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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按照《交通运输部关于下达 2017年交通运输标准化计划的通知》

(交科技函[2017]412 号),《公路水路建设与运输市场信用评价指标 

第 2 部分：水运建设市场》由交通运输信息通信和导航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提出并归口管理，由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承担编制工作，

标准计划编号为 JT 2017-86。 

JT/T XXXXX《公路水路建设与运输市场信用评价指标》分为 4 部

分： 

——第 1部分：公路建设市场； 

——第 2部分：水运建设市场； 

——第 3部分：道路运输市场； 

——第 4部分：水路运输市场。 

本部分为 JT/T XXXXX 的第 2部分。 

1.2 编制单位 

本部分的协作单位为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中交水运规划设计

院有限公司、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 

1.3 编制背景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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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发[2014]21 号）和交通运输部《关于加强交通运输行业信用体

系建设的若干意见》（交政研发[2015]75 号）等文件精神，对交通

运输行业信用标准规范进行顶层设计，加强交通运输行业信用标准化

工作的统筹规划，明确行业信用标准化工作重点，加快推进行业信用

标准规范的制修订工作。在交通运输部统一指导下，交通运输部科学

研究院负责承担《公路水路建设与运输市场信用评价指标 第 2 部分：

水运建设市场》的编制工作。 

按照《公路水路交通运输信息化“十二五”发展规划》（交规划发

[2011]192 号）要求，“十二五”期间全国多省陆续启动“公路水路建设

与运输市场信用信息服务系统建设工程”建设，重点实现公路建设市

场、水运建设市场、道路运输市场、水路运输市场信用信息采集与管

理，为管理部门和社会公众提供信用信息服务，旨在鼓励引导交通运

输建设与运输企业诚信经营，遏制公路水路交通建设与运输市场中各

种失信行为，完善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加快形成“政

府监管、企业自律、社会监督”的交通运输市场信用体系。 

2014 年 5 月 28 日，交通运输部颁布了《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

业信用评价办法》交水发[2014]113 号（下称评价办法），于 2015 年

开始，对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进行信用评价。水运建设市场信用

信息管理主要以年度信用评价工作为主，信用评价采取满分 100 分，

按照项目出现的不良行为累计扣分。信用管理工作分为部省两级开展，

交通运输部出指导文件进行宏观把控，各省根据指导文件出实施细则。 

各省在保持大原则不变的前提下，在实施细则和具体工作操作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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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出现不一致的问题，例如有的省份在实施细则中规定有加分项；部

分地区设计和施工企业的信用评价 95分（含）以上为 AA等级，而监

理和试验检测信用评价的 AA 级则不含 95 分；有的省份在评价时打分

普遍偏高等问题，导致各省之间对评价结果的不一致。 

本部分标准有利于规范水运建设市场信用评价失信行为扣分标

准，便于各级和各部门按照统一的标准开展信用评价工作，使得信用

评价结果客观。对失信行为进行分级，也有利于本行业信用评价结果

在全国各省份的通用性，以及拓展交通运输行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应用。 

1.4 主要工作过程 

1.4.1  成立标准起草小组，制定工作方案 

2017 年 3 月，标准编制承担单位接到本部分标准研制任务后，

组织成立了本项标准编制工作组，制订工作方案，明确目标要求、工

作思路、人员分工和工作进度等，开始标准的起草工作。 

1.4.2 收集相关资料，开展调研 

2015 年之前，编制组收集了《公路水路交通运输信息化“十二五”

发展规划》、《公路水路交通运输信息化“十二五”发展规划推进方案》、

《水运建设市场监督管理办法》、《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

规定》等文件，梳理了 GB/T 28041-2011 基于电子商务活动的交易主

体、GB/T 26818-2011 个人信用评价\调查、GB/T 23792-2009 信用标

准化工作指南、JT/T 697.1~697.13《交通信息基础数据元》、JT/T 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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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信息资源核心元数据》等国家与交通运输行业标准。 

2013-1014 年，由部水运局组织，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部长

航局、江苏省交通运输厅、部水科院等单位参与，到原铁道部、浙江

省交通运输厅、中国信息通信行业协会等部委、协会进行信用评价调

研组，广泛搜集资料。 

2017 年 6 月项目组对标准编制工作方案及时间进度安排进行研

讨，分析各个省份水运建设与运输市场信用管理方法和工作依据，分

析信用评价标准制修订情况，总结相关的工作经验，形成本部分标准

编制的基本思路。 

2017 年 9 月，项目组受部水运局委托，组织召开了水运建设市

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座谈会，来自山东、浙江、江苏、福建、湖

北等交通运输厅，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中国交通监理协会，广东

东方思维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参加座谈会。会议对水运建设

市场信用与评价进行了进一步的研讨。 

通过分析水运建设市场信用管理方法和工作依据，分析相关标准

制修订情况，总结相关的工作经验，形成本部分标准编制的基本思路。 

1.4.3 标准编制各项阶段完成情况 

1.4.3.1  2017 年 7 月～2017 年 10 月，初步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标准编制工作组在收集资料和深入探讨基础上，经过深入的分析

