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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行业的发展回顾 

部门名称：计算中心—50年的历史 

六、七十年代开始，用户大多采用大型机、小型机及PC

机等，这是以计算机为核心的时代，诞生了蓝色巨人 

部门名称：网络中心—30年的历史 

八十年代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开始以网络为中心的时代，
成就了不少著名网络公司 

部门名称：信息中心—10多年的历史 

本世纪初，数据和应用的发展成为IT关注点；特别是
2005年之后移动终端开始流行，产生了各种接入设备，

全球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越来越多的信息、数据，逐步开
始进入以数据为核心的年代 

每一个IT发展阶段都创造出很多伟大的企业 



 高校信息化发展经历三个阶段 

基础设施初步建设阶段：以校园网主干设备等
硬件环境建设为主，应用软件系统很少，面向
用户的应用服务质量不高。 

信息化建设全面铺开阶段：核心网
络升级，校园信息化平台和应用系
统建设和应用推广、普及等。 

信息化服务提升阶段：重点在校
园网结构优化、信息化应用深化；
倡导服务优先理念，通过信息门
户集成，提供单一访问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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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 

高校信息化经过多年的发展，经历了以基础设施、应用建设
和运行服务为重点的不同阶段 

 

从“做什么”发展到“怎么做” 

关于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的讨论不绝于耳 

 

通常，研讨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不同角度/维度包括： 

体制/应用/投入/队伍 

硬件基础/软环境 

标准体系/技术架构/顶层设计/管理模式/实施策略 

…… 



 发展带来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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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化环境变化 

校园信息化基础设施和应用服务发展的同时，
整体信息化环境也在变化 

 

信息技术创新—物联网、云计算、…… 

应用服务发展—智慧校园、MOOCs、…… 

用户素质提升—移动智能终端普及率高、服
务意识深入人心 

信息化部门态度转变—倡导以人为本、面向
服务的观念 



  互联网模式的新信息化环境下IT新趋势 

信息化正在扮演更加多元的角色 

从单一注重信息技术管理领域—>围绕改善用户体验、业
务数据分析、业务流程管理领域 

信息超越了流程本身 

相比业务流程设计，信息管理和应用技术的重要性更高 

创建信息化业务模式，从外部数字化到逐步建立内部全面
的数据化业务能力，加强IT技术与业务流程的全面融合 

需要从技术角度、业务流程、人员角色、上升到整体战略
层面，通过IT驱动业务发展和模式创新 

IT全方位嵌入到业务服务过程之中 

由自建或共享的服务组织，集中提供IT应用和基础架构，
并全面嵌入在各种相关的业务服务之中 



  高校信息化发展特点与趋势（一） 

从“软硬件分离”建设思路---〉“一体化战略”转变 
传统信息化建设追求系统的独立性，孤立地以单个业务部门或服务
对象为主体，硬件基础设施、软件、数据库、信息系统等相分离，
独立支撑相应的业务系统 

适应校园信息化早期环境，各业务部门独立完成适合自身业务的信
息系统建设和运维管理，推动了校园信息化的繁荣发展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服务意识的提升，建设模式朝着“一体化战
略”转变 

以信息化“一站式”服务为目标、以用户服务为核心，融合软件、
硬件、服务为一体，面向用户提供简单易用、明确统一的服务入口 

业务部门之间业务整合和数据贯通，优化和简化业务流程。高校的
迎新和离校过程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虚拟化、云计算等技术的支撑下，极大地提升了硬件基础设施的
利用率，通过集群承载虚拟机、多设施提供云化服务的方式，实现
设备和应用的高度融合，以及信息化建设模式的整体战略转型 



  高校信息化发展特点与趋势（二） 

从“业务和管理信息化”---〉“教学和科研信息化”转变 
业务和管理信息化是高校信息化优先发展的领域：一方面受企业管理信
息化蓬勃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得益于高校的行政层级制度，较容易
找到信息化变革目标，自上而下地推行管理信息化，所涉及的使用人群
较少，遭遇的阻力比在教学和科研领域相对较小 

随着信息技术全面发展，高校师生信息素养和服务意识越来越强，单纯
通过业务和管理信息化提高行政效率已不能满足终端用户需求 

在教学信息化方面：许多具备良好IT应用技能的教师对信息化需求旺
盛、使用IT手段辅助教学得心应手，涌现了Moodle和Sakai等第三方、
开源在线教学平台，以及利用互联网实施跨区域教学合作的MOOCs等 

