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17, 7(11), 1361-1370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17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17.711169   

文章引用: 汪宇翔, 曹文雯, 吴继霞(2017). 守信之心点亮信用建设之路. 心理学进展, 7(11), 1361-1370.  
DOI: 10.12677/ap.2017.711169 

 
 

The Faithful Heart Lights up the Path of  
Credit Construc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rsonal Credit Investigation in 
Jiangsu 

Yuxiang Wang, Wenwen Cao, Jixia Wu* 
School of Educ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Received: Nov. 9th, 2017; accepted: Nov. 22nd, 2017; published: Nov. 29th, 2017 

 
 

 
Abstract 
Personal credit is important for credit construction. To understand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social 
credit, and advance individual credit quality cultivation, is the focu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redit. 
This study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2100 residents in Jiangsu province, 
coming to the conclusion: 1) women are more creditworthy than men; 2) Credit increases with 
age, and older people are more creditworthy; 3) the credit of employees of administrative de-
partments and institutions is better, and individual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households credit 
relatively backward; 4) People who have no loan or loan experience are more creditworthy than 
those who have; 5) the different level of education of people h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credibility 
(see article). These findings can provide direction for credit education, targeted, so as to improve 
the overall public credibility, to form an atmosphere emphasizing credit in the whol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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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众的信用品质对个人信用建设而言意义非凡，了解社会个人信用度的整体状况，并推进个人信用品质

培育，是信用建设的重点。本研究对2100名江苏省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并得出结论：1) 女性比男性更讲

信用；2) 信用度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年长者更讲信用；3) 机关事业单位员工的信用较好，而个体

工商户的信用相对落后；4) 无贷款或贷款经历的人比有贷款或贷款经历的人更讲信用；5) 不同受教育

程度的民众的信用度之间没有差异。上述发现可以为信用教育提供方向，有的放矢，从而提高民众整体

信用度，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求信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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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信用的概念阐述 

信用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我国古人用“民无信不立”、“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去说明信用的重要

性；而国外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如阿米尔也曾说过，“信用就像一面镜子，只要有了裂缝就不能像原来那样

连成一片”；近代我国的文学家、思想家如鲁迅先生也写过关于信用的名言，“诚信为人之本”。因此，

无论中外、无论古今，强调信用都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核心之一，诚实守信亦是品德教育的核心之一。 
信用在不同的学科中有着不同的解释，现代社会的信用概念，包含经济信用和道德信用两种不同范畴

的内涵，二者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信用的内涵(吴可，2009；杨文礼，2013；秦安兰，吴继霞，2014)。吴

继霞对中国人的诚信结构进行本土化的探索，提出了诚信的 4 因素结构模型，认为诚信是由诚实、信用、

信任和责任心四个因素构成的(吴继霞，黄希庭，2012)。其中“信用”不仅是一个经济或社会层面的概念，

也是一个道德上的概念，这种道德品质上的信用可以用他人对个体整体行为的诚信评价来客观评价，一般

而言可以用“信用度”来表示。 
按照不同主体对信用进行分类，可以把信用分为个人信用、企业信用和政府信用(李新庚，2002)。个

人信用是个人进入市场的许可证，在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市场主体都倾向于和个人信用较好的对象完成交

易。因此，对个人信用进行评价，于交易双方而言都显得尤为重要。在市场经济诞生较早的西方国家，个

人信用评价的方法也较为成熟，主要采用主观评价和数量化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而相对于西方，我国的个

人信用评价制度发展的相对较晚，也不够成熟完善，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缺乏法律支持和约束。2013 年，国务院发布《征信业管理条例》，标志着我国的信用立法正式进入起

步阶段，并且《合同法》、《公司法》等专门法律中也散见关于个人信用的条文，但是相对于市场经济对

信用立法的诉求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信用法律体系，例如美国就出台了

诸如《公平信用报告法》(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平等信用机会法》(Equal Credit Opportunity Act)等多

部相互配套的法律法规来形成信用法律体系(Barber, 1983; Levi, 1998; Scholz & Lubell, 1998)。当前，我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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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用评价上出现的诸多问题，与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约束有关。 
缺乏信息沟通机制。当前我国的征信行业存在着信息不透明，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着信息难以共享的困

