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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当前，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已经进入全新时代，数

据成为了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动能，数据驱动的数字中国、数字

政府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在悄然重塑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 

数据治理作为数据的核心管理手段和管理范式，得到了政府、企

业、个人的高度关注，伴随着理论、法律、政策、产业的一系列实质

性变化，各方正在将数据治理纳入到政务活动、企业治理、经营管理

等领域，数据治理的理念、法规、方法、工具也得到了蓬勃发展。 

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赖于科学完整的数据治理体系，业界需

要指导性强、可实践落地的数据治理方法论。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积

极将标准化理念引入数据治理，搭建了数据治理标准化体系框架，支

撑各项法规政策落实、指导行业发展、引导技术进步、满足全新需求，

以数据标准推动建立全新的规则秩序。 

本白皮书系统介绍了数据治理的概念、意义、治理范围和治理原

则，详细阐述了数据治理标准化的总体进展、典型标准和需求挑战，

搭建了数据治理标准体系框架，提出了后续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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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增列为生产要素，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明确要求加快培育数

据要素市场，全面提升数据要素价值。“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工业经济向数字经

济迈进的关键时期，大数据产业发展将步入集成创新、快速发展、深度应用、结

构优化的新阶段，以数字化转型驱动生产生活方式和治理模式变革成为新时期的

重要任务。 

数据治理是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基础和前提，是数据要素资源优质供给的核

心保障。近年来，提升数据治理能力成为政府和企业关注的重点，数据治理通过

多样化的手段激活与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成为从数据资源到生产要素的重要一环。 

1.1 数据治理概念定义 

数据治理的发展由来已久，伴随着大数据技术和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

和企业拥有的数据资产规模持续扩大，数据治理得到了各方越来越多的关注，被

赋予了更多使命和内涵，并不断取得长足发展。 

GB/T 35295-2017《信息技术 大数据 术语》将数据治理定义为对数据进行

处置、格式化和规范化的过程。认为数据治理是数据和数据系统管理的基本要素，

数据治理涉及数据全生存周期管理，无论数据是处于静态、动态、未完成状态还

是交易状态。 

GB/T 34960.5-2018《信息技术服务 治理 第 5 部分：数据治理规范》中将

数据治理定义为数据资源及其应用过程中相关管控活动、绩效和风险管理的集合。 

国际数据治理研究所（DGI）的数据治理框架中，数据治理是指行使数据相

关事务的决策权和职权。而更加具体的定义则认为数据治理是一个通过一系列信

息相关的过程来实现决策权和职责分工的系统，这些过程按照达成共识的模型来

执行，该模型描述了谁（Who）能根据什么信息，在什么时间（When）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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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下，用什么方法（How），采取什么行动（What）。 

国际数据管理协会（DAMA）认为数据治理是建立在数据管理基础上的一种

高阶管理活动，是各类数据管理的核心，指导所有其他数据管理功能的执行，在

DMBOK2.0 中数据治理是指对数据资产管理行使权力、控制和共享决策（规划、

监测和执行）的系列活动。 

《数据资产管理实践白皮书（4.0 版）》中数据资产管理是指规划、控制和

提供数据及信息资产的一组业务职能，包括开发、执行和监督有关数据的计划、

政策、方案、项目、流程、方法和程序，从而控制、保护、交付和提高数据资产

的价值。 

以上是有关数据治理概念的典型定义，除此之外各领域、各行业都有各自的

理解和认识，目前尚未达成一致共识的原因来自几个方面： 

1）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

（2021 年）》显示，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的规模已经达到 39.2 万亿元，占 GDP

比重为 38.6%。数字经济以数据为核心，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促进数据治理的定

义和内涵不断丰富并快速发展； 

2）参与主体日益增多。国家大数据战略在各行业的落地执行，大数据产业

的蓬勃发展，让更多主体意识到数据治理的重要性并参与其中，根据各行业、各

业务场景的特点，数据治理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和作用； 

3）理论研究不断创新。2020 年数据正式被列入生产要素，并通过市场化手

段进行要素配置，这一理论突破要求对数据治理的概念进行全新阐述； 

4）立法持续完善：随着《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汽车数

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将对数据治理的概念内涵、

推进路径、方法工具、实践方法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 

白皮书中采纳广义的数据治理概念，即通过法律法规、管理制度、标准规范、

技术工具等一系列手段，面向个人数据、企业数据、政府数据、公共数据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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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数据对象全生命周期开展有效的管控，以满足企业管理、行业监管、国家治

理、国际协作等场景下数据应用的要求。 

1.2 数据治理标准化的意义和作用 

在《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中指出“标准是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

是国家基础性制度的重要方面。标准化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

发挥着基础性、引领性作用。”同样，数据治理工作也迫切需要加强标准化工作，

数据治理标准化工作是破除管理困境、提高数据质量、释放数据价值的关键所在，

一系列的政策、法律、愿景、规划需要转化为制度和标准才利于落地见效，数据

治理标准化在各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国家层面，数据治理标准化工作得到了高度重视，一方面将数据治理标准

化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体系构建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利用数据治理领域的标准

