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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信息化进程中的大学 c IO 体制建设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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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学 lC o 体制的建设是近年来国外高校信息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特
.

点和趋势
。

该文时 cI O 的起源

与发展
、

CI O 在美国大学中的发展情况
、

我国高校建设 CI O 体制的尝试及其进展作了分析和讨论
,

并就建立我国

高校 cI O 领导下的信息化建设管理体制
、

发挥 CI O 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

【关健词】 CI O ; 信息化 ; 高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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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 O 的起源与发展

a o 的提出

C IO 是
“

C hi ef l刊fo mr at ion O iff
c er

”

的英文缩写
,

中文一般翻译成
“

首席信息主管
”

或
“

信息主管
” 。

辛诺 ( W ill iam R
.

S y n n
ott )在

“

1980 信 ..9 会议
”

上首

次提出 CI O 概念
,

随后
,

(计算机世界 ) 杂志在论文

中引用了 CI O 概念
。

同年
,

辛诺和戈拉伯 ( W ill ia m

H
.

G ur be )一起在著作 (信息资源管理
:

so 年代的机

会和战略 ) 中首次给 CI O 下 了一个 明确的定义
:

“

CI O 是负责制定组织的信息政策
、

标准
、

程序
,

并对

组织的信息资源进行管理和控制的高级行政管理人

员
。 ”

( Jamn
e s ,

M i e hae l
, e t al

.

19卯 ) 而美国著名的

( CI O ) 杂志对 CI O 下的定义是
:

CI O 是负责一个组

织 (企业或政府部门 )信息技术和系统 (包含计算机

系统和通讯系统 )的所有领域的高级官员
。

CI O 集

战术和战略管理于一身
,

是组织决策层与信息管理

层之间的纽带
。

(任娟
,

200 2)

经过不断完善和发展
,

现在 CI O 的角色一般被

定位在一个类似于组织首席财务执行官 ( Cor ) 的

高层次管理职位
。

其职能是
: “

直接对最高决策者

首席行政官 ( C E O ) 负责
,

负责企业的高层决策和

长远发展规划
,

实现企业全面信息管理
,

包括负责

开发信息技术
、

健全企业信息系统
、

管理信息人员
、

实现企业内部的信息共享等
。 ”

(卢泰宏
,

1993 ) CI O

置身于高级管理层
,

全面负责信息工作
,

直接向最高

管理决策者负责
,

并与 C EO
、

C F O 一起组成组织 的

“

三架马车
” 。

从实践层面看
,

CI O 大约在二十世纪 so 年代初

产生于美国的政府部门
。

19 80 年
,

美国政府为了确

保联邦政府信息资源的收集
、

维护
、

使用和传播信息

的费用减至最低
,

使收集到的信息得到最充分的利

用而颁布 了 《文书削减法 》 ( aP pe ~ kr Rde cu t ion

A ct )
,

确定了在美国政府部门或机构设置
’ `

高级文

书削减和信息管理官员
”

的这一法定职位
。

总统任

命的格雷斯委员会通过对联邦政府各部及机构的信

息资源管理情况进行调查
,

在 1984 年提交的最终调

查报告第 7 卷《联邦政府中的信息差距》中
,

建议在

政府每个机构中设立一名主管信息资源的高级官

员
,

全面负责本部门信息资源的管理
、

开发和利用
,

直接参与最高层的决策管理
。

(李艺华
,
200 3) 这是

CI O 职位的首次出现
。

1995 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信息技术管理改革

法》授权在管理与预算处 ( O M )B 下设立一个美国政

府 CI O 办公室
,

其主要职责包括提供信息政策方面

的建议
、

制定信息资源管理规划
、

评测信息技术采办

计划等
。

19 % 年的 ( 信息技术管理改革法 》修订案

明确规定每个联邦政府部门都要设立 CI O 职位
,

并

规定 CI O 是一个高层官员
。

该修订案还要求建立

一个 CI O 委员会
,

以便定期指导和协调执行机构中

与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管理有关的活动
。

政府部门设立的 CI O 有效地改善和加强 了政

府部门的信息资源管理
。
CI O 卓有成效的工作立刻

引起 了美国一些大公司的注意
,

由此企业 a o 也应

. 本文系国家自然基金课题
“
国家创新能力的预警研究

”

