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犐犆犛３５．０８０
犔７７

! " # $ % & ' ' ( ) *

犌犅／犜３４９６０．３—２０１７

!"#$%&　'(
)３*+：,-./

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狊犲狉狏犻犮犲—犌狅狏犲狉狀犪狀犮犲—

犘犪狉狋３：犘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

２０１７１１０１01 ２０１８０５０１23

!"#$%&''(+,-./0/123
! ' ' ( ) * 4 5 6 7 8 9 0 1



书书书

目　　次

前言 Ⅲ…………………………………………………………………………………………………………

引言 Ⅳ…………………………………………………………………………………………………………

１　范围 １………………………………………………………………………………………………………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１…………………………………………………………………………………………

３　术语和定义 １………………………………………………………………………………………………

４　ＩＴ治理绩效评价模型 ２……………………………………………………………………………………

５　治理要素 ２…………………………………………………………………………………………………

６　评价要素 ３…………………………………………………………………………………………………

　６．１　评价要素模型 ３………………………………………………………………………………………

　６．２　价值创建 ４……………………………………………………………………………………………

　６．３　客户服务 ４……………………………………………………………………………………………

　６．４　过程优化 ５……………………………………………………………………………………………

　６．５　创新发展 ５……………………………………………………………………………………………

７　评价程序 ６…………………………………………………………………………………………………

　７．１　明确目标和范围 ６……………………………………………………………………………………

　７．２　定义治理要素和评价要素 ６…………………………………………………………………………

　７．３　设计指标体系 ７………………………………………………………………………………………

　７．４　定义权重 ７……………………………………………………………………………………………

　７．５　计算分数 ７……………………………………………………………………………………………

　７．６　成熟度评价 ７…………………………………………………………………………………………

　７．７　执行评价 ７……………………………………………………………………………………………

附录Ａ（规范性附录）　ＩＴ治理要素成熟度 ８………………………………………………………………

　Ａ．１　治理要素分数计算说明 ８……………………………………………………………………………

　Ａ．２　治理要素分数计算示例 ８……………………………………………………………………………

　Ａ．３　治理要素成熟度 ９……………………………………………………………………………………

附录Ｂ（规范性附录）　ＩＴ治理能力成熟度 １０……………………………………………………………

　Ｂ．１　治理能力分数计算说明 １０……………………………………………………………………………

　Ｂ．２　治理能力分数计算示例 １０……………………………………………………………………………

　Ｂ．３　治理能力成熟度 １１……………………………………………………………………………………

参考文献 １２……………………………………………………………………………………………………

Ⅰ

犌犅／犜３４９６０．３—２０１７



前　　言

　　ＧＢ／Ｔ３４９６０《信息技术服务　治理》拟分为如下部分：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第２部分：实施指南；

———第３部分：绩效评价；

———第４部分：审计导则；

———第５部分：数据治理规范；

……

本部分为ＧＢ／Ｔ３４９６０的第３部分。

本部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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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８）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深圳赛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计算机软件技术

开发中心、上海万隆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北京中百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天津天大康博科技有限公

司、北京时代鼎典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沈阳赛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信

息化技术应用发展中心、浙江天航咨询监理有限公司、成都勤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正中计算

机网络技术咨询有限公司、中电企业协会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分会、北京富通金信计算机系统服务有限公

司、上海翰纬信息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上海谷航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北京荣之联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神州数码锐行快捷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广州赛宝联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信息系统工程监理中心有限公司、中金数据系统有限公司、合肥信息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北

京肯思捷信息技术系统咨询有限公司、北京银信长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赛迪信息工程监理有限

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李鸣、俞文平、郑晨光、张明英、张绍华、魏东、卢学哲、宋俊典、李璐、曹辉、吴芸、

但强、董跃、高兴利、郭锐、张、马洪杰、李峰、肖佳琳、杨琳、张军、黄建新、马孝魁、杜远、刘曜、焦庆武、

刘民、姜胜、任强、潘纯峰、黄晓、彭昱华、范颖捷、任磊、李松、杨重阳、韩佳?、陆雯臖、左天祖、李刚、郝守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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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信息技术已经成为组织发展的动力。为了提升组织ＩＴ治理的有效

