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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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广东省科学技术厅提出。 

本文件由广东省网络空间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省网络空间安全协会、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

局、网安联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广州华南检验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广州港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奇安信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交苏州信息安全法学所、北京网络空间安全协会、广东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

心、联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云南联创网安科技有限公司、广州赛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赛姆科技（广

东）有限公司、广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中心、国源天顺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新兴国家网络

安全与信息化发展研究院、广东中证声像资料司法鉴定所、广东计安信息网络培训中心、广州网络空间

安全协会、揭阳网络空间安全协会、北京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道丽、林海、郝瑞、杨杰、王辉鹏、胡尧、黄春升、何天元、余飞、杨毅、

黄海祺、伍尚炽、高志健、袁峭、林小博、成珍苑、谭剑成、阮懿宗、何治乐、胡文华、梁思雨、胡柯

洋、王彩玉、李绍菊、何建忠、曾凌峰、李小孟、郭彦超、吴力挽、赵宇丹、郭龙军、张树霞、陈树鸿、

唐润华、覃仲宇、陈庆亮、凌财进、朱铁汉、张文金、李德芳、赵强、林蒽蒽、曹望、王辉、陈泽生、

常磊、谢永红、原浩、周锦棂、叶清华、余丽莎、马俊源、吴卓恒、刘思婷、程振帅、赵淑芳、黄丽玲、

林勇忠、许志鹏、姚祖发、肖祥春、杨海艳、张根海、方程、孙海申、龙佳俊、任刚、舒畅、梁猛、漆

桃、黄小洪、曾幸钦、叶婷、曾灶烟、曾炽强、李树湖、周军强、李正戈、王作旺、王福、杜艳鑫、郝

旭、袁毅鸣、盖义、卢焕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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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推进，网络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我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

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为核心的网络安全法律法规

体系逐步建立健全，为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及个人信息保护明确了监管要求，也对企事业单位加强合规

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明确规定国家要推进网络安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鼓励有关企业

开展网络安全认证、风险评估等安全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

息保护法》进一步明确国家对专业机构开展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评估、认证等服务的支持立场。在

此背景下，强化对相关服务专业机构及服务行为的规范化管理，对于推进网络安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构

建，切实提升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及个人信息保护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件针对数据安全合规咨询、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咨询等网络安全合规咨询服务，明确了服务过程

要求、服务机构应具备的基本能力、专业能力和人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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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合规咨询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网络安全合规咨询服务机构（以下简称“咨询服务机构”）咨询服务类型、等级划分、

通用评价要求、专业评价要求以及人员能力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第三方认证机构对咨询服务机构进行资信和能力评价，可作为咨询服务机构开展自

我评价的依据，并为服务对象选择咨询服务机构提供参考。 

本文件主要对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咨询服务进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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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07-2019 项目管理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GB/T 37507-2019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合规 compliance 

组织及其员工的行为符合网络安全领域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3.2 

咨询服务 consulting service 

通过提供专业知识、经验和技能，帮助服务对象解决特定问题或实现特定目标的服务活动。 

3.3 

网络安全合规咨询服务 cyber security compliance consulting service 

发现并确认组织在网络安全方面的合规风险，并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使组织的管理和运营符合网

络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要求的过程。 

3.4 

数据安全合规咨询服务 data security compliance consulting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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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并确认组织在数据安全方面的合规风险，并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使组织的管理和运营符合数

据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要求的过程。 

3.5 

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咨询服务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compliance consulting service 

发现并确认组织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合规风险，并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使组织的管理和运营符

合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要求的过程。 

3.6 

咨询服务机构 consulting service organization 

提供数据安全合规咨询服务、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咨询服务等网络安全合规咨询服务的组织。 

4 网络安全合规咨询服务类型 

网络安全合规咨询服务类型包括：数据安全合规咨询服务、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咨询服务等。 

5 咨询服务机构等级划分 

咨询服务机构能力评价包含通用评价要求和专业能力评价要求。通用评价要求包含基本要求、财务

资信、办公场所、人员能力、从业时间、经营业绩、管理制度、管理体系、制度更新机制和风险管理等。

专业能力评价要求包含基本要求、专业能力要求、服务过程规范等，具体要求见附录 A和附录 B。人员

能力要求见第 8章。依据咨询服务机构的基本能力、通用评价要求中要求的能力、专业能力和服务过程

能力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其中四级最高，一级最低。  

6 通用评价要求 

6.1 一级要求 

6.1.1 基本要求 

咨询服务机构的基本要求要求： 

a)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成立，由中国公民、法人投资或者国家投资的企事业单位、社

会组织等。 

b)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技术负责人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c) 主要负责人不得存在近三年质量、网络安全和其它事故主要责任记录，不得存在违反廉洁

从业规定、存在利益输送等违法违纪行为记录，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无不良记

录。 

d) 咨询服务机构未因受行政处罚而处于被禁止从事网络安全合规咨询相关服务的状态。 

6.1.2 财务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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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 

6.1.3 办公场所 

应具备固定的办公场所及相应的办公设施，能够满足机构设置及其业务需要。 

6.1.4 人员能力 

咨询服务机构的服务人员要求： 

a) 机构负责人应具备在网络安全相关领域至少1年的管理经历； 

b) 技术负责人应从事网络安全技术或网络安全合规咨询工作至少2年； 

c) 从事网络安全咨询服务技术及质量管理的人员至少5名； 

d) 咨询服务技术人员至少有2名，持有与网络安全相关方向资质证书。 

6.1.5 从业时间 

公司从事咨询服务的时间不作要求。 

6.1.6 经营业绩 

近3年至少完成1个与申报类型一致的咨询服务项目。 

6.1.7 管理制度 

6.1.7.1 保密管理制度 

应根据国家有关保密规定制定保密管理制度，制度中应明确保密对象的范围、人员保密职责、咨

询服务过程保密管理各项措施与要求，以及违反保密制度的罚则等内容。 

6.1.7.2 项目管理制度 

应制定完备的、符合自身特点的咨询服务项目管理制度，主要包括咨询服务工作的组织形式、

工作职责、咨询服务各阶段的工作内容和管理要求等。 

6.1.7.3 设备管理制度 

应制定完备的设备管理制度，包括机构人员在设备和工具管理中的相关职责、设备和工具的购

置、验收、使用、运行维护等各项规定。 

6.1.7.4 文档管理制度 

应制定完备的文档管理制度，包括机构人员在文档管理中的相关职责、文件的生成、批准、发

放、检索、使用、保管、旧版回收、销毁的各项规定等，同时明确记录保存的相关规定。 

6.1.7.5 人员管理制度 

应制定完备人员管理制度，包括人员录用、考核、日常管理以及离职等方面的内容和要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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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包括各岗位的职责说明、能力要求、能力评价方法等内容。 

6.1.7.6 培训管理制度 

应制定完备的培训管理制度，包括培训计划的制定、培训工作的实施、培训效果考核与上岗以

及人员培训档案建立等内容和要求。 

6.1.8 管理体系 

    咨询服务机构的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a) 应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质量管理体系； 

b) 应保证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并采取纠正措施，确保其有效性。 

6.1.9 制度更新机制 

咨询服务机构根据最新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等制度更新其管理制度。 

6.1.10 风险管理 

咨询服务机构应建立风险管理体系，对合作伙伴或相关服务商进行合规性审查，确保其遵守相关的

网络安全规范。 

6.2 二级要求 

6.2.1 基本要求 

咨询服务机构的基本要求要求： 

a)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成立，由中国公民、法人投资或者国家投资的企事业单位、社会

组织等。 

b)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技术负责人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c) 主要负责人不得存在近三年质量、网络安全和其它事故主要责任记录，不得存在违反廉洁从