(编号
:
702 730 22) 的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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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而生
,

随后很快在日本
、

西欧等发达国家的企业中

普及开来
。

经过若干年的发展
,

企业 CI O 在数量
、

职能
、

活动范围
、

知名度等方面
,

都已经超越了政府

部门
。

据 A hrt
u r A n d e sor

n & C o
(安德逊公司 )统计

,

在 80 年代中期
,

美国 500 个大型公 司中已有 40 %

设立 了 CI O 职位
。

(华薇娜
,
2X() 2 ) 1987 年

,

美国

I D G公司发现
,

IT 技术的应用已经完全打破了企业

的传统势力格局
,

一些对企业 仃 系统负责的技术官

僚正迅速升入高级管理层
,

与其相应的专业杂志

( C IO )也诞生了
。

CI O 在我国的发展

19 89 年哈尔滨工 业大学 出版社 出版 的一本

M B A 教材— 《管理信息系统— 概念基础
、

结构

与研制 )是国内对 CI O 概念的最早引入版本
。

由于

当时国内信息化水平还比较低
,

企业中对信息系统

的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
,

CI O 概念提出后并没有引

起人们太多的注意
,

更没有企业设置这个职位
。

随

着我国信息化进程的加快
,

CI O 的地位和作用在我

国越来越受到重视
。

如
,
199 6 年 5 月

,

我国首次召

开的由国家各大部委高级信息主管参加的
“

CI O 国

际研讨会
”

; 1998 年 12 月上海召开的
“

CI O 信息主

管商业会议
”

; 2X() 1 年 9 月上海召开的由国家信息

中心主办的
.`

2 00 1 年中国 CI O 信息主管高峰会议
” 。

(古丽萍
,
200 3 ) 200 2 年 8 月

,

由 ( rr 经理世界 ) 杂志

社和 DI C 国际数据公 司主 办 的首届
` .

中国优秀

CI O
”

评选活动
,

评选出了 5 0 位优秀 CI O
,

以及海尔

集团副总裁梁海山等 5 位杰出 CI O
。

2 0 0 2 年 6 月
,

在北京召开了由中国信息协会
、

国家信息中心等单

位举办的首届
“

中国 CI O 发展论坛
” ,

探讨并推动了

CI O 在我国的发展
。

200 2 年 n 月成立 了中国信息

协会 CI O 分会
。

这是 目前为止唯一被我国政府正

式批准的全国性信息主管 ( CI O )的社团组织
。

这些

充分表明我国政府
、

企业界和理论界正在不断地思

考和探讨 CI O 设置的重要性以及 CI O 在国家信息

化进程中的作用等问题
。

但是
,

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
,

我国 CI O 建设

还处于
` ,

初级阶段
” 。

无论是在政府机关还是在企

业
,

我国都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 CI O 阶层
。

2X() 2 年
“

中国 CI O 生存状况
”

