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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通办”对高校开展大学生事务性工作的启示
姜妍丽

（上海电力大学，上海 201306）

摘要：将高校事务性工作从大学生日常管理中剥离用一网通办的方式构建线上线下同步一门式服务中心，不仅能提升工作人员的工

作效率、减少高校辅导员的工作压力，更重要的是能提升大学生的用户体验，提高学生对高校事务性工作的满意度，保障好学生问题，

继续发扬我国高效“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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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通办”的概念是在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的背景下产生的，

是我国政府“放管服”建设中提升政府政务服务能力的重要措施，

通过一体化的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将所有与民生相关的政务部门

均整合到一个网址，企业和群众只要进了这扇门，无论涉及那个

部门的哪个领域的事情，都可以在“一网通办”中找到对应的方，

解决了企业和群众们办事手续繁复、签章多、跑腿多的痛点。

一、大学生事务管理工作中的问题

（一）“架构交织”流程繁复

高校学生工作部门的架构多为由学生处领导的具有独立管理

能力的各学院学工团队分管和执行。学生处多只提供总则性的原

则性的政策和指导文件，各学院有权根据自己学院的实际情况出

台各种实施细则。在现有的架构下，学生申请某一十分简单的事

项也面临着需要学院学校两级的情况。而教学、园区与学工又存

在包含和交叉的情况，学生事务边界上的不清晰，导致学生在遇

到问题寻求解决办法时在各部门间反复咨询。过于紧密的关系和

交织在一起的架构，也导致师生在处理问题时多有不便。

（二）事务性工作的大量重复性占用过多人力

目前大学生日常管理还是依靠高校辅导员来落地完成，大量

的重复性的低层次的事务性工作占据了辅导员太多精力，导致高

校辅导员深入学生、摸排学生思想动态的时间被大大削减。事务

性工作来自于学校的各个部门，只要与学生有关的均会最终落脚

于辅导员的工作上。低层次的事务性工作严重制约了辅导员高层

次职能的发挥。

（三）缺乏专业化的工作团队

高校辅导员是一个流动性较大的岗位，高校辅导员每年为高

校其他行政岗位输送大量骨干人才，每年高校也会从优秀的青年

中吸纳新人来填补辅导员的队伍。将涵盖广、内容多且重复性很

大的事务性工作全部由高校辅导员来执行，与社会化大分工的趋

势有悖。辅导员岗位的性质也决定了辅导员不可能仅仅在事务性

工作中深耕。因而，对于大学生事务管理的工作亟待有专业化的

团队来进行。

二、“一网通办”对大学生事务性工作管理的启示

（一）变碎片化为整体省去不必要环节

“一网通办”涉及多个部门，流程较多、手续繁杂，信息分散、

管理标准不统一、职能交叉重叠等存在着碎片化弊端的部分业务

分工融合到一起。入口统一，省却了来访者的时间和精力；避免

了事务流程分割现象，化碎片为整体，一次解决；信息联网信息

共享，避免了重复提交和不同部门间前置审批的烦恼。

（二）整合重复性工作提升工作效率

“一网通办”将本来分散到各个学院各个系部咨询和处理问

题的同学集中到一个学生事务中心，将几倍甚至十几倍的重复性

工作融合到一个窗口由专门人员负责处理。社会化大分工带来的

最有利的结果就是工作效率的提升。将同一重复性工作交给同一

窗口来处理，那窗口的工作效率将完全超过分散在各个学院或系

部时情况。

（三）云端共享发挥大数据的功效

以上海为例，政务“一网通办”有深厚的云端服务支撑。云

端信息共享，打通了部门间的壁垒。发挥云端系统和大数据的优势，

为学生日常管理、统计、信息传递提供支持，用大数据赋能学生

日常管理，及时做好学生危险情况预警和学生全方位数据变化。

（四）变管理学生为服务学生，以学生为本

学生事务性工作就其事务性工作的本质，应该更多聚焦于学

生的服务上，将事务性工作从学院剥离，独立“事务性”的本质。

从学生用户的角度出发，不断做到学生满意。比如在服务时间上

做调整，在学生方便的时候“开门迎客”，努力做到让学生也最

多只跑一趟腿。

（五）建设学生事务性工作的 SOP 流程

“一网通办”的环境下促进了事项清单、办事指南、审查细

则、身份认证、公共支付、监督评议等多方面的标准化进展。学

生事务性工作也应该在工作中进行凝练，制定出学生事务性工作

的 SOP（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有了标准化的操作流程

既能规范在职人员的工作行为也能为新入职员工提供参照和培训

依据，良性循环促进学生事务性工作的专业化和职业化。

三、结语

总之，如果将高校事务性工作从大学生日常管理中剥离用一

网通办的方式构建线上线下同步一门式服务中心，不仅能提升工

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减少高校辅导员的工作压力，更重要的是能

提升大学生的用户体验，提高学生对高校事务性工作的满意度，

保障好学生问题，继续发扬我国高效“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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