性，需要依据ＩＴ治理的治理要素和评价要素建立信息技术指标体系，并参照信息技术应用的评价方法

评估组织ＩＴ治理的成熟度，从而实现组织ＩＴ治理的目标。

ＧＢ／Ｔ３４９６０的本部分参照了ＧＢ／Ｔ２６３１７—２０１０《公司治理风险管理指南》和《ＯＥＣＤ公司治理原

则》，引入了平衡计分卡和能力成熟度的方法，融合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行业监管和风险

控制要求，旨在指导组织建立ＩＴ治理评价体系。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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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服务　治理

第３部分：绩效评价

１　范围

ＧＢ／Ｔ３４９６０的本部分提出了信息技术治理（以下简称ＩＴ治理）的绩效评价模型、评价要素模型和

评价方法，规定了ＩＴ绩效指标体系的建立程序。

本部分适用于：

———建立组织的ＩＴ绩效评价体系；

———组织评价自身ＩＴ治理能力成熟度；

———需方评价供方ＩＴ治理实施能力；

———第三方对组织的治理能力进行评价。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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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３４９６０．１—２０１７　信息技术服务　治理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信息技术治理　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犵狅狏犲狉狀犪狀犮犲

专注于信息技术体系及其绩效和风险管理的一组治理规则，由领导关系、组织结构和过程组成，以

确保信息技术能够支撑组织的战略目标。

［ＧＢ／Ｔ２９２６４—２０１２，定义２．６］

３．２　

治理要素　犵狅狏犲狉狀犪狀犮犲犲犾犲犿犲狀狋

组织实施ＩＴ治理过程中的关键治理对象。

３．３　

评价要素　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犲犾犲犿犲狀狋

组织实施ＩＴ治理过程中的关键评价对象。

３．４　

能力　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完成任务或履行角色职责所需知识、技能、经验等的组合。

３．５　

绩效　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

组织为实现其战略目标而展现在不同层面上的有效输出。

１

犌犅／犜３４９６０．３—２０１７



４　犐犜治理绩效评价模型

ＩＴ治理绩效评价模型（见图１）包含治理要素、评价要素、指标体系、成熟度和评价方法。组织依据

ＩＴ治理的治理要素和评价要素建立绩效指标体系，并依据评价方法计算ＩＴ治理的成熟度。治理要素

是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在要素，是组织实施ＩＴ治理需要达到的目标要求；评价要素是绩效评价指标

体系的外在要素，是对组织ＩＴ治理的效果和程度进行的评价依据。

图１　犐犜治理绩效评价模型

５　治理要素

本部分的治理要素是指ＧＢ／Ｔ３４９６０．１—２０１７中的ＩＴ治理框架中顶层设计相关的战略、组织和架

构，管理体系相关的质量、项目、服务、供方、业务连续性、信息安全、风险和资产，以及资源相关的基础设

施、应用系统和数据（见图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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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治理框架

６　评价要素

６．１　评价要素模型

ＩＴ治理评价要素模型（见图３）以财务、客户、内部流程和学习成长四个方面为基础，建立了价值创

建、客户服务、过程优化和创新发展四个ＩＴ治理评价要素。组织应根据实际情况参考ＩＴ治理评价要

素制定适合自身的评价指标。在评价过程中，如有未尽事宜，组织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图３　犐犜治理评价要素模型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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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价值创建