在科研信息化领域：云技术得到高度重视，利用云计算和分布式技术开
展科研信息化，强化协同工作和知识管理，统一资源，提升计算和存储
效率，降低了科研工作的门槛 

        高等教育信息化的未来发展焦点：已经从信息技术自身应
用问题转向了如何利用信息技术促进大学教学方式及科研方式
变革等深层次、影响大学整体变革和发展的核心议题 



  高校信息化发展特点与趋势（三） 
从“业务流程信息化”---〉“服务信息化”转变 
与传统信息化观念相比，业务流程的信息化形式固然重要，但与用户
使用需求存在巨大的鸿沟。许多高校正通过信息化“一站式”服务模
式整合业务过程，根据师生角色生命周期涉及的服务项目，建立公共
服务平台，集聚服务资源，推广移动应用，完善服务体系，推动服务
信息化建设（信息化服务与服务信息化） 

近几年，新媒体、社交网络、移动网络、 

 智能终端的发展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社 

 交方式和协作方式，用户体验成为信息化 

 成果的重要体现，服务碎片化给了用户更 

 加丰富、多姿多彩的良好感受 

在智慧校园概念的指导下，物联网、无线 

 定位等新型设施和服务被引进，更扩展了 

 服务信息化的范畴，成为引领教育信息化 

 发展的风向标 



 师生生命周期管理信息化“全覆盖” 



 面向师生的云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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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学校管理的最终目的 
 提升学校核心竞争能力，提高教育质量，在激烈的教学、

科研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更进一步超越竞争对手 

 信息化建设能提升核心竞争能力的相关方面 
 流程优化、效率提高、成本降低、工作方式转变均可提升

竞争力；通过信息系统的实施，这些方面都能得到一次质

的飞跃 

 但在信息系统实施后，这些方面可再提升的空间往往变得

很有限 

 巨额的信息化投入还能发掘出更多、更新的价值吗？ 
 答案：？ 

数字化 —>信息化 —> 数据化 

 高等教育管理与信息化建设 



 从数字化到数据化 
• 在信息化校园中，数字化和数据化大相径庭 

• 数字化指的是将职能部门的业务流程转化成业务系统，将业务过程产

生的数据转换成电子数据存入数据库的过程 

• 信息化则更多的体现在应用和服务的有效支撑 

• 数据化则是指在数字化和信息化基础上，利用数据来对事物和现象进

行描述，使之能同时被人和IT设施所理解，量化是数据化的核心 

• 在信息化校园中，基础数据平台和共享库是存储数据的核心

载体，保存的是来自各个管理系统的职能数据，这些数据可

被信息化的业务过程直接利用 

• 在数据化过程中，这些只是“原子”数据，通过有效的组织，才可以

形成服务成效数据化、业务模式数据化、用户行为

数据化、用户属性数据化等在信息化服务中管理者比较关

心的数据化形式 



 数据化管理－－加强服务 

•数据化管理：运用分析工具对客观、真实的数据进
行科学分析，并将分析结果运用到各业务环节中去
的一种管理方法 

•数据化管理既不是数据库管理、也不仅仅是数据分
析（挖掘）、更不是数据软件管理 

•数据化管理既是一个过程、更是一个管理工具！包
括三个阶段：数据的收集整理、数据的分析和数据
的运用 

•数据化管理的意义就是为我们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
提供服务！只不过这种管理工具和一般的管理方法
不一样，它是用数字说话，并且尽量做到量化 

 



 校园信息化发展的部分热点和新探索 

一．业务流程变革 
依据用户在校服务的生命周期,在全局视野上对业务流程进

行梳理。依赖信息技术与业务部门共同促进流程优化 

二．平台化建设与服务 
以平台化视角规划服务，实现统一与规范、可持续发展 

三．基础数据梳理和数据中心建设 
梳理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积累的海量数据，建立综合数据库

和数据仓库 

建立个人数据中心、并提供数据服务，据此逐步建设个人

填报服务中心，完善数据收集和服务过程 

四．综合服务平台/服务门户 
传统服务结合移动服务 



 一、业务流程变革、优化 

•在校园信息化整体建设之前，高校中有很多跨部门
业务是没有牵头部门的，业务流程往往依靠学生、
教师的亲身参与和推动才能将各个办理环节串联起
来，存在服务被动、管理缺失等弊病 

•在信息化建设初期，这个问题有所改善、但依然未
能彻底解决：业务系统往往只负责单个部门的管
理，业务过程中的数据虽然已经实现部分共享，但
学生、教师依然担负着部门间文件传递的任务；对
个人来讲，同一个业务的不同环节分布在不同的业
务系统中，在不改变现有管理模式的前提下，亟需
一个明确的方案支持业务协作流程的变革 



 信息化推动组织变革 

信息化推动组织变革一般需要经历自动化、BPI、BPR和管理模式彻
底转移四个层次，而BPI与BPR的思想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结合使用 