研究，并联系调研咨询多个省份交通运输厅水运建设市场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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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本部分标准的结构框架，进行标准的编写，并多次对标准框架

及内容进行内部研讨和修改，于 2017 年 7 月初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

稿（第一稿），2017 年 10 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并报标委会进行审

查。 

1.4.3.2  2017 年 12 月～2018 年 5 月，提交标准征求意见稿。     

2017 年 11 月 30 日在北京召开标准征求意见稿审查会，会议由

标准编制单位介绍标准编制原则及主要内容，与会专家对《公路水路

建设与运输市场信用评价指标 第 2 部分：水运建设市场》标准的征

求意见稿（第一稿）进行研讨，提出修改意见及建议，并形成专家咨

询意见。会后标准编制单位就专家意见一一进行答复，并修改征求意

见稿。 

2018 年 5 月 14 日、2018 年 7 月 17 日，标委会秘书处、编制单

位就标准编制问题向部科技司标准化管理处进行了两次汇报，科技司

主管领导对修改后的标准征求意见稿给出了相关建议，要求编制单位

继续调研、在专家意见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标准，与已发布《公路水路

建设与运输市场信用信息分类编码与格式》编码进行统一，并确定了

新的编制计划进度。会后编制单位就前三个部分结构、内容的一致协

调性、各部分标准架构、表述、计算方法、信用等级等方面的统一，

标准与管理办法之间的关系，标准的延续性等几方面问题做出了对应

调研与修改，于 2018 年 8 月完成修改后的标准征求意见稿，并向交

通运输信息通信及导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正式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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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梁华、张立丽、王静、马巍巍、曲国臣、董

晓岩、卢栋、李桂萍、姚绪飞、杨丽。上述同志承担的主要工作如下： 

梁华负责标准编制的组织、协调工作，进行标准需求分析，担任

标准主编；张立丽、王静、马巍巍负责对标准结构、内容提出合理化

意见；曲国臣、董晓岩、卢栋、李桂萍、姚绪飞、杨丽主要负责整理

资料、配合编写、会议组织、意见处理及研讨等工作。 

2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2.1 编制原则 

2.1.1  实用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是标准研究中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本部分标准中信用

评价指标是否实用，直接影响到信用评价在各企业的应用效果，是各

企业的评价结果能否全国互认的关键。因此标准在编制过程中，认真

分析各类业务系统中信用信息数据，结合信用评价工作开展情况，选

定信用评价关键指标，充分在标准中体现实用性。 

2.1.2  科学性原则 

本部分作为一个推荐性标准，为了尽可能地保证信用评价指标能

够综合反映出水运建设市场企业的经营情况。因此，在编制标准时，

充分考虑信用信息指标的相关性，保证各指标相互独立、不重复、不



7 

矛盾，并能够准确反映企业的信用状况。 

2.1.3  通用性原则 

只有通用性指标，才能实现不同地区间的相互对比。评价指标体

系中的同一指标在不同省份水运建设市场的内涵、扣分标准应该是一

致的，以便于能够将水运建设市场企业在不同省份进行横向比较；同

时，同一指标在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也具有纵向的可比性，便于各企

业管理者能够准确把握企业的信用发展状况。因此，在标准编制过程

中，充分综合了各地方、各企业的意见，形成比较合理完备的评价指

标。 

2.2 确定主要内容的依据 

2.2.1  关于标准的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水运建设市场从业企业的信用评价内容、信用等级

的表示方法与含义。适用于开展水运建设市场施工、监理、勘察设计、

试验检测等从业企业的信用评价工作。考虑到建设单位信用评价办法

正在征求意见，本部分尚未将建设单位纳入标准范围。 

目前开展的针对水运建设市场从业人员（持证的监理工程师及试

验检测工程师）的信用评价工作主要是对持证人员记分，记分达到一

定程度后对持证人员进行曝光公示，尚未对从业人员信用等级用符号

进行表述。因此，本部分暂未包括对从业人员的信用评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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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关于评价对象和主体 

