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说新闻

》2版

2018.12.04
星期二

今日12版 第6693期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78

邮发代号 1-209
国外发行代号 4556D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 中国改革报社主办中国改革报社主办

CHINA REFORM DAILYCHINA REFORM DAILY 改革网
中国改革报
微信公众号

奉献有价值的改革新闻

改革网 www.cfgw.net.cn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公报发布报纸格公报发布报纸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

全国独家信用公示信息披露指定报纸全国独家信用公示信息披露指定报纸

本 报 发 布 企 业 债 券 公 告本 报 发 布 企 业 债 券 公 告

新闻热线：（010）56805028
Email:crdzbs@163.com
本版编辑：王春华

改革时评

重点推荐

北京城市副中心
是一座怎样的“城” 2版

本报讯 记者李宏伟报道 11月 29

日，第二十三届中日民商事法研讨会在北京

举行。本次研讨会设置法律和经济双议题，

其中法律议题是日本优化营商环境的法治

化经验做法及对中国的启示，经济议题是日

本弘扬“工匠精神”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经验

做法和中日共同打造品牌文化的合作前景。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林念修出席会议并

致开幕辞。他表示，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或

地区经济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是国际竞争力

的重要内涵。中国政府对优化营商环境高

度重视，着力深化“放管服”改革，取得了阶

段性成效。

近日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

报告中，中国营商环境在全球的排名一次性

提升32名，从第78名上升到46名。世行

团队认为，中国在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

证、获得电力、纳税、跨境贸易等七个类别的

改革中取得了突出进展。

“营商环境没有最优，只有更优。”林念修

指出，下一步，我们将着力增强立法的公开

性、透明度和可预期性，确保严格规范公正

文明执法，建立公正高效的司法体系，营造

守法诚信的社会环境，坚定不移将优化营商

环境工作向更深层次推进。

当前，中国正在积极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

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林念修表示，中国将大力弘扬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建立健全质量激励制度，强化

企业家“以质取胜”的战略意识，鼓励企业家

脚踏实地、止于至善，专注专长领域，把产品

和服务做精做细，以工匠精神保证质量、效

用和信誉。同时希望中日两国加强合作，共

同打造品牌文化。

研讨会上，日本经济产业省制造产业局

仿冒品对策室、森·滨田松本法律事务所、岛

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先后就优化营

商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弘扬工匠精神等进

行了主题演讲，湖北省发改委副主任曹松、

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青华、中

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研究员张世贤、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任兴洲结合中国有关情况分别作了点评。

与会人员与中日双方专家进行了互动交流，

共同为中日加快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推进

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本次研讨会精彩纷呈，内容丰富，交流

深入，让人印象深刻。”与会者一致表示，通

过双方专家的深度交流和充分沟通，深化了

对有关问题的理解和认识，有助于促进对国

际经验的吸收和借鉴。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任志武致闭幕辞。

本届研讨会由国家发改委法规司、国际

司与日本公益财团法人国际民商事法中心

主办，日本法务省法务综合研究所、一般财

团法人日中经济协会协办。该研讨会从

1996年开始举办以来，历经20余年，聚焦

外商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大气污染防治、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双方共同关心的话题，