业规定、存在利益输送等违法违纪行为记录，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无不良记录。 

d) 咨询服务机构未因受行政处罚而处于被禁止从事网络安全合规咨询相关服务的状态。 

6.2.2 财务资信 

应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近 1年经营状况良好。 

6.2.3 办公场所 

应具备固定的办公场所及相应的办公设施，能够满足机构设置及其业务需要。 

6.2.4 人员能力 

咨询服务机构的服务人员要求： 

a) 机构负责人应具备在网络安全相关领域至少2年的管理经历； 

b) 技术负责人应从事网络安全技术或网络安全合规咨询工作至少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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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从事网络安全咨询服务技术及质量管理的人员至少8名； 

d) 咨询服务技术人员至少有3名，持有与网络安全相关方向资质证书。 

6.2.5 从业时间 

应从事与申报类型一致的网络安全合规咨询服务至少 1年。 

6.2.6 经营业绩 

近 3年内至少完成 3个申报类型一致的咨询服务项目。 

6.2.7 管理制度 

6.2.7.1 保密管理制度 

应根据国家有关保密规定制定保密管理制度，制度中应明确保密对象的范围、人员保密职责、咨

询服务过程保密管理各项措施与要求，以及违反保密制度的罚则等内容。 

6.2.7.2 项目管理制度 

应制定完备的、符合自身特点的咨询服务项目管理制度，主要包括咨询服务工作的组织形式、工

作职责、咨询服务各阶段的工作内容和管理要求等。 

6.2.7.3 设备管理制度 

应制定完备的设备管理制度，包括机构人员在设备和工具管理中的相关职责、设备和工具的购

置、验收、使用、运行维护等各项规定。 

6.2.7.4 文档管理制度 

应制定完备的文档管理制度，包括机构人员在文档管理中的相关职责、文件的生成、批准、发

放、检索、使用、保管、旧版回收、销毁的各项规定，同时明确记录保存的相关规定。 

6.2.7.5 人员管理制度 

应制定完备的培训管理制度，包括培训计划的制定、培训工作的实施、培训效果考核与上岗以及

人员培训档案建立等内容和要求。 

6.2.7.6 培训管理制度 

应制定完备的培训管理制度，包括培训计划的制定、培训工作的实施、培训效果考核与上岗以及

人员培训档案建立等内容和要求。 

6.2.8 管理体系 

    咨询服务机构的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a) 应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质量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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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应保证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并采取纠正措施，确保其有效性。 

6.2.9 制度更新机制 

咨询服务机构根据最新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等制度更新其管理制度。 

6.2.10 风险管理 

咨询服务机构应建立风险管理体系，对合作伙伴或相关服务商进行合规性审查，确保其遵守相关的

网络安全规范。 

6.3  三级要求 

6.3.1  基本要求 

咨询服务机构的基本要求要求： 

a)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成立，由中国公民、法人投资或者国家投资的企事业单位、社

会组织等。 

b)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技术负责人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c) 主要负责人不得存在近三年质量、网络安全和其它事故主要责任记录，不得存在违反廉洁从

业规定、存在利益输送等违法违纪行为记录，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无不良记录。 

d) 咨询服务机构未因受行政处罚而处于被禁止从事网络安全合规咨询相关服务的状态。 

6.3.2  财务资信 

应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近 2年经营状况良好。 

6.3.3  办公场所 

应具备固定的办公场所及相应的办公设施，能够满足机构设置及其业务需要。 

6.3.4  人员能力 

咨询服务机构的服务人员要求： 

a) 机构负责人应具备在网络安全相关领域至少3年的管理经历； 

b) 技术负责人应从事网络安全技术或网络安全合规咨询工作至少3年； 

c) 从事网络安全咨询服务技术及质量管理人员至少15名； 

d) 咨询服务技术人员至少有6名，持有与网络安全相关方向资质证书。 

6.3.5  从业时间 

应从事与申报类型一致的网络安全合规咨询服务至少 3年。 

6.3.6  经营业绩 

近 3年内至少完成 8个与申报类型一致的覆盖不少于 2个行业的咨询服务项目。 

6.3.7  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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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1 保密管理制度 

应根据国家有关保密规定制定保密管理制度，制度中应明确保密对象的范围、人员保密职责、

咨询服务过程保密管理各项措施与要求，以及违反保密制度的罚则等内容。 

6.3.7.2 项目管理制度 

应制定完备的、符合自身特点的咨询服务项目管理制度，主要包括咨询服务工作的组织形式、

工作职责、咨询服务各阶段的工作内容和管理要求等。 

6.3.7.3 设备管理制度 

应制定完备的设备管理制度，包括机构人员在设备和工具管理中的相关职责、设备和工具的购

置、验收、使用、运行维护等各项规定。 

6.3.7.4 文档管理制度 

应制定完备的文档管理制度，包括机构人员在文档管理中的相关职责、文件的生成、批准、发

放、检索、使用、保管、旧版回收、销毁的各项规定等，同时明确记录保存的相关规定。 

6.3.7.5 人员管理制度 

应制定完备的人员管理制度，包括人员录用、考核、日常管理以及离职等方面的内容和要求，

同时应包括各岗位的职责说明、能力要求、能力评价方法等内容。 

6.3.7.6 培训管理制度 

应制定完备的培训管理制度，包括培训计划的制定、培训工作的实施、培训效果考核与上岗以

及人员培训档案建立等内容和要求。 

6.3.8  管理体系 

6.3.8.1 质量管理体系 

咨询服务机构的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a) 应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b) 应保证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并采取纠正措施，确保其有效性。 

6.3.8.2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应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信息安全管理体系，保证组织的信息安全，特别是服务活动中所接

触和收集的服务对象信息的安全。 

6.3.9  制度更新机制 

咨询服务机构根据最新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等制度更新其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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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0  风险管理 

咨询服务机构应建立风险管理体系，对合作伙伴或相关服务商进行合规性审查，确保其遵守相关的

网络安全规范。 

6.4  四级要求 

6.4.1  基本要求 

咨询服务机构的基本要求要求： 

a)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成立，由中国公民、法人投资或者国家投资的企事业单位、社

会组织等。 

b)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技术负责人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c) 主要负责人不得存在近三年质量、网络安全和其它事故主要责任记录，不得存在违反廉洁从

业规定、存在利益输送等违法违纪行为记录，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无不良记录。 

d) 咨询服务机构未因受行政处罚而处于被禁止从事网络安全合规咨询相关服务的状态。 

6.4.2  财务资信 

应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近 3年经营状况良好。 

6.4.3  办公场所 

应具备固定的办公场所及相应的办公设施，能够满足机构设置及其业务需要。 

6.4.4  人员能力 

咨询服务机构的服务人员要求： 

a) 机构负责人应具备在网络安全相关领域至少3年的管理经历； 

b) 技术负责人应从事网络安全技术或网络安全合规咨询工作至少5年； 

c) 从事网络安全咨询服务技术及质量管理的人员至少30名； 

d) 咨询服务技术人员至少有10名，持有与网络安全相关方向资质证书。 

6.4.5 从业时间 

应从事与申报类型一致的网络安全合规咨询服务至少 5年。 

6.4.6 经营业绩 

近 3年内至少完成 12 个申报类型一致的覆盖不少于 3个行业的咨询服务项目。 

6.4.7 管理制度 

6.4.7.1 保密管理制度 

应根据国家有关保密规定制定保密管理制度，制度中应明确保密对象的范围、人员保密职责、

咨询服务过程保密管理各项措施与要求，以及违反保密制度的罚则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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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2 项目管理制度 