的调查表明
,

在回复的 140 份

有效问卷中
,

只有 5% 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在名片上

印上了 1C 0 的头衔
,

有 6% 的受访者准备在名片上

印 C IO 的头衔
,

而高达 89 %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根本

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 CI O
。

( 田茂永
,

刘湘明
,

200 2 )从这些数据来看
,

中国的 CI O 更多地只能算

作一种准 CI O 概念
。

大学 CI O 的出现

随着高校信息化的发展
,

高等教育领域也出现

了 c IO
。

美国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就在大学推

行了 CI O 体制
,

在 so 年代末就有将近 200 个大学设

立 了 cI O 职位
。

与企业一样
,

校园也是个信息密集

的组织
。

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发展
、

信息爆炸的产

生以及个人微机的普及
,

对学校的教学和管理都产

生了重大的影响
。

面对信息化社会所带来的困惑和

混乱
,

学校管理者急需寻求一种信息技术条件下实

现有序和高效管理的新策略
。

这样
,

学校具备了负

责信息政策
、

信息控制和信息标准的高级行政人员

出现的基本条件
。

起步阶段
,

大多数高校启动了建立和保持信息

技术和服务的基础设施规划
,

但多侧重于对信息技

术基础设施的分类
、

编目等
,

而并没有把信息技术与

大学的目的联系起来
。

不久
,

学校很快意识到大学

目标和信息技术间的重要性
,

由于参与决策制定等

原因
,

CI O 恰好为两者架起了桥梁
。

但并不是侮个大学都需要 CI O
,

尽管有些大学

不顾一切地设立 CI O 职位
。

对 cI O 的孺要以及定

位 CI O 在大学中的作用取决于大学对技术的认识
。

根据大学对信息技术的不同看法可以把高校分成三

类 (见表一 )
:

第一类是把信息技术以及其他支撑技

术看成策略资源的大学
。

他们认为有效的信息资源

管理是成为一流大学的必备条件
,

在这些高校最有

可能设立 CI O 体制
,

而且 CI O 一般起着领导的角

色
,

能够有效地利用信息技术以达到大学的豁要
,

并

衰一
:
根据伯息技术观点对大学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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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校园信息化策略
。

第二类是大学把信息资源管

理以及支撑技术看成是日常工作的辅助工具
。

毫无

疑问
,

信息技术是非常重要的
,

但仅仅是为了加强有

效性
,

并不认为它为校园信息化提供优势
。

第三类

一般是综合性大学
,

他们对信息技术在学校战略管

理上扮演的角色感到困惑
。

这类大学认为
,

学校信

息领导应该是一个有着执行能力的技术专家
,

信息

技术管理者应该能独立解决学校中所有与技术相关

的问题
,

能够独挡一面
,

而不要涉及其他的行政人员
。

从 so 年代起
,

美国的 ( CI O )
、

《经济周刊 》以及

各种组织和个人在企业
、

政府
、

医疗和教育等领域对

1C 0 进行了很多调查
。

其中
,

在高等教育领域主要

有以下几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
:

研究型大学的调查

19 8 8 年匹兹堡大学的研究者 A lm W以心 s

wo hrt

出版了博士论文 《CI O 在美国研究型大学中的作

用 }
,

作者在 19 86
一

19 87 年期间对美国 91 个研究性

大学进行了调查
,

以研究 CI O 在研究型大学中的作

用
。

调查数据表明
:

35
.

2% 的大学已经设立 CI O 职

位
,

11
.

0% 的大学正在考虑或正在设立 CI O 职位
。

在设有 CI O 职位的大学中
,

CI O 的头衔各不相同
:

34
.

4% 的大学是副校长
,

28
.

1% 的大学兼任副校长
,

12
.

5% 的大学是教务主任
,
9

.

4% 的大学兼教务主

任
,
9

.

4% 的大学是副校长助理
,
6

.

2% 的大学是副教

务主任
。

32 所设立 CI O 职位的学校中有 29 所确定

了 C IO 的职责
。

此次调查对其中 2 8 个 CI O 进行了

详细的电话采访
,

结果表明
:

28
.

6% 的 CI O 向校长

汇报工作
,

25
,

0 % 的 CI O 向执行副校长汇报
,

35
.

