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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监管，“知之”首
当其冲，“敬之”是核
心，“用之”才能形成
长效，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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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信 用 监 管 要 知 之 敬 之 用 之

推动信用监管 房地产中介变得“透明可视”
6版

专家表示，线上中介要承担起合法

有效对接双方的主体责任，有关部门也

要有相应的监管措施，建立更有效的准

入机制和审核机制，切实维护求职者的

合法权益。

招聘平台花样多
中介陷阱当警惕

公安部：冒用他人身份证
将列入“黑名单”

本报讯 记者刘梦雨报道 近日，公

安部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安部有关负

责人通报公安机关打击整治伪造、买卖居

民身份证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工作进展，并

介绍全面提升居民身份证服务管理水平，

防范冒用居民身份证等情况。

2018年以来，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

关开展打击整治伪造、买卖居民身份证违

法犯罪专项行动，对此类违法犯罪活动进

行全链条、全环节精准打击，取得了阶段

性成效。截至目前，各地公安机关共破获

伪造、买卖居民身份证案件3.2万余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1.6万余人，捣毁制贩假证

窝点1900余处，缴获一大批伪造居民身

份证，发现清理网上涉居民身份证违法信

息4460余条。

据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局长李京生介

绍，自2018年4月起，公安部会同中国人

民银行开展失效居民身份证信息核查试

点应用，目前日均核查21万余次，累计提

供核查服务1亿余次，已比中失效居民身份

证225万余次，在防范利用失效证件办理

银行业务、降低金融风险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

据了解，公安机关还将会同各相关部

门将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人员列入“黑名

单”，实施联合惩戒。公安机关建议社会

相关用证部门和单位，要认真核查证件真

伪和人、证一致性，严防冒用他人居民身

份证问题发生。

公安部在“中国警方在线”微博专门

区域设立了“举报信箱”，群众可举报伪

造、买卖、冒用居民身份证案件线索，公安

机关将逐一核查。

□ 本报记者 刘梦雨

“终于把房子搞定了。”签好租

房合同，付完房租的李丽燕长舒了

一口气。“跟房产中介前前后后打交

道一个多月，事情总是反复，网上看

到的房源打电话过去说租出去了，

口头答应了事后又反悔……”对于

李丽燕这样刚刚走出校园的毕业生

来说，不少人选择通过中介平台寻

找房源，但虚假广告、虚假承诺、巧

立名目收费、阴阳合同、泄露客户信

息等陷阱，让人防不胜防。

近期，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

发布的《失信风险警示报告》，归纳

了房屋租赁黑中介常见的9种陷阱，

主要包括：虚假房源揽客、低价诱惑

租客、骗取租金、故意制造违约、暴

力威胁、违法转租、违规收费、合同

欺诈、捆绑借贷平台等行为。面对

房地产中介存在的种种问题，有关

部门已经行动起来，向房地产中介

违法违规行为“亮剑”，房地产中介

行业在一系列信用手段的监管整顿

之下加速“洗牌”。

“黑中介”乱象频出
严重伤害买卖租赁各方利益

近期，有媒体报道，有租户在租

房合同即将到期之时接到中介电

话，称公司出新规，8月1日后续签

要交中介费。为了省去重新找房和

搬家的麻烦，租户不得不压抑住心

中的愤懑，赶紧在“新规”实施之前

就把租房合同续签了。据法律人士

分析，部分中介与房东签署长期委

托租赁协议，控制房源，迫使租客续

租时再交中介费，这种行为有垄断

之嫌，自立“新规”乱收费的做法不

尽合规。

房产买卖租赁过程中，房地产

中介是为消费市场提供房地产评

估、经纪、咨询等服务的机构，起到

了沟通市场供需双方的桥梁作用。

如果这个中间环节出现问题，将伤

害房产买卖租赁各方的利益。

今年1月，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

会发布的《2018年中国互联网房地

产交易服务平台认知及满意度调查

报告》显示，越来越多消费者通过互

联网房产信息服务平台进行了解、

初步看房、沟通乃至交易。其中，

“真实的房源信息及交易信息透明

化”以73.91%的关注率，成为房产交

易环节中购房人选择互联网房产交

易平台时最关心的问题。在表示

“不满意”的受访者中，53.26%消费

者在接触互联网房产交易服务平台

中遇到了房源信息作假；89.26%消

费者认为互联网房产交易服务平台

的发布真实性缺乏有效监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改

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

发的《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要求，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

