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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信息化建设的成果为高校一站式服务平台的建设奠定了数据和业务基础。结合福建商学院的智

慧校园建设进程，探索在智慧校园建设的新一轮发展阶段高校一站式服务平台的建设思路。高校一站式服务平台以

学校信息化建设为基础，以各业务系统为支撑，建立贯穿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数据收集、流转和服务机制，整合管

理服务资源，优化业务流程，为师生用户提供数据共享、业务协同的“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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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动新时代

教育信息化发展，深入推进简政放权优化服务，要

求以服务和体验为向导，让办事人能 “少跑一趟

路、少进一扇门、少找一个人”，利用服务信息化

的理念提高教育管理服务能力，以提供更加优质、

高效、便捷的服务。

高校教育信息化经过多年的发展，部分学校已

完成“数字校园”向 “智慧校园”升级，部分学校

智慧校园处于规划立项或启动阶段。高校智慧校园

建设工作中，标准化和高效化是信息化建设的核心，

是与传统手工业务处理方式的重要区别。随着高校

规模的快速扩张，校区分散、学院和机构分散给师

生带来不便。旧有的管理流程中存在业务分散、过

程繁琐、重复填报、数据无法共享等问题，限制高

校新型服务升级。高校一站式服务是随着高等教育

改革发展逐渐兴起的模式，实现了高等教育从规模

扩张到内涵式发展的重要转变。一站式服务是一项

系统工程，架构于高校 “智慧校园”建设目标，以

服务用户为核心，是高校管理思想和服务模式的创

新表现［1］。

通过一站式服务平台的建设，高校能够对业务

流程中反馈出来的效率、合理性等方面进行调整和

优化，简化流程、全面服务、信息共享，这将大大

节省时间和精力，降低管理成本。

一、高校一站式服务平台研究背景

“一站式服务”是最早产生于西方国家的一种

商业概念，即商家备有充足的货源，消费者只要进

一家商店就能买到各种物品，实现其所需的各种服

务。各行业对一站式服务概念进一步发展和延伸，

比如市民服务中心或职能部门的服务大厅等，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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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了工作效率和办事体验。高校一站式服务是高

