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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企业守信合规信用评定规范》编制
说明

按照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总体要求，落实国家、省市相

关部署，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受广州市南沙区发展和

改革局委托，以广州市南沙区跨境信用促进会为归口单位，

联合广东省、香港、澳门信用领域内各专家学者、从业人员，

共同启动了跨境信用标准化建设工作，并形成《粤港澳企业

守信合规信用评定规范》（下简称《规范》），现就文件具体

情况说明如下。

一、编制背景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

域之一拥有“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独特优势，是构建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桥头堡，在国家发展大

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三地内的金融机构、企业及相关

方在开展跨境投融资、跨境贸易中，同样对信用跨境服务有

强烈的需求。但在跨境领域的实际应用中，基础信用需求，

即判断一个主体是否“守信合规”，途径和方法十分有限，

目前主要是通过境外信用机构提供的基础信用报告或者查

询境外相关网站的公开信息来加以判断，但是存在诸多问题，

如公开的信息十分有限、不同信用机构对于“合法守信”不

同理解等问题。

《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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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格局的意见》提出，进一步发挥信用对提高资源配置效

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作用，为提

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提供支撑保

障。《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

明确要“加快推动广州南沙深化粤港澳全面合作，打造立足

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经广州市

南沙区发展和改革局提出，由广州市南沙区跨境信用促进会

联合业内专家学者、从业人员共同启动相关工作，联合粤港

澳三地信用服务机构建立关于“守信合规”判断的标准，形

成大湾区内各类机构共同认可的“信用标识”，推动跨境信

用标准建设，为粤港澳三地信用互认提供基础和支撑。

二、编制过程

（一）成立工作组

由广州市南沙区跨境信用促进会整合目前在国内信用

标准、信用服务、跨境信用业内较有研究水平的专家学者和

从业人员成立起草工作组，负责具体实施。

（二）开展相关调研

项目配备与开展工作相适应的工作团队（调研队伍），

走访相关内容可应用场景，同时与信用领域内学者专家、从

业人员及相关单位召开标准研讨会，完善标准内容。

（三）完成撰写工作

对调研资料及研讨会议内容进行整理，开展标准编写工

作，完成后进行内部审核。

（四）进行内部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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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核完成后，面向起草组各位专家内部征求意见。

共收到各位专家意见 49 条，完成了对《规范》的修改。

（五）形成征求意见稿

经完成修改后，起草组再次对《规范》的内容进行审核

与校对，形成《规范》征求意见稿，通过专家咨询论证会，

收到参会专家提出的共 44 条意见，根据意见情况完成修改

后，现开展面向社会公众的征求意见。

三、解决问题

（一）解决公开信息有限的问题

三地信用服务机构公开的信息十分有限，信用机构掌握

的和能够提供的信用信息程度参差不齐，《规范》以违法、

违规、违约三类信息作为企业基础信用的识别，能够准确清

晰判断主体是否在“守信合规”。

（二）建立统一的“守信合规”认可标准

《规范》通过统一的评价标准，解决不同信用机构对于

“合法守信”判断的标准不同，形成的结论无法实现彼此共

享和互认。

（三）解决三地不同信用服务产品应用局限问题

境外信用机构主要以信用信息报告或者信用评分的方

式来提供，境外信用机构偏重金融场景，缺少类似国内公共

管理和服务领域的信用报告产品，《规范》通过指标设置，

平衡了公共、商业、金融的不同领域的信用场景应用。

（四）打造跨境可用的信用产品

境内外信用体系逻辑不同，法律法规也不同，彼此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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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信息无法共享，没有跨境信用更新机制，信用产品无法实

现对跨境领域的有效支撑。《规范》建立了持续更新和补充

完善机制，能够实现对跨境信用产品在实际应用中的有效支

撑。

四、主要内容

本文件包括十五个部分：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

和定义、基本原则、评定指标、评定要求、标识要求、评定

流程、信用机构要求和报告规范，同时还有五个附录：一是

自律组织范围；二是网络社群范围；三是管理体系认证范围；

四是风险名单范围；五是企业守信合规信用评定报告。

本文件在内容上有五个创新点：一是探索在跨境领域中

建立“守信合规”的判断标准；二是提出将“信用标识”作

为跨境信用互认的载体；三是以“信用标识”替代传统的信

用报告，以“信用标识”的使用替代信用报告的跨境流转；

四是通过“信用标识”的维护和管理，建立跨境信用共享机

制；五是通过“信用标识”的应用和推广，实现线上与线下

信用协同。

五、其他说明

根据相关政策要求和发展实际，结合征求意见情况，标

准将会进一步完善与优化，必要时再次补充调研或召开论证

会，根据补充调研或论证会意见修改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