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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

第 2 部分：数据代码规范》

编制说明

一、项目背景

深圳市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 SZDB/Z 6—2007《深圳市基础教育管理信息

化技术规范》标准于 2007年 10月发布，从 2007年 11月 1日开始实施。标准共

包括 3个部分：数据结构规范、数据交换规范和代码规范。数据结构规定了学校

基础信息、学生基础信息、教师基础信息等方面的数据分类规范、编码规范；数

据交换规范规定了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数据交换的要素、规则和范例等；

代码规范规定了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执行的相关国家标准代码及教育部

使用的代码。其发布和实施有效提升了深圳市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的规范化，促

进各级政府部门高效参与教育信息化建设工作。

该标准实施多年以来，随着国务院 GB/T 35298-2017《信息技术 学习、教育

和培训 教育管理基础信息》、GB/T 33782-2017《信息技术 学习、教育和培训 教

育管理基础代码》等系列文件的出台，也对深圳市的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技术规

范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为此，有必要对学校、学生、教职工等各种数据来源

进行梳理，通过文献研究和部门调研，对 SZDB/Z 6—2007《深圳市基础教育管

理信息化技术规范》的内容进行修订，提高标准的适用性和准确性，以便更好服

务于深圳市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工作。

基础教育管理信息规范化是打破数据孤岛，是提升政府监管和服务效率的重

要支撑。本规范的制定将促进各类基础教育信息资源在各级教育部门之间的互联

互通，为深圳市开展教育信息化建设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该项目依据招标需求为“招标专业团队为《深圳市基础教育大数据标准》的

编制工作提供专业学术支持和理论指导，同时承担实际撰写工作”。后经实际调

研将原招标服务内容调整为对《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进行内容修订，

从而提高该标准的适用性和准确性，以便更好服务于深圳市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

内容，并形成最终交付成果：《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 第 1部分：数据

结构规范》、《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 第 2部分：数据代码规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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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教育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 第 3 部分：教育大数据统计分析规范》、《基础教

育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 第 4部分：教育用户数据体系规范》、《基础教育管理

信息化技术规范 第 5部分：数据交换规范》。

二、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和起草单位

深圳市地方标准《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下达关于《2021 年第一批深圳市地方标准计划项目任务的通知》标准制修订计

划，并由深圳市教育信息技术中心负责牵头起草，特编制深圳市地方标准《基础

教育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

根据《深圳市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2015-2020年）》的文件精神，结合我市

教育信息化发展需要，保障基础教育管理数据能够互联互通和充分使用，特编制

深圳市地方标准《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

本部分是该标准的第 2部分。

（二）主要编制过程

2021年 5月，成立标准研究工作组，分解研究任务，查阅相关标准及文献

资料，并围绕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的教育管理和教学的业务需要，设计调研

问卷。

2021年 6月，工作组召开组内研讨会，开始对《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技术

规范》的修订开展预研工作。

2021年 7月，工作组通过集中研讨、专题研究、分组讨论等方式，对《基

础教育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相关标准草案进行框架梳理和内容修订。

2021年 8月，工作组征求专家意见，结合原有标准草案和国家发布的相关

标准内容，对《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 第 2部分：数据代码规范》进行

了逐行讨论和修订。

2021年 9月，工作组召开线上研讨会，就标准内容进一步征求专家意见并

逐条备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1年 10月，召开线上研讨会，就专家对更新后的《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

技术规范 第 2部分：数据代码规范》的优化意见进行探讨，收集优化所需资料，

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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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0月，召开线下专家研讨会，进一步就专家对更新后的《基础教育

