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信息化发展监测数据采集问卷

（2024年度）

【相关说明】

1.关于统计时间。本问卷涉及数据如指明“年度”、“本年度”，泛指 2023 自然年，周期
为：2023 年 1月 1日-2023 年 12 月 31 日。所统计数据指发生在 2023 年度的数据。部分
循环重复类的数据如课程数据，按 2023 自然年周期统计。未单独指明本年度的递增累计
类的填报项如人数、面积等，填写统计截止目前的总数。

2.关于数字类填报项。涉及经费金额的保留两位小数；其他按实整数填写。
3.关于“网站”、“信息系统”的定义，为便于调研、统计，本问卷将功能以宣传、展示为

主的系统称为“网站”；具有业务管理和交互功能的系统称为“信息系统”。本问卷所提到的
“信息系统”和“网站”一般指在学校申请，有独立域名或 IP 地址。

4.本问卷中，涉及数量单位的，统一如下，货币单位：“万元”（人民币）、面积单位：
“平方米”（1亩=667 平方米）、带宽单位：“M（bps）”（1G=1024M）、电功率单位“千
瓦”。

5.关于部分统计数据来源。相关数据建议取自各学校年度经费预决算表、年度教学质
量状态数据、信息公开网站、学校官方网站等。

【问卷内容】

【填空】 1.全日制学生人数（）人。

【填空】 2.在职教职工人数（）人。
*备注：在职教职工指由学校人事部门备案管理的人员，一般包含专任教师、行政人员、教
辅人员、工勤人员等。

【填空】 3.学校占地面积（）平方米，建筑面积（）平方米，共（）个校区。

【填空】 4.本年度，学校教育经费总预算（）万元。
*备注：参照本校财务部门公布的年度预算或结算报告中科目为“教育支出”项内容，无该科
目报表的，参考本校年度支出总经费。

【5-20 为体制机制类】
【单选】 5.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主管领导是（）。
A、正校级
B、副校级
C、其他
D、无



*备注：B 选项“副校级”包括党委常委，C选项“其他”指正副党委书记、正副校长和党委常委
之外的领导。

【多选】 6.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常态化管理、运行机制有（）。
A、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机构定期会议决策机制
B、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年度工作要点
C、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定期专题工作会议
D、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满意度评价
E、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考核评价
F、其他

【单选】 7.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部门的设置情况（）。
A、仅有独立的技术支撑职能的信息化部门
B、仅有独立的管理职能的信息化部门
C、既有独立的技术支撑职能的信息化部门，又有独立的管理职能的信息化部门。
D、兼具信息化管理和技术支撑职能的独立部门
E、无独立信息化部门

【多选】 8.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部门的业务范围（）。
A、信息化建设规划
B、信息系统总体设计
C、数据规划设计
D、网络信息安全管理
E、信息化制度与规范建设
F、数据管理
G、信息化项目管理
H、通讯业务运维
I、网络建设运维
J、数据中心机房建设运维
K、高性能计算平台建设运维
L、信息化教学环境建设运维
M、一卡通建设运维
N、公共软件平台建设运维
O、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运维
P、软件系统开发
Q、信息系统安全测评
R、信息技术咨询指导
S、信息技术支持服务
T、桌面技术支持
U、信息素养培训
V、其他

【单选】 9.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规划的年度执行情况或年度计划的执行情况（）。



A、未发布规划或发布未执行
B、50%以下
C、51%-75%
D、76%-99%
E、完全按照规划执行

【多选】 10.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与管理规范（办法）涵盖（ ）。
A、基础设施建设管理
B、信息系统建设管理
C、网络信息安全管理
D、数据管理
E、教学信息化管理
F、科研信息化管理
G、信息化项目管理

【单选】 11.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与管理规范（办法）的执行情况（）。
A、未制定或制定未执行
B、50%以下
C、51%-75%
D、76%-99%
E、完全按照管理规范执行

【单选】 12.学校数据标准及应用规范的执行情况（）。
A、没有发布相关标准和规范
B、50%以下
C、51%-75%
D、76%-99%
E、完全按照标准规范执行。