时间 

改善程度 

•目标 

BPR 

BPI 

80％ 

20％ 
BPI 

1-2年时间 3年或更长时间 

 流程改善与流程重组 



 业务流程变革－－加强顶层设计 

目前我国高校信息化的设计开发大多还是以学校现

有的行政管理架构为依据 

从效果上看是一种以功能为导向的高校管理信息化建设模

式，IT的潜能仍未完全发挥 

信息技术的利用与组织流程变革被结合到一起，将

BPR (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 思想引入大学信

息化规划、设计和开发中，才是真正提升大学管理

信息化水平的途径 



 贯通业务过程，促进业务部门协作与发展 

宿舍申请

分班、分宿舍

日程安排

抵沪信息登记

个人信息查询

缴费扣费查询

报到登记

入学事项公告

体检结果登记

档案登记

缴费登记

入学信息一览

接站/接待查询

日程查询

报到进展查询

报到前 报到中 报到后

报到情况统计

迎新系统

教务系统

研究生系统

本科生

招生系统

研究生

招生系统

学生工作系

统

校园一卡通

系统

招生阶段 迎新阶段
日常工作
阶段

业务关连－－迎新服务 



 离校服务示例 

就业指导中心离校名单 教务、研究生退学名单

离校系统离校名单

导入或同步 导入或同步

离校人员欠费情况

离校人员贷款情况

离校人员住宿情况

离
校
基
础
数

据

财务处欠费数据 学工处贷款数据

后勤住宿数据

导入或同步

导入或同步 导入或同步

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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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财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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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费处理、欠费名单

档案馆、

保卫处

档案户口迁移手续

手续办理或确认

图书馆

图书证注销、

费用清算

图书清算信息

后勤
退宿处理

查询统计、退宿名单

学工/研究生
等学生系统、

教育技术中心

离校名单
系统身份注销

财
务
缴
费

还款协议签署

借书证注销
退
宿
办
理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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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
认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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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书
发
放
学
生
离

校

校友系统名

单生成

一卡通中

心

校内卡身份注销

余额处理

资助中心
还款协议签署
查询统计、数据导出

还
款
协
议
签
署



 成绩单打印流程 



 领取毕业证书流程 



教学过程 
课程大纲发布 招生管理 安排课程计划 

休学管理 奖学金管理 

分数管理 

课程信息发布 

登记课程信息 
录入分数 

教学过程跟踪 
测试与评分 

定制课程模板 
教学设计 

教学行政人员 教师 学生 

注册 选修 申请重修/重考 

申请奖学金 

请假管理 查询分数 

讨论区，文件交换，电子邮
件，网上期刊和标记，实时聊
天，视频共享和白板 

答疑 

作业 

教务、选课等服务系统与eLearning

平台打通，实现教学和管理一体化 

 教务管理一体化—教学过程全覆盖 



 教学信息化服务体系 

建立以教学教务管理和网络课堂为核心的教学信息化服务体系 

招生 迎新 

研究生 教务 外事 

留学生 学工 

学工 

业务系统 

eLearning 

精品课程 

视频课程 

图书馆电子文献 

教学服务平台和电子资源 

小班化教学 

研讨型课程 

通识教育改革 

个性化选课 
本科自主

招生 

推荐免试研究
生申请 

全日制专
业学位硕
士生培养 

优秀大学生夏
令营 

博士生招生
“申请－考核
制”试点 

基础学科
拔尖人才
选拔 

国际交流
学生选拔 

技术支撑 度身定制 



  BPR实施的要点 

成功地实施BPR，需要重组或改善 

业务流程本身（业务流）：包括流程的结构以及活动、各

个活动的运营方式 

组织管理：包括组织结构、工作岗位、和运营机制 

管理理念：包括价值观念、文化等 

 

抛弃所有的历史，重新从一张白纸上开始，其实施

过程必然是痛苦的，不要对成功率有过高和不切合

实际的企盼 

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和韧劲，更要有决心和气魄 



应用为王――应用的早期可能会非常简单，但当应用

有能力聚合足够多用户时，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就

将成为一个新的平台，从一棵树拓展成一片森林 

 二、平台化建设 

信息化发展的过程和条件 

路－－网络、服务器、…… 

车－－业务/应用/服务系统、…… 

货－－信息、数据（拓展利用）、…… 

…… 

 

MIS－>系统整合－>平台建设－>面向服务 



校园一

卡通 

短信通

知平台 

邮件群

发平台 

移动门

户平台 

统一身

份认证 

校园地

图 

支付平

台 

 业务引擎 

    

 业务模块 

 

服务接口 

…… 

 机遇与挑战 ====> 转变建设模式 

传统的应用建设模式 

核心 
业务 

应用
系统 

通用平台建设模式 

• 机遇－－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更好支撑和拓展现有业务、提供优质服务、满足
师生期望、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广大师生用户与IT部门共同愿望和企盼 

