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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六十周年，六十部作品。
　　2010年是西南政法大学六十华诞。
为总结办学经验，醇化学术氛围，凝聚西政情缘，学校定于2010年9月19日至20日举行六十周年校庆活
动。
经过认真筹备和严格筛选，我们谨向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呈上自己的作业——西南政法大学六十周年校
庆系列文库。
　　这六十部作品，集中体现了西政学术的传承和创新。
全套文库共分为四个系列和两个单品，简称为“4+2模式”：即西南政法大学学术文库（此次共收
录15部）、西南政法大学博士文库（此次共收录15部）、西南政法大学学子文库（此次共收录15部）
和西南学术大讲堂（此次共收录13部）四个系列，共计58部作品；另有《西南政法大学校史（1950
—2010）》和《当代中国转型期的法学教育发展之路》各1部。
各个品牌项目在持续性出版中通过六十周年校庆活动得到整合和提升。
其中，“学术文库”涉及法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哲学等多个领域；“博士文库”则集中展示我校近
年来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水准，此次入选的15部作品皆为各自学科和领域中具有问题性、前瞻性、深刻
性和现实性的研究成果；“学子文库”的作者主要来自1980级西政校友，意在同时纪念他们入学三十
周年；“学术大讲堂”则汇集了西南法学论坛、金开名家讲坛、名人论坛及我校教师的精彩讲座，将
声音固化为文字，将瞬间凝结成历史。
《西南政法大学校史（1950-2010）》和《当代中国转型期的法学教育发展之路》两书，是西政对于自
己及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历史的一次认真整理和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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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征信是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环节。
本书以征信过程为线索，围绕征信活动中信用信息的共享与控制这一主题，分析我国征信产业活动的
规范化、法制化原理，消除人们对于征信的疑虑，进而促进信息的自由流动和信息共享，促使市场主
体关注自身信用，避免失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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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给企业和客户的接触方式以及对两者关系的期望带来了重大变革。
尽管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以“现金消费为主”的社会，但是，许多企业经理、经济学家和全球投资人
认为中国欠发达地区的消费信贷市场将持续发展而且存在无限商机。
尽管外国投资急剧增长、银行条件不断改善、中国百姓越来越富有，但是，有一个重大障碍阻碍了中
国银行业的进一步发展，那就是中国缺乏像美国那样的伊奎法克斯公司（Equifa）或者益百利公司
（Expeian）这样的征信机构。
有人分析说，历史、文化以及体制因素阻碍了征信机构在中国的发展。
由于缺乏准确的信用信息资料，许多中国银行大都不重视合理的风险管理措施。
还有一些银行未能有效监管银行客户的银行业务关系，常常给客户过高的信用额度，从而造成贷款拖
欠现象以及增大了贷款损失比率。
而从文化的角度看，借钱在中国大陆的许多人看来仍然是一件有点儿丢人的事情——表明这个人无法
谋生。
这样一来，中国消费者往往利用非正式渠道——比如向家人和朋友——借钱，从而使得银行难以对这
些人的资信状况作出正确的判断。
在征信机构还不是很健全的时候，实行过度宽松的信用标准，可能会给正在崛起的中国经济带来灾难
性后果。
因此，在当今充满竞争的全球经济中，中国应该大力推进征信机构的发展和完善。
其实，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出现，也为征信产业活动的发展提供了颇具说服力的论证。
这些理论主要是信息不对称理论、博弈论和交易成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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