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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介绍

校级信息化管理部门 教育信息化规划与管理现状

信息中心/计算中心 信息化应用系统发展现状

网络中心/高性能计算中心 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现状

教育技术中心 信息化教学及资源建设现状

本次调查涉及全国各地共243所高等院校，以问卷的形式了解当前各高等院校的教育信息化发展状

况。通过对问卷数据的统计整理和分析，揭示各地区、各类高等院校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律，为今后校级

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方向、发展力度及发展路径提供决策参考。

调查共分为4个问卷面向四个方面，共回收932份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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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介绍

参与调研的各高校在各地区分布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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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介绍

参与调研的各高校在各地区分布及所属类别占比情况

东北地区
12%

华北地区

14%

华东地区
33%

华南地区
6%

华中地区
14%

西北地区
9%

西南地区
12%

各地区参与调研学校的占比情况

东北地区

华北地区

华东地区

华南地区

华中地区

西北地区

西南地区

参与的211高校数量

25.93%

参与的一般本科院

校数量, 51.44%

参与的高职高专学

校数量

22.63%

参与学校所属类别的占比情况

参与的211高校数量

参与的一般本科院校数量

参与的高职高专学校数量



总体介绍

几个值得关注的结论

保障机制常态化：信息化战略规划成文率上升；信息化管理办公室建制，

发挥其在具体实施、监督和管理协调中的重要职能与作用；

网络普及并迅速增长：全部高校联网，无线网络发展很快，211高校网络

条件最好，但带宽升级的需求也最强烈；信息安全同等重视；



总体介绍

几个值得关注的结论

应用系统融合趋势明显：三分之一的高校已经在建立跨应用系统的共享方

案；一卡通已经普及，教学信息化走向成熟，科研信息化还有很大空间；

资源建设国家项目驱动力明显：资源建设深受国家项目的影响，数年没有

特别大的起色；移动应用、社交媒体在教学及公共信息服务方面刚刚起步



一、高等院校教育信息化机制体制保障

超过80%院校由副校长负责，高职高专达到了85%

75%还分管教学

信息化机制保障

0.00% 50.00% 100.00%

CIO（首席信息官）

CITO（首席信息技术官）

处长

副校长

科长

其它

校长助理

学校具体负责信息化发展规划制定的最高领导头衔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单列信息化规划

