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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众多国外最具权威、最具影响的标准化组织机构中，筛选出 8 个提供信息资源方面标准制定与服务的组

织———ISO、IEC、ITU、CEN、CENELEC、ETSI、ANSI、BSI 进行组织机构的纵向分析和横向比较，深入研究国外信息

资源标准的制定、内容、利用、维护等方面的现状及特点，分析了国外信息资源标准体系的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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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mpares 8 standardization organizations referring to information resources standard，which are selected from famous

and authoritative standardization institutions，namely ISO，IEC，ITU，CEN，CENELEC，ETSI，ANSI，BSI，and a series of problems a-

bout information resources standard formulation，content，use，maintenance and so on． At last，the paper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

advantages of external standardiz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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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在关于信息资源标准体系的研究中，笔者基于自

建的“中国数字信息资源标准库”构建了一个信息资

源标准体系的内容结构框架，认为信息资源标准体系

的结构内容主要集中在 7 个领域，分别是网络通信、程
序设计、信息系统、信息安全、信息流程、信息内容和数

据库
［1］。
本文将从众多国外最具权威、最具影响的标准化

机构中，筛选出提供信息资源标准制定与服务的组织

进行纵向和横向分析，深入研究国外信息资源标准制

定、内容、利用、维护等方面的现状及特点。

1 国外标准化组织机构现状

在对国外 100 多个标准化组织机构进行筛选时，

本文主要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a． 标准化组织必须是国家级别以上的机构，具有

广泛的权威性和深入的影响力，以北美和欧盟地区为

主。
b． 组织机构所制定的标准中，必须要有信息资源

方面的标准，即需与信息资源标准体系中的结构内容

相符。具体来说是信息系统、数据库、信息交换、数据

交换、数据结构、网络传输协议、文献、期刊、数据字典、
信息管理、基础数据元、图像、视频、音频、照片、电影、
信息技术、计算机语言等一系列与信息、资料、信息交

换关系密切的标准。
c． 不考虑涉及到信息内容中的文件格式、报告编

写、规定类等标准。这类标准是各行各业普遍存在的

最为基础性的标准，不容易造成技术上的壁垒。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本文最终以国际性的三大组

织———国际 标 准 化 组 织 ( ISO ) 、国 际 电 工 委 员 会

( IEC ) 、国 际 电 信 联 盟 ( ITU ) ，欧 洲 三 大 标 准 化 机

构———欧洲标准化委员会( CEN ) 、欧洲电工标准化委

员会( CENELEC) 、欧洲电信标准协会( ETSI) ，美国国

家标准协会 ( ANSI) 英国标准协会 ( BSI) 共 8 个组织

机构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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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标准化组织机构的纵向分析 所谓纵向分析，

