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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分析师

国家职业标准
（征求意见稿）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信用分析师

1.2 职业编码

4-07-02-04-004

1.3 职业定义

运用信用分析技术与方法，从事信用信息采集、整理、分析，形成信用分

析报告并指导应用的专业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四个等级，分别为：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和一

级/高级技师。

1.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及户外、常温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备观察、分析、判断、表达、沟通、决策等能力，心理健康。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大学专科毕业（或同等学力）。

1.8 职业培训要求

1.8.1 培训参考学时

四级/中级工不少于 140 标准学时；三级/高级工不少于 120 标准学时；二级/

技师不少于 100 标准学时；一级/高级技师不少于 80 标准学时。

1.8.2 培训教师

培训四级/中级工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三级/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或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培训三级/高级工的教

师应具有本职业二级/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相关专业中级

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培训二级/技师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一级/高级技

师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培训一

级/高级技师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一级/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2

年以上或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2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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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培训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培训在标准教室内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在具有相应软、硬件条件

的培训场所进行。

1.9 职业技能评价要求

1.9.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①或相关职业②工作满 5 年。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3 年。

（3）取得本专业③或相关专业④的高等职业院校、大专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
⑤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0 年。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4 年。

① 信用分析师，下同。
② 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 年版)》第三大类的行政办事及辅助人员、法

律事务及辅助人员，第四大类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人员、金融服务人员、租

赁和商务服务人员、技术辅助服务人员等职业，下同。
③ 教育部颁布《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 年)》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所列学科中的信用

管理专业；教育部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3 年)》所列学科中的信用管理专

业和信用风险管理与法律防控专业；教育部颁布《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 年)》高等职业

教育本科专业目录所列学科中的信用管理专业；教育部颁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

(2022 年)》所列一级学科中经济学大类下的金融、法学大类下法学，下同。
④ 教育部颁布《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 年)》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所列学科中的财政

税务类、金融类、财务会计类、统计类、经济贸易类、工商管理类、电子商务类、物流类、

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通信类、法律实务类、公共事业类、公共管理类等专业，下同。
⑤ 教育部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3 年)》所列学科中经济学大类下所有专业，

法学大类下所有专业、管理学大类下所有专业、理学大类下所有专业，工学大类下电子信

息类、计算机类；教育部颁布《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 年)》高等职业教育本科专业目录

所列学科中的财政税务类、金融类、财务会计类、统计类、经济贸易类、工商管理类、电

子商务类、物流类、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通信类、法律实务类、公共事业类、公共管

理类等专业；教育部颁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 年)》所列一级学科中经济学、

法学、理学、管理学、交叉学科大类下的所有专业，工学大类下仪器科学与技术、电气工

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空间安全、

电子信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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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得符合专业⑥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4）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高级工班及以上毕业证书（含在读

应届毕业生）。

（5）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并取得高等职业学校、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

（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6）取得经评估论证的高等职业学校、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或

相关专业的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2）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累

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

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3）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累

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4）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2 年。

（5）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满 2 年的技师学院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学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2）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

作满 5 年，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后，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3）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累

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⑥ 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 年版)》第二大类中的专业技术人员，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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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评价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操作技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理论知识考试以笔试、

机考等方式为主，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掌握的基本要求和相关知识

要求；操作技能考核主要采用现场操作、模拟操作等方式进行，主要考核从业

人员从事本职业应具备的技能水平；综合评审主要针对高级工和技师，通常采

取审阅申报材料、答辩等方式进行全面评议和审查。理论知识考试、操作技能

考核和综合评审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 60 分（含）以上者为合格。

1.9.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中的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15，且每个考场不少于 2

名监考人员；操作技能考核中的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1:10，且考评人员为 3 人

（含）以上单数；综合评审委员为 3 人（含）以上单数。

1.9.4 评价时长

各等级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90min，操作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 60min，

综合评审时间不少于 30min。

1.9.5 评价场所设备

理论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均在标准教室内进行，应设置计算机机考终端设

备。操作技能考核在工作现场或具备考核条件的其他场所进行，应配备运行信

用分析相关系统专业软件的计算机终端。综合评审在会议室或标准教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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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要求