６．２．１　概述

组织在ＩＴ治理过程中应充分利用ＩＴ资源，提升ＩＴ的投资收益，实现组织业务目标。价值创建包

括业务交付、投资收益和资源优化。

６．２．２　业务交付

组织应通过ＩＴ治理满足业务发展需要，促进业务目标的实现。包括：

ａ）　满足业务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需要；

ｂ） 提升业务的有效性和效率，保障业务连续性；

ｃ） 应用新的信息技术支持业务的创新发展。

６．２．３　投资收益

组织及利益相关方理解并支持ＩＴ投资和预期收益，确保ＩＴ投资达成收益目标。包括：

ａ）　确保ＩＴ投资预算满足业务发展需要；

ｂ） 确保ＩＴ投资过程得到监督；

ｃ） 确保所有ＩＴ投资均可以获得直接或间接的收益，并体现在财务指标或非财务指标上。

６．２．４　资源优化

组织应充分利用ＩＴ资源，并对资源利用过程进行监督，包括：

ａ）　根据ＩＴ战略目标，规划和投入必要的资源；

ｂ） 建立ＩＴ资源管理机制，确保ＩＴ资源的投入效果可衡量、可验证、可管理；

ｃ） 优化ＩＴ资源的利用，提升ＩＴ资源的使用效率。

６．３　客户服务

６．３．１　概述

ＩＴ治理应满足组织及利益相关者需求，提升客户满意度。客户服务包括战略融合、服务支持和沟

通合作。

６．３．２　战略融合

ＩＴ治理过程应与利益相关者需求保持一致。包括：

ａ）　确保ＩＴ战略与业务战略一致，ＩＴ目标支持组织和业务战略目标；

ｂ） 满足利益相关者需要，提升利益相关者对业务战略的满意度；

ｃ） 满足法律法规、制度规章等合规要求。

６．３．３　服务支持

组织通过应用信息技术对业务的实现提供支持。包括：

ａ）　定期对业务人员进行ＩＴ培训；

ｂ） 运用有效的技术或工具为业务提供服务支持；

ｃ） 及时响应和交付业务需求。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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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４　沟通合作

组织应建立沟通合作机制，提升ＩＴ治理利益相关方的满意度。包括：

ａ）　明确利益相关方，了解利益相关方需求；

ｂ） 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为决策提供依据；

ｃ）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现业务协同。

６．４　过程优化

６．４．１　概述

组织应通过ＩＴ治理强化组织过程管理能力，提升组织的决策效率，支持业务目标的实现。过程优

化包括：过程规划、过程管理、过程控制和过程改进。

６．４．２　过程规划

根据业务需要制定ＩＴ治理流程，满足业务需求，包括：

ａ）　以客户为导向，建立面向业务的过程管理机制；

ｂ） 整合组织内部ＩＴ治理相关管理体系，建立统一的过程管理方法；

ｃ） 明确ＩＴ治理过程的目标和实施方法，保障过程实施需要的资源；

ｄ） 建立过程管理机制，明确过程的管理职责和责任。

６．４．３　过程管理

组织应强化ＩＴ治理的过程管理，提升组织的决策效率，包括：

ａ）　定义ＩＴ治理过程的基本要素，包括目标、输入、输出、资源等；

ｂ） 建立过程分级管理制度，明确关键过程的管理责任；

ｃ） 建立过程文件管理规范，统一过程文档格式、标识和方法，规范使用过程管理工具；

ｄ） 保障过程实施需要的基础设施的可用性。

６．４．４　过程控制

组织应加强ＩＴ治理的过程控制，降低过程风险，包括：

ａ）　建立完整的过程管理体系，保障业务连续性；

ｂ） 识别并分析关键过程风险，根据需要增加过程的控制措施；

ｃ） 制定可量化的过程评价方法。

６．４．５　过程改进

组织应促进过程优化，以满足组织战略发展目标，包括：

ａ）　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对过程进行改进和优化，以适应战略、业务或合规的要求；

ｂ） 评估当前过程需要的技术和资源，简化过程的程序，降低过程的复杂性、成本；

ｃ） 应用信息技术手段提升过程的运行效率，实现业务信息实时共享；

ｄ） 鼓励合理化建议，建立建议反馈机制，提升全员参与的积极性。

６．５　创新发展

６．５．１　概述

组织应提升创新发展能力，以满足组织发展的需要。创新发展包括文化建设、知识研究、学习成长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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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新机制。

