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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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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政务大数据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省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黑龙江省政务大数据中心、黑龙江省标准化研究

院、中移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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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服务一码通办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政务服务一码通办技术规范，包括总体架构、一码通办平台管理要求、二维码制码要

求、动态码接入要求、静态码接入要求和信息安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政务服务一码通办业务二维码的管理、设计以及场景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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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66 二维条码 网格矩阵码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一码通办

扫描一个二维码完成不同应用场景的接入功能，实现各项事务办理的一种机制。

3.2

静态码

二维码内容一旦生成后就不会发生变化的二维码。

3.3

动态码

可以随时修改其背后链接或存储信息的二维码。

4 总体架构

一码通办系统的总体架构分为服务层、应用层、平台层和基础层四个部分，总体架构见图 1。
a) 服务层：居民、企业等用户可通过全省事 APP、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等渠道访问服务；

b) 应用层：涵盖码上办事、码上通行、码上通评、码上医疗等应用场景；

c) 平台层：基于融码规则引擎、能力开放平台、码支撑平台、码应用管理平台，为一码通办的各

种应用场景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能力；

d) 基础层：包括构成信息化基础设施的云服务器、云存储、云网络、云安全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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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总体架构

5 一码通办平台管理要求

5.1 通则

根据应用场景和技术实现方式的不同，二维码可分为动态码和静态码两种类型。一码通办平台应具

备对动态码和静态码的应用管理能力。

5.2 动态码管理

5.2.1 运营仪表盘

一码通办平台应具备运营仪表盘功能，可用于对动态码应用管理开通的服务用户量、用户码量、用

户使用量、服务数量进行统计分析。

5.2.2 服务场景管理

一码通办平台应具备服务场景管理功能，服务场景管理应包括服务的新增、用户列表、应用管理等

功能：

a) 服务新增管理：通过应用名称、应用编码、应用类型、应用排序、应用简介、应用 Logo 添加

后进行服务新增；

b) 应用管理：包含应用基础信息管理、应用授权开通管理、应用须知、应用拓展页面等；

c) 用户列表管理：服务应用使用用户的列表信息，如用户编号、用户名称、身份证号、手机号、

更新时间等。

5.2.3 用户管理

一码通办平台应具备用户管理功能，具体包括：

a) 管理用户列表；

b) 用户的基本信息；

c) 用户所开通的服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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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用户亮码记录

一码通办平台应具备用户亮码记录管理功能，可用于用户亮码的列表及详情信息，包含用户信息、

应用信息、亮码记录等。

5.2.5 系统设置

一码通办平台应具备系统设置功能，应具备全局密钥、数据接收地址、全局刷新时间的配置功能。

5.2.6 亮码首页

亮码首页按功能应划分成 3个区域，分别是切码导航、亮码区、场景拓展区：

a) 切码导航：主要完成各类码场景的切换使用，此部分由一码通办平台进行统一设计和建设；

b) 亮码区：主要用以展示当前码体；

c) 场景拓展区：主要用于拓展一码通办相关场景，进行网址接入。

5.3 静态码管理

5.3.1 静态码管理服务

5.3.1.1 静态码分类管理

一码通办平台应具备静态码分类管理功能，用于静态码分类管理功能，管理全局静态码分类标准，

支持多级动态数据元设置，形成数字资产管理的基础。

5.3.1.2 静态码管理中心

一码通办平台应具备静态码管理中心功能,用于静态码分类目录查看，以及对应的静态码详情数据。

5.3.1.3 移动终端管理

一码通办平台应具备移动终端管理功能，用于管理允许进行扫码操作的移动端 APP，为移动端 APP

分配一个 ID 进行授权。

5.3.1.4 服务管理

一码通办平台应具备服务管理功能，用于管理接入平台所有服务，应具备紧急情况下的服务停用与

启用功能。

5.3.2 静态码接入机构管理服务

5.3.2.1 接入机构审批服务

应具备服务注册审批、服务发布审批。

5.3.2.2 静态码目录管理

应具备查看当前接入机构的所属的静态码目录信息和静态码详情，以及静态码的使用情况管理。

5.3.2.3 静态码注册管理

应具备静态码注册及静态码管理功能，支持静态码属性的自定义设置与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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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4 静态码中心

