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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服务规范》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服务规范》由北京网络空间安全协会、广

东省网络空间安全协会归口管理。

1.2 主要起草单位和工作组成员

本标准由网安联认证中心牵头，广州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国源

天顺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中心、广东

新兴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研究院、广州华南检验检测中心有限

公司等多家单位共同参与编制。

1.3 主要工作过程

（1）2023 年 10 月，标准正式立项；

（2）2023 年 11-12 月，组织参与本标准编写的人员召开项目启

动会，成立规范编制小组，确立各自分工，进行初步设计，并听取各

参与单位的相关意见；

（3）2024 年 1-3 月，编制组召开组内研讨会并结合充分的调研

结果，参考各类国家标准和相关政策文件，形成标准草案第一稿，后

期经内部深入讨论研究，形成第二稿；

（4）2024 年 4 月，编制组继续召开组内研讨会，基于前期成果，

经多次内部讨论研究，进一步对草案进行认真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

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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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编制原则和标准编制详细说明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2.1 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研究与编制工作遵循以下原则：

（1）符合性原则

本标准使用时能够与法律法规和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要求保持一

致，符合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

（2）实用性原则

本标准规范是对实际工作成果的总结与提升，保持整体结果合理

且维持原意和功能不变的同时，针对需求群体，做到可操作、可用与

实用。

2.2 文档结构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服务规范》标准文档分为前言、引言、范

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安全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安全服

务机构评定标准、安全服务机构基本能力要求、安全服务机构分级能

力要求、安全服务机构服务能力过程要求、评定方法等部分。

2.3 整体格式

整体格式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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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要求，对本标准的各要素进行编

写和排版。

在标准内容汇总过程中，对各编写组成员提交部分，根据 GB/T

1.1-2020 的编写要求进行了必要的增删改，以确保符合一致性、协

调性、易用性等文件的表述原则及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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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标准名称英文翻译

标准的名称“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服务规范”翻译为

Specification for security services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

2.5 术语和定义

术语和定义中所列的术语的英文翻译，如有类似术语的标准，参

考了其翻译，没有类似术语标准翻译的，通过百度翻译和谷歌翻译后

进行对比，并参考网络相关翻译后进行确定。

2.6 安全服务机构等级划分

本章阐述了安全服务机构等级的划分，依据安全服务机构的基本

条件、基本资格、管理能力、技术服务能力等分为一级、二级、三级、

四级，其中一级最高，四级最低。

2.7 安全服务机构评定标准

本章主要介绍了安全服务机构等级评定要求包含基本能力要求、

分级能力要求和服务能力过程要求。

2.8 安全服务机构基本能力要求

本章介绍了安全服务机构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包括具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资格，并具有相关部门颁发的合法经营资

格；拥有长期固定的办公场所，具有能满足业务需求的设备和环境；

遵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无违法记录等条件。

安全服务机构应具备的基本管理能力包括建立人员管理制度和

能力考核指标，制定相关培训计划，定期开展培训；建立文档管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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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确保项目文档资料妥善保管；建立质量管理制度，跟踪服务质量，

并能对服务质量进行持续改进等。

安全服务机构应具备的基本技术能力包括具备评估系统安全威

胁的能力、评估系统脆弱性的能力、评估安全对系统的影响的能力、

评估系统安全风险的能力、确定系统安全需求的能力、确定系统的安

全输入的能力、安全控制管理的能力、监测系统安全状况的能力、检

测或证实系统安全性的能力、建立系统安全的保证数据的能力以及对

整个系统进行管理配置的能力。

2.9 安全服务机构分级能力要求

本章主要阐述了分级能力要求为安全服务机构各级别的能力要

求，包含基本资格、管理能力要求、技术能力要求。

2.10 安全服务机构服务能力过程要求

本章介绍了安全服务机构应具备的服务能力过程要求，包括制定

安全服务流程；制定安全服务规范，按照规范实施；服务过程至少包

含准备阶段、设计阶段、实施阶段、服务保障阶段。

2.11 评定方法

本章介绍了第三方评审机构按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定性与定

量相结合原则，实行统一标准、统一程序、统一管理原则开展评定工

作。对安全服务机构等级评定采取文档审核、现场审核、综合评定的

模式进行。

三、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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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无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五、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建议本标准推荐性实施。本标准不触犯国家现行法律法规，不与

其他强制性国标相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服务规范》编制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

七、标准性质的建议

建议《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服务规范》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发布

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鉴于本标准是规范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服务标准，适用于第三方

评审机构对在从事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服务的机构进行等级评定，评

定结果可作为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选用安全服务时的参考依据；也

可作为从事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服务的机构改进自身服务能力的指

导。按照标准要求实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服务机构等级评定，客观

公正地评价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既可作为服务机构开展自我评价的

规范和标准，也可为行业监管、用户在维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工作

中选择服务机构提供依据，有利于规范市场秩序、杜绝不良企业涉足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行业，促进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服务行业的健康

发展，切实保护我国的信息安全、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

九、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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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替代或废止。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服务规范》标准编制组

2024 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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