６．５．２　文化建设

组织应促进创新文化的形成，适应未来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包括：

ａ）　识别ＩＴ治理愿景，明确ＩＴ治理的使命，树立ＩＴ治理的价值观；

ｂ） 以组织战略为基础和原则，建立适应组织发展的ＩＴ治理组织文化体系；

ｃ） 建立文化管理制度，引进国内外先进实践，构建学习型组织；

ｄ） 建立ＩＴ治理文化宣传机制，提升组织对ＩＴ治理的理解；

ｅ） 为ＩＴ治理文化建设提供必要的资金和人力；

ｆ） 建立ＩＴ治理文化评估机制，确保ＩＴ治理文化与组织文化及发展战略的适宜性。

６．５．３　知识研究

组织应提高研究创新能力和知识成果转化能力。包括：

ａ）　建立ＩＴ治理知识库和专家库，加强组织的ＩＴ治理知识储备和积累；

ｂ） 鼓励开展创新性研究，提供研究经费，建立研究激励机制；

ｃ） 建立知识共享机制，提升知识和研究成果的使用率；

ｄ） 保护知识产权，提升组织核心竞争力。

６．５．４　学习成长

组织应对人员进行培训和教育，提升人员知识技能和专业水平。包括：

ａ）　建立ＩＴ治理培训体系，明确人员储备、培训、选拔和淘汰机制；

ｂ） 开展ＩＴ治理相关内容的培训和教育，提升相关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

ｃ） 鼓励相关人员获得专业资格认证或资质证书；

ｄ） 建立人才评价机制，根据个人综合素质、能力以及履职情况等对人才进行评价。

６．５．５　创新机制

组织应建立创新机制，提供创新保障，转化创新成果，包括：

ａ）　鼓励创新精神，推广创新文化；

ｂ） 建立明确的创新研究、申报、评审和激励制度；

ｃ） 保障创新需要的资金、技术等相关资源；

ｄ） 建立创新转化机制，对有代表性的创新进行应用示范和推广，促进创新成果的转化和利用。

７　评价程序

７．１　明确目标和范围

组织进行ＩＴ治理绩效评价时，应根据组织的愿景、战略目标、业务发展需要、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

等制定ＩＴ治理绩效评价的目标和范围，并与被评价者进行充分沟通。

７．２　定义治理要素和评价要素

明确目标和范围后，组织可参考ＧＢ／Ｔ３４９６０．１—２０１７中定义的ＩＴ治理的治理要素。通过价值创

建、客户服务、过程优化和创新发展四个评价要素及子要素对治理要素进行评价。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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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设计指标体系