化工作为标准化基础理论研究提供新思路、新方法。在《2021 年全国标准化工

作要点》中明确指出加快推进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智能汽车数据采集等重

点领域国家标准的制定，完善新一代信息技术体系建设，同时紧跟数字化等新技

术在标准化活动中的应用。 

在产业层面，数据治理标准化是大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领域，为响应

市场需求、规范产业发展、提高产业服务质量、引导产品升级、促进技术创新提

供支撑，是衡量数据治理产业发展水平和成熟度的关键标志，也是抢占产业发展

主导权和话语权的关键手段。 

在组织层面，数据治理标准化是政府、企业等机构进行数据资产管理的关键

突破口和务实手段。数据治理标准化工作既有利于建立健全各种数据管理的工作

机制、完善业务流程，又有利于提升数据质量、激活数据服务创新、保障数据安

全合规使用，可以提高各类机构的数据管理水平，促进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提

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中国通信行业标准化协会积极响应、贯彻国家大数据战略，不断加快数据治

理标准化工作发展进程，积极落实工信部和国家市场监督总局的标准化工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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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与团体标准协同发展的新型标准体系，成立大数据技术

标准推进委员会切实推进体系建设、技术研究和标准研制工作，快速响应市场和

技术创新需求，充分发挥标准的创新引领作用。 

二、数据治理的范围和原则 

2.1 数据治理的范围 

数据治理工作是在国际协作、国家治理、行业监督和企业管理中，为了提升

数据的质量、降低数据管理成本、保障数据安全和管控数据风险，针对公共数据、

政府数据、企业数据和个人数据的采集、存储、应用和流通等一系列环节，利用

各种工具方法进行有效管理，主要包括法律法规、行业标准、企业制度、技术工

具等。 

数据治理是带有强烈目的的实践活动，以数据为核心对象，涉及政府、企业、

个人等各类参与主体，覆盖数据全生命周期中的各种过程和状态，利用手段和活

动释放、保护数据的价值。为明确数据治理的范围，利用数据治理“4W1H”模型

进行说明，如图 1 所示。遵循数据治理的概念内涵及标准化的自身含义，数据治

理标准化是以数据为标准化对象，为政府、企业、个人提供服务，规范各环节活

动、平台工具使用、安全保护措施、数据交易流通，保障各类数据全生命周期的

有序运转，促进数据治理的愿景、规划、决策、要求转变为行动、能力和优势。 

 

图 1  数据治理“4W1H”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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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治理的原则 

战略重视、组织保障。规划数据治理中长期路线图、明确职责分工、建立数

据治理组织架构，监督各项任务执行情况、解决组织间矛盾及冲突、及时调整规

划内容。 

责任共担、协调配合。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及任务，制定工作原则，明确各自

任务及边界，建立配合机制，共同确保数据治理整体任务的实现和目标的达成。 

业务驱动、问题导向。基于业务活动中发现的数据不标准、不一致、不准确、

不可信、用数困难等问题，通过业务驱动开展计划、控制、开发、运营等数据治

理活动，并通过数据治理考核机制来监督落实。 

流程嵌入、实用落地。数据治理是管理、业务、技术三位一体的系统工程，

将数据治理的活动、工具、输入输出物、人员角色等嵌入到管理、业务、技术的

关键流程中，并达成用户体验好、自动化程度高、简单适用的成效。 

服务导向、量化评价。以服务为核心理念，为数据应用提供可用、可信的高

质量数据，满足数据需求、赋能业务发展。设置量化指标评价数据治理的工作成

效，反映数据治理存在的成绩和不足，提出针对性改进优化措施。 

三、数据治理标准化现状 

3.1 数据治理标准化总体进展 

ISO/IEC JTC1/SC 32 数据管理和交换分技术委员会致力于研制信息系统环

境内及之间的数据管理和交换标准，为跨行业领域协调数据管理能力提供技术性

支持。主要负责本地系统和分布式系统内部及其系统之间的数据管理和交换标准

研制工作，下设电子商务、元数据、数据库语言、数据使用共 4 个工作组，提供

支持技术以促进跨部门特定领域的数据管理设施的协调，编制了 ISO/IEC 11179

系列元数据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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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IEC JTC 1/SC 40  IT 服务管理与 IT 治理委员会致力于审计、数字取证、

治理、风险管理、外包、服务运营和服务维护等方面的标准、工具和框架的开发

制定工作。设立了 IT 治理工作组、服务管理工作组和 IT 赋能的服务业务过程外

包（ITES-BPO）工作组，编制了 ISO/IEC 38500：2015、ISO/IEC 38505-1:2017 、

ISO / IEC 38505 - 2:2018 TR 等标准。 

国家层面，2014 年工信部和国标委指导成立了“全国信标委大数据标准工

作组”，负责制定和完善我国大数据领域标准体系，组织开展大数据相关技术和

标准的研究，对口 ISO/IEC JTC 1/SC 42/WG 2 大数据工作组工作。工作组持续

发布大数据标准化白皮书并不断修订优化大数据标准体系，《大数据标准化白皮

书（2020 版）》中的大数据标准体系由基础标准、数据标准、技术标准、平台/

工具标准、治理与管理标准、安全和隐私标准、行业应用标准等 7 类组成。全国

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组织开展国内信息安全有关的标准化技术工作，

其中大数据安全标准特别工作组负责大数据和云计算相关的安全标准化研制工

作。 

地方层面，包括贵州、广东、上海、山东、山西、内蒙等地在内的全国各地

成立了大数据技术委员会，制定并落地实施具有各地特色的系列数据治理地方标

准，为政务数据治理提供了有效标准支撑，服务当地大数据产业的发展。 

行业层面，公安部、教育部、科技部、人社部等国家部委结合各自业务领域，

在通信、交通、金融、司法、医疗、能源、邮政等行业均开展了数据标准的研制

工作，形成了一批具有行业特点的数据标准。 

中国通信行业标准化协会大力推进数据治理标准化工作，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目前在数据库评测、大数据平台评测、数据交易流通、大数据服务能力评价、数

