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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公共数据质量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公共数据质量评价原则、评价流程、评价指标、评价方法等内容。本文件所定义的公

共数据类型为结构化数据。

本文件适用于公共数据采集、汇聚、治理、开放、共享和授权运营等全生命周期活动中的数据质量

评价，为推动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提供指导。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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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6344—2018 信息技术 数据质量评价指标

GB/T 43697—2024 数据安全技术 数据分类分级规则

GB/T 25000.24—2017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第24部分：数据质

量测量

3 术语和定义

GB/T 36344—2018界定的术语和定义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公共数据 public data

各级具有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组织，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

注1：本文件提及的数据均为公共数据。

3.2

公共数据质量 public data quality

数据的特性满足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数据管理需求的程度。

3.3

数据项 data item

在特定上下文内数据的最小可识别单位，其定义、标识、允许值和其他信息是由一组属性指定。

[来源：GB/T 25000.24—2017,4.9]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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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素 data element

数据的基本单位，定义了数据的属性和特征，一个数据元素可由若干个数据项组成。

4 评价原则

在对公共数据进行质量评价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4.1 科学性

从公共数据采集处理及应用全流程实际出发，基于对公共数据质量评价的理论分析，设置评价指标

框架，选取具有代表性、完整性和系统性的指标，明确评价方法，开展综合考核评价，为得出科学合理、

真实客观的综合评价结果提供保障。

4.2 客观性

公共数据质量评价中，应按照指标体系框架，选取符合评价标的特征的指标，确定数据计算方式，

遵循客观可信、全程可监督的评价方法，保证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避免主观评价。

4.3 系统性

公共数据质量评价涉及领域点多面广，指标的确定力求做到系统全面、突出重点，需覆盖对公共数

据质量评价的关键维度和领域，尽可能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来描述被评价对象在各个方面的主要

特征和状况，避免片面评价，并避免指标间冲突。

4.4 可操作性

指标应可测度、可评价，需选取代表性高的综合指标和专业指标，准确反映评价内容。指标的数据

计算公式科学合理，计算支持机器处理，以利于指标数据的搜集、整理、汇总与历史数据分析。评价方

法应简洁明确，便于掌握和操作，能够有效地运用于实际评价分析。

4.5 可比性

评价指标体系各项指标应统一可量化，指标值采用相对数，支持用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细

分领域间的对比。同时要考虑与国内现有评价指标、现行及未来一段时期内公共数据工作实践接轨的要

求，以实现评价指标体系跨时期、跨区域、跨领域的可用性。

5 公共数据质量评价的一般流程

公共数据质量评价的工作流程通常包括确定评价目标范围、收集数据与资料、制定评价标准、执行

评价、分析评价结果、报告与反馈6个步骤。公共数据质量评价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不断地评价、

改进和监控。公共数据质量评价流程可以根据具体业务需求和组织环境进行调整和优化，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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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公共数据质量评价的工作流程

5.1 确定评价目标范围

根据工作任务需要，明确公共数据质量评价的目的和范围。

5.2 收集数据与资料

收集被评价的数据及相关资料，对数据进行预处理。

5.3 制定评价规则

根据业务需求和数据特性，选择确定评价指标，制定相应的数据质量评价规则。

5.4 执行评价

根据数据质量评价规则，对数据进行质量评价，可以采用常用的评价方法有数据核对、数据统计分

析、数据校准、演绎推算、内部验证、与原始资料（或更高精度的独立原始资料）对比、独立抽样检查、

多边形叠加检查、有效值检查等。

5.5 分析评价结果

分析评价结果，确定数据质量的高低，找出数据质量问题，提出相应的数据质量改进措施或建议。

5.6 报告与反馈

编写数据质量评价报告，详细分析被评价数据的质量，包括各项指标的评价结果，给出问题具体描

述、改进措施及建议，向利益相关者提供反馈。

6 评价指标

6.1 指标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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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数据质量评价指标框架见图2。

