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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对策”
岁末年初，记者走访时发现一

些机关、国企单位食堂里依然藏着
豪华包间。躲在食堂公款吃喝，反
映出一些单位在反“四风”问题上
使歪招、玩变通。躲进食堂偷偷
吃、悄悄喝，表面看是“四风”问题，
实质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思
想不牢、党性薄弱的表现。

（据昨日新华社） 点评：躲在食堂里的公款吃喝当休矣！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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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和企业的“信用身份证”即将上新。17
日，央行宣布自2020年1月19日起，征信中心将
面向社会公众和金融机构提供二代格式信用报告
查询服务。央行征信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二代
格式信用报告进一步丰富了个人和企业的信用信
息，信息更新效率提高，建议个人和企业及时关注
自身信用状况变化，切勿过度负债，按时足额还
款，维护良好信用记录。（1月19日《新京报》）

我国已经进入信用时代。“让守信者处处受
益，让失信者寸步难行”已成为广泛共识。过去
央行征信系统主要服务于金融，如今不断向社会
领域延伸。

数据显示，2019 年，个人和企业征信系统累
计查询量分别为 24 亿次和 1.1 亿次，日均查询量
分别为657万次和29.6万次。这说明从个人到企
业以及其他部门，都越来越重视征信报告。但由
于一代征信系统于2006年正式运行，距今已十几
年，无论是信息丰富性还是更新效率等方面，滞
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所以，一代信用报告已完成
历史使命，二代征信系统上线是应有之义。

显然，二代征信系统服务能力更强了。新系
统丰富了基本信息和信贷信息内容，可以更为全
面、准确地反映信息主体信用状况。同时，大幅提
升信息采集和征信服务效率。这些新变化，既方
便了信息主体完整了解自己信用状况，也方便了
金融机构等客观评估信息主体信用状况。此外，
此举更有利于推进我国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以形

成人人守信局面，降低失信带来的社会成本。
对于二代征信系统，公众无疑有更多期待。比

如说，征信系统的信息采集边界能否更明确并固定
下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个人日常行为纳入征信
系统，让人担忧“征信是个筐什么都能装”。对此，
笔者以为，应该以制度规定为征信系统信息采集边
界画一条红线，究竟哪些行为纳入征信系统，哪些
禁止纳入，应由公众讨论后以制度来固定。

在现实中，“被失信”的情况曾在多地出现，
比如有的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贷款”“被失
信”。这说明公民知情权、同意权没有得到应有
保障。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信
息提供者向征信机构提供个人不良信息，应当事
先告知信息主体本人。第十三条规定，采集个人
信息应当经信息主体本人同意，未经本人同意不
得采集。但这些规定落实情况不理想。

所以，二代征信系统上线后，必须吸取之前
的教训，切实保障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应该尽
量做到纳入征信系统的每一条信息，都事先告知
信息主体本人，并得到本人同意。在信息时代，
其实这一点并不难实现，关键取决于征信中心是
否下决心规范。

只有保障公民相关合法权益，才能对征信机构
信息采集权形成一定制衡。当然，也需要监管部门
对“被失信”的问题加强监管监督，对随意侵害公民
合法权益的行为，该处罚的必须处罚。如此一来，不
管是第几代征信系统，其本身才能更具有公信力。

1月17日至18日，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在北京
召开。会议强调，要为企业发展营造更好法治环
境。要聚焦民营企业发展中的难题，健全、落实执
法司法平等保护机制，坚决防止把经济纠纷混作
犯罪处理、把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任，健全涉企冤
错案件依法甄别纠正的常态化机制。

北京青年报评论：去年，我国经济尽管遭遇不
小的困难，但全年经济增速仍然达到 6.1%的水
平，人均GDP首次达到1万美元。

民营企业能够在去年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
除了中央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上向民营经济有
所倾斜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各级执法部门、
司法部门积极服务大局，以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
期、利长远的功能为牵引，提高法律服务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能力。在这方面，前两年以最高人民法
院重审张文中、顾雏军等三起民营企业家经济犯
罪案为契机，向民营企业家彰显了司法部门为民
营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鲜明姿态，激励和鼓舞民
营企业家树立创业投资的信心。

此次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召开前，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多次表明为民营企业家营
造良好法治环境的态度。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再次
提出这一要求，对广大民营企业家将起到十分重
要的鼓舞作用。