2.1 职业道德

2.1.1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2.1.2 职业守则

（1）遵纪守法，诚实守信

（2）坚持标准，恪守原则

（3）尊重事实，保护隐私

（4）爱岗敬业，守正创新

（5）公平竞争，廉洁自律

2.2 基础知识

2.2.1 信用分析原理与原则

（1）基本术语与定义

（2）信用分析基本理论

（3）契约理论

2.2.2 信用分析一般流程

（1）前期准备

（2）信息整理

（3）信息鉴别

（4）信息跟踪

（5）信用分析结论

2.2.3 信用分析要素

（1）法律要素

（2）政策要素

（3）财务要素

（4）经营要素

（5）市场要素

（6）突发事件

2.2.4 信用分析对象

（1）商业信用

（2）金融信用

（3）政府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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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业信用

（5）司法信用

（6）其他信用

2.2.5 信用分析方法

（1）财务分析相关方法

（2）统计模型法

（3）信用风险模型

（4）信用评分模型

2.2.6 信用分析报告撰写与应用

（1）信用分析报告撰写原则

（2）信用分析报告编制内容

（3）信用风险识别和分析

（4）信用分析结果应用和建议

2.2.7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知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相关知识。

（7）《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相关知识。

（8）《征信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3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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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的技能

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3.1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信

用

信

息

采

集

1.1 采集微

观市场主体

信息

1.1.1 能与客户沟通并指导客户提供相关资料

1.1.2 能从公开渠道采集客户的基础信息

1.1.3 能从公开渠道采集客户的经营行为信息

1.1.4 能从公开渠道采集客户关联方的信用信息

1.1.5 能从公开渠道定期采集客户关联方 ESG 信

息

1.1.6 能从市场主体各类报表中收集信用信息

1.1.1 《商业信用征信》

1.1.2 信息检索知识

1.1.3 信用信息采集基础知

识

1.1.4 识别关联方的相关基

础知识

1.1.5 企业报表知识

1.2 采集中

观行业信息

1.2.1 能从公开渠道采集行业动态信息

1.2.2 能从官方网站检索政府政策文件或法律法

规文本

1.2.1 《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

1.2.2 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

础目录

1.3 采集宏

观经济信息

1.3.1 能从公开渠道采集行业相关的宏观经济信

息

1.3.2 能从公开渠道定期检索宏观经济指标数据

1.3.3 能从公开渠道定期检索国际经济景气度

1.3.4 能从公开渠道定期采集行业 ESG 信息

1.3.1 采购经理指数知识

1.3.2 经济指数知识

1.3.3 经济景气度知识

2．

信

用

信

息

治

理

2.1 核验信

用信息完整

性

2.1.1 能判别信用信息的完整性

2.1.2 能评估信用信息的一致性

2.1.3 能发放、回收调查问卷并进行统计分析

2.1.1 信息保护类法律知识

2.1.2 企业信用调查知识

2.2 甄别信

用信息可用

性

2.2.1 能筛选有效信用信息

2.2.2 能分类归集不同信用信息

2.2.3 能分级处理信用信息

2.2.1 信息分类统计知识

2.2.2 信息分级处理知识

2.2.3 信息分类筛选知识

2.3 处理客

户信用信息

2.3.1 能转换信用信息的数据格式

2.3.2 能将客户信用信息数字化

2.3.3 能发现和查找重复信息

2.3.4 能发现和查找遗漏数据

2.3.5 能抽取信用信息字段中的错误值

2.3.1 信息预处理知识

2.3.2 信息脱敏知识

3．

信

用

3.1 建立信

用信息档案

3.1.1 能依照模板整理、录入企业信用档案

3.1.2 能依规纠正企业信用档案中的错误信息

3.1.3 能定期更新维护企业信用档案

3.1.4 能对外部人员提供企业信用档案查询服务

3.1.1 档案管理知识

3.1.2 信用档案规范

3.1.3 信息分类与编码规范

3.1.4 《商业信用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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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的