应制定完备的、符合自身特点的咨询服务项目管理制度，主要包括咨询服务工作的组织形式、

工作职责、咨询服务各阶段的工作内容和管理要求等。 

6.4.7.3 设备管理制度 

应制定完备的设备管理制度，包括机构人员在设备和工具管理中的相关职责、设备和工具的购

置、验收、使用、运行维护等的各项规定等。 

6.4.7.4 文档管理制度 

应制定完备的文档管理制度，包括机构人员在文档管理中的相关职责、文件的生成、批准、发

放、检索、使用、保管、旧版回收、销毁的各项规定等，同时明确记录保存的相关规定。 

6.4.7.5 人员管理制度 

应制定完备的人员管理制度，包括人员录用、考核、日常管理以及离职等方面的内容和要求，

同时应包括各岗位的职责说明、能力要求、能力评价方法等内容。 

6.4.7.6 培训管理制度 

应制定完备的培训管理制度，包括培训计划的制定、培训工作的实施、培训效果考核与上岗以

及人员培训档案建立等内容和要求。 

6.4.8  管理体系 

6.4.8.1 质量管理体系 

    咨询服务机构的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a) 应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b) 应保证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并采取纠正措施，确保其有效性。 

6.4.8.2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应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并通过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保证组织的

信息安全，特别是服务活动中所接触和收集的服务对象信息的安全。 

6.4.9  制度更新机制 

咨询服务机构根据最新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等制度更新其管理制度。 

6.4.10  风险管理 

咨询服务机构应建立风险管理体系，对合作伙伴或相关服务商进行合规性审查，确保其遵守相关的

网络安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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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专业评价要求 

数据安全合规咨询服务、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咨询服务的专业评价要求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分别对咨询服务基本要求和咨询服务过程规范作出要求。其中四级最高，一级最低。具体专业评价要求

见附录 A和附录 B。 

8 人员能力要求 

8.1 数据安全合规咨询服务技术人员能力要求 

8.1.1 初级数据安全合规咨询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或能力 

    包括： 

a) 网络安全相关专业，本科或研究生学历、大专学历应有 1年以上网络安全、数据安全领域的工

作经验； 

b) 非网络安全相关专业，研究生学历、本科学历应有 1年、大专学历应有 2年以上网络安全、数

据安全领域的工作经验； 

c) 熟练掌握数据安全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标准； 

d) 熟悉掌握网络安全基础知识； 

e) 熟悉网络安全产品分类，了解其功能、特点和操作方法； 

f) 掌握合规咨询方法,能够根据咨询方案客观、准确、完整地获取各项合规证据； 

g) 掌握咨询所用工具的操作方法,能够合理设计测试用例获取相应测试数据； 

h) 能够按照报告编制要求整理测试数据。 

8.1.2  中级数据安全合规咨询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或能力 

    包括： 

a) 网络安全相关专业，研究生学历、本科应有 1年、大专学历应有 2年以上网络安全、数据安全

领域的工作经验； 

b) 非网络安全相关专业，研究生学历应有 1年、本科学历应有 2年、大专学历应有 3年以上网络

安全、数据安全领域的工作经验； 

c) 熟练掌握数据安全保护相关政策、法规； 

d) 能正确理解数据安全保护标准体系和主要标准内容,能够跟踪国内、国际信息安全相关标准的

发展； 

e) 熟练掌握网络安全基础知识,熟悉数据安全测评方法,具备数据安全技术研究的基础和实践经

验； 

f) 熟练掌握数据安全保护各个工作环节的相关要求，能够针对咨询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合理化的

整改建议； 

g) 具备较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熟悉测评项目的工作流程和质量管理的方法,具备较强的组织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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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沟通能力； 

h) 能够独立开发咨询方案,熟悉咨询方案的开发、版本控制和评审流程； 

i) 能够根据测评对象的特点,编制咨询方案,确定咨询对象、咨询指标和咨询方法； 

j) 具备综合分析和判断的能力,能够依据咨询报告模板要求编制咨询报告,能够整体把握咨询报

告结论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具备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 

8.1.3  高级数据安全合规咨询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或能力 

    包括： 

a) 网络安全相关专业，研究生学历应有 1年、本科学历应有 2年、大专学历应有 3年以上网络安

全、数据安全领域的工作经验； 

b) 非网络安全相关专业，研究生学历应有 2年、本科学历应有 3年、大专学历应有 4年以上网络

安全、数据安全领域的工作经验； 

c) 熟悉和跟踪国内外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的相关政策、法规及标准的发展； 

d) 熟悉数据安全保护工作的全过程, 熟悉数据风险测评、数据分类分级、数据安全建设整改各个

工作环节的要求； 

e) 对数据安全保护标准体系及主要标准有较为深入的理解； 

f) 具备数据安全保护理论研究的基础、实践经验和研究创新能力； 

g) 具备丰富的质量体系管理和项目管理经验,具备较强的组织协调和管理能力； 

h) 能够独立开发咨询方案,熟悉咨询方案的开发、版本控制和评审流程； 

i) 能够根据测评对象的特点,编制咨询方案,确定咨询对象、咨询指标和咨询方法； 

j)  具备综合分析和判断的能力,能够依据咨询报告模板要求编制咨询报告,能够整体把握咨询报

告结论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具备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 

8.2 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咨询服务技术人员能力要求 

8.2.1 初级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咨询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或能力 

    包括： 

a) 网络安全相关专业，本科或研究生学历、大专学历应有 1年以上网络安全、数据安全领域的工

作经验； 

b) 非网络安全相关专业，研究生学历、本科学历应有 1年、大专学历应有 2年以上网络安全、数

据安全领域的工作经验； 

c) 熟练掌握网络安全基础知识； 

d) 熟练掌握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标准； 

e) 熟悉网络安全产品分类，了解其功能、特点和操作方法； 

f) 熟练掌握个人信息保护咨询方法,具备调研获取个人信息安全管理合规证据的能力； 

g) 掌握咨询所用工具的操作方法； 

h) 能够按照报告编制要求整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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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中级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咨询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或能力 

    包括： 

a) 网络安全相关专业，研究生学历、本科应有 1年、大专学历应有 2年以上网络安全、数据安全

领域的工作经验； 

b) 非网络安全相关专业，研究生学历应有 1年、本科学历应有 2年、大专学历应有 3年以上网络

安全、数据安全领域的工作经验； 

c) 熟练掌握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政策、法规； 

d) 熟练掌握个人信息保护标准体系和主要标准内容,能够跟踪国内、国际信息安全相关标准的发

展； 

e) 熟练掌握网络安全基础知识,熟悉个人信息保护测评方法,具备网络安全技术研究的基础和实

践经验； 

f) 熟练掌握个人信息保护各个工作环节的相关要求，能够针对咨询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合理化的

整改建议； 

g) 具备较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熟悉个人信息保护管理项目的工作流程和质量管理的方法,具备

较强的组织协调和沟通能力； 

h) 具备独立编写咨询方案的能力,并能依据咨询方案进行组织实施； 

i) 能够根据咨询服务对象的特点,编制咨询方案,确定咨询对象、咨询指标和咨询方法； 

j) 具备综合分析和判断的能力,能够依据咨询报告模板要求编制咨询报告,能够整体把握咨询报

告结论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具备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 

8.2.3 高级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咨询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或能力 

    包括： 

a) 网络安全相关专业，研究生学历应有 1 年、本科应有 2 年、大专学历应有 3 年以上网络安全、

数据安全领域的工作经验； 

b) 非网络安全相关专业，研究生学历应有 2年、本科学历应有 3年、大专学历应有 4年以上网络

安全、数据安全领域的工作经验； 

c) 熟练掌握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全过程, 熟悉个人信息数据风险测评、数据分类分级、数据安全

