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智教育·Ｃａｍｐｕｓｐｈｅｒｅ智慧校园建设方案

高校信息化建设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应用系统建设阶段

和信息数据整合阶段。在高校展开大规模信息化建设的同时，金智教育清醒的认识到：高校

是一个庞杂的生态体系，高校的信息化同样也是一个复杂的生态体系。而高校信息化建设真

正的核心，也恰恰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就是 “人”。作为主体，在高校信息化的生态体系中，

由不同的人组成不同的组织单元，分别行使各自不同的职能，拥有不同的需求。这里不仅涉

及到校内不同的业务主管部门、院系、班级、宿舍等，同时还包括由不同人员组成的信息化

建设供应商、增值服务供应商、合作企业等在这个生态系统中的不同生态个体。他们除了完

成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各自应该承担和获得的权责与价值外，作为高校信息化建设生态体系

中的生态个体，他们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必将与高校信息化生态体系中的其他生态个体存

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金智教育通过二十多年的高校信息化建设，以信息化生态体系的方式

建立智慧校园，并将运营的思路带入整个智慧校园建设当中。

一、建设信息化生态体系

运营生态体系如下：

图１　智慧校园运营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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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高校信息化建设的核心是以面向角色的服务为导向建立整体数字化校园开放性生态

体系。以先进的技术构架为依托，创造一个高开放度的信息化环境，更好的应对学校内部业

务变化和外部信息技术发展趋势带来的冲击。构建这样的一种生态体系，学校需要从技术架

构、建设思路、建设模式等多个方面进行转变。要做到能够同时满足技术发展的需要、学校

业务的需求、供应商参与的诉求，充分利用学校在信息化方面的人力与物力投入，构建良性

的、可持续发展的校园信息化生态。围绕行政部门建设信息化的思路和模式。

基于开放的信息化环境，将校内信息化建设成果和校外互联网应用都以服务的形态进行

重新梳理、重新组合，并通过有效的管理机制在校内的统一应用平台上进行注册、发布，为

校内师生提供综合性的服务获取通道和高体验度的应用服务，大大增加用户黏性与依赖度。

基于高使用率的综合服务，校内师生不但可以在综合服务平台上使用服务，还可以对校内服

务进行评价和反馈，综合服务平台同时记录下各类用户的操作轨迹、用户行为，辅以传统的

管理业务数据，为各级管理者提供全面、有效的数据分析服务，帮助各级管理者决策分析，

优化业务模式。各类需要优化的应用，需要有效的运营机制保障，在校内建立长效化、持续

化的运营机制，保证校内应用和服务的升级与迭代。在运营机制的保障下，借助快速建模工

具和快速开发平台，让信息中心、建设方和服务提供商都可以基于完善的运营机制参与其

中，共同提升校内信息化水平。

如此一来，为学校的学生、教职工、管理人员、校领导以及校外服务提供商和社会人士

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态圈，借助生态圈的形成，为围绕学校的各个角色提供优质的服务。并对

各类信息系统进行有效的整合重组，提升信息化成果使用率，发挥数据积累价值，持续为学

校各级领导和管理者优化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并进行学校管理模式和服务模式的优化和再升

华，达到持续更新，持续迭代的效果，保证校园信息化建设的先进性和可持续性。

运营思路下构建的高效信息化生态，是一个全新模式下的生态体系。主要转变集中体现

在以下方面：建设思路转变———行政化到服务化；建设模式转变———项目化到运营化；使用

过程转变———数字化到智能化；接入方式转变———封闭化到开放化。

同时，现在的服务接入模式，不会再像传统模式下那么困难。来自校外的各类服务，以

标准化的方式轻松接入校园，在校方制定的规范内准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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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方案

（一）智慧校园基础平台建设

高校智慧校园建设要认清楚信息化的本质———信息技术是革命性的新生产力，核心在于

提升效率和服务于人。建设高校智慧校园要从对师生的服务出发，整体规划，分步实施。

图２　智慧校园技术架构图

如上图所述，学校如果需要建设一个完整的开放式的 ＩＴ生态体系，实际上是包括了从

开发生态、运行生态、应用服务生态到运营生态的全生命周期的建设过程，并最终以服务的

方式向最终用户进行业务展现。每个阶段的建设思路和模式都对整体信息化建设起着至关重

要的影响。

１开发服务

通过基于易表通的组件化开发平台，形成应用和组件，应用和组件挂载到校园服务总

线，可为校内应用服务池和业务应用管理服务平台调用。并将其通过资源库的方式积累为行

业资源库，为日后资源复用提供储备。同时开发平台能够对外部的第三方应用进行服务化的

封装，同样形成新的应用或组件，挂载到校园服务总线。基于组件化开发平台的可视化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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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校内的广大师生和社会人士也可以通过该工具完成简单的应用服务开发，并通过发布

