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信业管理条例》简介 

 

我国征信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作用日益显现，征信市场

初具规模。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征信业发展，对征信法制建

设提出了明确要求。为规范征信活动，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引

导、促进征信业健康发展，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出台了《征

信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于2013年3月15日起正

式施行。 

《条例》的出台，解决了征信业发展中无法可依的问题。有

利于加强对征信市场的管理，规范征信机构、信息提供者和信息

使用者的行为，保护信息主体权益；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1、《条例》具体包含了哪些内容？ 

《条例》规定了它的适用范围，对征信监管体制、征信机构

的管理、征信业务规则、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管理与使用、

相应机构的监督管理以及违法行为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等都做

出了具体规定，其中，与您最息息相关的是，《条例》还明确提

出了“征信信息主体权益”，包括信息主体对自身信用报告的知

情权、异议申诉权等，切实保障了您的合法权益。 

2、《条例》对保护个人信用信息主体的权益作了哪些具体规

定？ 



 
 

为在征信业务活动中切实保护您的个人信息安全，《条例》

主要作了以下规定： 

    一是严格规范了个人征信业务规则，具体包括：①除依法公

开的个人信息外，采集个人信息应当经信息主体本人同意，未经

同意不得采集；②向征信机构提供个人不良信息的，应当事先告

知信息主体本人；③征信机构对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不得超

过5年，超过的应予删除；④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他人向征信机

构查询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信息主体本人的书面同意并约定用

途，征信机构不得违反规定提供个人信息。 

    二是明确规定了禁止和限制征信机构采集的个人信息，具体

包括：①禁止采集个人的宗教信仰、基因、指纹、血型、疾病和

病史信息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采集的其他个人信息；②

征信机构不得采集个人的收入、存款、有价证券、不动产的信息

和纳税数额信息，但征信机构明确告知信息主体提供该信息可能

产生的不利后果，并取得其书面同意采集的除外。 

    三是明确规定了个人对本人信息享有查询、异议和投诉等权

利，具体包括：①个人可以每年免费两次向征信机构查询自己的

信用报告；②个人认为信息错误、遗漏的，可以向征信机构或信

息提供者提出异议，异议受理部门在规定时限内处理；③个人认

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可以向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投诉，征信

业监督管理部门及时核查处理并限期答复；④个人对违反《条例》

规定，侵犯自己合法权利的行为，还可以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四是严格法律责任，对征信机构或信息提供者、信息使用者

违反《条例》规定，侵犯个人权益的，由监管部门依照《条例》

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条例》为何将个人不良信用信息的保存期限设定为 5

年？ 

规定不良信用信息保存期限的目的，在于促使个人改正并保

持良好的信用记录。期限过长，信息主体信用重建的成本过高；

期限太短，对信息主体的约束力不够。 

    国际上一般都对个人的不良信息设定了保存时限，但期限并

不相同。如英国规定保留6年；韩国规定保留5年；美国规定，个

人破产信息保留10年，其他负面信息保留7年，15万美元以上的

负面信息不受保存期限限制。我国香港地区的规定是，个人破产

信息保留8年，败诉信息保留7年。 

在《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时，有不少公众意见和专家提

出，应当对不良信息设定一定的保存期限，且期限不宜太长。在

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并借鉴国际

惯例，《条例》将不良信息的保存时限设定为5年，超过5年的予

以删除。 

4、《条例》的出台对规范和促进征信业健康快速发展有哪些

积极意义？ 



 
 

我国征信业发展时间不长，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征信市场

管理、征信活动的基本规则尚无法律依据，征信经营活动缺乏统

一遵循的制度规范，部分以“征信”名义从事非法信息收集活动

的机构扰乱了市场秩序。 

《条例》的出台，一是解决征信业管理无法可依的问题。明

确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的职责及其管理对象、管理措施和管理手

段，有利于加强对征信市场的管理，规范征信业的健康发展。二

是解决征信市场中信息采集、使用不规范等问题。确立征信业务

及其相关活动所遵循的规章制度，规范征信机构、信息提供者和

信息使用者的业务行为，建立良好的征信市场秩序。三是解决征

信市场整体发展水平较低的问题。促进形成各类征信机构互为补

充、依法经营、公平竞争的征信市场格局，满足社会多层次、全

方位、专业化的征信服务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