建设整改各个工作环节的要求； 

d) 熟悉和跟踪国内外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政策、法规及标准的发展；  

e) 对个人信息保护标准体系及主要标准有较为深入的理解； 

f) 具备个人信息保护理论研究的基础、实践经验和研究创新能力； 

g) 具备丰富的质量体系管理和项目管理经验,具备较强的组织协调和管理能力； 

h) 具备独立编写咨询方案的能力,并能依据咨询方案进行组织实施； 

i) 能够根据咨询服务对象的特点,编制咨询方案,确定咨询对象、咨询指标和咨询方法； 

j) 具备综合分析和判断的能力,能够依据咨询报告模板要求编制咨询报告,能够整体把握咨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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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结论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具备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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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数据安全合规咨询服务专业评价要求 

A.1  一级要求 

A.1.1  咨询服务基本要求 

    包括： 

a)  应编制咨询服务过程管理制度，规范咨询服务流程、方法和准则； 

b)  应编制咨询服务方案、咨询服务模板，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按照方案与模板实施； 

c)  应编制项目需求文档。 

A.1.2  咨询服务过程规范 

A.1.2.1  准备阶段 

A.1.2.1.1  调研服务对象需求 

    包括： 

a)  应提供咨询服务的说明或介绍，让服务对象了解所能提供的服务； 

b)  编制咨询服务调研表，对服务对象需求做详细调研并记录，必要时到服务对象现场进行  

调研； 

c)  了解服务对象所在行业特征、主管部门、业务范围、安全合规需求； 

d)  对服务对象需求进行初步评审，判断服务能力能否满足服务对象要求。 

A.1.2.1.2  签订咨询服务合同 

    包括： 

a)  应明确主要服务事项、项目交付成果、双方责任义务权限等； 

b)  应明确保密义务，项目相关人员需要签署相关保密协议条款； 

c)  涉及访问或处理数据的，应约定处理数据的目的、范围、处理方式，数据安全保护措施 

等，明确双方的数据安全责任义务；涉及访问或处理敏感数据的，应依照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合同约定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不得擅自留存、使用、泄露或者向他人提供敏 

感数据。 

A.1.2.2  方案设计阶段 

A.1.2.2.1  成立项目组 

    包括： 

a) 根据合同规定的服务内容，选择相应的人员成立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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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明确项目组成员职责权限、分工，确定项目负责人； 

c)  明确项目周期，确定工作计划和交付物； 

d)  与服务对象建立工作机制。 

A.1.2.2.2  制定咨询服务工作方案 

包括： 

a) 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制定咨询服务工作方案； 

b) 咨询服务工作方案应明确具体分工和职责、时间节点和具体工作目标； 

c) 咨询服务工作方案应经内部讨论通过； 

d) 咨询服务工作方案应经服务对象确认； 

e) 针对咨询服务工作方案中的难点，对项目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A.1.2.3  实施阶段 

A.1.2.3.1  现状梳理 

    包括： 

a)  应根据项目需要，通过访谈、文本查阅等方式对服务对象的安全现状进行梳理； 

b)  必要时可对数据安全状况开展技术检测和核验，并对相关情况进行记录。 

A.1.2.3.2  合规评估 

包括：  

a) 对照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对比服务对象数据安全保护现状，开展合规评估：  

1) 评估是否建立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组织开展数据安全教育培训，采取相应的技

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数据安全； 

2) 通过数据识别技术工具对现存数据资产进行分析识别，评估数据资产清单的合理性； 

3) 评估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的合理性以及数据分类分级的实施现状； 

4) 评估数据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各处理环节的合规性； 

5) 服务对象向境外提供数据的，评估其是否完成数据出境风险自评估及申报数据出境安

全评估； 

6) 评估是否建立数据安全应急处置机制以及数据安全应急处置机制的有效性； 

7) 服务对象为重要数据处理者的，评估其是否明确数据安全负责人和管理机构，落实数

据安全保护责任，以及是否定期开展风险评估。 

b) 对合规评估过程中识别出的风险点进行级别判断，与服务对象沟通确认并形成合规评估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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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3.3  合规建议 

    包括： 

a) 根据合规评估报告，编制合规建议书； 

b) 与服务对象沟通确认合规建议书内容，明确合规整改项、指导服务单位落实相关的计划完

成时间、整改负责人等事项。 

A.1.2.3.4  合规整改 

根据合规建议书明确的事项，指导服务对象开展合规整改。 

A.1.2.4  验收阶段 

A.1.2.4.1  项目验收 

    包括： 

a) 查验整个项目的记录资料，判断项目实施过程是否符合咨询服务过程管理制度要求； 

b) 提交项目验收材料，配合服务对象执行项目验收评审，与服务对象沟通确认验收合格。  

A.1.2.4.2  项目总结 

     包括： 

a) 项目组对项目完成过程进行总结，并形成总结报告； 

b) 针对项目中存在的问题，检讨纠正措施，不断完善管理体系，提升专业服务能力。 

A.2  二级要求 

A.2.1  咨询服务基本要求 

包括： 

a)  应编制咨询服务过程管理制度，规范咨询服务流程、方法和准则； 

b)  应编制咨询服务方案、咨询服务模板，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按照方案与模板实施； 

c)  应编制项目需求文档； 

d)  应在咨询服务实施前对项目团队进行培训。 

A.2.2  咨询服务过程规范 

A.2.2.1  准备阶段 

A.2.2.1.1  调研服务对象需求 

    包括： 

a)  应提供咨询服务的说明或介绍，让服务对象了解所能提供的服务； 

b)  应编制咨询服务调研表，对服务对象需求做详细调研并记录，必要时到服务对象现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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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调研； 

c)  了解服务对象所在行业特征、主管部门、业务范围、安全合规需求； 

d)  对服务对象需求进行初步评审，判断服务能力能否满足服务对象要求。 

A.2.2.1.2 签订咨询服务合同 

    包括： 

a)   应明确主要服务事项、项目交付成果、双方责任义务权限等； 

b)   应明确保密义务，项目相关人员需要签署相关保密协议条款； 

c)   涉及访问或处理数据的，应约定处理数据的目的、范围、处理方式，数据安全保护措施 

等，明确双方的数据安全责任义务；涉及访问或处理敏感数据的，应依照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合同约定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不得擅自留存、使用、泄露或者向他人提供敏 

感数据。 

A.2.2.2  方案设计阶段 

A.2.2.2.1  成立项目组 

   包括： 

a)  根据合同规定的服务内容，选择相应的人员成立项目组； 

b)  明确项目组成员职责权限、分工，确定项目负责人； 

c)  明确项目周期，确定工作计划和交付物； 

d)  与服务对象建立工作机制。 

A.2.2.2.2  制定咨询服务工作方案 

包括： 

a)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制定咨询服务工作方案； 

b) 咨询服务工作方案应明确具体分工和职责、时间节点和具体工作目标； 

c) 咨询服务工作方案应经内部讨论通过； 

d) 咨询服务工作方案应经服务对象确认； 

e) 针对咨询服务工作方案中的难点，对项目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A.2.2.3  实施阶段 

A.2.2.3.1  现状梳理 

    包括： 

a) 根据项目需要，通过访谈、文本查阅等方式对服务对象的安全现状进行梳理； 

b) 必要时可对数据处理情况开展技术检测和核验，并对相关情况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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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3.2  合规评估 

    包括： 

a) 对照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对比服务对象数据安全保护现状，开展合规评估：  

1) 评估是否建立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组织开展数据安全教育培训，采取相应的技