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提出，要健全涉企冤错案
件依法甄别纠正的常态化机制。这就要求司法机
关对过往判决的一些经济案件重新进行审视，特
别是其中一些作为犯罪案件的判决，要依法进行
甄别，有错必纠。在日常的经济活动中，企业在资
本、股权、债务、商务等方面发生纠纷是常有之事，
如果法律动辄将一些纠纷视为经济犯罪，将民事
责任提高至刑事责任，不仅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
限，而且会使经济纠纷恶化，拖累整个企业以及关
联企业，影响社会经济健康运行。如在已获得全
部或部分平反的几起企业家涉及的刑案中，企业
家作为犯罪者入狱后，其所在企业最终只能从资
本市场退市，投资者遭受惨重损失，对当地的营商
环境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其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坚决防止把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不仅是
在目前经济稳增长压力较大、需要民营经济发挥更
大能量的背景下提出的要求，未来经济形势好转以
后，这同样应当是司法部门必须守住的一个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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擘画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新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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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缅
关系发展的
蓝图已然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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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征信系统须保障信息主体合法权益

访问两天，出席 12 场活动，见证签署达成 29
项合作文件——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新年首访日
程紧凑，成果丰硕。

在中国和缅甸建交 70 周年之际，习近平主
席对缅甸的国事访问体现了中缅深厚的胞波情
谊，开启了两国世代友好新篇章。此访是中缅
关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必将产生深远历史影
响。元首外交引领中缅胞波情谊步入新时代。

正确的战略定位和方向，是新时代中缅关
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70 年来，中缅关系历
经风雨仍不断向前发展，离不开两国对彼此发
展道路的尊重，对彼此重大关切的支持。此次
访问期间，双方一致同意构建中缅命运共同
体。这一决定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期
待，丰富了中缅关系内涵，将为中缅合作源源不
断地注入动力和活力。

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是中缅关系的前进动
力。中缅两国都面临着各自的发展任务，推动各
领域合作深入开展，释放更多惠民红利，符合两
国共同利益。此次访问期间，双方就推进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双方同意推
动中缅经济走廊从概念规划转入实质建设阶段，
着力推进皎漂经济特区、中缅边境经济合作区等
多个互联互通骨架建设，同时继续深化经贸、农
林、产能、投资、金融等领域务实合作。随着中缅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推进，成果不断显
现，新时代中缅友好合作的道路将越走越宽。

广泛密切的人文交流，是中缅友谊不断传

承的牢固纽带。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缅山水
相连，文化相通，增进文明互鉴，密切人员交流，
能够为两国友好事业培养更多参与者、受益者、
支持者，筑牢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此次访问
期间，为隆重庆祝建交 70 周年，双方同意将今年
确定为“中缅文化旅游年”，在教育、旅游、文化
等人文领域举办 70 余项活动。这些都将进一步
深化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与信任，为中缅关系
的长远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社会民意基础。

此次访问期间，中缅双方还同意加强多边
机制框架内的协调配合，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
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涉及发展
中国家挑战的全球性议题上密切协作，将有助
于共同维护本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中缅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和践行
者，为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如
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包括中缅在
内的发展中国家在维护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方面面临新的挑战。此次访问期间，双方强调
将继续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共同捍卫联
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携手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
利益，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
新形势下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展现出历久弥
新、历久弥深、历久弥坚的勃勃生机。

“胞波感情重，江水溯源长。”70年是里程碑，
更是新起点。新时代中缅关系发展的蓝图已然绘
就，双方也期待着在这一蓝图指引下，构建更为紧
密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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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幸福与否，与登记日期是
否为“吉祥日”、“好日子”无关。

——据中新网报道，今年“2月2日”“6月
6日”等多个吉祥日正值法定公休日，针对民众
希望在此时间进行结婚登记一事，民政部社会
事务司司长王金华昨日表示，希望广大公众和
结婚登记申请人理性对待结婚登记日期，不必
要扎堆在一些特殊日期进行登记。

还想在学校混日子？
——据中国之声报道，上个月，延边大学

发布公告称，拟清退136名攻读硕士和博士的
学生，原因是这些学生没有在学校规定的年限
内取得学位并毕业。退学学生名单显示，有一
名学生2005年入学，近15年都没毕业。近
日，又有近30所高校公布了超过1300名硕博
研究生的退学名单，其中包括清华大学、复旦
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知名高校。

不能将“离结比”等同于“离婚率”。
——据中新网报道，民政部昨日表示，

2019年全国婚姻登记机关共办理结婚登记
947.1万对，离婚登记415.4万对，补发结婚证
和离婚证书403.4万对。民政部表示，如简单
按照离婚量除以结婚量计算所谓“离结比”则
高达44.1%，这是不科学、不严谨，也是极为不
严肃的。据介绍，2019年的结婚率和离婚率
尚在统计当中，以正式公布数据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