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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社会信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470）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计量大学、深圳市信用促进会、

中经网数据有限公司、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院、新华中经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华能招采数字科技有

限公司、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新蝶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易信（厦门）信用服务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门立群、吴阿明、郭歌、周莉、张月义、赵燕、黄绍斌、鲜涛、王银旭、满岩、鲁曦、

李伟、牛问哲、江洲、孙赫、杨韵霞、江浩、王长勇、黄荣、李向华、孟翠竹、陈伟、袁建、安明哲、张良。

Ⅲ





GB/T 45255—2025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的总体原则，规定了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内容、评价等级表示方法

及含义、评价周期、评价验证、评价应用的要求，描述了相应的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开展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其他类型信用主

体开展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参考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 22116　企业信用等级表示方法  
GB/T 22117　信用　基本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22117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公共信用信息　public credit information
依法行使公共职能的部门履职过程产生的有关各类主体的信用信息。

注： 依法行使公共职能的部门包括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依法行使公共管理（服务）职能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

织。有关各类主体的信用信息包括《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列入的各类合法合规采集使用的信用信息。

[来源：GB/T 22117—2018，2.24，有修改]
3.2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public credit 
根据依法依规采集的与企业法人相关的多类信用信息，以公共信用信息为主要依据，综合运用其

他类信用信息，采用科学的计算模型和评价指标，综合运用统计方法，对受评主体公共信用综合状况进

行评价，并以适宜的等级划分或量化标准等形式予以表现或展示。

注： 其他类信用信息指信用服务机构、行业协会商会以及其他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等在经营、服务或行业自律管理等

过程中产生或者获取的反映信用主体信用状况的数据和资料，以及信用主体自主提供的与自身信用状况相关

的数据和资料等。

4　总体原则

4.1　公益性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为公益性评价，不向受评主体收取评价或查询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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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综合性

以公共信用信息为主要评价依据，与受评主体相关的各类合法合规采集使用的信用信息均可纳入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范围，以全面反映受评主体的信用状况。

4.3　科学性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通过对受评主体多类信用信息的研究与实践，得出受评主体公共信用综合状况

的评价结果，相关内容符合实际情况和科学原理。

4.4　客观性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采用客观信用信息记录，通过量化模型和客观评分标准形成评价结果，不含主

观判断。

5　评价内容

5.1　司法制裁情况

反映受评主体遵守法律的情况。根据受评主体是否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被执行人等情况进

行评价。

5.2　行政管理情况

反映受评主体遵守行政法规的情况。根据受评主体受到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奖励以及对

其开展的行政监督检查等情况进行评价。

5.3　履约践诺情况

反映受评主体履行合同、协议、约定，遵守信用承诺等方面的情况。根据受评主体履约践诺情况进

行评价。

5.4　经营管理情况

反映受评主体经营状况和管理能力水平。根据受评主体经营规模、时长、业务拓展能力、经营稳定

性以及公司治理、信用管理等情况进行评价。

5.5　发展创新情况

反映受评主体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根据受评主体获得的资质、许可、知识产权等情况进行

评价。

5.6　守信激励情况

反映受评主体获得奖励和表彰的情况。根据受评主体获得政府等有关部门认可的荣誉奖励、激励

情况进行评价。

5.7　失信惩戒情况

反映受评主体受到失信惩戒的情况。根据受评主体是否被行业监管部门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等情况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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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社会监督情况

反映受评主体的社会信誉情况。根据社会公众监督举报信息、社会舆情信息等进行评价（相关信

息需由有关部门核实认定、有确定认定结论）。

基于上述内容的公共信用综合评价指标应符合附录 A。

6　评价等级表示方法及含义

6.1　等级表示方法

受评主体信用等级表示方法，按照 GB/T 22116，信用程度从高到低分为 A、B、C、D 四等，每等可

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级，用符号“+”“-”区分。在同一等中，“+”表示信用程度高，“-”表示信用程

