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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

发展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强化信用信息应用，推进守信激励和失信

惩戒，切实做好能源行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按照《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 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

意见》（国办发〔2020〕4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关于印

发〈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2022年版）〉和〈全国失信惩戒措

施基础清单（2022年版）〉的通知》（发改财金规〔2022〕1917号）

等政策文件有关要求，编制本清单。

本清单与《能源行业市场主体信用数据清单（2022年版）》（以

下简称《数据清单》）、《能源行业市场主体信用行为清单（2022年版）》

（以下简称《行为清单》）相辅相成，有效衔接，共同构成以信用为

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重要制度基础。在应用范围方面，三个清单

均设定以国家能源局权责事项作为开展信用监管工作的范围。在作

用衔接方面，《数据清单》根据国家能源局权责清单建立信用信息采

集目录，形成信用监管的数据基础；《行为清单》通过对《数据清单》

所归集的行政处罚信息，对受行政处罚的能源行业市场主体的失信

行为进行分类；本清单通过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确定能源行业市场

主体的信用状况，分类采取相应信用监管措施。《数据清单》归集的

相关信用信息和《行为清单》对能源行业市场主体的失信行为分类，

均为公共信用综合评价重要指标，三者有机衔接，形成监管闭环。

一、编制依据和基本概念

（一）编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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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

的通知》（国发〔2014〕21号）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

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国发

〔2019〕18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能源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

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13〕51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构建以信用

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 构建诚信建设

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9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

目录（2022年版）〉和〈全国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2022年版）〉

的通知》（发改财金规〔2022〕1917号）

《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国

能人事〔2013〕438号）

《国家能源局所属事业单位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

定》（国能人事〔2013〕458号）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国家能源局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的

通知》（国能发监管规〔2022〕115号）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能源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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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0年）>的通知》（国能资质〔2016〕350号）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能源行业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归集和使

用管理办法>的通知》（国能资质〔2016〕388号）

《信用基本术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22117-2018）

（二）基本概念。

1.能源行业市场主体。指从事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新能

源和可再生能源等能源的生产、输送、供应、服务、建设等相关活

动的法人，以及上述单位法定代表人、生产运行负责人、技术负责

人、安全负责人和财务负责人等相关执（从）业的自然人。

2.能源行业信用信息应用。指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有关直

属事业单位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和法定职责，对相关能源行业市场主

体按照其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对应的不同信用分类，在行政许可、处

罚裁量、重点监管对象筛选、评优申报，以及政府采购供应商选择、

财政性资金项目申请对象筛选、政府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实施对象

筛选、示范项目审查等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过程中，适用不同

信用监管措施，实施差别化分类监管。

3.能源行业信用信息应用清单。指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有

关直属事业单位依据现行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和国家能源局权责事

项，参照《全国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2023年版）》相关内容，按

照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反映出的能源行业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对

其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监管措施的指引。

二、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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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行业信用信息应用清单由业务类别、应用事项、业务环节、

信用分类、信用监管措施和法规政策依据共 6方面内容组成。

1.业务类别。指应用能源行业信用信息进行行政管理所属业务领

域的类别。包括电力安全类、电力类、煤炭类、油气类、其他类等。

其中，其他类是指国家能源局权责范围内涉及的政府采购、财政性

资金项目、政府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实施、示范项目审查等行政管

理事项。

2.应用事项。指应用能源行业信用信息实施信用监管的具体事

项。本清单的应用事项均为国家能源局权责事项，分为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日常监管、表彰评优和其他共 5 类，包括行政许可，电

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电力市场监管，煤炭、油气及能源行业相关

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等业务领域，共收录 41项应用事项。

3.业务环节。指应用事项在具体行政管理业务中应用所处的阶

段，包括行政许可、处罚裁量、重点监管对象筛选、评优申报，以

及政府采购供应商选择、财政性资金项目申请对象筛选、政府优惠

政策和便利措施实施对象筛选、示范项目条件审查等审核环节。

4.信用分类。指在应用事项中，根据国家能源局资质和信用信息

系统归集的能源行业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对其信用状况进行公共

信用综合评价后，按照信用状况划分为 A[100—85 分)，B[85—70

分)，C[70—40分)，D（40分及以下，存在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记录

的均为此类）四类。

A类能源行业市场主体，指信用风险极小的信用良好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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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实力和发展创新能力强，且无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记录，但可能

