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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社会信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70)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北京中大信营信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中实诚信信用评价有限

公司、上海驭麟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威高手术机器人有限公司、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信用工作委员会、上上

德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爱信诺征信有限公司、上海倍通企业信用征信有限公司、中大信信用管理有限

公司、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吴江区民

政局、山东凯美瑞轴承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声智科技有限公司、山东东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福建源恒工

程监理有限公司、厦门云评众联科技有限公司、链上信用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广东新信德节能环保有

限公司、袋妈(北京)托育有限公司、唐山国芯晶源电子有限公司、唐山万士和电子有限公司、上海兆捷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大想名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福建博思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新疆宏远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新疆巨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广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太初道数字科技(湖北)集团有限公

司、无锡国富通企业征信有限公司、厦门国信信用大数据创新研究院、北京中联国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
河北微保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江洲、林竹盛、周莉、曾光辉、赵燕、朱李红、刘敏、李向华、池启贵、李珊珊、
孟翠竹、郭新峰、邱祥兵、尚伟龙、高秀丽、王炳强、季学文、王建健、黄旭江、杨宝峰、陈振、燕敬祥、
狄建兴、李永斌、李剑、张金波、张月、陈鹏、燕修磊、冯兵、陈孝良、林锋、尚庆录、李秀荣、冯宇辉、胡海、
程浩然、朱亚楠、汤慧娇、叶章明、陈少敏、尚步斌、印豪、陈琳、刘权、张鹏程、谭鑫、温蕾、蔡未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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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信用档案是对从业人员建立信任的基础,既可以在事前形成约束,又便于日后追踪和追责。通过建

立从业人员信用档案,形成从业人员的信用记录和信用画像,有利于用人单位和服务对象等主体便捷地

了解其信用状况并进行相关决策,可以节省成本、提高效率,也有利于行业和社会信用环境的优化,是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基础性工程。
很多专业领域已经针对获得相关职业任职资格的专业人员专门建立信用档案,而对无任职资格要

求的其他人员则很少专门建立信用档案,但可能会根据监管或信用风险防控的需求,将经过核查的相关

信用信息以另外的形式单独保存。随着互联网行业的蓬勃发展,从业人员的职业类型、特点以及从业方

式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互联网相关的新兴职业人群,数量巨大且从业方式灵活,但与之相关的负

面信息和社会负面影响日益突出。对这些新兴职业的从业人员,可参考本文件专门建立信用档案。
建立从业人员信用档案建设与管理要求国家标准,有利于建立与形成对职业失信行为的长效约束

机制,提升从业人员职业责任感。本文件的制定对规范和促进我国各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

意义。
从业人员信用档案的建立,不要求系统全面地采集与人员相关的所有信用信息,而是重点关注其在

履行职业行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关于敬业态度、职业技能、职业操守等方面的负面信息。通过研究确

立从业人员信用档案建设规范,使不同主体对从业人员建立信用档案以及评价其信用价值的各项信息

等拥有一致的理解,消除各行业从业人员信用档案建设、信用信息描述混乱的现象,提高各行业从业人

员信息资源的完整性、依附性、价值性、共享性、可传递性和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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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信用档案建设与管理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从业人员信用档案建设原则、建设主体、档案用途、档案信息内容、档案信息的采集方

式、档案信息的录入与审核以及档案管理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各行业从业人员信用档案的建设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2117 信用 基本术语

GB/T33870 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

GB/T34830.2 信用信息征集规范 第2部分:内容

GB/T37914 信用信息分类与编码规范

GB/T39441 公共信用信息分类与编码规范

GB/T41195 公共信用信息基础数据项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2211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从业人员 professional
获得某一专业领域内相关职业任职资格的专业人员。
注1:职业的范围参照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中已有的或正在提出新申请的职业。

注2:任职资格包括得到培训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也包括行业组织认定的资格。

3.2
信用档案 creditfiles
对信用主体信用信息的采集、整理、保存、加工而形成的信用记录。
[来源:GB/T22117—2018,3.8]

3.3
电子档案 electronicfiles
具有凭证、查考和保存价值并归档保存的电子文件。

3.4
职业信用 occupationalcredit
从业人员在职业规范要求的基础上,在履行职业行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关于敬业态度、职业技

能、职业操守等方面的综合记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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