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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命周期绩效评价视角下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内控管理
优化研究

卿　青

（广西财经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随着新颁布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将行

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提升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高度，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优化管理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即在预

算管理大框架下，将行政单位资产管理置于“全生命周期”下，

与绩效评价、内控体系建设深度整合，本文以西部某省直 P 行政

单位为案例研究对象，通过资产管理现状简要梳理及问题分析，

提出了“构建资产的‘全生命周期’的内循环管理”“探索构建‘资

产管理’‘绩效评价’‘内部控制’的外循环管理模式”以及提

升资产管理信息化智能水平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行政单位资产管理；全生命周期；绩效评价；内部

控制

本文以西部某省直政法部门（下称 P 行政单位）内设财务处

资产管理科为调研视角与载体，以行政单位资产管理的重要性，

特别是优化行政单位资产管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起点，探讨资产

管理中的一些现实问题，诸如科室“单兵作战”，账实（证）不符、

信息化使用不充分、与绩效评价脱节、内部控制尚未实质性建立、

人为“拉长全生命周期”等，并在上述问题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

策建议。

一、P 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现状

（一）管理机构

受内设机构改革影响，P 行政单位将财务、装备、基建、固

定资产、政府采购等管理职责合并组建了 JW 保障部，统筹财、资、

建、购的管理，除资产管理外，还具体负责 P 行政单位的财政预

算经费收支管理，内控建设、绩效评价、政府采购、装备管理、

基建等工作。

（二）资产现状

P 行政单位国有资产以固定资产为主，占比较大。其中，固

定资产范围包括使用期限长至少大于一年，单位价值超过 1000 元

（其中：专用设备单位价值在 1500 元以上），并且在使用过程中

基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产，分类同样按国家标准分为房屋及

构筑物，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文物和陈列品，图书、档案，家具、

用具、装具及动植物。

据统计，P 行政单位共有固定资产存量几千件，价值十几亿元，

上述固定资产已全部纳入信息化管理，在管理系统中均有各自的

身份信息，并打印出带有条形码的标签粘贴到对应的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在具体使用中，基本明确到了“各内设机构 - 具体

使用人员”，如为内设机构共同使用的，也基本明确到了内设机

构负责人。

P 行政单位内设机构及下属单位较多，部分内设机构及下属

单位拥有独立办公区，相对应的国有资产也就分布在不同办公区。

（三）管理方式

1. 管理体制。在 P 行政单位，资产管理作为 JW 保障部的职

责之一，在该部内实行“部 - 处 - 科”三级管理体制，其中，JW

保障部下设（不仅）有财务处，财务处下设（不仅）有资产管理科；

在 P 行政单位内，实行“JW 保障部 - 资产使用机构”两层管理架构。

2. 管理手段。P 行政单位固定资产已全部纳入信息化管理，

在日常管理中，信息化管理的同时，人工管理必不可少，主要包

括配置审核、验货入账、组织领用、现场核对、处置审批以及系

统内容修改等。

3. 管理制度。目前 P 行政单位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制度基本

涉及资产的全生命周期的各环节，且内控体系建设的六大方面，

国有资产管理也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

二、P 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资产管理“单兵作战”现象存在

虽然 P 行政单位统筹了财、资、建、购的管理职责组建了 JW

保障部，但资产管理的全生命周期各环节也还分散在该部内设的

相关处及其科，特别是该部下设的财务处资产管理科，名义上具

备资产管理全生命周期各环节的管理，但各环节的日常实质管理，

该科不仅要协调与其平级的部内相关科，还要协调比其级别高的

处级机构，如装备处、采购办、基建办等，资产管理的“单兵作战”

现象依然存在，现行的机构设置虽然统筹了相关职责，JW 保障部

权限范围内虽然提升了统筹能力，但在具体职责履行中，各相关处、

科依然各自履职，自发的协调、统筹在实际运行中依然较少。

（二）资产管理的内部控制体系尚未实质性建立

财政部早在 2012 年就印发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

行）》，在 2015 年也以指导意见的形式提出要规范和加强行政事

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P 行政单位在该省的部署下，从去年就开

展了内控体系建设，但该体系更主要是搭建了 P 行政单位内控的

框架，具体到资产管理方面，仅是出台了相关的制度，实质性的

内控体系尚未建立。

（三）资产管理的“账实（证）不符”现象比较普遍

P 行政单位需更新“账实（证）不符”的资产信息涉及 3000 多条。

由于资产的庞大，保管人员以及保管地点变更的频繁，导致信息

的更新远远延迟于资产真实的信息，不利于有效地管理资产，甚

至都不知道资产随时的“离开”。

（四）资产管理的绩效评价体系尚处空白

目前，P 行政单位所在省尚未建立针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管理的绩效评价体系，也没有该省直单位进行试点探索。根据查询，

山东省本级及所辖市本级，基本建立了本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管理绩效评价暂行办法，通过设置定性和定量指标评价行政事业

性资产制度建设、管理机构设置、资产配置、资产使用、资产存

量盘活、资产处置、信息化建设等内容，并明确考评办法及考评

结果应用。P 行政单位有预算绩效评价，但对于占资产大头的固

定资产却没有单独的绩效评价，容易导致重视购买，轻视后续的

管理和使用。

（五）资产管理“历史问题”较多

在 P 行政单位中，一些固定资产，小到计算机等电子设备，

大到公务用车等，都不同程度有“历史问题”，或长时间没登记入账，

或处置文件批复后实物资产仍在使用或实物长时间未实际处置，

或资产登记卡片上标注的使用人与实际使用人长期不符，等等，

不仅产生“账实不符”的不规范现象，更人为延长资产“生命周期”，

不利于推行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大了资产管理的成本费用，

更影响了资产实际价值的真实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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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资产管理信息化系统使用仍不充分