图2 公共数据质量评价指标框架

公共数据质量评价从七方面指标进行评价，包括：

规范性——公共数据符合数据标准、数据模型、业务规则、元数据或权威参考数据的程度。

完整性——按照数据规则要求,公共数据元素被赋予数值的程度。

准确性——公共数据准确表示其所描述的真实实体（实际对象）真实值的程度。

一致性——公共数据与其他特定上下文中使用的数据无矛盾的程度。

时效性——公共数据在时间变化中的正确程度及更新的及时程度。

可访问性——公共数据能被访问和被使用的程度。

安全性——公共数据存储、开放、访问、流转、使用等过程的安全程度。

在七个一级指标框架下，除必选指标外，可根据各部门业务数据实际使用场景选择或增加二级指标，

开展数据质量评价。

6.2 指标编号及编码规则

指标编号是公共数据质量评价指标的唯一性编号，由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共4位数字组成。编码规

则见图3。

图3 编码规则

一级指标由2位数字组成，01代表规范性指标、02代表完整性指标、03代表准确性指标、04代表一

致性指标、05代表时效性指标、06代表可访问性指标、07代表安全性指标。二级指标是由2位数字组成

的顺序码，范围为01～99。

6.3 规范性

规范性指标主要用于评价公共数据集在整体结构和内容上符合标准的程度。具体来说包含数据标准

符合度、数据模型符合度、元数据符合度、业务规则符合度和权威参考数据符合度等方面，具体评价指

标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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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规范性评价指标

指 标

编号
指标名称 指标描述 计算方法

必选/可

选指标

0101 数据标准符合度

衡量公共数据集在命

名、创建、定义、更新、

归档和销毁过程中符合

现有国际标准、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

准或相关规定的程度。

� = �/� × 100
式中：

A=满足数据标准要求

的公共数据集中元素的

个数；

B=被评价的公共数据集

中元素的个数。

必选

0102 数据模型符合度

衡量公共数据集是否符

合数据模型要求，包括

是否存在清晰可理解的

数据模型定义以及这些

数据的组织形式。

� = �/� × 100
式中：

A=满足数据模型要求

的公共数据集中元素的

个数；

B=被评价的公共数据集

中元素的个数。

必选

0103 元数据符合度

评价公共数据是否符合

元数据定义的度量，是

否为所有公共数据提供

了完整和清晰的元数据

文档，包括字段名称、

描述和类型值域等内

容。

� = �/� × 100
式中：

A=满足元数据定义的公

共数据集中元素的个

数；

B=被评价的公共数据集

中元素的个数。

必选

0104 业务规则符合度

评价公共数据是否符合

业务规则的度量。数据

行为和操作的业务逻辑

是否与已有的业务规则

相符合。

� = �/� × 100
式中：

A=满足业务规则的公

共数据集中元素的个

数；

B=被评价的公共数据集

中元素的个数。

必选

0105
权威参考数据符

合度

评价公共数据集中的元

素是否使用了权威的参

考数据。

注 2：参考数据是系统、

应用软件、数据库、流

程、报告及交易记录和

主记录用来参考的数值

集合或分类表。评价数

据质量时需要收集参考

数据列表。

� = �/� × 100
式中：

A=满足参考数据规则

的公共数据集中元素的

个数；

B=被评价的公共数据集

中元素的个数。

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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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完整性