存在与主营业务相关性不高的负面记录；B类能源行业市场主体，指

信用风险较小的守信市场主体，综合实力和发展创新能力较好，且

无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记录，但存在一定数量的行政处罚等负面记录；

C 类能源行业市场主体，指信用风险较大的失信市场主体，负面记

录较多，但无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记录；D 类能源行业市场主体，指

信用风险极大，至少存在一条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记录的严重失信市

场主体，例如：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安全生产领域严重失信惩戒

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等(上述名单仅为举例)。

5.信用监管措施。指根据不同等级的信用分类所采取的具体行政

管理措施，按照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日常监管、表彰评优和其他，

共 5类进行归纳。

6.法规政策依据。指对能源行业市场主体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惩

戒措施及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或党中央、国

务院政策文件。

三、信用监管措施

本清单的应用事项，按照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日常监管、表

彰评优和其他共 5 类业务，根据对能源行业市场主体的信用分类，

可采取具体信用监管措施共计 36项。

（一）行政许可类。指在行政许可业务中，可以采取的信用分

类监管措施（7项），具体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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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分类 信用监管措施

A
依法依规予以适用简化程序、优先办理、告知承诺制、

绿色通道等便利措施。

B

依法依规予以适用告知承诺制。

依法依规视情况可以适用简化程序、优先办理、绿色

通道等便利措施。

C
列为重点监管对象，严格按标准流程办理，不得实施

简化程序或便利措施。

D

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实行从严审查。

在信用修复前，不予适用告知承诺制。

在一定期限内依法禁止取得行政许可。

（二）行政处罚类。指能源行业市场主体受到各类行政处罚后，

可以对其采取的信用分类监管措施（5项），具体见下表：

信用分类 信用监管措施

A
按照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处罚时，符合相关条件，作为

从轻情节。

B 依法依规一般处罚。

C 列为重点监管对象，依法依规一般处罚。

D

列为重点监管对象，依法依规从重处罚。

对被有关主管部门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按照

《全国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2023年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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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措施。

法人在一定期限内依法禁止直至终身禁止从事相关

生产经营活动；

自然人在一定期限内依法禁止直至终身禁止担任本

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一定期限内依法

禁止担任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三）日常监管类。指在重点检查、专项监管、“双随机、一公

开”抽查等日常监管过程中，可以采取的信用分类监管措施（4项），

具体见下表：

信用分类 信用监管措施

A 包容审慎监管，给予免查或减少抽查频次。

B 简化监管程序，减少抽查频次。

C
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实施重点监管，适当提高抽查频

次和“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抽取比例。

D
实施严格监管，大幅度提高抽查频次及“双随机、一

公开”检查抽取比例，专项整治列为重点监管对象。

（四）表彰评优类。指在表彰评优活动中，可以采取的信用分

类监管措施（4项），具体见下表：

信用分类 信用监管措施

A
优先推荐参与表彰评优，提高表彰评优的名次或级

别，作为重点宣传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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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正常参与表彰评优。

C
予以适当降低表彰评优名次和级别，或限制参与表彰

评优。

D
依法依规撤销其所获荣誉，一定期限内暂停或取消其

参加评先评优资格。

（五）其他类。指在政府采购供应商选择、财政性资金项目申

请对象筛选、政府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实施对象筛选以及示范项目

审查等业务中，可以采取的信用分类监管措施（16项），具体见下

表：

信用分类 信用监管措施

A

同等条件，优先选择为政府采购供应商。

同等条件，优先准予财政性资金项目。

同等条件，优先享受政府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

同等条件，优先推荐或确认为示范项目。

B

正常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按正常程序申请承担财政性资金项目。

可享受政府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

按正常程序推荐或确认为示范项目。

C

在一定期限内依法依规限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依法暂停项目审批。

严格按照标准流程办理，不得享受政府优惠政策或便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 9 —

利措施。

在一定期限内依法依规限制推荐或确认为示范项目。

D

在一定期限内依法依规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在一定期限内依法依规限制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

依法依规限制适用政府财政性支持措施等优惠政策。

在一定期限内依法依规禁止推荐或确认为示范项目。

根据信用监管实际情况，对同一能源行业市场主体可同时采取

多项信用监管措施，须严格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相应规

定。

四、有效期和发布方式

本清单根据国家政策法规变化实施动态管理、定期调整，原则

上周期为两年，由国家能源局结合局行政规范性文件计划调整并公

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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