7%

的 C IO 向教务主任或学术副校长汇报
。

学校 C OI

的管理职责主要有
:

学校信息化
、

管理信息系统
、

通

讯技术
、

图书馆
、

媒体服务
。

所有的 CI O 都拥有高

学历
:

80 % 以上的 CI O 是博士
,

其余也都是硕士
;
其

专业主要是计算机科学
、

工程和物理
,

其他还包括高

等教育
、

经济管理
、

数学
、

图书馆学
、

统计学以及社会

学等专业
。

全国性的调查

19 89 年加利福尼亚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副校长

J
ame

s 1
.

eP
n找心和政策规划主任 M i e h a e l G

.

D o l e n e e 、

马里兰大学信息资源副校长 Jud iht V
.

D ou 砂as 等三

人一起对全国 15 1所高校的 CI O 状况进行了大规模

的问卷调查
。

调查学校包括
:
19 88 年 出席 C AU S E

和 ED U CO M 全国会议的高校
、

列入 ( 1988 年高等学

校目录》的学校以及其他 CI O 推荐的学校
。

最后共

回收到 5 8 份有效问卷
。

研究者对调查数据进行了

编码
,

建立了数据库
,

利用 SPS S 进行分析和处理
,

主

要得出了 C IO 形象
、

C IO 组织
、

C IO 功能
、

C IO 特点

以及活动
、

CI O 年薪等几方面的结论
。

从调查结果看
,

当时美国大学 CI O 的大致形象

为
:
4 6 岁左右的男性

,

任职 3
.

6 年的副校长
,

年薪大

约 89 16 7 美元
。

他所在大学一般有 2
.

4 亿美元的

预算
,

每年招生数为 巧 侃旧 人
。

CI O 每年有 960 万

美元的预算
,

有 13 5 个教职工
。

大约 40 % 的 CI O 向

校长或副校长汇报工作
,

19
.

0% 的 CI O 向教务长或

教学副校长汇报工作
,

36
.

2% 的 CI O 向其他校长或

行政人员汇报
。

62
.

1% 的拥有博士学位 ; 51
.

7% 的

有学术头衔 ( ac ad
e
im

e

anr k)
。

13
.

8% 的 CI O 是技术

背景
,
4 8

.

3% 有管理背景
,

37
.

9% 来 自教学领域
。

CI O 具体负责的部门有
:

数据通讯
、

管理信息化
、

校

园信息化
、

语音通讯
、

规划
、

电视服务
、

体制研究
、

打

印
、

复印
、

电子邮件
、

图书馆
、

媒体服务
。

这次调查要

求每个参与者列出四项最重要的职责
,

52 人做了答

复
,

结论如下
:

领导 ( 8 0
.

8% )
、

规划 ( 71
.

2% )
、

通讯

( 61
.

5% )
。

另外有三分之一 以上 ( 34
.

6% ) 的 CI O

还负责信息系统预算和规划
,

其余相关数据如下
:

协

调 ( 23
.

1% )
、

技 术 专 家 ( 巧
.

4% )
、

达 成 共 识

( 13
.

5% )
、

l’de 题解决 ( 7
.

7% )
。

ASSC 项目调查

A C e s ( A
s ia n e am p u s C o m p u t i n g S u vr e y )是一个

国际性合作研究项 目
,

其主要目的是通过问卷调查

方式
,

了解亚洲地区各国高校信息化建设及发展的

最新动态
,

相互交流和借鉴各国在高等教育信息化

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
,

共同促进亚洲地区各国高校

信息化的顺利发展
。

A CC S 源于美国高校信息化研

究项 目 C PC ( C
a m p u s C o m p u t i n g Pojr

e e t )
,

该项 目至

今已持续 13 年
,

是目前世界上最有代表性的高校信

息化研究项目
。

200 2 年北京大学和香港大学共 同启动了亚洲

地区第一个国际性的高等教育信息化研究项 目—A C C S
。

调查数据和资料表明
:

在中
、

美和香港地区

三地的高校中
,

都已经 出现 CI O 或相当于 CI O 职责

的管理职务
,

但所设置的比例差别较大 (见 图 1 )
。

美国已经有 69
.