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对两国有关法规、

政策的制定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 本报记者 刘梦雨

“下面我宣布，厦门国信信用大数据创

新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在主持人的宣布

声中，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中国国际经济

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厦门国信信用大

数据创新研究院专家委主任委员魏礼群、

厦门市常务副市长黄强、国家发改委财金

司副司长孙学工、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

主任周民共同为厦门国信信用大数据创新

研究院揭牌。

11月30日，信用大数据创新中心座谈

会暨厦门国信信用大数据创新研究院（以下

简称“信用大数据创新研究院”）揭牌仪式在

厦门举行，与会专家围绕推进信用体系建设

与大数据技术产业融合发展展开研讨。

集“产学研用资”为一体
信用大数据创新研究院成立

“已经落户厦门的信用大数据创新中心

是全国信用信息数据开发应用的重要基础

设施和关键应用枢纽。即将揭牌的信用大

数据创新研究院是集‘产学研用资’为一体

的核心应用创新平台，是全国信用建设的重

要智库。”孙学工表示。

据悉，信用大数据创新研究院是在国家

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和厦门市人民政府的联

合指导下，由厦门信息集团大数据运营公

司与厦门身份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合

发起。

对信用大数据创新中心和厦门国信信

用大数据创新研究院的下一步工作，孙学工

表示，要大胆探索创新，依托创新中心和研

究院推动打造信用大数据全产业链、全服务

链和全治理链，实现信用在政务、商务、社

会、司法等领域的应用不断创新，实现“自上

而下”统筹协调与“自下而上”探索创新的结

合，充分发挥以点带面的作用；要广泛汇聚

融合，以创新中心和研究院为载体，增进政

府、企业、社会组织、高校院所等各方交流，

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广泛凝

聚社会知信、用信共识，为推动厦门乃至全

国信用建设再上新台阶奠定坚实的基础；要

全力拓展应用，依托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的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创新中心和研究院的

智力优势，推动建设全国中小微企业融资信

用综合服务平台，持续开发“信易贷”“信易

租”等信用金融产品，不断拓展信用产品和

服务应用场景，让更多中小微企业能够收获

信用红利、享受信用便利，拥有更多的获得

感和满足感。

“此次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和厦门市

共同指导成立信用大数据创新研究院，是共

建信用大数据创新中心的一个重要举措，必

将为全国企业、高校和各城市参与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提供试验平台，助力厦门培育发展

信用大数据产业的实践探索。”厦门市发改

委主任张志红表示，下一步，将依托国信信

用大数据创新研究院，统筹信用大数据创新

中心的各类资源，继续在金融服务、交通出

行、教育科研、房产租赁、人才招聘、电子商

务、政务审批监管、社会治理等各领域探索

创新应用，积极培育信用大数据产业，将研

究院打造成为国内信用建设领域的一流智

库，将信用创新中心打造成为全国信用大数

据产业发展集聚地、示范基地。

同时，记者了解到，根据今年6月国家

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和厦门市人民政府签署

的《共建信用大数据创新中心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来自全国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的第三批数

据在厦门落地，通过信

用大数据创新中心加工

清洗后将回流到全国信

用信息共享平台。

以“4+N”架构为引领
争创国际一流信用示范城市

“信用大数据时代已全面到来。”厦门市

发改委副主任林晓辉介绍信用大数据创新

中心规划建设情况时说，以信用平台载体为

基础、以信用应用工程为重点、以信用产业

体系为方向、以信用配套政策为支撑，按照

“4+N”模式，即建设一个信用大数据云平

台、一个信用大数据工程实验室、一个信用

大数据创新研究院、一个信用大数据产品和

服务交易市场和N个信用大数据创新应用

工程，推动信用大数据的采集、清洗、加工、

交换、开放、建模、确权、定价、交易及创新应

用，集“数据、平台、应用、产业、人才、政策”