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 第 2部分：数据代码规范》的优化意见进行探讨，形成标

准征求意见稿。

2021年 11月，工作组召开线上研讨会，就标准内容的进一步优化方向和所

需资料进行了逐条讨论。

2021年 11月，工作组结合深圳方和腾讯教育提供的最新资料对《基础教育

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 第 2部分：数据代码规范》进行了逐行讨论和修订。

2021年 12月，工作组结合深圳市场监管局对草案的反馈和相关国标的要求，

对《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 第 2部分：数据代码规范》草案格式进行了

修订。

三、编制原则及技术依据

标准编制主要依据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则来开展：

（一）工作原则

1、遵循国家标准原则：本标准在 GB/T 35298—2017《信息技术 学习、教

育和培训 教育管理基础信息》和 GB/T 33782—2017《信息技术 学习、教育和

培训 教育管理基础代码》所规定的教育管理基础信息的基本概念和结构、表述

规范以及数据元素的结构的设计规范和方法基础上进行编制。

2、标准兼容原则：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国家、地方、行业以及深圳

市教育管理信息化相关的数据信息进行编制，保证和已有的国家、地方和行业的

相关标准兼容。

3、需求主导原则：本标准的制定充分考虑深圳市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的需

求，结合现有的国家教育管理基础信息相关的标准规范，所制定的基础教育管理

信息化数据规范满足深圳市各级教育部门的基本需求。

4、可扩展性原则：对于关键的、容易达成一定共识的教育管理信息化数据

首先纳入本标准，对于仍存在不确定性、或很难达成共识的，选择恰当的时机在

标准后续的修订过程中逐步纳入。

（二）技术原则

本部分在编制中引用了最新版本的国家及行业规范，并结合深圳市的实际情

况和工作特点进行了修改。主要参考 GB/T 33782-2017《信息技术 学习、教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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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 教育管理基础代码》和 SZDB/Z 6.2—2007《深圳市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技

术规范 第 2 部分：数据代码规范》，并引用了 GB/T 2260《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区划代码》、GB/T 11643-1999《公民身份号码》、GA 324.1《人口信息管理

代码 第 1部分：户口类别代码》等内容，确定了通用代码、学校管理类代码、

学生管理类代码、教学管理类代码、教职工管理类代码以及资产、图书实验室管

理类代码这 30个代码子类，包含 177项数据代码规范。

四、主要技术内容

本部分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学校（机构）标识码

和人员标识格式、代码集以及参考文献这六个部分的内容。基于当前最新国家标

准和深圳市地方需求，将 GB/T 29808—2013、GB/T 35298—2017等国家标准与

2007版深圳市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等内容进行整合。

与 2007年版标准相比，保留了 10项 SZDB/Z 6.2—2007的内容，具体包括

学习者代码、达标状况代码、学校代码、学号代码、生源性质代码、特殊学生类

型代码、考试类别代码、政治面貌异常代码、CDM册代码、媒体类型代码；分

别从 GB/T 2261、GA 324.1、GB/T 29808-2013、GB/T 33782-2017 和 JY/T 0624

－2018等国家标准文件中引入 50项代码规范内容；基于深圳市地方需求，新增

“行政区划码”、“年级代码”、“学校用房类型代码”、“学校经费收支分类

代码”和“少数民族双语教学模式代码”这 5项内容。

在“标识码格式”（第 4章）中，遵循 GB/T 33782—2017《信息技术 学习、

教育和培训 教育管理基础代码》中的规定，确定了学校（机构）和人员的标识

码的定义规则。

在“通用代码子集”（5.1节）中，新增深圳市“行政区划码”；从 GB/T 2261.1

中引入“性别代码”；从 GA 324.1中引入“户口类别代码”；从 GB/T 29808-2013

中引入“港澳台侨外代码”、“奖励等级代码”、“血型代码”和“普通话水平

等级代码”等内容。

在“学校管理类代码子集”（5.2节）中，新增了“学校用房类型代码”、

“学校食堂信息类代码”；保留了 SZDB/Z 6.2—2007中的“学校代码”；从 JY/T

0624－2018中引入“学校固定资产分类代码”；从 GB/T 33782-2017中引入“办

学类型代码”、“学校办别代码”、“学段代码”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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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管理类代码子集”（5.3节）中，保留了 SZDB/Z 6.2—2007中的“学

号代码”、“生源性质代码”和“特殊学生类型代码”；从 GB/T 29808-2013中

引入“就读方式代码”、“学籍异动类别代码”等内容；从 GB/T 33782-2017中

引入“毕业去向代码”、“家庭类别代码”等内容。

在“教学管理类代码”（5.4节）中，从 GB/T 33782-2017 中引入“中小学

课程等级代码”、“中小学课程代码”、“年级代码”和“实验类别代码”等内

容；从《北京市教师管理信息系统 教师基础信息指标及指标字典（中小学校、

中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幼儿园）》中引入“少数民族双语教学模式代码”

等内容。

在“教职工管理类代码子集”（5.5节）中，从 GB/T 29808-2013中引入“编

制异动代码”、“教师获奖类别代码”等内容；从 GB/T 33782-2017中引入“教

职工类别代码”、“教师年龄代码”等内容。

在“其他代码子集”（5.6节）中，保留了 SZDB/Z 6.2—2007 中的“CDM

册代码”和“媒体类型代码”；从 GB/T 29808-2013中引入“出版社级别代码”、

“角色代码”等。

五、是否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

本标准不涉及任何专利。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研制过程中未产生重大分歧。

七、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

建议同时采取发布配套的制度性文件、选取重点单位进行示范应用等措施。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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