工具发布到校内，增强信息化建设整体参与面的广度和深度。

２能力开放平台

以校园服务总线以及包括主数据管理、身份认证管理、消息中心、移动支撑平台等在内

的公共应用组件，为学校提供统一的、高交互性、高开放性的服务应用运行环境。其提供的

服务都是通过校园服务总线进行统一发布的服务，并将其编排成符合学校需要的业务逻辑，

提供给用户使用。

校园服务总线负责整个学校信息化建设各个平台间服务交互和信息传递，通过服务治理

工具管理服务运行，通过基于校园服务总线的服务集成工具完成服务的集成和交互，通过服

务标准管理工具保障各服务间调用的规范性。

被服务调度总线封装的，除了组件化开发平台提供的应用和组件外，还包括校内很多的

基础应用组件，如主数据管理、统一身份认证、统一支付等，都以服务的方式在服务调度平

台上进行挂载，并借由服务调度平台完成同其它平台的集成。

３管理中心和应用商店

改变原有的行政化、管理化信息系统使用模式，以类互联网的模式，形成校内的应用超

市，包括校内师生综合服务平台和校外的服务应用池，有效接入，实现应用服务的动态分配

和按需使用。并对服务使用进行全面监控和管理，对业务过程和服务质量做到有效评估。

４运营运维

改变现有的分散管理模式，通过服务调度平台的高集成度，将校内所有的软硬件进行统

一的监控，随时了解校内全局信息化状况，极大的增加了校园信息化的响应程度和处理速

度。对于学校来说，依托于服务商的运维只是一部分。更多的运维、优化和升级工作需要学

校内部人员的参与。基于开放平台的体系架构，依托于外部服务提供商形成线上／线下的专

业训练营和项目管理培训课程，帮助学校师生了解、掌握运营方式方法，让全校师生共同参

与到学校信息化运营之中。形成良性的运营体系。

综上所述，开发生态、运行生态、应用服务生态与运营生态是环环相扣，密不可分的。

每个部分都有其具体的作用与价值，只有发挥出每个环节的价值，才能最大化高校信息化建

设的效果。

具体智慧校园基础平台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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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智慧校园基础平台明细

序号 系统名称 数量 单位

１ 信息标准建设 １ 套

１ 应用管理平台 １ 套

２ 主数据管理平台 １ 套

３ 统一身份认证平台 １ 套

４ 校园服务总线平台 １ 套

５ 流程引擎中心 （一表通） １ 套

６ 今日校园 １ 套

７ 自助打印平台 １ 套

８ 运行监控服务 １ 套

（二）信息化应用服务建设

信息化应用服务建设总体应从服务化的个体端切入，面对高校学工业务的上述现状和发

展趋势，金智教育在１０余年业务系统建设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自行研制的新一代高校业务

管理与服务应用产品，为国内高校学工业务开展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在业内首次打破传

统按职能部门独立建设管理系统的模式，按照管理者和学生用户为视角按供需分配。基于多

年业务理解与沉淀，在满足业务部门常规管理需要的同时，真正采用基于ＳＯＡ架构的方式，

通过组件化与碎片化的方式，重构原有业务管理信息系统，实现管理应用优化、用户服务提

升。为相关业务提供更便捷、更智能、更灵活的信息化管理工具和服务产品。

图３　智慧校园应用服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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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平台已完成超过５００＋碎片化应用服务，如下图：