• 挑战－－从过去为各业务系统分别建设独立、复杂的功能模块，到建设通用
平台为各业务系统提供统一的平台服务 



  平台化发展满足个性化需求 
• 核心平台 

• 开发平台----提供统一、灵活、便捷的开发环境 

• 动态建模平台----动态添加组织和业务，满足业务的不断变化 

• 运行平台----快速部署开发的各种应用 

• 数据平台 

• 基础数据处理----对数据仓库中的大数据进行快速处理和分析 

• 数据分析平台----具有构建业务模型功能、提供决策支持服务 

• 集成平台 

• 通过数据和服务总线，方便地将不同技术、架构的系统集成在一起 

• 云平台 

• 统一的基础设施 

• 提供监控、负载均衡等运维服务 

平台+应用s 



  Platform－－虚拟化服务 
• 引进虚拟化技术，节省轻量级应用设备采购成
本和大量过保修期设备的维修成本，节约电力
资源 

• VMware高校合作计划 

• 清理节约机架空间 

• 资源利用率最大化，数十台物理PC服务器建立多
个虚拟机集群，支撑超过数百个虚拟机，并可根
据业务繁忙程度动态调整CPU及内存等资源 



  工作流引擎平台（Workflow Engine） 

业务流程可视化 
更好地理解和控制业务流程，并保持流程的规范性 

流程与服务分离 
实现流程可配置，流程和业务可重用，灵活、快速地部署和调整业务 

流程监控 
业务流程和活动可视化监控和审计 

流程编辑 

填写表单 





第三方接入认证(TAC) 

  Platform－－ 统一身份认证（UIS） 



  Platform－－校园一卡通 



  Platform－－通信平台/短信服务 

该平台协助全校各部门发送各
种短信通知。特别是在重大会
议活动，以及自主招生等工作
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效提
升了信息推送的及时性和准确
性，用户反映良好 

自主开发的短信平台投入
运行。该平台借助中国移
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
的短信网关，实现全校手
机短信/彩信服务 



  Platform－－统一收费 

已有研究生招生系统、本科
生招生系统、继续教育学院
管理系统、教材预订服务系
统、教务管理系统、留学生
报名系统、留学生宿舍管理
系统、各类国际会议网站等
多个应用系统集成在线支付
功能 

• 平台提供多种主要功能 

• 包括收费项目管理、收费名单维护、网上支付、自动对账、退款管理、
应用系统收费接口、票据打印、日志查询等功能 

• 提供学费、住宿费、报名费、会议费等多项收费服务 

• 截至2012年2月，累计完成网银收费177567笔，金额超过2.5亿元。其中
单日最高付款笔数2242笔，单日最高付款金额超过570万元 



  Platform－－ eLearning 



讲座/课程直播点播平台 

• VLC分布式多点直播平台 



虚拟主机 

域名服务器 
●网站群平台用虚拟主机统一发布WEB服务 
●所有有关网站域名的AAAA记录被指向虚拟主机 
●虚拟主机使用Apache 
●批量升级网站IPv6 

  Platform－－网站群平台 



  Platform－校园地图（map/GIS）服务 



  Platform－－资源共享 



  Platform－－个人主页 



 三、数据中心建设和数据服务 

信息化过程中，信息化管理部门需要关注数据的整
合过程，重视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致力于解决
各个应用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信息共享问题 

然而，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是最终用户与信息库之间
存在着信息获取、信息处理和信息提供方面的巨大
矛盾，师生用户始终游离于数据产生和交换的信息
化过程之外，这反映了信息化初期IT部门普遍存在
的对服务对象方面关注度不够的问题 

要提供个人数据，师生需登录各个业务系统的相应
模块，业务系统越多，与“人”相关的数据种类就
越多，对师生或者院系管理者而言，要全面的获取
这些数据的难度就越大 



数据交流和分析利用是建立数据服务长效机
制的基础 

传统的共享数据库的建设模式重心在数据交
换，主要提炼了基础数据，与业务服务相关
的数据在共享数据库中严重缺失 

建设服务平台，亟需建立综合、全面的校数
据中心和涵盖所有业务密切相关的数据仓库 

积累的大量数据只有充分利用、才能实现其
价值，并从传统的Excel分析逐步过渡到有

基础数据平台支撑的数据联机展示和分析，
才是数据应用的目标 



  OLAP分析应用 
经济困难学生消费金额与总体分布比对（男、中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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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挖掘利用 
普通本科生绩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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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网络运行数据 



不同招生类型学生平均绩点比较 

自主选拔录取学生的平均绩点总体高于保送
生，内地新疆班、内地西藏班、预科生、留学
生、港澳台学生学习成绩较差。根据现有保送
生政策，除少数省级优秀学生外，大多数保送
生是学科竞赛获奖者，他们在基础教育阶段偏
科较严重，还有个别保送生为退役优秀运动
员，基础也较为薄弱，因此不少保送生在入校
后出现学习困难的情况。经历过“复旦水平测
试”和高考双重选拔的自主招生录取学生，各
项基础比较扎实，总体成绩相对稳定。 