组织应以绩效评价的目标和范围为指导，以ＩＴ治理的治理要素和评价要素为依据定义绩效评价

指标，定义的指标需要符合ＳＭＡＲＴ原则（明确的、可衡量的、可达成的、相关的、有时间要求的）。

７．４　定义权重

权重是评价要素或评价指标在评价体系中重要性的表现形式，组织应参照主观经验、主次指标排队

分类法、层次分析法或专家调查加权等方法为指标及对应的评价要素分配权重。

７．５　计算分数

根据每个指标的评价结果和不同层级的权重计算分数，分数计算方法见附录Ａ和附录Ｂ。

７．６　成熟度评价

ＩＴ治理成熟度分为治理要素成熟度和治理能力成熟度，治理要素成熟度主要评价ＩＴ治理要素的

成熟度水平，能力成熟度评价ＩＴ治理综合能力的成熟度。组织可计算每个指标的分数，按照附录Ａ评

价每个ＩＴ治理要素的成熟度，按照附录Ｂ评价ＩＴ治理能力成熟度。

７．７　执行评价

组织需要定期对ＩＴ治理绩效评价的执行过程和效果进行评价，提升绩效评价的能力，改进绩效评

价方法。根据不同时期的战略需要调整治理要素和评价要素的权重，设计有针对性的评价指标。

７

犌犅／犜３４９６０．３—２０１７



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犐犜治理要素成熟度

犃．１　治理要素分数计算说明

如表Ａ．１所示，战略治理要素在业务交付、投资收益和资源管理得分犣＝（０．４、０．４、０．４），根据价值

创建评价要素的三个评价子要素权重犅＝（０．４、０．３、０．３），可以计算得出战略在价值创建的得分犢＝

（０．４×０．４＋０．４×０．３＋０．４×０．３）＝０．４，最终计算出战略要素的总体得分犡＝０．４。对照表Ａ．２可以明

确战略治理要素的等级为三级。

犃．２　治理要素分数计算示例

犡＝∑
狀

犻＝１

（犃犻×犢犻）　　　（犻＝１，２，３，…狀） ……………………（Ａ．１）

犢犻＝∑
狀

犼＝１

（犅犼×犣犼）　　　（犼＝１，２，３，…狀） ……………………（Ａ．２）

　　式中：

犡 ———为治理要素总得分；

犃犻———为一级评价要素权重，犃犻∈［０，１］，犃１＋…＋犃狀＝１；

犢犻 ———为一级评价要素得分，犢犻∈［０，１］；

犅犼———为二级评价要素权重，犅犼∈［０，１］，犅１＋…＋犅狀＝１；

犣犼 ———为二级评价要素得分，犣犼∈［０，１］。

表犃．１　犐犜治理要素分数计算表

得分（Ｘ） 评价要素 权重 （Ａ） 得分（Ｙ） 评价子要素 权重（Ｂ）／％ 战略治理要素得分（Ｚ）

０．４

价值创建 ０．２ ０．４

业务交付 ０．４ ０．４

投资收益 ０．３ ０．４

资源优化 ０．３ ０．４

客户服务 ０．３ ０．４

战略融合 ０．４ ０．４

服务支持 ０．３ ０．４

沟通合作 ０．３ ０．４

过程优化 ０．２ ０．４

过程规划 ０．２５ ０．４

过程管理 ０．２５ ０．４

过程控制 ０．２５ ０．４

过程改进 ０．２５ ０．４

创新发展 ０．２ ０．４

文化建设 ０．２５ ０．４

知识研究 ０．２５ ０．４

学习成长 ０．２５ ０．４

创新机制 ０．２５ ０．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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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３　治理要素成熟度

ＩＴ治理要素成熟度用于评价组织的ＩＴ治理要素，ＩＴ治要素成熟度分为５个等级，每一个等级都

是进行下一个等级的基础：

———第１级　初始级；

———第２级　经验级；

———第３级　已定义级；

———第４级　已管理级；

———第５级　优化级。

ＩＴ治理要素成熟度等级的如表Ａ．２所示。

表犃．２　犐犜治理要素成熟度等级

等级 名称 成熟度指标范围 特征

１级 初始级 ０．０５≤得分＜０．１５

未建立ＩＴ管理制度

有限范围内建立ＩＴ管理流程

２级 经验级 ０．１５≤得分＜０．３５

依据经验和惯有模式进行ＩＴ管理

制定了初步的ＩＴ管理规范，管理过程局部得到了应用

有相应的ＩＴ治理人员参与日常ＩＴ管理过程

３级 已定义级 ０．３５≤得分＜０．５５

引进了成熟的ＩＴ管理经验和ＩＴ治理方法论

针对过程建立了统一的规范，形成了文档，确定了支持相关业务

目标的过程目标

建立了正式的内部沟通和外部沟通机制

明确了ＩＴ治理过程

有专职的ＩＴ治理管理人员

４级 已管理级 ０．５５≤得分＜０．７５

ＩＴ治理各管理过程得到了使用、监视和测量，并采用质量管理方

法对执行的偏差进行控制

ＩＴ治理过程的适用性和有效性有量化的分析和评价

由基于价值创造、客户满意、过程优化和创新发展的各支撑要素

保障过程有效运行

内部沟通和外部沟通机制发挥有效作用

拥有经验丰富的专职ＩＴ治理管理人员以及ＩＴ治理职能部门

ＩＴ治理过程执行结果与过程目标和业务目标相一致，有效支撑业

务发展

５级 优化级 ０．７５≤得分≤０．９５

采用成熟的相关管理方法，对过程持续优化

拥有资深的专职ＩＴ治理管理人员以及专职部门进行ＩＴ治理过

程管理

过程达成业务目标，驱动业务创新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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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犐犜治理能力成熟度

