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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时代下高校智慧后勤一体化解决方案的探索

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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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全面讨论了高校智慧后勤管理的重要性，并以具体实施案例为例，展示了通过全场景、移动化、数据化的手段，如何建设和

升级智慧后勤管理系统。这些案例包括了智慧“一卡通”平台、智能门禁系统、智慧食堂等。通过集成统一的物联网平台，高校能够运用

数字孪生等尖端技术来精确构建和细致描述智慧后勤的管理流程和关键要素。这些措施不仅为师生提供了更智能化的服务，提升了学校整

体形象，同时也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了管理服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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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后勤服务是高校发展的重要支撑，其服务质量直接影响着

师生的学习和生活质量。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高校后勤服务也

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传统的高校后勤服务模式存在着效率低下、

服务不及时、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难以满足师生日益个性化、多样

化的需求。例如，传统的食堂管理模式存在着排队时间长、菜品选

择少等问题，传统的宿舍管理模式存在着安全隐患多、管理效率低

等问题。其二是传统的高校后勤管理模式依赖于人工操作，存在着

效率低下、成本高昂等问题。例如，传统的资产管理模式存在着资

产盘点困难、流失严重等问题，传统的维修管理模式存在着报修响

应慢、维修效率低等问题[1]。为应对这些挑战，高校智慧后勤服务体

系应运而生。 

智慧后勤服务体系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高校后勤服务进行

全方位、智能化的管理和服务。它可以有效地解决传统后勤服务模

式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升服务质量和管理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提

升学校形象。目前，各大高校也对应建立了信息化的后勤服务体系，

如浙江大学以“互联网+”为理念，以“一卡通”为平台，整合了多

项服务，为师生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但智慧后勤服务体系不仅

如此，更应该以信息化技术为基础，以数据驱动为核心，以智慧服

务为目标，将高校后勤服务的各个环节进行全方位、智能化的整合
[2]。建立一套可迁移可定制的智慧后勤一体化解决方案需要涉及到许

多关键的技术，如物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等。 

2 关键技术 

在本章我们将详细的介绍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关键技术在智慧后勤一体化解决方案中的应用。 

2.1 物联网技术 

物联网技术是实现智慧后勤的关键基础。通过在校园内部署各

种物联网传感器，可以实时采集人员、设备、环境等数据，为智慧

后勤服务提供数据支撑。物联网技术在智慧后勤一体化解决方案中

的应用主要包括： 

（1）人员管理： 

通过部署人脸识别、门禁系统等，可以实现人员的出入管理、

身份识别、考勤管理等功能。例如，在校园门口、宿舍楼、食堂等

场所安装人脸识别系统，可以对人员进出进行管控，提高校园安全。

在图书馆、实验室等场所安装门禁系统，可以对人员出入进行管理，

保障场所安全。 

（2）设备管理： 

通过部署传感器、RFID 标签等，可以实现设备的运行状态监测、

故障诊断、维修管理等功能。例如，在食堂、宿舍等场所安装温湿

度传感器，可以监测环境温湿度，确保环境舒适。在教学楼、实验

室等场所安装设备运行状态监测系统，可以实时监测设备运行状况，

及时发现故障并进行处理。 

2.2 云计算技术 

云计算技术可以提供强大的数据存储和计算能力，可以有效地

解决传统后勤管理模式中数据孤岛、计算能力不足等问题。云计算

技术在智慧后勤一体化解决方案中的应用主要包括： 

（1）数据存储： 

将高校后勤服务产生的各类数据存储在云平台，实现数据集中

化管理和共享。例如，将食堂消费数据、宿舍水电数据、设备维修

数据等存储在云平台，可以为数据分析提供基础。 

（2）数据计算： 

利用云平台的强大计算能力，对采集的各种数据进行分析和处

理，为决策提供支撑。例如，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可以分析师生

的消费习惯，优化食堂菜品供应。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分析设

备运行状况，预测设备故障，提前进行维护。 

（3）应用服务： 

将智慧后勤服务系统部署在云平台，为师生提供便捷的移动服

务。例如，开发移动端应用，为师生提供校园卡、水电缴费、报修、

预约等服务。开通微信公众号，为师生提供信息发布、互动交流等

服务。 

2.3 大数据技术 

大数据技术可以对采集的各种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为高校后

勤管理提供决策支持。大数据技术在智慧后勤一体化解决方案中的

应用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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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分析： 