境。现在，个人信息被多个政府部门掌握，但政府部门之间没有沟通机制，造成各个政府部门变成了一个

个孤岛。而相关的开放信息共享信息的法律还没有建立起来，征信机构不能依法获取完整的个人信用数据，

只能从现有的、少量的数据中盲人摸象(Oldfield & Santomero, 1995; Scholz & Lubell, 1998; Goense et al., 
2014)。想要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更好地顶层设计，让信息在各个政府机构之间自由流通并且让征信机构

能够合法的获得所需的数据。 
民众的信用度较低。虽然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崇尚诚实守信的国家，但是当前社会民众的个人信用品质

则处于较低水平。个人失信事件较多，偷税漏税、假冒伪劣、盗版作假的事件时有发生，在市场经济社会

中，由于有强烈的个人利益驱动，信用的约束变得越来越脆弱，所以如果没有硬性条文的规定，人们的个

人信用观念自然淡薄(李自维，张维贵，2007；薛强，2014)。个人信用品质的缺失，导致了全社会范围内

对信用的忽视、漠视甚至无视，这是导致我国个人信用评价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 

1.2. 个人信用度现状及研究意义 

古人云：信不由中，质无益也。如果诚信不是发自内心，那诚信行为也就无从谈及。当前，我国个

人信用发展的现状与社会层面个人信用品质的缺失息息相关。公民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对一个国家的经

济发展的影响具有同物质资本一样的重要作用(弗兰西斯・福山，1998；马克斯，韦伯，1987；西美尔，

2002)。个人信用品质的缺失，使得人们轻易的做出失信行为，而失信惩戒制度的不完善，更给了人们可

乘之机，肆意妄为的轻言寡信，践踏诚信。一项调查研究表明，我国每年因为逃废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

失为 1800 亿元，由于产品质量低劣或制假售价造成的各种损失约 2000 亿元(许华荣，2010)。如此势头如

不遏制，对我国的市场经济乃至社会稳定，都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信用品质在心理学中被认为是人格特质的一部分(赵子真，等，2009；陈松林，王重鸣，2006)。人格

特质对个体行为有非常大的影响，在心理学领域，很多问题行为，如网络成瘾、敌意性的攻击等都是通

过调节人格因素来改善或根治的。因此，对于民众信用度低的问题，亦可以通过信用品质的养成和培育

来解决。一般而言，信用品质的养成可以通过自我教育和他人教育两种不同的形式进行，自我教育即可

以通过提高个体的自尊水平、自我同一性水平等提高信用品质，而他人教育主要依赖学校、家庭和社会

等各方的影响来进行(吴继霞，2009)。 
了解民众的信用品质是信用教育的第一步。目前，对于民众信用品质的调查研究数量较少，少数涉

及这方面的研究使用的测量工具也相对较为简单，缺少科学客观的设计，得到的数据也相对较为简单无

法进行进一步的统计分析。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安康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10)对大众征信知识及信用意识进

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社会大众对征信的认知程度及社会信用意识虽有所提高，但是远远没有达到建

立征信体系的要求；牛聪(2010)对 60 余所高校在校大学生的信用调查表明，大学生信用意识薄弱，违反

诚信的现象常有发生；白云(2012)在全国范围内发放问卷 700 余份，调查民众对个人信用信息保护的意愿，

结果表明民众希望政府加强对个人信用信息的保护，希望完善我国的征信制度和法律建设。但是，上述

研究多存在着以下问题：1) 研究工具过于简单，其使用的调查问卷没有经过严格的信效度检验，得出的

结果的可靠性不高；2) 调查样本量过小；3) 调查对象过于单一，如主要对象是大学生群体。因此，本研

究针对之前信用研究的缺陷，从心理学的学科角度出发，使用科学的调查工具，从客观的、量化的角度，

对民众的个人信用度进行了解，把握江苏省民众的个人信用现状，并分析在职业、地区等不同的条件之

下，个人信用度的差别，以推进全社会范围内个人信用品质的养成和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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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查工具与对象 

