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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F_AB_E4_BF_A1_E7_c122_479816.htm 诚信是诚实守信和

诚实信用的合成，作为一种经济、文化、社会的理念，现在

已成为市场经济社会中的核心理念之一。我国从古至今，就

是一个诚信的国家。古人云，“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

，说明我们的祖先是非常注重诚信的。因此，信用是一个国

家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内

容。 社会信用体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庞大的系统，涉及到很

多方面，也与国计民生、民族兴亡、国家的繁荣富强密不可

分。一般可以从以下的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规范、约束信

用行为的法律体系；二是促进个人、单位自觉实现承诺的诚

信体系（对个人、单位行为的一种记录体系）；三是帮助守

信方（一般是债权人）判别交易对象的信用状况、违约程度

，以降低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的征信体系。 近年来，我国在

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也建立了初级的征

信体系，制定了一大批与信用建设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像宪法、民法通则、公司法、银行法、合同法等都将诚实守

信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明确规定。此外，地方政府的部门

立法中也都较为详细地规定了将诚实信用作为交易的原则和

行为准则。我国的信用法律体系已初具规模，也为市场经济

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国的信用法律体系还不

是很完善，大量的违法乱纪行为均是不诚信的具体表现，合

同违约、经济诈骗、司法不公、执行难、社会空前腐败等现

象的屡屡发生，无不是那些诚信缺失或诚信灭失的人群和利



益群体的可恶行径。正是这些见利忘义的人群，给国家给民

族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约束，使

没有诚信的人和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惩治，影响了整个社会诚

信体系和国家在国际上的声望。 “失义人心不在，失信正道

不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没有信用就没有秩

序，经济秩序混乱则败坏社会信用，毒化社会风气。而失信

于社会，构恶于人，最终也必将为社会抛弃。因此，建立一

个“诚信社会”尤为必要，这个道理十分简单，但落实起来

并非易事。许多人呼唤诚信，往往是要求别的企业或别人对

自己诚信，而自己则经常见利忘义，随便毁信弃约。诚信作

为一种要求是相互的，不能只拿来要求别人，这就要你诚信

我也诚信，大家都来诚信。失信行为之所以成为社会公害，

制度不完善是导致失信的一个根本原因。当失信有利可图时

，企业或者个人必然会有一种失信倾向。失信没有制度约束

，缺少具有影响力的信用监控机构，就必然会导致信用的缺

失，加剧信用环境的恶化，这就很有必要建立一种信用制度

来惩罚失信者。 一、 信用立法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 我

国的市场经济在不断地完善，与其相适应的法律制度也在不

断地制定和颁布实施，但总体上还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需要

。市场经济本身需要良性的发展秩序，但是，来源于市场经

济自身的利益驱动以及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又会造成一定的

秩序失范。而腐败现象的泛滥和权力主体之间的权力寻租和

利益群体间的残酷竞争，势必破坏原有的不很牢固的信用体

系。这就需要不断地更新、补充和校正，甚至还要重新建立

新的信用体系。如果不及时予以调整，必然会导致混乱和倒

退。因此，加快信用立法是维护和巩固市场经济秩序的必须



。 二、信用立法是促进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的保障和基础 人

们在交易过程中，是基于原始的信任最终引起民事行为的发

生、变更和完成。如果没有信用或一丁点的失信行为，都有

会导致交易失败或引发失信事件，进而也会影响该个人或企

业的整体声誉。“信用缺失”首先是信用文化的缺失。因此

，应把发展信用文化、开展诚信教育作为诚信建设的基础性

工作来抓，努力营造诚实守信的舆论氛围，在全社会弘扬“

讲信用、守合同”的良好风气，增强全社会“信用是绿色资

源”、“信用是经济活动的生命线”、“诚实守信光荣、背

信弃义可耻”的观念，加强舆论导向和舆论监督，在全社会

营造一个“讲信用从我做起，讲秩序从现在做起”的良好风

尚。营造诚信的良好氛围，就必须用法律和制度来保障，有

了保障，才能更好的发展经济，建设好国家。 三、 信用立法

要最大限度地保障守信人和诚信企业的合法权益 建立信用法

律制度，就是要保障守信人和守信企业的合法权益，这是立

法者的本意，也是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意愿。诚信法律制度的

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可能毕其功

于一役。惟有坚持长期性建设和阶段性整治的有机结合，才

能收实效、收长效。当前围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应

从四个方面加强整治力度：一是突出依法行政、廉洁从政、

提高效率等内容，开展政府信用专项治理。为此，地方政府

要规范自身行为，树立诚实守信的形象，并迅速转变职能，

使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认真充当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