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可以分析师生的消费习惯、设备的使用

情况、环境的变化趋势等，为后勤管理提供决策依据。例如，分析

师生的消费数据，可以了解师生对食堂菜品的满意度，改进食堂服

务。分析设备使用情况，可以优化设备采购和维护计划，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 

3 实证分析 

以某高校为例，其建设起一套智慧后勤服务体系，包含一个核

心、一支队伍、三个平台[3]。该高校成功地整合了分散的服务资源，

并打通了后勤各服务系统之间的数据壁垒[4]。通过这种整合，后勤部

门现能跨系统共享信息资源，优化资源配置。这不仅提升了后勤服

务的效率和生态质量，还延伸并加固了服务与支持链条，无视时间

和空间的限制[5]。相关平台的功能视图如下图所示。 

 

图 1 平台功能图 

此智慧后勤服务平台功能按照五大核心模块进行部署，确保后

勤服务体系的全面覆盖和高效运行，第一个核心板块是智慧资产，

这个模块专注于资产的智能化管理，实施了固定资产的全生命周期

管理。通过数字化监控和记录资产状态，确保了资产使用和维护的

最优化。 

第二个板块则是智慧安防，此模块为校园安全提供了高效的技

术保障，包括智能视频监控系统、门禁管理和应急响应机制，保障

了学校师生的人身与财产安全。与教师关系最密切的板块则是智慧

办公，通过云平台和移动应用，优化了校园行政管理和教学支持服

务。实现了文件流转、审批流程和通讯协同的自动化，提高了办公

效率和响应速度。与教师访客第二相关的则是智慧出行板块，其提

供了校园内外交通工具的智能调度和预约服务，包括共享单车、电

动汽车充电桩等设施，确保了出行的便利性和高效性。最后，同学

生息息相关的则是智慧物业，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了宿舍、教学

楼等建筑设施的智能监控和维护管理，包括能源使用优化、环境质

量监测以及智能照明系统，旨在营造一个更加舒适和节能的校园环

境。 

通过集成智慧资产、智慧安防、智慧办公、智慧出行和智慧物

业等模块，该高校后勤服务平台巧妙地展现了一体化管理的优势。

一体化的平台汇集了多元化服务于一点，使得资产管理、安全监控、

办公自动化、交通调度及物业管理等功能相互融合，实现了资源的

高效配置和运用。第二个优势则是通过全景化视角为校园管理提供

了一个宏观的管理画面，全方位地展示了校园后勤运营的每一个细

节，从宏观数据分析到微观操作监控，均一览无余。这样的全景管

理不仅增强了控制力，还加强了决策的精准性。第三平台移动化的

特性让后勤管理和服务不受地点、时间限制，通过移动设备，师生

和管理者可以随时随地访问平台，处理工作任务，使用服务，大大

提升了后勤服务的便捷性和响应速度。最后穿透整个平台的基石是

数字化，它让信息流动自如，数据驱动决策，使后勤管理工作更加

精确、高效。智能化的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确保了资源的最优分配

和利用，同时也提供了持续的改进和创新的动力。 

综上所述，这个智慧后勤服务平台的建设不仅提升了校园后勤

管理的效能和水平，而且为师生带来了更加智能化、便捷化的校园

生活体验，成为推动高校智慧化转型的强大助力并广泛获得师生好

评。由此可见，优质高效的后勤保障体系不仅关系到一所高校的整

体服务质量和水平，而且对教育信息化和智慧校园的建设与发展有

着很强的助推作用。 

 

图 2 平台优势图 

4 总结展望 

本文以信息化时代为背景，对高校智慧后勤一体化解决方案进

行了探索与实践研究。首先，分析了高校后勤服务的现状和存在的

问题，提出建设智慧后勤一体化解决方案的必要性。然后，介绍了

智慧后勤一体化解决方案的关键技术，包括物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等。最后，以某高校为例，探讨了智慧后勤一体化解决方案的实

施与好处。 

未来，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高校智慧后勤一体化解决方

案将会把尖端技术融合的更加深入，实现全方位、智能化的管理和

服务。同时服务模式更加个性化，提供更加精准、个性化的后勤服

务，满足师生多样化的需求。以及智能化水平更加提升。例如，利

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设备故障预测和维修，利用机器人自主进行校

园环境清扫和消毒。在信息化时代下高校应积极拥抱信息化，以智

慧后勤一体化解决方案建设为契机，不断提升后勤服务质量和管理

水平，为师生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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