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自助终端应用系统技术要求》 

编制说明 
 

1、任务来源 

本标准是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市监〔2018〕53 号文的

要求安排实施的。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要求，本标准由深圳市金融科技协

会、深圳怡化电脑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合众金融设备服务有限公司负

责起草。 

2、标准研制的背景和意义 

1）背景 

近年来，随着金融自助设备的飞速增长和金融机构转型创新的不

断升级，我国金融自助终端软件的国产化技术也取得了快速发展，国

产化金融自助终端软件系统的市场份额逐渐加大。 

当前金融自助终端应用系统产品化存在诸多问题，阻碍了金融机

构终端业务快速创新和推广。如： 

a) 应用系统产品化开发和运维过程复杂、难度大，对开发人员

的要求高，需要专业级别的编码人员。 

b) 软件更新和版本升级日益加快，导致应用系统代码版本呈几

何级数增长。软件升级与运维代码版本的控制问题难以解决，

软件运维代价大。 

c) 无法平滑过渡到国产操作系统平台，不能满足当前金融软件

国产化的发展要求。 

d) 银行业务数量增加造成平台组件日趋臃肿，难以维护，最终



导致平台功能退化。 

e) 不同设备的兼容性问题难以解决。 

国内应用系统还没有国家或行业标准，金融自助终端软件行业无

序竞争较为严重，需要一个科学可行的标准以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2）意义 

目前的金融自助终端软件行业无论是生产环节，还是市场销售环

节和质量管理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既不利于银行进行转型创新

工作，又阻碍了金融自助终端软件市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本标准规定的应用系统，可有效解决当前应用系统产品化存在的

问题，提高应用系统的设计质量和技术水平，节约应用系统的开发设

计成本和维护成本，降低应用系统的开发和运维的技术门槛，为金融

自助终端软件的生命周期提供技术保障。 

本规范可适用于国内金融自助终端应用系统的设计、测试、维护

和验收，为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应用系统的招标和选型，提供依据，

为其他自助终端应用软件的设计和验收，提供技术参考。 

3、主要编制过程 

1）2018年 1 月至 4月，对金融自助终端的应用系统进行调研和

分析 

标准编制前，起草组调研了全国各金融机构使用的应用系统情况，

收集了相关的国家和行业标准。 

2）2018 年 5 月至 2019 年 2 月，编制标准，对标准初稿进行多

次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在深圳市金融科技协会的组织下，起草组联合多家金融机构专家，

共同对标准进行编制。并于 2019 年 1 月，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内部意



见征集，修改完善后开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3）2019年 2 月至 3月，标准征求意见稿在深圳市金融科技协会

的官网上公示，征集各方意见。 

  公示期间，起草组通过电话、微信、会谈等渠道，分别与金融

机构专家进行沟通，收集意见。 

4）2019 年 4 月，汇总收集的修改意见，对标准进行重新编排，

形成标准送审稿。 

4、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分为以下8个章节,分别说明如下： 

1） 范围 

明确了本标准的标准化对象是金融自助终端的应用系统，标准的

内容包括应用系统的总则、技术架构、技术要求及安全性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本标准所引用的规划性文件，包括： 

GB/T 18789.1  信息技术 自动柜员机通用规范 第 1 部分:设备 

GB/T 18789.2  信息技术 自动柜员机通用规范 第 2 部分:安全 

GA 1280 自动柜员机安全性要求 

JR/T 0002 银行卡自动柜员机（ATM）终端技术规范 

JR/T 0120.3 银行卡受理终端安全规范 第 3 部分：自助终端 

3） 术语和定义  

为使标准在实施过程中不会引起歧义，本章在适用GB/T 18789.1、

JR/T 0002 的同时，对“金融自助终端”、“金融自助终端应用系统”

做了定义。  

4） 缩略语 



为方便标准的编写，统一标准中的符号及缩略语，本章列出了本

标准正文中用到的全部缩略语。 

5） 总则 

对应用系统的设计提出了总体要求。 

6） 技术架构 

对应用系统的技术架构提出了要求，给出了金融自助终端应用软

件的技术模型参考图。 

7） 应用系统技术要求 

分别对应用系统的中间件层、平台层及业务层提出了要求。 

8） 应用系统安全性要求 

分别对设备控制安全、硬盘读写安全、业务流程安全以及密钥安

全提出了要求。 

5、主要分歧条款的处理和依据 

本标准在研制过程中主要有两处有分歧。 

1）对系统支持操作系统的要求。 

一种意见认为标准应尽可能具有开放性，有利于国内技术和国

际接轨，将国产操作系统置于国际其他商用操作系统平等位置进行处

理。 

另一种意见认为当前阶段应重点突出对国产操作系统的支持，

尤其是国家相关政策已经对金融行业的软件国产化提出了明确要求。 

经专家们讨论决定，标准中应明确规定对国产操作系统支持，

支持和引导终端应用软件国产化技术。故在标准 5.2 条中明确“系统

应支持国产操作系统，宜实现在各操作系统之间平滑切换”。 

2）金融自助终端技术参考模型 



最初起草组考虑软件生产平台技术在金融行业虽然已经大批

量应用，但是考虑到国内各企业技术实际，作为非强制性标准条文，

比较具体的参考模型，对国内企业的技术指导价值更大，更容易被企

业接受和采纳，有利于终端应用标准化技术的实现和推广。最初版的

技术参考模型如图 1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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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专家意见征集会上，专家们认为模型过细，会影响标准的适用

性，建议进一步抽象。 

经修改后的技术参考模型如图 2示。同时，标准中对外部系统、



业务层、平台层、中间件等内容，不再做具体规定。将标准软硬结合

层，修改为设备驱动层，并不再举例其设备模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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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6、社会影响 

金融自助终端应用系统目前没有相关的国家及行业标准，行业无

序竞争严重，应用系统平台良莠不齐。 

本标准所规定的应用系统，可基于软件开发平台生成，采用非编

码或极少编码，以图形化、可视化的方式，让复杂的应用系统开发简

单化，且能控制软件版本数量，适应金融业务快速创新的时代发展，

尤其是能够大幅度降低应用系统工程化和运维的成本和技术门槛，对

行业技术发展具有较大的指导价值，并可以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 

 

标准工作组    

2019 年 4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