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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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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0)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中国电子技术标准

化研究院、万国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中电长城网际系统应用有限公司、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太极华青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国富瑞数据系统有限公司、清华大学、中国民航大学、上海信息安全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孙明亮、李斌、位华、王琰、刘作康、张晓菲、张剑、魏立茹、程瑜琦、许玉娜、

王惠莅、关继铮、闵京华、刘洋、闫城、安新亚、李杰、魏刚毅、刘玮、雷缙、叶晓俊、陆丽、汪涛、武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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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 准 参 照 和 借 鉴 GB/T30271—2013《信 息 安 全 技 术 信 息 安 全 服 务 能 力 评 估 准 则》、

GB/T20988—2007《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灾难恢复规范》、GB/T20261—2006《信息技术 系统安

全工程能力成熟度模型》、ISO/IEC21827:2008《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系统安全工程能力成熟度模

型(SSE-CMM)》的有关内容和思想,结合国内外实践经验制定而成。
本标准内容是在GB/T30271—2013的框架下对信息系统灾难恢复服务能力评估的具体细化,是

针对信息系统灾难恢复组织的服务能力进行的评估框架。主要是阐述灾难恢复服务组织的灾难恢复服

务能力的评估方法与模型,以及对灾难恢复服务组织服务能力评估分级的方法及特征描述,具体评估要

求参照GB/T36957—2018。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对于灾难恢复服务组织的灾难恢复服务过程能力参

考GB/T20988—2007中的信息系统灾难恢复技术过程,主要针对灾难恢复服务组织的服务能力进行

评估方法、模型、分级的框架阐述;GB/T36957—2018主要阐述灾难恢复组织在做灾难恢复服务时的

具体要求;GB/T20988—2007是对信息系统灾难恢复服务过程的阐述,以及针对信息系统灾难恢复的

能力的阐述,核心是信息系统;本标准与GB/T36957—2018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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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技术
灾难恢复服务能力评估准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信息系统灾难恢复服务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明确了信息系统灾难恢复服务组织服

务能力的评估机制。
本标准适用于信息系统灾难恢复服务的需求方、提供方和评估方。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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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0988—2007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灾难恢复规范

GB/T25069—2010 信息安全技术 术语

GB/T29246—2017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概述和词汇

GB/T30271—2013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服务能力评估准则

GB/T36957—2018 信息安全技术 灾难恢复服务要求

ISO/IEC21827:2008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系统安全工程能力成熟度模型(Informationtech-
nology—Securitytechniques—SystemsSecurityEngineering—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SSE-
CMM)

3 术语和定义

GB/T 25069—2010、GB/T 20988—2007、GB/T 30271—2013、GB/T 29246—2017、

GB/T36957—2018和ISO/IEC21827:200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

用,以下重复列出了GB/T36957—2018、GB/T29246—2017和GB/T30271—2013中的一些术语和

定义。

3.1 
灾难恢复服务 disasterrecoveryservices
为了将信息系统从灾难造成的故障或瘫痪状态恢复到可正常运行的状态、并将其支持的业务功能

从灾难造成的不正常状态恢复到可接受状态而进行的分析、设计、实施、运行、维护及组织管理等活动和

流程。
[GB/T36957—2018,定义3.2]

3.2 
灾难恢复服务提供方 providerofdisasterrecoveryservices
具有专业的灾难恢复服务团队和资源,并能提供灾难恢复服务的组织或部门,简称服务提供方。
[GB/T36957—2018,定义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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