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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纳左岸小区东门北侧，有400多平方米门市（两个门市
打通）出租，也可分成两个门市单独出租，精装修，有中央空调、
新风换气、音响、灯光、LED大屏等设备，可用也可不用，对面是
信友小区和正在盖的信誉楼商场。电话：15132796169乔女士

出租
门市

随着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
我国各地正积极谋划推动数字
化转型发展，云计算、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技术不断向基层延展。
记者调研发现，信息化在促进科
学决策、优化政务服务水平等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部分地区
也存在将信息系统作为“建设成
果”而忽略实际效用，出现功能
同质化严重、增加基层工作负担
等问题。

有几套系统
就得录几回信息

“一些信息系统非但没有让
治理更简单，反而加重了基层负
担。”东部某省份一社区党支部
书记李明（化名）说，今年以来，
有 4项不同的工作都要求在系
统中录入社区居住人员的信息，
而这 4项工作所使用的系统，却
分别由4个部门各自开发。

这就意味着，李明需要将同
一信息重复录入 4次。“每次录
入都需要再三核实，社区有上千
人，录一次就要 15天左右。上半
年有两个月都在进行信息录入
和核实，耽误了其他的工作。”李
明说，许多部门的政务信息化

“各自为政”，信息不互通，导致
基层工作人员重复劳动，消耗大
量精力。

中部某省的乡镇公务员小

古也因重复填报系统而苦恼。
“几套系统需要填报的内容基
本一样，只是有时格式和统计
口径上有些许差别。”小古说，
出于信息安全考虑，不同系统
之间无法传输数据，一旦信息
有更新，就需要分别在多个系
统中更新。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教授赵
晓呼认为，智慧管理的关键在于
获取信息，权威和专业的信息应
由相关专业部门统一采集。“由
一个权威部门作为数据中心发
挥统领作用，负责收集和综合数
据，其他部门可向该部门申请数
据。”赵晓呼说，除了一些保密和

涉及隐私的数据，其他数据应可
在部门之间实现共享。

“花架子”系统
费钱又“费人”

今年 7月，《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正式
发布，对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
建设提出了要求。但部分地方盲
目建设高大上的系统，存在“重
技术、轻治理”的倾向，与“智治”
初衷背道而驰，带来了诸多问
题。

“还没调试好，新系统就匆
匆投入使用。”西南某市公务员
陆女士说，有的部门不认真评
估系统的稳定性，就争先恐后
地“上新”。“用的时候经常卡
顿，甚至填写的资料直接消失
了。”陆女士说，曾经因为系统
发生故障，她没能按时按质完
成工作。

“有的系统没有批量导入
功能、无法复制粘贴、没有快
捷键，只能靠手动输入和用鼠
标一个个点击操作。”陆女士
说。因为经常出差，陆女士对
系统移动端使用的要求也比
较高，但“有的系统移动端兼
容性不好，用手机看文件经常
出现乱码”。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信
息化系统维护能力弱也备受
基层工作者诟病。“有时遇到
问题，我们只会重启系统或是
更换电脑。”东部某县级市选
调生小梁告诉记者，单位没有
维护系统的技术人员，都是花
钱请外包公司帮忙维护和升
级，而外包公司的技术人员不
可能在出现问题时随叫随到。

在小梁所在的单位，由于
“系统不好用”“操作太复杂”“培
训不到位”等原因，一些系统在

“上线”不久后便慢慢被人们遗
忘，从此成了“躺”在电脑里的一
个沉默图标。“动辄几万元、十几
万元开发的系统就这么闲置

了。”小梁说。

不能让政务信息化
变成作秀

系统一个接一个地装，不仅
让基层疲于应付，而且花大力气
录入的数据，准确性也不一定有
保障。

东部沿海城市一位社区工
作者说，当地为了更好回应群众
诉求，选择用智慧管理的方式，
在系统中录入民众反映的问题，
以便多部门协作统筹解决。这一
旨在提高解决问题效率的系统，
却在实际操作中变了味。上级领
导告诉她：“选择那些能解决的
问题上传，不能解决的就不要上
传了。”这让她很不解：得不到解
决的问题最应该让上级部门知
道，不然这智慧管理系统还有什
么存在的意义？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一些
地方政府要求基层将诸如入户
走访、问题登记等工作情况录入
智慧管理系统，系统中的排名将
影响基层年终考核位次，但对于
数据的填报却缺少相应的管理
和监督。“比如入户走访，可能一
天只入户 7次，但为了让考核好
看一些，我就在系统上填报 15
次，反正辖区里的人头都比较
熟，填谁还不是我说了算。”一位
社区网格员告诉记者。

据《半月谈》

有几套系统，就得录几回信息

“花架子”系统费钱又“费人”