3% 的被调查对象设置了 CI O 职务
,

4
.

2% 的未设立 CI O 的美国高校正在考虑要设置此

职务
。

香港高校目前已设置 CI O 的比例要比美国

低一些
,

约有 13
.

3% 的高校设置了此职务
,

同时
,

还

有 20 % 的香港高校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

香港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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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于 2 (xX ) 年 12 月设立 CI O 资讯主管一职
,

是香

港教育界最早设立 CI O 职位的大学
。

相比之下
,

国

内高校在这方面的工作显然滞后
,

已经设置 CI o( 或

类似职务 )的高校仅占被调查高校的 3
.

9%
,

其余的

高校都没有开始此方面的工作
,

而且也没有考虑要

设立此职务
。

圈 2
.

商校是否有专门主管校园

信息化建设的校级领导调查结果

数据来源 : 中国
“

高等教育信息化
’ ,

2X() 2 年调查报告
。

(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技术系
,

2X() 2 年 )

圈 1
.

中
、

美和香港地区商校

cI O 设 t 情况的比较 《平均 比例 》

数据来谏 : 关于 中
、

美和香港地 区高校信息化发展状况

的比较研究: “
A CCS 项 目 2印2 年研究报告

” 。

( 北京大

学教育学院教育技术系
,

2X() 2 年 )

美国高校中的 CI O
,

属于副校长级别的高级管

理职位
,

其主要职责是制订和管理整个学校的信息

技术发展规划及实施工作
,

同时也负责学校信息化

日常工作的管理
。

在有的美国高校中
,

CI O 也可能

会负责整个学校的媒体服务
、

电子资源
、

打印
、

复印

及邮件服务等项 目
。

(赵国栋
,

汪琼
,
2 0 0 2 )

我国大学 CI O 的实践与理论研究

近几年来
,

我国高等院校的信息化建设获得了

长足的发展
,

自 C ER N E T 建成之后
,

绝大多数高等

院校建立了不同层次和规模的校园网
,

开展了网络

教学活动
,

并不同程度地实现了教学教务管理的信

息化和办公 自动化
。

但是
,

在 CI O 体制建设方面
,

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

我国明显要落后得多
,

这从 A C C S 项 目 2X( 犯 年调 查数据中就可见一斑
。

(见图 2 )

高校信息化工作是一项涉及到整个学校各个部

门的综合性和全面性的建设工作
,

其工作的顺利进

行需要各部门的有效协作
,

目前只有少数的高校有

专门主管或分管校园信息化建设和管理的校级领导

干部
。

据 200 2 年中国
“

高等教育信息化
”

调 查结果

显示
,

在被调查的高校中
,

只有 4
.

6% 的学校设有主

管校园信息化建设和管理的校级领导
。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管理信息系统专业委员会

(简称 EM IS A )一直在呼吁和推动高校加强行政驱

动
,

建立 CI O 体制
。

在 2 (K城) 年 6 月 E M IS A 第二届

理事会第四次会议中提出建立 CI O 体 系
,

并指出

CI O 体系是指各学校对 CI O 的确认
、

信息员的培养

和信息队伍的建设
。

而且部分高校的实践证明
,

学

校设立信息主管
、

各职能部门及院系单位设立信息

员是行之有效的
。

( EM sI A
,
200 2 ) 200 1 年 12 月第

二届理事会第六次会议建议各高校建立和健全 CI O

体系
,

在 CI O 体系中要坚持
“

一把手
’ .

的原则
,

坚持

行政驱动和技术支持相结合的原则
,

坚持建立和稳

定自己的技术队伍的原则
。

为了响应国家信息化的

号召
,

推动高校信息化建设
,
200 2 年 7 月召开的第

六届学术年会提出迫切需要设置校级信息主管
,

并

规定了 CI O 职责
:

组织制定学校的信息化建设规

划
、

规章制度和信息标准规范
,

统筹有关部门具体实

施
。

与会者认为
,

在高校建立
、

健全 CI O 体系
,

是理

顺校内信息渠道
、

协调部门之 间信息交流和实现信

息共享的重要组织保障
。

清华大学在教育信息化建设方面起步较早
,

在
“

21 1 工程
”

建设项目启动初期
,

为 了加强信息基础

设施的建设
,

学校成立 了以主管校长牵头的
“

清华

大学信息与计算机基础建设
”

(亦称
` .