散落在学校总体规划中

无成文的信息化规划

高校信息化规划制定情况

一般全日制高校

高职高专院校

211院校

60%的学校都是将信息化的规划单独成文

83%院校建立信息化领导小组

91%及时准确或基本满足学校领导决策支持

60%的211高校，60.8%的普通高校以及50%的高职高专有单列的信息化发展规划



一、高等院校教育信息化机制体制保障

部门人员配备还是不足，多数不足20人；
211高校信息化部门人均服务教职工和学生人数最多 156

17 8 1 3

0-2 2-4 4-6 6-8 8-10

院
校
个
数

人数区间

各院校信息化部门人员博士学历分布

信息化部门人员情况 信息化队伍学历情况

172

11 2 4 0 3

0-2 2-4 4-6 6-8 8-10 10-12

正高级职称人数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5人以下

5人

6-10人

11-15人

16人以上

高校信息化部门总人数

高职高专院校

一般全日制高校

211院校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人以下

50-100人

100-200人

200人以上

不清楚

信息化部门人均服务教职工人数

0.00% 5.00% 10.00%15.00%20.00%25.00%30.00%35.00%

500人以下

500-1000人

1000-2000人

2000人以上

不清楚

信息化部门人均服务学生人数



一、高等院校教育信息化机制体制保障

信息化部门组织与实施情况

139

134

104

96

66

38

22

校园卡中心

网络中心

电教中心

图书馆

信息化管理

办公室

计算中心

其他

贵校设置了哪些信息化服务机构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党政联席会

信息化专家组

教代会

发展规划部

学生会

地方高教处

其他

未建立指导机构

向学校信息化部门提出指导意见的机构

高职高专院校

一般全日制高校

211院校



绝大多数学校认为信息化投入较高或很
高，认为很少的仅4%

相比较而言，211院校的信息化程度投入更高

信息化部门投入情况

65.87%普通全日制高校和63.46%高职高专院

校认为主要问题是资金投入不足

超过60%211院校认为部门间缺乏统筹协调及

系统整合不够

制约信息化建设的主要问题

很高

33%

较高

39%

一般

24%

很少

4%

信息化投入程度

高校信息化建设资金来源主要学校下拨的信息
化经费和学校信息化常规经费，高职高专的大
部分经费都来自于信息化部门之外

41.65%

34.12%

24.22%

42.66%

25.60%

31.74%31.13%

12.70%

56.17%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学校下拨信息化经费 学校信息化常规经费 信息化信息部门外经费