 插班生生源比较 

不同大类学生平均绩点比较 

 四届新生第一学期学习成绩分析 



东/中/西部城镇与农村学生绩点比较 

受不同地区基础教育发展状况的影响较大 
－－从平均绩点看，来自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学生的成绩呈递
减趋势。在西部地区，城镇学生成绩优于农村学生。分析认为，出现这种
情况或与学生所受基础教育相关：在西部地区，城镇的基础教育资源和水
平明显高于农村；而在东部、中部地区，农村和城镇教育资源和水平相对
均衡 
－－可以为个性化培养方案的制定和调整提供数据支持 

 部分需要关注的学生绩点比较 

 四届新生第一学期学习成绩分析 



  基础数据平台的规划 

统一数据平台 

教师/学生个人数据中心 

高校管理与服务的核心对象是“人” 

校级数据展示和决策支持平台 

院系数据中心及分析平台 

统一数据服务 

教师/学生个人查询/填报 

校级综合查询与分析 

院系综合查询与分析 



 基础数据平台的设计和实施 
• 数据产生 

• 统一制订代码规范标准 

• “谁产生、谁维护” 

• 视图、变动跟踪表、中间表等
方式保证业务系统数据变更独
立性和安全性 

• 数据接口 

• 建立视图实现业务逻辑到数据
交换逻辑的转换 

• 触发器、变动记录表、时间戳
等方式，个别采用跟踪日志 

• “主动推”—数据及时采样 

• “被动取”—数据定时采样 

• 数据总线 

• 星型分布--独立，松散耦合，
易维护和升级 

• 交换中心 

• 过滤测试数据、识别非法数据 

• 将系统私有代码转换为校级公用代码 

• 主题数据 

• 中心交换层已把分散在各个业务系统的

数据汇总，但数据仍然按业务组织 

• 将各业务系统的数据按主题聚合，简化

分析 

• 教职工、本科生、专科生、科研等主题 

• 历史数据 

• 高校业务具有时间周期性，业务部门通

常只关心本学年、本学期数据，因此在

业务数据库中积累历史数据缺乏推动力 

• 在基础数据平台中积累历史数据，建立

时间关联 



 财务信息：

 生活信息：

 资产信息：  教学信息：

 科研信息： 个人信息：

教师

基本信息

导师信息

财务信息

资产信息

著作联系方式

发表文章

科研项目

专利

教学信息

课程信息

门禁信息一卡通信息 流量信息图书借阅信息

房产信息

 教师个人数据模型 

    个人数据中心提供面向用户的数据界面，建立个人填报
中心等数据采集门户，加快数据流通的效率和准确性 



 数据服务与管理平台－－师生个人 





 数据服务与管理平台－－院系/部门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研究生数据分析 



 DSS数据分析与展示服务 



 数据服务与管理平台－－校级层面 



 数据服务与管理平台－－研究生教学 



 数据服务与管理平台－－文科科研 



 数据服务与管理平台－－相关数据分析 

招生分类与学习成绩 

食堂就餐时间的分析 

阅览室出入流量分析 
 

招生类型毕业去向比较 



 数据服务与管理平台－－相关数据分析 



  无线网络建设与应用 



无线终端数量 352台 

总使用时间 2170.4小时 

平均每终端使用时间 6.17小时 

总接收流量 3.8GB 

总发送流量 11.3GB 

“上海论坛2013”于5月25日至5月27日在复旦大学召开，汇
聚了来自各国政、商、学界的500余位杰出人士。 

信息化办公室为上海论坛参会者和媒体现场直播提供优质的
Wi-Fi支持，开通专用SSID：ShanghaiForum。从5月24日至5

月28日，近70%参会人员使用过该无线网络，详细使用情况统
计如下： 

 提供有针对性的数据服务 
  --尝试服务于上海论坛 



 上海论坛用户无线网络使用情况 

168 

50 
23 23 15 10 9 6 5 4 4 4 3 3 3 3 2 2 2 2 2 2 1 1 1 1 1 1 1 

A
p

p
le

In
te

l

Sa
m

su
n

g
A

zu
re

w
av

e
L

it
eo

n
H

tc
M

u
ra

ta
A

sk
ey L
g

So
n

y
X

ia
o

m
i

G
em

te
k

H
u

aw
ei

In
p

ro
Q

u
an

ta
A

SU
ST

ek
L

en
o

v
o

M
ei

zu
N

o
k

ia
R

im
T

w
in

h
an

A
rc

ad
y

an
B

ei
ji

n
g 

B
en

y
C

h
i

G
u
an
gz
h
o
u
…

M
ic

ro
-s

ta
r

M
o

to
ro

la
Z

te

无线终端设备统计 
总计: 352 

199 

57 

10 10 9 8 7 6 5 4 4 4 3 3 3 3 3 2 2 2 1 1 1 1 1 1 1 1 

光
华
楼

 
美

研
中

心
 

本
部

食
堂

 
文
科
楼

 
二
教

 
理
图

 
留
办

 
文
图

 
1

1
号

楼
 

1
号
楼

 
六
教

 
新

闻
学

院
 

8
号
楼

 
附
小

 
经

济
学

院
 

三
教

 
叶

耀
珍

楼
 

1
0
号

楼
 

计
算

中
心

 
四
教

 
保
卫
处

 
二
附
中

 
化
学
楼

 
环
境
系

 
江
湾
图
书
馆

 
微

电
子

楼
 

五
教

 
跃
进
楼

 

接入区域统计 