泰山工程
”

)领

导体制与开放运行机制 (如图 3 )
。 “

泰山工程建设

委员会
”

的成员有负责学校信息技术设施建设的校

领导
,

有主管学校体制
、

人事建设的校领导
,

还有信

息方面的资深专家
、

院士
。

它的职能是审议信息建

设的总体规划
、

确定投资力度
、

审查项目进展
、

验收

成果等
。

委员会下设的
“

工作组
”

负责执行委员会

的决定
,

具体完成总体规划与各分支系统规划
,

组织

力量将规划内容逐步实现
。

后期阶段
,

为 了推动数

字化校园的建设与管理
,

学校又成立 了以主管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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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的
“

网络信息管理委员会
” 。

这两个委员会的

成立
,

在学校的信息化应用建设与管理中发挥了重

要的领导作用
。

清华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管理中心主任沈培华认

为
,

CI O 应该是校级领导
,

直接参与高校的领导决

策
,

是高校进行数字化校园建设的强力支撑
,

全面负

责高校信息化推进的计划
。

CI O 的主要职责包括
:

建立校园信息化远景规划 ; 以最有效的方式管理基

本的信息化应用和服务 ;领导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

设
;
协调各个部门的信息化建设

;
阐述学校全局范围

的信息化策略
;
领导与其他高校

、

企业和政府部门的

合作
。

(沈培华
,

王映雪
,
200 2)

C l以主 , 校长
,

书记 )

寨山工租盆设委员会 1 1网络信息 , 班委员会

委员会秘书长
(由校办和觉办主任扭任 )

魏 }蕊 {挽 }
, ”

娜 处
、

院
、

所
、

系

圈 3
.

清华大学信息化建设的领导与运行机制

因此
,

借鉴国外高校的成功经验
,

在高校决策层

引入 CI O 体制
,

设立高校 CI O 职位及其领导下的 rr

部门
,

全面规划学校信息化建设
,

是信息技术应用于

教育的必然选择
,

也是高校应对信息化管理挑战的

有力措施
。

建立大学 CI O 管理体制

在信息化建设中
,

人们逐渐认识到高校遇到的

最大困难不是来自技术要求而是来自于管理机制和

体制的束缚
。

各校信息化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

如果学校仍然缺少一个统一的管理部门
,

这就会使

某些院系或部门由于各种原因落后于整个学校的信

息化前进步伐
,

一方面会影响各院系
、

部门之间教

学
、

管理信息的交流
,

另一方面也会拖延全校的信息

化进程
。
因此

,

高校应该向企业学习
,

借鉴国外大学

的 cI O体制设置
,

进行管理机制和体制的改革
,

在

高校建立 CI O 体制
,

全面领导高校信息化建设
。

大

学 CI O 管理体制
,

是由大学最高管理层中的 CI O 或

类似管理职位全面统筹负责组织学校信息管理活

动
,

并在 CI O 的领导下设立专门的信息管理职能部

门
,

负责组织信息的收集
、

开发
、

传播
、

共享
、

协调等

日常业务
。

大学 CI O 体制可以用图 4 来表示
。

大学 CI O :如何有效地融入高校管理层

信息化环境下高校传统管理模式日益受到信息

技术的挑战
。

一方面
,

管理上一般是由一位行政副

校长挂名领导下的网络中心或计算机中心
,

主要负

责技术方面的工作
,

信息化的地位未提高到应有的

高度
;
另一方面

,

由于决策层不是信息技术方面的专

家
,

难以整体规划信息化建设方案及长远发展计划 ;

