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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

重要内容。标准化可为数字乡村建设发挥引领性、支撑性作

用。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数

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加强数字乡村标准化建设，指导当

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数字乡村标准化工作，特制定本指南。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加快构建统一、融合、开放的数字乡村标准体系，优化标准

规划布局，增加标准有效供给，强化标准应用实施，以标准

化建设引领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

设数字中国提供有力支撑。

（二）基本原则

科学规划，协同推进。完善数字乡村标准体系顶层设计，

明确标准化工作的总体思路、预期目标和重点任务。系统梳

理数字乡村标准化需求，注重跨部门、跨层级、跨行业、跨

领域工作协同，有序推进标准化各项工作。

夯实基础，强化应用。紧密贴合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需

求，加快推动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资源、信息系统建设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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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标准的研制，着力增加农业信息化、乡村数字化等应用标

准的有效供给，持续提升标准的先进适用水平。

因地制宜，按需发展。充分考虑不同区域发展需求，根

据各地发展基础、技术条件和资源禀赋，按照急用先行、急

需先用的思路推进数字乡村标准制定和应用实施。

立足国情，开放合作。遵循乡村发展规律，鼓励国内标

准化技术组织、科研院校、企事业单位和产业联盟加强标准

技术交流与合作，统筹产学研用各方力量，积极参与国内外

标准化活动。

（三）建设目标

到2025年，初步建成数字乡村标准体系。重点领域标准

制修订工作步伐加快，基本满足数字乡村建设需求，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应用多点突破，地方标准、团体标准研究同步

实施，打造一批标准应用试点，形成标准支撑和引领数字乡

村发展的良好局面。

二、基本框架

（一）数字乡村标准体系结构

数字乡村标准体系结构包括A基础与通用、B数字基础设

施、C农业农村数据、D农业信息化、E乡村数字化、F建设

与管理、G安全与保障等七个部分，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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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数字乡村标准体系结构

其中，A基础与通用标准主要围绕术语、参考架构、评

价模型等方面，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农村数据和应用

领域标准提供运作框架。

B数字基础设施标准主要围绕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农业

农村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

升级等方面，为全面提升农业农村信息化水平提供基础设施

保障。

C农业农村数据标准主要围绕涉农数据资源、数据治理、

数据服务等方面，为数字乡村各类应用场景提供数据资源和

数据服务支撑。

D农业信息化标准主要用于指导农业生产、经营、管理、

服务等方面信息化建设，是标准体系应用“主战场”和“绩效

点”。

E乡村数字化标准主要用于指导乡村产业、文化、治理、

公共服务、环境监测等方面数字化转型，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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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城乡融合发展。

F建设与管理标准主要包括规划设计、投资建设、运营

管理等标准，用于指导数字乡村相关信息系统和平台全周期

工作，体现建设、运营、管理并重的新理念。

G安全与保障标准主要包括安全管理、技术应用安全、

数据安全等标准，用于保障数字乡村相关信息系统、业务数

据和农村居民个人信息的安全。

（二）数字乡村标准体系框架

数字乡村标准体系框架由基础与通用、数字基础设施、

农业农村数据、农业信息化、乡村数字化、建设与管理、安

全与保障等七部分组成，如图2所示。

图2 数字乡村标准体系框架

三、建设内容

（一）基础与通用标准

主要包括术语、参考架构、评价模型等标准。

1. 术语标准

主要统一数字乡村相关概念认识，形成数字乡村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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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语言基础。

2. 参考架构标准

主要描述数字乡村利益相关方、业务、管理、技术、数

据、应用等组成要素，规范其相互关系，为在不同情况下规

划和设计数字乡村应用系统提供参考。

3. 评价模型标准

主要规范数字乡村发展评价模型、指标体系和实施方

法，确保评价工作与建设实践、现状和趋势相适应，评价方

法与流程客观公正合理，以评价促建设。

（二）数字基础设施标准

主要包括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农业农村天空地一体化监

测网络、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升级等标准。

1. 农村网络基础设施标准

主要规范农村地区光纤网络、移动宽带网络、电话、广

播电视和农业专用网络等方面的共建共享、基础网络服务以

及跨网服务整合。包括网络共建共享、网络性能和服务质量

要求、网络服务状态监测、农业专网与政务网络及互联网整

合要求、跨网络数据传输服务等标准。

2. 农业农村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标准

主要规范北斗导航定位、遥感摄影测量、农用无人驾驶

航空器、农业物联网、卫星通信等技术相关装备、系统及各

类传感器所构建的一体化网络，促进多部门、多业务调查监

测数据与物联网感知信息融合，以便于及时观察和监测农业

生产、农村生活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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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 农业物联网标准建设重点