是对每个标准化机构进行单独的组织内部研究，具体

为信息资源标准方面的专业领域偏重、标准的制定等。
1． 1． 1 国际性三大标准化组织。a． 国际标准化

组织(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 是一个由国家标

准化机构组成的世界范围内的联合会，截至 2010 年

10 月已有 163 个 成 员 国，发 布 了 18 000 多 条 标 准。
ISO 的工作主要是制定及出版国际标准。其制定的标

准内容涉及除电工标准以外的各个技术领域，内容涉

及广泛，其中与信息资源标准最为相关的领域为信息

处理、图表、图像和服务等。
ISO 标准的制定主要由不同领域的技术委员会

( TC) 负责，技术委员会下设分委员会( SC ) ，具体负责

此领域里不同专业方向的标准制定。ISO 已成立 258
个 TC，其中有 45 个已被废弃，每个成员国根据自己国

家不同领域标准制定的情况，参加到相关领域的 TC
和 SC 活动里。在处理跨领域，跨部门，跨行业的问题

时，对 TC 和 SC 进行优化组合，组成工作组或联合工

作组( WG) ［2］。在 TC 里，制定信息资源标准的有 26
个，其中信息技术、自动化系统集成两个方面的 TC 发

布标准较多，分别为 2 311 个和 754 个。此外，信息技

术方面 TC 发布的标准也是所有 TC 中数量最多的。
摄影、电影艺术、智能运输系统、信息和文件材料 4 个

方面的 TC 发布的标准数量次之，在 100 ～ 200 之间。
b． 国 际 电 工 委 员 会 ( IEC ) 。国 际 电 工 委 员 会

( IEC) 也是一个由国家标准化机构组成的世界范围内

的联合会，其运作机制与 ISO 相似，目前已有正式成员

( full members ) 59 个，准成员 ( associate members ) 22
个。IEC 主要负责有关电气工程和电子工程领域中的

国际标准化工作，按专业可以分为 8 类: 第一类基础标

准，第二类原材料标准，第三类一般安全、安装和操作

标准，第四类测量、控制和一般测试标准，第五类电力

的产生和利用标准，第六类电力的传输和分配标准，第

七类电信和电子元件及组件标准，第八类电信、电子系

统和设备及信息技术标准。从标准的分类上可以看

出，信息资源标准主要集中在第八类里，即有关通讯、
信息技术及设备的领域。

IEC 下 TC 94 个、SC 80 个，其标准的制定工作也

由这些 TC 和 SC 拟定。而其中，涉及到信息资源标准

的技术委员会有近 10 个，制定标准较多的是信息技术

方面的委员会。事实上，信息技术方面的联合技术委

员会( JTC1) 是由 ISO 和 IEC 共同成立的。
c． 国际电信联盟( ITU ) 。国际电信联盟( ITU ) 是

联合国的一个专门负责信息通信技术事务的机构，由

电信标准化部门、无线电通信部门、电信发展部门构

成，其成员包括 192 个成员国和 700 多个部门成员及

部门准成员。由 ITU 的部门构成可知，其制定的大部

分标准都与信息资源有关。
不同于 ISO 和 IEC，ITU 没有 TC 和 SC，而是由研

究小组( SG) 代替。每个 SG 负责一个领域，制定自己

领域内的标准，而 SG 又可以分成多个工作组 ( WP) ，

WP 可以再细分成专家组或更细。在 ITU 里，电信标

准化部门和无线电通信部门主要承担着实质性的标准

制定工作。电信标准化部门主要研究宽频、协议、未来

网络、网络安全在内的电信技术、操作和资费等问题，

共有 10 个 SG ; 无线电部门主要研究包括确保陆地、海
上和空中生命安全的固定、移动、广播、业余、空间研

究、应急通信、气象、全球定位系统、环境监测及通信业

务，共有 7 个 SG［3］。
1． 1． 2 欧洲三大标准化组织。a． 欧洲标准化委

员会( CEN ) 。欧 洲 标 准 化 委 员 会 ( CEN ) 是 欧 洲 的

“ISO”，负责除电工电子、电信以外所有领域的标准化

工作，由 31 个成员国共同发展欧洲标准。
CEN 在 20 个方向领域进行标准制定，其中与信

息资源标准密切相关的是信息通信技术 ( ITC ) 领域，

下设 11 个 TC。除 TC 可以制定标准外，CEN 的国家

成员可以将本国的标准或标准草稿提交 CEN 制定为

欧洲标准; CEN 下设的协会标准组织也承担某些领域

的标准化工作，如 CEN 没有设置钢铁技术委员会，其

相关方面的标准工作由欧洲钢铁标准化委员会承担;

同时，CEN 也可委托国际联络组织制定欧洲标准，这

些与 CEN 有联络关系的国际组织实质上也起到了 TC
的作用。

b． 欧洲电工标准委员会 ( CENELEC ) 。欧洲电工

标准委员会同样是由 31 个成员国组成的非盈利性的

技术组织，制定统一的 IEC 范围外的欧洲电工标准，实

行电工产品的合格认证制度等。其中有关信息资源标

准的领域主要集中在信息通信技术( ITC) 方面。
实际上，ITC 方面的标准是由 CEN 和 CENELEC

共同合作制定的，这类似于 ISO 和 IEC 合作成立的联

合技术委员会 ( JTC1 ) 。在信息通信技术的 11 个 TC
里有 8 个 TC 是 CENC 和 ENELEC 一起管理。目前，

最受 11 个 TC 关注的有银行软件、电子商务、电子卫

生、电子学习、电子政务、智能传送、数据保护、RFID 等

方向。
c． 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 ( ETSI) 。欧洲电信标准

化协会是为统一欧洲电信大市场而建立起来的，标准

化领域主要是电信业务，还涉及到其他组织合作的信

息及广播技术领域。ETSI 目前有来自 62 个国家的

700 多名成员，涉及电信行政管理机构、国家标准化组

织、网络运营商、设备制造商、专用网业务提供者、用户

研究机构等。因此，ETSI 的标准大部分通信标准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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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资源标准有关。
ETSI 中制定标准的技术机构有 3 种形式: ETSI