P 行政单位资产管理系统运行已有多年，全部固定资产也已纳

入系统管理，资产管理部门、资产使用人员以及单位相关分管领导

在系统中也都拥有相应的使用权限，等等。但仍存有一些系统使用

仍不充分的问题，如，资产信息的更新仍需资产管理部门工作人员

逐一更新，而资产使用人员不需要任何操作，给资产管理部门带来

较大烦冗工作量；资产相关审批工作完全是纯人工操作，尚未开发

线上审批功能模块，与真正的信息化仍有较大差距。资产管理的依

靠人工和部分信息化，不足以充分适当了解资产随时，随地，随人

的变更。如果加入定位资产的芯片可能会对资产的清查和管理带来

帮助，这也可能是 P 行政单位未来管理固定资产的方向。

三、P 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问题分析

（一）管理机构层级低、专职人员少

据了解，P 行政单位在内设机构改革前，资产管理机构是一

个内设处，即“P 行政单位 - 资产处”两级管理体制，而机构改革后，

管理体制变成了“P 行政单位 -JW 保障部 - 财务处 - 资产管理科”

四级管理体制，不仅管理层次增加，管理机构的级别也降低了，

加大了其与其他较高级别的相关内设机构的沟通难度，且该科的

专职管理人员仅有 3 人，平均每人要对上万件固定资产进行日常

管理，工作量巨大，最近几年也没有进过新人，特别是这 3 位专

职管理人员的身份性质也不一样，即体现在薪资及福利待遇上也

呈现梯次差别，以及学历和业务水平的差距，也影响了专职管理

人员的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P 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

作的深入推进和效率的提升。

（二）资产管理仍未得到重视

一是单位领导层面不重视，主要体现在单位决策会议较少专

题听取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汇报，将资产管理与资金管理混为

一谈，更少有针对资产管理的专门绩效评价意识和理念；二是资

产管理人员层面不重视，主要体现在每个部门虽然都有资产联络

员，可是他们只是辅助人员，是联系财务处资产科与各科室的人员，

他们工作的执行是按照资产科的指示，但是资产出现的问题没有

及时与资产科沟通，导致资产管理的脱节；三是资产使用人员层

面不重视，资产使用人更多的关注上报的需求资产是否购置了、

使用时是否使用得符合预期、需要维修时全部丢给资产管理部门

等，而资产的全生命周期的其他环节的管理都是资产管理部门的

职责，这也加重了资产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工作量。

（三）“重购置”“轻使用、轻处置、轻做账”思想仍有

之所以仍有这样的思想，根源就在于，上至单位领导，下至资

产管理部门专职管理人员及资产使用人，尚未树立资产管理的“全

生命周期”理念。“全生命周期理念”理念要求从资产需求提出环

节到资产实物实际处置并销账的全过程所有环节，要置于预算管理

框架下，除按照资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外，还要深入融入绩效评价

并置于内控体系建设。上述思想产生的根源，就在于“全生命周期”

理念的缺失，只注重其中某个环节的管理，而忽视了资产也是有“生

命”的，对其管理也是有一个完整的周期的，所以说，无论是在预

算管理、内控体系框架下也好，还是融入绩效评价，“全生命周期”

理念的树立是基础性的，也是资产管理优化的变革性理念。

四、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优化研究对策建议

（一）构建资产的“全生命周期”的内循环管理

首先，要树立“全生命周期”的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理念，

分三个层次，依次是单位领导层面、内设的资产管理机构以及资

产具体使用人员，一方面，加大“全生命周期”理念宣传力度，

特别是单位领导和内设的资产管理机构具体管理人员；另一方面，

加强对这三个层次人员的培训力度，既有综合业务培训的专题课

程，也要有专门针对性的专题培训。

其次，在树立理念的同时，逐步构建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全生

命周期”的内循环管理模式。如下图所示，所谓“内循环”，即某

件或某类固定资产从资产需求提出环节到资产实物实际处置并销账

的全过程所有环节以及对新的同类资产再次提出需求到资产实物实

际处置并销账的全过程所有环节的循环往复，均应在单位内设的资

产管理机构的实际可控或可协调，甚至可统筹范围内，至少确保单

位内设的资产管理机构实现资产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第三，完善资产的“全生命周期”的内循环管理制度并信息化，

即在现有制度基础上进行整合，从资产需求的审核，到资产实物实

际处置并销账的操作规程，形成一整套的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

操作规程，并将整套的操作规程以信息化的形式开发成管理系统。

（二）探索构建“资产管理”“绩效评价”“内部控制”的

外循环管理模式

在构建资产的“全生命周期”的内循环管理的同时，还要探

索构建“资产管理”“绩效评价”“内部控制”的外循环管理模

式，如下图所示，所谓“外循环”，即在坚持资产“全生命周期”

内循环管理基础上，在预算管理的大框架下，将资产管理与绩效

评价及内控体系建设深度融合，形成预算管理大框架下的各模块

循环式融合。

首先，参照相关省市做法，尽快制定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

理绩效评价办法，构建符合本地区各部门实际情况的评价指标体

系及评价结果应用。

其次，推动资产管理在单位内控体系建设中更加可操作性，

逐渐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模块的实质性内控体系。构建以资产“全

生命周期”为主线，各环节风险点防控为主干以及信息化系统为

载体资产管理内控体系模块。

第三，完善“资产管理”“绩效评价”“内部控制”的外循

环管理制度并信息化，即在现有制度基础上，突出制度间的联系、

融合与制约，并能以信息化的形式体现在管理系统的各操作员端。

（三）提升资产管理信息化智能水平

建议在今后的资产管理信息化系统的深度开发中，提升如下

功能体验，一是适当下放资产管理权限，让资产管理机构有更多

的时间整合资源、完善制度、规范做账、及时处置，诸如资产使

用信息更新的操作，可以下放至资产使用人端口操作，通过上传

相应佐证材料供资产管理机构备案抽查；二是通过技术创新增加

资产标签定位功能，即在资产验收、入账后由具体使用人领用时，

给资产标签增加定位功能，防止资产未经批准变更其他办公场所

的使用人，也便于资产管理部门及时、准确的定位资产现场复核

的具体场所；三是开发单位内部的线上审核功能，既有利于各内

设业务机构有更多时间专注于业务工作，也有利于资产管理机构

的便捷、高效的开展对资产的“全生命周期”以及日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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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NE555 的断线报警电路实验案例设计
张　俭　张春明

