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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邮十三五信息化建设规划——建设目标 

通过五年的建设与发展，不断完善校园网络和信息化公共服务基础设施，
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对学校的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的各项业务进行信
息化改造升级，体现信息领域高校的特色。 
• 实现信息化技术应用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进而实现信息化引领教

育教学改革； 
• 为科研工作提供开放的实验平台和高性能计算服务； 
• 为学生和教职工提供在校全生命周期的信息化服务； 
• 对各类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提供决策支持； 
• 不断丰富各类数字资源； 
• 完善网络和信息安全体系； 
• 围绕“互联网+”，对传统业务进行流程再造。 



四个环节 

需求 建设 使用 维护 

三个维度 

信息流 资源流 服务流 

顶层设计 

信息化建设发展规划 
强化高效的信息共享与

互联互通 

实现资源的统筹规划、
动态分配、集约使用和

安全运行 

构造面向用户体验的
应用服务创建和运行

体系 

北邮十三五信息化建设规划——建设思路 



智慧城市的变迁 

12年12月住建部
《…开展国家智慧
城市试点…》 

工作抓手 

智慧城市 

16.4.19:“…分级分类推进新

型智慧城市建设…用信息化手

段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

道、辅助科学决策” 
 

16.10.9:“…建设新型智慧城

市为抓手，以数据集中和共享

为途径，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国

家大数据中心…” 

新型 

智慧城市 
新阶段 

新境界 

2012年 

十八大 

促进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 

同步发展 

2013年 

信息化全局工作缺乏有效的规划  
缺乏科学、实用、接地气的总体框架 

服务能力有限，缺乏后端工作机制创新 
未有效改善医疗/养老/教育等民生问题 

简单的以信息化系统建设为抓手 
依赖集成商和承建商，互通能力不可持续 

信息孤岛现象严重               

市民的获得感不高 

缺乏有效规划，重复建设    

银行面向智慧城市贷款发放存在困难 
PPP模式鲜有成功案例 

建设运营模式尚待探索 

2016年 



智慧校园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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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层面，对于信息化工作的重视程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学校是一个“小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对于学校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信息化
建设是一项“一把手工程”。 

理论层面，缺乏融入最新先进理念的信息化顶层规划 
四种情况：一是规划不足，头痛医头；二是高度不够，缺乏全局顶层设
计；三是不接地气，缺乏解决遗留系统接入的办法；四是不可持续。 

技术层面，缺乏真正能破解互联互通难题的办法 
建设期接口工程量大，周期长。每当需求改变，仍需协调改造和联
调，工程量巨大。时间推移，互通效果越来越落后于实际需求。 

现实层面，被厂家捆绑，严重依赖承建厂商 
学校需要直面厂商，情况复杂：联系不上原厂商、厂商主营业务改变
不再支持、没有费用不提供支持、有了费用技术上失去修改能力等。 

人力层面，信息化队伍力量严重不足 
对于大多数高校来说，相对于学校的信息化需求、面临的建设工作难度和工
作量来说，人员都是严重不足的，与国外高校差距更不可相提并论。 

校园作为一个小社会，
其发展道路与社会发展
有着相似的要求和规律。 

自20世纪80年代起，各学校逐渐
开始建设支撑教学、科研、生活等
活动的信息化系统。目前，大多数
高校已初步建立了数字校园体系，
乃至一定程度上的智慧校园体系。 



新时代要有新方法 

十九大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新时代 

智慧 

城市 

新型 

智慧城市 

智慧 

校园 ? 

新型智慧校园 

    新型智慧校园是一个泛在化、智能型校园信息环境，
是高校信息化发展历程中相对于智慧校园的更高级的形态，
是智慧校园的演进，是对智慧校园的深化、丰富、拓展，
充分利用云计算、虚拟化、大数据、 A R / V R、社交网络、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新技术与教学、科研、
管理、决策、校园生活深度融合与全面创新，以建立全局
信息模型为着眼点，以形成深度互联互通能力为关注点，
以数据为中心，以运行环境为支撑，以业务应用为载体，  
面向教职工、学生、领导、社会提供全时、泛在、多方式、
互动式、安全可控的接入和服务能力，同时支持向上级主
管部门提供自动化的数据服务接口能力。  