完整性用于评价公共数据的记录和信息是否完整，是否存在数据缺失情况。该指标包括数据元素完

整性、数据记录完整性、元数据标识子集完整性、元数据内容子集完整性，具体评价指标见表2。

表2 完整性评价指标

指标

编号
指标名称 指标描述 计算方法

必选/可

选指标

0201 数据元素完整性

衡量按照业务规则要

求，公共数据集中应被

赋值的数据元素的赋值

程度。

� = �/� × 100
式中：

A=被赋值的公共数据

集中元素的个数；

B=预期被赋值的公共数

据集中元素的个数。

必选

0202 数据记录完整性

衡量按照业务规则要

求，公共数据集中应被

赋值的数据记录的赋值

程度。

� = �/� × 100
式中：

A=被赋值的公共数据

集中记录的个数；

B=预期被赋值的公共数

据集中记录的个数。

必选

0203
元数据标识子集

完整性

评价元数据标识子集的

完整程度。

� = �/� × 100
式中：

A=填写完整的公共数

据集元数据标识子集个

数；

B=公共数据集元数据标

识子集个数。

可选

0204
元数据内容子集

完整性

评价元数据内容子集的

完整程度。

� = �/� × 100
式中：

A=填写完整的公共数

据集元数据内容子集个

数；

B=公共数据集元数据内

容子集个数。

可选

6.5 准确性

本指标用于评价公共数据所描述的真实实体（实际对象）真实值的程度。该指标包括数据内容正确

性、数据格式合规性、数据唯一性、元数据正确性、脏数据出现率，具体评价指标见表3。

表3 准确性评价指标

指标

编号
指标名称 指标描述 计算方法

必选/可

选指标

0301 数据内容正确性
评价公共数据内容是否

是预期数据。

� = �/� × 100
式中：

A=满足数据正确性要

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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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编号
指标名称 指标描述 计算方法

必选/可

选指标

求的公共数据集中元素

的个数；

B=被评价的公共数据集

中元素的个数。

0302 数据格式合规性

评价公共数据格式（包

括数据类型、数值范围、

数据长度、精度等）是

否满足预期要求。

� = �/� × 100
式中：

A=满足格式要求的公

共数据集中元素的个

数；

B=被评价的公共数据集

中元素的个数。

必选

0303 数据唯一性

衡量公共数据特定字

段、记录、文件或数据

集唯一性的程度。

� = �/� × 100
式中：

A=满足唯一性要求的

公共数据集中元素的个

数；

B=被评价的公共数据集

中元素的个数。

必选

0304 元数据正确性

评价元数据是否按照所

需的正确性对数据进行

描述。

� = �/� × 100
式中：

A=提供了合适的需求

信息的元数据的个数；

B=在数据的需求规则说

明中定义的元数据的个

数。

可选

0305 脏数据出现率

衡量正确字段、记录、

文件或数据集之外无效

数据的情况。

� = �/� × 100
式中：

A=有脏数据出现的公

共数据集中元素的个

数；

B=被评价的公共数据集

中元素的个数。

必选

6.6 一致性

一致性用于评价公共数据集中数据记录、数据描述和数据逻辑关联等方面无矛盾的程度，包括数据

记录一致性、计量单位一致性、数据格式一致性和关联数据一致性，具体评价指标见表4。

表4 一致性评价指标

指标

编号
指标名称 指标描述 计算方法

必选/可选

指标

0401 数据记录 衡量同一数据项在不同位置 X = A/B × 100 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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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编号
指标名称 指标描述 计算方法

必选/可选

指标

一致性 存储或被不同应用/用户使

用时,数据记录的一致性水

平；数据项在同一时间周期

或固定更新频率内发生变化

时,存储在不同位置的同一

数据被同步修改的程度。

式中：

A=达到数据记录一致

性要求的元素个数；

B=被评价的公共数据

集中元素的个数。

0402
计量单位

一致性

衡量数据记录计量单位与元

数据计量单位一致的程度。

X = A/B × 100
式中：

A=数据记录计量单位

与元数据计量单位一

致的数据记录条数；

B=数据记录总数。

可选

0403
数据格式

一致性

衡量相同数据项数据格式的

一致性程度。

X = A/B × 100
式中：

A=相同数据项在不同

数据文件中数据格式

完全一致的数据项个

数；

B=可以定义格式一致

性的数据项个数。

可选

0404
关联数据

一致性

衡量具有逻辑关联的数据项

之间语义逻辑符合约束规则

的程度。

X = A/B × 100
式中：

A=满足关联数据一致

性要求的数据项个数；

B=被评价的公共数据

集中具有逻辑关联的

数据项个数。

必选

6.7 时效性

时效性用于评价公共数据集中的数据更新及时程度和数据内容随时间变化的正确程度，包括基于时

间段的正确性、基于时间点的及时性、时序性和更新的及时性，具体评价指标见表5。

表5 规范性评价指标

指标

编号
指标名称 指标描述 计算方法

必选/可选

指标

0501

基于时间

段的正确

性

衡量数据记录对应的时间范

围或频率分布符合数据描述

指定或业务需求的程度。

X = A/B × 100
式中：

A=被评价的公共数据

集中满足时间段正确

性要求的数据记录数；

B=被评价的公共数据

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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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编号
指标名称 指标描述 计算方法

