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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 T/TMAC 33.F-2021《信息化工程与技术服务 能力要求》，与 T/TMAC

33.F-2021 相比，除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陈述“范围”的表述形式（见 1 范围）

b) 更改了要素“规范性引用文件”的引导语（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c) 更改了要素“能力框架”包含的内容（见 4.1、图 1）

d) 更改了要素“能力评价要求”的编写规则（见 4.2 、表 1）

e) 更改了要素“等级特征”的表述规则（见 5.2）

本文件由国科华创认证有限责任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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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信息化培

育新动能，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决策部署，提高信息技术服务供给质量，促进信息化工

程与技术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更好地规

范和指导信息化工程和技术服务领域产业链现代化水平，通过加强标准能力建设，完善产业

的质量体系，特提出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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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工程与技术服务 能力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组织的信息化工程与技术服务能力体系，规定了其基本能力、技术能力、

管理能力和运营能力四项能力域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组织开展信息化工程与技术服务能力以及数字化技术应用与创新能力自

评价、遴选服务供应商及第三方机构的评价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信息化工程与技术服务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service（IETS）
将硬件、软件、网络、数据和知识等要素整合成为收集、储存、传递、共享、分析、测

试和利用各种信息资源的系统。

3.2

能力 capability
组织通过利用资源、知识和技能实现预期结果的本领。

[来源：GB/T 19000—2016，3.10.4，有修改]

3.3

能力域 capability area
一组相关能力子域的集合。

3.4

能力子域 capability sub-area
一组相关评价项的集合。

3.5

组织 organization
为实现目标，由职责、权限和相互关系构成自身功能的一个人或一组人。
注：组织的概念包括，但不限于代理商、公司、集团、商行、企事业单位、行政机构、合营公司、协

会、慈善机构或研究机构，或上述组织的部分或组合，无论是否为法人组织、共有的或私有的。

[来源：GB/T 19000—2016，3.2.1]

4 能力框架和要求

4.1 能力框架

能力框架包括基本能力、技术能力、管理能力和运营能力四个能力域，每个能力域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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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能力子域，每个能力子域又分为若干评价项。按照能力域、能力子域和评价项进行逐级

分解。能力框架见图1。

图 1 能力框架

4.2 能力评价要求

信息化工程与技术服务能力以结果为导向进行评价，从各方面反映组织的能力水平，然

后根据评价情况进行分类定级，或判定其是否具备科技信息化与应用创新能力。具体评价要

求见表1。
信息化工程与技术服务能力体系的四个能力域包括27个能力子域。其中：

——基本能力域包括 6个能力子域，主要反映组织登记、组织概况、信用情况、上市情

况、股权融资、企业资质等情况。

——技术能力域包括 9个能力子域，主要反映组织的研发管理能力、自主研发能力、研

发投入、研发人员能力、技术创新、技术应用、技术奖项、课题研究、标准参编等

情况。

——管理能力域包括 7个能力子域，主要反映组织的服务质量管理、数据管理、运行维

护管理、信息安全管理、软件开发成熟度、供应链管理、服务效果等情况。

——运营能力域包括 5个能力子域，主要反映组织的收入、盈利、资产、数智化运营情

况、持续改进等情况。

表1 评价指标

能力域 能力子域
a

基本能力

组织登记（批准情况）

组织概况（企业简介、组织架构、部门职责、战略规划）

信用情况

上市情况

股权融资

企业资质

技术能力

研发项目管理能力

自主研发能力

研发投入

研发人员能力

技术创新

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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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域 能力子域
a

科技奖项

课题研究

标准参编

管理能力

服务质量管理

数据管理

运行维护管理

信息安全管理

软件开发成熟度

供应链管理

服务效果

运营能力

收入情况

盈利情况

资产情况

数智化运营情况

持续改进情况
a

评价项按照各能力子域要求灵活设计。

5 能力等级

5.1 等级划分

信息化工程与技术服务能力共划分为五个等级，能力等级关见图 3，数字化技术应用与

创新能力等级划分可参照信息化工程与技术服务能力等级划分，也可分为五个等级，等级由

高到低依次为：

——卓越级（CN-IETS E）；

——一级（CN-IETS 1）；

——二级（CN-IETS 2）；

——三级（CN-IETS 3）；

——四级（CN-IETS 4）。

图 3 IETS能力等级关系图

5.2 等级特征

信息化工程与技术服务能力和数字化技术应用与创新能力五个等级的特征描述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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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如下：

a) CN-IETS E（卓越级）：在同行业处于引领地位。

b) CN-IETS 1（一级）：在同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c) CN-IETS 2（二级）：在大多数能力子域表现优秀。

d) CN-IETS 3（三级）：在大多数能力子域表现良好。

e) CN-IETS 4（四级）：具备初步能力。

表 2 信息化工程与技术服务能力量表

等级 特征描述

CN-IETS E 在同行业处于引领地位

CN-IETS 1 在同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CN-IETS 2 在大多数能力子域表现优秀

CN-IETS 3 在大多数能力子域表现良好

CN-IETS 4 具备初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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