（武警工程大学密码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 710086）

摘要：555 定时器是一种单片多用途的集成电路，是《电子

技术基础》的重点内容，它将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的功能巧妙地

结合在一起，成本低，性能可靠，结合少量外围电路即可构成各

种功能电路，在电子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实验案例基于 NE555，

采用“线上导学 + 课堂讲练”的教学设计，并给出电路的设计、

仿真与实现。

关键词：NE555；断线报警电路；案例设计

《电子技术基础》是电气、自动化、电子信息等相关专业的

专业背景课程，既包含理论讲授也涵盖一定的实验教学。电子技

术实验具有很强的工程实践性，但传统实验课程多以教学大纲中

验证性实验为主，实验过程多为理论知识的验证，设计性实验较少，

学生上课积极性不高。以应用广泛的 555 定时器为主要原理电路，

基于“线上导学 + 课堂讲练”进行实验教学案例设计，对提高学

生实验技能、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及创新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一、实验案例定位及任务

（一）实验案例定位

实验案例的理论背景知识是 555 定时器，选自高等学校电子

信息类“十三五”规划教材《电子技术基础》第十三章（李效芳主编），

是《电子技术基础》课程的重要内容。该实验案例是设计性实验，

采用“线上导学 + 课堂讲练”的教学设计，以任务驱动教学，在

实验过程中以学生为中心，充分设计课前、课中、课后环节，实

验案例既适合课堂教学，又带有一定的设计性和工程性。

（二）实验设计任务

本案例的任务为用 NE555 芯片设计断线报警器。断线报警器

在实际生活中有较为广泛的应用，如展会、仓库等场所的防盗，

可在探测线被人为剪断或拉断时鸣笛报警。为使任务具有延拓性

和阶梯性，又不乏趣味性，具体内容设计如表 1 所示。

实验中可以用细铜丝或者导线当作“警戒线”，接通电源，

当人为碰断“警戒线”，即会有报警声；当有多处“警戒线”同

时监测不同位置时，可以通过声音辨别不同位置的警情。在实验

过程中，总结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理清知识脉络，使学生从

该实验项目中体会一定的工程性。

表 1 实验案例任务表

任务层次 任务 具体要求

基础任务
用 NE555 芯 片 构

成单路断线报警器

（1）设置一处“警戒线”，一旦“警

戒线”断掉，扬声器发出报警声。

（2）分析实验原理，总结问题及

解决方法。

扩展任务
用 NE555 芯 片 构

成多路断线报警器

（1）设置多处“警戒线”，即同

时检测多个不同位置，只要有一处

“警戒线”断掉，即发出报警声。

（2）不同位置的报警声音高不同，

以区别是何处发出的警情。

（3）分析实验原理，总结问题及

解决方法。

二、基于 NE555 的多路断线报警器电路原理

（一）多谐振荡器

多谐振荡器是一种自激振荡器，接通电源后，不需要外加触

发信号，就可以连续地、周期性地自动产生矩形脉冲。用 555 定

时器构成的多谐振荡器电路图，电源 Ucc 通过 R1、R2 对电容 C

进行周而复始地充放电，在输出端得到矩形脉冲信号。该电路在

对电容 C 充放电的过程中没有稳态，只有两个暂稳态。             

多谐振荡器具有信号发生器的功能，在学习过程中需要掌握

电路的连接方式、电路工作中的状态以及输出矩形波的周期计算

公式等知识要点。

（二）单路断线报警器设计原理

在单路断线报警器的设计中，如果将 NE555 芯片第 4 引脚接

地，会使电路处于强制复位状态，以此可以设计警戒线的位置，

即将第 4 引脚通过一根导线接地，该导线即为“警戒线”，当警

戒线被人为断开，555 集成电路即会从复位状态进入振荡状态。

此时将输出端第 3 引脚连接扬声器，选择合适的元件参数，可使

电路的振荡频率在音频区，扬声器即可发出报警声。

（三）多路断线报警器设计原理

多路断线报警器可以同时监控几处不同地方发生的“断线”

情况，并且通过不同的报警音调来加以区别。在多路断线报警电

路的设计上，通过四路“警戒线”的通断及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能，

可以非常巧妙地控制电容是否可以充电，与此同时检测四个位置

的“断线”情况。选用阻值不等的充电电阻，通过元器件参数控

制电路的振荡频率，从而控制扬声器发出不同的音调，最终达到

区分不同位置“断线”情报的目的。

三、实验案例过程设计

（一）教学设计

本实验案例的授课对象为电气、自动化、电子信息等专业大

二年级学生，他们已经学习过《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电路

分析基础》等课程，《电子技术基础》课程也已接近尾声，具有

一定的电子电路实践能力。随着课程教学的信息化，相关专业的

人才培养更应注重学生工程意识、工程素质、工程实践和创新能

力的培养，而仅仅采用传统的线下课堂已经不能满足这些需求。

本实验案例采用基于“线上导学 + 课堂讲训”的教学设计，

充分利用网上丰富的教学资源，安排学生进行课前导学及领取实

验任务，结合线下课堂讲授和实践训练，并将课程思政融入实验

过程。课堂讲训以学生为主体，采用情境法、任务驱动、引导启发、

示范操作等方法开展教学。实验任务选择 555 定时器构成的多谐

振荡器电路为基础电路，将其应用到学生感兴趣的场景中，学以

致用，并按照难易程度分层，任务一是基础功能，要求必须完成，

任务二是拔高作业，可做加分选项。实验操作先通过 Multisim 软

件进行仿真设计，再选择面包板进行实物搭建，省焊接，容易操作。

电子技术实验思政元素较多，围绕“知识、能力和素养”这三层

教学目标，通过“交流、合作、实践”等方式润物无声地将“育人”

融入到教学过程中，逐渐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二）实施进程

本实验案例从任务布置到最后成果验收，是一个相对完整的

实践过程，需要经历理论知识学习、领取任务及任务需求分析、

电路方案设计、电路搭建、现场调试、评价与总结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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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环节，线上导学，任务驱动。教师推荐线上学习资源，

学生线上预习相关理论知识。实验任务通过和生活实际联系紧密

的电影情节视频或图片等引入，使学生对任务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和认识，激发学生兴趣。学生领取任务并进行简单的需求分析，