项目 ( EP ) 、技 术 委 员 会 ( TC ) 和 ETSI 伙 伴 项 目

( EPP) 。EP 主要是针对市场需求制定相关标准，TC
是以技术发展需求为出发点制定相关标准，而 EPP 主

要是服务于与 ETSI 之外的标准组织进行大规模的深

入合作。无论是哪一种技术机构，其标准的实质性制

定工作都是其下设置的课题组( 由 4 个以上的企业成

员或组织成员组成) 承担。目前，ETSI 技术委员会和

项目有 26 个，伙伴项目有 2 个。
1． 1． 3 国家标准化组织。a． 美国国家标准协会

( ANSI) 。美国国家标准协会是由许多权威的行业协

会和专业协会如美国材料试验协会 ( AESC ) 、美国机

械工程师协会( ASME) 、美国电器工程师协会( IEEE)

等组织共同构成
［4］。ANSI 作为一个非盈利性的民间

标准化团体，是美国政府指定的唯一批准发布美国国

家标准的机构
［5］。其本身并不制定标准，主要起到协

调自愿参加到国家标准体制机构的作用，代表美国参

加国际性的标准化活动。
ANSI 下设电工、电信、信息技术、机械、建筑、家

电、消防、日用品、制图、材料试验、锅炉压力等技术委

员会( TC) ［5］。与信息资源标准制定最为相关的主要

是电工、电信、信息技术 3 个 TC。
ANSI 中除 TC 可订制标准外，也可由相关单位负

责草拟或从各专业学会、行业团体制定的标准中选择

比较成熟的作为美国的国家标准。如制定信息资源标

准的学会团体有美国通信工业协会 ( TIA ) 、美国电子

工业协会( EIA) 、美国国家信息标准组织 ( NISO ) 、电

信工业解决方案联盟( ATIS) 、美国信息与图像管理协

会( AIIM ) 、美国国家信息技术委员会( INCITS) 等。
TIA 主要关心的技术领域是网络设备、用户室内

设备、无线设备、光纤通信、卫星通信 5 个部分。EIA
制定的标准主要涉及元件、消费电子、电子信息、工业

电子、电信等。实际上，EIA 与 TIA 之间有着广泛而密

切的合作与联系。NISO 是唯一被 ANSI 认可的制定、
维护和出版用于信息服务、图书馆、出版社和其他与信

息产生、存储、保存、共享、存取和分发有关业务的标准

的组织。ATIS 制定的标准主要集中在通信安全、互用

性协议、用户接口、电路交换、无线、多媒体( IPTV 互用

性) 、分组网络等领域。AIIM 则致力于向用户提供数

字化文件处理与内容管理解决方案，包括: 内容 ( 文

件) 管理、商业过程管理、企业门户、知识管理、图像管

理、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等。INCITS 主要是负责有关

信息通信技术方面的标准制定，包括信息存储、处理、
传递等。

b． 英国标准协会( BSI) 。英国标准协会是集标准

研发、标准技术信息提供、产品测试、体系认证和商检

服务 5 大互补性业务于一体的国际标准服务提供商，

面向全球提供服务
［6］。BSI 的标准研发机构即英国标

准部，作为世界第一个国家标准化组织，被英国政府指

定为英国国家标准机构( NSB ) ，由其代表英国政府行

使该项职能，主要包括代表英国在欧洲和国际标准论

坛上发挥作用
［7］。目前，它已经制定发布标准 27 000

多项，内容涵盖了农业、工程、货品和设备、信息通信技

术、采矿和矿物质、交通运输、健康和安全、建筑、食品

与饮料、医疗保健、校准和测量、服务业、环境、质量管

理等，其中属于信息资源标准领域是信息通信技术

( ICT ) ，含有十多个专业方向。
BSI 的标准同样实行技术委员会制度，TC 对其工

作项目享有高度自治和维护的权利，可根据需要建立

SC，TC 和 SC 可针对具体项目建立 WG［8］。目前，BSI
的 TC 和 SC 共计 1 290 多个，WG 有 400 多个。
1． 2 标准化组织机构的横向分析 所谓横向分析，

即对上述 8 个组织之间的作用关系、有关信息资源标

准方面的异同等进行比较研究。
1． 2． 1 标准化组织间的作用关系。若从标准化

组织的标准区域作用范围来看，上述 8 个标准化组织

可构成一个三层的金字塔型结构。最上层为国际标准

化组织( ISO) 、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 、国际电信联盟

( ITU) 三大国际性标准组织，其制定的标准被全球范

围内的政府、企业、组织、个人团体等采用，辐射面积最

大。中间层是区域性组织，如欧洲区域性组织: 欧洲标

准化 委 员 会 ( CEN ) 、欧 洲 电 工 标 准 委 员 会 ( CEN-
ELEC) 、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 ETSI) 这三大欧洲标准