校在智慧校园建设过程中利用新兴信息技术集中数

据资源，融合业务流程，实行统一管理、全面服务，

将师生的事务服务按用户所需重构，建立面向用户

的应用［2］。

2002 年 11 月英国大学联合会首次提出 “一站

式服务”概念，在高校建立服务学生的一站式服务

中心，其特点是服务理念先进、事务流程人性化。

这类一站式服务中心以学生需求为本，将提供服务

的相关部门集中到一起，由老师和兼职学生负责，

具有服务的专业化与高效的便捷性，其它高校纷纷

引入和效仿。例如英国里丁大学学生事务管理的

“一站式服务”贯穿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事务管理

便捷专业化［3］。

随着国内高校各种业务系统建设的发展，特别

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和智慧校园建设整体规划的

推进，“一站式服务”成为高校信息化领域的热点

话题。一些在信息化建设中投入较大、起步较早的

高校，武汉大学、江苏大学、复旦大学、华中师范

大学等都展开了对一站式服务的探索和建设。2013

年武汉大学先后设立教职工一站式服务中心和学生

事务与发展中心，集中办理跨部门事务和权益维护

等; 2015 年复旦大学建成 “网上办事大厅”，为校

内师生提供在线服务的申办; 2017 年华中师范大学

上线运行“移动端同步享校园一站式服务”门户，

教师、学生可随时通过移动终端获得应用服务。

总体而言，高校 “一站式”服务平台的建设以

智慧校园建设为基础，从师生的校园生活入手，集

线上、线下、移动终端应用于一体，提供方便快捷

的各项业务服务。尽管部分高校对一站式服务进行

了积极探索和建设，但实际落地的并不多，原因在

于高校一站式服务实践的背后是信息时代高校践行

“以人为本”理念的具体探索，需要信息化管理意

识的提升和创新服务模式的转变。当前高校各个业

务系统的建设依托于行政组织架构，存在信息孤岛

问题，若要进行系统整合，需要建立信息标准，进

行数据采集和整合，做到各个业务部门信息数据实

时共享，这也是一大技术挑战。因此，一站式服务

的建设是高校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趋势，需要管理水

平的提升和服务机制的转变，也需要信息技术的

支持。

二、高校信息化发展与服务需求变化

( 一) 高校信息化发展的三个阶段

我国高校信息化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全面推

进，由于各高校投入情况不同，信息化进展也各不

相同，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校

园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阶段，主要是局域网的建设和

单机版的应用，大部分学校成立了网络中心; 第二

个阶段是数字校园建设阶段，以建设分散独立信息

系统阶段为主，通过应用集成支持学校的教学与管

理; 第三个阶段是智慧校园建设阶段，以数字校园

为基础，综合运用新兴信息技术，追求资源与应用

的高度整合，以人为本提供个性化信息服务。

( 二) 福 建 商 学 院 智 慧 校 园 建 设 基 础 及 需 求

分析

福建商学院信息化始建于 2002 年，建成之初仅

提供实验机房和部分办公场所网络。随着学校对外

交流的深入，网上招生、网上办公等各种校园网功

能需求的增加，学校对校园网的出口带宽进行了多

次扩容，并不断改造校园网以适应新的网络需求。

2008 年学校从发展大局出发，以服务教学工作和广

大师生为宗旨，配合 “示范校”和 “文明校”建

设，加快推进数字校园建设。2012 年投入资金用于

网络基础设施及相关软、硬件建设，完成多个校区

的办公、教学、科研、图书馆、生活区网络互联和

无线覆盖，构建了服务器虚拟化环境和存储中心，

面向学校重要职能部门的教务、财务、科研、人事、

OA、学工、国资等应用系统全面上线运行。随着信

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智慧校园建设成效初显，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网络基础建设方面，学

校已建成万兆主干、千兆到桌面有线及无线双覆盖

的网络系统，拥有 CEＲNET (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

机网) IPv6 接入环境，校外用户可通过 SSL 、VPN

方便访问校内资源; 在提供网络服务和应用系统方

面，学校拥有多套高性能集群刀片服务器和容量达

到 300T 的存储，构建了服务器虚拟化环境，面向教

学、管理应用系统数量约 80 个。

福建商学院信息化建设从无到有构建了基础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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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网络、开发应用系统，提供综合服务，全面支撑

