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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信息化建设的一体化思路与实践
清华大学 蒋东兴 许庆红 谢矜 向春 李功 强

摘 耍 :高校信息化建设雷要从 全局 和整体 的角度规划
,

协调一致 实施
,

这样才能保证信息化的有序进行
。

本文提 出的一体化建设思

路阅述 了和何做好科学全面 的总体规划和 协同有序 的 项 目实施
,

并 以 清华 大学数 字校 园 的建设 实践为 例
,

说明一 体化建设 思路的具体实

践
。

关妞词
:
高校信

.

色化 一体化 总体规划 信 息标准

,
.

背 . 以在学校教学
、

科研和管理中发挥作用
,

形成
“

花架子
” 。

随粉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
,

高校信息化建设也有了重大进展
。

. 对学校的整体发展缺乏远见
:
由于中国高校正处于一个蓬

特别是最近几年来
,

由于
“

2 11 工程
”

及相关计划的推动
,

高校在网 勃发展的阶段
,

学校的发展
、

变革都很快
,

因此高校信息化的建设

络基础设施
、

信息系统建设方面都有了大的发展
。

以清华大学为 面临着高校大发展的挑战
,

首当其冲的是总体规划
。

如果规划的制

例
,

良好的网络环境使得校园网络应用系统和用户都达到了相当 定者不能够充分了解学校的整体发展规划
,

对学校的发展缺乏远

的规模
,

网络用户涵盖了教师
、

学生
、

职员
、

工人等校内各类人群和 见
,

很容易造成规划跟不上学校的发展
,

要么是不断地修改规划
,

无法计数的校外访问者
,

初步实现了网上办公
、

网上管理
、

网上教 要么只能丢弃规划
,

使得制定的总体规划失去作用
。

学和网上服务
。

. 对 rr 技术的发展缺乏充分了解
:
高校信息化的本质

,

简单

但是
,

由于高校信息化是一项新鲜事物
,

国内外都没有成熟的 的说就是以 IT 技术支持学校教学
、

科研与管理的发展
。

因此
,

要做

理论和通用的模式
,

因此在高校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
:

好高校信息化的总体规划
,

必须充分了解 IT 技术的发展趋势
,

使

软硬件发展不够协调 ; 用成熟
、

先进而又可持续发展的技术来实施学校的信息化
,

这样才

信息缺乏有效共享 ; 能保证在规划的实施过程中不会因为 IT 技术的发展而被迫改变

应用缺乏有效集成 ; 技术路线
。

用户缺乏统一的界面
。

由于做好一个总体规划的重要意义
,

而真正做到科学
、

全面的

清华大学是国内最早开始实施信息化建设的大学之一
,

在信 规划又是这么困难
,

因此建议高校在信息化建设中要充分重视总

息化的建设过程中
,

同样经历 了一个探索的过程
。

总结经验和教 体规划
,

并且在做总体规划时要做到
:

训
,

我们提出了高校信息化建设的一体化思路并逐步付诸实施
,

取 . 管理
、

技术相结合
:
要做好一个总体规划

,

必须有学校高层

得了一 些成绩
,

总结出来和专家们一起交流
。

的管理人员参与
,

这样才能保证规划符合学校的需要
,

符合学校发

.2 一体化班设思路 展的需要 ;必须有学校的信息化支持部门参与
,

这样才能保证 与学

所谓一体化建设思路
,

是在综合考虑学校信息化建设的现状 校信息化现状的衔接
,

保证规划的可实施性 ;还 需要有资深的信息

与濡求的基础上
,

从全局和整体的高度规划学校信息化建设的方 化专家 (可以是本校信息化部门的
,

也可以是其他部门乃至专业公

针
、

策略
、

发展规划与实施计划
,

全面考虑硬件环境建设
、

应用系统 司的 )参与
,

这样才能保证规划与 rr 技术发展的统一
。

建设
、

管理规范建设和支持机制建设
,

按照规划协同地推进学校信 . 实事求是
、

周到细致
:
要充分了解学校的需求

,

包括发展的

息化
。

要搞好高校信息化的一体化建设
,

关键是要抓住科学全面的 需求
,

根据需求来确定规划
,

而 不是根据技术来定规划 ;要了解学

总体规划和协同有序的项 目实施两个环节
。

校信息化能够投人的人力和物力情况
,

根据实际投人来定规划
,

而

.2 1 科学
、

全面 的总体规划 不能做成太过理想不能实施的规划 ; 规划既要有宏观的方针
、

策

做好总体规划是搞好高校信息化的关键
,

可以说
,

前面提到的 略
,

也要有细致的实施计划
,

单纯粗线条的规划很难落实实施
。

种种问题
,

大多与缺乏科学
、

全面的总体规划有关系
。

总体规划的 . 站在整体的高度全面规划
:

