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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孟超

近来，个别不法分子抓住信用主体急于消除不良征信

记录的心理，以“征信修复”“征信洗白”等名义行骗，误导

信用主体委托其办理征信异议、投诉、举报等事宜。相关

行为威胁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扰乱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必

须予以坚决抵制和严厉打击。

信用是宝贵的无形资产。公众对征信记录的关注，充

分说明拥有良好信用记录的重要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近年来，我国信

用法规制度建设有序推进，信用信息共享水平显著提高，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基本实现全覆盖，全社会信用建设意识

明显增强。保持和维护良好信用记录，正成为越来越多人

的共识。

作为企业和个人的“经济身份证”，信用报告真实、客

观地记录了借债还钱、合同履行、遵纪守法等信用信息。

事实上，征信领域不存在“征信修复”“征信洗白”等概念，

任何机构或个人都无权随意更改、删除信用报告中展示无

误的内容。《征信业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信息主体认为征

信机构采集、保存、提供的信息存在错误、遗漏的，有权向

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提出异议，要求更正。”坚持通过

正规渠道如实反映情况，信用主体才能避免受骗。此外，

提出征信异议、进行投诉也无需缴纳任何费用，相关信用

主体切莫上当。

所谓“征信修复”“征信洗白”，涉嫌虚假宣传、电信

诈骗和泄露个人信息，需要综合施治。目前，全国多地

正在开展“征信修复”乱象专项治理“百日行动”。在江

西，相关部门重点打击以征信和信用服务名义非法倒卖

信息的犯罪行为；在广东深圳，有关部门重点整治以非

法牟利为目的，教唆或代为进行无理申诉，协助信息主

体制造虚假证明材料、进行征信投诉等行为。以专项治

理行动为契机，形成常态化监管合力，不断提升信用服

务机构诚信经营水平和信用服务行业公信力，有助于推

动征信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加公平诚信的市场和

社会环境。

也要看到，由于种种原因，现实中一些信用主体存在

被迫失信的可能性。能否既充分考虑信用主体的实际情

况，又依法合规地处理征信异议，考验着征信机构的服务

水平。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分地区的企业、居民未能

及时还上贷款，产生不良征信记录。对此，一些银行推出

了征信保护措施，包括设置一定的还款宽限期、开通征信

异议受理绿色通道等，种种人性化举措受到社会的普遍欢

迎。征信机构和金融机构承担着征信信息采集报送的主

体责任，应当进一步提升主动服务意识，优化个人征信异

议处理业务流程，加强对征信异议申请人的协助和指导，

助力信用主体减少失信损失，有效修复信用，重塑诚信

形象。

诚信是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社会良序发展的基

石。中办、国办今年印发《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

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强调要“建立健全

不敢失信、不能失信、不想失信长效机制”。不断完善信用

记录，强化信用约束，在保护好信用主体合法权益的同时，

努力使诚实守信成为市场运行的价值导向和各类主体的

自觉追求，我们一定能发挥好社会信用体系的积极作用，

用信用的力量促进个人成长，推动社会进步。

李英锋

押金难退、违约金过高、不可抗力条款缺失……各类合

同中的“文字游戏”今后将受到制约。近日，由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开发建设的全国合同示范文本库正式上线，收录合

同涵盖网络交易、房地产买卖、教育培训等领域，为人们查

询使用提供了一份“避坑指南”。

消费者、企业等各类民事主体在市场交易、消费等活动

中，往往需要利用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标的、数量、质

量、价款或报酬、履行方式、履行期限、违约责任等事项。揆

诸现实，不少商家、机构在提供商品或服务的过程中，都使

用单方事先拟定的格式合同，消费者等交易相对方通常只

有被动接受的份。而一些商家、机构为了降低经营成本和

风险，实现利益最大化，喜欢在格式合同中玩文字游戏，添

加霸王条款，以挖“坑”埋“雷”的方式减轻或免除己方责任，

限制或排除交易相对方的权利，作出对交易相对方不公平、

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在签订合同时不告知、不提示交易相对

方注意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从而给交易相对方埋

下权益损失的隐患，设置维权障碍。

市场监管总局开发建设全国合同示范文本库，收录各

类合同示范文本近500种，为交易各方提供“一站式查询”

便利。这些合同示范文本具有权利义务对等、内容完整、条

款齐备等特点，且针对每种合同的问题点、风险点、侵权点

专门带有“风险提示”“特别建议”功能。商家、消费者等民

事主体参照合同示范文本订立合同，可以有效规范合同内

容以及后续履约行为，遏制霸王条款，排除违法侵权的“雷

区”“陷阱”，促进缔约各方权利义务的公平，保障缔约各方

当事人的权益，从源头减少合同纠纷，降低交易风险。

法律为缔约当事人参照合同示范文本提供了路径指

引。民法典第四百七十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参照各类合同

的示范文本订立合同。市场监管总局建设合同示范文本

库，为当事人搭建参照合同示范文本的平台，提供参照合同

示范文本服务，体现了主动积极落实法律要求、规范合同签

订行为、促进公平交易、优化营商环境的监管服务理念。

目前，全国合同示范文本库刚刚上线，主要提供“静态”

