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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标准总体架构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公共信用信息标准总体架构的基本原则、总体架构和应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主体开展的公共信用信息标准化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3016 标准体系表编制原则和要求

GB/T20000.1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1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术语

GB/T22117 信用 基本术语

GB/T35431 信用标准体系总体架构

3 术语和定义

GB/T13016、GB/T20000.1、GB/T22117和GB/T3543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

文件。

3.1 
公共信用信息 publiccreditinformation
依法行使公共职能的部门履行职责、提供服务过程产生的有关各类主体的信用信息。
注:依法行使公共职能的部门包括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依法行使公共管理(服务)职能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

织等。

3.2 
标准 standard
通过标准化活动,按照规定的程序经协商一致制定,为各类活动或其结果提供规则、指南或特性,供

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文件。
注1:标准宜以科学、技术和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

注2:规定的程序指制定标准的机构颁布的标准制定程序。

注3:诸如国际标准、区域标准、国家标准等,由于它们可以公开获得以及必要时通过修正或修订保持与最新技术水

平同步,因此它们被视为构成了公认的技术规则。其他层次上通过的标准,诸如专业协(学)会标准、企业标准

等,在地域上可影响几个国家。

[GB/T20000.1—2014,定义5.3]

3.3 
标准化 standardization
为了在既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促进共同效益,对现实问题或潜在问题确立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

的条款以及编制、发布和应用文件的活动。
注1:标准化活动确立的条款,可形成标准化文件,包括标准和其他标准化文件。

注2:标准化的主要效益在于为了产品、过程或服务的预期目的改进它们的适用性,促进贸易、交流以及技术合作。

1

GB/T39444—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