高校信息化一般情况下会落实

制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

它需要在充分了解学校的信息化现状
、

到一个部门来牵头实施
,

但是规划的制定者一定要站在整体的高

需求
,

特别是学校发展对于信息化的需求的基础上
,

结合 rr 技术 度来规划
,

而不能站在部门的立场来看问题 ;要从学校的全局出发

的发展形势做出科学
、

全面的规划
。

时间上
,

很多不成功的规划就 来做全面的规划
,

而不能偏重于一个方面
。

是没有综合考虑这些问题
,

主要表现在
:

应该说
,

再科学
、

全面的规划也是有时效性的
,

因此高校信息

. 对学校现状与需求缺乏清楚的认识
:
由于不少学校的规划 化的建设也不必完全拘泥于总体规划

,

有时根据需要和发展修订

都是一些 rr 公司因为商业需要去做的
,

在做规划时注重的是新技 规划也是必要的
。

从现阶段的情况来看
,

要做一个高校信息化的总

术的引人和新项目的实施
,

而缺乏对于学校信息化现状和需求的 体规划
,

有如下方面应该认真考虑
:

充分了解
,

因此做出来的规划千篇一律
,

不能够和学校的实际情况 . 安全
、

高效的宽带网络
。

结合起来
,

难以有效地指导信息化建设的实施工作
。

如果按照规划 . 规范
、

统一 的信息标准
。

实施
,

其结果往往是管理
、

应用和技术脱节
.

建设的信息化系统难 . 统一的电子身份管理与认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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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性化的信息门户
。

. 接口规范的支撑平台
。

. 功能全面
、

集成的信息系统
。

. 关联整合的校园一卡通
。

. 功能完善的校园数据中心
。

. 可移动的网络办公环境
。

. 周到实用的网络安全体系
。

. 规范有序的运行服务体系
。

此外
,

作为一个完整的总体规划
,

还需要有需求分析
、

经费预

算
、

实施计划以及支持机构建设等内容
。

.2 2 协 同
、

有序的项 目实施

总体规划做好后
,

信息化建设成功的关键就在于项 目的组织

实施
。

项 目的实施有很多需要考虑的问题
,

如项目组织者的选择
、

软硬件的选型
、

实施队伍的选择
、

实施进度安排等等
,

但是
,

从宏观

组织管理来说
,

有两个方面一定要特别注意
,

一是协同
,

二是有序
。

在信息化建设中
,

硬件环境 (包括网络与服务器系统 )和软件

系统斋要协同建设
,

硬件环境的建设可以适度超前
,

但不必过于豪

华
.

否则会导致资金的严重浪费 ; 软件系统的建设与应用要及时跟

进
,

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信息化的作用
。

在应用系统的建设中
,

系统之间也需要协同考虑
。

对于高校信

息系统建设来说
,

整个项目的实施涉及到学校管理的各个部门
,

如

教务系统和网上教学系统涉及到教务部门
,

人事系统涉及到人事

部门
,

财务系统涉及到财务部门
,

设备资产系统涉及到设备管理部

门
,

而办公自动化系统则涉及到各个部门
,

等等
。

在高校的信息化

体系中
,

各个系统之间是密切相关的
,

相互之间构成一个有机的整

体
,

如财务系统和教务系统中的教师信息都是从人事系统中来
,

而

人事系统中的工资信息和设备资产系统中的经费信息都与财务系

统关联
,

等等
。

因此
,

整个信息系统的建设最好是规划的指导下协

同
、

有序的进行
,

采用统一的标准和规范
,

建立通用的接口 与平台
,

这样才能形成有机集成的大学信息系统
。

切忌各部门各自为政
,

不

协商就建设与自己职能相关的业务系统
,

这样很容易形成信息孤

岛
。

此外
,

在信息化一体化建设思路中
,

还需要强调管理规范的建

设和信息化支持机构的建设
。

因为信息化建设之后是运行
,

正常运

行才是信息化真正发挥作用的保障
,

而只有建立好管理规范和支

持机构
,

才能保证网络与信息系统的稳定运行
。

.3 清华大学的实践

清华大学从 19 86 年开始校园网建设
,

从
“

21 1 工程
”

