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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2021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标准化发展纲

要》提出“重点推进公共资源交易标准制定与推广，加快数字社

会、数字政府、营商环境标准化建设”。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

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的目标，《国务院关于加

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一体

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南的通知》《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

划》等先后出台，其中《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

见》明确指出“以信息化平台固化行政权力事项运行流程，推动

行政审批、行政执法、公共资源交易等全流程数字化运行、管理

和监督”。2022 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

一大市场的意见》中也明确提出“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

享，研究明确各类公共资源交易纳入统一平台体系的标准和方

式。”同时《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推进公共资源智慧交易、数据交

易等载体共建，引导各类资源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

可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数字化转型升级迫在眉睫，通过制定公共

资源平台数字化标准，激活数据要素潜能，促进交易数据跨区域

流动，是加快数字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路径。 

构建公共资源交易数据规范在实际应用中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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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促进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的现实需要。目前，

推动数据在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之间实现共享共用，提升数

据资源利用效益方面还面临数据资源共享难度大、公共数据管理

平台建设滞后、数据高质量供给能力不足等问题，急需开展数据

源头治理，打破信息孤岛、提高数据质量、促进数据流通应用、

保障数据安全。二是进行数据治理、提升数据质量的现实需要。

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简称“市公资交易中心”）积极响

应成都“一网通享”体系建设要求，狠抓数据源头治理，聚力提升

数据质量。通过“1+2+N”数据治理模式（其中“1”是一套公共资源

交易元数据规范，“2”是数据集成平台和数据治理平台，“N”是通

过“数据服务平台”实现多（即“N”）维度数据共享利用），打造

的数据共享中心纵向直通国家、省、市供给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横向打通政务、金融等领域，为行业监督、政务通办提供数据支

撑，实现了数据的二次赋能，为交易营商环境提升、政府决策提

供更多、更有价值的公共资源大数据依据，为成都市范围内各类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立了可复制的数据治理模式。三是实现公共

资源交易数字化转型的现实需要。市公资交易中心在数据管理、

数据治理及数据共享应用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通过标准化的手

段将其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做法，为“成德眉资+自贡”交易平

台同城化发展、成渝双核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一体化乃至全国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建设与升级提供“成都经验”，对于促进公共资源交

易数字化转型和资源要素跨区域交易、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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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任务来源 

2022 年 8 月 18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第八批社会管理

和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项目，市公资交易中心申报的成都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获批立项，成为该领域省内首个国家

级标准化试点项目。自试点获批立项以来，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市

公资交易中心总结经验提炼做法，形成了公共资源交易数据资源体

系及“1+2+N”运行治理模式，并申报成都市地方标准。 

三、 工作简况 

（一） 起草单位 

本标准由市公资交易中心起草。 

（二） 主要起草人 

序号 姓名 职务/职称 任务分工 

1 章建国 市公资交易中心主任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把控标准研制方

向，并对重难点问题进行决策。 

2 李晓莺 
市公资交易中心机关党

委书记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把控标准研制方

向，并对重难点问题进行决策。 

3 刘蕊梅 
市公资交易中心信息技

术部部长 

组织标准研究，参与标准重难点问题

的决策。 

4 马艳红 
市公资交易中心信息技

术部副部长 

组织标准研究，参与标准重难点问题

的决策，参与标准框架制定和全文内

容编制。 

5 周  涛 
市公资交易中心信息技

术部业务主管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和全文内容编制。 

6 李运飞 
市公资交易中心信息技

术部组长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和全文内容编制。 

7 蔡  俊 
市公资交易中心信息技

术部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和全文内容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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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起草过程 

1.标准立项 

成都市城市运行和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向成都市市场监管

局提出成都市地方标准《公共资源交易数据规范》立项申请，填

报立项申请书，经审核后予以立项。 

2.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 

市公资交易中心组织相关专家和技术人员成立了标准起草

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负责标准起草工作。 

3.开展调研 

2024 年 5 月，工作组调研收集大量相关资料并进行分类对

比分析，同时详细调研了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数据治理体系、治

理模式等技术要点，为标准内容详实、可行奠定了基础。 

4.标准起草 

2024年6月，工作组对GB/T 22239-2019《信息安全技术 网

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 36073-2018《数据管理能力

成熟度评估模型》、DB5101/T 124-2021《公共数据资源体系》

等现行有效的标准进行梳理分析，搭建本标准结构框架，结合各

方调研结果，编写标准草案并多次专家研讨，形成了标准草案稿。 

四、 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制定工作中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

