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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摔者处处受限 真摔了人人敢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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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解读
□据 新华社

食品问题频
频挑战公众认知
底线，老人倒地

“不敢扶”，这些问
题凸显诚信缺失
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扰
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市场
经济的有序运行。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
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
企业黑名单制度。一些全国
政协委员在讨论报告时呼
吁，需要完善具体可行的黑
名单制度，同时应加快配套

“信用”立法，完善奖惩制度，
全方位提高失信成本。

全国政协常委、广西社
会主义学院院长刘慕仁认
为，要完善“黑名单”制度，
还要设立法律“高压线”，同
时加强舆论监督，约束自然
人和法人行为，促使其树立
诚信。

刘慕仁说，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诚信、守法
等基础的东西就越发重要，
要以一部完善的“信用法”来

夯实诚信基础，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刘红宇指出，目前我

国还没有一部系统、完整
的专门法律、法规来调整
社会信用活动中的各种利
益关系。现行法律涉及社
会诚信方面的规定较少，
内容过于笼统、抽象，给法
律执行造成障碍。刘红宇
建议尽快探讨以政府为主
导，发挥市场能动作用的
信用立法的可行性。

今年1月份，国务院常
务会议原则通过《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
年-2020年）》，要求制定
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采集
和分类管理标准，逐步消除

“信息孤岛”。
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

明确指出，“加快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推进政府信息共
享，推动建立自然人、法人
统一代码，对违背市场竞争
原则和侵害消费者权益的
企业建立黑名单制度，让失
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
路畅通。”

刘红宇认为，征信体系

的最终完善就是要尽快实现
不同领域内的信息共享机
制，让“黑心商”“老赖”和“假
摔者”一处违规，处处受限。

刘慕仁建议：一方面要
深入细化黑名单制度，如设
置违规底线、动态管理及阳
光公开办法等；另一方面尽
快完善奖惩制度，对“黑名
单”追踪监督，全方位提高
失信成本，一旦失信就要受
到严重惩罚，消除失信者的
侥幸心理，真正实现让失信
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
畅通，让诚实守信成为全社
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
准则。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
石”，目前信用缺失仍是我国
经济发展中的突出软肋。制
假售假、商业欺诈、逃债骗贷，
层出不穷的毒奶粉、细菌超标
的月饼、毒豆芽等失信现象屡
见不鲜。马年春晚小品《扶不
扶》给许多观众留下深刻的印
象，扶起跌倒老人之后反被讹
诈的事例，让人们在伸出援助
之手时不免心里直打鼓。

全国政协委员、金诚同达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红宇分
析指出，重建诚信已迫在眉
睫。目前在银行等领域内虽
有各自的信用体系建设及黑

名单列表，但由于信息无法共
享，形成“信息孤岛”，外界很
难获取，结果导致“失信者”违
法成本较低。

“商务如果存在不诚信
的行为，可以通过政府的监
管予以打击，但遗憾的是，
一些地方政府为牟私利睁
一眼闭一眼，由于缺乏基于
覆盖全社会的黑名单制度，
失信者能很轻松地逃避监
管，几天在这里‘假摔’，露
馅儿后换个地方再演，从本
质上纵容了失信行为。”全
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
钱学明指出。

信用立法
让信用建设“有法可依”

寸步难行
（新华社发）

细化“黑名单”制度
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信息孤岛”致失信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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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向深化改革要动力，
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从
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
问题改起，从社会各界能够达
成共识的环节改起

● 改革是最大的红利，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以壮
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气
概，全面深化各领域改革

21.保持经济运行处在合
理区间，确保经济巨轮行稳致远

● 完善宏观调控政策框
架，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
限和防通胀的上限，继续实施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
币政策

22.追求提高质量效益、
推进转型升级、改善人民生活
的发展

23.建立权力清单制度，
清单之外一律不得实施审批

● 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
政府的自我革命，今年要再取消
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

24.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 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
和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企业建
立“黑名单”制度

25.打造阳光财政，让群
众看明白、能监督

● 所有财政拨款的“三
公”经费都要公开

● 推进税收制度改革，
做好房地产税、环境保护税立
法相关工作

26.减轻企业负担
● 把“营改增”试点扩大

到铁路运输、邮政服务、电信
等行业

● 进一步扩展小微企业
税收优惠范围

（下转A12版）

50句话看懂
政府工作报告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建“黑名单”制度，提高失信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