决不能滥用政府信誉，去干预企业和银行的融资活动，更不

能违法或纵容包庇逃废债务的行为。二是要突出经济信用、

质量信用、价格信用、财务统计信用、劳动信用等内容，开



展企业信用专项治理，促进企业诚信经营。为此，要加快企

业诚信体系建设，尽快建立对企业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罚机

制，让那些有不良信用记录的企业为其失信行为付出代价，

甚至被绳之以法。三是突出真实性、合法性、独立性、客观

性等内容，开展中介机构信用专项治理，提高中介机构和组

织的信用度。四是突出经营信用、劳动信用等内容，开展个

体工商户信用专项治理，引导他们争做诚信商户。只有这样

，才能建立起完全意义的信用法律体系，才能最大限度地保

障守信人和诚信企业的合法权益。 四、 信用立法为惩治信用

违法行为提供了依据和保障 市场经济竞争过程中的无序状态

，直接破坏了公平竞争和诚实信用原则，带来了严重的社会

恶果，造成了社会混乱，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如今那些普遍

存在的三角债、合同诈骗、侵占他人财产权和人身权等严重

的违法犯罪行为，不仅泛滥成灾，得不到应有的惩治，还有

愈演愈烈之势，也极大地影响了党和国家的形。如不能及时

整治，亡党亡国，绝不会是危言耸听一句谶语。如今，相当

的地方政府和企业与老百姓的关系非常紧张，可以说是危机

四伏。这一方面说明了政府已出现了信用危机，另一方面也

说明了信用立法是迫在眉睫。只有通过信用立法，才能惩罚

信用违法行为，才能在惩治这些违法犯罪的过程中有了依据

和保障，也能达到惩前毖后的作用。 五、 信用体系的建立还

须自律和他律来共同完成 社会的诚信问题，除涉及文化、体

制、法律以及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还涉及到社会伦理的问题

。 诚信是社会伦理最重要的内容，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保持社会伦理天平的平衡，需要从他律与自律两个角度考

虑。 在他律方面，个人行为规范和企业经营一定要有法律与



制度的约束。目前，在企业管理中，相应的法制建设需要跟

上经济发展的过程，尽快地健全与完善，使不讲诚信的人没

有可乘之机。不过，任何法律制度都会有不足之处。这就需

要人们借助自律的形式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在自律方面，诚

信问题的实质在于文化。个人与企业的诚信要借助中国的传

统文化，就是要使人们真正理解古人所讲“君子信而后劳其

民，未信则以为攮己也”的道理。在企业经营中，不能取信

于人，就会万事无成。 从更深的层次讲，我们不仅要思考在

利益方面形成伦理天平平衡的问题，还要思考企业追求利益

的行为方式。在追求与解决利益的平衡过程中，企业的经理

人采取行动的行为方式往往可以分为“道”与“术”两种方

式。追求诚信的企业是采用“道”的方式，而过分追求利润

的企业采用的只是一种“术”的方式。 以诚信为本的道就是

商道。企业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最

终获得竞争优势，无不得益于这种商道。这种道的核心在于

人。企业的管理者要取信于自己的员工，取信于自己的顾客

；同时也要指导员工取信于外部利益群体。就是说，企业的

管理者要将诚信作为自己的管理价值观，用以指导企业的管

理实践，彻底明确管理在于得人。今天很多企业希望通过自

己具有优质品牌的产品来获得忠实的顾客，无非就是通过品

牌的信息来传达企业诚信的一种方式而已。 我国的社会诚信

体系建设还不是很完善，信用建设市场也非常混乱。因此要

建立信用体系的监管体系，确保诚信建设整体有序地向前推

进。必须建立和完善指导政府部门和企业进行信用管理的基

本制度，强化企业经济交往对象的资信管理，防范信用风险

。探索建立部门间联合的信用征集与信用评估体系，实现社



会监督的社会化。 总之，全社会惟有高举诚信大旗，群策群

力，整饬“信用缺失”，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地结合

起来，才能使严重破坏信用的行为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

打”，才能构建一种新型的社会诚信体系，信用经济才能实

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才能健康有序持续地发展。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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