公示；而其他政

府部门应当就行政许可准予、变更、延续信息、行政处

罚信息等内容进行归集、公示。 本次《意见》的颁布对

上述职能划分进行了重申，指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履

行对企业主体信息的归集职能；而其他政府部门履行

对企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信息的归集职能，进一步

明确了两者之间的职能分工，有效缓解了因职能分工

不明而导致的归集不足或归集重复现象的出现，扩大

了信用信息公示的范围和效应。

二是强调了各部门之间的互联共享机制。《意见》

改变了以往监管部门各自归集、分别公示的传统工作

模式，要求各部门对企业注册登记备案信息、企业年

报和自主公示信息、行政许可信息、行政处罚信息，以

及其他应当依法公示的信息进行全国集中、关联整合

和统一公示，一方面减少了企业因配合政府部门信息

归集、公示工作而耗费的时间、人力、财力成本，促进

强化企业信用约束 实现有效事中事后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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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商业化时代背景下企业经营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

通过大数据、互联网等信息化工作方式促进了政府监

管方式的优化升级，实现了诚信体系从碎片化到完整

统一的过渡，提高了事中事后监管的效率和张力。

二、以信息公示为手段，完善社会共治制度

《意见》指出，应大力建设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全

国一张网”。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其他政府工作部门

应将所归集采纳的企业主体信息、企 业行政许可 信

息、企业行政处罚信息等内容全面归于企业名下，并

尽快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网站就

上述内容向社会公开。

在传统的事前监管模式中，政府的职能和责任被

过分强调，而市场主体、行业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作用

发挥显著不足。 然而，政府的履职能力和信息获取能

力均是有限的，在高速发展的商业社会，其难以对纷

繁复杂的企业信息进行全面、细致的甄别和审查，更

难以在问题出现的早期发现或解决问题，实践中政府

监管不足或选择性监管的现象也屡有发生。 此外，现

代商业体制下，政府角色逐渐由市场经济的主导者向

商业发展的服务者转变，其应当在合理范围内保持谦

抑性，将“好企业”的判断权归于市场，真正做到简政

放权、放管结合。
此次《意见》的出台，着力强调了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信用中国”网站等信息公示平台的建设，对

企业从设立到运营到退出市场的全过程信息进行了

全面公示，为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完善社会共治制度

提供了有力支撑。

首先，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建设有效实现了

企业信用信息在社会范围内的透明、公开、共享，其将

政府部门履职和企业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各类信用信

息充分公开，有利于充分调动包括市场主体、行业组

织、社会组织在内的各方力量，以信用评价为中心，对

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各项活动进行全面的监督，进而全

面完善了社会共治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其次，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将企业生产经营活

动产生的奖惩信息均暴露于社会的监督之下，在一定

程度上为企业提高生产、优化管理、规范经营提供了

动力， 有利于加强企业对自身信用的社会评价的重

视，促进企业自律。

最后，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建设将政府从市

场自身能够解决的领域中撤出，转而依靠社会承担对

市场中的不诚信等行为的主要发现、监管责任，促进政

府由监管性政府和领导性政府向回应性政府和服务

性政府的职能转变，有效地减轻了政府事前监管的压

力和成本，而提高了事中、事后监管的效率和执行力。

三、以信用监管为中心，建立联合奖惩机制

《意见》指出，对于违法市场主体要加大行政处罚

和信用约束的力度，可以处以吊销营业执照、吊销注

销撤销许可证、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黑名单等惩罚措

施，同时建立跨部门的联动机制与惩戒机制，在招投

标、政府采购等各个需要政府许可或批准的领域的审

核中将信用信息作为重要考量，对在经营中存在失信行

为的主体予以限制，使得失信行为的惩戒实现强制力。

这种依托信息网络的联动式信用惩戒机制能够

有效弥补传统监管模式的不足。传统的监管虽然也强

调对于失信行为的惩戒，但惩戒力度有限，且更多表

现为个案性的惩戒，企业刚惩戒完、整改完，又将原有

的违法行为改头换脸后故技重施，而其他市场主体对

此并不知情而蒙受损失的现象时有发生，破坏了市场

秩序。在《意见》执行后，这一现象将出现明显的改观，
企业受到的惩戒将通过政府部门间的联动网络而被

所有与企业打交道的政府部门所知，并将在企业进行

经营活动中受到限制， 惩戒将对企业造成持续性影响，

“老赖”企业的违法成本大大提高，形成“一处违法，
处处受限”的机制，逼迫违法企业积极整改不再重犯。

此外，在旧有的惩戒机制中，罚款和暂停、吊销执

照是最常使用的行政处罚手段，但罚款的惩罚力度不

具有持续性，而且其度量难以掌握，容易过 松，而 暂

停吊销执照又直接停止企业的营业，又过于严厉，虽

然以前也有黑名单等信用约束机制，但由于信息传播

的有限，对于违法主体惩戒又过松，无法形成一个宽

严有序的惩罚体系，新机制建立后大大加强了信用约

束的力度，使得存在不影响经营的罚款，限制经营的

信用约束，终止/中止经营的营业执照类资格罚能形成

一套相互衔接，违法与惩罚相适应，符合比例原则的

惩戒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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