本部分信用评价的对象包括施工企业、监理企业、勘察设计企业

及试验检测机构。 

根据现实情况，信用评价实施主体包括守法评价主体，主要为各

级交通主管部门；履约考核信用评价主体，主要为建设单位(项目业

主)；质量评价主体，主要为交通主管部门及其授权的质量监督机构。

评价主体应对信用评价的结果负责。 

2.2.3  关于失信行为分类及记分标准的确定 

本部分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交通运输部颁布的水运建设市场

相关管理办法进行优化，从而规范水运建设市场施工、监理、勘察设

计、试验检测等从业企业信用评级工作的开展。 

2.2.3.1  统一指标分类 

本部分失信行为记分标准参照《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信用评价

办法》（交质监发[2009]318 号）、《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

评价管理办法》（交水发[2014]113 号）、《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信用

评价办法》（交质监发[2012]774号）文件要求，从业企业失信行为

按照投标行为、履约行为和其他行为进行划分。 

2.2.3.2  新增失信程度指标 

根据失信行为造成的结果，对失信行为严重程度划分为严重失信、

一般失信和轻微失信。对于办法中明确为“严重失信行为”和扣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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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中“直接定为 D级”列为严重失信行为；对于扣分在 2 分及以下的

列为轻微失信。 

2.2.3.3 统一指标代码格式 

按照信息化系统建设需求，统一水运建设市场信用评价指标代码

结构（见下图），便于开展信用评价系统建设和数据分析应用。 

XXXX X — X — XX    

                    顺序号，用特定字母（“X”）或 1～2位数字（1～99）

表示                   

                     
分割线，用“一”定线表示 

                 

                      
三级指标项，用 1 位数字（1～9）表示 

                

                       
分割线，用“一”定线表示 

               

                        
二级指标项，用 1 位数字（1～9）表示 

              

                         
一级指标项，用 4 位字母表示 

             

2.2.4 关于评价计算方法和评价等级 

2.2.4.1 统一评价计算方法 

在对管理及评价办法进行研究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实施情况，

主要从投标行为、履约行为和其他行为三方面进行评价。同时为了保

持交通运输行业内信用评价工作的相对统一性，计算方法引用第 1部

分公路建设市场的对应章节，有利于交通运输行业信用评价结果在的

通用性，便于各级部门按照统一的标准开展信用评价工作。 

2.2.4.2 统一信用评价等级 

信用评价结果用等级表示。按照目前各省使用的信用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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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公路建设市场信用评价对象的信用等级按照信用程度从高到低划

分为五等，分别用 AA、A、B、C 和 D 表示。对于设计和施工企业的信

用评价 95 分（含）以上为 AA 等级，而监理和试验检测信用评价的

AA 级则不含 95分。本标准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加强交通运输行业

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交政研发﹝2015﹞75 号），在本部分

中统一为 95分（含）以上为 AA级。 

3 预期的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及环境效果分析 

3.1 经济效果 

在对管理及评价办法进行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明确评价主体、评

价对象，对评价指标项及失信行为进行统一分类与编码，统一失信行

为的扣分标准，统一评价结果的信用等级，既保持行业内信用评价工

作的相对统一性，又能将涉及信用相关的评价指标及扣分标准进行统

一规范，有利于本行业信用评价结果在全国各省份的通用性，避免出

现各省各自为政的情况，便于各级部门按照统一的标准开展信用评价

工作，使信用评价结果客观，也有利于信息系统建设，以及数据共享

与交换。通过标准的应用，加强水运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能够规

范从业单位和从业人员的市场行为，营造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保障

公路建设安全与质量。在一定程度上节约社会资源，避免浪费，促进

公路建设市场提高经济效益。 



11 

3.2 社会效果 

以交通运输部颁布的办法为依据，参考各个省份现有的水运建设

市场的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深入研究各省份在建设单位、勘察设计、

监理和试验检测等领域所制定的管理办法和评价办法并择优采用，对

扣分标准进行借鉴整合，对失信行为按照严重失信、轻微失信和一般

失信进行分级，便于支持后续“黑名单”、“灰名单”办法制定，同

时为每个违法行为固定记分值，对于部颁办法中对失信行为记分为区

间值的指标取中间值进行明确，避免人员主管因素导致的评价标准不

统一。针对企业信用评价无依据、评价结果各地区间不能互认等问题，

通过本部分标准的应用，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氛围，使信用评价及管

理更加科学、规范和高效，为水运建设市场的安全和谐做出积极贡献。 

3.3 环境效果 

    标准的制定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 

4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无。 

5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标准在编写过程中，充分研究了相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

行业标准。标准与既有法律、法规及标准体系不冲突，与现行有效的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不矛盾，保持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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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7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