保

存

与

管

理

3.2 信用信

息保密管理

3.2.1 能使用常用办公软件管理信息

3.2.2 能按要求处理保密信息

3.2.1 常用办公软件知识

3.2.2 信息保密的相关知识

3.3 信用信

息存储和管

理

3.3.1 能定期保存、打印、装订企业信用档案

3.3.2 能合规备份客户信用档案

3.3.3 能编制信用信息汇报资料

3.3.4 能按指定模板撰写相关文件

3.3.1 信用术语与定义

3.3.2 文档操作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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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信

用

信

息

采

集

1.1 采集微观市

场主体信息

1.1.1 能参与设计问卷和申请表

1.1.2 能参与访谈和实地调查

1.1.3 能制定市场主体信用信息检索方案

1.1.4 能从市场主体各部门采集信用信息

1.1.5 能通过调研、问卷等方式采集信用信

息

1.1.6 能通过合法的商业渠道获取信用信息

1.1.7 能从市场主体上下游获取相关信息

1.1.1 问卷设计相关知识

1.1.2 实地调查相关知识

1.1.3 企业信用档案信息规范

1.1.4 信用分析数据采集单知

识

1.1.5 信用信息采集方法

1.2 采集中观行

业信息

1.2.1 能从行业组织等机构获取相关信息

1.2.2 能从金融行业获取相关信息

1.2.3 能采集相关行业发展报告信息

1.2.1 信用信息分类、采集方

法

1.2.2 行业信息相关法律法规

1.3 采集宏观经

济信息

1.3.1 能从政府机构查询相关信息

1.3.2 能从公开渠道获取行业相关的政策法

规

1.3.3 能从网上定期检索产业链数据

1.3.4 能从网上定期检索相关行业宏观经济

数据

1.3.5 能从公开渠道定期检索国际经济发展

趋势及国别风险

1.3.1 公开数据库相关知识

1.3.2 行业宏观经济数据知识

1.3.3 信息保护法律规定

2.

信

用

信

息

治

理

2.1 核实信用信

息

2.1.1 能交叉验证不同来源的信用信息

2.1.2 能对信息内容做完整性认定

2.1.3 能核实信用信息的真实性

2.1.4 能核实信用信息的合法性

2.1.5 能核实信用信息的有效性

2.1.6 能核实信用信息来源的合规性

2.1.1 信息分类知识

2.1.2 信用信息核实知识

2.1.3 信用信息标准相关知识

2.2 筛选和分类

信用信息

2.2.1 能制定信用信息分类和筛选标准

2.2.2 能从不同来源的信息中筛选出有效信

息

2.2.3 能从不同来源的信息中筛选出需更新

的信息

2.2.4 能将信用信息分为文字描述信息和量

化信息

2.2.1 数据质量标准

2.2.2 信用信息筛选知识

2.2.3 信用信息分类知识

2.3 处理信用信

息

2.3.1 能根据需求选择数据处理软件和工具

2.3.2 能清洗噪音数据、冗余数据、不一致

数据

2.3.3 能确认和改正错误信息

2.3.4 能进行数据缺失值填充

2.3.5 能对信用信息进行脱敏处理

2.3.1 信息查询相关知识

2.3.2 信息收集相关知识

2.3.3 数据缺失值处理方法

2.3.4 信息脱敏知识

3.

信

用

3.1 集中管理
3.1.1 能制定信用信息集中管理的的办法

3.1.2 能指导进行信用信息集中管理

3.1.1 信息管理理论

3.1.2 信息集中管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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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的

保

存

与

管

理

3.2 分类管理
3.2.1 能制定信用信息分类管理的的办法

3.2.2 能指导进行信用信息分类管理

3.2.1 信息管理理论

3.2.2 信息分类管理知识

3.3 动态管理
3.3.1 能制定信用信息动态管理的的办法

3.3.2 能指导进行信用信息动态管理

3.3.1 信息管理理论

3.3.2 信息动态管理知识

4.