图４　智慧校园服务中心截图

图５　智慧校园师生服务截图

具体的应用服务产品见下表：

１学生综合应用服务

７８



表２　学生综合应用服务明细

入校期间 在校期间 就业离校期间

迎新应用服务 学生日常管理 学生奖助 宿舍应用服务 就业应用服务 离校服务

新生信息采集 基本信息 奖学金 宿舍房源管理 就业网站 离校服务

结伴同行 班级管理 荣誉称号
宿舍房源

图形化管理
就业单位 离校管理

新生报到单 学生信息查询 违纪处分 学生住宿 就业职位 生源核对

迎新管理 政工队伍 困难生 学生选房 宣讲会 推荐表

迎新应用服务 学生日常管理 学生奖助 宿舍应用服务 就业应用服务 离校服务

财务缴费信息 心理健康 助学金 宿舍卫生 大型招聘会 报到证

军训服装预定 保险理赔 助学贷款 宿舍违纪 专业介绍 毕业去向

商品预定 场地预约 勤工助学 宿舍报修 学生简历 就业咨询预约

到校登记 困难补助 职位搜索 就业展望

绿色通道 人才搜索 就业辅导活动

　　２人事综合应用服务

表３　人事综合应用服务明细

人事基本信息服务 人事机构管理 人事核心业务服务 跨部门人事服务

新进教工注册报到 机构管理 校内调动 招聘管理

教职工档案统计查询 岗位设置 去世管理 年度考核

教职工信息 合同管理 离校管理 职称评审服务

出国管理 新进教工注册报到

攻读硕博 岗位聘用

进修培训

请假管理

考勤管理

各类人员管理

离退休管理

　　同时金智公司也在进行ＯＡ域和教务域的碎片化和服务化改造，重新建立新的 ＯＡ应用

服务和教务应用服务，全方位服务于高校教育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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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化建设体系建设

１信息安全体系

建立智慧校园综合安全管理体系，从物理、网络、系统、信息和管理等方面保证整体安

全，是保障校园信息化系统安全可靠运行的支撑体系。

２信息标准体系

信息标准体系为各个系统定义统一的标准，包括信息标准、编码标准、管理规范、实施规

范、维护规范等，提供日常运维服务，是保障校园信息化系统规范、可靠运行的支撑体系。

３运维保障体系

运维保障体系包括系统监控、系统管理、项目管理、维护服务等，是保障校园信息化系

统安全可靠运行的重要支撑体系。

三、解决问题和效益

（一）统一的顶层设计及信息标准

完成学校信息化建设标准体系建设，确保信息在采集、处理、交换、传输的过程中有统

一、科学、规范的分类和描述，消除相关人员对指标和数据的理解歧义，形成统一的管理语

言，保证源数据的唯一性和数据转换中的一致性，能够使信息更加有序流通、最大限度地实

现信息资源共享，降低系统整合的成本，保障信息共享和各类分析的准确性，使学校信息系

统得到协同发展，发挥信息资源的综合效益。

图６　智慧校园信息标准

（二）统一身份信息

统一身份信息的目标是建立统一身份认证与管理平台，实现师生多账号多密码的统一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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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实现多业务系统的访问控制、身份信息的统一管理、多业务系统的统一授权以及师生身

份信息的安全监控。

图７　智慧校园统一登录界面

（三）业务系统的统一门户融合

建设学校作信息化校园窗口，实现学校信息资源的综合展现。它在表现层整合各个应用

系统，为学校用户提供一站式的信息服务。通过建立一套统一的业务应用管理平台，整合校

园各种内部应用系统，通过ＷＥＢ方式发布信息，对分散在各地的用户进行安全管理及个性

化服务，并支持后续集成其他相关部门的网站和应用系统，实现资源整合，实现学校信息化

的流程整合和规划，实现学院范围内的业务整合和数据整合在减少重复投资的前提下，提供

增值服务。并能通过整个学校业务的整合一方面实现学校执行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实现学校

标准化的管理。

图８　智慧校园系统办事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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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业务系统的统一数据融合

数据融合的目标是通过建立统一的主数据管理平台，平台面向高校信息中心解决高校管

理信息系统之间的主数据的共享和交换，并积累主数据。平台依托全校顶层设计的信息标

准，将主数据从各部门各院系集成并管理起来，建立一个全校学校范围内的、标准单一的权

威主数据中心，以解决标准统一、数据不一致、数据冲突、数据质量低下等问题。实现数据

收集的高效自动化，支持标准动态的优化调整，也解决了历史数据存储和版本问题，可以为

数据分析应用提供丰富、高质量的历史数据。同时，通过平台提供的健康检查以及运行监控

等功能，可以及时发现标准不一致、系统异常、数据异常等问题，及时弥补管理漏洞并完善

管理流程，进一步推动标准化落地，数据质量持续优化。

图９　 数据管理平台结构图

（五）应用服务整合

通过校园服务总线实现跨越多个应用系统的服务，解决校内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紧耦

合、异构性等各类问题，充分利用现有建设成果构建全新的高校信息化生态，建立基于高校

行业特征的校园服务总线。实现从简单的 “数据集成，门户集成”向 “服务集成”模式的转

变，真正实现业务的协同融合，最终实现管理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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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服务总线架构图

（六）今日校园———基于公有云的移动校园平台

今日校园是在经过１３０多家学校移动端的建设过程中，总结了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之后

