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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勤信息化建设成果介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新中国第一所航空航天高等学府，建校以来，

北航一直是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校，是全国第一批 16 所重点高校之一，

也是80年代恢复学位制度后全国第一批设立研究生院的22所高校之

一，首批进入“211 工程”，2001 年进入“985 工程”，2013 年入选首

批“2011 计划”国家协同创新中心。

快速发展的高校应伴随相应快速发展的后勤，为适应学校快速发

展需要，建设与一流大学相匹配的一流后勤保障服务体系，北航后勤

提出 “智慧后勤”建设理念。在学校智慧校园建设总体框架指导下，

以人性化服务、精细化管理为出发点，借助现代化的数字和网络技术，

搭建一批智能信息系统，实现后勤服务及管理水平的提升。

一、 建设思路

北航后勤依靠学校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充分利用学校各类

网络软、硬件资源，以先进的信息技术为手段，按照“领导推动、全

员参与、总体规划、分步实施、急用先行、先有后优”的原则，分批

分期实施，开发了一大批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后勤管理和服务需要的

网络平台。

二、 实施情况及成果

从 2012 年至今，开发了近 20 个信息系统。主要包括：后勤数据

中心、后勤呼叫中心、后勤门户网站、微后勤“北航生活”、报修服

务平台、学生公寓管理系统、学生购电系统、学生公寓楼宇门禁系统、

学生公寓户门门禁系统、车辆预订系统，餐饮服务监督平台、食堂就

餐气象图等面向师生的服务系统，以及后勤人事管理系统、后勤办公

自动化系统、后勤邮件系统、后勤财务管理系统，超市管理系统、学

校节能管理平台等后勤内部管理系统。通过智慧后勤建设，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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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后勤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主要成效简要介绍如下：

（一）以人为本，提升用户体验

物业报修系统拓宽了报修渠道，使得报修流程清晰、透明，并可

监督，实现了 100%回访率，十分钟内响应及时率从原来的 40%提升到

70%。学生公寓管理系统对学生的入住、调宿、退宿、文明宿舍评比、

学生行为管理全部实现信息化，并且大幅优化了调宿流程，极大的提

高了办理效率，彻底解决学生“往返跑”的难题；学生公寓系统与门

禁、一卡通系统实现互联互通，确保了住宿数据和门禁权限的实时匹

配，大幅缩短等待时间，学生迎新时无需再次注册，直接持卡进门。

食堂就餐气象图 APP，实现在线实时查询食堂客流量，让师生可以合

理选择就餐点，有效缓解就餐高峰期拥挤。校园 i-life 工程的实施，

开发 以“北航生活”为主的一系列微信公众号，拓宽了沟通渠道，

构建全方位的师生交流平台，增强了师生的体验。

1、2013 年启用报修管理系统，使报修流程清新、透明、可监督。

2、2015 年正式启用学生公寓管理系统、学生公寓楼宇门禁系统，

并实现两个系统的数据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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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4 年北航后勤建立了后勤微信公众号“北航生活”，向北

航师生播报后勤工作信息、服务咨询、生活咨询等内容，2015 年将

微信公众号升级为服务号，形成北航后勤微信门户，集成后勤的新闻

播报、服务资讯、网上服务等内容，突破时空的限制，让师生随时随

地能够感受到后勤。目前“北航生活”的关注人数达到 7000 多人，

最高单篇阅读量达到 4256 次，体现出信息化的便利让师生更多的关

注后勤、走近后勤、了解后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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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5 年上线使用食堂就餐气象图 App，有效缓解了食堂就餐

高峰期的拥挤问题。

（二）强化协同办公，提升管理效率

内部管理方面，全面上线财务预算核算信息系统，重点建设财务

管理、工资管理、预算管理、网上预约等系统模块，显著提升财务管

理水平和工作效率。开发后勤办公自动化系统，后勤人事管理系统，

有效提升后勤内部管理水平和后勤各单位协同运转的效率。通过智慧

后勤建设，推动后勤业务处理数字化、规范化，管理分析科学化、客

户服务智能化，为建设一流的后勤保障服务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为广大师生提供了方便、快捷、智能的服务，备受好评。

1、财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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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事系统

（三）数据共享，数据挖掘基础

数据是未来重要的人类资产，北航后勤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一直

坚持走数据共享的路线，以后勤数据中心为核心，承载与学校智慧校

园数据中心的数据共享以及后勤内部信息系统的数据共享。

2014 年初步建成北航后勤数据中心。2014—2016 年逐步与学校

数据中心实现员工组织机构、人事数据、学生数据等的数据共享。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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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人事变动信息、新生入学、毕业离校等业务的校内数据联动，有效

降低了人员的工作量及保障了数据的准确性。

2015 年实现后勤系统与校园统一认证系统的对接。通过统一认

证的集成，后勤的服务系统更为便捷的为师生使用。

2015—2016 年实现公寓系统、校园一卡通系统、楼门禁系统、

户门门禁系统的数据共享及联动。有效杜绝了人、卡分离的问题。失

效卡不可打开门禁。学生只需在校园卡中心进行一次注册挂失，学生

办理入住手续后无需注册直接开启相应门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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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来展望

在“互联网+”的时代，高校后勤需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实现“互

联网+高校后勤”，将我们的后勤服务、后勤管理融入到互联网中，通

过对业务的分析，将适用于数字化的业务逐步全部采用信息化系统进

行业务处理。并逐步实现不同业务系统的数据融合。在基础数据得到

采集的基础上，利用大数据分析，将可以对后勤的服务信息进行有效

分析，从而可以清晰展现后勤服务现状、服务发展趋势等，为服务水

平的提升、服务方式的转变等提供有力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