信

用

风

险

分

析

4.1 分析信用信

息

4.1.1 能辨析行业媒体和专家观点

4.1.2 能分析评估行业中长期发展趋势

4.1.3 能分析市场主体内部信用风险因素

4.1.4 能分析市场主体关联方信用风险因素

4.1.5 能分析市场主体上下游供应链安全

4.1.6 能审慎记录市场主体风险和不良行为

4.1.1 企业风险分类

4.1.2 行业风险分析方法

4.1.3 财税分析方法

4.1.4 供应链知识

4.1.5 数据分析方法

4.1.6 《商业信用管理》

4.2 建立分析模

型

4.2.1 能度量信用风险

4.2.2 能构建市场主体信用分析指标

4.2.3 能运用模型对市场主体进行信用分析

4.2.1 《商业信用度量》

4.2.2 信用分析指标体系

4.2.3 多因子评价模型、层次

分析法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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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信

用

分

析

体

系

搭

建

1.1 指标体系设

计

1.1.1 能根据信用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场

景，确定体系设计方向及目标

1.1.2 能通过业务分析，明确指标体系达成

效果的评价方法

1.1.1 业务分析知识

1.1.2 指标体系效果评价方法

1.1.3 《商业信用度量》

1.2 模型选择

1.2.1 能根据业务场景提出模型需求

1.2.2 能根据信用分析应用场景选取合适的

模型

1.2.3 能依据行业特点动态调整模型

1.2.4 能依据行业中值调整模型

1.2.5 能依据信用分析目标优化调整模型

1.2.1 信用分析模型相关知识

1.2.2 信用分析场景相关知识

1.2.3 行业中值分析法

1.3 指标选择

1.3.1 能掌握信用分析体系搭建的常用指标

1.3.2 能根据信用分析应用场景选取合适的

指标

1.3.1 信用分析常用指标相关

知识

1.3.2 信用分析指标选择方法

1.4 权重赋值

1.4.1 能掌握赋予权重的常用方法

1.4.2 能根据信用分析应用场景赋予相应的

权重

1.4.3 能依据市场变化调整模型的自变量权

重

1.4.1 指标赋予权重的相关知

识

1.4.2 信用等级知识

1.5 平台使用

1.5.1 能提出信用分析软件的功能需求

1.5.2 能根据业务选择合适的信用分析软件

1.5.3 能使用合适的信用分析软件

1.5.1 常用办公软件知识

1.5.2 信用分析软件相关知识

2.

信

用

风

险

分

析

2.1 分析交易风

险

2.1.1 能审查合同中的信用条款

2.1.2 能分析采购招标环节信用风险

2.1.3 能分析赊销敞口信用风险

2.1.4 能分析仓储和物流信用风险

2.1.1 付款结算方式知识

2.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

2.1.3 仓储管理常识

2.2 分析财务风

险

2.2.1 能分析市场主体现金流驱动因素

2.2.2 能基于流动性分析市场主体债务风险

2.2.3 能针对市场主体财务进行预测建模

2.2.1 大数据编程方法

2.2.2 时间序列数据分析

2.2.3 财务建模方法

2.2.4 流动性分析法

2.3 分析潜在风

险

2.3.1 能分析识别市场主体主体信用风险

2.3.2 能判别信用风险来源

2.3.3 能分析市场主体经营活动中的潜在风

险

2.3.4 能分析市场主体所在行业的经济周期

2.3.1 信用风险分析知识

2.3.2 信用风险来源知识

2.3.3 关联关系知识

3.

信

用

分

3.1 设计报告框

架

3.1.1 能拟定信用分析报告编写框架

3.1.2 能独立编写面向不同场景的信用分析

报告框架

3.1.1 项目文档编写规范知识

3.1.2 信用分析报告编写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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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报

告

编

撰

3.2 编制信用分

析报告

3.2.1 能独立编写面向不同场景的信用评价

报告

3.2.2 能根据模型结果编制信用分析报告

3.2.1 信用分析报告编制相关

知识

3.2.2 信用分析术语

4.