近日，有多位支付宝花呗用
户向记者反映，收到“花呗服务
升级”提示，显示用户需签署《个
人征信查询报送授权书》（以下
简称《授权书》），同意授权向金
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查询并
报送相关信息。

花呗方面回应称，在用户授
权的前提下，花呗的相关信息会
逐步纳入征信系统。保持良好的
使用习惯，不会影响征信记录。

“花呗此次全面接入央行征
信系统，使花呗业务经营更加规
范。对于行业来说，花呗未来提供
的庞大用户数据也能对整个信贷
体系产生价值，使商业银行及信
贷类金融机构在评估用户资质时
拥有更加丰富的维度。”易观高级
分析师苏筱芮对记者表示，整体
而言，这一举措对金融数据体系
的完善产生利好。

不同意升级
将影响花呗使用

《授权书》显示，在获得用户
授权的基础上，根据其获得的具
体授信额度来源，用户的征信信
息会由重庆蚂蚁消费金融有限
公司，或是提供授信额度的银行
等机构作为报送主体，纳入征信
系统。

具体来看，核心内容主要有
两条：第一，同意被授权人向中
国人民银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
数据库查询、使用本人的信用信
息和信用报告；第二，同意被授
权人将本人在使用授权业务中

提交和产生的基本信息、信用信
息（包括违约信息）和其他相关
信息，自行或委托重庆蚂蚁消费
金融有限公司报送至中国人民
银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及其他依法设立的个人征信机
构。

据了解，用户同意授权升级
花呗服务后，其基本信息、花呗
额度以及还款情况将会以月度
为单位上报央行征信系统。

记者体验发现，若用户迟迟
不选择升级，则可能会影响花呗
的使用。根据官方回复证实，征
信授权后如有异议，用户可以通
过关闭花呗终止授权，关闭后用
户的花呗将无法正常使用。

那么，用户如何得知是否接
入征信呢？记者测试发现，在“花
呗”—“我的”—“相关合同及产品

说明”栏目中，若页面出现《个人
征信查询报送授权书》的用户会
接入征信，而仅有《花呗用户服务
合同》《芝麻服务协议》与产品说
明的用户则未接入征信。

博通咨询金融行业资深分
析师王蓬博对记者表示，该事件
意味着个人用户的信用体系场
景正逐渐完善，随着花呗全面接
入央行征信系统，其个人用户的
信用情况，能更好地为金融机构
服务，未来部分不良用户的套利
空间也将会降低。

去年已开始
推进接入工作

有知情人士对记者透露，去
年花呗就开始逐步、有序推进接
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即

征信系统）的工作。
值得关注的是，早在今年 6

月 3日，中国银保监会官网公告
显示，中国银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已批准重庆蚂蚁消费金融有限
公司（下称“蚂蚁消金公司”）开
业。蚂蚁集团旗下的花呗、借呗
将成为蚂蚁消金公司的专属品
牌。蚂蚁消金公司获批，意味着
花呗、借呗品牌获得了消费金融
牌照，未来运作更合规、透明。

记者注意到，根据花呗服务
升级提示，花呗服务将由蚂蚁消
金公司单独或联合提供信贷服
务，并签订相应的授信合同。也
就是说，蚂蚁花呗运营主体已由

“网络小贷”变更为“持牌消金”，
即由重庆市蚂蚁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变更为重庆蚂蚁消费金融
有限公司。

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对
记者表示，此前，花呗的业务主
体是互联网小额贷款公司。今
年以来，花呗业务已转移至蚂
蚁消费金融机构，而各类贷款
持牌机构接入征信系统是大势
所趋，用户需平常心对待。

那么花呗纳入征信系统后，
若拒还借款，对个人征信及个人
贷款会有什么影响呢？

于百程表示，一旦花呗接入
央行征信系统，意味着个人用户
在花呗的借款和逾期、违约信
息，将进入央行征信系统，若有
违约、逾期等行为会对用户未来
的大额贷款如房贷、车贷产生影
响。不过，在不逾期的情况下，对
于用户来说不会受任何影响。

王蓬博对此表示认同，他认
为，花呗全面接入央行征信系统
代表着个人征信系统的覆盖场
景逐渐补全。征信报告作为我们
的经济“身份证”，客观且全面地
记录了个人的信用活动，包括偿
还贷款、偿还信用卡等情况。个
人用户如出现逾期等不良现象，
将会影响到个人生活的方方面
面，比如房贷、出行、就业等。

苏筱芮认为，花呗全面接
入央行征信系统后，个人用户
的征信数据将更为详尽的同
时，也需关注此前在传统商业
银行当中存在的“鄙视链”，即
过多使用互联网信贷类产品，
可能会对用户申请传统商业银
行的房贷、信贷等审批及额度
造成不利影响。

据《半月谈》

花呗接入央行征信系统
用户拒绝接入将无法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