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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校还要不要建设信息系统？



热门话题：信息系统还需要建吗？会被微服务取代吗？

云端应用 轻应用 微服务 办事大厅流程 信息系统

?

“高大上”看起来很美好（Moocs）



优点：

易调整、易维护轻耦合、功能简单 建设快、见效快

? 能适合高校所有场景和业务的需求吗？



不足：
p 应用的碎片化导致管理的碎片化

（业务管理人员还是希望在业务系统集中进行业务管理）

p 耦合性强的应用不适合用轻应用来建设

（重应用无法用流程引擎搭出来，人员、资产、财务等无法实现）

p 信息化部门不能承担业务部门所有的业务需求建设

（实际上就是一个个功能单一的业务系统，需求不明确，频繁调整，不堪其扰）



结论：信息系统还会发挥特有的作用，不能完全被取代

p 尊重历史

（已有的业务系统还要发挥作用，用户的习惯还要保留）

p 实事求是

（不求理念高大上，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p 统筹规划

（信息化部门按照“微服务”理念指导信息系统的建设）

p 技术约束

（管理性业务保留（人、财、物），办理流程性业务剥离（事））



2 高校信息系统该怎么建设？



书记、校长为主任
审定学校信息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及对信息化
建设中重大项目进行决策。

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建设管理委员会

组织本单位信息化项目立项申
报，项目建设、使用、维护；
本单位信息化项目的信息安全
工作；信息化应用宣传、推广。

各业务部门

信息化建设总体规划、年度计
划的制定和实施；组织学校信
息化项目的立项审批和建设经
费管理；全校信息化公共基础
设施、基础平台及公共资源的
建设、管理与运行维护。

信息化建设管理办公室

通过“立法”来理顺信息
化建设职能分工

1、信息系统由谁来建？

依据：《信息化建设管理办法》

主体：包括信息化部门



逐步提升全校各部门信息化素养

1、信息系统由谁来建？

不愿建
不会建

推动

业务部门 信息化部门

不熟悉业务
建好没人用

困
惑

拉动 互动

2019年，申报40项



业务部门 信息化部门

分工合作，各司其职

1、信息系统由谁来建？

信息化部门也是业务部门
也要建设信息化项目



       不涉及到具体业务部门的业务，

为各业务或信息化应用提供基础信息

展示、消息发送、岗位管理、数据交

换等平台，是智慧校园的基础支撑。

什么是公共支撑平台

1、信息系统由谁来建？

       不涉及到具体业务部门的业务，

为师生和各业务部门的科研、生活、

学习提供的基础网络和应用服务，是

智慧校园的必要组成部分。

什么是公共服务平台



       引导和推动业务部门

进行系统建设，安排技术

负责人全程参与建设和管

理。

       涉及到具体业务部门

的业务，与师生科研、生

活、学习相关并主要满足

业务部门管理需要的系统。

什么是业务系统 信息化部门的责任

       必须牵头负责并主导

系统建设，梳理需求，形

成方案，安排项目负责人，

负责系统建设。

业务部门的责任

1、信息系统由谁来建？



业务主导
• 业务部门主导建设，信息化部门协助
• 采用双负责人模式（业务负责人+技术负责人）

部门协同
• 涉及多部门的业务系统由业务量最大的部门牵头
• 形成牵头部门+其他部门+信息化部门协同工作模式

支撑服务
• 信息化部门承担技术负责人角色
• 负责技术环节的支撑和服务

支撑
服务

部门
协同

业务
主导

业务系统建设模式

1、信息系统由谁来建？



u学校各单位是本单位信息化项目的建设主体，“谁需要，谁立项”

负责本单位信息化项目的立项；

u多单位协同开展的信息化项目，由项目建设任务最多的单位为立

项单位，或各单位协商确定立项单位；

u全校公共服务平台，由信息化建设部门负责立项。

谁来牵头？

u学校所有信息化项目均需立项，每年信息化建设管理办公室组织

项目立项论证会，对下一年度信息化项目进行论证和审批；

u通过立项审批的项目列入学校信息化项目建设库；

u未通过立项审批的项目不得建设、不予设备采购、不予经费报销。

怎么立项？

2、信息系统怎么立项？

立项要求

避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u学校每年给信息化建设管理办公室固定额度的信息化建设常规预算；

