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校园解决方案

智慧校园的建设思路是以物联网为基础，以各种应用服务系统为载体而

构建的教学、科研、管理和校园生活为一体的新型智慧化的工作、学习和生

活环境。

※ 建设宗旨

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实现基于数字环境的应用体系，使得人们能

快速、准确的获取校园中人、财、物和学、研、管业务过程中的信息，同时

通过综合数据分析为管理改进和业务流程再造提供数据支持，推动学校进行

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最终实现教育信息化、决策科学化和管理规范化；通

过应用服务的集成与融合来实现校园的信息获取、信息共享和信息服务；从

而推进智慧教学、智慧科研、智慧管理、智慧生活、以及智慧服务的实现进

程。

智慧校园的核心特征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

（一）为广大师生提供一个全面的智能感知环境和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提供基于角色的个性化定制服务；

（二）将基于计算机网络的信息服务引入到学校的各个应用与服务领

域，实现互联、共享和协作；

（三）通过智能感知环境和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为学校与外部世界提供

一个相互交流和相互感知的接口。

※ 总体设计

智慧校园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需要遵循“统一规划，分步实

施，逐步完善”的原则。

根据学校的总体发展战略，智慧校园总体设计将采用新建应用服务系

统、完善可用应用系统和集成原有应用系统并举的基本策略。

整体建设工作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为智慧校园支撑平台的基础建设阶段；

◆ 第二阶段为智慧校园核心应用系统的扩展阶段

◆ 第三阶段为协作应用、决策支持以及综合信息服务系统深化阶段。

智慧校园建设的主要工作内容:

◆ 编制校园信息规范与标准



◆ 建设统一的基础设施支撑平台

◆ 建设共享数据库平台

◆ 建设统一身份认证平台

◆ 建设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 建设基于多网融合的新型网络监控与管理系统

◆ 建设 IC 卡与手机融合的综合校园卡服务系统

◆ 建设面向信息服务的各类应用系统

◆ 建设物联网应用示范项目

◆ 建设三维可视化虚拟校园等

智慧校园服务的逻辑结构如下图所示。在智慧校园环境下，用户通过综

合信息服务平台，依照确定的角色权限，个性化地定制信息服务；各类应用

系统通过综合信息服务平台融合服务，以支持单点接入的、安全的服务方

式。

※ 体系架构

智慧校园总体应用框架自上而下可分为统一门户服务、服务融合、数据

融合和网络融合四个层面。信息标准体系和安全维护体系作为支撑体系，智

慧校园总体应用框架如图。



智慧校园建设的基础是网络融合。即将校园内的各个应用网络整合在一

起，实施统一的管理与控制，综合利用各种网络接入手段，提供开放的标准

接口，为智慧校园应用提供网络通信保障。数据融合平台包括身份标识数

据、应用数据、感知信息等的融合，以及数据存储、中间件以及支撑软件的

融合。服务融合是智慧校园建设的目的，也是智慧校园的表现形式，通过服

务融合可以实现服务平台的服务提供能力与运营管理能力相分离，以及多业

务平台能力互通和数据共享的目标。统一门户服务提供统一的接入门户和业

务界面，针对不同授权的角色，提供不同的个性化的展示。

智慧校园建设的核心基础之一就是数据融合平台的建立。数据融合平台

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整合数据资源，统一信息管理，提供融合服务。由

于智慧校园工程所涉及的数据与信息服务不仅源自于学校业务管理部门，也

源自于那些与学校教育教学相关的外部实体。因此有着泛在的异构数据源和

不同的管理机制，缺乏统一的共享机制就无法支撑融合的服务，只有建设一

个统一的、完备的、共享的、标准的数据融合平台才能有效地支撑智慧校园

的建设工作。数据融合平台的建设由两部分组成，基础部分是面向应用领域

的主题数据库建设，应用部分是统一数据服务平台建设。

信息标准和安全维护体系是智慧校园建设的重要支撑。信息标准体系确

定了数据建模、信息采集、加工处理、数据交换等过程的规范标准，最大限

度地实现信息优化管理和资源共享，从而规范地建立应用系统的数据结构，

满足信息化建设需求，为数据融合和服务融合奠定基础。



安全维护体系则是要建立起一整套安全维护的机制。智慧校园建设中的

安全性涉及实体安全、运行安全和信息安全三个方面。实体安全包括环境安

全、设备安全和媒体安全等方面。运行安全包括风险分析、审计跟踪、备份

与恢复和应急等方面。信息安全包括操作系统安全、数据库安全、网络安

全、病毒防护、访问控制和加密与鉴别等方面。

※ 运维体系

智慧校园的良好运行管理要求，需要建立全新的运行维护体系来保障智

慧校园稳定、安全、有效的运行。我们建立了“一个责任、二个层次、三个

中心”的运维管理体系架构。

一个责任是数据责任制。明确数据源和数据责任，谁产生数据谁负责，

确保数据源的唯一性和正确性，提高数据质量。

二个层次是基于业务数据的管理层次和面向服务的融合数据平台。基于

业务数据的管理层次主要解决细粒度业务数据的管理与应用，这些数据是与

具体的业务流程密切相关的，是面对具体业务人员的，应该由业务部门管

理。面向服务的融合数据平台提供的是融合的综合信息，是面对请求服务的

角色的，需由学校 IT 管理部门管理。

三个中心是运营监控中心、管理中心和研发中心。运营监控中心是智慧

校园对外和对内的一个窗口。对外窗口的主要工作有用户及权限角色的管理

（受业务部门需求的约束），业务咨询及办理，网络环境的维护，以及用户

故障应答与服务等；对内窗口的主要工作有实时监控网络系统、关键应用系

统的运行状态和性能状态，感知虚拟世界场景，保障运营和优化服务质量。

管理中心面对智慧校园中的基础平台和各类业务处理系统，实施日常维护与

技术支持，提供共性的支撑服务(如安全保障、备份维护、故障处理等)，帮

助业务部门维持各业务系统的正常运行。研发中心是智慧校园的生命力所

在。软件应用系统在其生命周期中是不断变更和演化的，只有针对智慧校园

的持久优化、完善与扩展，才能真正满足用户的需求，发挥智慧校园的功

效。研发中心的主要工作是整理和分析用户的变更需求，提出解决的技术方

法;针对应用前景，开展预创性研究;组织技术队伍，实施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