物联网感知和控制标准。重点开展大田、畜牧、渔业、设施农业

等各类物联网感知设备的分类、数据协议、接口，以及墒情、苗情、

病虫情、灾情等环境感知和监测中的数据采集等标准研制。

物联网应用标准。重点开展各类农业物联网应用系统的平台架

构、功能要求、数据格式、应用接口、测试和运营等标准研制。

3.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升级标准

主要规范农村地区水利、气象、交通、电网、物流等公

共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升级。包括农村地区水利基础设施智

能化改造升级、气象防灾减灾信息发布和订制服务、公路数

字化管理、交通客运出行服务、电网监测保护和电力资源调

度、农产品仓储冷链设施信息化、乡镇物流服务站信息化建

设、村级电商服务站点建设、乡镇环境监测站信息化建设等

标准。

（三）农业农村数据标准

主要包括数据资源、数据治理、数据服务等标准。

1. 数据资源标准

主要包括基础库、专题库标准。

（1）基础库标准。主要规范与人口、法人、自然资源、

地理空间、信用等国家基础数据相关联的农业农村数据资

源，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包括农村居民、农

户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数据，农村耕地、土壤、宅基地、林

地、草原、渔业水域等自然资源数据，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信

用数据等标准。

（2）专题库标准。主要规范与农业生产经营、农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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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管理和服务相关的数据资源。包括农产品分类信息、农业

种质资源数据、农机装备与作业数据、定位信息、农业投入

品信息、农产品市场交易信息、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乡村

土地数据类型划分、土地调查数据、国土空间规划数据、农

村集体资产数据、农村生活环境信息、农村居民文化活动信

息、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生计资产、生产经营

记录、农业遥感影像数据、农业气象观测和预报数据、水利

监测和专项业务数据、农业生产生活污染物排放数据、大气

污染物排放信息等标准。

专栏 2 农业农村大数据标准建设重点

农业自然资源数据标准。重点开展耕地基本信息标准研制，主要

规范地块权属、面积、空间分布、质量、种植类型，以及渔业水域空

间分布、渔船渔港和渔业航标等渔业数据。

农业种质资源数据标准。重点开展全国重要农业种质资源数据标

准研制，主要规范农作物、畜禽、水产、微生物等种质资源监测，以

及动植物表型和基因型鉴定评价，积累优异种质、优异基因图谱数据。

农村集体资产数据标准。重点建立健全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体

系，主要规范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产权制度改革、集体经济组织

登记、集体资产财务管理等。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数据标准。重点建立健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

场体系，主要规范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与管理、流转交易品种

和行为、服务功能和数据应用共享等。

农村宅基地数据标准。重点开展全国农村宅基地数据库标准研

制，主要规范宅基地单元、空间分布、面积、权属、限制及利用状况

等数据。

农业经营主体数据标准。重点开展农业经营主体身份、就业、生

产管理、补贴发放、投入品使用、培训营销等多种信息为一体的基础

数据标准研制，逐步实现农业经营主体全覆盖和生产经营信息动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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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农业耕地土壤数据标准。重点开展土壤数据库、数据处理与成果

标准研制，主要规范土壤类型图、土壤质量等级图等土壤空间数据和

物理、化学、生物等指标属性数据分类。

2. 数据治理标准

主要规范乡村数据资源梳理和归并、数据开放共享、数

据全生命周期管理、数据质量管理、数据资产化管理等方面

的建设及要求。包括数据字典、数据分类、数据编码、数据

开放共享、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数据质量管理、数据资产

管理等标准。

3. 数据服务标准

主要规范乡村数据服务、数据系统、应用支撑平台、数

据服务流程和服务能力评估等方面的建设及要求。包括数据

系统建设基本要求、数据服务管理要求、数据服务目录、数

据服务需求登记、数据平台架构、数据平台技术要求、数据

平台接口要求、数据开放架构、数据展示发布、数据分析应

用、数据资产评估、数据管理评估、数据交易流通等标准。

（四）农业信息化标准

主要包括农业生产信息化、农业经营信息化、农业管理

信息化、农业服务信息化等标准。

1. 农业生产信息化标准

主要包括育种信息化、农业行业生产信息化、农业绿色

生产信息化、农机信息化等标准。

（1）育种信息化标准。主要规范农业数据资源和信息

技术在种业全产业链中的应用。包括农作物、畜禽家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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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育种与筛选信息化等标准。

