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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formatization of university is a crucial process for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But there ex-
ists asymmetric phenomenon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zation of our coun-
try’s university. It is obvious that university of less developed areas can’t keep the same tune with 
the need fo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informatization. The thesis put forward the four-stage’s 
mode when analyze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f informatization at university and com-
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less developed areas. They are based on changing concepts, uni-
fied basic network, unified application platform, unified data standard, the synergistic construc-
tion of usage-oriented. It’s a development plan for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with limited fund. 

 
Keywords 
The University of Less Developed Areas, The Informatization of University, Unification 

 
 

欠发达地方高校信息化建设四阶段模式探讨 

胡忠旭1，郁  湧2，王建鹰1，徐小华1 
1昭通学院，云南 昭通 
2云南大学，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2018年4月24日；录用日期：2018年5月8日；发布日期：2018年5月15日 

 
 

 
摘  要 

信息化是高校向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关键过程。但我国高校信息化建设发展存在不平衡现象，欠发达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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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信息化建设严重滞后于教育发展的需要。本文分析了欠发达地方高校信息化建设中的内外因素，结合欠

发达地方高校的实际情况，特别是经费不足的情况，提出了基于改变观念，统一基础网络、统一应用平台，

统一数据标准，面向使用协同建设的四阶段建设方案，一种在有限资金的投入下的信息化建设发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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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信息化是教育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内容，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步骤[1]。经过近几十年

的发展，我国教育信息化已经取得很大的发展和提高，但与人民群众的需求和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相比还

有明显差距[2]。甚至国内还存在极大不平衡性，即“985”、“211”[3]等经济情况好的地方的高校信息

化建设水平高于一般高校，欠发达地方高校的信息化建设相对落后。我国东中西部的城乡，特别是中西

部地区、偏远山区和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学校和教学点信息化发展缓慢。 

2. 欠发达地方高校信息化现状 

欠发达地区，是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三项主要经济指标均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的地区[4]。这些地方的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经济文化和科技水平不发达，如我国的中西部地

区的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市的部分地州。由于受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地方的信息化水平相对

其它地区就会落后很多，处在这些地方的高校到信息化建设和利用水平就更落后了。下面从高校的内外

环境进行分析其信息化水平落后的原因。 

2.1. 高校外部环境 

2.1.1. 国家政策的影响 
从“985”院校的分布来看我国教育资源大概的分布情况。全国有 39 所高校列入“985 工程”[5]，

分布于我国的 18 个地方，其中北京 8 所，上海 4 所，而陕西、湖南 3 所，江苏、山东、四川、天津、湖

北、辽宁和广东各 2 所，剩下浙江、吉林、甘肃、黑龙江、安徽、重庆、福建各 1 所；云南、贵州没有。 
“211 工程”是指“中国政府面向 21 世纪，重点建设 100 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 

[6]。到 2017 年 12 月为止，“211 工程”院校的分布情况是，北京 26 所，江苏 11 所，上海 10 所，陕西

8 所，湖北 7 所，四川 5 所，黑龙江、辽宁、广东、湖南各 4 所，天津、吉林、安徽、山东各 3 所，重

庆、河北、新疆各 2 所，其他省份各 1 所[7]。由于受教育政策资源分配乃至社会评价的影响，一般普通

院校在办学定位、办学条件、招生、就业等方面面临发展困境[5]。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处于西部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获得国家层面支持的学校很少，导致这些地区

的高等教育发展更依赖地方政府的经济支持，如果没有经济的支持，高校的信息化建设就难以开展。 

2.1.2. 地方政府支持力度有限 
很多学者在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对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的支出中分析得出，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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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有限甚至在逐年减少。如：受地方政府官员政治周期、政绩考核以经济建设为重和无法限制毕业生

就业地域选择等因素的影响，地方政府有削弱对高等教育支出的意愿[8]。基于 2001~2015 年 3 个“五年

计划”的省际面板数据，得出上述结论。地方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的降低会直接影响

学校在教育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特别是信息化建设方面投入的削减[9]。 

2.2. 高校内部因素 

地方高校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城市规划、扩招等的需要，很多学校都有基础建

设的需求，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去完成相关的基本要求，如教室、宿舍等的建设。在完成这些建