学校信息化经费来源

211院校

一般全日制高校

高职高专院校

一、高等院校教育信息化机制体制保障



16%不知如何
查询相关标准

信息化资金和设备情况
问题和需求

3

97

143

150

156

其他

项目管理培训

协会\机构\单位交…

信息化规划培训

技术培训

所需的外部支持与服务

51,757 

67,031 

36,323 

116,958 

49,250 

64,029 

46,499 

126,270 

学校信息化部门的常规运行经费

学校下拨的信息化建设年度经费

信息化部门计划外收入

合计

2012-2013年信息化部门建设投入资金分类统计

2013年（万元）

2012年（万元）

7477 5864 

32091 
26433 

1387 367 
12812 9047 

28868 
16827 

132572 

111579 

服务器 大容量存储 高性能计算机 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

2012-2013年信息化设备更新情况

新增

淘汰

登记拥有量

缺乏顶层设计

院校资金投入不足

缺乏政策性保障措施

缺乏专业人才

应用软件跟不上需求

信息化未采用国家标准

一、高等院校教育信息化机制体制保障



二、高等院校信息化建设与应用现状

1. 校园信息化支持服务

87

7

28

85

A不提供这类服务

B提供收费服务

C个别院系信息化人员提供这类服务

D免费提供有限服务

对师生自用电脑提供维护支持服务（如重装系统、杀毒）

增加 49%

不变46%

减少5%

提供给学生的公共计算机装备情况和发展预期需求

2
20

132

54

A、1小时以下 B、1-3小时 C、3-8小时 D、8小时以上

公共机房平均每台电脑每天利用时间（小时）

1%

6%

25%

39%

29%

三年内

3-4年

4年以上

没有正式规定

不同计算机更换周期不同

公共计算机类设施更新频度政策

69%由院系提供

36%

2%

5%

0%

11%

30%

16%

多个数据中心提供冗余

签约其他学校做异地备份

签约某商业机构

签约某政府机构

去年做过灾难恢复测试

其他

无防范措施

数据中心灾难恢复防范措施



二、高等院校信息化建设与应用现状

2. 信息化应用系统建设

22%

26%38%

14%

高等院校信息系统的具体应用情况

已经完成

基本实现正在建设

尚在起步  已有48%的院校完成了建
立开发工作；

 38%的院校正在建立；

 14%的院校也已处在起步
阶段；

 所有参评院校均已开始进
行信息系统的建设。

107

51

11 17

0-500 500-1000 1000-1500 1500以上

资金金额（万元）

2012-2013信息化应用系统建设投入资金累计

48

85

61

51

115

64

93

68

48

51

40

20

28

44

18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自己编程开发（152所）

与供应商合作开发（151所）

用外包系统，少量定制（125所）

用外包系统，很多定制（123所）

购买成套软件产品（137所）

高等院校信息系统建设的策略和未来打算

未采纳此策略 未来三年内做法 当前做法

多数院校以购买成套软件产品为主，而在未来三

年内，则会倾向于外包、合作开发和自行开发。



二、高等院校信息化建设与应用现状

3. 信息化应用系统建设具体情况

90%建立校园一卡通系统

88%覆盖全校校园安全监控系统

82%提供带校名后缀的电子邮件系统

74%院校建立了统一的身份认证系统

74%建立科研管理数据库

63%建立统一的公共数据交换系统

65%院校建立了校园信息门户

58%在社会化网络上开通官方帐号

53%配备可交互网络视频会议系统

 身份管理与认证系统基本已经普及整个
校园

 75%身份认证系统支持跨校区访问

 25%身份认证系统支持跨学校访问（跨
区域的联邦认证）

 65%身份认证系统支持移动信息平台

 68%提供一个账号支持两个或多个设备
上网

42%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服务使用

网络化信息管理系统

40%教室/会议室预约系统

39%建立移动信息服务系统

26%建立科研项目交流平台

20%建立科研知识共享平台

125
141

127

39

6

招
生

重
要
新
闻
发
布

校
园
文
化
展
示

可
转
载

其
他

社交网络账号提供的内容服务

30

53

64

27

11

29

课程学习资源

图书馆数字资源

校园新闻资讯

问题交流咨询

整合加工的网络学习资源

其他

移动信息服务系统

需要继续推进：



三、高等院校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现状

1.  网络管理情况

85%提供无线网络服务

15%

34%

33%

18%

无线网络建设模式

交给运营商

学校与运营商共建，

学校主导

学校自建自维

尚未建立全校网络覆

盖

15%

34% 33%

18%

37%

11% 12%

40%

交
给
运
营
商

学
校
与
运
营
商
共
建

学
校
自
建
自
维

尚
未
建
成
或
进
行

无线网络建设和有线电视数字化改造模式

无线网络建设模式

有线电视数字化改造建设模式

57% 是开放的网络

78% 无线网络速度流畅

71% 已经实现统一身份认证

49% 收费

44% 有补贴 55%

7%

12%

4%

22%

免费

1-10元/月

11-30元/月

30元以上/月

按流量计费

无线网络资费标准

52

34

14
11 9

10-20 20-30 30-40 40-50 >50

大多数学生的宿舍上网平均费用（元/月）



三、高等院校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现状

2.  网络建设水平

40 42

88

33

5000以下 5001-10000 10001-30000 30001以上

全校网络接口（布线的网络接入点）总数（个）

2%77%

11%
3%

2%
3%

2%

各档终端用户网络连接点数总计

10Mbps以太网端口 100Mbps以太网端口

1Gbps以太网端口 10Gbps以太网端口

802.11a（WiFi）AP 802.11n（Wifi）无线AP

POE端口

155

44
34

8
17

0-500M 500-1000M 1000-1500M1500-2000M 2000M以上

校园网的接入教育网带宽
29

69
46

63

30%以下 30%-59% 60%-79% 80%以上

校园网的主干带宽利用率

7

43

32

48

53

30

100M以下

100-499M

500M-999M

1G-2G(不含2G)

2G-5G(含2G,不含5G）

5G及以上

校园网出口带宽

6 30 64 112

30%以下 30%-59% 60%-79% 80%以上

校园网出口总带宽平均利用率

非常需要

33%

需要

46%

说不清楚

9%

已经够用不需要

5%

不太需要

7%

未来两年内是带宽升级需求



三、高等院校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现状

2.  网络建设水平

已部署

44%

规划中

20%

考虑中

21%

考虑，并未支持7%
没考虑8%

校园网统一部署IPv6情况

47%校园网出口使用私有IPv4地址

145

21
8 7

0-200 200-500 500-1000 1000以上

校园网目前拥有IPv4地址数量

30

23

51

33

41

55

管理系统

网络教学平台

信息门户网站及站群

视频服务系统

邮件系统

其他

已经支持IPv6的应用系统

40%

60%

给用户分配

公

私



三、高等院校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现状

3.  网络与信息安全建设

51

183

127

202

120
98

119

67

132

54
35

112

87

13 17

99

21

61
48

121 122

14

8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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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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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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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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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协
…