（常规预算非常重要，不能间歇式投入）

u信息化建设管理办公室根据各单位立项论证通过项目的经费申请，

统筹核定批准项目的预算额度；

u预算经费包括项目软、硬件费用、信息安全检测费用及售后服务等

费用；

u预算拨付前再次确认项目前期进展情况，避免项目无法按期完成；

u按年度预算执行计划拨付，避免一次性拨付

    （软件项目建设周期长，控制建设风险，加强过程管理）

经费管理

3、信息系统经费如何管理？



信息化部门提供统一的建设方案模板，建设方案由业务部门和技术部门共同编写，

包括建设目标、建设需求、技术要求、UI要求、运行环境要求、实施要求等

4、信息系统建设方案如何写？

业务需求分析：做什么？怎么做？谁来做？



建设方案技术要求

国家标准

数据中心

正版软件

平台架构

资源需求

……

数据字典

统一认证

校园门户

岗位平台

消息平台

数据平台

办事大厅

移动校园

……

兼容性

并发访问

响应时间

Bug率

稳定性

IPv6

……

安全检测

系统定级

加密要求

安全审计

权限分配

保密协议

堡垒机

……

简洁大方

整体风格

整体色调

VI标准

H5+CSS3

原型方案

……

4、信息系统建设方案如何写？



通过立项任务书明确负责人职责

5、系统建设过程如何管理？



技术负责人参与全程管理，配合业务部门加强对项目建设的把控，制定工作进度计划表，明

确关键点和里程碑。

技术负责人 业务部门

工作进度计划表

关键点和里程碑

定期例会

项目进度

问题清单

待处理事项

5、系统建设过程如何管理？



任务书、需求确认书、项目周报、例会

5、系统建设过程如何管理？



严格规范开发方的开发流程

严格控制业务部门的业务需求变更

5、系统建设过程如何管理？

不规范的开发和随意的需求变更极易导致项目建设失败



u建设必须严格遵守学校信息化数据标准，如出现现有标准

没有包括的情况，需报信息化统一制定新标准；

u所有管理信息系统必须使用学校统一身份认证机制，不得

单独建立另外的用户身份认证机制；

u专业的事情由专业人员做，避免自己开发、教授带学生开

发、无经验的公司开发（注册资金、场地、人员）；

u严格项目执行进度，大项目建设设定多个里程碑。

建设过程中关注
重点要求落实情况

5、系统建设过程如何管理？



p 系统业务负责人提出，技术负责人配合

p 系统所有涉及部门、业务科室负责人对系统功能完

成度进行书面签字确认

p 技术部门负责对系统技术要求、技术文档、安全检

测报告进行确认

p 业务部门牵头组织专家验收会

项目
文档 验收小组

业务部门

技术部门

6、系统如何进行验收？



验收文档齐全 安全检测报告 召开正式项目验收会

6、系统如何进行验收？



u信息系统项目进入运维阶段后，立项单位需安排专人负责系统的

日常运行维护及管理，包括业务层面的维护和管理、系统使用和

推广、系统数据安全管理等；

u信息化部门负责学校信息化基础平台的运维；负责网络安全运维。

7、系统如何进行运维？

u管理信息系统进入运维阶段后，立项单位收回项目承建方所有权

限，如需承建方协助处理相关问题，需由立项单位向网信中心申

请，临时为承建方开通权限，问题处理完成则收回权限。

u管理信息系统所有运维行为都必须通过堡垒机进行。

u严格控制厂商能够随时访问生产环境。



3 信息化部门该关注什么？



单独建设 链接嵌入

新系统流程性应用应尽量通过办事大厅或者轻应用实现，如果业务系统已经有

的流程性功能，需通过集成统一身份认证后嵌入链接到办事大厅中。

（正在解决嵌入式流程的业务提醒、与办事大厅、消息平台的整合问题）

1、关注面向师生审批性应用的建设方式

办事大厅应用的三种模式

1、流程（流程引擎搭）

2、轻应用（微服务）

3、业务模块嵌入



2、关注统一身份认证的标准化对接

p 不允许在业务系统中修改个人基本信息；
p 不允许在业务系统中保留校内用户密码

修改模块（已有的进行屏蔽）；
p 校内用户只能通过统一身份认证登录各

系统（门户、部门网站）；
p 校外用户通过部门网站链接登录；
p 不允许在业务部门网站上保留管理员登

陆链接；
p 业务系统二次密码验证；
p 退出或注销业务系统时，同时调用统一

身份认证的注销地址，统一身份认证同
时注销。

基本要求



p 使用学校统一的数据标准和规范

p 组织机构、人员等基本信息不允许自行

维护，均来源于岗位角色平台和公共数

据平台

p 业务系统只生产有权生产的数据，产生

的数据推送到公共数据平台，所需数据

完全来源于公共数据平台

p 规范数据共享方式：交换、视图、接口

p 业务系统非生产

对共享数据进行界定：

1）普遍共享（通过数据接口或者数据

交换等形式提供） 

2）有条件共享（根据数据资源提供方

的审核意见提供）

3）不共享。数据脱敏！

技术上 管理上

3、关注数据的生产、使用和共享机制



技术层面：

数据安全（数据完整性、保密性、容灾备份等）

应用安全（身份认证、接口安全、资源控制）

主机安全（入侵防范、恶意代码、访问控制等）

管理层面：

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管理机制、人员安全管理

及系统建设管理等制度建设。

4、关注系统安全的全过程管理

上线前需进行等保定级和安全检测



原生+H5架构

5、关注移动端的同步建设

新系统建设合同中对移动端接入和技术方案进行明确要求



一点感受

好产品固然重要，但好的甲方、好的实施团队、规范的项

目建设管理更为重要，是项目建设成功的有力保证。



Thanks

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