据管理能力评估、数据安全治理、数据资产管理等方面积极联合行业内外的企业、

专家开展标准研制工作，包括在研、已发布的团体标准、行业标准近百余份，并

为政府、金融、大数据等各行业提供专业的标准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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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典型数据标准介绍 

1、GB/T 34960.5-2018 

GB/T 34960.5-2018《信息技术服务 治理 第 5 部分：数据治理规范》中，

为了促进组织有效、高效、合理地利用数据，有必要在数据获取、存储、整合、

分析、应用、呈现、归档和销毁过程中，提出数据治理的相关规范，规定了数据

治理的顶层设计、数据治理环境、数据治理域及数据治理过程的要求，从而实现

运营合规、风险可控和价值实现的目标。数据治理是指数据资源及其应用过程中

相关管控活动、绩效和风险管理的集合。 

2、GB/T 36073-2018 

GB/T 36073-2018《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给出了数据管理能力成

熟度评估模型以及相应的成熟度等级，适用于组织和机构对内部数据管理能力成

熟度进行评估。数据管理能力划分为数据战略、数据治理、数据架构、数据应用、

数据安全、数据质量、数据标准和数据生存周期等 8 个能力域，该标准经过 2020

年的试点评估之后，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关注和扎实的成绩，为企业的数据管理能

力提升提供了重要路径和关键手段。 

3、ISO/IEC 38500 系列标准 

ISO/IEC 38500：2015《信息技术 组织的 IT 治理》为组织治理机构(包括所

有者、董事、合作伙伴、执行经理或类似人员)的成员提供了关于在其组织内有

效、高效和可接受的信息技术(IT)使用的指导原则。适用于各类型组织当前和未

来 IT 使用的治理，包括与当前和未来 IT 使用相关的管理过程和决策。这些过程

可以由组织内的 IT 专家、外部服务提供者或组织内的业务单位控制。 

ISO/IEC 38505-1:2017 《IT 治理 数据治理 第 1 部分:ISO/IEC 38500 在数据

治理中的应用》利用 ISO/IEC 38500 中的治理原则和模式，为组织管理机构(包括

业主、董事、合作伙伴、执行经理或类似人员)的成员提供指导原则，指导他们

如何有效、高效和可接受地使用组织内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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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 IEC TR 38505 - 2:2018 《信息技术 IT 治理 数据治理 第 2 部

分:ISO/IEC 38505-1 对数据管理的影响》用于确保组织内的管理机构和执行团队

间的沟通，保证数据的使用与管理机构制定的战略方向保持一致。 

ISO/IEC 38505-1:2017 旨在为治理主体提供原则、定义及模型，帮助治理主

体评估、知道和监督其数据利用过程，ISO / IEC TR 38505 - 2:2018 旨在为组织

的治理主体和管理者建立关联，确保数据管理活动符合组织的数据治理战略。 

4、ITU-T 系列标准 

ITU-T F.743.21《数据资产管理框架》（Framework for data asset management）

定义了数据资产的基本概念，梳理了数据资产管理的需求并提出数据资产管理的

框架。据资产管理一般通过活动职能和保障措施两方面实现，活动职能涉及元数

据管理、主数据管理、数据标准管理、数据质量管理、数据模型管理、数据安全

管理、数据价值管理、数据共享管理等，保障措施指的是支持活动职能实现的辅

助性组织架构和制度体系。 

ITU-T F.743.20《大数据基础设施评测框架》（Assessment framework for big 

data infrastructure）定义了大数据基础平台的各项技术能力，以及大数据平台的

整体架构及服务方式，覆盖了数据接入、数据存储、数据处理、数据应用、资源

运维等大数据业务全生命周期。该标准可有效评价大数据基础设施的功能、性能、

服务等能力，为产品选型、实施、运维提供指导和支持，同时还可以促进技术和

产品的设计开发。 

上述两项国际标准是由中国信通院联合我国多家企业在 ITU-T SG16 提出的，

ITU-T SG16 是国际电信联盟非常活跃的研究组，主要研究领域覆盖了视频音频

处理与压缩编码、视频监控、内容分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众多热点

标准化研究方向。 

3.3 数据治理标准化工作的需求和挑战 

数据治理标准化是政府和企业实施数据治理的核心活动和首要工作，可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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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出降低治理的复杂度、提升数据质量、打通数据孤岛、加快数据交换共享、释