（2）农业行业生产信息化标准。主要规范信息技术和

农业数据资源在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生产过程中的应用。

包括高标准农田、大田种植和设施农业生产信息化、动物疫

病信息化监测、畜牧养殖信息化监管、水产养殖捕捞信息化、

渔业资源和渔船渔港信息化管理、渔业养殖和捕捞信息化管

理等标准。

（3）农业绿色生产信息化标准。主要规范物联网、人

工智能、区块链和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全过程中的

应用，确保农产品生产质量安全可控，防止或降低农业面源

污染及水污染。包括经营主体信息采集分析、生产过程信息

采集分析、农业投入品流向信息采集分析与监管监测、公众

评价投诉信息采集分析、农业投入品可追溯管理、渔船大气

污染物排放等标准。

（4）农机信息化标准。主要规范传感器、物联网、云

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机械和农业生产经营中的应用。

包括信息化装备要求、机械化信息化融合管理要求、机械化

信息化融合作业服务要求、农机管理服务平台建设等标准。

专栏 3 农业信息化标准建设重点

智慧种植标准。重点开展智能感知、分析、控制等技术和装备在

大田种植、设施农业领域的集成应用标准研制。

智慧畜牧标准。重点开展环境感知、精准饲喂、粪污清理、疫病

防控等方面设备智能化升级标准研制。

智慧渔业标准。重点开展水质在线监测、智能增氧、精准饲喂、

尾水处理、疫病防控、水产品分级分拣等方面的技术应用标准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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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业经营信息化标准

主要包括农产品加工信息化、农产品市场信息化监测、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化、农产品价格指数等标准。

（1）农产品加工信息化标准。主要规范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信息技术在农产品采后商

品化处理、贮藏、加工等过程中的应用。包括农产品信息采

集、农产品分级及认证、农产品加工设施设备数字化、农产

品包装和处理信息化等标准。

（2）农产品市场信息化监测标准。主要规范自动定位

匹配、信息智能识别与数据规则验证等技术，以及信息采集

设备和系统在支撑农产品市场经营和销售等相关活动中的

应用。包括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农产品品牌信息及其他

农产品市场信息采集与处理、监测与预警指标、信息发布与

管理等标准。

（3）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化标准。主要规范信息

技术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平台建立和质量安全管理

实施中的应用。包括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平台建设，可

追溯食用农产品分类目录、编码标识、操作规范、数据格式、

接口规范、信息管理，农产品全过程追溯系统评价等标准。

（4）农产品价格指数标准。主要规范大数据、云计算

等信息技术在农产品价格指数数据资源库建设、数据处理、

指数计算、指数产品开发等方面的应用。包括数据采集与处

理、农产品价格指数计算、农产品价格指数调整、农产品价

格指数发布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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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业管理信息化标准

主要包括农产品系统管理信息化、农业风险管理信息

化、农业行政执法信息化等标准。

（1）农产品系统管理信息化标准。主要规范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信息技术在农产品信

息系统管理中的应用。包括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管理、农产

品基本信息系统管理、农产品流通系统管理等标准。

（2）农业风险管理信息化标准。主要规范互联网、大

数据、北斗导航、物联网、农业遥感等信息技术在自然风险、

生物风险、市场风险管理中的应用。包括农业风险识别、评

估、预警和管理（涉及风险规避、风险转移和风险应对等）

等标准。

（3）农业行政执法信息化标准。主要规范互联网、大

数据、北斗导航、农业遥感等信息技术在种子、农药、饲料、

兽药、肥料、农产品质量安全、渔业渔政、动植物疫情防控、

农村宅基地管理等领域违法案件监督执法中的应用。包括农

业综合行政执法信息系统建设、跨区域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指

挥调度平台建设、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信息化管理等标

准。

4. 农业服务信息化标准

主要规范农业服务主体提供服务过程中的信息化技术，

强化农业产前、产中、产后信息化服务能力。包括农业生产

管理信息服务、农产品市场流通信息服务、农业科技教育信

息服务、农业资源环境信息服务等方面所涉及的信息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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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分析、数据管理与应用、信息系统建设与运维等标准。

（五）乡村数字化标准

主要包括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文化数字化、乡村治理

数字化、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乡村环境监测数字化等标准。

1. 乡村产业数字化标准

主要包括农村电子商务、乡村智慧旅游、农村数字金融

等标准。

（1）农村电子商务标准。主要规范利用电子商务整合

产业链资源，引导涉农电商参与主体规范交易行为，为涉农

企业和农产品产地市场提供营销、物流和仓储等各类支撑服

务。包括农产品仓储物流数字化、农产品交易、农产品质量

及产地认证、农产品冷链体系建设等标准。

（2）乡村智慧旅游标准。主要规范引导信息技术在乡

村旅游、休闲农业等农村新业态中的应用。包括相关资源信

息在线发布、传播推广、在线体验、运营、监管服务等标准。

（3）农村数字金融标准。主要规范涉农信贷、保险等

金融服务。包括评估授信准则、涉农信贷系统建设和服务规

范，农业保险系统建设、精确承保、快速理赔，金融业务便

捷登记、流程优化、自助服务等标准。

专栏4 农村电商标准建设重点

农产品电商仓储物流数字化标准。重点开展电子商务场景下，农

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信息化、产品全链条智能物流体系、物流数字

化改造、数字化服务等方面的标准研制，推进农产品仓储物流全流程

数字化管理。

农产品电商交易标准。重点开展电子商务交易信息平台、交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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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资质要求、营销行为、服务规范信息描述发布、线上交易信息可追

