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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重庆市公共数据分类分级原则、要求、维度与

方法。

本指南适用于本市范围内公共数据的分类分级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是本指南的重要参考依据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指南。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指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重庆市数据条例》

GB/T 7027-2002 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GB/T 10113-2003 分类与编码通用术语

GB/T 21063.4-2007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

GB/T 25069-2010 信息安全技术 术语

GB/Z 28828-2012 信息安全技术 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

个人信息保护指南

GB/T 35295-2017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术语

GB/T 37988-2019 信息安全技术 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模型

GB/T 35273-2020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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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8667-2020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数据分类指南

GB/T 4754-2017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南。

3.1 公共数据

公共数据是指国家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

务职能的组织（以下称政务部门）为履行法定职责收集、制作的数

据，及医疗、教育 、供水、供电、供气、通信、文旅、体育 、环境

保护 、交通运输等公共企业事业单位（以下称公共服务组织）在提

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收集 、制作的涉及公共利益的数据。

3.2 数据分类

按照公共数据具有的某种共同属性或特征（包括数据对象、

重要程度、共享属性 、开放属性、应用场景等），采用 一定的原

则和方法进行区分和归类 ， 以便于管理和使用公共数据。

3.3 数据分级

按照公共数据遭到破坏（包括攻击 、泄露 、篡改 、非法使用

等）后对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公共利益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的合法权益（受侵害客体）的危害程度对公共数据进行定级，

为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安全策略制定提供支撑。

3.4 分类维度

用于实现公共数据分类的某个或某些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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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分级维度

用于实现公共数据分级的某个或某些共同特征。

4 总体要求

4.1 数据范围

本市区域范围内政务部门和公共服务组织，在依法履行职责

过程中获得的各类数据资源。

医疗、教育、供水、供电 、供气、通信、文旅、体育、环境保

护 、交通运输等公共企业事业单位涉及公共属性的数据 ，参照适

用本指南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法律、法规、规章对统计数据、地理信息数据、不动产数据、

公共信用数据等公共数据已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没有规定的 ，

参照适用本指南，涉及国家秘密的数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守国家秘密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4.2 组织保障

应建立公共数据分类分级组织保障体系，明确相关部门的组

织领导、业务管理 、安全管理等职责和人员岗位角色要求。

4.3 制度保障

应建立公共数据分类分级制度保障 ， 明确分类分级的原则、

方法和要求，确立日常管理流程和操作规程，制定考核评价等机

制。

4.4 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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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技术手段实现公共数据安全分类分级的人工/自动属性

标识 ，应通过人工/自动方式维护公共数据资源目录 ，定期对公

共数据安全属性进行评审和修订。

5 数据分类

5.1 分类原则

a ）科学性原则：按照公共数据的多维特征及其相互间存在

的逻辑关联进行科学、系统化的分类 ，分类规则相对稳定。

b）规范性原则： 所使用的词语或短语能准确表达数据类目

的实际内容 、内涵和外延 。相同概念的用语应保持一致 。用语标

准、简洁。

c ）实用性原则： 类目划分应结合现实需求 ，符合用户对公

共数据分类的普遍认知。每个类目下都有公共数据，不设没有意

义的类目。

d）扩展性原则： 应充分考虑发展趋势 ，定期征询相关专家

组织意见 ， 完善和调整数据类目设置和层级划分。
e ）唯一性原则： 同一分类维度内 ， 同一条公共数据只分入

一个类别。

5.2 分类维度

公共数据分类维度分为数据管理 、业务应用、安全保护 、数

据对象等。

5.2.1 数据管理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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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数据管理维度应从元数据角度对其进行分类。包括但不

限于数据产生频率、数据体量、数据产生方式、数据结构化特征、

数据存储方式、数据质量要求等分类维度。

5.2.1.1 根据数据产生频率和数据体量

按产生频率分类是指根据数据产生的频率（单位时间内产生

的数据量或达到指定数据量的频率）对数据进行分类。

根据数据产生周期可分为每秒、分 、时、天、周、月、季度、

半年 、年，不定期，不更新数据等；根据单位周期中数据的产生

量，可以以记录条数表示或者以数据占用空间表示，如百万条记

录、千万条记录、GB 级数据、TB 级数据等。

5.2.1.2 根据数据产生方式

按公共数据产生方式可包括人工采集数据、信息系统产生数

据、感知设备产生数据 ，原始数据、二次加工数据等。

5.2.1.3 根据数据结构化特征

按公共数据的结构化特征，可分为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

据和非结构化数据。

5.2.1.4 数据存储方式

根据公共数据储存方式可分为：关系型数据库存储数据、键

值数据库存储数据、列式数据库存储数据 、 图数据库存储数据、

文档数据库存储数据等。

5.2.1.5 数据质量要求

5.2.1.1
5.2.1.2
5.2.1.3
5.2.1.4
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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