总计: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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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知识资源数据提供服务 
 论文年度分布 

复旦大学1980-2013年Web of Science论文年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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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院系分布（前33位） 
复旦大学1980-2013年Web of Science论文院系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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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作者分布（前40位） 
复旦大学1980-2013年Web of Science论文通讯作者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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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 
• 大数据是相对于传统的数据处理和应用的规模、方式不同
而延伸的新名词 

• 大数据的特征有5个“V” 来描述——数量庞大(Volume)、种
类繁多(Variety)、高速产生 (Velocity)、真实准确(Veracity)

和价值巨大(Value) 

• 或者说有四个层面： 

• 第一，数据体量大，数据量从TB级别跃升到PB级别 

• 第二，数据类型多。如网络运行日志、公开课视频、课程资源图
片、无线网或物联网的定位信息等等，除了结构化数据以外，还有
规模庞大的非结构化数据 

• 第三，单体价值低，整体价值高。以网络日志为例，连续不间断网
络行为中，单一的一个或几个网络行为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但大量
的、整体的日志则可描绘整个网络访问的趋势 

• 第四，处理效率高。与传统数据处理方式有区别，大数据在处理过
程中尽量简化复杂度，不强求数据的连续完整，而尽量高效快捷 



 数据整合是大数据应用的基础 
新系统在不断制造新的数据孤岛，集成整合才是应用实现的基础 

三要素：交换、共享、标准 

大数据既可以是一座金山、也可以是一座垃圾山 

数据分析可以提供很多有意思的创新模式和想法、也同样可能误导而做出错误判断 

啤酒和尿布的故事是否具有普适性？ 

数据利用有一定的适用条件、更需要有头脑和想法 

数据挖掘（Data Mining）通常只能解决20%~30%的问题 

真正复杂、重要的问题要靠数据处理、数据集成和数据质量来解决 

要发现金子、必须一步步将垃圾剖开 

需要既懂得数据、又懂得业务的复合能力 

将业务带入到数据剖析过程、将技术传递给业务人员 

 IT人员要熟悉业务、向数据分析员角色转换，开启大数据应用 

大数据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使用全量数据的能力和意愿 

大数据不是单指某个特定的技术、而更是一种应用思路 

必须要有合理的数据思维 

从身边结构化数据分析开始 

本身业务与外部相关数据结合 

最后再加入复杂的非结构化数据 



 大数据带来的变化 

大数据创新信息化服务管理 

以“人”为核心建立数据收集和应用机制 

依托基础数据积累、探索数据化标准规范 

完善数据生产与消费（产生与应用）循环机制 

注重隐私保障数据应用安全 



 巩固数据应用基础 

增强数据标准化建设，坚持在全校业务系统（无论
新旧、无论是谁管谁用）推行统一编码，去除阻碍
数据整合和流通的潜在隐患 

以“人”为核心、以用户角色在校活动的阶段和身
份为主线，将“招生-迎新-教学-培养-学工-就业-
离校-校友”全系列数据依据先后关系组织到一起，
形成条理清晰的业务数据结构 

重视历史数据积累，大部分的传统业务系统更注重
于短期、实时数据对业务运作的支持，强调数据单
体的精确度、及时性，而并不关注分析数据相互之
间的联系。由信息化部门来实施数据历史积累，有
利于挖掘数据变化，支持业务调整 



 决策需求主导数据服务方向 

重视数据分析与挖掘对学校管理改革的支撑，
有的放矢、真正为学校决策支持提供数据服务 

信息化部门应主动出击、抛砖引玉，为学校、
业务部门等不同层次的用户提供定制的主题数
据分析，形成常态化工作，并逐步使行为主体
从信息化部门转变为管理职能部门 

让学校和业务部门切实体会到了信息化带来的
变化与好处，信息化部门也因此会成为学校管
理和教育教学改革的真正推手 



 数据管理建立良性循环机制 

所有信息化业务的运行都是建立在相对精确的数据基
础之上，数据质量问题不是仅仅通过IT等部门的技术
手段就能解决的 

数据只有在流转中才能体现其价值，有价值的数据才
能引起使用者的关注，使数据权威生产者变被动为主
动地去维护数据，以保证数据有效性 

通过在IT部门和职能部门间形成互助互利的数据交流
模式，提高职能部门提供业务数据的积极性。IT部门
通过对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反过来为学校和业务部门
反馈数据的统计和分析结果，相互推动工作的发展，
建立“个人-院系-学校”自下而上的数据监督与管理
机制，形成内需拉动的信息化发展良性循环机制 