2.1. 调查工具 

使用张锐坤编制的《个人信用量表》(张锐坤，2013)。该问卷根据吴继霞以质性研究方法得到的中国

人诚信结构为理论基础，形成了本土化的信用结构。在此基础上，通过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验

证性因素分析以及内部一致性信度等检验，得到最终问卷。 
最终问卷共 15 题，分为“承诺”、“践行”、“利他”、“利己”四个维度，该问卷 15 个项目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813，理论模型的 4 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682~.811 之间，也具有较高的同质

性，达到了测量学的要求，因此可以用于作为本研究的研究工具。同时，在原有问卷的基础上，增加人

口学变量性别、年龄、有无贷款等。 
本研究使用的统计工具为 SPSS22.0，数据预处理内容包括反向计分题转换、替换缺失值和去除极端

值等。 

2.2. 调查对象 

本研究在江苏省全部 13 个城市范围内共发放问卷 24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103 份。调查对象条件是

满 18 岁以上的成年人。表 1 为调查对象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分布情况：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basic information of credit investigation objects 
表 1. 信用度调查对象基本信息统计表 

 频数 有效百分比(%) 缺失值 
性别 男 978 47.4 39 

 女 1086 52.6  
年龄 18~22岁 490 24.7 78 

 23~35岁 888 43.6  
 36~55岁 602 29.5  
 56岁以上 45 2.2  

职业 学生 558 28.7 162 
 企业员工 699 36.0  
 机关、事业单位 533 27.5  

 个体工商户 75 3.9  

 其他 76 3.9  

贷款 有 1265 67.0 215 

 无 623 33.0  

地区 苏北 876 41.7 1 

 苏中 488 23.2  

 南京 393 18.7  

 苏南 345 16.4  

收入 2000元以下 497 25.8 179 

 2000~4000元 547 28.4  

 4000~6000元 669 34.8  
 6000元以上 211 11.0  

学历 初中及以上 211 10.7 65 
 高中/中专 419 19.9  
 本科/大专 1123 57.2  
 硕士及以上 211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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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被试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分布是可以接受的，大多数为大样本，可以为进一步的统

计分析提供基础。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等原因，在某些项目，如年龄在 55 岁以上，职业为个体工商户和

其他上的被调查人数相对较少，在之后的统计中将和其他项目合并等手段进行处理。 

3. 实证分析 

3.1. 江苏省民众个人信用度整体分析 

在本次调查中，民众总体信用水平如下：总得分平均数 M = 57.78，SD = 6.42，而对总得分与其均数

进行单样本 t 检验，t = −1.58，p > .05，说明民众的得分普遍较均数略低，信用水平一般。 
而在各分量表上，民众的得分如下：承诺维度均分 M = 12.71，SD = 2.67，践行维度均分 M = 21.44，

SD = 3.30，利己维度均分 M = 13.76，SD = 1.94，利他维度均分 M = 9.87，SD = 2.54，各维度得分与其均

数进行单样本 t 检验的结果都表明民众的得分较均数较低，部分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p < .01)，总体分数

亦处于一般水平。具体见表 2。 

3.2. 江苏省民众个人信用度的差异分析 

从性别的比较上看，民众在《个人信用量表》总得分和各分量表得分上存在差异。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我们可以得出：在总分上，男性和女性的得分平均数之间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t = −6.33，p 
< .001，女性在总得分上要显著高于男性；在“承诺”维度上，男性和女性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t = −4.10，
p < .001，女性承诺维度上的得分要显著高于男性；在“践行”维度上，男性和女性间的差异不显著，t = 
−1.74，p > .05；在“利他”维度和“利己”维度上，男性的得分平均数都要显著地低于女性。 

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划分上，我们根据林崇德《发展心理学》(第二版)中的年龄阶段划分，结合调查数

据的实际分布情况，将被试划分为四个年龄段：18 到 22 岁、23 到 35 岁、35 到 55 岁和 56 岁以上(林崇

德，2009)。鉴于 56 岁以上组人数较少，该组将与 35 到 55 岁组合并进行统计。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比较民众在《个人信用量表》总得分和各分量表得分上的差异：不同年龄段民众的个人信用度水平间存