思考设计单路断线报警器。

第二环节，引导反馈，完成基础任务。教师围绕教学目标对

于学生的预习情况进行引导和反馈，根据学生预习情况简单回顾

实验原理、元件参数选择及注意事项，采用思维导图形式给出，

并对任务一中学生设计的电路进行反馈与指导。学生对自己预习

的内容进行查漏补缺，完善自己的电路设计，自主完成单路断线

报警器的仿真验证、搭建与测试。学生在搭建电路的同时，即可

进行电路的测试与排故，在调试过程中，注意对所遇到的问题及

解决方法进行记录，教师在此期间注意指导、评价及课程思政。

第三环节，打牢基础，任务升级。在任务一的基础上，完成

多路辩位断线报警器的电路设计、仿真验证、搭建与测试。学生

需要注意的是，任务要求能够区分是哪个位置的警戒线被断开。

教师在整个任务实施过程中予以及时指导、答疑以及适时融入课

程思政，保障整个实验过程顺利开展，同时教师对学生实验状态

进行打分，作为考核的一项分数。

第四环节，实验总结与讲评。教师可以安排多种形式进行交流，

如小组汇报，交流发言，答辩等，组织每小组学生代表以项目演

讲或答辩的形式进行交流，了解常见问题及其解决方法，拓宽知

识面。教师根据实验课完成情况对此次实验任务进行知识总结、

技能总结。

第五环节是：教学反思，并持续改进。教师针对教学效果及

教学环节中出现的问题及时作出总结及反思，引导学生课后思考

是否可有其他方法实现。学生在课后完成实验报告册。

（三）基于 Multisim 的仿真验证

学生对于电路的设计采用 Multisim 软件仿真完成。在电子技

术实验课中引入 Multisim 软件仿真是十分必要的。软件仿真可以

弥补传统实验室仪器有限、实验空间限制的弊端，提高实验效率，

又可以降低学生因为误操作而导致的设备损坏，易于观察实验现

象和分析问题。依据实验原理，单路断线报警器实验仿真如图 2

所示，“警戒线”通过开关 J1 将第 4 引脚接地，当断开开关 J1，

电路进入震荡工作状态，蜂鸣器即发出报警声。多路断线报警器

实验仿真如图 3 所示，电路中设计了四处“警戒线”，即 J1~J4，

当开关闭合，二极管 D1~D4 均处于截止状态，电容 C1 无法通过

R1、R2、R3、R4 进行充电。当某一处开关打开，将导致该路二

极管导通，电路进入震荡工作状态，蜂鸣器即发出报警声。由于

R1~R4 的阻值不同，而 C1 的放电电阻相同，所以蜂鸣器发出的报

警声音调不同。

图 2 多路断线报警器仿真电路

（四）考核要求与方法

实验教学评价是实验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如何有效地进

行教学评价及考核，对提升人才质量及教学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对于电子技术基础实验的考核，不应只以最终结果作为考核，

应充分考虑实验全过程，包括课前预习情况，课中实践过程以及

课后的总结和报告，采取形成性评价形式更注重学生对知识的掌

握和能力发展的需要。本次实验案例设计课前预习情况按 10% 的

比例计入考核成绩；实验过程和实物验收按照 70% 的比例计入成

绩，实验报告以 20% 的比例计入成绩。其中，实验过程和实物验收，

主要从设计验收、实验质量、自主独立等方面衡量。实验报告要

求规范和完整，能够反映实验需求分析、实验器材、电路设计与

参数选择、电路测试、实验数据记录及实验总结等。

四、小结

《电子技术基础》实验课程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基础实验课，

随着电子技术的快速发展，电子技术也被越来越多的学生所喜爱。

本实验案例既是教材重点实验内容，又区别于以往验证性基础实

验。从设计层次上看，分为基础功能和扩展功能，增强了可设计

性、延拓性和实用性，具有一定工程思想。从实践操作方面看，

Multisim 仿真和面包板实物搭建，易操作，安全性高。从课程思政

方面看，思政元素丰富，易于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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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区域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李　涛

（西安财经大学，陕西 西安 710100）

摘要：本文基于创新能力的内涵和形成机理，从创新体系的

视角构建了区域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方法，

对全国 31 省市进行分析评价，揭示陕西省区域创新能力的发展水

平情况。

关键词：区域创新能力；因子分析；评价

随着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推进，国家

之间、区域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并日益表现为以创新能力为核

心的综合国力的充分竞争。2001 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我国首次提出建设国家创

新体系，并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2016 年）中指出，

我国将于 2020 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由于历史、资

源、环境、制度、管理等因素的不同，导致不同区域创新能力水

平差异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因此，从不同维度分析我国不同区域

创新能力的动态变化特征，分析其形成差异的原因，找出不同区

域提升创新能力的路径与方法，对有效破解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

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区域创新能力的指标体系主要分为总目标层、子系统层、和

指标层三部分。围绕区域创新能力内涵，从知识创造出发，结合

知识获取和转化的能力，围绕企业创新的核心，考虑创新环境的

影响，反映创新绩效的因素进行评价分析。评价指标体系在《西

部区域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李涛，2016）指标基

础上进行了删减和增加，共选取 23 个指标。

二、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均来自 2019 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

国高技术产业年鉴》及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全国 31 个省市行

政地区为研究对象，利用 SPSS22.0 软件进行评价分析。

三、实证分析

1. 对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进行检验，得出各变量之间呈

显著相关性。进一步采取 Bartlett 球形检验和 KMO 检验进行分析。

本文 KMO 检验值为 0.886，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2. 方差解释。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共因子 F1、F2、F3，