度低。

6.2　等级含义

A 等：表明受评主体在评价期内公共信用综合水平高，评价期内未发现或有少量轻微公共信用负

面记录，且其他方面信用综合状况好。

B 等：表明受评主体在评价期内公共信用综合水平较高，评价期内未发现情节较严重的失信行为

记录且各类负面信用记录数量较少，其他方面信用综合状况良好。

C 等：表明受评主体在评价期内公共信用综合水平欠佳，评价期内存在情节较严重的失信行为记

录或负面信用记录数量较多。

D 等：表明受评主体在评价期内公共信用综合水平差，评价期内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细分等级及含义见附录 B。

7　评价周期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设置评价有效期，并定期动态更新。

8　评价方法

8.1　模型设计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采用混合型信用评分卡模型，将量化指标评分和综合定级相结合。量化指标评

分指根据各项指标得分和计算模型计算得到最终综合评分。综合定级指根据最终综合评分确定公共

信用综合评价等级。根据受评主体的各类属性和行为数据，经过变量构建、指标赋权、评分计算等环节

完成模型构建。

8.2　变量构建

根据评价数据特征，运用特征分类、聚类方法、统计分析等技术进行数据分析，构建科学合理的模

型变量，对变量进行统一量纲和标准化设计、离散化与分箱设计、阈值设计等。

8.3　指标赋权

在确定评价模型及指标、数据统计与分析基础上，采用独立权重与相关权重相结合等方法为评价

指标赋权，通过数据样本训练和测试优化指标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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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评分计算

根据信用评分卡模型及指标权重参数实施计算并输出评分结果，转化为对应的信用评价等级。

9　评价验证

9.1　模型评估

对样本数据生成评价测试结果，对模型效果进行有效性、区分度、稳定度评估检验，通过重点指标

相关性分析、贡献度分析、组间差异性分析、多次结果迁移矩阵统计及表现分析等方法对指标及结果进

行分析检验，若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具有较好的风险识别效果，则将评价模型进行应用。

9.2　模型修正

若检验结果表明模型效果不理想，则对模型进行优化修正，结合统计结果调整量化标准设计、模型

参数、计算方法等，不断迭代、优化评价模型，直至评价模型达到理想效果。

10　评价应用

10.1　评价应用概述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作为标识企业综合信用水平的基础画像进行应用。各部门、各地区可直接应用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也可在公共信用综合评价指标或结果基础上，结合行业性、区域性特点、信息

基础和应用需要，叠加、融合形成更加详细、具象的行业性、地区性公共信用评价模型和更加准确细分

的评价结果，为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和更广泛的服务应用场景提供参考和支撑。

10.2　基础应用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是面向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开展的通用型信用评价，用于反映受评主体遵守法

律、合规经营、履约践诺和发展运营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和综合表现；采用各部门、各地区依法归集、共享

的信用信息，实现对受评主体公共信用综合水平的基础定级，可为各部门、各地区开展以信用为基础的

分级分类监管提供支撑。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可作为对受评主体公共信用综合水平的基础性评价，各部

门、各地区可在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基础上，结合自身职能设计形成更具针对性的信用评价，开展行业、

地方应用或融合应用。

10.3　行业应用

在公共信用综合评价指标基础上，可结合行业属性或专业领域特点、行业信用信息归集情况、行业

监管服务应用需求等，叠加形成更加细分、精准的适用于行业领域的信用评价模型，包括重点面向监管

类应用的行业公共信用评价（以公共信用信息为主要评价内容，突出公共信用在评价中的主导作用），

以及其他面向市场化应用等多元场景的行业信用评价。

10.4　地方应用

地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单位可结合区域特点、本地信用信息归集情况、地方监管服务应用需

求等，设计区域性专属特性指标，在公共信用综合评价指标基础上叠加形成区域性公共信用评价指标，

以适用于辖区内开展信用监管或服务等具体应用。

4



GB/T 45255—2025

10.5　融合应用

各部门、各地区公共信用评价与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之间可参照评价等级与含义（见附录 B）建立对

照映射模型，或建立适用于多个行业领域、区域协同一体化的融合评价模型，为跨行业、跨地区信用监

管或服务应用场景提供参考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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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指标项名称及说明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指标项名称及说明应符合表 A.1。

