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珍爱信用记录 享受幸福人生——走近征信

征信也是这几年来听到的比较多的一个词，征信管理不像会计、

信贷这样具体大家比较熟悉，很多人对它还是很陌生的。 下面

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让大家对征信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第一部分 为什么建立征信体系

大家对日常生活中会经常用到“信用”这个词，经常听到 有人说

某个人很守信用、讲诚信，这是对一个人很高的评价。有则寓言

叫《狼来了》，大家应该都听过，说的是牧羊童因失去诚信被狼

活活吃掉的故事。牧童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大家说“狼来了”，

失去了信用，结果最后自己被狼吃掉了。失去了信用，最后也就

失去了生命。可见信用对于一个人来说的重要程度。对日常经济

生活的信用信息记录的采集、保存、分析、整理活动就是征信，

征信顾名思义就是征求信息。其特点是在一定范围内依法共享信

用信息，主要目的是防范信用风险、保持金融稳定。

第二部分 我国征信体系发展历程



我国征信体系发展较晚，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的要求，在个人征信方面，中国人民银行组织各个商业银行建

设的全国统一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已经于 2004年 12 月

中旬在北京、重庆、深圳、西安、南宁、绵阳、湖州等七城市试

运行，并于 2006 年初实行全国联网运行。该数据库的数据来源

主要是商业银行，采集的信息包括借款人和信用卡持卡人的个人

基本信息和信用信息。其中个人基本信息包括个人身份证件名称

及号码、学历、工作单位和居住地址等信息；个人信用信息包括

个人借款、贷记卡、准贷记卡、担保等信息。随着数据库建设的

逐步完善,该数据库还将采集公安部、社会保障部门和公积金管

理部门的部分个人基本信息，包括学历、工作单位等，采集个人

缴纳电话、水、电、燃气等公用事业费用、以及法院民事判决和

个人欠税等公共信息，以便更全面地反映一个人的信用状况。截

止 2012 年底，该系统收录新乡市的自然人数已达到 936930

人，其中有信贷记录的人数 596571 人，总的来说，虽然我国

征信体系建设的时间不长，但取得的成效的巨大的，国外有 100

多年的历史，而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征信建设仅仅有十多年的历

史，速度惊人。对增强全社会的信用意识，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

平有着积极的作用。



第三部分 征信与个人利益

个人征信是征信机构依法采集、调查、保存、整理并提供个人信

用信息的活动，简单地说，就是以信用报告的形式提供个人信用

记录。征信关系您的切身利益，我们对个人征信进行宣传时，最

主要的口号就是-----珍爱信用记录，享受幸福人生。为什么要

征信呢？征信真的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吗？

首先，为什么要征信呢？

社会是由每个人组成的，讲信用人人都要从自身做起，但你 是

不是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别人如何去判断你呢？比如说您向银行

借钱，银行希望了解您是谁？想知道您有没有还款能力，是否会

按时还钱？以前是否借过钱，是不 是有过借钱不还的记录？等

等。为此，您要向银行提供一大堆的证明材料：单位证明、工资

证明等等；银行的信贷员也要打电话给您单位、上门拜访……。

两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后，才会告诉您是否借钱给您。真是银

行累，您也烦，借钱可真够麻烦的。现在通过个人信用信息数据，

银行了解您信用状况的方式变简单了：它们把各自掌握的关于您

的信用信息交给一个专门的机构汇总，由这个专门的机构给您建

立一个“信用档案”（即个人信用报告），再提供给各家银行使用。

这种银行之间通过第三方机构共享信用信息的活动就是征信，为

的是提高效率，节省时间，快点儿给您办事。您再向银行 借钱



时，征得您的同意，银行信贷员先查查您的信用报告，再花点时

间重点核实一些问题，很快会告诉您是借还是不借。银行省事，

您省心。

当然，随着征信业务的发展你的信用报告中不仅有信贷信息，还

会有很多的非银行信用信息，如公用事业费的缴纳、公积金、纳

税等信息，这就需要有第三方的机构把属于你个人的信息归纳整

理，所以必须得有征信机构。

其次，信用记录——您的第二身份证

现在离开身份证您也许会觉得寸步难行，而在欧美等征信业发达

的国家，没有另一张“身份证”您也会觉得举步维艰，这个“身份

证”就是个人的“信用记录”。虽然目前在中国，你可能还体会不

到它的重要性，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加剧，

你会越来越觉得它与你息息相关。

首先，您生活中的一些大事情，离不开信用报告，例如买房、买

车、找工作，办信用卡、租房、买保险……等等，“我能看您的信

用报告吗？”往往是您提出要求后，银行、雇主、房东和保险公

司向您必问的问题之一。 其次，信用记录的好坏决定您是否能

办成您想办的事，以及花多大的成本办成您想办的事。 因此，

良好的信用记录，是您终身的财富。

所以，发达国家通常流传着这样的话：“要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

样维护个人的信用记录”。

有一个小故事，也许会有一些夸张，但它是真实存在的：在国外，



有一个人不小心闯了红灯。两个小时后，他回到家里。妻子说，

她的银行信用从 4A 降到了 2A，本该 3 年还清的贷款，银行限

他们在年内还清。儿子说，刚才学校拒绝了他的助学贷款申请。

这时，他接到一个电话，被告知他的就职申请也被延期审核。他

的信用记录出现了问题。这就是失信的代价。

如何才能拥有良好的信用记录呢？

第一步，应当尽早建立个人的信用记录。方法就是与银行发生借

贷关系，例如可以向银行申请信用卡或申请贷款。这里要澄清的

一个概念是不借钱不等于信用就好，不借钱意味着没有信用记录。

没有信用记 录，银行失去了一个判断您信用风险的便捷方法。

如果一个人有了二十年的信用记录，即使他曾经发生过未按时偿

还借款的情况，按照美国的信用评分体制，他的信用评分也高于

没向银行借过钱、没有信用记录的人。

第二步，要努力保持一个良好的信用记录。一旦建立了信用记录，

就要按时还本付息，拖欠和借款不还都会如实反映在信用记录中，

对个人信用形成不良影响。

第三步，要关心自己的信用记录。由于一些无法避免的错误，例

如输入错误等，信用报告中的信息差错是难免的。因此，应当定

期查询和认真检查自己的信用记录中的内容，及时发现和纠正错

误信息，避免使自己受到不利影响。如果发现个人信用记录内容

有错误，应尽快联系提供信用报告的征信机构。



作为信用报告的主体，您拥有以下权利：

第一，知情权。即个人对信用报告的内容有知情权，您可以查询

自己的信用报告，部分国家的法律还规定，征信机构每年必须至

少免费向个人提供一次信用报告。

第二，异议权。即如果个人对信用报告中的记录有不同意见，可

以向征信机构提出来，征信机构必须制定一套方便个人异议处理

的制度和程序。

第三，纠错权。即如果证实信用报告中记载的信息是错误的，提

供信息的商业银行和征信机构必须对错误信息进行修改。

第四，司法救济权。即如果您认为征信机构提供的信用报告提供

的信息有误，损害了您的利益，向征信机构提出异议后仍不能得

到满意的解决，您还可以向法院提出起诉，以法律手段维护您的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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