性以及标准的目标性、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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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原则，符合《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GB/T1.1-2020) 的编写要求。 

在确定标准主要内容时，以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国家

行业标准为主要依据，围绕公共资源交易数字化转型发展要求，

结合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数据资源体系规划、建设实际，提出公

共资源交易数据资源体系架构及“1+2+N”运行模式，着力提升

公共资源交易数智能力，填补我市乃至全省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数

据资源体系方面的标准空白，体现了较强的先进性和指导性。 

（二）编制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重点引用和参考相关法律法规、中央

及国家各部委的政策文件和发展规划、地方政策文件和发展规划

及相关技术性文件等，包括： 

1.信息技术词汇  第 17 部分:数据库（GB/T 5271.17-2010） 

2.信息技术 大数据 术语（GB∕T 35295-2017） 

3.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 

22239-2019） 

4.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GB/T 36073-2018） 

5.公共数据资源体系（DB5101/T 124-2021） 

6.《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系统数据规范(V2. 0)》 

7.《成都市公共数据资源体系》 

8.《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 

9.四川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系统数据规范（V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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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

见》 

11.《中共成都市委关于依托智慧蓉城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的

意见》 

12.《成都市智慧蓉城建设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智慧蓉城建设

2024年工作要点的通知》（成智蓉领发〔2024〕1号） 

五、 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依据 

（1）标准范围 

说明了本标准对公共资源交易的数据集成和数据治理的整

体流程、数据安全与质量和成果提出了要求，适用于成都市行政

区域内各类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开展公共资源交易的数据集成和

数据治理。 

2）术语和定义 

根据对相关标准研究，结合信息化专业术语及本标准需求对

数据集成、数据治理进行了定义，主要描述了数据集成和治理过

程作用；ETL 为行业技术用于，为方便理解进行解释。 

3）整体流程 

规定了整体流程的概述、数据集成和数据治理的过程要求。

描述了数据集成和数据治理的数据流程走向，规定了数据集成的

数据源配置、ETL 任务开发数据调度的工作要求，规定了数据治

理时新建数据仓库库表、创建数据治理任务、设置任务执行周期

等的工作要求。数据集成和数据治理整体流程如下图。 

以数据流向为线索，直观展示通过数据集成和数据治理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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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汇聚集成和标准化治理不同来源、格式、特点的数据，形成

公共资源交易数据标准库和主题库的全过程。第一步，在数据集

成平台，通过配置 ETL 任务，自动从配置的数据源获取数据，

存储至数据仓库，完成数据集成，此时存储的数据为未治理的原

始数据，数据来源可能为不同的子系统，可能存在数据字段命名

不规范、字段含义不明确、数据格式不一致的问题。第二步，在

数据治理平台，按照元数据规范，创建标准数据库表，通过配置

的数据治理任务，将数据集成平台中的原始数据进行清洗、转换，

写入标准数据库表，形成命名规范、规则统一的标准数据。第三

步，根据数据实际应用需求，在标准数据库的基础上筛选数据形

成数据主题库，便于各类不同场景下的数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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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安全与治理 

规定数据仓库中数据进行加密、解密、脱敏以及数据质量校

验等安全的操作步骤。 

5）成果 

规定了数据集成和治理形成的成果主要内容。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的编写过程无重大分歧意见产生。 

七、采用国际标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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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不涉及采用国际标准情况。 

八、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遵循国家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与相关标准协调一

致，没有冲突。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一经发布，应采用适宜的方式及时开展标准宣传和培

训工作，使公共资源交易资源体系建设、应用相关工作的人员熟

悉标准内容，在相关平台对标准内容进行公示并告知所有相关人

员按标执行。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十一、预期的经济、社会效益 

本标准应用于成都市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为公共资源交易

数据资源体系的建设和应用提供依据。通过公共资源交易数据资

源体系的建设、数据集成与治理，形成高质量、高价值的公共资

源交易数据，对于提高市场效益、优化资源配置、服务政府宏观

经济觉得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数据共享服务，实现数据

流通和交易，繁荣要素市场，对经济的平稳、健康和高质量发展

也具有重要意义。 

 

 

《公共资源交易数据规范》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4 年 8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