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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稳健统计方法，以标准化四分位距作为标准差。将

参加考核人员的原始分按递增顺序排列，计算高四分位和低

四分位原始分的差值，然后乘以系数 0.7413（因子 0.7413

是从“标准”正态分布中导出）即可得到标准化四分位距。

计算公式如下：

S=0.7413×（Q3-Q1）

式中，Q1为低四分位数，该组原始分的四分之一低于 Q1，

四分之三高于 Q1；Q3为高四分位数，该组原始分的四分之一

高于 Q3。

6.1.5 标准分 Z

每位参加考核人员差值 D与标准差之比。计算公式如下：

Z=D/S×50

标准分 Z反映参加考核人员与中等水平间的差距。Z＞0

时，反映人员能力高于中等水平；Z＜0时，反映人员能力低

于中等水平。根据统计学原理，基于正态分布假设，D/S 在[-2，

+2]的概率约为 95%。为了更加通俗易懂和直观显示，乘以系

数 50 得到标准分 Z，而且，当计算 Z 值小于-100 或者大于

100 时，直接分别赋值为 Z=-100、Z=100。因此，标准分 Z

在-100 至 100 之间，Z 值越接近 100，说明参加考核人员的

水平越高。

6.1.6 百分比排名 PR

某参加考核人员百分比排名为 90%，表明该人员成绩比

90%的人成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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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合格率

考核等级为合格以上的人数占参加考核总人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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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反馈给参加考核人员的指标

参加考核人员成绩单列出原始分、标准分 Z和百分比排

名 PR 三个指标值，并注明含义。其中，成绩是否合格以参

加考核人员的原始分为评价基准。对于成绩合格的人员，再

按标准分 Z的大小，分级列出成绩。具体如下：

当原始分＜60 时，表明考生参加本次考核等级为“不合

格”，建议考生进一步学习后，再次报名参加考核。

当 60≤原始分＜100，且标准分满足-100≤Z＜50 时，

表明考生参加本次考核等级为“合格”。

当 60≤原始分＜100，且标准分满足 50≤Z＜100 时，表

明考生参加本次考核等级为“良好”。

当原始分≥60，且标准分 Z=100 时，或当原始分=100 时，

表明考生参加本次考核等级为“优秀”。

当标准差 S=0，则采取原始分判断规则：原始分<60 为

“不合格”；60≤原始分＜80 为“合格”；80≤原始分＜90

为“良好”；原始分≥90 为“优秀”。

对于考生来说，纸质证书中赋予的原始分、标准分 Z和

百分比排名 PR 为当期（或者某一时间段）考核结果。标准

分 Z 和百分比排名 PR 会根据该项目全部参加考试人员的成

绩“排大队”，考生可以随时登录账号线上关注自己标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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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和百分比排名 PR 的变化。

对每一名考核“不合格”的考生，在发送成绩单的同时，

应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建议和再次参加考核的方法。

6.2.2 认研中心监测指标

及时发布并动态更新每个能力验证项目参加考核的总

人数、平均分、中等分、标准差、合格率、最低分、最高分

等指标。此外，可以使用顺序标准分 Z直方图直观显示参加

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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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篇

第一章 信

用的本质

第一节 中西

主要信用观点

述评

1.西方古今主要信用思想及其内核

2.中国古今主要信用思想及其内核

3.中西信用思想异同比较

4.中西信用思想的逻辑性和解释力缺

陷

第二节 信用

现象的社会考

察

1.经济生活中的信用现象及特征解析

2.社交生活中的信用现象及特征解析

3.学术生活中的信用现象及特征解析

第三节 信用

的本质

1.规则的微观功能——行为引导

2.规则的宏观功能——社会建构

3.规则与契约的关系——正当性

4.契约与社会秩序的勾画——社会秩

序建构的必要条件

5.守约与社会秩序的实现——秩序建

构的充分条件

6.信用的本质——秩序的底层逻辑和

社会的元规则

第四节 信用

的内涵

1.信用作为元规则的内涵

2.信用相关概念的辨析

信用与诚信

信用与信誉

信用与信任

3.信用与诚信之争的成因与实质

第二章 信

用的形态

第一节 社会

契约的分类

1.基于契约主体差异的视角

公约：伦理、道德、法律

私约：合同、协议、承诺

2.基于契约内容差异的视角

政治、经济、社交、学术契约

3.基于契约形式差异的视角

书面、口头、默认、俗成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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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用

行为的表现形

态

1.公约与私约信用行为的界定与表现

形态

2.政治、经济、社交、学术等信用行

为的界定与表现形态

第三节 社会

信用的表现形

态

1.政治信用的定义和表现形态

2.经济信用的定义和表现形态

3.社交信用的定义和表现形态

4.学术信用的定义和表现形态

第三章 信

用的机制

第一节 信用

的风险

1.个体信用风险的定义与表现

2.社会信用风险的定义与表现

3.信用风险的个体损失

4.信用风险的社会后果

第二节 信用

风险的发生机

制

1.失信的发生机制

2.违信的发生机制

第三节 信用

行为的奖惩机

制

1.守信行为正向奖励的马太效应

2.无信行为反向惩戒的驱出效应

第四节 信用

风险的控制机

制

1.个体信用风险的控制机制

事前防范机制

事中规避机制

事后减损机制

2.社会信用风险的治理机制

第五节 信用

机制正常运行

的条件

1.必要条件：社会价值导向性

2.充分条件：信用信息对称性

第四章 信

用的影响

第一节 信用

风险的判断标

准

1.价值判断标准

2.事实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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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用

