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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系统技术规范》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一） 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杭州沃土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出，报中国中小商业企业

协会批准。本标准适用于数字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系统。

（二） 起草单位情况

本标准起草单位包括：杭州沃土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 标准编制过程

（1）成立标准起草组，技术调研和资料收集

2023 年 8 月 13 日，为保证制订工作的顺利开展、提高标准的质量和可

用性，由起草单位和相关技术专家共同组建了标准起草组，负责对相关技

术内容编制和技术确定。通过制订工作方案，标准起草组进一步明确了目

标要求、工作思路、人员分工和工作进度等。

标准起草组对当前的数字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系统技术规范涉及的相关

技术和要求进行了调研，搜集了众多学习平台、教育平台相关的标准、文

献、成果案例等资料，着手标准制定。

（2）确定标准框架，形成标准草案

2023 年 8 月 16 日—9月 13 日，起草小组结合前期的调研和资料，多

次召开内部研讨会，形成标准大纲，并邀请了专家和相关企业对标准进行

技术指导，对《数字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系统技术规范》的标准编制工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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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标准制定依据和编制原则等形成了共识，同时完成标准草案稿的撰写。

（3）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开展征求意见

2023 年 9 月 18 日，标准起草组对标准草案进行修改完善，包括调整基

本原则内容、修改错误用词和格式等，在反复讨论和论证的基础上，修改

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制定的背景和意义

数字技术是一项与电子计算机相伴相生的科学技术，它是指借助一定

的设备将各种信息，包括：图、文、声、像等，转化为电子计算机能识别

的二进制数字“0”和“1”后进行运算、加工、存储、传送、传播、还原

的技术。由于在运算、存储等环节中要借助计算机对信息进行编码、压缩、

解码等，因此也称为数码技术、计算机数字技术等。

数字技术涵盖的范围广，数字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时，需要学习的软件

多而杂，其中包括交流、培训、实训、学习、资源整合、在线跟踪等系统

软件，由于不同功能需要用到不同的系统软件，在进行人才培养时，培训

人员往往需要在众多系统软件间来回切换，不便于数字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因此，通过使用数字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系统，数字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系统

包含交流、培训、实训、学习、资源整合、在线跟踪等系统软件功能，在

数字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时，只需使用该软件，就能进行数字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即可解决人才培养时，需要使用大量相关软件，影响数字技术人才

培养效率的问题。

目前，国内没有关于数字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系统相关的标准，使操作

人员对数字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系统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在使用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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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可以依据的标准，导致操作人员在使用系统时，难以规范、科学、

合理的使用交流、培训、实训、学习、资源整合、在线跟踪等功能，使数

字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系统难以达到应有的数字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效果，不

利于人才培养。因此，通过制定《数字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系统技术规范》

团体标准，规范数字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系统内各功能的内容与使用要求，

让操作人员更加清晰的认知数字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系统内各功能的作用，

规范操作人员在使用数字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系统时的要求，达到提高人才

培养效率的目的，对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高效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三、标准编制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的过程中遵循“先进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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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标准主要内容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数字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系统技术规范（以下简称“培养

系统”）的符号和缩略语、总体要求、总体架构、功能要求、运行要求、

平台系统安全要求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数字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系统。

2.术语和定义

为便于对标准的理解与执行，本章节给出了数字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系

统技术规范的术语和定义。

3.符号和缩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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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规定了数字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系统技术规范的符号和缩略语相

关内容。

4.总体要求

本文件规定了数字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系统技术规范中总体要求的数据

集成和共享、基础数据维护服务、硬件、安全、分类功能、开发性要求等

内容。

5.总体架构

本文件规定了数字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系统技术规范中总体架构由用户

层、应用层、数据层、设施层、平台运行维护和平台安全防护组成。其中

应用层包括创业培训后续服务平台、创业培训考核平台、网络创业培训管

理系统、教务管理平台、在线学习平台、职业技能培训监管服务平台等。

6.功能要求

本文件规定了数字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系统技术规范中功能要求的用户

层、应用层、数据层、设施层等内容，其中应用层包括基本功能、应用层

包括创业培训后续服务平台、创业培训考核平台、网络创业培训管理系统、

教务管理平台、在线学习平台、职业技能培训监管服务平台等内容。

7.运行要求

本文件规定了数字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系统技术规范中运行要求的日志

分析和处理、数据清理、修复漏洞、数据备份、安全管理机制、应急预案

等内容。

8.平台系统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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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规定了数字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系统技术规范中平台系统安全要

求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故障平均修复时间、数据备份与恢复技术产品

的安全保证要求等内容。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该标准的内容符合《标准化法》等法律法规，符合安全性要求及有关

强制性标准要求。引用文件现行有效，引用标准的标准号和标准名称如下：

GB/T 18336.2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技术安全评估准则 第 2部分：

安全功能组件

GB/T 18336.3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技术安全评估准则 第 3部分：

安全保障组件

GB/T 20988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灾难恢复规范

标准只有通过实施才能起作用，如果不能实施，再好的标准也是“一

纸空文”，更无法体现它的作用。贯彻实施标准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有

良好的实施方法和检查监督机制。具体来说：（1）加大宣贯力度。利用报

纸、电视、电台及微信、微博等各种新媒体，大力宣传，为标准的实施营

造良好的社会氛围。（2）加强标准实施反馈。对在标准实施过程中发现的

问题及提出的意见，要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做好标准的修订和完善工作。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无重大分歧。

七、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不涉及现行标准的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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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数字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系统技术规范》标准起草组

2023 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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