放数据价值等关键作用。对标准化工作的需求来自数据治理的各个方面，包括数

据架构、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流通、元数据管理、数据分析应用、数据全

生命周期管理、数据安全、数据质量等一系列需求。 

在推进数据标准化工作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面临了众多困难，主要有几个方

面的挑战： 

1）存量系统包袱化解难。政府和企业已建有大量历史系统的情况下，已

按照原有的技术标准和管理习惯长时间运转，数据标准化不仅要完成文本

的编制，更要考虑新标准实施后对现有业务的影响，包括业务稳定性、系

统改造、系统更换等。 

2）标准建立共识形成难。数据治理和数据标准化工作中，业务部门参与

度不高，不论是标准制定还是标准实施，都难以形成广泛、明确的共识，

导致数据标准的研制效率低、可用性差。 

3）标准落地运转见效难。数据标准体系的建立和维护工作牵涉面广、运

行周期长、见效慢，一套完整度高、可用性强的数据标准体系需要进行长

期投入，通常会遇到管理动力不足，影响数据标准管理工作的持续性开展

等不利情况。 

四、数据治理标准体系框架 

4.1 数据治理标准体系框架 

数据治理标准体系包括基础共性、数据基础设施、数据资产管理、数据流通、

数据安全 5 个方面，如图 2 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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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据治理标准体系 

4.2 数据治理标准体系分类说明 

1、基础共性标准 

基础共性标准主要用于统一数据治理相关概念，为标准体系其他部分的建设

提供支撑合参考，包括术语、参考架构、通用要求、评测评估。 

术语主要规范数据治理相关概念，包括数据基础设施、数据资产管理、数据

流通、数据安全等主要概念定义、分类等；参考架构包含数据治理体系的整体架

构以及数据基础设施、数据资产管理、数据流通、数据安全的参考架构；通用要

求主要规范数据基础设施、数据资产管理、数据流通、数据安全的通用要求，包

括功能、性能、管理、过程等方面；评测评估主要规范数据基础设施、数据资产

管理、数据流通、数据安全等方面相关的评测评估指标和方法。 

2、数据基础设施 

数据基础设施标准主要用于规范数据治理工作涉及到的平台、工具、软件系

统等，为数据资产管理、数据流通、数据安全提供技术支撑，包括数据库、大数

据平台、数据资产管理、数据分析挖掘、数据流通、数据安全。 

数据库标准包括事务型数据库、分析型数据库、时序数据库、图数据库等；

大数据平台标准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分析、数据开发等；数据资产管

理包括数据标准、数据质量、数据架构、数据共享、数据价值评估等；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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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标准包括数据挖掘、报表工具、数据可视化等；数据流通标准包括隐私计算

等；数据安全标准包括脱敏加密、数据防泄漏、数据库网关、数据水印、数据安

全分类分级、安全审计等； 

3、数据资产管理 

数据资产管理标准主要针对组织的核心数据资源进行管理、共享、应用和价

值评估，包括基础数据、主数据、元数据、数据质量、数据架构、数据开发、数

据应用、数据共享、数据价值评估。 

基础数据是针对交易数据、指标数据、参考数据、标签数据、数据元进行规

范和定义；主数据包括：主数据分类代码、主数据属性定义、主数据集成、机构

主数据、物料主数据、财务主数据等；元数据包括：元模型、元数据采集、元数

据注册、元数据应用、元数据服务等；数据质量标准包括数据质量维度、数据质

量评价指标、数据质量分析、数据质量提升等；数据架构包括数据分类、主题模

型、概念模型、逻辑模型、数据分布、数据流向等；数据开发包括数据建模方法、

数据开发过程要求等；数据应用包括数据服务开发、数据产品设计规范、数据应

用效果评价等；数据共享包括数据共享技术规范（接口）、共享数据质量要求、

数据共享评价指标体系；数据运营包括数据资产目录、数据价值链、数据流通监

测（内外部）、数据服务/产品运营；数据价值评估包括数据价值评估体系、评

估方法。  

4、数据流通 

数据流通标准主要对跨组织的数据开放、交易、跨境进行规范和约束，保证

数据在数据供应方和数据需求方之间的流通合规有序。 

数据开放包括数据开放原则、数据开放目录、开放数据质量、开放数据安全、

数据开放监管等；数据交易包括数据提供方管理、数据需求方管理、数据交易服

务、数据交易定价、数据交易权属、数据交易规则等；数据跨境包括数据跨境原

则、跨境数据类型、数据跨境渠道、跨境数据安全、数据跨境监管、数据跨境风

险评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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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数据安全 

数据安全标准主要用于规范数据资产的管理、应用、共享、开放等环节合法、

合规，并确保数据始终得到有效保护。 

通用安全包括数据分类分级、监控审计、鉴别与访问、风险和需求分析、安

全事件响应、隐私保护等；全生命周期数据安全对采集、传输、存储、使用、共

享、交换、销毁/退役等全生命周期各环节的数据安全进行规范。 

4.3 数据治理标准化体系运行机制 

数据治理标准化体系的构建和运转有赖于一套完整的运行机制作为保障，政

府或企业等各类主体在实施数据治理标准化工作时，为保证标准化工作的顺利展

开，需要执行以下四项工作。 

1、设立数据标准化工作机构 

数据标准化工作是一项整体性活动，设立工作机构是系统、全面、可持续开

展数据标准化和数据治理的基础和保障。数据标准化机构的设立需要得到高层管

理者的重视和支撑，既可以单独常设数据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和标准化部门，也可以依托数据管理的组织架构开展数据标准化工作，从而保障

