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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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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信息，准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

战略发展定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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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是指与信用信息服务活动有关的体制框架和体系，主要包括两方面的

内容，一是信用评级；另一类是征信，亦即习惯上所称的信用调查活动。相应的，从事信用

信息服务的机构也大体上分为两大类，即评级机构和征信机构。信用评级公司提供的信用评

级报告主要向社会公众公开，为公众决策提供参考。征信包括企业征信和个人信用征信，是

指征信机构受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委托，通过采集、加工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提供关

于企业和个人信用状况的调查、评估或者评级报告等征信产品的经营性活动。征信公司提供

的信用调查报告不向社会公开，仅供委托人决策参考。信用评级活动是属于征信活动的高级

阶段，是建立在征信活动所收集的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对征信活动获得的数据进行加工处理

，以获取更有价值信息的活动。从国际经验来看，建立完善的信用信息服务体系是整个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信用信息服务体系是最为滞后和缺

失的，也是最需加强的环节。

    中国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征信与信用评级市场全景调查与投资前景评

估报告》共十一章。首先介绍了双摄像头手机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双摄像

头手机规模及消费需求，然后对中国双摄像头手机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

了中国双摄像头手机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双摄像头手机有个系统的了解或

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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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中国征信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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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外开放促进了我国征信机构的产生和发展

（4）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动了征信业的发展

1.1.2 中国征信业发展历程



（1）探索阶段

（2）起步阶段

（3）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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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信用评级的特点

1.2.3 信用评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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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息评级处理信用信息的数量和重要性不断增强

（4）可督促企业强化信用意识防范风险

 

第二章 中国征信业发展的成就

2.1 征信法规制度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2.1.1 《征信业管理条例》正式发布实施

2.1.2 建立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制度

2.1.3 完善信用评级管理制度

2.1.4 推动征信标准建设

2.2 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建成并日趋完善

2.2.1 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建设历程回顾

2.2.2 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运行情况



2.2.3 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应用成效

2.3 征信市场初步形成

2.3.1 征信市场格局初步形成，市场体系初步建立

2.3.2 征信机构不断发展，竞争力不断增强

2.3.3 征信产品日益丰富，服务应用范围不断拓展

2.3.4 市场需求得到初步引导，创新不断加快

2.4 征信管理逐步规范

2.4.1 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管理逐步加强

2.4.2 对评级市场的管理逐步规范

2.4.3 对社会征信机构的管理逐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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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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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征信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3.1 中国征信业发展的历史机遇

3.1.1 征信业发展的政策体系更为完善

3.1.2 征信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建立

3.1.3 征信业发展的市场潜力巨大

3.1.4 征信业发展有了良好的基础

3.1.5 征信业发展的外部环境良好

3.2 中国征信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3.2.1 社会信用意识和信用环境有待提高和改善

3.2.2 征信市场发展任重道远

3.2.3 征信管理面临发展与规范的矛盾

3.2.4 征信从业人员队伍建设亟待加强

 



第四章 中国征信业展望

4.1 征信法规展望

4.1.1 研究制定《征信业管理条例》配套规章制度

4.1.2 研究制定评级业务法律制度

4.1.3 建立信用信息标准体系，扩大信用信息应用范围

4.1.4 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律制度建设

4.2 征信市场展望

4.2.1 培育品牌征信机构，提高征信市场总体水平

4.2.2 完善征信机构公司治理和内部管理机制

4.2.3 提升征信业的服务质量，提高产品创新能力

4.2.4 依法推进征信市场对外开放

4.3 征信管理展望

4.3.1 按照《征信业管理条例》和《征信机构管理办法》全面开展征信管理工作

4.3.2 推进信用评级市场管理方式改革

4.3.3 完善对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接入机构的管理

4.4 征信宣传教育展望

4.4.1 深入开展常规性、普及性征信宣传活动

4.4.2 开展小微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专题宣传

4.4.3 推动征信信息主体权益保护专题宣传

4.4.4 探索建立征信国民教育体系

4.4.5 增强征信宣传教育活动的实效性

4.5 征信文化展望

4.5.1 倡导征信人的核心价值观

4.5.2 形成科学严谨的工作制度和行业规范

4.5.3 丰富征信文化的展现形式与传播途径

4.5.4 树立征信队伍的良好形象

4.6 社会信用体系展望

4.6.1 积极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4.6.2 加快推进小微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第五章 全球信用评级市场运行环境评述

5.1 全球信用评级的经济发展环境



5.1.1 全球经济发展概述

5.1.2 金砖四国的金字招牌不再

5.1.3 全球实体经济或将进入衰退通道

5.1.4 全球经济对全球经济和评级机构的影响

5.2 2全球信用评级的政治发展环境

5.2.1 发达国家对信用评级体系进行反思

5.2.2 信用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受到质疑

5.2.3 信用评级机构的职业操守问题曝光

5.2.4 全球金融体系有可能进行重构

5.3 全球信用评级的技术发展环境

5.3.1 西方信用风险评估技术

5.3.2 现代信息技术

5.3.3 全球信用评级行业标准缺失

5.3.4 信用评级的从业人员技术要求高

 

第六章 全球信用评级市场现状

6.1 全球信用评级市场发展概况

6.1.1 全球信用评级的三个发展阶段

6.1.2 三大机构依旧主宰国际市场

6.1.3 欧亚各国的信用评级各具特色

6.1.4 独立公正地位频遭质疑

6.1.5 各国政府加强对信用评级服务的监管改革

6.2 国际信用评级发展的新趋势

6.3 美国的信用评级市场发展情况

6.3.1 美国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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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英国信用评级市场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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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日本的信用评级市场发展情况



6.5 影响信用评级市场发展的相关因素

6.5.1 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和成熟程度

6.5.2 信用评级机构的声望和信誉

6.5.3 高信用风险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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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中国信用评级发展历程

8.1.2 中国信用评级市场规模分析

8.1.3 中国信用评级的产品和服务范围



8.1.4 美国可能面临丧失最高信用评级的风险

8.1.5 惠誉将印尼主权信用评级上调至积极

8.2 中国信用评级市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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