溯等方面的标准研制。

农产品电商数字化质量认证标准。重点开展电子商务场景下，农

产品产地来源、基本信息、批次规格、分类编码、质量等级、品牌等

方面的数据化认证标识标准研制。

农产品冷链标准。重点开展农产品从田间采摘到预冷、冷库储存、

冷藏运输等全流程的物流管理标准研制，包括农产品冷链物流信息、

冷链物流设施设备、温控智能标签、冷链人员管理、全过程追溯技术、

追溯流程、问题产品召回等标准。

2. 乡村文化数字化标准

主要包括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乡村文化资源数字化、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等标准。

（1）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标准。主要规范县级广播电

视、报刊、新媒体等媒体资源的整合，以及涵盖媒体服务、

公共服务、增值服务等业务的融合媒体平台建设，促进融媒

体中心建设成果与新时代实践文明中心建设对接。

（2）乡村文化资源数字化标准。主要规范农耕文化、

乡村文物、名镇名村、传统村落、民风民俗等文化资源的数

字化采集、加工创作、可靠保存及对外宣传展示。包括乡村

数字文物资源库建设、乡村节庆文化资源采集整理、农村地

区文物资源信息采集、乡村文化资源服务等标准。

（3）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标准。主要规范农村数

字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网、数字农家书屋等文化服务平

台的建设，以及乡村文化推广、培训的技术要求。包括农村

数字博物馆平台建设、文化资源内容建设、乡村传统技艺培

训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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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乡村治理数字化标准

主要包括乡村“互联网+党建”、乡村“互联网+政务服务”、

网上村务管理、乡村“互联网+法律服务”、乡村社会治理信息

化、乡村公共安全管理数字化、智慧应急管理等标准。

（1）乡村“互联网+党建”标准。主要规范信息技术在农

村党建党务、监督、管理、学习、活动、宣传等工作中的应

用。包括网上党务管理、网上党课、党群公共服务、党建平

台建设等标准。

（2）乡村“互联网+政务服务”标准。主要规范“互联网+

政务服务”在农村地区的应用。包括涉农服务事项目录、乡村

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政务服务线上线下一体化、乡村政务

服务信息终端等标准。

（3）网上村务管理标准。主要规范村务在互联网平台

上公开的形式和内容，以及网上村务管理平台的建设要求。

包括村务管理平台建设、村务财务网上公开、村集体财务电

算化和托管、宅基地和农房数字化管理等标准。

（4）乡村“互联网+法律服务”标准。主要规范农村地区

通过网络开展的公共法律服务。包括线上普法宣传、线上法

律援助和公证服务、线上矛盾调解等标准。

（5）乡村社会治理信息化标准。主要规范农村社会治

理信息化、城乡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建设，以及数据挖

掘、人像比对等技术手段在乡村综合治理和公共服务等领域

的应用，指导基层治理信息采集、交换、共享、加工、研判

以及系统建设和管理。包括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础数据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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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城乡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规范等标准。

（6）乡村公共安全管理数字化标准。主要规范农村数

字化公共安全防控体系、突发事件风险监测与预警信息共享

等系统建设及应用。包括农村地区智能化视频采集系统建设

标准，以及信息技术在道路桥梁养护、地质灾害监测、道路

交通安全监管、传染病防控等领域的应用标准。

（7）智慧应急管理标准。主要规范物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自然灾害风险监测、隐患报

送、预报预警和应急资源调配中的应用。包括应急管理平台

应用标准，以及应急事件监测预警、信息报送、智慧调度、

分析评估、善后恢复等在内的全过程工作标准。

4. 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标准

主要包括乡村“互联网+教育”、乡村“互联网+医疗健康”、

乡村“互联网+人社”、信息无障碍和适老化、乡村信息服务站

点整合等标准。

（1）乡村“互联网+教育”标准。主要规范网络教育、信

息技术在乡村学校中的应用，以及相关人员数字化能力培

训。主要包括乡村学校教育教学、教育评价和生活服务信息

化、网络教育课程、乡村教师信息化教学和数字化能力培训、

在线教育质量要求、新型农民数字化能力建设培育等标准。

（2）乡村“互联网+医疗健康”标准。主要规范医疗信息

互联互通、远程医疗服务、智慧养老平台等方面的建设。包

括电子病历信息、电子检查检验报告互认、医疗卫生机构信

息化评级、远程医疗服务平台建设、远程会诊系统建设、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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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服务场所信息化、电子健康档案、智慧养老服务等标准。