数据标准化工作在组织机构上形成一个完整的工作体系。 

2、提供数据标准化保障措施 

数据标准的预研、制定、实施、监督检查等一系列工作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

作，需要决策层的支持和各部门的通力配合，需要经费、人员、设备等资源为数

据治理标准体系的运行提供保障。在经费方面，可设立经常性经费预算和专项经

费预算分别保障日常工作和重点项目、重大工程的顺利开展。在人员方面，设立

专职、兼职的数据标准化岗位或角色，提供职业晋升和技能培训。 

3、实行数据标准制修订管理 

数据标准的制修订是数据治理标准化工作的核心活动，是实现标准化体系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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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关键环节，主要活动包括预研、立项、起草、征求意见、技术审查、报批、

批准发布、实施、评价、复审等。数据标准制修订管理工作不仅会影响经费执行、

标准研制、人员职责落实，还会影响到数据需求响应、重点项目落地、技术创新

等，是政府和企业提高数据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径。 

4、强化标准实施和监督 

数据标准制定结束后，标准实施成为标准化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环，也成为数

据治理工作的中心任务，并监督数据标准能否取得成效、实现其预定目的。通过

制定数据标准实施检查计划、检查方案，定期评价数据标准的贯彻落实情况，防

止和避免数据标准制定和应用脱节的情况发生。 

五、工作建议 

5.1 夯实数据治理标准化发展基础 

完善数据治理标准体系，健全标准实施机制。不断完善数据治理标准体系，

保证各类数据标准间支撑、配合、协调，响应数据治理各类需求。健全标准的实

施机制，强化数据标准的统一管理、协同推进、监督检查。 

加快数据标准研制工作，提高标准供给能力。加快数据安全、数据交易、数

据价值评估等领域的标准研制工作，推动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的自我声明，加强

国际标准的研制和主导能力，为数据治理工作提供全面支撑。 

5.2 提高企业数据治理标准化能力 

企业应进一步提高对数据治理标准化工作的重视，加大对企业数据标准的研

制力度，设置明确的数据标准主管机构。在已有标准的基础上研制出水平更高、

指导性更强的企业标准，构建一套符合企业自身需求和特点的数据标准，保障数

据治理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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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持续提升数据治理产业水平 

将标准作为数据治理产业发展的核心与关键，通过标准先行的方式保证产品

质量、提高创新能力、提升服务水平，以标准化工作持续推动数据治理产品性能

和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提高数据治理的产业水平，保障数据治理的良性可持续

发展。 

5.4 完善数据治理标准化保障措施 

针对数据治理标准体系的维护、标准的制修订、标准的研制等日常性工作，

设置经常性的资金预算和人力资源保障。加强重点标准的宣传、贯标、推广工作，

构建完整的标准实施工作方案，提高标准执行意识。做好标准化人才的培养和储

备工作，加强工作奖惩机制，鼓励跨专业、复合型、专业化的人才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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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数据标准明细表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项目编号 发布单位/归口单位 状态 

A 基础共性 

AA 术语 

1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术语 GB/T 35294-2017 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现行 

AB 参考架构 

2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技术参考模型 GB/T 35589-2017 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现行 

3 信息技术 IT 治理 框架和模型 ISO/IEC TR 38502：2017 ISO/IEC 现行 

4 信息技术 数据管理参考模型 GB/Z 18219-2008 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现行 

5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数据治理实施指南 20213308-T-469 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制定中 

AC 通用要求 

6 信息技术的组织治理 ISO/IEC 38500：2015 ISO/IEC 现行 

7 信息技术 IT 治理 实施指南 ISO/IEC TS 38501：2015 ISO/IEC 现行 

8 信息技术治理 信息技术治理中基于原则的标准的指南 ISO/IEC TR 38504：2016 ISO/IEC 现行 

9 
信息技术-IT 治理-数据治理 第 1 部分：ISO/IEC 38500 在

数据治理中的应用 

ISO/IEC 38505-1：2017 ISO/IEC 现行 

10 
信息技术-IT 治理-数据治理 第 2 部分 ISO / IEC 38505-1 对

数据管理的影响 

ISO/IEC 38505-2：2017 ISO/IEC 现行 

11 信息技术服务 治理 第 5 部分：数据治理规范 GB/T 34960.5-2018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2 
信息安全技术 大数据安全管理指南 GB∕T 37973-2019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AD 评估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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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项目编号 发布单位/归口单位 状态 

13 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 GB/T 36073-2018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4 
信息安全技术 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模型 GB/T 37988-2019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5 政务大数据能力评估模型 第 1 部分：总体框架 X-202104210094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制定中 

16 政务大数据能力评估模型 第 2 部分：平台支撑 X-202104210095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制定中 

17 政务大数据能力评估模型 第 3 部分：数据运营 X-202104210096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制定中 

18 政务大数据能力评估模型 第 4 部分：管理支撑 X-202104210097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制定中 

19 政务大数据能力评估模型 第 5 部分：数据应用 X-202104210098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制定中 

20 金融大数据能力模型 第 1 部分：总体框架 X-202104230099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制定中 

21 金融大数据能力模型 第 2 部分：平台支撑 X-202104230100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制定中 

22 金融大数据能力评估模型 第 3 部分：数据运营 X-202104230101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制定中 