学校教学、科研和管理等业务系统。随着高校师生

信息化水平的提高，用户群体的需求从单一上网发

展为追求应用和资源获取的高效性和便利性。但由

于各应用系统不断增多，开发时立足于解决各自需

求，系统间彼此独立，从而导致各个应用系统数据

冗余，信息和资源无法有效共享，存在师生信息获

取渠道不畅、数据重复填报、结果不便于跟踪等问

题。信息时代数据高度融合，对外接口高度开放，

许多流程性业务需要不同部门相互协作。与信息化

建设初期相比，如新生入学、毕业生离校、服务申

请等跨部门业务协作与数据共享利用等需求日益强

烈，业务部门更注重信息化服务的方式和方法，以

提高用户的满意度。另外，技术导向的思维导致现

有的应用系统重管理轻服务，在为师生教学生活服

务、领导决策服务、跨部门业务协同等方面提供的

信息不够全面，用户的体验度差［4］。信息化是高校

进行事务管理和服务的基础，用户信息化服务需求

的日益增加促使业务部门拓展原有服务，提升用户

体验。

现今福建商学院大力推动信息化建设与校园教

学有效结合，正在向 “以人为本、教学结合”为中

心原则的智慧校园阶段迈进，以信息化建设和应用

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开展对一站式服务平台的探索

和构建，为校园用户提供快速、高效、全面的综合

服务至关重要。

三、高校一站式服务平台的探索与构建

( 一) 构建高校一站式服务平台的基础

高校一站式服务平台的建设是基于已有的信息

化平台，整合服务资源，面向师生提供涵盖教学、

生活等多个方面的 “一站式”服务。服务平台可以

展现来自不同业务系统的数据，以 “可配置”的方

式灵活实现基于 “角色”的数据呈现，使数据能够

得到很好应用。高校一站式服务平台的建设，应当

完成以下信息化基础工作。

1. 用户全生命周期规划。主要针对教师、学生

两种类型核心目标用户，摒弃传统大而全的管理系

统建设模式，采用管理与服务分离的设计思路，通

过分析总结教职工和学生用户全生命周期服务对信

息化建设提出的基本要求，为一站式服务平台的战

略规划和顶层设计提供依据，有效支撑高校面向教

师和学生提供的便捷信息服务。

2. 建设信息标准。依照国家标准和高校实际情

况建立校级数据共享和交换信息标准 ( 数据元素标

准、信息分类编码标准) ，进行校园信息资源规划，

为实现数据全面交换和共享奠定基础，实现各业务

部门数据标准统一、信息准确。

3. 共享数据中心。在形成信息标准的基础上，

以用户为主题，通过数据采集、集成和转换工具软

件，实现现有各应用系统和中间数据库中数据的集

中和整合，形成权威的共享数据中心。共享数据中

心对高校的各种数据进行统一管理，为实现数据共

享、数据展现和数据分析等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平台。

4. 建设数据整合平台。对各个异构的业务系统

数据进行采集、分析、清洗、转换，依照信息标准，

以整合后的健康数据为基础建立中间数据库，打通

数据通道。将来自各个业务系统的数据通过可视化

的数据治理手段，汇集于数据中心平台进行统一的

存放和管理，实现数据的共建共享。

5. 建设统一身份认证平台。建立一套完整独立

的集中身份认证和授权管理平台，提供广泛而灵活

的认证服务与接口、信息采集与信息查询功能，实

现单点登录服务以确保用户身份认证的便利性，实

现各应用系统用户名和口令的统一。根据学校分层

机构设置、分级履行职能的特点，设计实现并保障

用户权限统一分配的安全性和灵活性，最终实现信

息化校园用户管理登录账号的统一和认证授权的

统一。

6. 业务系统集成与整合。基于智慧校园平台，

对高校已有的信息系统及新建业务系统进行全面整

合，对未来建设信息系统明确接口规范，构建可持

续发展的信息系统应用框架，推进业务协同、资源

共享，消除信息孤岛，提高信息化应用效果和效率。

( 二) 高校一站式服务平台的建设思路

1. 建设目标。高校一站式服务平台是高校倡导

“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创新服务与管理模式，

优化行政效率，为师生提供高效便捷服务的有效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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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高校一站式服务平台的规划目的是基于学校信

息化建设的状况，梳理并展现面向不同角色的服务

应用，整合服务资源，优化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

为师生提供方便、快捷的校园信息化生活服务，提

高高校管理服务水平。基于智慧校园平台，服务平

台能够利用学校的数据中心与统一身份认证平台无

缝对接一站式服务平台，同步用户数据信息，全方

位实现师生一站式服务、生活的智慧校园。一站式

服务平台着重于对学校的各项服务集成到统一平台，

减少来自各业务的重复信息和重复填报，为广大师

生提供有效的服务能力，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尽最

大限度满足用户的需求。

2. 建设框架。根据福建商学院信息化建设和应

用的情况，在完成各项规划基础工作和基础支撑平

台工作之上，规划一站式服务平台建设框架。 “一

站式服务平台”建设框架遵循以人为本的智慧校园

建设理念，从基础设施、数据、服务等方面综合考

虑，通过调研、分析和规划，以学校、教师、学生

为主体，建立数据采集、流通共享和应用服务机制，

使得每个业务主体都能成为智慧校园中数据管理与

服务的产生者和受益者，从而建立起良性的数据生

态环境。

福建商学院一站式服务平台的框架主要包括数

据管理、业务整合、数据中心和服务门户等部分，

见图 1。

图 1 福建商学院一站式服务平台建设框架

Fig. 1 The construction framework of one－stop service platform in 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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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管理的作用是为整个一站式服务平台建立