应具备静态码的信息变更、回收、挂失、换码、注销功能。

5.3.3 接入应用服务

应具备服务创建、开发、测试、发布和维护管理功能。

5.3.4 静态码综合分析服务

对平台运营总体情况进行集中展示，使管理者快速了解运营概况，应具备如下功能：

a) 具备静态码接入分析功能，对静态码注册和静态码使用情况进行专题分析，可包括对各类静

态码属性多维度进行分析；

b) 具备服务接入分析功能，对第三方接服务进行分析，包括用户访问情况，服务实时访问次数，

访问途径等进行多维度分析。

6 二维码制码要求

6.1 二维码码制

编码生成的二维码应具有唯一性，且按照 GB/T 27766 中的码制要求执行。

6.2 二维码显示

二维码显示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二维码图像不应旋转、倾斜、偏转；

b) 二维码内每个模块横向、竖向连长至少各占用 3 个像素点，二维码连长应不小于 3厘米。

7 动态码接入要求

7.1 动态码解码

动态码场景接入方应通过一码通办平台的扫码解析引擎服务接入一码通办平台。

7.2 能力开放服务使用

动态码场景接入方应通过一码通办平台提供的能力开放服务，进行生码、亮码、解码等操作。

7.3 移动端亮码

动态场景接入方应基于全省事 APP、微信小程序和支付宝小程序进行动态码场景接入，为居民、企

业等用户提供动态码场景服务。

7.4 融码规则引擎

动态码场景接入方应支持融合码、业务码、独立码三种方式接入一码通办平台。

7.5 动态码场景对接

7.5.1 动态码场景接入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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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码场景接入方接入一码通办平台时应通过授权接口对接、用户信息接口对接、业务信息接口对

接等方式进行场景接入：

a) 授权接口对接：不同场景的业务系统应通过平台授权接入到平台；

b) 用户信息接口对接：不同场景业务系统的用户状态认证和账户信息同步；

c) 业务信息接口对接：应通过业务信息接口与业务系统对接。

7.5.2 动态码场景方接入流程

动态码场景接入方在接入一码通办平台时应通过应用申请、认证鉴权等方式进行对接，完成动态码

场景接入的全链路闭环流程，接入流程见图 2。

图 2 场景接入流程

8 静态码接入要求

8.1 静态码场景接入方接入要求

静态码场景接入方应使用静态码资源开放接口服务，将场景接入一码通办平台。具体接口包括：

a) 登记接口；

b) 申请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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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启用接口；

d) 停用接口；

e) 挂失接口；

f) 信息变更接口；

g) 信息查询接口。

8.2 多客户端服务要求

静态码服务场景接入方应基于全省事 APP、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等移动客户端进行场景应

用的展示，可对一码通办应用场景进行自由切换。

8.3 静态码场景方接入流程

静态码场景方接入一码通办平台时，应依次按照如下流程接入：

a) 向一码通办平台申请场景授权密钥；

b) 登录一码通办平台静态码管理注册之后生成资源目录编码；

c) 通过一码通办平台注册静态码资源。

9 信息安全要求

9.1 二维码安全

二维码安全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能抵御重放攻击；

b) 确保账户信息不被泄露；

c) 数据解析过程中应对二维码中数据信息的完整性、真实性、不可抵赖性和时效性进行鉴别，对

于未通过鉴别的非法二维码应予以阻止；

d) 保证二维码在各场景使用时的安全性和独立性。

9.2 动态码有效时间

动态码的有效时间应做设置，设置时间为 1分钟。动态码生成 1分钟后未产生验码请求，该码即行

无效，再对此码进行验码请求时，应提示“码已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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