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数据安全； 

2) 通过数据识别技术工具对现存数据资产进行分析识别，评估数据资产清单的合理性； 

3) 评估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的合理性以及数据分类分级的实施现状； 

4) 评估数据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各处理环节的合规性； 

5) 服务对象向境外提供数据的，评估其是否完成数据出境风险自评估及申报数据出境安

全评估； 

6) 评估是否建立数据安全应急处置机制以及数据安全应急处置机制的有效性； 

7) 服务对象为重要数据处理者的，评估其是否明确数据安全负责人和管理机构，落实数

据安全保护责任，以及是否定期开展风险评估。 

b) 对合规评估过程中识别出的风险点进行级别判断，与服务对象沟通确认并形成合规评估报

告。 

A.2.2.3.3  合规建议 

     包括： 

a) 根据合规评估报告，编制合规建议书； 

b) 与服务对象沟通确认合规建议书内容，明确合规整改项、指导服务单位落实相关的计划

完成时间、整改负责人等事项。 

A.2.2.3.4 合规整改 

根据合规建议书明确的事项，指导服务对象开展合规整改。 

A.2.2.4  验收阶段 

A.2.2.4.1  项目验收 

    包括： 

a) 查验整个项目的记录资料，判断项目实施过程是否符合咨询服务过程管理制度要求； 

b) 提交项目验收材料，配合服务对象执行项目验收评审，与服务对象沟通确认验收合格。 

A.2.2.4.2  项目总结 

包括： 

a) 项目组对项目完成过程进行总结，并形成总结报告； 

b) 针对项目中存在的问题，检讨纠正措施，不断完善管理体系，提升专业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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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三级要求 

A.3.1  咨询服务基本要求 

     包括： 

a) 应编制咨询服务过程管理制度，规范咨询服务流程、方法和准则； 

b) 应编制咨询服务方案、咨询服务模板，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按照方案与模板实施； 

c) 应编制项目需求文档； 

d) 应在咨询服务实施前对项目团队进行培训； 

e) 应具备数据安全咨询服务指导性文件和质量手册； 

f) 应具备数据分类分级咨询能力； 

g) 应具备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数据安全、重要数据安全咨询能力； 

h) 应配备满足数据安全咨询服务工作需要的设备和工具，如数据资源发现、数据资产识

别、数据流向监测等，在咨询服务过程中辅助发现安全问题； 

i) 应建立咨询服务知识库，具备知识收集、检索和维护的手段和功能； 

j) 应建立咨询服务标准库，具备时效性、完善性、系统性和适用性； 

k) 应建立咨询服务专家库，专家应具备权威性。 

A.3.2  咨询服务过程规范 

A.3.2.1 准备阶段 

A.3.2.1.1 调研服务对象需求 

     包括： 

a) 应提供咨询服务的说明或介绍，让服务对象了解所能提供的服务； 

b) 编制咨询服务调研表，对服务对象需求做详细调研并记录，必要时到服务对象现场进行调

研； 

c) 了解服务对象所在行业特征、主管部门、业务范围、安全合规需求； 

d) 对服务对象需求进行初步评审，判断服务能力能否满足服务对象要求。 

A.3.2.1.2 签订咨询服务合同 

     包括： 

a)   应明确主要服务事项、项目交付成果、双方责任义务权限等； 

b)   应明确保密义务，项目相关人员需要签署相关保密协议条款； 

c)   涉及访问或处理数据的，应约定处理数据的目的、范围、处理方式，数据安全保护措施 

等，明确双方的数据安全责任义务；涉及访问或处理敏感数据的，应依照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合同约定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不得擅自留存、使用、泄露或者向他人提供敏 

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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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2 方案设计阶段 

A.3.2.2.1 成立项目组 

     包括： 

a)  根据合同规定的服务内容，选择相应的人员成立项目组； 

b)  明确项目组成员职责权限、分工，确定项目负责人； 

c)  明确项目周期，确定工作计划和交付物； 

d)  与服务对象建立工作机制。 

A.3.2.2.2 制定咨询服务工作方案 

     包括： 

a)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制定咨询服务工作方案； 

b)  咨询服务工作方案应明确具体分工和职责、时间节点和具体工作目标； 

c)  咨询服务工作方案应经内部讨论通过； 

d)  咨询服务工作方案应经服务对象确认； 

e)  针对咨询服务工作方案中的难点，对项目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A.3.2.3 实施阶段 

A.3.2.3.1 现状梳理 

    包括： 

a)  根据项目需要，通过访谈、文本查阅等方式对服务对象的安全现状进行梳理； 

b)  必要时可对数据安全状况开展技术检测和核验，并对相关情况进行记录。 

A.3.2.3.2 合规评估 

    包括： 

a) 对照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对比服务对象数据安全保护现状，开展合规评估：  

1) 评估是否建立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组织开展数据安全教育培训，采取相应的技

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数据安全； 

2) 通过数据识别技术工具对现存数据资产进行分析识别，对数据资产进行标记，评估数

据资产清单的合理性；监测分析核心数据流向，制定数据流图； 

3) 评估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的合理性以及数据分类分级的实施现状； 

4) 评估数据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各处理环节的合规性； 

5) 服务对象向境外提供数据的，评估其是否完成数据出境风险自评估及申报数据出境安

全评估； 

6) 评估是否建立数据安全应急处置机制以及数据安全应急处置机制的有效性； 

7) 服务对象为重要数据处理者的，评估其是否明确数据安全负责人和管理机构，落实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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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安全保护责任，以及是否定期开展风险评估。 

b) 对合规评估过程中识别出的风险点进行级别判断，与服务对象沟通确认并形成合规评估报

告。 

A.3.2.3.3 合规建议 

     包括： 

a) 根据合规评估报告，编制合规建议书； 

b) 与服务对象沟通确认合规建议书内容，明确合规整改项、指导服务单位落实相关的计划

完成时间、整改负责人等事项。 

A.3.2.3.4 合规整改 

 根据合规建议书明确的事项，指导服务对象开展合规整改。 

A.3.2.4 验收阶段 

A.3.2.4.1 项目验收 

    包括： 

a) 查验整个项目的记录资料，判断项目实施过程是否符合咨询服务过程管理制度要求； 

b) 提交项目验收材料，配合服务对象执行项目验收评审，与服务对象沟通确认验收合格。 

A.3.2.4.2 项目总结 

    包括： 

a) 项目组对项目完成过程进行总结，并形成总结报告； 

b) 针对项目中存在的问题，检讨纠正措施，不断完善管理体系，提升专业服务能力。 

A.4  四级要求 

A.4.1咨询服务基本要求 

咨询机构开展数据安全合规咨询服务，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a) 应编制咨询服务过程管理制度，规范咨询服务流程、方法和准则； 

b) 应编制咨询服务方案、咨询服务模板，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按照方案与模板实施； 

c) 应编制项目需求文档； 

d) 应在咨询服务实施前对项目团队进行培训； 

e) 应具备数据安全咨询服务指导性文件和质量手册； 

f) 应具备数据分类分级咨询能力； 

g) 应具备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数据安全、重要数据安全咨询能力； 

h) 应配备满足数据安全咨询服务工作需要的设备和工具，如数据资源发现、数据资产识别、



 

