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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处理和应用
规范（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根据《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批准下达 2023年第二批广

东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粤市监标准〔2023〕591号），

由广东省投资和信用中心、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数字广东网络

建设有限公司负责《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处理和应用规范》

编制工作。

二、编制背景、目的和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工作。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

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提出科学界定公共信用

信息纳入范围和程序、加强信用信息安全管理、加大个人隐私保

护力度，是推动社会信用体系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性文件。202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

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完

善信用标准体系，强化制度保障，推动社会信用体系规范化、高

质量发展。

为规范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应用，2021年 12月 16日，国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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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印发《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

（2021年版）》（发改财金规〔2021〕1827号），明确纳入公共信

用信息范围的 11类信息、应当依法审慎纳入的信息，以及重点归

集领域。2022年 12月 28日印发《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2022

年版）》（发改财金规〔2022〕1917号），进一步扩充公共信用信息

纳入范围，补充细化纳入依据，明确主体性质。2024年，国家发

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2024

年版）》（发改财金规〔2024〕203号），提出合法、正当、必要、

最小化原则，保护个人隐私，加强信息安全，切实保护信用主体

合法权益。

2022年 12月 21日，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广东省政务服务数

据管理局联合印发《广东省公共信用信息目录（2022年版）》（粤

发改投信函〔2022〕1954号）、《广东省公共信用信息归集规范》

（GDZW 0007）。在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的框架下，规范了

全省公共信用信息的范围，各地各部门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名称、

数据来源、覆盖范围、纳入依据等内容。虽然目录对自然人公共

信用信息归集范围进行规范，但信息存储、加工、传输、删除、

更正、访问控制、公开、共享、查询等处理、应用应遵循的原则

和要求仍需明确。

制定《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处理和应用规范》，也是落

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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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等法律法规在数据处理工作要求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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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举措，其意义体现在：

1. 有利于规范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归集行为

标准从保护信息主体权益的角度规范了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

归集行为，规定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明

确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归集范围，并对信息归集过程进行规范。

2. 有利于强化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规范化管理

标准对归集后的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存储、加工、传输、删

除、更正、访问控制等处理都作了要求，明确信息处理应严格按

照程序进行，强化数据管理。

3. 有利于保护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安全

为防止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出现滥用、盗用以及泄露等情况，

标准从信息公开、信息共享、信息查询、个性化展示、用户画像

等多个方面对信息的应用进行说明和要求，保障自然人公共信用

信息的数据安全，保护主体权益。

三、编制思路及依据

本标准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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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等要求，以问

题为导向，以目标为导向，结合信用广东平台的建设运营情况，

明确了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处理和应用全流程要求，编制

符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

结构和起草规则》。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参考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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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1月 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2021年 6月 1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2021年 8月 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2021年 3月 18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

——GB/T 22117—2018 信用 基本术语

——GB/T 22239—201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

本要求

——GB/T 34830.1—2017 信用信息征集规范 第 1部分：总则

——GB/T 35273—2020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GB/T 39444—2020 公共信用信息标准总体架构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全国公共信用

信息基础目录（2024年版）》和《全国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2024

年版）》的通知（发改财金规〔2024〕203号）

——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公共数据

脱敏规范》的通知（粤政数函〔2022〕355号）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关于印

发《广东省公共信用信息目录（2022年版）》的通知（粤发改投信

函〔2022〕1954号）



— 5—

四、主要内容说明

（一）适用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的基本内容，规定自然人

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存储、加工、传输、删除、更正、访问控制

处理，公开、共享、查询应用，信息安全及申诉异议应遵循的原

则和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广东省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处理和应用

活动。

（二）关于标准的属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地方标准不涉及强制性

标准，因此本规范作为推荐性地方标准发布。

（三）有关条款说明

1.标题

根据《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批准下达 2023年第二批广

东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粤市监标准〔2023〕591号），

本标准名称为“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处理和应用规范”。

2.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对公共信用信息、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敏感个人信

息进行定义。

3.主要内容

第四章主要规定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处理和应用的基

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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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主要规定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处理和应用的总

体要求。

第六章主要规定信息基本内容，包括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和

敏感个人信息的信息类别等。

第七章主要规定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的归集要求。

第八章主要规定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的存储、加工、传输、

删除、更正、访问控制的处理要求。

第九章主要规定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的公开、共享、查询、

个性化展示、自动决策等应用要求。

第十章主要规定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的安全要求。

第十一章主要规定申诉异议机制和流程。

五、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

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在国家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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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指导文件，《GB/T

34830.1—2017 信用信息征集规范 第 1 部分 总则》《GB/T

35273—2020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等可作为参考引

用文件。在省层面，依据为《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目前尚未

出台强制性标准，该标准在规范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处理

和应用方面具有引领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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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标准有何先进性或特色性

广东率先探索编制《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处理和应用

规范》，有利于强化广东省对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的规范化管理，

保障相关信用主体合法权益，保护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安全，将

为规范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处理和应用提供有益探索，丰

富地方实践经验，推动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七、标准调研、研讨、征求意见情况

本标准的编制工作过程：

（一）成立起草小组

为有效开展《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处理和应用规范》

编制工作，由广东省投资和信用中心牵头，数字广东网络建设有

限公司、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共同组成起草小组，负责标

准的调研、研讨、起草、修订等。

（二）开展前期研讨

2023年 11月，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

局印发广东数字政府标准规范《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处理

和应用规范》，起草地方标准具备一定基础，起草小组进一步查

阅相关资料，包括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

对收集资料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分析。

（三）形成标准初稿

根据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等参考资料，

结合“信用中国”网站、“信用广东”平台工作实际，经过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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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研讨会，于 2024年 4月形成《自然人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处

理和应用规范》初稿。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无重大意见分歧。

九、技术指标设置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本标准的内容经过反复研讨、论证和征求意见，内容科学、

切实可行。

十、与国际、国家、行业、其他省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

情况

无。

十一、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未涉及专利。

十二、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十三、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实施后，建议行业主管部门和标准化主管部门下发至

各市、县（区）社会信用主管部门，宣贯标准文件，倡导积极使

用本标准。标准起草单位和信用行业协会联合举办标准宣贯培训

班，开展贯标咨询服务，标准起草单位提供专家顾问支持。通过

行业协会呼吁有关会员主动学习、遵守本标准，最终形成行业默

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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