（3）乡村“互联网+人社”标准。主要规范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等社会保

险服务、农村劳动力就业及职业培训服务、农村居民社会保

障卡等信息平台建设和服务。

（4）信息无障碍和适老化标准。主要规范针对老年人、

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信息服务。包括穿戴、家居和呼叫等智

能设备“适老化”，自助信息服务和移动终端信息服务支持要

求等标准。

（5）乡村信息服务站点整合标准。主要规范农村地区

政务、生产、生活、金融、物流等领域信息服务站点和设施

的整合建设。包括便民信息服务站点共建共用和基本功能、

自助服务终端、涉农信息服务整合要求等标准。

5. 乡村环境监测数字化标准

主要包括农村人居环境监测信息化、农村生态保护信息

化等标准。

（1）农村人居环境监测信息化标准。主要规范高清视

频、物联网、人工智能、图像识别等技术在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等方面的应用。包括农村生活垃圾收运数字化监管、

黑臭水体监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监测、农村生活取暖等废

气排放监测、农村地区地表水环境监测、饮用水水源环境监

测等标准。

（2）农村生态保护信息化标准。主要规范物联网传感

设备、人工智能、卫星遥感、高清视频远程监测等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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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田土壤、生产用水、排放气体进行的监测和评价。包括

农田环境、养殖环境、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污染物排放、

农业废弃物处理和利用等方面的监测标准，农作物秸秆焚烧

火点识别和监测标准，农业生态环境重要指数的数据采集、

监测标准，农牧交错生态系统脆弱区和敏感区评价、乡村气

候资源评估和开发利用标准等。

（六）建设与管理标准

主要包括数字乡村相关信息系统或平台的规划设计、投

资建设、运营管理标准。

1. 规划设计标准

主要规范数字乡村相关信息系统和平台的规划设计。包

括需求分析、总体规划、目标设计、实施计划等标准。

2. 投资建设标准

主要规范数字乡村相关信息化项目建设实施的各环节

程序。包括成本估算、建设部署、流程实施、质量和风险管

理、采购和招投标要求等标准。

3. 运营管理标准

主要规范数字乡村相关信息系统和平台运营管理的各

环节程序，确保建设达到预期目标，能够持续提供服务。包

括运营能力成熟度、运营方法、服务工具等标准。

（七）安全与保障标准

主要包括安全管理、技术应用安全、数据安全等标准。

1. 安全管理标准

主要包括信息安全管理体系、风险管理、运维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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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管理与应急处置、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等相关标准。

2. 技术应用安全标准

主要包括信息系统、网络平台、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等系

统安全标准，基础网络与架构、移动互联网、安全协议、新

一代移动通信等通信网络安全标准，以及云计算、大数据、

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安全标准。

3. 数据安全标准

主要包括数据分类分级、重要数据安全、应用与服务数

据安全、数据处理活动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标准。

四、建设路径

本指南主要指导国家、行业层面数字乡村标准化建设，

并对相关领域已发布或制定中的部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进

行了梳理（详见附表），供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有关行业

推进标准化工作时参考。同时，基于数字乡村标准体系框架，

结合标准制修订工作有关要求，提出以下具体建设路径：

（一）标准的应用

对于适用于数字乡村发展的现行标准，如数据治理、数

据安全等城乡通用标准，政府机构、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

和个人等主体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采用。在数字乡村建设

中，相关主体可通过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范建设实施的

各个环节，实现降本提质增效，进一步提炼形成标准应用的

示范案例，并可申请在对口的国家或行业标准化技术组织进

行宣贯，拓展相关标准的应用范围。同时，相关主体可申请

开展第三方检测认证和标准符合性测试，进一步深化其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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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扩大相关标准的影响力。

（二）标准的制定

对于数字乡村领域中缺失的关键亟需标准，政府机构、

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等主体可设置重点课题，推动

形成标准草案及立项建议，选择对口的国家或行业标准化技

术组织，提交立项申请。经过充分研讨、立项论证后，由国

家或行业标准化主管部门下达立项计划、由标准化技术组织

负责项目管理，相关主体牵头组织研制，结合技术趋势和实

践经验，持续优化标准内容起草，适时开展相关试验验证，

经公开征求意见、审查、报国家或行业标准化主管部门批准

后发布。

（三）标准的修订

对于不能完全适用于当前数字乡村建设的现行标准，政

府机构、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等主体可在充分调研

的基础上，评估和反馈标准实施情况，并向对口的国家或行

业标准化技术组织提出修订申请。标准化技术组织将定期组

织开展复审评议，明确标准确需修订后，由相关主体提出修

订立项申请。经过充分研讨、立项论证后，由国家或行业标

准化主管部门下达修订计划，由标准化技术组织负责项目管

理，相关主体牵头组织修订，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标准

内容，经公开征求意见、审查、报国家或行业标准化主管部

门批准后发布，原版本同期废止。

（四）标准的转化

对于数字乡村领域已实施应用且具有推广价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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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团体标准，政府机构、行业社团组织、企事业单位和