服务，“动态”服务功能还不强大，因此需要有一个逐步升

级、完善、优化的过程。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不妨顺应社

会需求和期待，进一步开发和强化合同示范文本库的“动

态”服务功能。

有些合同示范文本已显陈旧，难以适应数字时代的新

业态、新行为、新需求，市场监管部门可在充分调研、征集各

方意见的基础上，不断更新合同示范文本库，汰换陈旧文

本，保持合同示范文本的时效性、适应性。

有些缔约当事人可能不想完全照抄照搬合同示范文

本，而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相关条款进行改动，需要添加

一些个性化内容。针对这一需求，合同示范文本库可考虑

开通沟通功能，健全在线值班机制，安排专业人员与缔约咨

询者实时互动，向缔约咨询者提供个性化签约指导服务。

合同示范文本库的价值和生命力在于合同示范文本的

参照使用率，市场监管部门应联合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行业

协会加强对商家的宣传、培训、教育，引导商家积极参照使

用合同示范文本，并对使用霸王条款、在合同中挖“坑”、出

现合同违法侵权问题的商家采取约谈、查处、曝光等措施，

倒逼商家增强参照使用合同示范文本的自觉意识。

具备并强化可满足各方需求的“动态”服务功能，合同

示范文本库就能变得更好用，得到更多缔约当事人的认可，

就能获得更大的推行使用空间，取得更好的“避坑”效果和

社会效果。

给后备箱市集提个醒
对于后备箱市集，既不能一抓就死，也

不能一放就乱，这考验着城市治理者的智

慧，需要食品安全、市场监管、交通等行政

部门推出有效举措。同时，经营者也应爱

惜自己的羽毛，在产品安全、场所维护、疫

情防控等方面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包元凯

近日，在江苏南通举办的购物节上，“后备箱

市集”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夏季来临，后备箱

市集火了起来。不少地方的大街小巷上，打开车

辆后备箱，日用百货、小吃零食、玩具布偶……琳

琅满目的商品呈现在路人眼前。

后备箱市集规模不大，作用更多体现在丰富

城市生活体验、释放一定消费需求、满足人们社

交愿望等方面。同时，后备箱市集还为经营者带

来了经济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新冠肺炎疫

情对家庭和个人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后备箱

市集有其存在的积极意义和合理性。

需要提醒的是，后备箱市集还有不少需要改

进的地方，有赖于多方共同努力。

后备箱市集发展要符合城市治理要求。目

前，许多此类市集没有固定的、安全的经营场地，

部分经营者更像“流动摊贩”，在路边把车一停，

就“开门营业”，可能存在占道经营、影响交通秩

序、威胁交通安全等情况。有的经营者在经营过

程中随意丢弃垃圾，破坏市容市貌，增加环卫负

担……这都给城市治理带来一定麻烦。

食品安全问题同样不容忽视。部分经营者

售卖小吃零食，但其一般没有食品经营许可牌

照，缺乏相关资质。同时，开放的加工场所也无

法保证食材、厨具、餐具的卫生情况，增加了引起

食品安全事故的风险。

要妥善处理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随买随

走是后备箱市集的一大特色，但这也导致了消费

者消费缺乏凭证。消费者权利受到侵害时，容易

陷入维权困境，最终也只能作罢，吃哑巴亏。

在疫情多点散发的当下，后备箱市集发展要

符合疫情防控要求。后备箱市集给疫情影响下

的城市带来了久违的烟火气，但容易造成人群聚

集。尽管是室外空间，但仍需做好疫情防控，不

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总之，对于后备箱市集，既不能一抓就死，也

不能一放就乱，这考验着城市治理者的智慧，需

要食品安全、市场监管、交通等行政部门推出有

效举措，比如开辟专门营业场地、限制商品经营

范围、规范市集经营行为等。同时，经营者也应

爱惜自己的羽毛，在产品安全、场所维护、疫情防

控等方面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共同呵护后备箱市

集的健康发展。

下乡更顺畅

近日，工信部、农业农村部、

商务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通

知，部署开展2022年新能源汽

车下乡活动。在鼓励各地出台

更多支持政策的同时，工信部明

确加快完善充换电设施网络等

一系列举措，让新能源汽车下乡

更顺畅。

新华社 王琪 作

推动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以专项治理行动为契机，形成常态化监管合力，不断提升信用服务机构诚信经营水平和

信用服务行业公信力。

合同“避坑指南”还应强化“动态”服务功能
具备并强化可满足各方需求的“动态”服务功能，合同示范文本库就能变得更好用，得到

更多缔约当事人的认可，就能获得更大的推行使用空间，取得更好的“避坑”效果和社会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