DB44/T 2650—2025 

22 
 

数据流向监测、API敏感数据监测和数据泄露检测等，在咨询服务过程中辅助发现安全问

题； 

i) 应具备咨询服务知识库，具备知识收集、检索和维护的手段和功能； 

j) 应建立咨询服务标准库，具备时效性、完善性、系统性和适用性； 

k) 应建立咨询服务专家库，专家应具备权威性。 

A.4.2 咨询服务过程规范 

A.4.2.1 准备阶段 

A.4.2.1.1 调研服务对象需求 

    包括： 

a) 应提供咨询服务的说明或介绍，让服务对象了解所能提供的服务； 

b) 编制咨询服务调研表，对服务对象需求做详细调研并记录，必要时到服务对象现场进行调

研； 

c) 了解服务对象所在行业特征、主管部门、业务范围、安全合规需求； 

d) 对服务对象需求进行初步评审，判断服务能力能否满足服务对象要求。 

A.4.2.1.2 签订咨询服务合同 

    包括： 

a) 应明确主要服务事项、项目交付成果、双方责任义务权限等； 

b) 应明确保密义务，项目相关人员需要签署相关保密协议条款； 

c) 涉及访问或处理数据的，应约定处理数据的目的、范围、处理方式，数据安全保护措施

等，明确双方的数据安全责任义务；涉及访问或处理敏感数据的，应依照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合同约定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不得擅自留存、使用、泄露或者向他人提供敏感数

据。 

A.4.2.2 方案设计阶段 

A.4.2.2.1 成立项目组 

     包括： 

a)  根据合同规定的服务内容，选择相应的人员成立项目组； 

b)  明确项目组成员职责权限、分工，确定项目负责人； 

c)  明确项目周期，确定工作计划和交付物； 

d)  与服务对象建立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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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2.2 制定咨询服务工作方案 

     包括： 

a)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制定咨询服务工作方案； 

b) 咨询服务工作方案应明确具体分工和职责、时间节点和具体工作目标； 

c) 咨询服务工作方案应经内部讨论通过； 

d) 咨询服务工作方案应经服务对象确认； 

e) 针对咨询服务工作方案中的难点，对项目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A.4.2.3 实施阶段 

A.4.2.3.1 现状梳理 

    包括： 

a) 根据项目需要，通过访谈、文本查阅等方式对服务对象的安全现状进行梳理； 

b) 必要时可对数据处理情况开展技术检测和核验，并对相关情况进行记录。 

A.4.2.3.2 合规评估 

    包括： 

a) 对照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对比服务对象数据安全保护现状，开展合规评估：  

1) 评估是否建立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组织开展数据安全教育培训，采取相应的技

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数据安全； 

2) 通过数据识别技术工具对现存数据资产进行分析识别，对数据资产进行标记，评估数

据资产清单的合理性；监测分析核心数据流向，制定数据流图；评估API敏感数据泄

露情况，以及分析组织的数据泄露渠道和控制措施； 

3) 评估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的合理性以及数据分类分级的实施现状； 

4) 评估数据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各处理环节的合规性； 

5) 服务对象向境外提供数据的，评估其是否完成数据出境风险自评估及申报数据出境安

全评估； 

6) 评估是否建立数据安全应急处置机制以及数据安全应急处置机制的有效性； 

7) 服务对象为重要数据处理者的，评估其是否明确数据安全负责人和管理机构，落实数

据安全保护责任，以及是否定期开展风险评估。 

b) 对合规评估过程中识别出的风险点进行级别判断，与服务对象沟通确认并形成合规评估报

告。 

A.4.2.3.3 合规建议 

     包括： 

a) 根据合规评估报告，编制合规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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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与服务对象沟通确认合规建议书内容，明确合规整改项、指导服务单位落实相关的计划

完成时间、整改负责人等事项。 

A.4.2.3.4 合规整改 

根据合规建议书明确的事项，指导服务对象开展合规整改。 

A.4.2.4 验收阶段 

A.4.2.4.1 项目验收 

    包括： 

a) 查验整个项目的记录资料，判断项目实施过程是否符合咨询服务过程管理制度要求； 

b) 提交项目验收材料，配合服务对象执行项目验收评审，与服务对象沟通确认验收合格； 

c) 针对项目的实施对服务对象进行满意度调查。 

A.4.2.4.2 项目总结 

     包括： 

a) 项目组对项目完成过程进行总结，并形成总结报告； 

b) 针对项目中存在的问题，检讨纠正措施，不断完善管理体系，提升专业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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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咨询服务专业评价要求 

B.1  一级要求 

B.1.1 咨询服务基本要求 

     包括： 

a) 应编制咨询服务过程管理制度，规范咨询服务流程、方法和准则； 

b) 应编制咨询服务方案、咨询服务模板，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按照方案与模板实施； 

c) 应具备项目需求等各类记录层面文档。 

B.1.2 咨询服务过程规范 

B.1.2.1 准备阶段 

B.1.2.1.1 调研服务对象需求 

     包括： 

a) 应提供咨询服务的说明或介绍，让服务对象了解所能提供的服务； 

b) 编制咨询服务调研表，对服务对象需求做详细调研并记录，必要时到服务对象现场进行调研； 

c) 了解服务对象所在行业特征、主管部门、业务范围、安全合规需求； 

d) 对服务对象需求进行初步评审，判断服务能力能否满足服务对象要求。 

B.1.2.1.2 签订咨询服务合同 

     包括： 

a) 应明确主要服务事项、项目目标、双方责任义务权限等； 

b) 应明确保密义务，项目相关人员需要签署相关保密协议条款； 

c) 涉及访问或处理个人信息的，应约定相关目的、期限、处理方式、个人信息的种类、保护措施以

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 

B.1.2.2 方案设计阶段 

B.1.2.2.1 成立项目组 

     包括： 

a) 根据合同规定的项目服务内容，选择相应的人员成立项目组； 

b) 明确项目组成员职责权限、分工，确定项目负责人； 

c) 明确项目周期，确定工作计划和交付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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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与服务对象建立工作机制。 

B.1.2.2.2 制定咨询服务工作方案 

     包括： 

a)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制定咨询服务工作方案； 

b) 咨询服务工作方案需明确具体分工和职责、时间节点和具体工作目标； 

c) 咨询服务工作方案需经内部讨论通过； 

d) 咨询服务工作方案需经服务对象确认； 

e) 针对咨询服务工作方案中的难点，对项目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B.1.2.3 实施阶段 

B.1.2.3.1 现状梳理 

     包括： 

a) 根据项目需要，通过访谈、文本查阅等方式对服务对象的个人信息保护现状进行梳理； 

b) 必要时可对个人信息保护状况开展技术检测和核验，并对相关情况进行记录。 

B.1.2.3.2 合规评估 

     包括： 

a) 对照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对比服务对象个人信息保护现状，开展合规评估： 

1) 评估是否制定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2) 评估个人信息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各处理环节的合规

性； 

3) 服务对象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的，评估是否具备以下条件之一：安全评估、个人信息保护

认证、标准合同约定或相关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4) 服务对象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的，评估是否取得用户单独同意； 

5) 评估服务对象是否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定期对其处理的个人信息进行合规审计； 

6) 服务对象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利用个人信息开展自动化决策，委托处理个人信息、向其他

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个人信息、公开个人信息，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或开展其他对个人

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评估其是否事先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以及

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的规范性； 

7) 评估是否建立个人信息应急响应机制以及应急响应机制的有效性； 

8) 服务对象为提供重要互联网平台服务、用户数量巨大、业务类型复杂的个人信息处理者

的，评估其是否履行制定平台规则、定期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社会责任报告等法律规定的特