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了 81.163%，能较充分地解释原始数据的主

要信息。

3.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分析。第一个公因子主要表现在

X1、X2、X6、X8、X9、X10、X11、X12、X17 上具有较高载荷，

为投入能力因子 F1；第二个公因子主要表现在 X14、X15、X18、

X20、X22，为环境因子 F2；第三个公因子主要表现在 X7、X21、

X23 上具有较高载荷，为产出能力因子 F3。

表 1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1 2 3 1 2 3

X1 0.884 0.337 0.229 X13 0.929 0.212 0.176

X2 0.824 0.501 0.148 X14 0.455 0.684 -0.039

X3 0.720 0.538 0.147 X15 0.459 0.785 0.120

X4 0.390 0.830 0.093 X16 0.136 0.860 0.126

X5 0.369 0.210 0.811 X17 0.879 0.284 -0.022

X6 0.528 0.244 0.189 X18 0.088 0.933 0.107

X7 0.627 0.157 0.427 X19 0.740 0.096 0.351

X8 0.943 0.044 0.242 X20 -0.107 0.871 0.173

X9 0.936 0.150 0.200 X21 0.397 0.320 0.721

X10 0.734 -0.082 0.202 X22 0.065 0.887 0.170

X11 0.911 0.293 0.030 X23 0.781 0.140 0.485

X12 0.820 0.073 0.242

4. 实证分析

根据成分得分系数矩阵，结合标准化后的原始指标数据，计

算出各公因子得分，并以旋转后的公因子方差贡献率为权重，经

计算得各地区创新能力的综合评价得分，结果如下：

表 2 2018 年各地区区域创新能力因子分析得分排名

地区 F1 F2 F3 F 排名

北京 -0.06671 6.74871 -1.22705 2.046873 4

天津 0.22582 1.90113 -0.85477 0.65081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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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0.71007 0.28048 -1.45296 0.311029 16

山东 3.21573 0.56067 -1.83452 1.738283 5

上海 -0.19095 3.50628 3.55753 1.476041 6

江苏 5.27739 1.08254 -1.4459 3.092387 2

浙江 3.83457 0.93564 -2.16964 2.16316 3

广东 4.85291 0.23717 3.69424 3.190339 1

福建 1.00047 0.41255 -0.65839 0.609055 8

海南 -0.94985 -0.00924 -0.12591 -0.54117 31

辽宁 0.29362 1.51781 -1.10084 0.532277 13

吉林 -0.27121 0.52538 -0.65057 -0.05315 23

黑龙江 -0.195 0.92626 -1.20234 0.055671 19

山西 -0.38128 0.93609 -0.74648 0.010509 20

安徽 1.08696 0.42899 -1.3619 0.578495 11

河南 1.29566 0.1119 -1.41233 0.582694 10

湖北 0.79792 0.87495 -1.17828 0.588453 9

湖南 0.98011 0.37879 -1.33184 0.506635 14

江西 0.15623 0.15397 -0.38065 0.091664 18

内蒙古 -0.22401 0.58973 -1.03295 -0.05135 22

广西 0.0596 0.10551 -0.95668 -0.04604 21

重庆 -0.0225 0.6815 0.65492 0.290597 17

四川 0.70639 1.00214 -1.19476 0.5781 12

贵州 -0.21644 0.27949 -0.75855 -0.11705 25

云南 -0.16814 0.42126 -0.92746 -0.06369 24

西藏 -0.96863 0.7643 -0.44818 -0.33428 30

陕西 0.2147 1.12785 -1.11303 0.358535 15

甘肃 -0.58494 0.81882 -0.7915 -0.14575 26

青海 -0.75902 0.59477 -0.64172 -0.29784 29

宁夏 -0.69945 0.65274 -0.55552 -0.23564 28

新疆 -0.41149 0.63549 -1.08784 -0.14601 27

根据表 2 可以发现，我国区域创新能力整体水平特征表现为

由东向西依次递减，陕西省整体水平偏低，陕西省区域创新能力

综合得分 0.358535，居于全国第 15 位，从西部地区来看，陕西省

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仅次于四川，位列西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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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政育人工作创新研究
沈智祥

（湖南科技大学，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育人工作一直都是高校思政教育的核心内容，关乎到

学生的成长发展。尤其是在如今的大时代背景下，育人工作已经

成为了社会关注的重点，培养出品学兼优的人才才是教育的核心

目标。因此，高校思政教育应该思考如何进行育人工作的创新，

能够符合时代对于人才的要求，制定出合适的育人工作策略，帮

助更多的高校学生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思想，为其今后

的成长，也为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国家民族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

础。

关键词：高校思政教育；育人工作；创新

传统的高校思政教育的育人工作存在着一些不足，过于形式

化的工作开展，让学生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没有得到进步和

升华，从而影响到了学生今后的进步与发展。但是在如今的时代，

这种形式化的教学现状需要得到彻底改变，要真正实现高校思政

教育育人工作的改革创新，让所有的高校学生都可以通过育人工

作，合理抒发自身不良情绪、建立正确价值观念，从而在学习和

成长中能够秉持正确的理念，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

力量。但是在进行高校思政教育育人工作的设计创新时，应该考

虑到高校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以及时代发展的特点，从而制定出符

合高校学生需求以及符合时代发展的相关工作策略，才能够在实

际教学中实现育人工作，让学生们建立起正确的思想意识和价值

观念，成为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一、当下高校思政教育育人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专业师资队伍