必选/可选

指标

集中具有时间段正确

性要的数据记录数。

0502

基于时间

点的及时

性

衡量数据集中基于时间戳的

数据元素记录数、频率分布

或延迟时间符合业务需求的

程度。

X = A/B × 100
式中：

A=满足时间点及时性

要求的公共数据集中

数据元素的个数；

B=被评价的数据集中

具有时间点及时性要

点的数据元素个数。

必选

0503 时序性

衡量数据集中同一实体的数

据元素之间的相对时序关系

符合逻辑关系的程度。

X = A/B × 100
式中：

A=数据集中满足时序

性要求的数据元素个

数；

B=被评价的数据集中

元素的个数。

必选

0504
更新的及

时性

评价数据项更新符合业务需

求的情况，按照更新周期计

算及时性符合程度，主要包

括实时、天、周、月度、季

度、年度更新。

X = A/B × 100
式中：

A=数据集中及时更新

的数据项个数；

B=被评价的数据集中

需要按要求更新的数

据项的个数。

可选

6.8 可访问性

可访问性用于评价公共数据在特定的使用周期中能被访问的程度。该指标包括数据元素可使用率、

数据元素可访问率、数据格式可访问性，具体评价指标见表6。

表6 可访问性评价指标

指标

编号
指标名称 指标描述 计算方法

必选/可

选指标

0601
数据元素可使用

率

评价公共数据在设定有

效周期内的可使用性。

用于衡量公共数据在设

定有效周期内是否能够

按预期满足业务需求，

反映数据质量和有效性

的综合水平。

X = A/B × 100
式中：

A=满足可使用性要求

的公共数据集中元素的

个数；

B=被评价的公共数据集

中元素的个数。

必选

0602
数据元素可访问

率

评价公共数据元素在需

要时可获取性。用于评

X = A/B × 100
式中：

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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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编号
指标名称 指标描述 计算方法

必选/可

选指标

估公共数据是否能够及

时、方便地被检索和获

取，反映数据的可用性

和系统的支持能力。

A=满足可访问性要求

的公共数据集中元素的

个数；

B=被评价的公共数据集

中元素的个数。

0603
数据格式可访问

性

衡量排除数据或信息因

特定的格式而不能被预

期用户访问的情况后，

公共数据格式可访问的

程度。

X = (1 −
A
B

) × 100

式中：

A=因格式问题不能被

访问的公共数据项的个

数；

B=能定义格式可访问性

的公共数据项的个数。

可选

6.9 安全性

安全性用于评价公共数据的存储、开放、访问、流转、使用等过程中遵守相关安全规定，并实现相

关风险隐患管控的程度。该指标包括敏感数据项脱敏、公共数据访问权限管控情况、公共数据防泄露管

控情况和非脆弱性，具体评价指标见表7。

表7 安全性评价指标

指标

编号
指标名称 指标描述 计算方法

必选/可选

指标

0701 敏感数据项脱敏

已公开的公共数据应对

敏感数据项进行脱敏，不

会对公共利益或个人隐

私造成严重影响，此项为

扣分项。

基于词组对比分析，已对

全部敏感数据项脱敏得

100，未对敏感数据项进

行脱敏或未完全脱敏得

0。

可选

0702
公共数据访问权

限管控情况

评价根据公共数据不同

类别和级别，对数据管

理、审计类账号开通、分

配、使用、变更、注销等

安全管理要求和规则制

订的情况。

已设置分级分类公共数

据访问权限管理制度或

规则，并施行相应管控措

施100，未实现得0。

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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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编号
指标名称 指标描述 计算方法