保
密
教
育
培
训

IT

采
购
安
全
审
查

服
务
器
和
台
式
机
…

信息化安全管理工作

59

154

86

152

106

只
能D

N
S

流
量
管
理

ID
S
/IP

S

上
网
认
证
系
统

网
络
监
控

当前校园使用的网络管理产品

（产品设备，不包括自配搭建的系统）
186

128

76

48

14

59

70

18

8

2

109

88

61

43

16

19

18

3

3

0

1

1

0

1

0

12

11

7

13

1

6

20

37

50

27

外网连接(208所)

高度保密服务器或网络(182所)

院系机构(155所)

个人工作站(139所)

其他(54所)

对于以下数据区域采用的安全方案

1:防火墙 2：IPS 3:ACL 4:UTM 5:DLP 6:NAC 7:没有

39%

39%

20%

2%

制定并实行信息系统的数据安全

管理制度情况

已制定并实行

正在规划并逐步

实现中

正在规划中，并

没实现

暂无这方面的规

划



四、高等院校信息技术教学应用现状

1.  教育技术支持服务

70

30 34 30

57

22

60

博
客

W
ik

i

R
S
S

订
阅

社
会
网
络

（SN
S

）

即
时
信
息

（IM

）

标
签

其
他

学校的网络教学平台包括的Web2.0应用

20%

24%

39%

3% 12%

2%

课程教学平台现状
16

2

14

17

12

17

61

41

1

45

37

114

88

87

54

41

58

4

19

13

17

1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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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5

2

6

1

3

4

9

4

5

6

1

17

14

15

17

14

13

7

3

4

81

117

31

48

54

83

66

55

22

课堂反馈系统

游戏类软件

模拟/仿真类软件

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

课程博客

课程Wiki

论文防剽窃功能

课程通知发学生邮箱

其他技术,如

各种教学形式在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情况

1：已普及

2：少量

3：规划中

4：试点中

5：考察中

6：没有21

12

73

22

26

51

60

32

32

22

66

70

70

88

40

86

80

84

109

127

8

14

19

19

22

9

11

21

12

9

13

14

18

12

3

11

14

13

7

8

15

17

3

16

21

10

7

28

11

8

68

64

22

40

74

28

25

28

23

23

本地教师，远程学生

本地学生，远程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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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等院校信息技术教学应用现状

2.  教育资源建设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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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对建设意义认识不足

教师积极性不高

担心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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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学校规划的支持

其他

*建设数字化教学资源时所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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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提供这样的共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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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录主要用于校内开放点播和资料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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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39

34

93

国家组织的对口支援

一定地理区域内的大学之间

分布与多个地区的高校之间

全社会

尚未提供这样的共享服务

*多数高校尚未提供数字化教学资源共享服务

低于30万 30-60万 低于31万 100万以上

每年用于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的费用

虽然多数学校为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
提供了一定额度的资金奖励、提供资源开发
工具、提供资源开发的相关培训和一些技术
支持。但是教师的积极性不高成为数字化建
设工作的一大障碍。

目前建设数字化教学资源的过程中所
遇到8个问题：
• 缺乏系统化规划和资金支持；

• 学校间资源的协作和共享难以做到；

• 资源存在重复建设现象缺乏教育学、心理学等

专家的支持；

• 缺乏技术规范和有效的建设模式；

• 资源维护和共享困难；

• 缺乏课件队伍；

• 资源质量不高，可用的教学资源匮乏；

• 缺乏质量监督管理机制。



展望和新思维

 由“软硬件分离”建设思路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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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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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校战略发展目标为指导，以业务流畅性为准

绳，建立在共享数据之上，融合软件、硬件、服务，面向用户提供简单易用、明确统一的集成化服务

 由“业务管理信息化”向“应用服务信息化”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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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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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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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信息化发展新趋势



展望和新思维

教育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看管理模式、投入多少，更多的还要看到整个信息体系支撑了

学校多少核心业务，而且还能稳定地适应需求变化，满足学校整体发展、用户水平、业务自身的改

进目标。

教育信息化发展新措施

 思路变化，以适应用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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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

相应措施

信息化是以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为核心，以网络技术通信技术等高科技为依托的一种新技术扩散的过

程，其实质就是利用技术改变信息资源的权利属性，从而引起权利和（信息）资源的再分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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