准确、可靠的共享数据中心。数据管理工作主要是

在学校、教师、学生三大类数据源上确定数据集成

范围，在标准化的数据格式规范和主体化的内容标

准基础上，利用数据采集工具，对各类数据源中的

数据进行全量或实时的数据采集和分析，并对各业

务系统业务数据进行格式转换，根据业务规则和约

束借助数据质量检测工具进行数据清洗，最终完成

数据从数据源向中间数据库装载的全过程管理。各

业务系统通过数据接口与数据中心对接，通过共享

数据中心，可提供面向多层面的数据查询［5］。

业务整合层面针对师生在校管理服务的生命周

期，对学校各部门业务进行梳理，构建全面的人性

化服务环境。业务整合结合数据中心，将应用层各

应用系统的数据转化为通用数据，通过数据接口，

将数据整合到数据中心，跨部门的业务流转又同时

为部门协同合作提供实施基础，实现数据和流程的

对接。

服务管理是用户按需办理自己的服务，用户可

以实时监控到自己办事内容的进度和审核结果。服

务管理依据不同的服务场景和不同的用户全生命周

期规划，将服务分为流程服务、指南服务和集成服

务三大类。流程服务是指在服务平台中创建和使用

流程的服务，是针对用户涉及到要审批的流程办理

过程; 指南服务是指不需要流程，只说明办事方式

的服务; 集成服务是链接到其他业务系统办理的服

务。这三类服务的组合基本能覆盖所有校园服务展

现形式。

服务门户在业务整合和服务管理的基础上，是

“一站式”服务平台提供统一访问服务的交互平台，

是智慧校园面向用户的统一窗口。服务门户同时提

供 PC 端和移动端使用，根据实际需求，集成用户

首页、校园服务、任务中心、用户管理、服务监控

等模 块， 具 有 高 并 发、操 作 简 单、稳 定 可 靠 等

特点［6］。

( 1) 用户首页: 针对不同用户群体，展示和推

送所需表格填报服务。服务按照申请服务、已办理

服务、审批服务显示; ( 2) 校园服务: 可以找到全

部业务服务和收藏的服务。服务中可以显示相关服

务的具体说明和流程图，在服务介绍下直接跳转至

相关的业务服务; ( 3) 任务中心: 用户填写相关业

务表单 ( 要求通用数据从数据中心读取显示，用户

只需要填写业务相关数据) 并发起业务流，包括我

的申请、我的任务、我的委托、我的评价四个子项

目; ( 4) 用户管理: 支持从统一身份认证系统中，

同步用户数据信息到服务平台，完成用户信息关联，

并与统一身份认证系统进行无缝对接; ( 5) 服务监

控: 通过对服务平台操作的监控，显示服务分析、

填报查询、用户行为分析、SQL 监控、用户设备、

用户地域、认证负载统计等功能。

( 三) 高校一站式服务平台的功能

根据规划目标，福建商学院一站式服务平台应

当具备以下功能。

1. 数据填报。数据填报功能采用表单填报等服

务平台的支撑性工具，可将填报服务发布到服务平

台前端，用户在服务平台直接按照分类、最近使用、

最常使用等方式浏览以及使用服务。学校在学生管

理、教师管理、行政管理等各业务领域，存在大量

的碎片化数据需要收集和审批处理，通过与数据中

心的绑定，可以解决师生填报数据的重复录入问题。

这些场景需求多变、个性化定制较强，通过数据填

报工具可帮助服务平台实现众多填报业务的快速开

发与部署，构建服务教师以及学生的填报服务公共

平台。

2. 业务流程全过程管理。业务流程从发起到结

束全程透明化管理: 服务申请人填写对应业务表单，

提供业务申请的必要信息，点击提交，由系统自动

选择当前业务下一节点的审核人 ( 也支持申请人手

动选择审核人) ; 流程节点流转到审核人处后，审

核人会收到系统内的提醒消息 ( 也可采用短信、邮

件等多种方式提醒) ，对申请业务进行审批、驳回

或通过操作，支持填写审批意见。若驳回则流程直

接被打回到第一个节点，若通过由系统自动选择当

前业务的下一节点的审核人; 依次逐个节点进行审

批，直至最终环节结束并归档。以教工请假为例，

流程的全过程管理见图 2［7］。服务平台支持用可视

化的方式，查看该服务的发起及审核过程，支持过

程的回放，支持查看业务的审批详细过程，包括审

47
福建商学院学报

JOUＲNAL OF FUJIAN BUSINESS UNIVEＲSITY 2019 年第 3 期



批时间、审批意见等。

图 2 福建商学院教职工请假流程的全过程管理

Fig. 2 Management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leave－taking for the staff in 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

3. 丰富的工作流程支撑。平台提供了丰富的业

务流程，用户可轻松发起流程。平台支持按照表单

中某个字段的值不同，自动选择相对应的下一个节

点，且支持抄送功能，对于绕过秘书提交给部门的

流程，默认抄送给部门秘书。

4. 事后评分机制。传统的办事过程漫长繁琐，

平台引入事后评分机制后，业务发起者可以对办事

人员进行评分。这种监督与鞭策的作用可以让办事

人员按时按量把事情办好，也给后面需要办理此事

的人员提供参考。

5. 多形式的消息通知。办事过程中会有终端的

消息通知，包含个性化的消息和群发式的消息通知，

比如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微信消息等，服务申请

人只要发起申报，不用登陆就能了解流程进度和相

关信息，而办事人员也会收到通知尽早介入业务。

四、高校一站式服务平台预期建设成效

高校一站式服务平台建设通过梳理高校业务流

程，简化复杂的办事环节和业务的处理过程，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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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及公共服务等项目集中在服务中心，辅以表单工

具，推行信息一个站、消息一通道、办事一张表、

数据一个库、集成一总线的 “一站式”服务方式，

提高工作效率，促进高校的发展。

综上所述，高校一站式服务平台是以信息化基

础为支撑，进行智能、高效的数据管理与服务管理，

建立体现以人为本的管理服务体系，它不仅是高校

的“一站式服务大厅”，更是智慧校园助力校务改

革和发展的具体表现。由于各高校的信息化建设情

况和相关业务不尽相同，高校一站式服务平台建设

还需继续探索。通过一站式服务平台建立规范化的

服务流程，促进高校信息共享、畅通，实现全面智

慧化的管理，促进高校教学、管理、服务模式的变

革，推动高校信息化服务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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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ion of One－Stop Service Platfor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 Case Study of 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

HUANG Shaocong，CHEN Jie，ZHENG Jiafang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entre，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Fuzhou 350012，China)

Abstract: The achievements of university informatization have laid a data and business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one－stop service platfor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smart
campus of 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and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idea of one －stop service platform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of the smart campus construction. One－stop service platfor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chool informatization and supported by various business systems. It establishes data collection，

transfer and service mechanism throughout colleges，teachers and students，integrates management of service resources，
optimizes business processes，and provides“one－stop”service of data sharing and business collaboration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Key words: one－stop servic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mart campus; business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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