设的同时，主要受资金的限制，不能将基础网络和信息系统同步建设，在后续的发展中，又由于有贷款

等各种压力，一直会因为没有资金或者资金不足而不在信息化建设方面投入。导致学校信息化建设一直

搁浅，成为掣肘学校发展的软肋。 
一般情况下，高校的信息化建设一般会按照五个阶段的方式进行，分别是以下五个阶段：第一阶段，

基础硬件设施建设；第二阶段，应用系统建设；第三阶段，应用系统整合；第四阶段，应用系统推广应

用；第五阶段，资源整合建设。起步较早的已经完成了这五个阶段的工作，大部分院校仍处于前三个阶

段[8]。对于欠发达地方的高校，由于受到经济投入、管理理念、应用水平等方面的制约，一般还在第一

和第二阶段反复进行，有的也在尝试第三阶段的应用系统整合。 
从上述五阶段模式中不难看出，信息化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第三阶段的应用系统整合，也就是系统

集成的问题，通常都会开销学校大笔的经费，而且极容易造成投入上的浪费。 
由于上述原因，导致欠发达地方高校的信息建设愈发滞后，与其他地区的高校比较，就如同“马太

效应”，发展就愈来愈难。如何在有限的资金投入下，确保在信息化发展的道路上减少浪费，快速的提

高信息建设发展速度成为问题。 

3. 欠发达地方高校信息化建设策略 

基于上述原因，可以将欠发达地方高校信息化建设情况总结为：基础薄弱，投入有限，需求迫切。

要改变这些矛盾，没有一蹴而就的方法，只能根据学校自身的环境、条件进行合理规划及实施。并且一

定要减少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的“浪费”——五阶段模式中的第三阶段，对于没有统一规划建设的系统，

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为避免这样情景的发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更新观念，学校做主 
不能总以没有资金为由，在信息化方面不做合理的投入；不能纯粹依靠外部资源推动学校信息化发

展；学校有信息化使用发展的群体资源，合理的利用资源，就能为学校的信息化发展提供良性推进。 
欠发达地方高校采取与电信服务运营商合作为推进学校的信息化发展的便捷方式，但几年下来。各

个学校都发现——运营商的最终目的只是发展市场，一般只能解决学校网络接入的问题，甚至出现引入

几家运营商，学校就会建出几个校园网的情况，导致学校管理困难，后续信息系统甚至无法集成，不能

实现校内信息共享互用，造成投入的浪费。 
学校一定是校园信息化建设的主导者，无论采取何种方式与外部资源合作，一定不能把自己当成“乞

丐”去谈合作。必须对学校的信息化建有主导权，要求合作方按照学校的需求方案去进行建设，才能取

得合作共赢。 
2) 统一规划，逐步建设 
对于欠发达地方高校，一般都在一二阶段不断徘徊，一直在折腾和犹豫，对于信息化建设，总会被

没有资金为借口，迟迟得不到投入和发展。但随着网络及软件技术的发展，可以做到分步实施而不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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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如下规划和建设步骤： 
第一阶段：建设统一的基础管网及网络平台。对校园网内的所有资源进行整合，从管沟到线缆及无

线网络资源等，确保网络信息系统安全，建设有线无线统一融合的校园网。 
第二阶段：构建统一的应用中心硬件平台。基于目前成熟的虚拟化及相关技术，可以构建统一的应

用平台，对于以后的扩展，只需要做相应的扩容处理即可，可以避免投入浪费。 
第三阶段：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及数据中心平台。参照高校信息化发展需要，可以先建立统一标准

的数据中心平台，所有新建的应用系统都可以基于该平台进行数据交互，可以有效的控制数据孤岛的出

现。 
第四阶段：在统一的标准上逐步构建应用系统，信息化从来不是一蹴而就，必须根据发展需要，实

际情况，有使用需要并能有效推动的情况下，进行建设，确保应用能解决实际问题，采用面向使用[10]
的思想——优先考虑系统色可用性，学校需要解决的任务和问题，采用制作工具的思路进行应用系统的

建设。 
上述四阶段建设模式可以总结为“3 个统一 1 个面向”：统一的基础网络，统一的硬件平台，统一

的数据标准，面向使用的协同建设。不同于传统的五阶段建设模式，对于网络信息基础比较薄弱的高校

来说，这种方式可以减轻学校的资金压力，分步实施，逐步提高，可以减少信息化发展建设中的出错成

本，在学校后续的信息化建设中，可以减少传统建设模式中不可避免的应用系统集成的麻烦。避免了重

复投入、重复建设以及信息系统集成的巨大开销。 

4. 总结 

实施高校信息化的建设对于欠发达地方高校来说，除了受到人力、财力、观念等方面的约束，主要

还面临经费不足带来的不敢发展，不能正常发展的困境。如果在实施过程中能改变观念，采用“3 个统

一 1 个面向”的四阶段建设模式，做到统一规划，统一标准，面向使用，紧密结合发展需要，就能在有

限的资金投入下逐步有效的推进欠发达地方高校信息化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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