【填空】 13.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部门在职人员有（）人，其中事业编（含长期合同制）
（）人，专职网络安全人员（）人。此外，其他投入到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中的非在职
人员有（）人。
*备注：
（1）事业编人数<=在职人员数量；
（2）非在职人员指未与学校或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部门直接签署劳动服务协议的工作人员。

【填空】14. 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部门在职人员中，按年龄分段，30岁以下有（）人，
30-39 岁有（）人，40-49 岁有（）人，50 及 50 岁以上有（）人；按职称分段，正高级
职称有（）人，副高级职称有（）人，中级职称有（）人，初级职称有（）人，其他有（）
人；按学历分段，博士研究生学历有（）人，硕士研究生学历有（）人，大学本科学历有
（）人，其他有（）人。



*约束条件：“30 岁以下”人数+“30-39 岁”人数+“40-49 岁”人数+“50 及 50 岁以上”人数=在
职人员数量；“正高级职称”人数+“副高级职称”人数+“中级职称”人数+ “初级职称”人数+“其
他”职称人数=在职人员数量；“博士研究生学历”人数+“硕士研究生学历”人数+“大学本科学
历”人数+“其他”学历=在职人员数量。

【多选】 15.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部门的非在职人员工作内容涉及（）。
A、基础设施运维
B、网络安全运维
C、信息系统运维
D、信息素养培训
E、工程建设
F、软件开发
G、前台服务
H、其他
I、无

【多选】 16.学校使用的非学校运维的社会化云服务包括（）。
A、邮件
B、云主机
C、视频会议与视频直播
D、教学平台
E、教学资源
F、云存储
G、云安全
H、即时通讯
I、办公软件
J、其他
K、无

【多选】 17.面向教师的信息素养培训内容涵盖（）方面。
A、计算机基础技能
B、业务系统操作与使用
C、教学信息化
D、科研信息化
E、网络信息安全教育
F、个人隐私保护宣传教育
G、网络文明与师德师风教育
H、其他
I、无

【多选】 18.面向学生的信息素养培训内容涵盖（）方面。
A、计算机基本原理及基础操作
B、常用办公软件操作
C、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能力



D、业务系统操作与使用
E、计算机软件编程
F、网络信息安全教育
G、个人隐私保护宣传教育
H、网络文明教育
I、其他
J、无

【多选】19.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部门人员参与学校职称评审的方式包括（）。
A、按信息化工作单独成系列开展评审
B、按教师系列参评
C、按专业技术系列参评
D、按行政管理系列参评
E、可以“以考代评”

【填空】 20.本年度信息化总经费投入（）万元，其中，建设经费投入（）万元，运维经
费投入（）万元；用于云服务投入（）万元，网络安全投入（）万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部门短期聘用人员投入（）万元。信息化总经费组成中，政府投入（）万元，学校自筹（）
万元，社会投入（）万元。

*备注：
（1）“信息化总经费”，指由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部门管理统筹、审批的经费列支总额；（2）
“建设经费”，指能形成资产的建设项目投入；
（3）“运维经费”，指信息化总经费投入中，除建设经费之外的支出，包括但不限于网络带
宽、维保、人员服务费等；
（4）“云服务”，指学校采购的不在学校物理环境中运行的、社会化运营的设备和系统等 IT
服务；
（5）“网络安全投入“，指所有涉及网络安全所需建设、运维的投入总和；
（6）“短期聘用人员”，指与学校或与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部门签署短期劳动合同、由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部门管理的信息化工作人员。
*约束条件：
（1）信息化总经费投入=建设经费投入+运维经费投入；
（2）信息化总经费投入=政府投入+学校自筹+社会投入：
（3）信息化总经费投入<=教育总经费（参照第 4题）

【21-23 为基础设施类】
【填空】 21.校园网 IPv4 出口总带宽（）M，峰值（）M。校园网 IPv6 出口总带宽（）M，
峰值（）M。校园无线网络接入点个数（）个。学校提供的 IPv6 应用服务数为（）个。
*约束条件：IPv6 应用服务数<=信息系统总数+网站总数（参照第24题）

【填空】 22.学校信息化部门集中管理基础设施：核心机房面积共（）平方米，核心机房
服务器标准机柜总数为（）个，核心机房物理服务器共（）台，核心机房虚拟服务器共（）



