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数据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

数字经济，发挥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的重要指示精

神，充分发挥标准在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等

方面的引领和规范作用，指导数据领域标准的制修订和协调配套，

制订本建设指南。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国家标

准化发展纲要》要求，遵循数字经济发展规律，以促进数据“供得

出、流得动、用得好、保安全”为主线，遵循顶层设计、协同推进，

问题导向、务实有效，应用牵引、鼓励创新，立足国内、开放合作

的基本原则，建立国家数据标准体系，为推动数据要素高水平应用

提供有力支撑。到2026年底，基本建成国家数据标准体系，围绕数

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数据管理、数据服务、训练数据集、公共数

据授权运营、数据确权、数据资源定价、企业数据范式交易等方面

制修订30项以上数据领域基础通用国家标准，形成一批标准应用示

范案例，建成标准验证和应用服务平台，培育一批具备数据管理能

力评估、数据评价、数据服务能力评估、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绩效评



估等能力的第三方标准化服务机构。

二、建设思路

（一）数据标准体系结构

以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保安全”为指引，构建数

据标准体系。数据标准体系结构包括A基础通用、B数据基础设施、

C数据资源、D数据技术、E数据流通、F融合应用、G安全保障等7

个部分，主要反映标准体系各部分的组成关系。数据标准体系结构

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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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据标准体系结构图



A基础通用标准包括术语、参考架构、管理、服务、产业等，

位于数据标准体系结构的最左侧，支撑标准体系结构中其他部分。

B数据基础设施标准以现有相关标准为主，强化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算力保障和流通利用标准建设，为数据资源、数据技术、数

据流通、融合应用提供支撑。

C数据资源标准聚焦基础资源、开发利用、数据主体、数据治

理和训练数据集，为数据资源高质量供给提供标准支撑。

D数据技术标准聚焦数据汇聚、处理、流通、应用、运营、销

毁等技术，为数据生命周期提供技术标准支撑。

E数据流通标准聚焦数据产品、确权、资源定价、流通交易等

环节，为数据有序流通提供标准支撑。

F融合应用标准位于数据标准体系结构的最顶端，聚焦《“数据

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重点行业领域，为行业领

域数据管理应用、数字化水平评价、数据服务能力评估、转型成效

评价等融合应用提供标准支撑。

G安全保障标准包括数据基础设施安全、数据要素市场安全、

数据流通安全等，位于数据标准体系结构的最右端，为标准体系建

设提供合规保障。

（二）数据标准体系框架

数据标准体系框架包含A基础通用、B数据基础设施、C数据资

源、D数据技术、E数据流通、F融合应用、G安全保障等7个部分，

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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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规范数据服务分类、数据服务能力评估模型和方法、数据

服务工具功能和性能要求等，为其他各部分标准的制定提供通用服

务支撑。

5.产业标准

主要规范数据产业分类、数据产业监测指标体系等。

（二）数据基础设施标准

主要包括存算设施、网络设施、流通利用设施等，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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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数据基础设施标准子体系





求、传输服务要求、平台技术要求、应用技术要求，以及数据流通

利用流程、管控等标准。

（三）数据资源标准

主要包括基础资源、开发利用、数据主体、数据治理、训练数

据集等，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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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数据资源标准子体系