个人等主体可根据实际需要，组建标准转化研究团队，组织

开展相关调研，广泛征集各方面意见。在明确所需转化内容

后，相关主体可选择对口的国家或行业标准化技术组织，按

照标准制定的流程，推动相关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或行业标

准。

五、组织保障

加强统筹协调。依托数字乡村发展统筹协调机制，统筹

做好数字乡村标准化各项工作。建立健全数字乡村相关信息

系统共建和数据共享规则，强化跨部门、跨层级、跨行业、

跨领域之间的协调联动、政策协同和信息共享，合力推进数

字乡村标准体系建设。

加快标准研制。指导有关国家、行业标准化技术组织等

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制修订，做好应用标

准与基础通用标准、新制定标准与已发布标准的有效衔接。

引导地方、行业协会、产业技术联盟等与标准化技术组织加

强合作，因地制宜、多点并行推动数字乡村地方标准、团体

标准的制修订。

加大宣贯力度。充分利用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媒介，

以及数字乡村建设相关培训活动，强化对标准化建设的宣传

引导。探索将标准化建设纳入数字乡村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适时组织开展数字乡村标准化试点和评估评价，强化试点地

区重要标准的应用和推广。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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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已发布或制定中的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参考

序号 分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号/标准计划号 状态

A基础与通用

AA术语

1 1 村务管理 基础术语与事项分类 GB/T 41374-2022 已发布

2 2 特色农业 基础术语 GB/T 31736-2015 已发布

AB参考架构

3 1 智慧城市 技术参考模型 GB/T 34678-2017 已发布

AC评价模型

4 1 智慧城市评价模型及基础评价指标体系 第 2部分：信息基础设施 GB/T 34680.2-2021 已发布

5 2 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修订） 20194205-T-469 制定中

B数字基础设施

BA农村网络基础设施

6 1 5G网络管理技术要求 通用管理服务 YD/T 4012-2022 已发布

7 2 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 5G核心网工程技术规范 YD/T 5263-2021 已发布

8 3 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 5G无线网工程技术规范 YD/T 5264-2021 已发布

9 4 信息技术 开放系统互连 网络服务定义 GB/T 15126-2008 已发布

10 5 信息技术 提供无连接方式网络服务的协议 第 1部分：协议规范 GB/T 17179.1-2008 已发布

11 6 互联网网络和业务服务质量技术要求 YD/T 1641-2020 已发布

BB农业农村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

12 1 地理信息分类与编码规则 GB/T 25529-2010 已发布

13 2 基础地理信息本体模型 GB/T 40765-2021 已发布

14 3 地理信息 基于位置服务 参考模型 GB/T 27918-2011 已发布

15 4 基础性地理国情监测内容与指标 CH/T 9029-2019 已发布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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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5 卫星遥感影像地表温度产品规范 GB/T 41539-2022 已发布

17 6 卫星遥感影像植被覆盖度产品规范 GB/T 41280-2022 已发布

18 7 卫星遥感影像植被指数产品规范 GB/T 30115-2013 已发布

19 8 地理格网 GB/T 12409-2009 已发布

20 9 地球空间网格编码规则 GB/T 40087-2021 已发布

21 10 地理空间框架基本规定 GB/T 30317-2013 已发布

22 11 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 GB/T 18314-2009 已发布

23 12 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络实时动态测量（RTK） 规范 GB/T 39616-2020 已发布

24 13 倾斜数字航空摄影技术规程 GB/T 39610-2020 已发布

25 14 数字航空摄影规范 GB/T 27920系列 已发布

26 15 数字航天摄影测量 测图规范 GB/T 40527-2021 已发布

27 16 光学遥感测绘卫星影像产品元数据 GB/T 35643-2017 已发布

28 17 1:25 000 1:50 000光学遥感测绘卫星影像产品 GB/T 35642-2017 已发布

29 18 农业地理信息系统基本要求 GB/T 41444-2022 已发布

30 19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技术规范 GB/T 39972-2021 已发布

31 20 美丽乡村气象防灾减灾指南 GB/T 37926-2019 已发布

BC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升级

32 1 智能电网用户端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NB/T 42058-2015 已发布