化组织中制定标准的团体来自全球各地，影响力以欧

共体为中心辐射散开。最底层则是国家标准制定机

构: 美 国 国 家 标 准 协 会 ( ANSI ) 和 英 国 标 准 协 会

( BSI) 。美国国家标准协会和英国标准协会虽然代表

本国参加到国际性组织和区域性组织的标准制定中，

但是机构自身所制定的标准仍为国家标准。只有当标

准通过国际性或区域性标准化组织的投票和认定后，

标准才能作为国际标准或区域标准。
若从标准化组织之间的作用关系来看，国际性组

织和区域性组织彼此之间为合作共勉，而国家标准组

织则包含在国际性组织或区域性组织里。ITU 制定电

信领域的国际标准，IEC 制定电气电子领域的标准，而

ISO 则制定除电信和电气电子之外的其他领域标准，

标准领域划分明确、较少重叠，三大组织各司其责。而

对于容易交叉的领域信息技术，ISO 和 IEC 则成立了

联合技术委员会 ( JTC1 ) 共同制定信息技术方面的国

际标准。至于欧洲区域性三大组织之间的关系如同国

际三大组织的关系一样，领域标准的制定分工明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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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之间互为合作伙伴。此外，国际性组织和区域性

组织之间多以签订协议或备忘录的方式明确关系进行

密切合作。如 CEN 和 ISO 之间签有“维也纳协议”;

