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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信息技术服务 从业人员数字素养与技能 基本要

求》（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及编号 

根据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关于公布2024年第十一批团体标准制修

订项目的通知》的要求，2024年11月14日《信息技术服务 从业人员数字素养与

技能 基本要求》团体标准计划下达，项目编号为CESA-2024-249，由中国电子工

业标准化技术协会信息技术服务分会提出并归口。 

2、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 

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包括：北京中煤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北京铜牛信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十翼清泰科技有限公司、

国科华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明易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信息科技

大学、北京天下通国际咨询有限公司、安徽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合肥卷烟厂、

成都工业互联网发展中心、威海神舟信息技术研究院、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

限公司、天津信和智诚科技有限公司、三叠纪元（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

车时代汽车技术研究院、北京易服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国家创新发展研究

会数字经济研究院、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大有国联京投有限公司、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新疆有限公司、河南省软件行业协会、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

会信息技术服务分会、湖南冉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 

标准起草人包括：刘玲、张树玲、李超、朋树平、潘彭丹、王猛、金春华、

岳素林、苏明、王文俊、毛慧丽、易清奇、张静辉、唐百惠、张文利、王铮、郝

孝宇、程月辉、李建军、王晓周、张宏伟、张荣静、宋跃武、谢日晖等。 

3、编制的背景及意义：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以及“数字中国”国家战略的持续推进，各类组织

的数字化转型工作持续深入展开。2024年6月1日，GB/T 43439-2023《信息技术

服务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模型与评估》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该标准明确提出了“应

培育人员使用数据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确保人员能够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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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各类生产活动变化；应确保人员树立科学开发数字资源的

观念与方法，并以数字化、软件化的方法，共享知识、技能和经验；应积极培育

主要人员的数字意识”等相关要求。然而，在组织开展数字化转型建设过程中，

人员的数字素养与技能建设成为其面临的重点问题之一，主要表现为人员角色建

设范围和内容模糊。同时，从业人员也迫切希望提升自身的数字素养与技能，但

缺乏能力建设重点及其建设方面等，不利于其能力提升。 

本标准提出，顺应了数字化时代对人员素养与技能的新需求，具有如下意义： 

 助力数字经济发展：人员的数字素养与技能既是支撑数字经济的基础，

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数字素养的提升将有助于推动数字经济的发

展； 

 融合多学科知识：全面地覆盖数字素养的各个方面，支持构建跨学科的

综合素养培养体系 ； 

 推动数字教育资源开发：随着数字素养培育与提升标准项目的实施，将

带动相关培训/教育资源的开发和推广； 

 促进数字教育产业发展：数字素养培训市场的不断扩大也将吸引更多的

企业和资本进入该领域，推动数字教育产业的繁荣。 

4、简要编制过程 

1）2024年1-4月：跟踪制造、建设、互联网、生活服务、生产服务等各类数

字化转型单位，明确数字素养与技能建设的真实需求。 

2）2024年5月：筹备标准工作组，明确标准的关键价值目标等。 

3）2024年6月：成立工作组，方法论讨论，形成标准蓝图、标准结构及目录。 

4）2024年7月-9月：召开3次工作组内部会议，形成标准草案：①6月27、28

日，标准编写工作组在威海神州信息技术研究院集中封闭，讨论形成标准目录结

构，确定模版、各章节编写思路和负责人、后续任务时间安排。②7月11日，在

ITSS分会秘书处召开编写会议，经过讨论后，调整了培育与提升章节的目录、确

定各角色的能力五星图、按照7个能力项重新梳理相关内容，形成标准初稿。③8

月29、30日，在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召开标准编写会议，对标准初稿进行修订，形

成标准草案。 

5）2024年10月：准备标准立项材料，参加立项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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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24年11月：听取各方意见意见，并持续修订标准，形成征求意见稿。 

7）2024年12月：通过邮件方式，开展标准意见征求。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1、编制原则 

在标准的编写结构和内容编排等方面依据“标准化工作导则、指南和编写规

则”系列标准的要求。 
科学性：标准的编制应基于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确保各项要求既有理论依据，

又符合信息技术服务行业的实际情况。通过科学的分析和评估，确定数字素养与

技能的具体内容和要求，确保标准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全面性：标准的编制应涵盖信息技术服务人员所需的各种数字素养与技能，

