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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信用赋能提升企业监管质效

成都市坚持信用和智慧“双向”赋能ꎬ深化企业信用风险分类

管理ꎬ以“静态＋动态” “通用＋专业” “信用＋风险”模式ꎬ推进风险

识别由“多维度”向“全维度”ꎬ风险评估由“独立静态”向“整体动

态”ꎬ风险管理由“单环节”向“全流程”迭代升级ꎬ着力打造“信息

归集－精准画像－智能感知－科学分类－高效处置”企业信用风险分

类管理闭环ꎬ以监管效能提升促进经营主体健康发展ꎬ维护公平公

正营商环境ꎮ

一、夯实数据基础ꎬ加强数字化建设ꎮ 一是构建智慧监管平

台ꎬ强化信用信息归集ꎮ 建设成都市市场主体智慧监管平台ꎬ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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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数据规范、数据交换接口、业务流程规范三项地方标准ꎮ 打通

部门监管数据“大动脉”ꎬ横向与市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

市公共信用信息系统等 １０ 余个系统应联尽联ꎬ纵向接入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成都都市圈市场监管数据ꎬ实现监管数据多维

共享ꎮ 坚守数据安全底线ꎬ归集 ５１ 个部门、跨区域合作城市、社会

端投诉举报、部分企业端管理数据 ３ ３ 亿余条ꎮ 二是梳理监管事

项清单ꎬ开展风险信息识别ꎮ 把握监管核心ꎬ聚焦企业行为ꎬ依托

数据基础建立监管风险识别机制ꎮ 建立监管数字地图ꎬ通过地理

信息应用、数据分析等手段ꎬ实现“风险＋定位”一图展示ꎮ 构建主

体多维画像、族谱关系ꎬ围绕市场监管事项清单ꎬ从企业登记注册、

备案出质、许可处罚等方面ꎬ持续开展风险事项梳理ꎮ 将风险信号

与企业挂钩ꎬ并通过系统构建的企业投资任职等关联关系ꎬ与具有

相同或相似事项特征的其他企业挂钩ꎬ实现“风险＋对象”精准识

别ꎮ 三是坚持问题导向ꎬ建立风险指标体系ꎮ 加强信用风险信息

整合ꎬ围绕经营主体发展历程ꎬ以基本信息、经营能力、履约历史等

方面信息为基础ꎬ结合市场监管领域频发违法失信行为ꎬ从登记公

示、社会评价等维度ꎬ抓取反映集中、风险突出的系统性问题ꎬ在市

场监管总局企业信用风险分类指标基础上ꎬ结合成都实际融合构

建并动态调整涵盖更多内容的市级企业信用风险分类指标体系ꎮ

二、构建分类管理系统ꎬ实现精准化画像ꎮ 一是实施分类定量

分析ꎬ预判信用风险状况ꎮ 成功申报省级部门科技项目ꎬ组织开展

«基于 Ｂａｙｅｓ 理论的企业信用风险分类模型研究»ꎬ持续优化市级

“通用型”企业信用风险分类模型ꎬ从违法失信行为“发生概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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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失信行为后果“损失量”两个维度ꎬ对区域全量企业开展风险

定量分析并预判信用风险状况ꎬ将企业信用风险由低到高分为

ＡＢＣＤ 四类ꎮ 目前已完成对全市 １５７ 余万户企业的动态分类和结

果常态化运用ꎮ 二是开展日常动态监测ꎬ强化信用风险预警ꎮ 多

角度比对校验企业经营行为ꎬ分析企业运行规律ꎬ建立市场准入、

投诉举报、司法涉诉等动态风险监测点ꎮ 开展区域业态、主体区

划、投诉举报等分析ꎬ对区域禁入业态、异常频现经营地域、证照信

息不一致、高频投诉举报等主体开展监测ꎬ形成监测预警对象库并

实现系统动态维护更新ꎮ 开展关注企业异常情况和潜在风险提

示ꎬ实施市场监管领域精细化治理ꎬ有效释放信息资源价值ꎮ 三是

实行数据标签管理ꎬ实现信用风险筛查ꎮ 强化数据监管决策辅助

作用ꎬ开展标签化分类管理ꎬ标注对象标签、表现标签和分类标签ꎮ

围绕主体登记信息、审批信息、公示信息、行业与监管标签、监管执

法、信用积分 ６ 个层面 ４２ 项数据ꎬ建立风险筛查工具ꎬ监管人员可

以选取各类搜索条件组合筛查规则ꎬ及时抓取和精准锁定特征对

象ꎬ为重点监管提供靶向目标ꎬ满足多元化监管需求ꎮ

三、创新结果运用ꎬ防范化解信用风险ꎮ 一是推进监管资源合

理配置ꎮ 出台推进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进一步提升监管效能工

作方案ꎬ坚持“包容审慎” “利剑高悬”并举ꎬ对经营主体施以阶梯

化监管措施ꎮ 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在全市市场监管领域“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中得到融合运用ꎮ ２０２３ 年ꎬ市场监管部门“双随

机、一公开”分级分类抽查事项覆盖率达到 １００％ ꎮ “通用型”企业

信用风险分类结果运用场景得到拓展ꎬ部门联合双随机监管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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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强化ꎮ 二是实行专业领域分级分类管理ꎮ 持续健全市场监管

各领域信用风险分级分类工作机制ꎬ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构建以

信用档案为基础、分级分类为依托、差异化监管为手段的监管体

系ꎬ实施药品零售企业风险分级分类管理和医疗器械生产经营分

级监管ꎬ开展电梯维保质量信用等级评价ꎬ制定工业产品生产企业

质量安全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管理工作指引ꎬ出台价格信用风险分

类管理工作指南、广告活动主体风险分级管理办法ꎬ强化重点领域

信用风险防控和治理ꎮ 三是完善“信用沙盒”监管模式ꎮ 在政府

部门、电商平台和线上经营主体之间搭建安全、高效、共享的数据

通道ꎬ对线上经营主体开展自动化企业信用风险分类ꎬ建立 “沙

盒”围栏ꎬ实施监测预警和触发式监管ꎮ 目前ꎬ已将信用好、风险低

的 ８ ６ 万余户主体纳入“沙盒”ꎬ实施包容审慎监管ꎻ对“沙盒”外

的经营主体ꎬ强化信用培育ꎬ开展违规行为共管共治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ꎬ已归集 ４６ ９ 万户成都本地登记的线上经营主体信用信

息ꎬ在线触发预警线索 １ ５ 万余条ꎬ发送行政提示信息 ２ ３ 万余

条ꎬ引导 １ ２ 万余户主体完成整改纠错ꎬ有效降低线上经营主体的

违法违规风险ꎮ

(根据成都市提供材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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