ETSI 与 ITU 之间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同意可以互相派

代表参加对方的技术会议
［9］。至于国家标准化组织，

ANSI 和 BSI 都是 ISO 和 IEC 的核心成员。其中，AN-
SI 参加了 ISO 79% TC 的活动并承担 18% 的秘书处工

作，参加了 IEC 89% TC 的活动并承担了 16% 的秘书

处工作
［3］。BSI 的 TC 和 SC 则对口 ISO 的 776 个 TC

或 SC，对口 IEC 的 175 个 TC 和 IC［8］。在欧洲区域性

组织里，BSI 更是具有绝对性的领导地位。
1． 2． 2 信息资源标准内容的异同。国外信息标

准体系都是按技术委员会制度运作的，最大的特点就

是以行业领域为基础来划分技术委员会。从技术委员

会的划分来看，与信息资源关系最为密切的领域是信

息技术领域和通信领域。
根据前文的分析，已经得知国际三大标准化组织

中，ISO 是负责除电工标准以外其他各技术领域的标

准工作，IEC 则负责有关电气工程和电子工程领域中

的国际标准化工作，而 ITU 专门负责信息通信领域的

标准工作。不难看出三大标准化组织的分工非常明

确，但是因为跨学科研究越来越普遍的出现在信息领

域中，所以 ISO 和 IEC 达成协议共同负责信息技术领

域方面的国际标准化工作。
欧洲三大区域性组织 CEN、CENELEC 以及 ETSI

所负责的标准内容范围与 ISO、IEC、ITU 的内容范围

是一一对应的，即 CEN 和 CENELEC 共同负责信息技

术领域的标准工作，而 ETSI 专注于欧洲通信领域的标

准工作。
两个国家标准化组织 ANSI 和 BSI 是由国家相关

的行业协会和专业协会等成员构成，其标准内容的范

围覆盖面最为广泛，在信息技术领域和通信领域都进

行相关的标准化工作。

2 国外信息资源标准现状特点

根据前文的标准化组织现状研究，本文从生命周

期的视角即需求—生产—组织加工—传递—利用—再

处理 6 个阶段出发，分析信息资源标准在每个生命周

期阶段的国外现状特点。
2． 1 需求阶段 国外标准化机构的标准制定都是

基于市场经济的需求或技术发展的需求而进行的。如

ETSI 在创建一个标准项目时需对市场需求进行市场

分析; 而 ANSI 允许任何一个组织包括企业、团体、行

业、协会等编制那些有市场需求的技术标准。
2． 2 生产阶段 市场经济下标准的制定必须服从

市场需求，因而国外标准化组织机构实行的都是技术

委员会体制，一种自下而上的标准制定模式。组织机

构自身并不真正参与到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只是作为

一个协调者，组织所有利益相关的团体或个体对标准

审批。标准的真正实施者是组织机构下设的 TC，每个

TC 都有自己的组织机构，代表各方的利益; TC 下设

SC，代表专业的需求; SC 下设 WG，负责具体的标准起

草工作; 工作组对起草的标准要征求所有涉及单位的

意见，这些单位包括行政管理部门、网络运营商、设备

制造商、业务提供者和用户等。当然，每个标准化组织

机构会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在标准制定的体制上有

所略差，但是开放式的技术委员会体制仍是基于市场

经济需求制定标准的主流方式。
2． 3 组织加工阶段 由工作组起草的标准草案，必

须经过几轮大会投票后，才能最终成为正式标准发布。
首先，标准草案需提交给所属的 SC，SC 征询公众意

见，投票审核; 表决通过后提交给 TC 进行反馈处理并

投票表决; 最后，由 TC 将草案发给各成员国和相关团

体或个人，广泛征询公众意见，提交组织委员会进行投

票表决; 投票通过后，标准化组织将标准对外公布，印

刷出版成为正式标准，如图 1 所示。

图 1 标准发布流程

2． 4 传递阶段 在标准的传递方式上，标准化组织

一般将对外正式发布的标准存储到自己的标准数据库

中对公众开放，只要付费就可以下载使用。另外，在每

年委员会组织的标准大会上，委员会将最新标准动态

在大会上进行汇报，进行标准化推广。除此之外，也有

将标准经过深加工形成系统性印刷刊物对外发行。我

们知道国外的标准化组织机构都是非盈利性的民间团

体，没有政府的基金支持，因此其标准制定所需的经费

主要是来源于这些标准资料收入和会员的会费。
2． 5 利用阶段 标准的制定是在完全尊重市场需

求的基础上制定的，因而在标准利用方面同样尊重使

用者的自愿性。尽管标准是自愿采用，国家、企业团

体、单位等使用者仍会尽量采用国际性或国家标准化

机构发布的标准，从而减小贸易、技术各方面的壁垒，

提高产品、信息技术等的国际互通性。此外，少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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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会被强制使用，如 CEN 要求成员国提交的标准草

案，在通过欧洲标准后必须采用为国家标准; ANSI 标

准一旦被国家法律及政府部门规章引用，也会成为强

制性标准等。
2． 6 再处理阶段 技术的不断创新，社会的不断进

步，要求标准也要与时俱进。实际上，很多技术性标准

的寿命很短，有的几个月内发布的，过了几个月就会满

足不了市场的需求。因此，标准化组织要求并监督标

准的制定机构定期对标准进行复审和维护，根据复审

结果进行标准确认、修订或撤销。不同的组织机构在

具体操作形式上是不一样的，但对标准维护的性质一

致。

3 国外信息资源标准体系的优劣

国外标准化是以行业、领域为中心，以自愿采取为

原则，并有强大的支持力量。这些支持的力量主要来

自各领域中的参与者，即公司、政府机构、公众利益组

织和具有才能的个人，他们了解他们所在领域的需求。
同时，还来自标准制定机构，他们提供协作平台，而上

述参与者通过这种平台来满足市场、消费者的需求。
这种以领域为基础，允许各利益方研究他们各自的问

题并制定相关标准的运作体系，能非常有效地促进竞

争和创新，提高标准制定的效率，从而带来技术、经济

等各方面的进步。
任何体系都不是完善的。尽管以行业、领域为基

础的方法能最大程度满足各种需求，提供最大的灵活

性，但它会产生互通和兼容方面的问题。这种问题具

体表现为由于政府机构的放任及自愿使用原则，导致

标准数量过多，使用者往往很难搞清楚如何选择。选

择上的不统一就会引起领域行业内的互通较差。此

外，以行业为基础、权利分散的体系有时会导致工作计

划上的交叉，偶尔也会导致标准的交叉重叠或冲突。
即使如 ISO 与 IEC 以及 CEN 与 CENELEC 合作制定

交叉领域———信息技术领域的标准，但在如此繁多的

领域面前，标准的交叉重叠仍是不可避免的。
尽管如此，这种以行业为基础的自愿标准化机制，

在发育健全、行业自律性很强的欧盟、美国等地区，还

是非常有效的机制。

4 结束语

国外的标准化组织中，无论是国际性或区域性标

准化组织，还是国家标准化组织，在信息资源标准制定

上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通信领域的各个方向，其标准

的制定大体上都是采用开放式的技术委员会体制，标

准的贯彻实施遵循自愿原则。国外这种信息资源标准

的运作模式对我国信息资源标准的制定无疑有着很大

的指引和参考作用。
当然，在对国外信息资源标准现状研究中也有不

足之处。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中，没有把德国、法国、日
本这些同属于 ISO、IEC 的核心成员国列入其内，从某

种程度上国外现状的特点分析在普遍广泛性上稍有欠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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