信

用

风

险

控

制

4.1 预警信用风

险

4.1.1 能列表分析市场主体预收账款与应付

账款的账龄

4.1.2 能列表分析市场主体存续期债务的账

龄

4.1.3 能依据市场主体的财务状况预测违约

风险

4.1.4 能列表分析市场主体投资风险

4.1.5 能列表分析市场主体供应链风险

4.1.6 能列表分析市场主体生

经营风险

4.1.7 能运用信用风险分析方法向市场主体

预警信用风险

4.1.1 账龄分析知识

4.1.2 财务分析方法

4.1.3 信用风险分析方法

4.1.4 供应链安全知识

4.2 评价信用状

况

4.2.1 能运用分析模型判断市场主体的信用

状况

4.2.2 能评价市场主体在相关方履约中的信

用表现

4.2.3 能评价市场主体在应用场景中的信用

表现

4.2.1 信用风险模型知识

4.2.2 信用管理知识

4.3 管理信用风

险

4.3.1 能选择适用于市场主体的信用保险服

务

4.3.2 能选择适用于市场主体的商业保理服

务

4.3.3 能选择适用于市场主体的信用担保服

务

4.3.4 能设计适用于市场主体的财产抵押担

保制度

4.3.5 能管控市场主体供应链和产业链安全

4.3.1 信用保险服务知识

4.3.2 商业保理服务知识

4.3.3 信用担保服务知识

4.3.4 财产抵押担保制度知识

4.3.5 供应链和产业链知识

4.4 转移信用风

险

4.4.1 能制定个性化债务催收方案

4.4.2 能提出风险转移和处置的建议方案

4.4.3 能评估风险处置方法的政策合规性

4.4.1 债务催收法律相关知识

4.4.2 商账追收法律相关知识

4.4.3 风险转移和处置的相关

知识

5.

培

训

指

导

和

交

流

5.1 实施培训工

作

5.1.1 能制定信用分析培训方案

5.1.2 能开展本职业的培训实施工作

5.1.1 培训基础知识

5.1.2 教学方案编制要求

5.1.3 培训管理知识

5.2 指导业务操

作

5.2.1 能对下级信用分析人员的技术操作进

行指导

5.2.2 能对下级信用分析人员的业务水平进

行考核

5.2.1 业务操作指导方法

5.2.2 业务考核要求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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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级/高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平

台

建

设

1.1 信用信息

归集

1.1.1 能分析选择国内外信用信息供应商的策

略

1.1.2 能分析信用信息供应商并予以排序

1.1.3 能分析大数据信用分析机构并予以排序

1.1.4 能与国际信用信息供应商进行交易

1.1.5 能分析合规的信用信息上报和共享方案

1.1.1 信用分析数据库知识

1.1.2 大数据信用分析产品

知识

1.1.3 社会信用分析法律法

规

1.1.4 政府监管信用分析相

关法规

1.1.5 国际信用分析服务渠

道知识

1.2 建设信用

档 案 管 理 系

统

1.2.1 能选择信用档案管理系统软件供应商

1.2.2 能提出信用档案管理系统架构的功能需

求和改进意见

1.2.3 能提取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用于信用分析

1.2.4 能对信用档案管理系统功能进行合规性

监测

1.2.5 能制定市场主体信用档案增值方案

1.2.1 企业信用分析软件知

识

1.2.2 ERP 系统知识

1.2.3 CRM 系统知识

1.3 使用平台

服务

1.3.1 能建立与信用分析系统的信息共享服务

1.3.2 能使用相关软件开展市场主体和行业信

用分析

1.3.3 能在外部平台上交流信用分析工作经验

1.3.4 能对信用分析系统提出改进意见

1.3.1 平台化技术知识

1.3.2 信用分析软件知识

1.3.3 国家网信政策法规

1.3.4 公共信用分析系统知

识

1.4 监测平台

软件

1.4.1 能评估平台软件对外服务的能力

1.4.2 能监测自身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情况

1.4.1 产品质量知识

1.4.2 服务能力知识

2.

信

用

分

析

报

告

编

撰

2.1 撰写信用

分析报告

2.1.1 能与业务委托方沟通报告的使用场景和

目标

2.1.2 能根据分析结果独立编撰报告

2.1.3 能根据业务需要动态更新完善报告的架

构和样式

2.1.4 能与报告中相关方进行沟通和确定报告

内容

2.1.1 信用分析知识

2.1.2 信用分析报告编制指

南

2.2 审核信用

分析报告

2.2.1 能审核报告材料的合规性

2.2.2 能判别市场主体的信用价值

2.2.3 能对信用分析报告范围进行审核

2.2.1 《商业信用评级》

2.2.2 《商业信用管理》

2.2.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

2.3 评价客户

信用价值

2.3.1 能估算市场主体的信用价值

2.3.2 能对市场主体进行信用分级分类

2.3.3 能依据信用分析结果给出评价建议

2.3.1 企业信用价值评估方

法

2.3.2 商务谈判策略知识

2.3.3 管理咨询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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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