殊义务； 

9) 评估服务对象是否已建立个人信息权利响应流程和规范，并对已有的权利响应情况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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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进行评估，判断响应时效性、响应有效性是否与流程规范相一致。 

b) 对合规评估过程中识别出的风险点进行级别判断，与服务对象沟通确认并形成合规评估报告。 

B.1.2.3.3 合规建议 

     包括： 

a) 根据合规评估报告，编制合规建议书； 

b) 与服务对象沟通确认合规建议书内容，明确合规整改项、计划完成时间、整改负责人等事项。 

B.1.2.3.4 合规整改 

根据合规建议书明确的事项，指导服务对象开展合规整改。 

B.1.2.4 验收阶段 

B.1.2.4.1 项目验收 

     包括： 

a) 查验整个项目的记录资料，判断项目实施过程是否符合咨询服务过程管理制度要求； 

b) 提交项目验收材料，配合服务对象执行项目验收评审，与服务对象沟通确认验收合格。 

B.1.2.4.2 项目总结 

     包括： 

a) 项目组对项目完成过程进行总结，并形成总结报告； 

b) 针对项目中存在的问题，检讨纠正措施，不断完善管理，提升专业服务能力。 

B.2  二级要求 

B.2.1 咨询服务基本要求 

     包括： 

a)  应编制咨询服务过程管理制度，规范咨询服务流程、方法和准则； 

b)  应编制咨询服务方案、咨询服务模板，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按照方案与模板实施； 

c)  应具备项目需求等各类记录层面文档； 

d)  应在咨询服务实施前对项目团队进行培训。 

B.2.2 咨询服务过程规范 

B.2.2.1 准备阶段 

B.2.2.1.1 调研服务对象需求 

     包括： 

a) 应提供咨询服务的说明或介绍，让服务对象了解所能提供的服务； 



 

DB44/T 2650—2025 

28 
 

b) 编制咨询服务调研表，对服务对象需求做详细调研并记录，必要时到服务对象现场进行

调研； 

c) 了解服务对象所在行业特征、主管部门、业务范围、安全合规需求； 

d) 对服务对象需求进行初步评审，判断服务能力能否满足服务对象要求。 

B.2.2.1.2 签订咨询服务合同 

     包括： 

a) 应明确主要服务事项、项目目标、双方责任义务权限等； 

b) 应明确保密义务，项目相关人员需要签署相关保密协议条款； 

c) 涉及访问或处理个人信息的，应约定相关目的、期限、处理方式、个人信息的种类、保

护措施以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 

B.2.2.2 方案设计阶段 

B.2.2.2.1 成立项目组 

     包括： 

a) 根据合同规定的项目服务内容，选择相应的人员成立项目组； 

b) 明确项目组成员职责权限、分工，确定项目负责人； 

c) 明确项目周期，确定工作计划和交付物； 

d) 与服务对象建立工作机制。 

B.2.2.2.2 制定咨询服务工作方案 

     包括： 

a)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制定咨询服务工作方案； 

b) 咨询服务工作方案需明确具体分工和职责、时间节点和具体工作目标； 

c) 咨询服务工作方案需经内部讨论通过； 

d) 咨询服务工作方案需经服务对象确认； 

e) 针对咨询服务工作方案中的难点，对项目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B.2.2.3 实施阶段 

B.2.2.3.1 现状梳理 

     包括： 

a) 根据项目需要，通过访谈、文本查阅等方式对服务对象的个人信息保护现状进行梳理； 

b) 必要时可对个人信息处理情况开展技术检测和核验，并对相关情况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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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3.2 合规评估 

     包括： 

a) 对照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对比服务对象个人信息保护现状，开展合规评估： 

1) 评估是否制定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2) 评估个人信息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各处理环节的合规

性； 

3) 服务对象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的，评估是否具备以下条件之一：安全评估、个人信息保护

认证、标准合同约定或相关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4) 服务对象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的，评估是否取得用户单独同意； 

5) 评估服务对象是否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定期对其处理的个人信息进行合规审计； 

6) 服务对象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利用个人信息开展自动化决策，委托处理个人信息、向其他

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个人信息、公开个人信息，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或开展其他对个人

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评估其是否事先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以及

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的规范性； 

7) 评估是否建立个人信息应急响应机制以及应急响应机制的有效性； 

8) 服务对象为提供重要互联网平台服务、用户数量巨大、业务类型复杂的个人信息处理者

的，评估其是否履行制定平台规则、定期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社会责任报告等法律规定的特

殊义务； 

9) 评估服务对象是否已建立个人信息权利响应流程和规范，并对已有的权利响应情况的规范

性进行评估，判断响应时效性、响应有效性是否与流程规范相一致。 

b) 对合规评估过程中识别出的风险点进行级别判断，与服务对象沟通确认并形成合规评估

报告。 

B.2.2.3.3 合规建议 

     包括： 

a) 根据合规评估报告，编制合规建议书； 

b) 与服务对象沟通确认合规建议书内容，明确合规整改项、计划完成时间、整改负责人等

事项。 

B.2.2.3.4 合规整改 

根据合规建议书明确的事项，指导服务对象开展合规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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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4 验收阶段 

B.2.2.4.1 项目验收 

     包括： 

a) 查验整个项目的记录资料，判断项目实施过程是否符合咨询服务过程管理制度要求； 

b) 提交项目验收材料，配合服务对象执行项目验收评审，与服务对象沟通确认验收合格。 

B.2.2.4.2 项目总结 

     包括： 

a) 项目组对项目完成过程进行总结，并形成总结报告； 

b) 针对项目中存在的问题，检讨纠正措施，不断完善管理，提升专业服务能力。 

B.3  三级要求 

B.3.1咨询服务基本要求 

     包括： 

a) 应编制咨询服务过程管理制度，规范咨询服务流程、方法和准则； 

b) 应编制咨询服务方案、咨询服务模板，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按照方案与模板实施； 

c) 应具备项目需求等各类记录层面文档； 

d) 应在咨询服务实施前对项目团队进行培训； 

e) 应建立内部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咨询服务指导性文件和质量手册； 

f) 应具备针对敏感个人信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在境内运营和收集产生的个人信息实施咨询

的能力； 

g) 咨询服务机构应配备满足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咨询服务工作需要的设备和工具，如用于个人

信息发现、个人信息识别、个人信息流向监测等工具，在咨询服务过程中辅助发现安全

问题； 

h) 应建立咨询服务知识库，具备知识收集、检索和维护的手段和功能； 

i) 应建立咨询服务标准库，具备时效性、完善性、系统性和适用性； 

j) 应建立咨询服务专家库，专家应具备权威性。 

B.3.2 咨询服务过程规范 

B.3.2.1 准备阶段 

B.3.2.1.1 调研服务对象需求 

     包括： 

a) 应提供咨询服务的说明或介绍，让服务对象了解所能提供的服务； 

b) 编制咨询服务调研表，对服务对象需求做详细调研并记录，必要时到服务对象现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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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 

c) 了解服务对象所在行业特征、主管部门、业务范围、安全合规需求； 

d) 对服务对象需求进行初步评审，判断服务能力能否满足服务对象要求。 

B.3.2.1.2 签订咨询服务合同 

     包括： 

a) 应明确主要服务事项、项目目标、双方责任义务权限等； 

b) 应明确保密义务，项目相关人员需要签署相关保密协议条款； 

c) 涉及访问或处理个人信息的，应约定相关目的、期限、处理方式、个人信息的种类、保护措施以

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 

B.3.2.2 方案设计阶段 

B.3.2.2.1 成立项目组 

     包括： 

a) 根据合同规定的项目服务内容，选择相应的人员成立项目组； 

b) 明确项目组成员职责权限、分工，确定项目负责人； 

c) 明确项目周期，确定工作计划和交付物； 

d) 与服务对象建立工作机制。 

B.3.2.2.2 制定咨询服务工作方案 

     包括： 

a)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制定咨询服务工作方案； 

b) 咨询服务工作方案应明确具体分工和职责、时间节点和具体工作目标； 

c) 咨询服务工作方案应经内部讨论通过； 

d) 咨询服务工作方案应经服务对象确认； 

e) 针对咨询服务工作方案中的难点，对项目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B.3.2.3 实施阶段 