在较大的差异，在总分、践行、利他和利己上不同年龄段民众存在显著地差异(p < .001)。事后多重比较

检验结果表明，在总分和践行维度上，18~22岁和23~35岁年龄组的得分显著地高于36岁以上组(p < .01)。
而在利他维度上，36 岁以上组的得分要高于其他两组，其他两组中 23~35 岁年龄组得分要高于 18~22 岁

组。最后，在在利己得分上，18~22 岁组的得分显著的高于其他两组(p < .01)，36 岁以上组的得分次之，

23~35 岁组最低。具体见表 3。 
从不同职业《个人信用量表》总得分和各分量表得分上的比较来看：在总分上，不同职业组间得分

存在显著差异，F = 13.80，p < .001，η2 = .028；在承诺、践行、利他和利己维度上，不同职业组间得分

差异显著(p < .01)。事后比较检验表明，机关、事业单位组在承诺、践行维度上要显著地高于其他组， 
 
Table 2. Personal credit scale Statistics descriptive scores 
表 2. 《个人信用量表》各维度得分描述性统计表 

维度 平均数 ± 标准差 

总分 57.78 ± 6.42 

承诺 12.71 ± 2.67 

践行 21.44 ± 3.30 

利他 13.76 ± 1.94 

利己 9.87 ±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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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组在利他维度上要显著低于机关、事业单位组(p < .01)，在利己上要高于企业员工和其他组，个体工

商户在承诺维度上得分稍低。详细见表 4。 
从有贷款或者贷款经历与无贷款或无贷款经历的对象，个人信用品质差异的结果表明，有贷款的民

众在《个人信用量表》上的平均得分 M = 57.43，SD = 6.50，无贷款的民众平均得分 M = 58.06，SD = 6.38，
独立样本 t 检验的结果表明，在总分上有贷款和没有贷款的民众之间存在显著性的差异，t = −2.02，p < .05，
说明无贷款组的个人信用度要高于有贷款组。而在各维度得分上，二者在利己维度差异显著，t = −3.94，
p < .001，说明无贷款组的利己度要高于有贷款组。 

从不同受教育程度，即不同学历下，民众个人信用度的比较来看，不同学历在信用度上基本不存在

差异。在本研究中，将调查对象划分为：初中学历及以上，高中学历(含中专)，本科学历(含大专)，硕士

研究生学历及以上。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结果如下：在总分上，不同学历间的差异未达到显著

性水平，F = 1.674，p > .05，事后多重比较检验也未发现各组之间的得分高低存在差异性；在承诺维度上，

亦不存在显著性差异，F = 1.425，p > .05，事后多重比较检验也未发现某一组显著高于或者低于其他组；

在践行维度上，依然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异，F = 2.04，p > .05；在利他维度上，还是不存在显著性的差

异，F = .798，p > .05，事后多重比较也未发现差异性；最后，在利己维度上，不同学历间的差异存在

边缘显著，F = 2.40，p = .066，η2 = .004，事后多重比较检验本科、大专组得分要显著高于高中、中专

组。 
鉴于 F 检验的结果没有表现出显著性，在本研究中，对受教育程度和个人信用度的相关性也进行检

验。使用斯皮尔曼等级相关，把总分和四个维度的得分分别按照分数高低分转换成适合进行等级相关分

析的称名变量，结果表明：学历高低与总分及四个维度的得分高低基本呈零相关或接近零相关，说明受 
 
Table 3. The average number of F test of personal credit scale on different age groups 
表 3. 不同年龄对象《个人信用量表》平均数的 F 检验 