用

风

险

控

制

3.1 分析信用

风险

3.1.1 能借助舆情系统分析和判断市场主体信

用风险

3.1.2 能运用企业画像技术和服务分析市场主

体信用风险

3.1.3 能检测各项报表中的虚假成分

3.1.4 能依据市场主体财务指标异常状况预测

其违约风险

3.1.5 能评价国内外信用分析产品和服务的质

量

3.1.1 舆情监测知识

3.1.2 企业画像技术方法知

识

3.1.3 报表分析软件知识

3.2 提出信用

风 险 控 制 措

施

3.2.1 能建立供应链风险控制审核制度

3.2.2 能建立赊销风险控制审核制度

3.2.3 能建立市场主体合同履约风险控制制度

3.2.4 能建立市场主体信贷风险控制制度

3.2.5 能建立消费信用风险控制制度

3.2.6 能建立市场主体经营风险控制制度

3.2.7 能依据政府信用监管要求改进市场主体

相关制度

3.2.8 能建立市场主体信用风险控制措施和制

度

3.2.9 能提出市场主体信用控制制度的漏洞改

进措施

3.2.1 企业信用管理相关知

识

3.2.2 企业风险相关知识

3.2.3 《商业信用场景》

3.3 风险转移

措施

3.3.1 能制定综合使用风险转移服务的方案

3.3.2 能对商务谈判提出信用转移和处置策略

建议

3.3.1 风险转移知识

3.3.2 风险处置知识

4.

国

际

信

用

分

析

4.1 分析国外

客户信用状

况

4.1.1 能解读国外的市场主体征信报告

4.1.2 能分析国际市场主体的风险状况

4.1.3 能通过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查询客户的信

用评级

4.1.1 国际信用分析知识

4.1.2 《不可靠实体清单制

度》

4.2 分析国际

市场风险

4.2.1 能为市场主体提供国际市场风险信息

4.2.2 能使用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分析咨询服务

4.2.1 国际贸易组织知识

4.2.2 国家主权信用评级报

告

5.

培

训

指

导

和

5.1 实施培训

工作

5.1.1 能对各级信用分析师进行培训和绩效考

核

5.1.2 能对培训方案进行修改和更新

5.1.3 能编制客户人员培训的规划和方案

5.1.4 能设计完整业务流程的教案和讲义

5.1.1 技能培训需求分析方

法

5.1.2 规划编制要求和方法

5.1.3 培训预算编制方法

5.2 指导业务

操作
5.2.1 能对本专业技术培训进行督导 5.2.1 教育培训方法

5.2.2 培训考核管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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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流

5.2.2 能对技术培训效果进行综合评价

5.2.3 能修订和更新技术培训方案

5.2.4 能制定考核规则和流程

5.2.3 培训效果评估方法

5.3 开展同业

交流

5.3.1 能定期组织展开信用分析工作经验分享

5.3.2 能定期与同业展开信用分析工作交流

5.3.3 能参与内外部培训与相关课题研讨

5.3.1 同业交流建联方法

5.3.2 外部培训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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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5

基础知识 20 15 10 5

相关

知识

要求

信用信息采集 35 25 — —

信用信息治理 20 20 — —

信用信息的保存与管理 20 15 — —

信用分析体系搭建 — — 20 —

信用风险分析 — 20 15 —

信用分析报告编撰 — — 20 25

信用风险控制 — — 15 25

培训指导和交流 — — 15 15

平台建设 — — — 15

国际信用分析 — — — 1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4.2 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技能

要求

信用信息采集 35 20 — —

信用信息治理 35 35 — —

信用信息的保存与管理 30 25 — —

信用分析体系搭建 — — 20 —

信用风险分析 — 20 25 —

信用分析报告编撰 — — 20 30

信用风险控制 — — 20 25

培训指导和交流 — — 15 20

平台建设 — — — 15

国际信用分析 — — — 1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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