33 2 信息技术面向设施农业应用的传感器网络技术要求 GB/T 36346-2018 已发布

C农业农村数据

CA数据资源

34 1 农业信息基础共享元数据 NY/T 3500-2019 已发布

35 2 生态环境信息基本数据集编制规范 HJ 966-2018 已发布

36 3 全国 12316数据资源建设规范 NY/T 3820-2020 已发布

37 4 土壤科学数据元数据 GB/T 32739-2016 已发布

38 5 耕地质量信息分类与编码 NY/T 3702-2020 已发布

39 6 农业气象数据库设计规范 QX/T 435-2018 已发布

40 7 农业气象观测记录年报数据文件格式 QX/T 21-2015 已发布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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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8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 GB/T 20258系列 已发布

CB数据治理

42 1 信息技术 数据质量评价指标 GB/T 36344-2018 已发布

43 2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数据治理实施指南 20213308-T-469 制定中

44 3 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 GB/T 36073-2018 已发布

45 4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政务数据开放共享 第 2部分：基本要求 GB/T 38664.2-2020 已发布

46 5 农业数据共享技术规范 NY/T 3501-2019 已发布

47 6 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管理平台数据交换技术规范 NY/T 3892-2021 已发布

CC数据服务

48 1 信息技术 大数据 大数据系统基本要求 GB/T 38673-2020 已发布

49 2 物联网 智慧农业数据传输技术要求 20213268-T-469 制定中

50 3 智慧农业信息系统接口要求 20214120-T-469 制定中

51 4 农业物联网应用服务 GB/T 41187-2021 已发布

D农业信息化

DA农业生产信息化

52 1 射频卡灌溉智能控制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B/T 40119-2021 已发布

53 2 节水灌溉太阳能无线智能控制系统技术规范 SL 674-2013 已发布

54 3 农田信息监测点选址要求和监测规范 GB/T 37802-2019 已发布

55 4 海洋渔船管理数据软件接口技术规范 SC/T 6091-2016 已发布

56 5 有机产品 生产、加工、标识与管理体系要求 GB/T 19630-2019 已发布

57 6 设施农业物联网感知数据描述标准 20130066-T-469 制定中

58 7 农机物联网数据传输与交换标准 20130061-T-469 制定中

59 8 农业固定设备 畜牧业数据通信网络 GB/T 39925-2021 已发布

60 9 动物射频识别 代码结构 GB/T 20563-2006 已发布

61 10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 串行控制和通信数据网络 GB/T 35381系列 已发布

62 11 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管理平台数据交换技术规范 NY/T 3892-2021 已发布

DB农业经营信息化

63 1 农产品分类与代码 NY/T 3177-2018 已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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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2 农产品市场信息分类与计算机编码 NY/T 2137-2012 已发布

65 3 农产品市场信息发布规范 20184555-T-424 制定中

66 4 农产品市场信息采集与质量控制规范 GB/T 35873-2018 已发布

67 5 农产品购销基本信息描述 总则 GB/T 31738-2015 已发布

DC农业管理信息化

68 1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息应用平台接入技术规范 NY/T 3746-2020 已发布

69 2 县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息系统建设技术指南 NY/T 3747-2020 已发布

70 3 农产品批发市场管理技术规范 GB/T 19575-2004 已发布

71 4 农产品流通信息管理技术通则 GB/T 37060-2018 已发布

DD农业服务信息化

72 1 自然生态系统土壤长期定位监测指南 GB/T 32740-2016 已发布

73 2 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点布设规范 NY/T 3701-2020 已发布

74 3 农田土壤墒情监测技术规范 NY/T 1782-2009 已发布

75 4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NY/T 395-2012 已发布

76 5 农村气象灾害预警信息传播指南 QX/T 326-2016 已发布

77 6 农业社会化服务 农业科技信息服务质量要求 GB/T 33747-2017 已发布

78 7 农业社会化服务 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供给规范 GB/T 33748-2017 已发布

79 8 农业社会化服务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组织建设指南 GB/T 33407-2016 已发布

80 9 农业社会化服务 农业信息服务导则 GB/T 37690-2019 已发布

81 10 农业社会化服务 农业信息服务组织（站点）基本要求 GB/T 34804-2017 已发布

82 11 农业社会化服务 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规范 20194480-T-424 制定中

83 12 农业社会化服务 农产品批发市场电子结算服务规范 20192267-T-424 制定中

E乡村数字化

EA乡村产业数字化

84 1 农产品电子商务供应链质量管理规范 GB/T 39058-2020 已发布

85 2 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点）服务与管理规范 GB/T 38354-2019 已发布

86 3 智慧物流服务指南 20204962-T-469 制定中

87 4 农产品冷链流通监控平台建设规范 20180945-T-322 制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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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5 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 支付服务点技术规范 JR/T 0157-2018 已发布

89 6 农业保险数据规范 JR/T 0128-2015 已发布

90 7 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等级划分 GB/T 41648-2022 已发布