行为的影响因

素

1.主观因素及解析——信用意识

2.心理因素及解析——信用心理

3.客观因素及解析——信用能力

4.信用影响因素的系统结构

第三节 信用

评价的基本原

理

1.传统信用评价的理论依据

2.现代信用评价的理论扩展

3.全息信用评价的基本原理

第四节 信用

风险识别的基

本原则

1.全面性原则

2.客观性原则

3.定价性原则

二、技术篇

第一章 信

用管理概述

第一节 信用

管理的定义

1.广义的信用管理定义

2.狭义的信用管理定义

第二节 信用

管理的目标

1.自身利益目标

2.社会责任目标

3.环境责任目标

第三节 信用

管理的规程

1.信用调查与征信的基本要义

2.信用分析与评价的基本要义

3.信用政策与授信的基本要义

4.信用跟踪与预警的基本要义

5.风险控制与处理的基本要义

第二章 信

用管理技术

第一节 信用

调查与征信技

术

1.传统信用调查技术概述

2.基于互联网、物联网的信用调查技

术创新

3.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现代征信技术创

新

第二节 信用

分析与评价技

术

1.传统信用分析与评价技术概述

2.基于大数据的信用分析与评价

技术创新：全息信用评价及其模型

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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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用政

策与授信技术

1.影响组织和个人信用政策的主要因

素分析及其信用政策选择原则

2.基于信用评价和信用政策的客户分

类管理

3.基于客户分类的授信准则和框架制

定

第四节 信用

跟踪与预警技

术

1.传统信用跟踪与预警技术概述

2.基于云计算和物联网技术的信用跟

踪与预警技术创新

第五节 风险

控制与处理技

术

1.基于信用跟踪和预警信息调整客户

信用等级、客户分类、风险定价和排

序的技术要点

2.基于大数据对风险客户信用资源调

查并制定风险控制方案的技术要点

3.风险冗余的法律和财务处理的技术

要点

第三章 评

价模型建构

第一节 信用

影响因素的解

析

1.信用行为影响因素的可评价指标解

析

2.评价指标的相关性理论筛选

3.评价指标的相关性实证筛选

第二节 信用

评价基准模型

建构

1.评价指标独立性之偏相关分析

2.评价指标的归一化权重确定

3.评价指标标准值和刻度测定

4.评价模型阈值条件确定

第三节 信用

评价模型的机

器建 构

1.大数据处理平台通过学习筛选信用

评价指标、确定指标权重、标准值、

刻度和模型阈值

2.对模型进行重复训练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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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信用

评价实用模型

的建构

1.评价对象类别确定：组织或个体

2.评价对象信用特征确定：信用行为

的决策和实施特征

3.评价对象行业或群类特征确定

4.评价主体信用管理政策和成本选择

5.基准模型的实用化完善

第四章 信

用管理规范

第一节 信用

管理内部制度

建设

1.信用管理的实体规范框架

2.信用管理的程序规范主线

3.信用管理的操守规范强化

第二节 信用

管理技术规范

建设

1.信用调查的技术规范

2.信用评价的技术规范

3.信用政策的技术规范

4.信用跟踪的技术规范

5.风险控制的技术规范

第三节 信用

管理的外部合

规性

1.伦理合规性：商业秘密和个体隐私

保护

2.法律合规性：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同业规范及其解读

三、实务篇

第一章 国

际知名信用

管理机构业

务

第一节 国际

知名信用评价

机构 业务

1.穆迪公司及其评价业务介绍

2.标普公司及其评价业务介绍

3.惠誉公司及其评价业务介绍

第二节 国际

知名征信机构

业务

1.邓白氏公司及其征信业务介绍

2.全联公司及其征信业务介绍

第二章 国

内主要征信

机构及信用

数据库

第一节 全国

统一征信数据

库

央行征信数据库介绍

第二节 地方

企业信用数据

库

1.浙江省企业信用数据库介绍

2.江苏省企业信用数据库介绍

3.上海市企业信用数据库介绍

4.深圳市企业信用数据库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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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国内

主要征信机构

1.百联征信

2.芝麻征信

第三章 企

业信用管理

实务案例分

析

第一节 实体

企业信用管理

案例分析

浙江省信用管理示范企业——浦江凯

鼎农副产品配送有限公司

第二节 网络

企业信用管理

案例分析

天猫网

第三节 网络

社交平台信用

管理案例分析

微信

第四节 信用

服务公司信用

管理案例分析

大公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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