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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5年工作简要回顾 

今年，专委会紧密围绕发展规划与工作重点，着力推进了

以下六项工作： 

1. 加强建设，优化专委会组织体系 

在自身建设方面，新增 2 个副主任单位、2 个副秘书长单

位，扩大了专委会队伍成员，调整了部分省的召集人，更换因

工作调动或退休的 3 名副主任、2 名副秘书长、11 名委员。各

项措施使协会的队伍发展壮大、结构更加优化，为更好地发挥

协会为会员单位服务和治理中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2. 摸查家底，组织开展高校后勤信息化建设调研工作 

为了解全国高校后勤信息化建设现状，通过参考国家规范

及相关资料，收集各委员单位、秘书长、常委、专家及技术人

员意见，编写制定《全国高校后勤信息化调研问卷》，指导开

发了教育后勤信息化数据采集系统，采用网络调研的方式，共

有 116 所高校与教育服务企业报名，其中有 51 家单位数据较为

详实，通过对调研数据的量化分析形成报告，以便为教育及各

级部门宏观调控和工作提供决策支持。 

3. 以评促建，开展高校后勤信息化评优活动 

专委会于 2015 年 10 月至 12 月初开展了科学化、系统化、

规范化的高校后勤信息化评优活动。通过网络采集申报单位后

勤信息化数据、系统自动排序各校测评分数生成入围名单、组

织入围单位进行公开答辩与评审等程序，邀请了包括中国教育



后勤协会专家委员会、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网络信息处、

北京大学计算中心主任、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网络信息中心等单位的专家组成评审小组，在北

京师范大学举行了评优答辩会。最终评选出全国高校后勤信息

化建设工作优秀示范单位、优秀单位、突出贡献人物各 10 个。

通过评优活动以表彰先进、以评促建、推动发展。 

4. 引领发展，发布《教育后勤“互联网+”行动计划》 

结合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

文件精神，因地制宜编制了《教育后勤行业“互联网+”行动计

划》。推动各高校将教育后勤“互联网+”作为国家的战略重点

和优先领域全面部署、加快实施，调动全员力量积极支持和参

与，以实现后勤服务及管理的跨越式发展目标，助力我国教育

后勤走向专业化、标准化、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5. 互联共享，积极开展与其他学术组织的协作 

专委会注重共享优势、互联融合，积极开展与中国高等教

育学会教育信息化分会的协作，发扬行业专长及技术资源，共

促两会发展。目前已成立了筹备组负责筹建工作，先后制定了

筹备工作方案、协作方式、后勤信息化推进组成立计划，并在

两会理事成员中公开招募，发展推进组与常务工作组成员。在

此也欢迎在座的有志之士踊跃加入到共建协作的队伍中来！ 

6. 提升软实力，开展课题研究及科研创新工作 

后勤信息化的发展需要强大的智慧凝聚和理论支持，需要

优秀务实的研究成果。今年专委会开展了教育部与中国教育后

勤协会的重点课题《移动互联网时代大学校园服务管理模式创

新研究》科研工作。针对现阶段师生、服务者、管理者的新需



求，对移动校园服务进行重新定位、规划，在移动管理应用中

进行多项创新，并取得软件著作权、核心期刊论文、软件产品

等课题成果。 

总结过去一年的工作，我本人有以下体会： 

一是全国高校后勤信息化建设水平整体有待提高。通过调

研全国高校后勤信息化建设现状，一方面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后

勤信息化关注度越来越高，很多学校开始重视后勤信息化建

设，制定了后勤信息化发展规划、建立相应的建设与管理部

门。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全国 2845 所高校中只有 50 余

所后勤信息化建设较有成效，仿佛金字塔的塔尖，还有大量高

校的后勤信息化仍处于鸿蒙之初、亟待开展。 

二是移动互联网技术已深入渗透。如果说 2014 年首届中国

教育后勤互联网大会上，使用移动应用的高校还屈指可数，今

年各高校的移动应用发展可谓是遍地生根。一年之间，东部沿

海的某些高校甚至推出几十个移动应用，扁平快捷的服务广受

师生欢迎。当今是移动互联网的天下，我们号召大家应抓住机

遇、挖掘需求，不断创新与发展后勤信息化建设。 

三是教育后勤信息化工作战略须放的长远。当前信息化建

设被炒得很热、人人都谈，但从深层次上来说，信息化建设并

非一朝一夕的工作，而是可以深度改变我们生活、工作手段的

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所以我们在建设信息化的过程中，需要扎

稳根基、放远眼光，不能盲目跟风、急于求成，而是建设出最

适合自己的、可持续发展的后勤信息化之路。 

二、今后的工作思路和工作重点 



在互联网时代，教育后勤行业的变革无法避免，为满足学

校师生及其教育后勤工作对后勤服务及管理的客观需求，提升

全国教育后勤信息化建设水平，专委会将充分发挥会员单位优

势、积极整合各方资源、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开展、积极带动与

推进全国教育后勤信息化建设事业的发展，2016 年将重点从以

下几方面着力开展工作： 

1. 以评优为推手，促进后勤信息化建设工作 

上半年，首先开展第一届评优获奖单位考察巡视工作，成

立巡视组实地走访调研各获奖单位在后勤信息化建设工作方面

的实际应用情况，总结成功经验、形成成果材料，分享、带动

整个行业的发展。下半年将组织开展第二届全国高校后勤信息

化建设工作评优活动，充分发挥树立典型、以评促建的积极作

用。在此提示，获得上一届优秀单位称号的单位可继续申报本

届优秀示范单位奖项，已获得优秀示范单位与突出贡献人物的

单位与个人三年内不得参评该奖项。 

2. 以调研为重点，继续进行现状调查工作 

开展调研活动在完善制定全国高校后勤信息化建设指标体

系、为教育及各级部门提供决策支持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因此，2016 年将继续深入开展调研工作，通过教育后勤信

息化数据采集系统，关注行业发展态势、挖掘统计数据内涵，

对教育后勤信息化发展状况进行预测和分析，为今后制定发展

战略提供依据。 

3. 以合作为手段，深入开展与相关组织的协作 

经过紧张有序的协作筹备工作，专委会及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教育信息化分会计划于 2016 年初召开推进组成立工作会议。



拟设立推进组与常务工作组，推进组包括规划组、标准组、管

理组、服务组、评审组，各自承担研究后勤信息化相关议题，

提出相关推进意见或报告。常务工作组负责拟定年度工作计划

与重点推进工作，审核各小组提出意见建议，审定年度优秀示

范单位与案例。重点围绕制定指导性意见、编制规范性文件、

技术支持、培训与指导、编制数据标准、推广应用及发展研究

7 项工作开展工作。 

4. 以征文为契机，全面提升理论转化水平 

为发挥各委员的专业领域特长，积极促进研究成果的理论

转化，提高专委会整体的理论研究水平，我们将组织开展征文

活动，以此促进课题的顺利开展。要求各委员单位紧密围绕专

委会课题研究指南开展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鼓励大家踊跃投

稿，并组织评委会对论文进行评选，最终整理汇总成优秀论文

汇编供全国高校参考学习。 

5. 以培训为抓手，助力后勤信息化建设 

为提升各高校后勤信息化建设水平，加强理论研究能力，

将邀请政府、高校、企业等方面的具有管理或技术背景的知名

专家学者，开展暑期后勤信息化培训班，通过主题报告、文化

沙龙、座谈交流等形式，讲解后勤信息化建设中的知识与技

术、经验与误区，为需要后勤信息化建设的单位、管理者等提

供理论、技术、经验指导。 

 

                   中国教育后勤协会信息化建设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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