 四、综合服务门户/平台 

•信息化“一站式”服务（One-Stop Services）是高校
信息化发展方向，在应用过程中利用信息化手段集中
数据资源、贯通业务流程，将数据共享、业务申报和
信息发布等众多业务服务集中起来，由专门的部门和
系统来承担，实行统一管理、内部协调、协作实施，
变传统的体外循环为高效的体内协同 

 

•综合服务平台是“一站式”服务的基础 

 

•服务与管理适当分离的体现—可配置化 

• 服务方面体现碎片化的特征—松耦合、模块化 

• 管理上更强调效率和实施性—紧凑型、平台化 



 公共服务平台 

•对服务的属性进行统一的规划，所有的服务有规范
地接入标准，在服务中心进行统一的注册和管理 

 

•在服务组件的设计上注重标准化、组件化、层次化
和平台化，将大大小小的业务职能和支撑功能抽象
成不同层次的服务，每项服务无论粒度粗细都封装
了一定的业务逻辑，对外暴露出的仅是数据的输入
和效果的输出，这种封装方式使得服务的新增、升
级、替换都相对简单，服务模块的利用率和易用性
都很高，管理简单易行、可配置性好 



 前后端分离的创新服务模式设计 

•传统的业务系统建设中，90%的功能面向10%的管理
者，10%的功能面向90%的用户，往往要兼顾服务与
管理的特性，增加了系统设计的复杂度，也难以满足
系统功能不断变化的需要，用户界面友好度受限 

•为了简化个人服务，有必要将其从复杂的管理流程中
剥离出来，把前端展现和后端逻辑分开实现 

•将服务端与管理端剥离后，前端着重解决轻量级、跨
操作系统、跨浏览器、响应快、并发量大、开发周期
短、可达性强等额外难题；管理端强调安全、稳定、
权限体系完善，将简化整个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难
度，为个人和管理者定制专属性的服务提供可能 



 服务门户体现共性个性融合 

“一站式”服务以校园服务门户和移动门户为载
体，面向教职工、本专科生、研究生、博士后等不
同的用户群体提供个性化的服务界面 

按照应用类别、在校管理服务生命周期、“一站
式”服务类别等多个维度进行分类，满足不同用户
操作习惯的需要，体现服务个性化 

服务门户和移动门户，在服务组织和管理上都体现
出了规范和标准，体现共性 

在“一站式”服务门户的设计上，既要考虑简化服
务管理模式，又需兼顾用户的特色需求，实现共性
和个性的高度融合 



服务即“独立的业务单元” 

面向师生的前端服务（申请、查询） 

大量化、大并发、不间断 

需求稳定 

高硬件资源要求 

面向行政的后端管理（数据处理、审
核、统计、上报） 

小并发、批处理 

需求多变 

对硬件资源要求较高 

 服务集成 

http://www.shxch.com/public/scfx.htm


学工 

教务 

行政 

人事 

接入统一标准接口 

传输统一标准信号 

按统一规范进行封装 

路由中介 
集中控制 
故障报警 

 应用集成－－数据、身份、消息、服务 



 综合服务平台/服务门户 



一站式服务类别 





  校园生活服务平台 

自助服务

管

理

制

度

及

运

维

体

系

餐饮服务 报修服务 场馆服务 交通服务

邮政服务 会务服务 客房服务 幼托服务

失物招领 票务服务 纯净水服务 绿化服务

接口层

服务门户

（Portal）

移动应用

（iFudan）

服务热线

（CallCenter）
现场接待

呼叫中心

（CallCenter）

第三方服务管

理系统
统一支付平台 统一身份认证 共享数据库

我的服务

我的订单状

态
我的资料

在线预订 服务提醒

预订历史查

询
服务热点

用户管理

商品服务

预约服务

。。。

客户管理

商户管理

注册管理

订单管理 服务设置

服务订单维

护

订单处理

订单跟踪

订单统计

服务内容管

理

服务类别管

理

服务项目管

理

预订模板管

理

预订支付管

理

各种生活服务 

餐饮 

预约 



服务资源可配置 



  i复旦－－移动服务门户 

• 2011年8月28日新生报到当日试运行，支持
Android、iPhone、移动终端web浏览器三种
访问方式，首先推出移动迎新服务、校车服
务、地图服务等功能 