  n 平均数 ± 标准差 F值 η² 

总分 

18~22 490 56.96 ± 7.32 20.79*** .020 

23~35 888 57.20 ± 6.10   

36~55及56以上 647 59.09 ± 6.24   

承诺 

18~22 490 12.92 ± 2.55 1.91† .002 

23~35 888 12.65 ± 2.59   

36~55及56以上 647 12.64 ± 2.85   

践行 

18~22 490 20.41 ± 3.94 53.81*** .057 

23~35 888 21.24 ± 3.04   

36~55及56以上 647 22.39 ± 2.96   

利他 

18~22 490 13.33 ± 2.55 24.58*** .024 

23~35 888 13.68 ± 1.84   

36~55及56以上 647 14.13 ± 1.54   

利己 

18~22 490 10.31 ± 2.53 11.31*** .011 

23~35 888 9.63 ± 2.41   

36~55及56以上 647 9.93 ± 2.74   

***p < .001；†不存在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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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he average number of F test of personal credit scale on different occupation groups 
表 4. 不同职业对象《个人信用量表》平均数的 F 检验 

  n M ± SD F值 η² 

总分 

学生 556 57.42 ± 6.59 18.14*** .03 

企业员工 695 56.82 ± 6.74   

机关事业单位 537 59.41 ± 5.70   

 个体工商户 150 57.75 ± 6.42   

承诺 

学生 556 12.88 ± 2.55 8.43*** .01 

企业员工 695 12.40 ± 2.74   

机关事业单位 537 13.07 ± 2.70   

 个体工商户 150 12.29 ± 2.47   

践行 

学生 556 20.85 ± 3.46 18.99*** .03 

企业员工 695 21.16 ± 3.24   

机关事业单位 537 22.24 ± 2.95   

 个体工商户 150 21.61 ± 3.23   

利他 

学生 556 13.54 ± 2.11 16.25*** .02 

企业员工 695 13.56 ± 1.98   

机关事业单位 537 14.23 ± 1.63   

 个体工商户 150 13.94 ± 1.70   

利己 

学生 556 10.15 ± 2.54 4.89** .01 

企业员工 695 6.69 ± 2.46   

机关事业单位 537 9.87 ± 2.53   

 个体工商户 150 9.43 ± 2.88   

***p < .001；**p < .01. 
 
教育程度这一变量和个人信用度水平间没有相关性。 

4. 总结与讨论 

通过对江苏省民众《个人信用量表》得分的统计分析，我们认为民众的个人信用度总体处于平均数

之下，信用水平一般。而在设置的 5 个人口学变量上，情况如下： 
在性别这一因素上，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是显著地，在总分和除“践行”之外的其他三个维度上，

女性的得分都比男性要高。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女性与男性相比，情感体验更加深刻，情感更加

丰富细腻，道德感也更强。因此，她们会更多的受社会公德和内心道德准则的影响，在行事时更守信用(薛
静华，2011)。 

在年龄阶段这一因素上，不同年龄阶段的民众在得分上也表现出了差异性。具体来看，18 到 22 岁

年龄段的对象在利己维度上的得分相对最高，其差异性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水平，这说明这些刚进

入成年期的年轻人在对待利益冲突时与更年长的对象相比，会出现轻微的利己偏向，这和他们独生子女

的身份特征和家庭环境因素的影响息息相关。 

https://doi.org/10.12677/ap.2017.711169


汪宇翔 等 

 

 

DOI: 10.12677/ap.2017.711169 1368 心理学进展 
 

在职业因素上，不同职业的民众也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差异性。机关、事业单位的员工在信用品质和

诚信教育上走在了社会前列，而个体工商户在除利己之外的得分都相对较低，表现出较低的个人信用度，

这和他们大多经营小本生意或者中小型企业，必须积极投身竞争，追求利益最大化有关。有时他们可能

会难以顾及信用或者有意失信，造成了个人信用品质普遍较低。 
在有无贷款因素上，无贷款的民众，其个人信用度要高于有贷款的。这一结果并不符合研究者的预

期。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有贷款的民众对于不讲信用的行为的宽容度更高，特别是自己做出的失

信行为，所以他们在做调查问卷的情景下可能表现出较低的信用度。并且，当前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常年

居高，每年给银行和其他放贷机构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正是由于借贷者的个人

信用品质不高造成的。本调查之结果，可能为这一疑难痼疾的成因做出说明与解释。 
在不同受教育水平上，民众的个人信用度并没有显著性的差异，在总分和各维度得分上均没有出现