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房地产经纪信

用档案，并向社会公示。房地产经

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应当按

照规定提供真实、完整的信用档案

信息。在此指导下，各地方各自开

展探索，规范房地产经纪活动，保

护房地产交易及经纪活动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

管数据、管信用
搭建平台提高行业透明度

从原先的“管人、管事、管行

为”，升级为“管平台、管数据、管信

用”的现代化管理模式，今年4月，

“苏州市房地产经纪与信用管理平

台”的上线让政府部门的监管对象

发生了变化，更提升了监管效率。

房地产经纪行业涉及的门店

多、从业人员多，建立相应的信用管

理平台系统，可提高行业透明度，将

选择的主动权交给交易主体，以信

用数据（或记录）作为促进经纪市场

的优胜劣汰的主要手段之一，促使

房地产经纪机构及从业人员诚信经

营、规范服务。

对于市民来说，信息的公开、信

用的查询将让房地产经纪服务变得

“透明可视”，可以大大提高他们选

择优质中介的主动权。“苏州市房地

产经纪与信用管理平台”在功能设

置上实现全面备案、全面实名、全面

互动、全面评定、全面公示。市民可

通过登录平台查看经纪机构以及经

纪人的真实有效信息，以及经官方

审核的挂牌房源信息，还能对交易

服务进行评价。

房屋买卖租赁交易每天都在发

生，平台系统数据的即时更新就显

得尤为重要。今年7月上线的合肥

市房产中介行业诚信信息管理系统

建立了全面动态的中介机构和从业

人员的信息档案，详细记录合肥市

各房产中介机构和经纪人员的基本

信息、服务行为、经营及受投诉处罚

等信息。除此之外，系统还将记录

信用动态信息——行政监管部门日

常检查和协会自律管理检查中发现

的房产中介、从业人员违法违规行

为实时记录;记录经查属实的对房

产中介和从业人员的具体投诉和评

价内容。

“如果房地产中介的情况能像

在淘宝上的店铺一样，直接显示‘几

星级钻’就太方便了。”对于百姓希

望能快速甄选中介和工作人员的愿

望，在“孝感市房地产行业从业主体

信用信息监管平台”上已经实现。

“孝感市房地产行业从业主体

信用信息监管平台”将孝感城区所

有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和从业人员

信息录入监管平台，进行实名登

记、统一备案、统一公示、评价打分，

并对经纪机构的信用等级、红黑名

单等信用信息及时发布。经纪机构

分为三个信用等级，经纪人员分为

五个服务星级，对于信用分值95分

以上的经纪机构及人员列入红名

单，低于70分的列入黑名单。列入

黑名单的经纪机构和人员，依规取

消网上签约资格，相关信息还将通

报给市社会信用体系各相关管理部

门，进行联合惩戒。购房者可在平

台上查看经纪人信用信息、选择经

纪机构。

持“卡”上岗
了解经纪人只需“扫一扫”