开始全面

实施学校的信息化建设
,

十多年的实践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

这里主

要从一体化建设方面做简要介绍
。

3
.

1 总体规 111

清华大学一直比较重视信息化建设的总体规划
,

在
“

泰山工

程
”

开始时做了一个总体规划
,

在 19 98 年又出台了
“

清华大学信息

系统总体规划
” ,

指导粉随后几年的信息化建设
。

200 1 年
.

清华大

学又制定了
“

数字校园建设十五规划
” ,

明确提出了建设与世界一

流大学相适应的先进信息基础设施
,

这一阶段重点建设五个方面
:

. 建设更安全
、

更可靠
、

更快速的校园网络 ;

. 建设全面的
、

集成的
、

个性化
、

开放的
、

安全的信息系统 ;

. 建设研究型
、

数字化的图书馆 ;

. 建设智能化
、

数字化
、

交互式的多媒体教学环境 ;

. 建设规范
、

专业的信息化管理与服务体系
。

规划的清华大学数字校园结构模型如图 1 所示

色
用F’(
帖

部门

图 1 清华大学毅字校 圈结构示意 田

.3 2 集成信 息系统

在
“

十五
”

规划中
,

清华大学信息系统的建设目标是建立一

个全面的
、

集成的
、

个性化
、

开放的
、

安全的清华大学信息系统

及其支撑系统
。

因此
,

在大学资源计划 ( U R P
,

u in ve sr i yt R e -

so cur
o

p lar 口 in g )的指导下
,

逐 步形成了以 电子身份管理与认证

系统 为支撑
,

以无缝集成的学生系统
、

集成财务系统和集成办

公信息系统为主体
,

以个性化信息门户为单一人 口 访问点的集

成信息系统
。

在建设集成的信息系统过程中
,

各个部门协同工

作
,

相互协作
,

基于统一的数据标准
、

接 口标准和平台标准来建

设
,

集成的学生系统和财务系统已经基本完成
。

图 2 是集成的

学生 系统的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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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2 集成学生 系统结构示 t 田

.3 3 信 息标 准

信息标准是信息在采集
、

处理
、

交换
、

用户访问
、

传输过程中的统一

规范
,

是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和信息系统得到协同发展的基础
。

清华大学

教 , 佑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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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了部分数据字段标准的建设
,

2仪 x〕年更是成

立专门的信息标准工作小组开展信息标准的研究工作
,

现在已完成学

校基本信息集
、

学生管理信息集
、

教职工管理信息集
。

特别是结合集成

学生系统的建设制定的
“

清华大学学生数据标准
”

(第一版 )
,

包括新生数

据标准
、

本科生数据标准和研究生数据标准 3 个方面共 29 类
,

分为信

息标准和权限表两部分
。

对于每一项数据
,

不仅确定了数据项拼音名
,

类型
、

长度等字段属性
,

而且明确定义了数据管理者与使用者
,

以及他

们的操作权限
。

信息标准的建设不仅是数据标准的建设
,

而且还包括接口标准和

应用标准的建设
。

滴华大学信息标准项目就包含了这三类标准的建设
:

. 数据标准
:

数据按照统一的标准产生
、

存放
、

使用
,

使数据真正实

现共享;

. 接口标准
:

定义油晰而标准的接口
,

使得应用之间能够实现互操

作 ;

. 应用标准
:
通过定义应用标准

,

使得遵循标准的应用能够方便地

集成
,

易于构筑一个可缩放的大学集成信息系统
。

此外
,

在信息标准的立项报告中
,

还明确提出了建立信息标准的原

则
:

. 标准化原则
:
尽 t 采用国际标准

、

国家标准 ;

. 实用性原则
:

标准要能够适合清华大学数字校园的建设需要 ;

. 开放性原则
:

标准要适应技术的发展 ;

. 分步实施原则
:
边制定边实施

.