其次
,

不完善的信息管理系统对高层决策的支持功

能难以发挥
,

数字信息资源缺乏难以为教学
、

科研提

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
,

各部门及院系自行开发的许

多低水平重复信息化项 目往往与学校的信息化平台

不兼容
、

不配套
。

高校在建立起 了相当规模的计算

机网络
,

进而信息处理能力
、

信息利用能力和信息化

管理和决策功能得到大幅度提升以后
,

如何实现信

息有效共享
、

应用有效集成
、

用户统一接口
,

把信息

技术变为高校发展的驱动器
,

这是摆在高校领导层

面前的共同课题
。

越来越多的高校认识到
,

信息化

建设之所以效果不佳
,

并进而影响到学校的日常运

作与管理效率
,

主要不是技术问题
,

而是一个管理问

题
,

尤其是管理者自身的问题
,

即高校管理层缺乏一

个既懂信息技术和业务
,

又懂管理的领导人才
。

各各项业务领导导导 大学 C IOOO

各各项业务管理信息子系统统

图 4
.

大学 CI O 体制构想

参与大学发展规划的制定

由于中国的大学 CI O 制度还处于初创阶段
,

CI O 还不是学校管理与决策层中的核心成员
,

所以
,

如何尽快完成角色转换
,

进入学校全面管理和战略

发展的决策层
,

是当前 CI O 面临的主要任务
。

C or

体制也要求将学校资源管理与综合管理相结合
,

把

大学信息管理系统功能与业务管理功能有机结合起

来
。

从管理运作来讲
,

学校信息管理一定要强调 寓

业务管理于信息服务之中
。

一方 面
,

信息管理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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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为各项业务工作的开展提供强有力的信息服

务
,

在考虑校园网建设时联系学校业务系统的需要
,

有专门的联系通道和协调机制
;
另一方面

,

学校各项

业务要实现与信息管理的任务协作
、

管理配合
、

信息

传输
、

条件支持等项工作
,

有相应的管理规章和约束

手段
。

加强学校信息管理系统与各项业务系统的有

效联结
,

确保学校 CI O 及其管辖下 的信息管理系统

对学校所有可利用信息资源的有效管理权 (包括及

时获取权
、

科学加工权和合理传递权 )
,

并有要求学

校的最高管理层及各项业务系统给予支持和协助的

权利
。

随着知识管理越来越被学校管理层看作是战

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

CI O 不能只关注具体信息

技术的规划与实施
,

而要更多地从学校的长期战略

考虑
。

如果 CI O 被排除在学校最高决策层之外
,

他

们将很难运用自己的技术来促进学校的发展
。

提升自身素质
,

造就我国高校 CI O 队伍

要充分发挥 CI O 的作用
,

还得靠 CI O 自身的素

质
。

国外对 CI O 人 才的要求大体是
:

较强 的洞察

力
、

懂业务
、

丰富的信息技术知识
、

有专长
、

能制订业

务策略等
。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

高校 CI O 或准

cI O 大多是由一名校级或部门领导兼任
,

角色定位

尚未十分明确
,

缺乏一支经过专业训练和长期经验

积累的职 业化队伍
。

在构建高校 CI O 体制
、

凸显

cI O 的管理地位
、

提升 CI O 的决策发言权的同时
,

CI O 应不断提高 自身如下方面的素质
:

拟订学校信

息应用的策略和规划的能力和见识
,

对学校的运作

和管理有深刻的了解 ;优良的沟通与协调
、

形成学校

内部共识的能力
,

物色优秀的信息管理人才的能力 ;

掌握信息科技最新知识
,

能熟练运用各项信息工具 ;

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和获取新知识
,

特别是信息科

学知识的能力
;
具有系统头脑

,

既有战略家的高瞻远

瞩
,

又能作程序式可供操作的设计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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