1.基础资源标准

主要包括元数据、主数据、数据目录、数据模型等标准。

（1）元数据标准。主要规范元数据的描述、管理和应用。包



括元数据管理、注册、编码、交换要求，以及公共数据字典、基本

数据集元数据等标准。

（2）主数据标准。主要规范主数据的描述、管理和应用。包

括主数据分类、管理、编码、质量等标准。

（3）数据目录标准。主要规范数据目录的编制、管理和维护

等。包括数据目录编制指南、编码要求、要素要求、服务要求、系

统接入要求等标准。

（4）数据模型标准。主要规范数据模型的架构、建设和维护

等。包括数据模型参考架构、管理要求、成熟度等标准。

2.开发利用标准

主要包括数据开放、数据共享、数据授权运营、开发利用能力

等标准。

（1）数据开放标准。主要规范数据的开放要求、开放目录、

平台系统、评价要求等。包括数据开放要求、目录，以及系统平台

要求、评价等标准。

（2）数据共享标准。主要规范数据实现跨系统、跨部门、跨

层级、跨区域共享的程序要求、系统平台、评价要求等。包括数据

共享流程、系统平台要求、方式、评价等标准。

（3）数据授权运营标准。主要规范数据授权运营的架构、管

理、服务、平台和成效等。包括数据授权运营参考架构、管理要求、

服务目录、平台建设、绩效评估等标准。

（4）开发利用能力标准。主要规范数据开发利用能力要求、



评估等。包括数据开发利用能力要求、评估等标准。

3.数据主体标准

主要包括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等标准。

（1）公共数据标准。主要规范公共数据为主体的基础属性和

衍生属性。包括公共数据指南、基本要求等标准。

（2）企业数据标准。主要规范企业数据为主体的基础属性和

衍生属性。包括企业数据基本要求等标准。

（3）个人数据标准。从数据产权角度，主要规范个人作为市

场主体，掌握、持有相关数据和产品的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

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合法权利。

4.数据治理标准

主要包括数据业务规划、数据质量管理、数据调查盘点、数据

资源登记等标准。

（1）数据业务规划标准。主要规范实现数据业务规划目标所

需的数据构成与资源体系。包括数据业务规划要求、规划实施流程、

分类等标准。

（2）数据质量管理标准。主要规范数据全生命周期质量的管

理、管控与评价。包括数据质量评价指标、评价方法、管理要求、

处理要求等标准。

（3）数据调查盘点标准。主要规范数据调查盘点的程序、模

型等。包括数据调查盘点程序要求、模型规范等标准。

（4）数据资源登记标准。主要规范数据资源登记内容、登记



程序、管理与服务评价等。包括数据资源登记管理要求、实施流程、

信息、凭证、平台管理等标准。

5.训练数据集标准

主要包括训练数据集采集处理、标注、合成等标准。

（1）训练数据集采集处理标准。主要规范适用于大模型训练

数据集的采集与处理要求。包括训练数据集格式要求、分类分级、

采集性能、分析监测、质量要求等标准。

（2）训练数据集标注标准。主要规范适用于大模型训练数据

集的标注质量要求。包括训练数据集标注技术要求、规程、方法、

能力评估等标准。

（3）训练数据集合成标准。主要规范适用于大模型训练数据

集的合成要求。包括训练数据集合成技术、服务、工具、检测要求

等标准。

（四）数据技术标准

主要包括数据汇聚技术、数据处理技术、数据流通技术、数据

应用技术、数据运营技术、数据销毁技术等，如图6所示。





领域数据技术要求、应用服务要求等标准。

5.数据运营技术标准

主要规范数据高效运营的技术要求。包括数据动态监测、数据

需求分析、数据交互、数据交付、数据使用服务和处置等技术要求

标准。

6.数据销毁技术标准

主要规范数据有效销毁的技术要求。包括数据销毁处理等技术

要求标准。

（五）数据流通标准

主要包括数据产品、数据确权、数据资源定价、数据流通交易

等，如图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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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数据流通标准子体系

1.数据产品标准

主要规范数据产品的设计、管理、开发、服务等。包括数据产

品设计规划、管理、开发、服务、应用等标准。



2.数据确权标准

主要规范数据产权的结构性分置方法、衍生数据判别，数据确

权的信息管理、登记程序、平台要求、技术要求等内容。包括数据

确权规则、方法，数据产权流转规范，以及数据登记指南、平台技

术要求、信息、证书等标准。

3.数据资源定价标准

主要规范数据资源价值度量的技术要求、评价要求等。包括数

据资源评价模型、定价方法、成本核算、价格监测等标准。

4.数据流通交易标准

主要规范数据流通过程和交易环节的参考架构、管理规范、指

南要求等。包括数据流通参考架构、数据交易指南、数据交易平台

技术要求、数据范式交易要求等标准。

（六）融合应用标准

根据《“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重点

行动的12个行业领域，数据标准化重点行业融合应用包括但不限于

工业制造、农业农村、商贸流通、交通运输、金融服务、科技创新、

文化旅游（文物）、卫生健康、应急管理、气象服务、城市治理、

绿色低碳等，如图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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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融合应用标准子体系

（七）安全保障标准

主要包括数据基础设施安全、数据要素市场安全、数据流通安

全等，如图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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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安全保障标准子体系

1.数据基础设施安全标准



主要规范存算设施、网络设施等安全建设要求。包括数据基础

设施安全保障框架、数据安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数据中心、数据

存储、数据算力设施安全等标准。

2.数据要素市场安全标准

主要规范数据要素市场的安全要求。包括数据开放、共享、授

权运营安全等标准，以及数据要素在行业领域融合应用过程中的安

全要求。

3.数据流通安全标准

主要规范数据流通安全合规相关要求。包括数据交易服务安全、

数据流通脱敏和匿名化、隐私计算、数据传输安全、数据流通安全

能力、数据来源合规评估等标准。

四、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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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Ⅿ开В安。。储素标准能网的数据建能安施据准

，

求开一安数据标准化开通建算。储据数据国以标准据开准敏服据᭜脱求据国以标化据主、据强化国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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