逐步完善
。

3 .4 甘理规范

网络与信息系统建成后
,

就进人了运行阶段
,

系统的正常运行才是

信息化发挥作用的时候
。

系统的正常运行依赖于管理的规范化
,

因此
,

建立健全各类信息系统运行服务的管理规范是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工

作
。

油华大学在性 11 工程
”

网络与信息系统建设的同时
,

就开始各项规

章制度的建设
,

主要包括三类规范
:

. 管理类规范
:
主要是从学校管理的角度制定的

,

如
: “

校园网络信

息借理办祛
” 、 “
网络有害信息处理办法

” 、 “

网络与信息应用系统安全
、

保

密借理办法
” 、 “

校园网络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
升

等 ;

. 信息服务类规范
:
主要是从信息服务的登记

、

管理
、

运行
、

维护各

个方面建立的规范
,

如
: “

校园网络信翩及务登记管理办法
, ’ 、 “

校园网络

城名管理办法
” 、 “

校园网 F T P 管理办法
” 、 “

信息系统共享数据库管理规

范
” 、 “
网络信息用户服务规范

”

等 ;

. 技术类规范
:
主要是从技术的角度保障网络与信息系统正常运

行的规范
,

可以细分为两个子类
,

一种是对于人员与岗位职责的规定
,

如
: “

系统管理员职贵
” 、 “

数据库管理员职贵
” 、 “

网络安全管理员职资
” 、

“

机房管理员职贵
”

等 ;另一种是运行维护的技术流程的管理规定
,

如
:

“

服务器管理系列规范
”

(包括服务器安装工作流程
、

操作系统安全配置

文档与检查列表
、

操作系统升级工作流程
、

服务器切换工作规范等 )
、 “

数

据库管理系列规范
”

(包括数据库管理策略文档
、

数据库安装技术规范
、

数据库用户管理规范
、

数据库备份工作规范等 )
、 “

网络安全管理系列规

范
”

(包括防火墙安装规范
、

防火摘运行维护规范
、

安全检查规范
、

日志管

理规范
、

补丁安装规范
、

安全紧急事件响应规范等 )
,

等等
。

管理规范的建立与执行
,

保证了网络与信息系统的有序运行
,

起到

了学校信息化的交通规则的作用
。

肠 电于身份体系与一卡通

电子身份是学校成员在数字校园中的身份证明
,

是用户在各个信

息系统中的通行证
,

因此
,

建立统一的电子身份体系
,

实施统一的用户

管理与认证
,

是建立集成的信息系统的前提与关键
。

IC 卡是电子身份的

良好载体
,

也是电子钱包的良好载体
,

它是学校信息系统集成起来的强

有力的纽带
。

图 3 统一的 电子奢份管理 与认证 系统结构示 意图

清华大学统一考虑电子身份体系与一 卡通应用
.

建立统一的用户档

案库
.

使得校园中每一个真实的用户都在数字空间中有一个与其对应的

身份与标识
.

并且这个数字身份在各个应用系统中有相同的含义 ;提供

统一的认证接口
,

各个应用系统能够使用相同的认证方式 ;提供票据管

理
,

实现了单点登录
。

对于需要物理认证的地方 (如门禁系统 )
,

用户使用

cI 卡进行身份认证
,

实现了校内各个系统统一的电子身份管理
。

现在
,

清华大学正在设计引人基于电子证书的身份管理和与财务系统衔接的

电子钱包
。

图 3 是统一的电子身份管理与认证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

.4结束语

高校信息化是一项很有挑战
、

富有创意的工作
,

高校信息化一体化

建设思路是我们在实际推进高校信息化过程中的一点体会
。

一体化的建

设有利于高校信息化的有序发展
,

有利于提高信息化讨于高校工作的推

动作用
,

在清华大学的信息化实践中得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

但是
,

一体

化的建设思路还不够完善
,

希望得到同行专家的批评指正
、

补充与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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