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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36625《智慧城市 数据融合》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第1部分:概念模型;
———第2部分:数据编码规范;
———第3部分:数据采集规范;
———第4部分:开放共享要求;
———第5部分:市政基础设施数据元素。
本部分为GB/T36625的第4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通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85)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信息科学研究院、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公司、智慧神州(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贾雪琴、臧磊、蒲菊华、崔昊、王琦、胡媛、张博钧、李赟、封顺天、毛峻岭、袁媛、

秦永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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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 数据融合
第4部分:开放共享要求

1 范围

GB/T36625的本部分规定了智慧城市数据融合开放共享的基本模式、业务需求、特征和技术要

求等。
本部分适用于规范智慧城市数据融合过程中相关数据的开放和共享。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数据开放 dataopening
数据拥有方将数据向政府政务部门、企业单位和城市公众等相关方开放。

2.2
数据共享 datasharing
在一定的条件下,数据拥有方将数据与相关方共同使用。
注:根据不同共享类型,分为无条件共享、有条件共享以及不予共享。

2.3
元数据 metadata
定义和描述其他数据的数据。
[GB/T18391.1—2009,定义3.2.16]

2.4
数据模型 datamodel
数据的图形或者文字性表示,指明其特性、结构和相互间关系。
[GB/T18391.1—2009,定义3.2.7]

3 概述

3.1 智慧城市的数据开放共享,是指相关方在智慧城市建设、管理、运营以及提供和使用智慧城市服务

过程中所产生、制作、获取、拥有的数据,按照一定的规则,在某一相关方内部或相关方之间流转的行为。

3.2 智慧城市相关方主要包括:
———政府政务部门:主要指政府部门及法律法规授权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
———企业单位:主要指各类企业以及其他不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机构团体等;
———城市公众:主要指城市市民个体。

3.3 智慧城市数据融合开放共享的适用对象可包括:
———政府政务相关部门信息系统:作为政府政务部门的信息化设施,一方面支撑部门内部信息传

达、信息存储和信息操作,另一方面在法律法规的指导下,分级别、分权限将信息开放给其他智

慧城市相关方;同时,从其他相关方系统获取有益于城市管理和治理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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