台。核心机房UPS总容量功率（）千瓦，核心机房空调总制冷功率（）千瓦（1 匹=2.5 千
瓦）。

【多选】 23.学校使用信创产品的范围包括（）。
A、IT 基础设施（包括CPU芯片、服务器、存储、交换机、路由器等）
B、基础软件（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BIOS等）
C、应用软件（OA办公软件、业务管理软件等）
D、信息安全设施（边界安全产品、终端安全产品等）
E、无

【24-29 为信息系统与数据治理类】
【填空】24.学校信息系统总数（）个、网站总数（）个、基于微服务架构的应用总数（）
个。

【多选】 25.学校已建设管理信息系统覆盖的业务范围包括（）。
A、教学类
B、科研类
C、学生类
D、人力资源类
E、办公自动化类
F、财务类
G、资产设备类
H、审计信息类
I、国际合作类
J、校企合作类
K、校友资源类
L、保卫安全类
M、基建类
N、后勤保障类
O、党建相关类
P、发展规划类
Q、文化建设类
R、法务类
S、继续教育类
T、思政类
U、其他

【多选】 26.学校已建设基于微服务架构的应用覆盖的业务范围包括（）。
A、教学类
B、科研类
C、学生类
D、人力资源类



E、办公自动化类
F、财务类
G、资产设备类
H、审计信息类
I、国际合作类
J、校企合作类
K、校友资源类
L、保卫安全类
M、基建类
N、后勤保障类
O、党建相关类
P、发展规划类
Q、文化建设类
R、法务类
S、继续教育类
T、思政类
U、其他

【多选】 27.基于学校各类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及网络相关数据形成的基础/公共数据库开展
的应用包括（）。
A、教学评价类
B、学习评价类
C、学生资助类
D、科研评价类
E、决策支持类
F、总结考核类
G、一站式服务类
H、平安校园类
I、卫生健康类
J、就业创业类
K、其他
L、无

【多选】 28.面向师生提供的信息服务入口包括（）。
A、信息门户
B、校级APP
C、企业微信/微信服务号/微信小程序
D、钉钉应用
E、其他

【填空】 29.学校信息系统中已对接统一身份认证的信息系统为（）个，已对接数据交换
和共享中心的信息系统共（）个。



*约束条件：对接的信息系统数<=信息系统总数（参照第24题）。

【30-36 为信息化支撑教学类】
【多选】 30.鼓励或要求教师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课程教学的措施包括（）。
A、学分认定
B、质量评估
C、专项奖励
D、经费资助
E、其他
F、无

【多选】 31.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推进措施包括（）。
A、建立信息化教学能力标准
B、开展信息化教学能力培训
C、开展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评价考核
D、其他
E、无

【多选】 32.信息化支撑教学的校级平台包括（）。
A、网络教学平台
B、视频会议/直播系统
C、教学资源平台
D、虚拟仿真实验平台／虚拟仿真实训系统
E、试题库系统
F、教学状态数据库
G、教学质量评价系统
H、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系统
I、实习实训系统
J、培训系统
K、其他
L、无
*备注：J 选项中所指“培训”包括面向社会人员的职业培训。

【填空】 33.学校教室有（）间。其中智慧教室有（）间，普通多媒体教室有（）间。
*限制条件：教室总数>=智慧教室数+普通多媒体教室数。

【填空】 34.学校本年度开设课程总数（）门。其中，完全采用线上教学的课程（）门，
使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的课程数（）门，使用普通多媒体教室的课程共（）门，使用智慧
教室的课程共（）门，使用网络教学平台的课程共（）门，使用教学资源平台的课程共（）
门，使用虚拟仿真实验平台／虚拟仿真实训系统的课程共（）门，使用校级试题库的课程
共（）门，使用视频会议/直播系统的课程共（）门，接入“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
课程共（）门。
*备注：



（1）“完全采用线上教学”：指教学全过程完全依托网络开展，无线下交互的教学活动；
（2）“网络教学平台”：指支撑教学全过程(包括但不限于课件组织、教学组织、课程互动、
作业批改、答疑解惑和教学评价等)的系统平台；
（3）“教学资源平台”：指具有存储功能，负责组织管理教学资源（包括但不限于教学课件、
教案、音频视频教学、图片教学资源等）并提供服务的系统平台；
（4）“视频会议/直播系统”：指可进行校内、校外视频会议或直播交流的系统、平台，如
腾讯视频会议等。
*约束条件：开设课程总数>=采用任意方式或使用任意平台、系统的课程数。