 

•目前共推出“空闲教室查询、讲座信息、会
务、新闻、电话黄页、日程安排、
eLearning、校园卡查询等”14项服务，即将
推出成绩查询、失物招领服务等 



  i复旦－－移动服务门户 



 提纲 

信息化历史回顾 

高校信息化热点 

思考与发展展望 



  企业信息化关注重点的比较 

2012年度CIO技术议程 

1. BI & Business Analytics 

（商务智能与决策支持分析） 

2. Mobility Application 

（移动商务应用） 

3. Data Security（信息安全） 

4. ERP（企业资源计划） 

5. Cloud computing（云计算） 

6. Risk Management（风险控制） 

7. Big Data（大数据） 

8. BPO/ITO 

（业务数据外包/IT外包） 

9. Social Application 

（社交商务应用） 

10. Green IT（绿色IT） 

2013年度CIO技术议程 

1. BI & Business Analytics 

（商务智能与决策支持分析） 

2. Mobility Application 

（移动商务应用） 

3. Cloud computing（云计算） 

4. Big Data（大数据） 

5. CRM（客户关系管理） 

6. Data Security（信息安全） 

7. Risk Management（风险控制） 

8. ERP（企业资源计划） 

9. Social Application 

（社交商务应用） 

10. BPO/ITO 

（业务数据外包/IT外包） 



  信息化发展的四个阶段及发挥的作用 

离散型—规范化管理 

关联型—精细化运行 

融合型—价值链整合 

智能型—业务创新发展 

 

从IaaS、PaaS、SaaS到 

IT as a Facilitator —基础支持 

IT as a Service       —服务业务 

IT as a Partner      —合作共进 

IT as a Enabler      —驱动创新 



 信息化的发展趋势 

• 信息化已逐步被接受、受关注，可持续发展成为共同
的追求 
 

• 面向服务已成为信息化产业的整体发展方向 
 

• 我国教育信息化整体发展正在由“硬件”向“软件和
服务”过渡 
 

• IT的服务在转型：过去是被动式、响应性的，现在更
强调要服务主动性 
 

• “面向服务”的理念－－做好校园信息化建设工作的
必要保证 



 高校信息化需要关注的要素 



 信息化服务规划层次与框架 

• IT基础服务 

• 数据服务 

• 业务服务 

• 平台式服务 

• 决策支持服务 

• IT服务管理 



卓越CIO：把握信息技术发展趋势，精通业务和管理，

善于同他人合作 

 CIO不能只引进一系统、搭建一网络、提供日常的维护

服务，更要进入重要与核心业务密切结合的领域，IT

要与学校的战略进行高度和深度的融合，要事先给领导

提供决策支持等 

 “有为有位”还是“有位有为”？－－不管现在有没有

“位”，有责任心的人都应将更多精力放在怎样“有为”

上，别一味埋怨决策层不重视 

  CIO的使命与价值体现 



  生存法则 

学会用互联网思维方式思考问题 

IT既可以是价值毁灭者、同时也是新的价值创造者 

自我革命，在凤凰涅磐中获得重生；坐以待毙，在被革命的途中落荒出局 

建立互联网化的社交圈 

从技术层面扩展到互联网领域 

思维变得更加“敏捷” 

“不可能”思维的背后，应该是“一切皆有可能” 

使反应更加快些 

提高对新事物、新技术、新模式的反应速度 

创新，更大胆一些 

让创新的想法尽量付诸实施，体验创新带来的乐趣和效益，哪怕需要承担
一些风险 

变项目为运维管理 

提供持续的服务；变以项目为核心为以运维为核心 



 体会 

      信息化目的是服务，不仅仅是简单建立大厅、将几
个办事部门或应用系统简单集中在一起又各自为政，
而是要将管理与服务、监督与协调、规范与引导有效
地结合起来，利用先进管理方法和IT技术手段，建立
服务标准、规范服务行为、优化服务环境、完善服务
手段，以便民、利民、为民为原则，改造和优化现有
的服务管理模式，为师生提供便捷、高效、温馨、统
一的服务，实现学校的行政管理职能从权利向责任、
无限向有限、管理向服务的观念转变，是对机关职能
转变、行政机构改革和实现管理机制创新的一种追
求。 

 

IT部门如不改变、不介入业务，将逐步消失在云端 



融合与创新是潮流、为用户服务是根本 

信息技术支撑、服务形式展现 

 

改变思路，适应用户和业务部门的需求变化 

以服务为核心，思考如何深化和拓展服务（数
据化服务、服务信息化） 

让信息化成为学校业务发展的数据基础和支撑
工具，让信息化真正成为一个全员参与过程 

 展望和新思维 



信息化建设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信息化需要去默默耕耘、耐得住寂寞 

信息化需要我们从无趣中找到真正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