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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北京电子商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牡丹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软件评测中

心、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子城数智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北京益泰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爽、董欣、张然、刘夏、王家彬、李德友、徐晖、王帅、张连夺、王琳、于波、

徐高杰、杨景、郭洪韬、陈道新、万聪、乔博、刘小健、刘俊伟、马辉、兰文丽、赵德智、郝杰。
技术审查专家:吴志刚、张群、张东、于铁强、蔡春久、胡良霖、曹建彤、朱大培、陈玉峰、张雅彬、

马福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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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重要的新型生产要素,兼具基础资源和创新引擎作用,已快速融入民生服

务、产业变革、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并成为带动信息化和人工智能服务的重要因素。
数据流通与交易,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价值实现形式。作为交易对象,相比原始数据集,数据服务模

式是更好的流通交易方式,即基于原始数据进行加工形成数据产品后,再对外提供服务,实现数据增值。
目前,数据服务作为一种独立的服务形态,尚未被当作独立的产品和服务进行交易。结合实际数据应用

场景,数据交易的核心在于数据价值实现,数据价值的实现依托于技术,主要包括数据的采集汇聚、传输

交互、加工处理、分析建模、数据应用以及存力算力、数据管理、数据安全、合规检查等各个环节的“接力

实现”,更有数据与业务场景融合、适配、管理指标体系的数字化迭代等“配套”需求,用传统的信息化建

设形式很难准确描述数据服务的流程节点,更难以对服务过程进行标准规范约束。
为进一步促进数据服务的规范化,促进数据资源的汇集融合、开发利用、交易流通、价值挖掘,同时

兼顾数据监管方的分级管理、安全审计等安全合规需求,以及数据供给方、数据应用方、数据应用服务商

等对数据价值增值各环节的管理要求,从而更有效实现从数据资源到数据产品和数据服务的转换,编制

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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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应用服务实施通用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数据应用服务实施的通用性要求,包括数据应用服务过程要求、数据应用服务商管理

要求、数据应用服务合规要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
a) 数据供给方在数据产生及数据提供过程中,开展数据质量管理、数据安全管理、数据共享开放、

流通交易等。
b) 数据应用服务商规范和指导自身数据应用服务过程。如:技术型数商可参考本规范进行数据采集、

传输、管理等技术支撑服务;应用型数商参考本规范进行数据分析建模、数据应用、数据安全保障等

服务;服务型数商参考本规范进行数据产品开发、数据质量评估、数据合规检查等服务。
c) 数据服务应用方明确服务需求、制定目标规划、选择和规范数据应用服务商管理。
d) 数据监管方进行数据合规管理、数据监管审计、数据分类分级管理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34960.5—2018 信息技术服务 治理 第5部分:数据治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原始数据 rawdata
制作或获取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在日常生活、经营活动或依法履职中产生的数据,以电子或

其他方式记录、保存的数据集合。
3.2

数据资源 dataresource
原始数据经加工处理后形成的具有一定使用价值、能带来潜在收益的数据集合。

3.3
数据产品 dataproduct
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通过对数据资源投入实质性劳动形成的数据及其衍生产品。
注:包括但不限于数据集、数据分析报告、数据可视化产品、数据指数、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数据)、加密数据等。

3.4
数据采集汇聚 datacollectionandaggregation
将传感器、监测设备、信息系统、人工输入等方式生成的原始数据,通过技术手段获取并集中管理的

过程。
3.5

数据传输交互 datatransmissionandinteraction
不同组织或系统之间通过网络进行数据传输的过程,涉及数据的发送、接收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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