表 A.1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指标项名称及说明

司法

制裁

行政

管理

履约

践诺

经营

管理

失信被执行

人

被执行人

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

行政检查

行政奖励

监管评价

合同履约

信用承诺

经营规模

经营时长

投融资网络

社会关联

拒不履行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被各级人民法院

认定，并依法依规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拒不履行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并进入执行程序

的当事人

涉及较严重情形失信行为的行政处罚，主要是被

处以吊销证照、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

业等行政处罚

涉及一般失信行为的行政处罚，除涉及较严重情

形失信行为的行政处罚、按简易程序作出的行政

处罚之外的行政处罚

被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采取行

政强制执行

受到行政机关行政监督检查的检查结果

受到行政机关给予的奖励情况

被监管部门评价为最末等级或最高等级

经司法部门裁定或行政管理部门确认的合同违

约、合同欺诈等

公开作出的信用承诺及践诺情况

注册资金或实缴资本、人员规模等

企业存续年限

企业对外投资及分支机构设立情况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法定代表人、实际控

制人等对企业经营有一定影响的重要相关人员

以及分支机构的信用情况

状态值，采用评价时点的失信被执行人

列入情况

状态值，采用评价时点的被执行人列入

情况

统计值，统计截至评价时点近 3 年期间

总数

统计值，统计截至评价时点近 1 年期间

总数

统计值，统计截至评价时点近 3 年期间

总数

统计值，统计截至评价时点近 1 年期间

总数

统计值，统计截至评价时点近 1 年期间

总数

状态值，采用评价时点的情况，数据使

用遵循监管部门评价信息的时效性规

定

统计值，统计截至评价时点近 1 年期间

总数

统计值，统计截至评价时间点近 3 年期

间总数

状态值，采用评价时点的数值

状态值，采用评价时点的数值

状态值，采用评价时点的情况

状态值，采用评价时点的情况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说明 取值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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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创新

守信

激励

失信

惩戒

社会

监督

经营异常信

息

经营稳定性

资质许可

知识产权

表彰奖励

守信激励名

单

严重失信

主体名单

舆情信息

投诉举报

企业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未在规

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信息、通过登记的住所或

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未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责令

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等行为

企业主要登记注册信息变更情况

获得的准入类行政许可信息、资质证书等

专利、著作权等

政府部门及有关部门授予或认可的荣誉、表彰、

奖励等

A 级纳税人、海关高级认证企业等守信激励名单

根据全国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被行政机关依

法依规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通过互联网等渠道披露，且经有关部门核实、介

入处理的负面事件

受到投诉、举报并经核实认定的信息

状态值，采用评价时点的经营异常名录

列入情况

统计值，统计截至评价时点近 1 年期间

总数

统计值，统计截至评价时点处于有效期

的准入类行政许可信息、资质证书总数

统计值，统计截至评价时点的情况

统计值，统计截至评价时点近 1 年期间

总数

状态值，采用评价时点的守信激励名单

列入情况

状态值，采用评价时点的严重失信主体

名单列入情况

统计值，统计截至评价时点近 1 年期间

总数

统计值，统计截至评价时点近 1 年期间

总数

经营

管理

表 A.1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指标项名称及说明（续）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说明 取值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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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等级表示方法及含义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等级表示方法及含义见表 B.1。

表 B.1　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等级表示方法及含义

综合评价等级

A

A-

B+

B

B-

C+

C

C-

D

等级说明

公共信用综合状况极好，评价期内未发现公共信用负面记录，且其他方面信用综合状况极好

公共信用综合状况优良，评价期内未发现公共信用负面记录，或存在较少但情节较为轻微的失

信行为记录，且其他方面信用综合状况优良

公共信用综合状况良好，评价期内至多存在较少量的非严重情形负面信用记录，且其他方面信

用综合状况良好  

公共信用综合状况较好，评价期内存在少量的非严重情形负面信用记录，且其他方面信用综合

状况较好

公共信用综合状况尚好，评价期内不存在严重情形负面信用记录

公共信用综合状况一般，评价期内存在较严重情形负面信用记录，或各类负面信用记录较多

公共信用综合状况欠佳，评价期内存在严重情形负面信用记录，或各类负面信用记录多

公共信用综合状况较差，评价期内存在严重情形负面信用记录，且各类负面信用记录多

公共信用综合状况差，评价期内进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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