“房产经纪人姓名×××、2004

年取得执业水平资格证书，考试成

绩××，未受到过行政处罚……”在

广州，房地产中介机构和经纪人员

都有一张自己的“信用信息卡”，像

“身份证”一样，中介经纪人须在从

业时随身佩戴。

在信用信息卡上，除了显示姓

名、从业机构，信用信息卡上还印有

一个二维码，市民在接受中介服务

时，可以随时扫描该二维码，实时查

询中介经纪人信用信息。如果该中

介受过行政处罚，记录将在诚信列

表中显示。

今年5月，广州市房屋交易监管

中心和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联

合发布的《2018 年广州市房地产

中介行业信用白皮书》显示，在房

地产中介经纪人方面，2018年，在

全市已建立信用档案的43,953名

从业人员中，暂无信用等级为“优

质”的从业人员，信用等级为“良

好”的从业人员数量共计692人；信

用等级为“诚信”的从业人员共计

17,214人，占到39.49%，信用等级

为“暂定诚信”的从业人员25,675

人，占比58.90%，而信用等级为“预

警”“失信”的从业人员则分别有8人

和4人。

充分发挥信用信息的作用，不

仅在于部门间的共享，还在于地域

间的共享。2018年，广州、深圳、佛

山、东莞、惠州的房地产中介行业协

会代表共同签署《房地产中介行业

不良行为名单互认备忘录》，此后五

地协会定期互相交换、通报和承认

各自建立的“行业不良行为名单”数

据，实现异地数据互通共享。“一地

失信五地曝光”，对房地产中介及从

业人员是约束，更是预警。截至

2018年底，五地协会发布了2批名

单，共计167条违规房地产中介服务

机构及从业人员信息。

业内专家认为，信息的多渠道

归集共享是信用监管的基础，还应

逐步实现中介机构和从业人员信用

信息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金融机

构、公共事业单位之间的信息共享，

让失信中介机构和经济人员再无

“乘浑水摸鱼”的机会。同时，完善

行业规则，强化行业协会职能，加强

行业自律，制定准入条件，抬高准入

门槛，优化人员构成，加强从业人员

业务培训，提高经纪人队伍的业务

素质。

□ 陈彬彬

信用监管，可以理解为在信用

信息公开、共享的基础上，通过综合

运用行政、市场、社会、道德等措施，

实现差异化管理，使守信者受益、失

信者受惩戒，从而提高管理质效，促

进市场规范、社会和谐的一种新型

监管机制。

信用监管实施已有多年，然而，

仍有不少企业对信用监管政策不了

解，对失信惩戒后果不清楚，甚至一

部分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后 3

年内仍一无所知，导致被列入严重

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付出沉重代价。

良医治未病。信用监管，“知之”

首当其冲。要充分利用政务服务窗

口，结合“宽进”中的信用承诺，开展

经营者准入前诚信教育，严把“源头”

关口。要加强融合整合，将信用监管

“嵌入”市场监管各项职能中去，齐抓

共管，形成良性互动、互补互促。要

利用好媒体，通过讲案例、讲故事、专

题报道、政策解读等方式，增强市场

主体、各类组织机构的认知理解，让

信用监管“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基层监管中，我们发现一些

企业长期停业，不经营，不报年报，

也不注销；一些企业年报数据填写

随意，只求完成，不求规范；一些企

业心存侥幸，一而再再而三违法违

规等。非不能也，实不为也。信用

监管，“敬之”是核心。要加强信用

监管的“互联网+”技术支撑，让违法

失信行为“一码”归集，应公开尽公

开并及时公开，企业自然心生敬

畏。要开展分级分类监管，实施差

别化管理措施，将监管资源从平均

用力转变为集中用力，对信用等级

较低、风险指数偏高的市场主体从

严监管、联合监管，在提升效能的同

时，形成有效震慑，让失信者头上时

刻利剑高悬。

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场景：企

业签合同前，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查阅对方的信用信息；

工作人员在政务服务窗口受理许可

业务时，系统自动跳出申请人的资

质限制；银行发放贷款，将企业的信

用信息纳入风险控制考量等。信用

监管，“用之”才能形成长效，深入人

心。要坚持需求导向、服务导向，完

善涉企信息公示的官方平台建设，

让信用信息权威、完整、即时公开公

示，让使用者“取之有道”。要推动

形成褒扬诚信、惩戒失信的社会共

识，倡导个人、市场主体、第三方平

台、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相关

组织等用足用好信用信息，织牢织

密共治网络。

本报讯 近日，中国足协第十一届会

员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位于香河的国家足球

训练基地召开，会上发布的《中国足球协会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提出，要加强行业

治理，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发展生态。

《报告》首先指出，要深化裁判工作改

革。完善促进裁判员公正执法、教练员和

运动员遵纪守法的制度规范，建立裁判员

培训、晋级、评优制度。

《报告》同时表示，要强化纪检监察职

能。 进一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

任，严肃查办违纪违法行为，依法加强对

中国足协及其会员协会领导班子和工作

人员的监察。采取高压措施，严打“假赌

黑”，从制度上扭转行业不正之风。建立

健全赛风赛纪预警机制和约谈制度，提升

预警措施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联防联

治上多下功夫，推动构建与公安、纪检和

国际组织合作的联合监管网络。

《报告》要求，要完善诚信体系建设。

提出要实施好《中国足球诚信建设行动计

划》，对足球从业人员失德和违法违规行

为进行记录并列入失信从业人员名录，向

社会公布。健全事中、事后监管体制，实

现日常监督和赛事监督全覆盖。建立行

业黑名单制度，建立足球从业人员的信

用综合评价体系。健全行业纠纷综合处

理机制，通过契约规范约束双方行为。

推动全行业弘扬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的

体育精神。 （仲 闻）

中国足协：建立足球行业
“黑名单”制度近期，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发布

的《失信风险警示报告》，归纳了房屋租

赁黑中介常见的9种陷阱，主要包括：虚

假房源揽客、低价诱惑租客、骗取租金、

故意制造违约、暴力威胁、违法转租、违

规收费、合同欺诈、捆绑借贷平台等行

为。图为福州一处建设中的房地产楼

盘。（资料图片） 张 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