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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6_95_99_E

8_82_B2_E7_94_B5_E5_c61_646410.htm 教育信息化在教育部和

在各级各类学校信息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在信息技术教学、教育信息网络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

绩，为教育教学提供了许多新的模式，其中教育电子政务的

规划与基础设施框架就是新模式的探讨课题。 教育电子政务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历史悠久，为了进一步推动教育电子政务

的建设，2007年教育部开始全国教育电子政务建设的规划，

从中央级电子政务建设开始着手，希望以中央级的电子政务

建设带动全国的电子政务建设。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教育电

子政务工程的具体目标: 建立以服务为中心的教育电子政务平

台，提高政府的综合信息服务和网上办事能力； 整合教育政

务信息资源，构建集成、共享的教育公共数据库； 统筹规划

、统一建设、统一管理，构建集中的教育电子政务基础保障

环境； 建立教育电子政务安全防范体系，摒弃失密与滥权隐

患，确保网上政务的安全； 建立教育电子政务标准体系和相

关的法律法规，并通过认证等手段强调贯彻实施； 建立健全

教育电子政务的管理体制，促进教育电子政务的有序发展； 

建立健全教育电子政务的建设与运行机制，促进教育电子政

务的良性发展。 通过教育电子政务系统平台的建设，最终建

成数据集中、应用集成、基础设施整合、标准规范、安全高

效的教育电子政务平台，实现教育行政电子化、管理决策科

学化、公共服务系统化，全面提高教育公共服务能力和教育

管理水平。来源：www.examda.com 针对中央级电子政务系统



具体目标，结合过去学校建设的突出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中

央级电子政务系统的建设思路。 加强顶层设计，协调全局发

展：组织进行教育电子政务平台顶层设计，在业务流程梳理

与优化的基础上，建立教育电子政务的业务模型、功能模型

、用户模型、权限模型、数据模型和系统架构。 强调服务导

向，坚持应用驱动：以服务学校、师生和社会公众为目标，

以提高政府的综合信息服务和网上办事能力为目的。 整合基

础设施，确保稳定运行：在顶层设计的指导下，整合原有基

础设施，构建统一的教育电子政务数据中心，制定统一的数

据标准和编码规范，提供统一的机房、服务器与存储资源，

统一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与容灾备份体系，采用统一的运行

维护服务。 统一技术架构，促进持续发展：建立统一的IT架

构，建立系统开发遵循的统一技术规范。 创新体制机制，建

设专业队伍：建立良好的管理体制、建设与运行机制，通过

建立科学合理的电子政务工程项目管理制度与规范，推动金

教工程的有序实施；通过建立合理的教育电子政务运行服务

机制和专业的建设与运维服务队伍，确保教育电子政务平台

能够长期安全、稳定、高效地运行。 根据整体规划部署了系

统建设的具体措施，包括:来源：www.examda.com 网络建设:

升级完善教育部机关局域网（内外网）；升级改造CERNET

传输网和主干网； 数据中心建设:教育部数据中心、容灾备份

数据中心； 门户与软件平台建设:建立教育电子政务统一的门

户系统，数据采集与交换平台、工作流管理系统、报表中间

件等公共基础软件； 信息资源建设:建立全局统一的各级各类

教育基础数据库和信息库； 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建立网络

安全、数据安全、应用安全、终端安全的教育电子政务信息



安全保障体系，建立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和流程规范； 标准与

规范建设:完善教育电子政务标准体系，开发标准培训、应用

和测试，修订各类教育管理信息化标准； 体制机制建设与队

伍建设:建立由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统筹管理体制；建立项目管

理制度与规范，建立运行服务机制，建立稳定可靠的技术队

伍，完善培训与考核机制。 从整体实施来讲，电子政务系统

的建设要分阶段逐步实施，目前教育电子政务标准、电子文

件信息交换、政务网络与数据传输安全和电子身份认证与应

用四个方面涉及每一个系统的基础性的设施建设，曾德华就

这四个与教育电子政务系统建设相关的基础设施架构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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