23 金融大数据能力评估模型 第 4 部分：管理支撑 X-202104230102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制定中 

24 金融大数据能力评估模型 第 5 部分：数据应用能力 X-202104230103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制定中 

25 大数据服务能力成熟度模型 第 1 部分：总体架构 X-2020512015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制定中 

26 大数据服务能力成熟度模型 第 2 部分：平台建设 X-2020511012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制定中 

27 大数据服务能力成熟度模型 第 3 部分：数据工程 X-2020512014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制定中 

28 大数据服务能力成熟度模型 第 4 部分：分析应用 X-2020512016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制定中 

29 数据库服务能力成熟度模型 X-2020511013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制定中 

30 数据库应用迁移服务能力分级要求 X-202011170049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制定中 

31 城市数据治理能力成熟度模型 20213297-T-469 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制定中 

B 数据基础设施 

BA 数据库 

32 大数据 分布式批处理平台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 YD/T 3773-2020 工业和信息化部 现行 

33 大数据 分布式事务型数据库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 YD/T 3775-2020 工业和信息化部 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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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大数据 分布式分析型数据库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 YD/T 3774-2020 工业和信息化部 现行 

35 大数据 时序数据库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 YD/T 3772-2020 工业和信息化部 现行 

36 大数据 文档数据库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 H-202103301830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37 大数据 图数据库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 H-2019010475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38 大数据 内存数据库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 H-2019010550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39 大数据 关系型云数据库 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 H-2019009887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40 数据存储灾备服务能力分级要求 H-202106032068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BB 大数据平台 

41 信息技术 大数据 大数据系统基本要求 GB/T 38673-2020 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现行 

42 信息技术 大数据 系统运维和管理功能要求 GB/T 38633-2020 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现行 

43 信息技术 大数据存储与处理系统功能要求 GB/T 37722-2019 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现行 

44 大数据基础平台测试方法 可用性 H-2015003653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45 大数据基础平台测试方法 兼容性 H-2015003652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46 大数据基础平台测试方法 安全 H-2015003650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47 大数据基础平台测试方法 性能 H-2015003649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48 大数据基础平台测试方法 运维 H-2015003651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49 大数据 数据可视化平台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 H-202106072083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50 大数据 云原生集成化大数据平台能力分级要求 H-202106032071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51 大数据 图计算平台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 H-202105171972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52 大数据 数据开发平台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 H-202104061877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53 大数据 全文检索产品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 H-202104021866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54 视频监控视图大数据平台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 H-2019010552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55 电信数据服务平台 第 1 部分：总体技术要求 H-2018007208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56 电信数据服务平台 第 2 部分：术语及参考模型 H-2018007207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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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电信数据服务平台 第 3 部分：功能及技术规范 H-2018007211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58 电信数据服务平台 第 4 部分：平台功能测试规范 H-2018007209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59 
电信数据服务平台 第 5 部分：多方可信计算环境功能及技

术要求 

H-2018007210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60 电信数据服务平台 第 6 部分：数据网关技术要求 YD/T 3758.6-2020 工业和信息化部 现行 

61 电信数据服务平台 第 7 部分：数据服务开放 YD/T 3758.7-2020 工业和信息化部 现行 

62 公共安全大数据 第 1 部分：技术参考模型 H-2018008730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63 公共安全大数据 第 2 部分：平台架构 H-2018008731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64 公共安全大数据 第 3 部分：安全 H-2018008732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65 公共安全大数据 第 4 部分：采集与预处理 H-2018008733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66 公共安全大数据 第 5 部分：非结构化数据管理 H-2018008734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67 公共安全大数据 第 6 部分：可视化 H-2018008735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68 公共安全大数据 第 7 部分：共享与互联 H-2019009156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69 公共安全大数据 第 8 部分：统一描述规范 H-2019009157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70 大数据 数据集成工具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 YD/T 3761-2020 工业和信息化部 现行 

71 大数据 消息中间件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 H-2019010551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72 集成化大数据平台能力分级要求 H-202103301834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73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接口基本要求 GB/T 38672-2020 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现行 

BC 数据资产管理 

74 大数据 数据管理平台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 YD/T 3760-2020 工业和信息化部 现行 

75 大数据 数据集成工具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 YD/T 3761-2020 工业和信息化部 现行 

BD 数据分析挖掘 

76 信息技术 大数据 分析系统功能要求 GB/T 37721-2019 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现行 

77 信息技术 大数据 分析系统功能测试要求 GB/T 38643-2020 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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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大数据 商务智能（BI）分析工具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 YD/T 3759-2020 工业和信息化部 现行 

79 大数据 数据挖掘平台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 YD/T 3762-2020 工业和信息化部 现行 

80 通用知识图谱工具 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 H-2019009159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81 大数据 用户行为数据分析产品 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 H-2019010236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82 基于流量数据的移动应用分析技术要求 H-202104071895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BE 数据流通 

