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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规范  第 1 部分：总则》 

解读 

 

《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规范  第 1 部分：总则》已于 2022

年 12 月 8日发布，于 2023 年 1月 1 日实施，现就编制背景、

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为什么编制《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规范  第 1部分：

总则》 

我市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 SZDB/Z 159—2015《公共基

础信息数据元规范》标准于 2015年 12 月发布，从 2016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标准共包括 4个部分：总则、人口、法人

和房屋，规定了我市电子政务信息采集、共享中公共基础信

息数据元的分类及格式、管理原则、组成要素、管理流程、

管理工具等内容，其发布和实施有效提升了我市政务信息化

建设、应用和管理工作的规范化。 

该标准实施多年以来，各类基础数据元的管理制度已发

生较大变化，有必要对各种数据来源进行深入梳理，对

SZDB/Z 159—2015《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规范》的现有内容

进行修订，提高标准的适用性和准确性，以更好服务于我市

“互联网+政务服务”技术体系建设。此外，电子证照、公

共信用、地理空间作为另外三大基础信息库，也是我市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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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数据共享交换的重要基础支撑，有必要在此次修订中将

其一并纳入其中。 

政务信息资源的共享是打破部门间数据孤岛、提升政府

监管和服务效率的重要基础支撑。其中，人口、法人、房屋、

电子证照、公共信用和地理空间作为我市六大基础信息库，

又是各部门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中需求最基础、最频繁的信息

资源。本规范的制定将有助于我市六大基础信息库的建设，

促进各类基础信息资源在政府部门之间的共享和交换，为我

市开展“互联网+政务服务”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规范 第 1 部分：总则》规定了

其余 6 个部分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应共同遵循的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关系、分类和属性，以及对数据元进行管理的指

导原则等要求，具有总领性的作用。 

二、本文件的总体结构和部分内容说明 

《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规范  第 1 部分：总则》标准结

构包括 12个章节。以下对标准中的主要条款进行简要说明。 

（一）第一章：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深圳市政务数据资源采集、管理和使用等

过程中，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内部标识符的编码规则，数据

元的数据类型、数据格式、关系、分类和属性，对数据元进

行管理的指导原则、管理要素、相关角色和职责，数据元的

归集、管理和应用流程，以及标准各部分相互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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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政务信息化的建设、应用和管理。 

（二）第二章：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节给出了标准编制过程中引用的相关文件，包括GB 

2312《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GB/T 5271.1

—2000《信息技术  词汇  第1部分：基本术语》、GB/T 7408

《数据元和交换格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法》、

GB/T 18221—2000《信息技术  程序设计语言、环境与系统

软件接口  独立于语言的数据类型》、GB/T 18391.1—2009

《信息技术  元数据注册系统(MDR)  第1部分：框架》和

GB/T 19488.1—2004《电子政务数据元  第1部分：设计和

管理规范》等。 

（三）第三章：术语和定义 

本章节给出了标准编制过程中涉及到的术语和定义，包

括数据、数据元、电子政务数据元、值域、数据类型、数据

格式、关系、公共基础信息等。与 2015 版标准相比，增加

了“公共基础信息”的定义；修改了“数据”“数据元”“数

据类型”“数据格式”和“关系”的引用标准；将“关系”

中的表示格式移到了第 5.3 节的表 3，以更符合标准的编写

格式要求。 

（四）第四章：内部标识符的编码规则 

由于标准由 2015 版的 4 个部分增加到了现有的 7 个部

分，因此本章节在表 1中增加了相应的分类码，即电子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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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和地理空间。 

（五）第五章：数据元的数据类型、数据格式和关系 

本章节在2015版标准的基础上，对“a=字母字符”增加

了“包括汉字、外文字母和特殊字符”的备注说明，以明确

其他各类字符的数据格式。增加了5.3节“关系”，将2015

版标准的相应内容转移到此处，并增加了“包含关系”。 

（六）第六章：数据元的分类 

由于本次修订对数据元采用了分级管理，以明确数据元

管理的优先级，因此本章节对基础数据元、扩展基础数据元

和扩展数据元的定义描述进行了修改，并明确本系列标准只

包含前两类基础信息 

（七）第七章：数据元的属性 

2015 版标准中数据元的属性为 16 个，本着精简实用的

原则，同时参考其他标准，本章节将其调整为 12 个。新增

了“同义名称”和“数据来源部门”，其中后者是为了解决

“一数一源”的问题，以确定各数据元的来源部门。删除了

“中文全拼”“英文名称”“语境”“对象类词”“特性词”

和“表示词”，其中，“中文全拼”只是数据元的拼音，并

没有太大意义，在数据元名称较长时还面临截短处理的问题；

对于一些数据元的“英文名称”并没有各界一致认同的翻译，

如果在标准中进行明确规定，会造成不必要的困扰，且对于

后续实施并没有什么帮助；“语境”的属性是多余的，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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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各部分的数据元来说，其定义已经对该数据元的内涵进

行了准确解释；“对象类词”“特性词”和“表示词”在数

据元的定义中也已经进行了准确解释，每个数据元所描述的

对象、该对象所属的特性、所表示的数据元类型均较为明确，

无需再新设三个属性进行重复描述。。 

（八）数据元管理的指导原则 

本章节沿用了 2015 版标准的内容。 

（九）数据元的管理要素 

本章节沿用了 2015 版标准的内容。 

（十）数据元管理的相关角色和职责 

与 2015 版标准相比，本章节的“数据元管理机构”进

行了简化，内部不再细分为三个角色，这是由于内部角色的

划分更多是属于数据元管理机构的内部职责分工，而本文件

主要是协调各个部门之间的协作机制。 

（十一）数据元的归集、管理和应用流程 

本章节根据第 10章的修改，对 2015 版标准进行了相应

的调整，删除了其中的各项数据元管理流程，主要表述每项

数据元如何归集、进行抽取清洗优化、并面向各部门开展数

据服务的整个流程图。 

（十二）标准各部分相互关系 

由于新增了电子证照、公共信用、地理空间三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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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章节在 2015 版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体现了各部分

之间的引用关系。 

三、附则 

本文件由深圳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提出并归口，起草

单位有深圳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深圳市大数据资源管理

中心、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