1）是一个充分利用各项新技术的信息环境。  
2）是一个全面有力支撑校园活动的信息环境。实现场景化、沉浸式、游戏型、互动式的创新教学方式，
实现基于大数据和面向科研全过程的服务能力，实现数据项归属唯一、数据维护流程化的全业务、规范
化、自动化管理支撑能力，实现基于大数据的校园态势感知和辅助决策支撑能力，实现校园生活随时、
随地、线上线下融合、物理虚拟融合的智能化、主动化、自动化服务能力。  
3）是一个数据深度融合共享的信息环境。建立全局的信息模型，形成认知一致的共同沟通语言。建立
由学校主导的互联互通机制，形成不依赖于承建商的可持续的数据融合共享能力。  
4）是一个多角色、个性化、服务化的信息环境。  
5）是一个安全、开放的信息环境。  



新方法配套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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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为纲”转换为“数据为王” 

基于信息化，高于信息化 

面向服务，以用户为中心 

从受困于厂商到主导建设过程 

从重系统建设到建设、运维并重 

    传统的智慧校园建设，是以业务系统为抓手的，
通过系统来提供相应的管理能力和服务能力。“系统”
是校园信息化环境的“纲”。在旧的模式下，很难解
决相同数据源多处维护的情况，也很难开放系统封闭
环境内的所有数据，更难处理诸如日志、外在行为等
非结构化数据。  
    在大数据时代，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是支撑上层
各种活动的基础资源，系统只不过是生产和使用数据
的程序。要摒弃传统的通过接口方式实现互联互通的
方法，一切直接基于数据出发。  

    传统的传统的智慧校园建设侧重于技术和管理，
忽视了“技术”与“人”的互动，“信息化”与“校
园有机整体”的协调。  
    新型智慧校园建设，基于信息化，但又超越了信
息化。要实现以服务师生为中心，以网络泛在化、感
知全面化、互通深度化、数据价值化、决策精准化、
服务便捷化、运转智能化、接入移动化等为代表特征
的高度发达的新型校园信息化环境。  

    信息化建设，要秉承服务的理念。对于学生、教
师两类用户，要提供一站式、碎片化和个性化的服务
功能，统一入口中即可使用所有服务。对于领导和业
务部门，要提供融合考虑时、空域的全生命周期分析
能力，可从一条时间线上查阅相关所有事件和数据。  
    长期而言，实现服务对于数据的封装，实现流程
对于管理的封装。数据并不是管理工作的产物，而是
服务过程中的产物，实现管理工作的全面流程化，全
程可跟踪化。  

    在传统模式中，承建商处于技术上的强势地位。
在新理念下，在建设初期，学校可以约束业务系统的
基本运行环境，包括技术路线、平台类型、数据库类
型等，不符合要求不能开展建设或通过验收。在运维
阶段，学校主导数据治理机制，直接由旁路引出数据，
不再受限于承建商。  

    传统建设模式下，对于配套运维机制问题关注较
少。而一个信息系统的生命周期来中，时间跨度更长
的是使用和运维阶段。必须重视运维工作，才能让信
息化环境有序、永续的运转起来。  



新理念产生新模型（总体框架与能力模型） 

基础设施环境 

业务中心 服务中心 数据中心 

决策 

中心 

基础支撑平台 

数据交换共享平台 校园服务平台 

智慧北邮环境 

保障 

体系 

四个中心：业务中心、数据中心、服务中心、决策中心 
三个平台：基础支撑平台、数据交换共享平台、校园服务平台 
两个环境：基础设施环境、智慧北邮环境 
一个体系：保障体系（三个侧面：标准规范、安全保障、运维支撑） 

能力 
模型 

分析    

管理 服务 
模式：以契合业务部门需求为
第一原则,“烟囱化”分散建设 
要求： 
基础设施统一、中间件统一、
数据库统一、技术路线统一、
前端风格统一 

管理 

校园信息化能力分为三类； 
管理：面向业务部门，提供内部工
作开展支撑能力 
服务：面向用户个体，提供跨部门
端到端服务能力 
分析：面向全局和决策者，提供面
向主题、覆盖时域/空域的决策 
支撑能力 