创新出的新产品。新产品的 核心思想包括：免费使用：平台产品免费提供给学校使用；快速

上线：平台自带的信息流资讯无需接入即可使用，今日课表、今日校园卡快速标准化接入，

７天内上线；个性化推荐：根据师生个人属性、行为习惯推荐适合的内容和应用 （７０版本

中提供）；高粘性应用：资讯、今日课表、今日校园卡等平台内置功能都是用户每天都会使

用到的高活跃的应用；活跃为目标：今日校园不再以项目验收为目标，而是对我们的客户负

责，帮助学校运营，让广大师生认可信息化部门的服务，帮助客户成功就是我们的成功；持

续运营：面向学校提供免费的运营服务，公司运营提供方案和管理，结合学校学生大使为学

校系统本地化运营服务；平台云部署：业务数据校内存储，基础能力平台云端部署全国高校

共享能力，基于阿里云盾安全保障，动态性能支撑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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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今日校园核心思想图

（七）快速的流程整合和应用构建工具———流程引擎平台

通过建设流程引擎平台解决如今校级流程管控的缺失、各处室割离建设事实上造成了流

程杂乱，通过统一的流程引擎平台对全校的业务流程进行梳理和管理。同时利用流程引擎平

台自主搭建学校流程化应用，以满足学校多变的业务流程，大大节约人力开发成本、时间成

本和经济成本。

（八）一站式运维平台———安心守护平台

现有智慧校园运维由原来的被动支持转为主动关注、预防，对高校应用系统及其相关的

基础环境进行７×２４小时的全方位监控，建立 “告警前于故障”的服务意识，是真正实现学

校业务健康、高效运行的坚实守护，并为学校带来切实的管理效益：通过安心守护平台的建

设解决学校维护力量不足和维护成本过高的问题。

１实时监控，主动预警

通过专门的监控软件，对学校应用及基础环境进行７×２４小时监控，将监控信息同步至

金智教育监控大厅屏幕，在故障发生前，提前告警，第一时间通知校方人员。

２故障定位，迅速排除故障事件

依托专业、全面的守护团队，建立故障发现、分析机制，快速定位和排除应用故障，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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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高校业务中断时间，保障高校业务健康运行。

３可定制报表，为管理出谋划策

保留故障 “现场”，定期分析，提供完善的统计和分析报表，给领导作运维报告及运维

决策提供数据参考。

四、典型客户

在 “校园网”时代，公司率先进入，领先起跑。１９９５年参与国家教育部 “金智工程”，

承建中国科学院百所大联网工程，２０００年与上海交通大学共建国内首例校园万兆网。

在 “数字化校园时代”同样率先进入，并深入管理和教学两大领域，２００３年与复旦大学

共建业内首家数字化校园；２００８年推出企业级应用系统集成平台及学工、人事、科研等ＭＩＳ

系统，解决方案陆续推广到多所知名高校；２０１２年推出数字化学习中心软件、在线教育平

台、首款集中式校园支付产品、首个移动校园产品，丰富了解决方案的内涵。

在 “智慧校园”时代进行服务聚焦，驱动学校信息化建设变革。２０１３年启动高校信息服

务开放平台、在线教育平台的研发，布局平台化运营模式；２０１５年 智慧校园信息服务及运

营开放平台在复旦等多所高校试点，知途网上线；２０１６年知途网与阿里云、腾讯、华为启动

“互联网＋高校”大学合作计划，主办 “ＷＥ＋智绘互联校园新生态峰会”。

在高校信息化建设的２０多年中，总计参与４００余所本科类院校建设，其中９８５、２１１院

校７５所，参与２００多所高职类院校，其中骨干及师范院校７７所。

表４　主要用户列表

９８５院校

复旦大学、同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武汉大

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南开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厦门

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重庆大学、四川大学

２１１院校

北京邮电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福州

大学、长安大学、天津医药大学、华北电力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北大学、上海外

国语大学、安徽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宁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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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其他本科

院校

上海理工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中

南民族大学、山东建筑大学、宁波大学、华侨大学、集美大学、华东政法大学、重庆交通

大学、黑龙江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西安理工大学、西安科技大学、陕西理工大学、西安

工程大学、西安石油大学、内蒙古大学

职业院校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上海科学技术学院、天津现代职业技术

学院、武汉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浙江金融职业技术学院、潍坊工程职业学院、淮安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渭南职

业技术学院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张　晗

　　联系电话：１３８０９１５７６６８

　　单位地址：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大道１００号 （南京总部）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１号绿地中央广场—领海Ｂ座１１８０６室 （西安中心）

　　单位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ｉｓｅｄｕ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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