B.3.2.3.1 现状梳理 

     包括： 

a) 根据项目需要，通过访谈、文本查阅等方式对服务对象的个人信息保护现状进行梳理； 

b) 必要时可对个人信息保护状况开展技术检测和核验，并对相关情况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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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2.3.2 合规评估 

     包括： 

a) 对照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对比服务对象个人信息保护现状，开展合规评估： 

1) 评估是否制定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2) 评估个人信息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各处理环节的

合规性； 

3) 服务对象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的，评估是否具备以下条件之一：安全评估、个人信

息保护认证、标准合同约定或相关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4) 服务对象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的，评估是否取得用户单独同意； 

5) 评估服务对象是否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定期对其处理的个人信息进行合规审计； 

6) 服务对象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利用个人信息开展自动化决策，委托处理个人信息、

向其他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个人信息、公开个人信息，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或开

展其他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评估其是否事先进行个人信

息保护影响评估以及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的规范性； 

7) 评估是否建立个人信息应急响应机制以及应急响应机制的有效性； 

8) 服务对象为提供重要互联网平台服务、用户数量巨大、业务类型复杂的个人信息处

理者的，评估其是否履行制定平台规则、定期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社会责任报告等法

律规定的特殊义务； 

9) 评估服务对象是否已建立个人信息权利响应流程和规范，并对已有的权利响应情况的规范

性进行评估，判断响应时效性、响应有效性是否与流程规范相一致。 

b) 对合规评估过程中识别出的风险点进行级别判断，与服务对象沟通确认并形成合规评估

报告。 

B.3.2.3.3 合规建议 

     包括： 

a) 根据合规评估报告，编制合规建议书； 

b) 与服务对象沟通确认合规建议书内容，明确合规整改项、计划完成时间、整改负责人等

事项。 

B.3.2.3.4 合规整改 

根据合规建议书明确的事项，指导服务对象开展合规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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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2.4 验收阶段 

B.3.2.4.1 项目验收 

     包括： 

a) 查验整个项目的记录资料，判断项目实施过程是否符合咨询服务过程管理制度要求； 

b) 提交项目验收材料，配合服务对象执行项目验收评审，与服务对象沟通确认验收合格。 

B.3.2.4.2 项目总结 

     包括： 

a) 项目组对项目完成过程进行总结，并形成总结报告； 

b) 针对项目中存在的问题，检讨纠正措施，不断完善管理，提升专业服务能力。 

B.4  四级要求 

B.4.1 咨询服务基本要求 

     包括： 

a) 应编制咨询服务过程管理制度，规范咨询服务流程、方法和准则； 

b) 应编制咨询服务方案、咨询服务模板，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按照方案与模板实施； 

c) 应具备项目需求等各类记录层面文档； 

d) 应在咨询服务实施前对项目团队进行培训； 

e) 应建立内部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咨询服务指导性文件和质量手册； 

f) 应具备针对敏感个人信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在境内运营和收集产生的个人信息实施咨询

的能力； 

g) 咨询服务机构应配备满足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咨询服务工作需要的设备和工具，如用于个人

信息发现、个人信息识别、个人信息流向监测等工具，在咨询服务过程中辅助发现安全

问题； 

h) 应具备咨询服务知识库，具备知识收集、检索和维护的手段和功能； 

i) 应建立咨询服务标准库，具备时效性、完善性、系统性和适用性； 

j) 应建立咨询服务专家库，专家应具备权威性。 

B.4.2 咨询服务过程规范 

B.4.2.1 准备阶段 

B.4.2.1.1 调研服务对象需求 

     包括： 

a) 向服务对象提供咨询服务的说明或介绍，让服务对象了解所能提供的服务； 

b) 编制咨询服务调研表，对服务对象需求做详细调研并记录，必要时到服务对象现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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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 

c) 了解服务对象所在行业特征、主管部门、业务范围、安全合规需求； 

d) 对服务对象需求进行初步评审，判断服务能力能否满足服务对象要求。 

B.4.2.1.2 签订咨询服务合同 

     包括： 

a) 应明确主要服务事项、项目目标、双方责任义务权限等； 

b) 应明确保密义务，项目相关人员需要签署相关保密协议条款； 

c) 涉及访问或处理个人信息的，应约定相关目的、期限、处理方式、个人信息的种类、保

护措施以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 

B.4.2.2 方案设计阶段 

B.4.2.2.1 成立项目组 

     包括： 

a) 根据合同规定的项目服务内容，选择相应的人员成立项目组； 

b) 明确项目组成员职责权限、分工，确定项目负责人； 

c) 明确项目周期，确定工作计划和交付物； 

d) 与服务对象建立工作机制。 

B.4.2.2.2 制定咨询服务工作方案 

     包括： 

a)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制定咨询服务工作方案； 

b) 咨询服务工作方案应明确具体分工和职责、时间节点和具体工作目标； 

c) 咨询服务工作方案应经内部讨论通过； 

d) 咨询服务工作方案应经服务对象确认； 

e) 针对咨询服务工作方案中的难点，对项目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B.4.2.3 实施阶段 

B.4.2.3.1 现状梳理 

     包括： 

a) 根据项目需要，通过访谈、文本查阅等方式对服务对象的个人信息保护现状进行梳理； 

b) 必要时可对个人信息保护状况开展技术检测和核验，并对相关情况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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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2.3.2 合规评估 

     包括： 

a) 对照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对比服务对象个人信息保护现状，开展合规评估： 

1) 评估是否制定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2) 评估个人信息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各处理环节的

合规性，并且分析各处理环节的控制措施是否有采用个人信息安全工程，将个人信

息安全原则和要求融入到产品服务规划。建设的每个阶段，使个人信息安全要求在

产品服务中有效落实； 

3) 服务对象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的，评估是否具备以下条件之一：安全评估、个人信

息保护认证、标准合同约定或相关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4) 服务对象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的，评估是否取得用户单独同意； 

5) 评估服务对象是否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定期对其处理的个人信息进行合规审计； 

6) 服务对象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利用个人信息开展自动化决策，委托处理个人信息、

向其他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个人信息、公开个人信息，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或开

展其他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评估其是否事先进行个人信

息保护影响评估以及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的规范性； 

7) 评估是否建立个人信息应急响应机制以及应急响应机制的有效性； 

8) 服务对象为提供重要互联网平台服务、用户数量巨大、业务类型复杂的个人信息处

理者的，评估其是否履行制定平台规则、定期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社会责任报告等法

律规定的特殊义务； 

9) 评估服务对象是否已建立个人信息权利响应流程和规范，并对已有的权利响应情况的规范

性进行评估，判断响应时效性、响应有效性是否与流程规范相一致； 

10) 评估服务对象在对个人信息加密和去标识化等安全技术措施的有效性。 

b) 对合规评估过程中识别出的风险点进行级别判断，与服务对象沟通确认并形成合规评估

报告。 

B.4.2.3.3 合规建议 

     包括： 

a) 根据合规评估报告，编制合规建议书； 

b) 与服务对象沟通确认合规建议书内容，明确合规整改项、计划完成时间、整改负责人等

事项。 

B.4.2.3.4 合规整改 

根据合规建议书明确的事项，指导服务对象开展合规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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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2.4 验收阶段 

B.4.2.4.1 项目验收 

     包括： 

a) 查验整个项目的记录资料，判断项目实施过程是否符合咨询服务过程管理制度要求； 

b) 提交项目验收材料，配合服务对象执行项目验收评审，与服务对象沟通确认验收合格； 

c) 针对项目的实施对服务对象进行满意度调查。 

B.4.2.4.2 项目总结 

     包括： 

a) 项目组对项目完成过程进行总结，并形成总结报告； 

b) 针对项目中存在的问题，检讨纠正措施，不断完善管理，提升专业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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