83 隐私计算 跨平台互联互通 第 1 部分：总体框架 H-202104021872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84 隐私计算 跨平台互联互通 第 2 部分：通信要求 H-202104021873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85 隐私计算 跨平台互联互通 第 3 部分：互联协议 H-202104091917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86 隐私计算 跨平台互联互通 第 4 部分：应用要求 H-202104091918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87 隐私计算 联邦学习产品性能要求和测试方法 H-202104111921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88 隐私计算 可信执行环境产品安全要求和测试方法 H-202104111925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89 隐私计算 联邦学习产品安全要求和测试方法 H-202104111924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90 隐私计算 多方安全计算产品安全要求和测试方法 H-202104111923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91 隐私计算 可信执行环境产品性能要求和测试方法 H-202104111922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92 隐私计算产品性能测试方法 X-202011090047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制定中 

93 区块链辅助的隐私计算技术工具 评估要求与测试方法 X-202011180051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制定中 

94 基于可信执行环境的数据计算平台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 X-202058006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制定中 

95 
基于数据分析即服务(DAAS)模式的数据交易 数据消费侧

支撑技术框架和接口技术要求 

H-2015003655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96 
基于数据分析即服务(DAAS)模式的数据交易 数据供应侧

支撑技术框架和接口技术要求 

H-2015003654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97 可信数据服务 可信数据流通平台评估要求 H-2019009161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98 大数据 基于安全多方计算的机器学习技术要求与测试方 H-2019009844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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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BF 数据安全 

99 大数据 数据脱敏工具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 H-2019010238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C 数据资产管理 

CA 基础数据 

100 
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GB/T 7027-200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 

现行 

101 政府网站网页电子文件元数据规范 20194237-T-469 全国电子业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制定中 

102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基础数据元 GB/T 36104-20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03 
社区基础数据元 GB/T 29854-20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04 
社区信息化 第 4 部分：数据元素字典 GB/T 31490.4-2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05 
银行业务 密钥管理相关数据元（零售） GB/T 21081-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06 
核酸数据库序列格式规范 GB/T 34798-20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07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数据分类指南 GB/T 38667-2020 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现行 

108 
疾病分类与代码 GB/T 14396-20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09 
政务服务平台基础数据规范 GB/T 39046-202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10 
公共信用信息代码集 GB/T 39446-202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 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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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委员会 

111 
公共信用信息数据元 GB/T 39445-202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 

现行 

112 
信息技术 数据元的规范与标准化 第 1 部分:数据元的规范

与标准化框架 

GB/T 18391.1-2002 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现行 

113 
信息技术 数据元的规范与标准化 第 2 部分: 数据元的分

类 

GB/T 18391.2-2003 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现行 

114 
信息技术 数据元的规范与标准化 第 3 部分:数据元的基本

属性 

GB/T 18391.3-2001 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现行 

115 
信息技术 数据元的规范与标准化 第 4 部分:数据定义的编

写规则与指南 

GB/T 18391.4-2001 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现行 

116 
信息技术 数据元的规范与标准化 第 5 部分:数据元的命名

和标识原则 

GB/T 18391.5-2001 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现行 

117 
信息技术 数据元的规范与标准化 第 6 部分:数据元的登记 GB/T 18391.6-2001 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现行 

CB 主数据 

118 
数据质量 第 120 部分：主数据：特征数据的交换：起源 20213011-T-604 全国自动化系统与集成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工业数据分会 

制定中 

119 
数据质量 第 130 部分：主数据：特征数据的交换：准确性 20213010-T-604 全国自动化系统与集成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工业数据分会 

制定中 

120 
数据质量 第 140 部分：主数据：特征数据的交换：完整性 20213015-T-604 全国自动化系统与集成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工业数据分会 

制定中 

CC 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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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科技平台 元数据标准化基本原则与方法 GB/T 30522-20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22 
科技平台 资源核心元数据 GB/T 30523-20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23 
科技平台 元数据注册与管理 GB/T 30524-20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24 
科技报告元数据规范 GB/T 30535-20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25 
科技平台 服务核心元数据 GB/T 31073-20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26 
科技平台 数据元设计与管理 GB/T 31074-20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27 
政务服务中心信息公开数据规范 GB/T 32617-20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28 
科技平台 元数据汇交业务流程 GB/T 32845-20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29 
科技平台 元数据汇交报文格式的设计规则 GB/T 32846-20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30 
电子证照 元数据规范 GB/T 36903-2018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31 
信息技术 大数据 工业产品核心元数据 GB/T 38555-202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 

现行 

132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Metadata registries (MDR) — 

Part 1: Framework 

ISO/IEC 11179-1:2015 

 

ISO/IEC 现行 

133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Metadata registries (MDR) — ISO/IEC TR ISO/IEC 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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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Classification 11179-2:2019 

134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Metadata registries (MDR) — 

Part 3: Registry metamodel 

ISO/IEC 11179-3:2013 ISO/IEC 现行 

135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Metadata registries (MDR) — 

Part 4: Formulation of data definitions 

ISO/IEC 11179-4:2004 ISO/IEC 现行 

136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Metadata registries (MDR) — 

Part 5: Naming principles 

ISO/IEC 11179-5:2015 ISO/IEC 现行 

137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Metadata registries (MDR) — 

Part 6: Registration 

ISO/IEC 11179-6:2015 ISO/IEC 现行 

138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Metadata registries (MDR) — 

Part 7: Metamodel for data set registires 

ISO/IEC 11179-7:2019 ISO/IEC 现行 

139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Metadata registries (MDR) — 