六位于一体，打造信用大数据全产业链、全

服务链和全治理链，力争将厦门建成国际一

流、国内领先的信用示范城市。

□ 姜 赟

因洗澡迟接巡查组电话访谈，被给予警告处分；教

师假期自费聚餐，被纪委通报批评……近来，一些执纪简

单化、问责粗线条甚至乱问责、错问责、问错责的现象冒

头，虽然事后相关处理被撤销，却也造成了一些不良

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有

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逐渐成为共识，也

形成了相应的制度规范。过去问责不主动、追责不给

力的现象大为减少，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基

层干部作风明显转变：叉着腰跟百姓聊完就走的少了，

搬来板凳仔细记录的多了；把时间花在开会务虚的少

了，把精力放在攻坚克难的多了。高悬问责利剑，剑指

党员干部担当“塌肩膀”、干事“软无力”的弊病，收获良

好效果。

然而，由于对党内法规学习不透彻、领会不深刻，

追责方向跑偏、问责用力过度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有

的搞起“凑数”式问责，把问责泛化、扩大化；有的“看人

下菜碟”，上宽下严，追下不追上，问小不问大；还有的

不分青红皂白、不论具体是非、眉毛胡子一把抓……如

此问责，再严厉也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只会让被问责干

部内心有结，更让其他党员干部感到不公，削弱了党纪

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无益于作风建设，也不利于基层

治理。

问责是管党治党的手段，是手段就得讲究运用水

平。我们把问责比作“利剑”，利剑不仅在剑之锋利，更

在挥剑之精准。某地在处理一起火灾事故时，专门召

开两次市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对一名村干部的问责。

有人点评道，纪律面前，政治生命平等，这才是对干部

负责的态度。一事当前，该不该问责、谁该被问责、怎

样问责、问责到何种程度；是政策问题还是领导问题、

是布置问题还是落实问题、过失在哪个环节、怠政在哪

个层次，只有把利剑插到问题的“七寸”，精准作出处

置，依责量纪，才能把该打的板子都打准，让被问责的

干部心服口服，从而起到“问责一个、警醒一片”的

效果。

能否科学精准问责，表面上是精细操作的问题，背

后却是思想作风问题。要使问责利剑精准出击，还需

做到公道正派。然而，有的执纪问责仅凭领导喜好、违

反民主集中制，把党章、问责条例、党内监督条例、党纪

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放在一边；有的则陷入“本本主

义”，不考虑特定历史条件、地域因素和当事人实际，分

寸失当、宽严失度；有的面对突发事件从速、从重问责

干部，只为舆情迅速降温，好对上级交差；有的“懒政思

维”作祟，滥用监督问责推动工作，而对工作困难不闻

不问。凡此种种，说明思想作风偏一寸，执纪问责歪一

尺。问责的震慑力来自公信力，而公信力离不开思想

作风的护航。

尽管问责是一把利剑，但不能忘记，问责也是一把

手术刀，为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强化问责，意在唤

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对问题干部进行相应问责

必不可少，但也要依照“三个区分开来”给予纠错的机会，

形成严格问责、容错纠错和澄清保护的协同机制。各级

纪检监察干部，是维护政治生态健康的“医生”，需把治病

救人放在重要位置，既要防止“肌肤之疾”化为“骨髓之

痛”，又要保证问题干部康复之后，以新作为新气象为百

姓服务。

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步入深水区，经济转型升级进

入关键期，脱贫攻坚跨入决胜阶段，尤需最大限度地调

动广大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唯有慎之又慎的

精准问责、细之又细的严管厚爱，才能引导干部为民务

实、改进不足，拧紧责任发条，为了人民群众的“岁月静

好”更好地负重前行。

问责见实效 关键在精准
为加快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献计献策

第二十三届中日民商事法研讨会在京举行，设置法律和经济双议题

大 数 据 为 信 用 体 系 建 设 助 力
信用大数据创新中心座谈会暨厦门国信信用大数据创新研究院正式揭牌

11月29日，第二十三届中日民商事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本报记者 文 帝 摄

直击痛点 聚焦热点
精准发力 2版

工行布局阿工行布局阿根廷根廷
开辟中阿合作开辟中阿合作““钱钱””途途

随着工行扩展在阿根廷的市场份

额，其服务中阿经贸合作的金融平台

作用在不断凸显，在阿根廷首都布宜

诺斯艾利斯的街头，经常可以看到红

色的工行标识。目前，工行阿根廷子

行与阿根廷70%的大型企业建立了业

务合作关系，为近400家大型骨干企业

提供信贷支持。图为当地居民经过工

商银行阿根廷子行的一处营业网点。

新华社记者 李 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