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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1.1.任务来源

根据《关于〈地址数据治理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的立项公告》（粤

政务协会〔2023〕62号）相关要求，《地址数据治理技术规范》团

体标准由广东省数字政务协会（原广东省电子政务协会）负责归口与

发布，以丰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广东省数字政务协会牵头负责

标准编制工作。

1.2.起草单位

起草单位拟包括：丰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广东省数字政务

协会、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事务中心、海南省南海大数据应用研究院、

珠海市测绘院、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等。

2. 目的和意义

地址作为最常用的社会公共信息资源之一，不仅与人们的日常生

活息息相关，而且是政府行政管理、经济建设、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

基础信息资源，也是智慧城市新型基础设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地址数据涉及公安、民政、自然资源、房管等多个部门的管理职

责，各部门因管理职责、自身业务需求的不同以及各种历史原因，导

致各方数据规范不一、质量不高、管理混乱、时效落后等问题，需通

过制定统一的地址治理标准，提升数据质量，夯实数据服务支撑能力，

促进数据共享利用，保障地址数据的长效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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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制原则及过程

3.1.编制原则

本标准制定遵循以下原则：

(1) 协调性

本标准遵循国家、省、市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密切结合现代信

息技术发展情况、广东省数字政府改革建设要求，以及政务信息化行

业发展对政务信息化项目地址数据治理服务的高标准高要求，本标准

与国家政策、标准规范及行业发展相协调相适应。

(2) 实用性

本标准在编制的过程中，广泛结合数字政府建设发展实际情况、

现有政务信息化项目地址数据治理服务开展的实践基础等，地址数据

治理的基本要求、数据要求、成本度量、治理内容、治理流程和评价

标准等方面进行规范，并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必要验证工作，具有

实用性、合理可行、切实可用。

(3) 规范性

本标准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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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格式进行编写。

3.2.编制过程

2023年 11月 30日—2023年 12月 29日，成立标准编制组，在

前期资料搜集和初步调研的基础上，形成标准制定工作方案和内容大

纲，包括基本原则与要求、计划进度、人员的工作分工等。

2024年 1月 1日—2024年 5月 6日，根据计划开展标准草案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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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工作，包括收集整理相关资料、开展调研论证等工作，对标准框架

和相关技术内容反复进行了研讨，形成了标准初稿。

2024年 5月 7日—2023年 6月 27日，标准编制组先后组织进行

两次组内审稿，并咨询相关领域专家意见和建议，对少部分存在异议

的内容进行讨论研究，经修改完善后形成《地址数据治理技术规范》

（征求意见稿）。

4. 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地址数据治理的基本要求、数据要求、成本度量、

治理内容、治理流程和评价标准，力求更具专业性、实用性和可操作

性，为地址数据治理提供技术保障。

本标准主要内容包括地址名称标准化技术要求、治理成本度量、

地址数据评估分流、地址数据治理方案设计、地址数据治理工作开展、

地址数据整体运营迭代、治理成果质量检查、地址数据质量评价等要

求。

5. 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知识产权。

6.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均不存在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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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8. 标准性质的建议

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

9. 标准实施建议

本标准批准发布实施后，尽快将本标准的批准信息通告编制小组

成员单位及其他有关单位，并尽快将规范的正式文本发送给使用单位。

积极组织本标准的宣传和贯彻，做好宣传培训，使涉及到地址数

据规范化标准化治理的相关单位与管理人员熟悉了解本标准的内容、

特点，加强示范推广，保证本标准的顺利实施，使标准的应用真正落

到实处。

为全面掌握本标准的执行情况，鼓励使用单位和相关单位将本标

准的执行情况以及所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到归口团体或本标准的起

草单位，为标准完善工作做好准备，不断提高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

协调性和可操作性。

10.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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