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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管理方法和工具 第3部分：会议知识管理》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文件制修订计划项目是由全国知识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经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正式列入2022年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标准计划号为：    

20221579-T-463。 

（二）标准编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随着数字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会议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占据重要的地

位。会议在组织管理中更是一种常用的沟通交流、工作布置、知识交流的方法，

已成为组织运作与管理的重要部分。会议在组织管理对识别、创造、分享、保护

和使用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今社会已经进入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时代，自动化的日程安排、联系人管理、会议记录、会议纪要创

建、知识产权保护等使会议管理快速进入数字化时代。然而，考虑到工作人员投

入大量时间，涉及到多人参与，会议成本非常高。在有限时间内，做好会议前、

会议中、会议后的知识识别、分享、服务和知识推送等工作，会大大提升会议过

程中知识管理的效果；同时，会议过程中涉及到专家隐性知识显性化，存在着关

键知识泄露、知识产权侵权等风险，做好会议过程中知识保护，对于促进个人知

识分享、组织知识管理具有重要价值。 

会议是社会管理活动的基本形式和手段，是集思广益的渠道，会也是思维集

合的载体。本文件是《知识管理方法和工具》系列标准的第3部分，规定了会前、

会中、会后各阶段的知识管理要求，以及会议知识管理系统的功能要求，为会议

知识资源共享，创意开发以及知识保护提供保障。 

（三） 编制工作过程 

1. 立项阶段 

2022年3月7日——2022年3月18日，知标委通过国家标准化业务管理平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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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立项投票，知标委共计委员65名，其中赞成47票，不赞成0票，弃权6票，投票

率为82%，符合标准立项要求。2022年4月22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向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发函申请该项国标立项，2022年12月30日下达国家标准制定计划。 

2. 起草阶段 

2023年5月12日，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邀请来自航天三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科大讯飞、百度、腾讯等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以及相关企业讨论标准的框架和内

容。会后，根据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 

2023年5月26日，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邀请来自中车株洲力机车有限公司、上

海通用五菱、社科院、航天三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相关专家代表讨论标准内

容，并根据专家意见对标准文本进行完善。  

2023年10月25日，知委会在广州组织召开《知识管理方法和工具 第X部分：

会议知识管理》等5项知识管理标准征求意见会，会议由来自知标委委员及相关

知识管理专家讨论了标准的技术内容，提出了修改意见。会后对标准进行了修改

完善，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二、 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编制原则 

本标注准的研制充分考虑了新理念、新技术发展现状、趋势和需求。会议活

动是促进交流、 商贸交往的重要平台与关键载体。受疫情防控、 限制等影响，

线上会议形式异军突起，会议形式发展成线下+线上双线发展模式。随着信息智

能技术进步,在线会议形式和需求发生变革。如：通过语音识别技术,可以实现会

议的自动转录；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可以实现会议的自动签到等。新技术不仅为

会议业转型升级赋能，也在重塑会议服务体系价值。标准的内容充分考虑了新技

术带来的数据安全及保护要求，并在会议知识管理系统的功能性要求和性能要求

做出规定。 

（二）主要内容 

《知识管理方法和工具 第3部分：知识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下部分： 

（1） 范围：本文件规定了面向组织（含企业、科研院所、政府机构、高等

院校、社会团体等组织）会议知识管理的技术框架、基本原则和要求，以及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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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和会后知识的识别、获取、存储、分享、保护和使用等要求。本文件适用于

组织的会议过程中知识管理，也适用于会议管理软件系统的设计、开发、测评和

改进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给出了本文件的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给出了本文件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概述：会议过程的知识管理技术参考框架； 

（5） 会议目标和类型：给出了会议目标以及不同分类维度的会议类型； 

（6） 知识资源：给出了会前、会中、会后的知识资源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

相关要求； 

（7） 会议管理系统功能要求:给出了会议管理系统的功能要求，包括：人

员管理、会议预定、会议内容以及会议决策督办等； 

（8） 知识管理系统性要求：给出了会议知识管理从识别、获取、存储、保

护、应用等全流程的要求； 

（9） 过程管理：给出了会中管理、网络传输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相关要求； 

（10） 一致性测试要求：会议管理系统的功能和性能要求验证。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

的作用 

（一）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无。 

（二）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本标准规定了会前、会中、会后各阶段的知识管理要求，以及会议知识管理

系统的功能要求，为会议知识资源共享，创意开发以及知识保护提供保障，显著

提升会议效率和会议效果。 

四、 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本文件无相关国际标准，在内容上属于国内首创，技术水平达到国内先进。 

五、 对应国际标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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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无相关国际标准。 

六、 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的主要技术内容符合现行有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相关规定，并与

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七、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 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问题。 

九、 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文件的性质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建议本文件批准发布6个月后实施。 

十、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知识方法和工具 第3部分：会议知识管理》 

标准编制起草组 

2024年3月 


	《知识管理方法和工具 第3部分：会议知识管理》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二）标准编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三） 编制工作过程

	二、 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编制原则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一）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二）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四、 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五、 对应国际标准情况
	六、 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七、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八、 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九、 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十、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