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1 JR/T0215.1-2021 《资产管理产品介绍要素 第1部分：银行理财产品》

2 JR/T0215.2-2021 《资产管理产品介绍要素 第2部分：证券期货资产管理计划及相关产品》

3 JR/T0215.3-2021 《资产管理产品介绍要素 第3部分：信托产品》

4 JR/T0227-2021 《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

5 JR/T0228-2021 《环境权益融资工具》

6 JR/T0171-2021 《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技术规范》

7 JR/T0153-2017 《不宜流通人民币 纸币》

8 JR/T0162-2018 《不宜流通人民币 硬币》

9 JR/T0157-2018 《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支付服务点技术规范》

10 JR/T0169-2018 《金融消费者投诉统计分类及编码银行业金融机构》

11 GB/T32320-2015 《银行营业网点服务基本要求》

12 GB/T32318-2015 《银行营业网点服务评价准则》

13 JR/T0092-2019 《移动金融客户端应用软件安全管理规范》

14 JR/T0068-2020 《网上银行系统信息安全通用规范》

15 JR/T0199-2020 《金融科技创新安全通用规范》

16 JR/T0185-2020 《商业银行应用程序接口安全管理规范》

17 JR/T0223-2021 《金融数据安全数据生命周期安全规范》

18 JR/T0197-2020 《金融数据安全数据安全分级指南》

19 JR/T0071.2-2020 《金融行业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实施指引 第2部分：基本要求》

20 JR/T0173-2020 《银行业集中营运规范》

21 JR/T0125-2015 《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指南》

22 JR/T0187-2020 《银行非现金自助服务终端设备技术规范》

23 JR/T0140-2017 《中小银行信息系统托管维护服务规范》

金融标准是金融业健康发展的技术支撑，是金融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在现代

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标准是实现信息系统互联互通

互操作，降低生产成本的基础条件；是保证产品质量，

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手段；是规范市场秩序，防范

金融风险的内在要求；是金融主管部门进行行业管

理、质量监督的重要依据；有助于整合引导社会资源、

推动企业自主创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支持金融业

健康有序发展。

金融产品与服

务标准主要包括货

币金融服务、资本市

场服务、保险业、金

融资产管理、其他金

融业等。

金融信息技术与设施标准主要包括金融行业

范围内信息和数据采集、处理、传输、交换、安全、

描述、管理、组织、存

储、检索及其技术，系

统的设计、研制、管

理、测试、运维及相关

工具的开发等；金融

服务基础运行环境及

网络；安全防范、金库

建设管理及档案库房

建设管理等工程设施

建设。

金融领域国家标准筑底线、行业标准设门槛、

团标企标大发展的新型标准体系不断健全。为满

足金融业统筹管理的现状和需要，从功能角度对相

关市场和部门标准进行全面系统梳理，将金融标准

划分为基础标准、金融产品与服务标准、金融信息

技术与设施标准、金融管理标准。

筑牢底线 设立门槛 蓬勃发展 开拓创新

基础标

准主要包括

金融行业范

围 内 的 术

语、代号、符

号、分类、编

码、交互等。

金融管理标准主要包括银行业、保险业、证券

期货业、外汇市场等的监督管理，货币政策、宏观

审慎管理、金融市

场、金融稳定、绿

色金融、支付结

算、金融科技、货

币金银、国库、征

信、反洗钱、消费

者权益保护、会计

财务，以及金融业

综合统计和金融

风险防控等。

在提高金融产品服务质量方面，银行客户服务

中心、银行营业网点等标准进一步贯彻落实，改善了

客户服务水平和网点运营环境；不宜流通人民币相

关标准有效净化了货币流通质量，有助于让老百姓

用上“干净钱、放心钱”；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标准在

贫困地区积极推进，探索“金融标准+扶贫”工作模

式，助力金融支持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在保护消

费者权益方面，金融消费者投诉统计标准的实施提

高了金融机构规范化工作水平，支持金融管理部门

开展数据统计分析，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在

助力企业高效发展方面，人民币现金机具相关标准

的深入应用提

升了现金机具

生产企业研发

效率，推动中国

好产品走向世

界，支持我国现

金机具生产企

业高质量发展，

有效应对了相

关人民币产品

的升级活动。

网上银行系统、金融分布式账本、云计算技术

金融应用等金融标准有效满足了疫情防控特殊时

期金融机构的线上服务创新需求。银行营业网点

服务企业标准“领跑者”机构带头作为，以国家标准

为蓝本，迅速制定疫情期间业务办理指南、网点疫

情防控等企业标准，高效安全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

金融服务需求。

一方面，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管部门加大全球

法人识别编码（LEI）推广力度，我国企业持码量大

幅提升，更好地满足了跨境贸易和交易需求；在数

字化法人身份识别、交易报告库数据标准化、金融

业通用报文库建设等工作中，推动金融机构和金融

基础设施积极采用先进国际标准，进一步支持我国

金融市场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我国专家牵头和

主笔制定的银行产品服务、第三方支付、绿色金融

等多项国际标准相继发布，同时积极牵头法定数字

货币、移动支付、区块链等重点领域国际标准，国际

标准贡献度大幅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标

准交流持续深入，围绕优秀国家标准形成多语种外

文版标准和区域性金融标准，金融标准化“朋友圈”

不断扩大。

移动金融客户端、个人金融信息保护、金融数据

安全分级、金融科技创新等标准为金融APP风险整

改、新技术金融应用风险专项摸排提供了技术依据，

有利于营造健康有序和包容审慎的金融科技创新环

境。标准辅助金融治理的价值逐步激发。银行、非

银行支付机构按

照要求披露金融

产品和服务所执

行的标准，支持社

会各界依据标准

开展质量共治，切

实保护金融消费

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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