包括数字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学习与创新、数字社会责任等方面。同时，还

应考虑不同层级和岗位的信息技术服务人员的实际需求，确保标准的全面性和适

用性。 

2、确定内容的依据 

结合 ITSS 原理《信息技术服务  数字化转型  成熟度模型与评估》GB/T 

43439-2023)标准中对人员数字素养及技能也提出了纲领性需求，如： 

1）应积极培育主要人员的数字意识； 

2）应配备满足数字化转型需求的人员； 

3）应培育人员使用数据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确保人

员能够正确认识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各类生产活动变化； 

4）应确保人员树立科学开发数字资源的观念与方法，并以数字化、软件化

的方法，共享知识、技能和经验； 

5）应识别信息技术及其服务创新人才、数字化转型治理与管理人才等需求，

并有意识地吸纳和培养相关人才。 

3、解决的主要问题 

人员的数字素养与技能不仅包括对数字技术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信息获取、

处理、创造和传递的能力，还涉及个人成长、组织业务变革、社会进步等的关键

驱动力建设。人员的数字素养与技能已成为个人、组织和社会适应和引领新时代

发展的关键因素。近年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部委，也在持续推进全面数字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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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和技能工作，在打造企业数字化竞争力、激发数字创新活力、高效率数字工作

能力、高品质数字生活水平、高端数字人才培养等方面，持续发力。 

人员的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不仅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信息与数字技术发展

与应用、组织数字化转型与发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的重要活动。目前各类组

织、机构在相关人员数字素养与技能建设方面，处于摸索、探索状态，缺乏相关

针对性强的标准或方法论作为指引，从而不利于相关能力建设，急需相关标准与

方法论的带动和指导等，从而进一步驱动和赋能组织的数字化转型，以及GB/T 

43439-2023《信息技术服务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模型与评估》高质量实施。 

本标准聚焦组织信息技术服务等相关活动从业人员数字素养与技能建设，给

出各类角色类型的素养与技能重点，从而引导和带动相关人员的数字素养与技能

提升。本标准的主要作用定位于： 

1）为从业人员提供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参考框架； 

2）为组织开展人员数字素养与技能评估评价提供依据； 

3）促进组织相关资源/培训的均衡分配和有效利用； 

4）赋能组织数字化转型效能； 

5）增强各类组织、机构在数字化竞争中的优势。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为确保标准的价值有效性，研制过程中，就标准草案在金山办公、中国中煤、

安徽中烟、广州赛宝、河南软协等 11 家单位进行了验证，验证单位覆盖了工业

生产、技术服务、公共服务等类型组织。验证方法采用抽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即从相关单位的从业人员中，按照角色分类分别抽取不少于 3 个人具体岗

位人员，对这些人员当前数字素养与技能情况、个人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期望、

单位对其数字素养与技能相关要求等进行归集，与标准定义的内容进行匹配，并

与相关团队负责人进行交流，保障验证结果的真实性以及促进人员技能提升的带

动性等。通过超过 200 名业务执行、运营管理、技术创新、运营决策、公共服务

与治理等人员的 1500 余项专业技能与素养能力归集等，确认标准总体适中，局

部适度超前的总体情况，从而确保标准在引导从业人员素质素养技能方面建设，

以及组织评价和管理从业人员数字素养与技能的价值有效性。同时，在验证过程

中，标准编制组也及时汲取各方的意见建议，动态优化标准定义和语言描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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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无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无 

六、转化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欧盟的《欧洲公民数字素养框架》：提供了信息和数据、沟通与合作、数字

内容创作、安全、问题解决等五个维度的数字素养框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

字素养全球框架》：包含操作、信息、交流、内容创作、安全、问题解决和职业

相关等七个素养领域。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GB/T 43439-2023《信息技术服务 数字化转型 成熟度模型与评估》从总体

上规定了组织开展数字化转型的演进路径，并在“组织建设”能力子域中，明确

了人员的相关要求。该标准重点强化人员的数字素养与技能，可以为 GB/T 

43439-2023《信息技术服务 数字化转型 成熟度模型与评估》的落实实施，通过

支撑。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十、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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