教师是开展教育的关键和引导者，没有专业的教师，那么学

生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便会缺乏有效的引导，影响到教育质量的提

升。在当下的高校思政教育育人工作当中，专业教师人才的缺乏

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关键。很多高校缺乏思政育人方面的专业人

才，而且还有一部分思政教师的思维古板、观念陈旧，所在在开

展育人工作时影响到了育人工作质量的提升。甚至有一些高校管

理者，为了能够开展育人工作，安排一些不具备专业教学能力的

教师开展教学，限制于观念以及能力的不足，也导致这些高校思

政育人工作的开展陷入困境。基于此，缺乏专业的师资队伍便是

当下高校思政教育育人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影响着学生今

后的成长与发展。

（二）课程内容不合理

很多高校在开展思政教育时，更注重专业知识的教学，反而

对于育人理念的渗透不够重视。因此在进行实际教学的过程中。

很多的学生都仅仅是在接受学习相应的思政知识，自身的道德品

质和价值观念没有得到有效的培养与建立，这也就导致高校思政

教育育人工作的开展成为了一种形式化的产物，起不到相应的作

用。因此，课程内容的设置不合理，让高校思政育人工作的开展

受到了阻碍，无法发挥出育人工作的真实效用。

（三）学生学习兴趣低下

很多高校学生在进行思政课程学习时，表现出了学习兴趣低

下的情况。这种情况让思政教育育人工作的开展遭到了阻挠，很

多的学生甚至将思政课程当作了休息课，在课堂上睡觉、玩手机。

而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还是要因为教学模式的陈旧，很

多的高校思政教师在开展教学时，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对

于一些育人理念也仅仅是通过概念解释和简单的案例介绍，来让

学生们理解掌握。这样的情况也就导致高校思政育人教学氛围枯

燥，学生们学习兴趣低下，从而影响到了育人工作的有效开展。

基于此，高校思政教师需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们能够

对于课程内容产生兴趣，从而推动育人工作的有效开展，为学生

们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

二、高校思政育人工作的创新策略

（一）注重教师能力培训，加强专业人才招聘

想要更好地开展高校思政育人工作，首先就需要一个坚实的

教师队伍来作为基础，在开展育人工作时才能够事半功倍。针对

于当下大部分高校都缺乏专业思政教师的问题，高校管理者应该

从两个方面做出改变，来建设出一支高素质、高能力的思政师资

队伍，从而推动高校思政育人工作的开展，为高校学生的思想意

识和价值观念建立打下坚持的基础。

对内，高校管理者应该加强学校思政教师的专业能力和职业

素养，只有自身得到有效成长才能够为学生们带来好的教学。以

往很多高校对于思政教师很少开展专业培训，这就导致一些高校

思政教师的能力止步不前，不能够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在

如今的情况下，高校管理者应该改变这一现状，通过加强思政教

师能力培训，来帮助其实现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的提高，使其能

够在未来的教学中展现出更好的教学能力，推动高校思政育人工

作的有效开展。对于教师能力培训，可以通过进修以及讲座进行。

首先是进修，通过选拔优秀教师到一些思政育人工作开展比较好

的学校去进行学习，通过交流互动、实践尝试来提升其专业能力，

获得专业发展。其次是举办讲座，邀请一些优秀高校思政教师来

到学校，针对于所有的思政教师进行思政育人工作开展的相关讲

座，让教师们可以从讲座中获取经验教训，提升专业能力以及素养，

从而更好地建设处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思政教师队伍，推动高

校思政育人工作的开展。

对外，高校管理者应该加强专业思政教师的招聘，一定要提

高招聘要求。优秀录制一些知名高校思政专业毕业生、研究生等

等。其次，要提高教师福利待遇，以此来吸引一些优秀思政教师

前来应聘，在充实高校思政教师队伍的同时，提高整体专业水平，

这样可以更好地促进高校思政育人工作的开展，为学生的未来打

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对内对外双管齐下，才能够帮助高校管理者建设出一支新时

代高素质、高水平的思政教师队伍，在开展育人工作时才能够给

学生们带来更合适、更高效的教学，让学生们能够实现育人理念

的感悟、价值观念的建立，让学生们成为一个品学兼优的人才。

（二）合理调整课程内容，强调育人工作重要性

对于高校思政课程内容的调整，是促进高校思政育人工作开

展的关键点之一。在如今高校思政课程教学内容失衡的情况已经

愈发严重，教师们对于育人工作的开展变得不再重视，育人工作

成为了一项形式化的产物。显然这样的情况对于育人工作的开展

是一种极大的制约和阻碍，对于高校学生的成长会产生负面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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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基于此，高校管理者和思政教师应该针对于思政课程内容进

行适当调整，强调育人工作的重要性。

对于课程内容的调整应该是专业知识以及思想道德教育并排

而行，而不是重专业知识而轻思想道德教育。专业知识的教学虽

然重要，但是思想道德教育更不容忽视，尤其是在当下国家对于

育人工作的重视程度逐渐上升，高校管理者以及思政教师更要重

视起对于育人工作的开展。在将课时以及课程内容进行合理调整

之后，高校思政教师还应该向学生们传达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让学生们明白优秀的品德是他们在社会中体现竞争力的有效表现

之一，是他们在今后就业求职过程中最大的底气。通过育人工作

重要性的强调，让教师以及学生都能够明白开展育人工作对于自

己的影响，从而教师可以更注重对于育人工作的开展和策略的调

整。学生们也可以更专注地投入到育人知识以及思想道德观念的

学习中，推动其正确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建立，为学生今后的

发展可以打下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打开更光明的道路。

（三）设计开展育人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奉献精神

奉献精神是一种高尚的品德，培养学生奉献精神也是高校思

政育人工作当中重要的目标之一。但是对于学生奉献精神的培养，

就不能够单纯以理论教学实现，而是需要开展相应的育人实践活

动，让学生们在实践中感知并且领悟。因此，高校思政教师在进

行育人工作时，应该设计一些相关育人实践活动，让学生们在实

践当中感受到奉献精神的伟大，从而实现培养学生奉献精神的育

人工作目的。

以往很多高校思政教师对于育人实践工作的开展没有过于重

视，很少设计开展相关的育人实践活动。这也就导致育人工作停

留在理论教学阶段，对于学生正确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培养没

有太大的帮助。基于此，本人在进行高校思政育人工作时，便设

计开展了相关的育人实践活动。主要的活动内容还是以让学生当

作志愿者为主，进行一些社会公益活动，从而让学生们在活动中

感悟奉献精神，实现奉献精神的有效培养。例如本人曾经设计过

一次志愿者活动，让学生们来到老年社区来献爱心。在来到老年

社区之后，很多的学生才发现很多的老人处于疾病状态，失去了

独立生活的能力。于是他们开始帮助老人们服务。有的帮助老人

洗衣叠被，有的帮助老人打扫卫生，还有的甚至和老人聊天解闷。

通过学生们的努力，整个老年社区变得焕然一新、欢声笑语，老

年人们也变得开朗了许多。在很多老年人的感谢和挽留下，整个

志愿者活动才算是真正结束。在结束之后，很多的学生们都感触

良多。于是我便让学生们回答自己今天进行志愿者活动的感悟，

很多的学生都表示为老年人们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之后，仿

佛内心充满了成就感。听到了老人们感谢的话语之后，内心也升

起了温暖之情。在实际的活动当中，学生们感悟到了什么是奉献

精神，对于奉献精神有了更好的解读和理解，实现了高校思政育

人工作培养学生奉献精神的工作目的，推动了高校育人工作的建

设发展。

（四）开展校企合作，增强学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使命

感

高校思政育人工作的重点方向之一，便是增强学生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使命感。让学生们在未来的就业和工作中，能够明