Part 30: Basic attributes of metadata 

ISO/IEC CD 11179-30 ISO/IEC 现行 

CD 数据质量 

140 
Data quality — Part 1: Overview ISO/TS 8000-1:2011 ISO 现行 

141 
Data quality — Part 2: Vocabulary ISO 8000-2:2017 ISO 现行 

142 
Data quality —  Part 8: Information and data quality: 

Concepts and measuring 

ISO 8000-8:2015 ISO 现行 

143 
Data quality — Part 61: Data quality management: Process 

reference model 

ISO 8000-61:2016 ISO 现行 

144 
Data quality — Part 63: Data quality management: Process 

measurement 

ISO 8000-63:2019 ISO 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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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Data quality — Part 81: Data quality assessment: Profiling ISO/TS 8000-81:2021 ISO 现行 

146 
社会保险核心业务数据质量规范 GB/T 31594-2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47 
道路交通信息服务数据服务质量规范 GB/T 29101-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48 
工业数据质量 通用技术规范 GB/T 39400-202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 

现行 

149 
信息技术 数据质量评价指标 GB/T 36344-2018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 

现行 

150 
CAD/CAM 数据质量 GB/T 18784-200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51 
CAD/CAM 数据质量保证方法 GB/T 18784.2-200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52 
个人位置导航电子地图数据质量规范 GB/T 28445-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53 
车载导航电子地图数据质量规范 GB/T 28441-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CE 数据架构 

154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 第 1 部分: 总体框架 GB/T 21063.1-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155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 第 2 部分:技术要求 GB/T 21063.2-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56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 第 3 部分:核心元数据 GB/T 21063.3-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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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总局、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157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 第 4 部分:政务信息资源分类 GB/T 21063.4-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58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 第 6 部分:技术管理要求 GB/T 21063.6-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59 
政务信息资源交换体系 第 1 部分：总体框架 GB/T 21062.1-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60 
政务信息资源交换体系 第 2 部分：技术要求 GB/T 21062.2-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61 
政务信息资源交换体系 第 3 部分：数据接口规范 GB/T 21062.3-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62 
政务信息资源交换体系 第 4 部分：技术管理要求 GB/T 21062.4-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63 
健康信息学 中医药数据集分类 GB/T 38327-2019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64 
电子证照 目录信息规范 GB/T 36902-2018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65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目录编制指南 GB/T 39440-202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 

现行 

166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数据分类指南 GB/T 38667-202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CF 数据开发 

     

CG 数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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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信息技术 大数据 工业应用参考架构 GB/T 38666-202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CH 数据共享 

168 
智慧城市 数据融合第 2 部分：数据编码规范 GB/T 36625.2-2018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 

现行 

169 
智慧城市 数据融合 第 3 部分：数据采集规范 GB/T 36625.3-202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 

 

170 
智慧城市 数据融合 第 5 部分：市政基础设施数据元素 GB/T 36625.5-2019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71 
信息安全技术 政务信息共享 数据安全技术要求 GB/T 39477-202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72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政务数据开放共享 第 1 部分：总则 GB/T 38664.1-202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73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政务数据开放共享 第 2 部分：基本要求 GB/T 38664.2-202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CI 数据运营 

     

CJ 数据价值评估 

     

D 数据流通 

174 可信数据服务 可信数据供方评估要求 H-2019009160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175 可信数据服务 多方数据融合挖掘技术要求 H-202105181976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176 可信数据服务 金融机构外部可信数据源评估要求 X-202011180050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制定中 

DA 数据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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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政务数据开放共享 第 1 部分：总则 GB/T 38664.1-20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78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政务数据开放共享 第 2 部分：基本要求 GB/T 38664.2-20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79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政务数据开放共享 第 3 部分：开放程度

评价 

GB/T 38664.3-20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DB 数据交易 

180 
电子商务数据交易 第 1 部分：准则 GB/T 40094.1-202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 

即将实施 

181 
电子商务数据交易 第 2 部分：数据描述规范 GB/T 40094.2-202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 

即将实施 

182 
电子商务数据交易 第 3 部分：数据接口规范 GB/T 40094.3-202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 

即将实施 

183 
电子商务数据交易 第 4 部分：隐私保护规范 GB/T 40094.4-202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 

即将实施 

184 
信息技术 数据交易服务平台 通用功能要求 GB/T 37728-2019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85 
信息安全技术 数据交易服务安全要求 GB/T 37932-2019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86 
信息技术 数据交易服务平台 交易数据描述 GB/T 36343-2018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DC 数据跨境 

187 
信息安全技术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指南  

20173853-T-469 

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制定中 

E 数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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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 基础安全 

188 
信息安全技术 大数据安全管理指南 GB∕T 37973-2019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89 
信息安全技术 大数据服务安全能力要求 GB/T 35274-20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90 数据安全治理能力评估方法 H-202104091920 工业和信息化部 制定中 

191 
信息安全技术 健康医疗数据安全指南 GB/T 39725-202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92 
信息安全技术 移动智能终端个人信息保护技术要求 GB/T 34978-20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93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影响评估指南 GB/T 39335-202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194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GB/T 35273-202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 

现行 

195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公有云中个人信息保护实践指南 20201694-T-469 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制定中 

196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风险评估规范 GB/T 20984-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现行 

EB 全生命周期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