差异显著性。一方面反映出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民众，其个人信用度水平比较接近；另一方面，也说明信

用教育或者诚信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割裂，学校信用教育的匮乏。 

5. 对江苏省信用建设与诚信教育的建议与展望 

自 2004 年以来，江苏省加快了信用建设的步伐，取得了众多成果。但是本调查，暴露出民众信用品

质水平一般的问题。信用品质的养成是信用建设的助推器，如何增强民众的信用度，除了信用教育方面

的努力，还要在制度建设和信用管理上做文章。因此，本文根据研究之结果并综合了其他文献资料，提

出以下四点建议：1) 完善企业信用管理制度(王璐，2004)。企业是市场经济最活跃的主体，其信用是否

良好关乎整个市场的稳定。企业的信用管理要通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方式进行：自下而上的方式

是指企业从自身入手，通过账目管理、设置信用管理部门等方式进行内部信用管理；自上而下的方式是

指政府通过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严格企业的信用管理制度。2) 加快信用立法步伐。我国的信用立法处

于起步阶段，现有的条文很难满足征信业的迅速发展和市场对信用立法的要求，因此，形成完整、有针

对性的征信法律体系，在立法、执行两方面双管齐下，补缺补差，最终，形成适合我国征信业特点的法

律体系。3) 完善征信数据环境。数据环境的改善需要政府和征信机构的共同努力。一方面应该循序渐进，

通过改善法律条件和社会文化促进政府信用信息公开；另一方面要有政府牵头，征信机构和公司推进，

形成具有专属性、完整性且有序管理的信用信息数据库。4) 加快信用文化培育。信用教育最终的目的就

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讲求信用的文化氛围，有了人人守信的社会风气，信用建设会事半功倍。除了进

行信用教育提升民众的信用品质，还可以通过大众传媒的影响力，提高民众对信用的了解和认识等不同

手段，使讲信用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而针对调查结果，我们发现，民众总体的信用度一般，并且在多个人口学变量上表现出了一定的差

异。我们应对表现出差距或差异的群体进行针对性的教育，以期提高他们的信用度水平，其中：1) 要重

视青少年利他主义的培育。调查结果表明 18~22 岁组的利己水平较高，利他水平略低，而利他水平的提

高和信用水平的提升有直接关系。因此，提高青少年，特别是男性青少年的利他水平，将会对信用教育

带来积极的作用。2) 要重视个体工商户信用教育。当前个体经济是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大量的资金和

技术正在涌入这一领域。因此，提升个体工商户的信用品质，对于个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我国经济的转

型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3) 要加强借贷者的信用教育。加强借贷者的信用品质，可以有效的保护经济安

全和稳定，防止类似美国“次贷危机”事件的发生，而对借贷者的信用度进行考察，也会有效的避免不

良贷款的存在，因此，在银行决定是否给予客户贷款的时候，可以使用信用度的问卷对其进行考察，其

信用度高低亦可以成为信用评价评分的标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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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同受教育水平的信用度水平相当的现象，我们认为这反映出他人信用教育的缺失。在此提出

以下意见：1) 要营造充满信任的教育环境(傅维利，等，2010)。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信用存在的基础，

没有信任，所谓信用、所谓诚信都不太可能存续。因此，营造充满信任的教育环境，包括学校环境和家

庭环境，给予学生或孩子充分的信任，是信用教育的基础。2) 要加强师德建设，培养教师的守信行为。

正所谓“亲其师，信其道”，要发挥教师的示范作用，通过教师的守信行为加强学生的信用品质。3) 开
设征信课程和信用宣传。通过开设征信课程，让学生学习基本的征信知识，可以帮助学生形成健康完善

的信用观。而通过开设如“信用宣传月”、“信用知识竞赛”等活动，使学生潜移默化接受信用教育，

培养信用品质。4) 弘扬学术诚信，严惩学术失信。对于作弊、替考、抄袭等学术失信或学术不端现象，

我们要严格惩处，提高失信成本，使学生明白失信之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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