白身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一名社会主义接班人对于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应有的使命感，在今后的工作中可以用自己的努

力，为国家的进步贡献一份属于自己的力量。而增强学生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使命感，单纯的在课堂教学中是很难实现的，还是

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

想要有效地增强学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命感，可以通过

开展校企合作来进行实现。基本上大部分的高校都有合作的企业，

通过合作来实现双方的共赢。而校企合作其实也是高校思政育人

工作开展的一个有效途径，能够让学生们在校企合作当中实现价

值思想的升华，这也是高校思政育人工作的创新途径之一。通过

校企合作，能够让学生们进入到企业中进行提前实习，感受到工

作带给自己的提升。在实习的过程中，学生们的理论知识和实践

能力可以有效地进行融合，在实际工作中能够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不仅如此，社会是一个大熔炉，对于学生们意志品质、思想意识

的培养有着很好地帮助。在竞争的工作环境中，学生们要面对很

多的压力，但是在压力的过程中，可以逐渐锻炼出学生们平和且

又良好的心态，能够有效地提升学生抗压能力以及就业竞争力。

同时在工作的过程中，学生们也可以明白自己的人生价值，明白

自己为什么而工作、自己的工作能够为这个社会、为国家带来什

么影响。最终能够得到增强学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热情，推动

高校思政育人工作的有效开展。

（五）建立育人档案，引导学生形成正确价值观念

高校思政教师不能够一味地主导学生建立价值观念，而是引

导学生们去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这样才能够让学生们真正有效

地明白，什么行为是有价值的、什么行为是错误的，对于学生今

后的成长就业以及高效思政育人工作的开展都可以起到很好地效

用。

高校思政教师可以通过建立育人档案的方式来引导学生们形

成正确价值观年。育人档案与诚信档案不同，它主要是记录学生

们在学习生活中做的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通过对于这些

事情的记录，让学生们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情有价值、有意义，从

而帮助学生形成正确价值观念。当然育人档案应该与学生今后的

求职就业有关，对于一些优秀的企业，学校可以提前将学生的育

人档案进行发送，从而更好地帮助企业了解学生们的品行，提升

学生们的就业竞争力。这样的方式可以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和

引导学生们的行为方式。让学生们意识到做好事、做有意义的事

情是有回报的，从而更好地帮助学生形成正确价值观念。其实育

人档案的建立就是为学生们树立一个个优秀的道德榜样，让其他

的学生们以这些学生为榜样，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为国家、

为社会做出贡献。因此，建立育人档案对于高校思政育人工作的

开展起到了很好地促进作用，也是一次育人工作的创新。对于高

校学生今后的学习成长可以起到很好地促进作用。

总而言之，高校思政育人工作对于学生的成长具有着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但是想要打破传统育人工作模式的限制，还需要

高职思政教师从问题本身出发，针对于传统育人工作的问题来制

定出针对性的解决策略，创新高校思政育人工作策略，让更多的

高校学生可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从而为学生们今

后的成长就业打下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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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图像特征的汽车牌照定位和字符分割算法研究
廉心阳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摘要：自二十一世纪以来，汽车已经成为国民代步的重要交

通工具，为了寻求高效的汽车管理方式，车牌识别系统研发成为

当前热门研究之一。车牌识别系统已经被运用在多种场合，比如

停车场自动收费，高速公路不停车缴费、车辆出入管理等。

本文设计了一种用于汽车牌照识别的系统。该系统基于

MATLAB 软件平台，在设计上总共有四个部分，包括图像预处理、

车牌定位、字符分割以及字符识别。该系统具有车牌定位和车牌

字符分割功能，能够在车牌与车身对比度较低的情况下定位车牌

位置并进行字符分割。该系统都能够识别出普通车辆蓝底白字车

牌和新能源汽车绿底黑字车牌的号码。

关键词  MATL；车牌识别系统；字符分割；模板匹配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建设成果显著，因此汽车的