必选/可选

指标

0703
公共数据防泄露

管控情况

评价制订相应的应急预

警管理机制，对公共数据

流转、泄露和滥用情况进

行监控，并及时对异常数

据操作进行预警、定位和

阻断的情况。

已制订并实施相应的应

急预警管理机制，得50，

未制订实施相应的应急

预警管理机制，得0。能

实现数据防泄漏监控和

响应的，得50，未实现得

0。

必选

0704 非脆弱性

衡量设置访问权限的公

共数据项只能由授权用

户访问的程度。

X = (1 −
A
B

) × 100

A=在特定时间段内非授

权用户为了获得目标数

据项而尝试正式入侵期

间成功完成访问的次数；

B=在特定时间段内非授

权用户对目标数据项尝

试访问的次数。

可选

7 评价方法

7.1 评价准备

根据评价工作任务要求，编制数据质量评价方案，准备测试环境。数据质量评价方案包括但不限于

如下内容：

a）数据评价的范围，包括数据表及数据质量维度等。多个应用领域的可拆分为对应的数据集；

b）采用的测试方法，包括自动化测试、人工测试；

c）采用的测试方式，包括全量测试、增量测试、抽样测试；

c）测试设计，包括数据规则定义、测试工具准备、质量维度权重等；

d）测试环境要求；

e）测试步骤；

f）测试记录要求；

g）测试结束或中止规则。

注3：自动化测试是使用数据质量测试评价工具实现自动化评价，人工测试是根据评价指标，结合

专家专业判断进行数据质量检核。

注4：全量测试是对涉及的所有数据逐一进行数据质量检核，增量测试是对涉及的数据在特定的范

围内和时间段内新增的数据逐一进行数据质量检核，抽样测试是按照抽样方案对抽取的数据逐一进行数

据质量检核。

7.2 评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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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照评价方案进行数据质量评价，准确记录测试过程及结果；

一旦开始测试，被测的数据、测试环境、数据质量维度不宜更改。

7.3 评价结果分析

7.3.1 计算数据表的数据质量得分

a）根据数据实际使用场景设定各二级指标权重，对不适用的指标权重可配置为0，加权求和得到各

一级指标得分。

s� =
�=1

n�
�� × ���

si是第i个一级指标的数据质量得分；

dj是第i个一级指标下第j个二级指标的数据质量得分，ni是第i个一级指标下二级指标的总数；

wj是第j个二级指标的权重，满足 j=1
ni wj� = 1。

b）根据数据实际使用场景设置一级指标权重，加权求和确定数据表的数据质量得分。

�� =
�=1

7
�� × ���

Sk是第k个数据表的数据质量得分；

si是第i个一级指标的数据质量得分；

Wi是第i个一级指标的权重，满足 i=1
7 Wi� = 1。

7.3.2 计算数据集的数据质量得分

根据数据实际使用场景确定各数据表重要程度及对应的调节系数，确定评价的数据集数据质量得分。

注5：对数据表重要程度进行评定时，调节系数可参考表8，不做强制要求，根据公共数据实际使

用场景自行设定调节系数。

SC = �=1
� �� ×� a�

�=1
� a��

TC是数据集的数据质量得分；

m是该数据集中包含的数据表个数；

Sk是第k个数据表的数据质量得分；

ak是第k个数据表的重要程度权重。

表 8 数据表重要程度和调节系数参考

重要程度 调节系数

核心 3

重要 2

一般 1

7.4 评价报告

编制数据质量评价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记录所有错误现象、错误描述、错误数量；

b）每个数据表数据质量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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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各数据集数据质量得分；

d）测量结果分析、对数据质量的评价和建议。

评价报告的参考格式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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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数据质量评价报告参考格式

表A1 数据质量评价报告样例

报告编号： 评价日期：

数据来源单位

数据评价单位

被评价的数据集描述（数据集包含的数据表数量、类型等信息）

数据质量总得分

各数据表质量得分（可另附页）

数据表编号 数据集名称 数据集得分

问题清单（可另附页）

错误编号 错误现象 错误描述 所属数据表编号

评价结果分析

改进措施建议

评价人员签字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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