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开大学移动门户平台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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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上网用户和用户渗透率情况(2018年2月)

用 户 （2018年2月）

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数达到12.8亿户。
使用手机上网用户11.9亿户
移动电话用户渗透率82.3%

流 量 （2018年1-2月）

移动互联网累计达68.9亿GB，同比增长186%。
手机上网流量达到67.2亿GB，同比增长206%，占移动互联网总流量的97.5%



243所中国高校
信息化建设现状

 移动应用、社交媒体刚刚起步3

2 无线网络的发展速度很快

1 100%高校已经实现联网

高校现状



高校现状

无线流量
4.16Gbps

有线流量
1.45Gbps

接近100%高校师生拥有智能手机
90%以上的大学生手机24小时不离身

基础
移动设备高度普及

以微信为例，2018年3月日活跃用户数突破10亿
大学生是接受能力最强的第一梯队

受众
对移动服务的接受度大大提高

南开大学日平均流量统计显示，无线数据已占比近7成以上
数据 校内无线流量占比猛增



全面推进移动化服务已

势在必行

移动终端越来越成为师生接入互联网的主流

高校对基于智能手机的服务和应用平台建设？？？



移动信息服务

       特  点
及时响应，服务内容根据应用场景灵活调整变化

3 碎片化

适用查询类、批阅类、简单业务、通知类应用

2 无键盘

功能须集约，界面须简洁，操作须便利
1 屏幕小

发展历程

低学习成本
4 用户体验要求高



三年 发展历程

理念成熟，过程 艰难

用户基础好易于普及，平台接口和功能完善
在标准一致的前提下可通过第三方外包迅速开发大量定制化应用

2016 改变建设思路从微信着手深入

开发力量不足，用户体验差，缺乏可持续性
2015 自行开发混合模式移动应用

受企业商业模式和利益牵制，具有很强不可控因素。
企业开发个性化弱迭代缓慢导致应用不接地气。

2014 引入免费APP产品

发展历程

难以普及

及时放弃

当前路线



  关于      微信的那些数字…… 

数据来源：腾讯官方

95后
14%

微信用户构成



1

服务基础 数据整合
高校历史包袱  沉重

2

3 服务流程不规范

业务数据难打通

基础数据不完善

面临困难

4 学校主导决心和建设力量薄弱



一期工程

项目现状

2016.11.11
南开校园微应用

发布”
15项
功能

　　                  一卡通业务●

 　            网络业务 ●

      本科生信息 ●

   研究生信息 ●

    电子信箱 ●

  图书馆预约 ●  

    南开音乐网 ●

        南开动漫网 ●

                         IPTV ●

                          津南校区签到 ●

 　　        ●身份验证/切换

 　　　　         ●通知公告

 　　　　　         ●消息推送

 　　　　　　       ● 动态二维码

　　　　　　　   ● 意见簿

以查询为主



2017.11
南开校园微应用

升级为
南开大学移动门户

28个服务
及应用系
统

二期工程

项目启动

本科生关注率超95%，研究生超75%

平均日活30%~35%，高峰达到70%

单日应用平均使用超过25000次

通过移动门户缴费比例占全部渠道80%以上

6类28项服务及应用
迎新、教学、图书、财务、生活、其他等

提供精准消息推送服务
流程平台、动环监控、财务系统、图书馆、圈存等

提供群体图文通知和个人二维码身份验证服务



系统设计
一卡通业务

移动门户平台

签到 网络业务 电子信箱 图书馆 本科生信息 研究生信息 空闲教室

在线音乐 动漫频道 IPTV 办事大厅 报修 工资查询 体育馆预定 ……

企业号微应用管理平台

消息推送

消息推送平台 身份认证平台

微信企业号

数据交换平台 人员分类标签管理

其他业务系统

一卡通系统 财务系统 教务系统 研究生系统

数据比对/清洗



企业号服务流程

身份验证助手

移动门户平台

一次验证
二维码关注

二次验证

消息中心

意见簿

身份验证助手

应用

消息

身份

取消关注

切换身份



微信企业号

移动门户微应用
微应用

根据用户的身份标签展示轮播内容和应用列表，作为应用入
口实现应用的功能。
实现应用列表的个性化（删除、添加、移动位置）

显示用户接收的消息(列表和查看)

实现消息搜索、页面拖拽刷新、页面拖拽加载

消息推送

以动态二维码形式显示用户ID，为虚拟一卡通或其他身份

认证做准备

身份二维码



移动门户管理平台



移动门户微应用展示



1 推广不是目的，须注重有效应用

建设策略

2 形式不是重点，服务才是目标

3 平台化自主化，服务定制化，生态开放、标准统一

4 前后端分离，数据和应用分离，接口规范化，平台可移植

6 开启数据治理和深化服务相互促进的正循环

5 平台的设计规划和开发维护分离，掌握主导控制权不受制于人



理念和思考

数据
准备

平台
选择

平台
架构

技术
路线

运行
环境

开发
模式

安全
保障



开源计划

平台自
主化

服务定
制化

标准统
一化

风险可
控化



未来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