保有量逐年增加，以车代步已然成为当今时代人们的重要出行方

式。伴随着车辆数量的快速增加，相对应的道路建设，停车场应

用设施也越来越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智能交通系统的研究

逐渐成为热门。ITS 的发展成为未来交通的主流趋势，通过高端科

技手段规划交通已经在国内形成一种潮流。

而汽车牌照识别技术是智能交通系统的重要分支。其基本

作用是利用计算机技术分析交通车辆图像的信息，自主分析车辆

的车牌信息并输出号码，从而进行智能管理。车牌识别系统在实

际生活中较为常见，包括高速路口电子缴费（ETC），停车场等

场所自动化监控出入车辆，交通管理上违法抓拍等领域。其中，

ETC 和停车场自动化的迅速发展都直接得益于 LPR 的出现。这使

得交通智能化在技术层面得到了实践检验。因此，对这一领域的

深入研究是现实需求，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总体方案设计

汽车牌照识别系统分为图像的获取与传输和算法处理两个

部分。在图像的获取与传输部分，通过数码相机等摄影拍照设备

对汽车牌照进行拍摄并上传 MATLAB 平台。算法处理是指基于

MATLAB 软件平台对上传的汽车牌照图像进行图像预处理、汽车

牌照定位、分割字符与识别字符的一系列操作，最终将识别内容

存储并输出在计算机显示器上。在本文中，汽车牌照识别技术主

要依赖软件处理，其决定整个系统的精确度与准确性以及识别是

否及时，这对软件部分的算法要求较高。汽车牌照识别系统的基

本框架如图所示。

图 1 汽车牌照识别系统软件总体方案设计框图

（一）图像灰度化

在图像中存在数量巨大的颜色信号。每个像素点颜色都包含

R、G、B 三个不相同的分量。因此其占用很大的存储空间。相比

较之下，灰度图像只有 256 个灰度值，最小灰度值为 0，表示黑色，

最大灰度值为 255，表示白色，中间值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灰色，

灰度大小在 0 到 255 之间。只需要对其亮度信息进行分析，大大

降低计算机的计算量，只有原始彩色图像的 1/3。因此将原始 RGB

图像处理成灰度图是整个工作的第一步。

本文采用的是加权平均法进行处理，在算法程序的体现上是

调用 MATLAB 自带函数库里的“rgb2gray（）”命令语句，得到

比较理想的灰度效果图。

（二）图像增强

在进行图像灰度化处理后，因为曝光效果或是在软件处理灰度

图的时候效果不佳，导致对比度不够，目标区域与背景区域亮度区

分不大，难以继续后续工作。因此，图像增强处理显得尤为重要。

在本文研究中，将采用线性单值函数，使像素点的扩展呈线性，并

在提高画质观感的同时，也方便计算机软件后续的处理工作。

通过对直方图的分布分析，确定需要变换的范围，在此范围

中灰度级将会被均匀分配。绝大多数像素点位于 15 到 165 灰度值

之间，这意味着研究对象最有可能存在于该区间内，因此将这一

范围标记为目标区域。

图 2 图像增强前后对比以及直方图

因为像素点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灰度值为 15 到 165 之间，所以

对两个范围取值分别为 [15，165] 和 [0，255]，其目的是将原始灰

度图像中的目标范围 [15，165]，经过线性灰度变换为 [0，255]，

这对原始灰度图像的灰度层次感有着较好的提升。

具体应用公式如下：

0 ( , ) 15
255( , ) [ ( , ) 15] 15 ( , ) 165
150

( , ) 150255

f x y
g x y f x y f x y

f x y

 <= − ≤ <
 ≥

通过公式可以看出，在做线性灰度变换的过程中，不得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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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一些灰度级，造成图像信息的一些缺失，但是过滤掉的像素灰

度不影响目标提取，图像质量确实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对接下

里的研究工作起积极意义。

（三）图像二值化

在上文介绍中，灰度图像一共有 256 个灰度值，每一个灰度值

都代表不同的亮度等级，能够显示出比较明显的明暗度。在本文研

究中，设目标区域像素的值是 1，非目标区域像素的值是 0。因为只

存在两个灰度值进行区分，所以可以将这样的图像叫作二值化图像。

对于二值图像的处理一般使用阈值分割法。阈值分割技术是

一种比较理想的将灰度图像处理为二值图像的手段。阈值分割技

术的重点和难点在于设置一个合适的数值，将这个数值作为阈值

对像素进行筛选。将灰度值大于该阈值的像素处理为目标对象，

将灰度值小于该阈值的像素处理为背景。因此目标对象的取值为 1，

背景区域的取值对象为 0。使用这种方法，一般有两种方式进行

二值化处理，分别是全局阈值法和局部阈值法。后者的处理方式

是把初始灰度图像被分解成为多个很小的像素块，同时在其中设

置合适的阈值。经过该值的筛选后，彼此相接的像素块的连接处

会有灰度级不连贯的现象产生。对于这种情况，可以采用平滑处理，

从而达到对过渡区域进行修饰的目的。

本文所采用的是第二种方法，该方法的核心问题是阈值问题，

全局阈值分割中选择合适的阈值是算法能够成功得出期望结果的

重点。在选取阈值的时候首先考虑到 Otsu 法，这是一种常用选取

阈值的方法，又叫类间方差阈值法。该方法的核心思路是设置一

个固定值 t，把灰度图像中的像素按照灰度值的大小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大于等于 t 值，另一类小于 t 值，这两类中前者是目标类，

后者是背景类。让目标类和背景类的方差最大化，就具备了最大

的分离性。此时的 t 即为阈值。这种方法的研究得益于最小二乘法，

对其进一步推理得出固定阈值在 250 比使用 Otsu 自动计算阈值得

到的白色干扰块更小，这对接下来的车牌定位工作有极大的帮助。

（四）边缘检测

Roberts 算子检测边缘的方法是将灰度图像的部分使用差分运

算，采取 2*2 的矩阵对相邻的四个像素点灰度级上的差值找到最

接近的梯度值。它的模型设计简单，是两个数值只有 0 和正负 1

组成的矩阵，将它们当作为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计算模型，运算

较为简单。Roberts 容易收到噪声的干扰，但从实际检测效果来看，

这是一种较为方便的，灵敏度高的，反应速度快的，检测效果较

好的算子。运算结果如图所示。

Roberts 的卷积核为： 0 1 1 0
1 0 0 1

−   
   −   

三、测试结果

本文研究在自然环境光照下对四种车身颜色车做车牌定位和

字符识别。

首先分析黑色车身的车牌定位和字符分割结果，测试结果如

图所示。

图 4 黑车身车牌定位算法结果图

图 5 黑色车身字符分割算法结果图

从两幅图中不难看出，对于黑色车身的车牌定位和字符分割，

本算法能够顺利地完成工作，并达到预期理想结果。

接着分析褐色车身的车牌定位和字符分割结果，测试结果如

图所示。

图 6 褐色车牌定位算法结果图

图 7 褐色字符分割结果图

接下来对白色车身的车牌图像处理结果进行分析，测试结果

如图所示。

图 8 白身车牌定位算法结果图

图 9 白色字符分割结果图

从识别结果图来看，识别效果较差，这可能是多因素的，包

括但不限于光照、拍摄角度、车身颜色等。七个字符识别正确识

别出两个，正确率仅有 28.6%。这也反向说明本算法对车牌位置

矫正能力不够，应设计合理方案对畸形车牌或者特殊角度车牌进

行矫正处理。这也作为后续研究工作者研究的方向之一。

经上述车牌识别系统的测试结果显示，在大多数情况下，本

算法可以对车辆图像进行正确的车牌定位和字符分割。尤其是在

天气状况良好，自然光线适中的情况下，本系统识别准确率更高。

但本系统的畸形矫正工作不足，对于非正常角度拍摄的车辆图像

来说，本系统识别能力将大大减弱。

五、结语

本论文结合过去研究人员提出的汽车牌照识别技术，基于图

像特征利用形态学图像处理手段对车辆图像做预处理工作。利用

投影法定位车牌位置，最终通过建立标准字符库完成字符识别工

作。

但在实际生活中，车牌并非全部清晰可见，可能存在车牌污

损现象，这对模板匹配识别带来极大困难，寻找更好的字符识别

方式也可以作为以后的研究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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