犅．１　治理能力分数计算说明

如表Ｂ．１所示，治理要素战略、组织和架构的得分分别为狕＝（０．４、０．４、０．４），权重分别为犫＝（４０％、

３０％、３０％），可以计算得出顶层设计的得分狔＝（０．４×０．４＋０．４×０．３＋０．４×０．３）＝０．４，最终计算出治理

能力的总体得分狓＝０．４。对照表Ｂ．２可以明确战略治理要素的等级为三级。

犅．２　治理能力分数计算示例

狓＝∑
狀

犻＝１

（犪犻×狔犻）　　　（犻＝１，２，３，…狀） ……………………（Ｂ．１）

狔犻＝∑
狀

犼＝１

（犫犼×狕犼）　　　（犼＝１，２，３，…狀） ……………………（Ｂ．２）

　　式中：

狓 ———为能力总得分；

犪犻———为一级评价要素权重，犪犻∈［０，１］，犪１＋…＋犪狀＝１；

狔犻———为一级评价要素得分，狔犻∈［０，１］；

犫犼 ———为二级评价要素权重，犫犼∈［０，１］，犫１＋…＋犫狀＝１；

狕犼———为二级评价要素得分，狕犼∈［０，１］。

表犅．１　犐犜治理能力分数计算表

得分（狓） 治理域 权重（犪）／％ 得分（狔） 治理要素 权重（犫）／％ 治理要素得分（狕）

０．４

顶层设计 ０．４ ０．４

战略 ０．４ ０．４

组织 ０．３ ０．４

架构 ０．３ ０．４

管理体系 ０．３ ０．４

质量管理 ０．１ ０．４

项目管理 ０．１ ０．４

服务管理 ０．１ ０．４

供方管理 ０．１５ ０．４

业务连续性管理 ０．１５ ０．４

信息安全管理 ０．１５ ０．４

风险管理 ０．１ ０．４

资产管理 ０．１５ ０．４

资源 ０．３ ０．４

基础设施 ０．４ ０．４

应用系统 ０．３ ０．４

数据 ０．３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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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３　治理能力成熟度

ＩＴ治理能力成熟度用于评价组织的ＩＴ治理整体水平，能力成熟度等级通过综合各个治理域的治

理要素等级来确定。对于组织的ＩＴ治理水平而言，成熟度等级是阶段性的指标，每提升一个等级的成

熟度，说明组织在多个治理要素的治理水平上都有了相应提升。

ＩＴ治理能力成熟度分为５个等级，每一个等级都是进行下一个等级的基础：

———第１级 认知级；

———第２级 基础级；

———第３级 熟练级；

———第４级 优秀级；

———第５级 卓越级。

ＩＴ治理能力成熟度等级的如表Ｂ．２所示。

表犅．２　犐犜治理能力成熟度等级

级别 名称 总体得分 特征

１级 认知级 ０．０５≤得分＜０．１５

最高管理者意识到ＩＴ治理必要性

已有ＩＴ治理规划，尚未实质性实施

２级 基础级 ０．１５≤得分＜０．３５

明确ＩＴ治理战略目标和方法论

建立ＩＴ治理的组织架构和专职负责部门／责任人

制定ＩＴ考核制定指标体系

按照ＩＴ治理计划，实施项目

３级 熟练级 ０．３５≤得分＜０．５５

形成完整的ＩＴ治理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

能定期进行ＩＴ治理绩效评价

能够按照绩效评价结果改进ＩＴ服务

客户满意度有充分保障

４级 优秀级 ０．５５≤得分＜０．７５

ＩＴ治理与组织治理战略目标一致

能够全面考核ＩＴ治理成果，改善ＩＴ治理机制

具有成为行业标杆性的最佳实践

５级 卓越级 ０．７５≤得分≤０．９５
ＩＴ治理与组织战略融合

通过ＩＴ治理为业务提供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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