EB乡村文化数字化

91 1 县级融媒体中心省级技术平台规范要求 GY/T 321-2019 已发布

92 2 农村文化活动中心建设与服务规范 GB/T 41375-2022 已发布

EC乡村治理数字化

93 1 政务服务平台接入规范 GB/T 39044-2020 已发布

94 2 政务服务平台基本功能规范 GB/T 39047-2020 已发布

95 3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础数据规范 GB/T 31000-2015 已发布

96 4 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管理平台与终端管理平台接口规范 GB/T 34283-2017 已发布

97 5 村务管理 村务流程化管理实施指南 GB/T 41372-2022 已发布

ED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

98 1 信息无障碍 第 2部分：通信终端设备无障碍设计原则 GB/T 32632.2-2016 已发布

99 2 网络远程教育平台总体要求 GB/T 21644-2008 已发布

100 3 教育与学习服务 远程学习服务要求 20213419-T-469 制定中

101 4 远程教育服务规范 GB/T 39050-2020 已发布

102 5 远程医疗信息系统技术规范 WS/T 545-2017 已发布

103 6 健康管理 远程医疗平台信息接入与数据交换 20214121-T-339 制定中

104 7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一卡通规范 第 1部分：基础规范 20205094-T-317 制定中

105 8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一卡通规范 第 2部分：应用规范 20205096-T-317 制定中

106 9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一卡通规范 第 3部分：安全规范 20205095-T-317 制定中

107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一卡通规范 第 4部分：终端规范 20205093-T-317 制定中

108 11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支付服务规范 GB/T 37702-2019 已发布

EE乡村环境监测数字化

109 1 美丽乡村建设评价 GB/T 37072-2018 已发布

110 2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规范 HJ/T 91-2002 已发布

111 3 地下水监测工程技术规范 GB/T 51040-2014 已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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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4 植被生态质量气象评价指数 GB/T 34815-2017 已发布

113 5 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方法 GB/T 33027-2016 已发布

114 6 自然生态系统土壤长期定位监测指南 GB/T 32740-2016 已发布

115 7 土地生态服务评估 原则与要求 GB/T 31118-2014 已发布

116 8 湿地生态风险评估技术规范（修订） 20214694-T-432 制定中

F建设与运营

FA规划设计

117 1 信息技术服务 咨询设计 第 2部分：规划设计指南 GB/T 36463.2-2019 已发布

118 2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规划设计指南 GB/T 38654-2020 已发布

FB投资建设

119 1 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建设与管理规范 GB/T 38699-2020 已发布

120 2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信息平台建设与维护 GB/T 38747-2020 已发布

FC运营管理

121 1 信息技术服务 治理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GB/T 34960.1-2017 已发布

122 2 信息技术服务 监理 第 3部分：运行维护监理规范 GB/T 19668.3-2017 已发布

123 3 信息技术服务 运行维护 第 4部分：数据中心服务要求 GB/T 28827.4-2019 已发布

124 4 电子商务平台运营与技术规范 GB/T 31524-2015 已发布

G安全与保障

GA安全管理

125 1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2080-2016 已发布

126 2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风险管理 GB/T 31722-2015 已发布

127 3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运维管理指南 GB/T 36626-2018 已发布

128 4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预警指南 GB/T 32924-2016 已发布

129 5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应急能力评估准则 20210983-T-469 制定中

130 6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事件应急演练指南 GB/T 38645-2020 已发布

GB技术应用安全

131 1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实施指南 GB/T 25058-2019 已发布

132 2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安全设计技术要求 GB/T 25070-2019 已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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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3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2239-2019 已发布

134 4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要求 GB/T 28448-2019 已发布

135 5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过程指南 GB/T 28449-2018 已发布

136 6 网络安全众测平台技术要求 YD/T 3744-2020 已发布

137 7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 GB/T 25068系列 已发布

138 8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框架 20160645-T-469 制定中

139 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管理支撑系统技术要求 GB/T 38561-2020 已发布

140 10 信息安全技术 云计算安全参考架构 GB/T 35279-2017 已发布

141 11 信息安全技术 大数据安全管理指南 GB/T 37973-2019 已发布

142 12 信息安全技术 区块链技术安全框架 20210998-T-469 制定中

GC数据安全

143 1 信息安全技术 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模型 GB/T 37988-2019 已发布

144 2 信息安全技术 数据交易服务安全要求 GB/T 37932-2019 已发布

145 3 信息安全技术 政务信息共享 数据安全技术要求 GB/T 39477-2020 已发布

146 4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影响评估指南 GB/T 39335-2020 已发布

147 5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GB/T 35273-2020 已发布

148 6 信息安全技术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收集个人信息基本要求 GB/T 41391-2022 已发布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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