能力模型 模式：以提升分析能力为第一原则，
全局化、共享化、模型化、应用化开
放建设 
要求： 
前述要求同样包括；定义全局共享信
息模型；定义数据仓库模型体系；建
立全生命周期分析平台；建立数据挖
掘平台环境和大数据分析环境；开放
应用大厅框架和应用开发接口体系 

分析 

模式：以增强用户体验为第一原则，
引擎化、服务化、全程化、切面化统
筹建设 
要求： 
前述要求同样包括；定义规范化的切
面层语法语义模型；切面之下，对接
已有系统，或开发前置插件；切面之
上，封装服务组件，组装服务全过程 

服务 



高校信息化主要矛盾 

十九大 

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 

教务 学工 科研 XX 

数据中心 

数据交换平台 

数据共享平台 

交换接口规范 

共享信息模型 

接口共享规范 

校园共享库 

存在弊端 

1）瞄准长期的科学合理的规范编制耗时耗力； 

2）接口调测工程量浩大，周期长，协调困难； 

3）很难保持可持续性机制，升级、调整困难，

互联互通能力从建设完成一路下坡； 

4）信息中心重要性不够突出，受厂商约束多，

主动开展工作能力受限。 

数据互联互通问题 



解决矛盾的工作抓手-数据中心新一代数据治理体系 



数据中心新一代数据治理体系的技术原理 

教务 学工 科研 XX 

创新数据服务机制 

数据共享平台 

实时集中库 

信息中心 

 

校园共享库 

共享信息模型 

抽取规则引擎 

共享服务引擎 

互联互通 
规则制定 

互联互通 
能力映射 

互联互通 
服务管理 



新体系的北邮实践-校园共享信息模型-总体情况 

高校信息化领域具有普适性和推广意义的 
校园共享信息模型 



新体系的北邮实践-校园共享信息模型-举例示意 

本科生

研究生

留学生

其他

教职工

校友 外籍人员

外聘人员

继续教育

学生

人员域

学生

概念模型 

逻辑模型 人员域     

物理模型 

教职工子域进一步细化, 
教职工实体42个、数据项634个、关键数据项312个 



新体系的北邮实践-数据中心综合支撑 

北京邮电大学数据中心综合支撑平台 

综合查询 数据统计 运维管理 自身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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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体系的北邮实践-校园全生命周期分析 

入职或

调入 

人员变

迁 

离退休 

返聘 

离校 

   教职工基本生命周期阶段： 

 入职或调入 

 人员变迁 

 离退休 

 返聘 

 离校 

全生命周期
事件 属性 

入职或调入 

教工号 
教工姓名 所在单位 职务类别 

身份证件信息 来校日期 起薪日期 

出生日期 
性别 

编制类别 最高学历 

变迁日期 变迁原因 原单位 

人员变迁 变迁类型 变迁时间 现单位 

离退休 
离退休类别 享受级别 管理单位 

离退休日期 退休费支付单位 异地安置地点 

返聘 

返聘起始日期 
返聘终止日期 

返聘岗位 
返聘酬金 

返聘金来源 
返聘工作量 

返聘单位 

离校 离校日期 离校原因 离校去向 



新体系的北邮实践-面向学院、教师、学生的一站式服务 



新体系的北邮实践-面向学校领导的领导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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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流量TOP1000学生与全部学生人均消费金额对比 

学生餐饮人均金额 学生超市人均金额 学生淋浴人均金额 

大流量学生餐饮人均金额 大流量学生超市人均金额 大流量学生淋浴人均金额 

大流量学生的餐饮和淋浴消费金额低于生均值，但超市消费金额相对高，有可能为了上网而节省了吃饭和洗澡的时间 

上网与生活 



新体系的北邮实践-面向全体用户的移动校园 



新体系的实施效果 

校园数据共享信息模型 

建立了理论 01 

旁路避开厂商协作难题 

解开了死结 02 

基于统一可理解模型的

校园数据融会贯通环境 

构建了环境 03 
创新了校园全生命周期

分析展现方法与产品 

解决了痛点 04 

建立了支持开放共享的

大数据分析平台 

建立了平台 05 

形成在院校进行复制 

落地的工程实践方法论 

形成了方法 06 

六大创新 



新时代的新展望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携起手来一起开创新型智慧校园的新局面！ 

学生 

老师 

管理 

服务 

教学 

科研 



汇 

完 

报 

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