【多选】35. “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在学校的应用场景包括（）。
A、线上课堂教学场景
B、虚拟实践教学场景
C、就业创业辅导场景
D、教师能力培训场景
E、其他
F、无

【多选】36. 学校已建设的数字教育资源种类包括（）。
A、学习网站或相关应用
B、在线课程，如微课、慕课、网校课程等
C、新形态教材，如知识图谱、电子书、教学参考资料、教辅资料等
D、教育电子游戏
E、教学工具软件
F、虚拟仿真系统，如虚拟仿真实验实训平台等
G、教学案例，如教学设计、课堂实录、例题等
H、教学课件或教学素材
I、习题（试题）及测评系统，如在线作业、在线试题、试卷等
J、数字化场馆资源，如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数字科技馆等
K、其他
L、无

【37-42 为信息化支撑科研类】
【多选】 37.已实现或提供的信息化支撑科研的主要服务包括（）。
A、专业工具软件
B、科学数据共享
C、学术文献共享
D、高性能计算服务
E、项目协作平台
F、大型仪器设备共享
G、其他
H、无

【多选】 38.科研管理信息化已涵盖的方面包括（）。
A、项目管理



B、经费管理
C、成果管理
D、机构管理
E、人员管理
F、其他
G、无

【多选】 39.已建设的科研及学术文献数据库包括（）。
A、校级数字文献资源
B、院系建设的学科学术资源数据库
C、校级机构知识库
D、其他
E、无
*备注：
（1）“机构知识库”：指一种基于全球开放理念的新型知识组织与传播的门户，允许搜索引
擎发现、揭示，便于全球学者、机构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分享；
（2）“已建设”包含“已采购”的含义。

【多选】 40.实验室（实训室）管理信息化已涵盖的方面包括（）。
A、实验室管理
B、设备管理
C、耗材管理
D、安全管理
E、组织管理
F、技术管理
G、质量管理
H、样品管理
I、数据可视化
J、其他
K、无

【填空】 41.实验室（实训室）数量（）个，其中已实现信息化服务的实验室（实训室）
共（）个。
*备注：信息化服务指具有但不限于网络门禁、网络预约、环控监测等信息化服务功能。

【填空】 42.大型仪器设备共（）台/套，其中接入大型仪器共享平台共（）台套。
*备注：“大型仪器设备”：按教育部对贵重仪器定义：“贵重仪器设备是指《高等学校固定
资产分类及编码》的 03 类（仪器仪表）中单价在人民币 40万元（含）以上、使用方向为
教学或科研的仪器设备。计算机软件作为仪器设备的附件上报，不作为单台件上报。”。建
议直接采用教育部每年度采集的高校实验室信息统计数据。

【43-47 为网络安全保障类】
【多选】 43.学校执行的网络安全管理措施具体包括（）。



A、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到基层
B、设立专门的网络安全科室
C、配备专职网络安全人员
D、网络安全人员须持证上岗
E、制定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工作办法/规范
F、制定网络安全应急预案
G、实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
H、制定数据安全管理办法
I、制定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办法
J、制定信息发布管理办法
K、实行网络舆情监测
L、其他
M、无
*备注：D选项中的“证”指网络安全专业资质证书，由国家级或者教育行业网络安全相关认
证机构颁发。认证机构包括但不限于：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
认证中心、公安部信息安全等级保护评估中心、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教育信息安全等
级保护测评中心等。

【多选】 44.学校具备的网络安全技术措施包括（）。
A、边界防火墙
B、WEB 应用防火墙
C、日志审计系统
D、漏洞扫描平台
E、入侵检测系统
F、安全威胁分析平台
G、运维堡垒机
H、杀毒软件或者主机加固软件
I、WEBVPN/SSLVPN 等安全访问系统
J、数据备份及恢复系统
K、网络安全态势感知
L、实名制上网
M、可信身份认证
N、国产密码应用
O、业务专网隔离
P、其他
Q、无

【多选】 45.学校制定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或安全规范包括（）。
A、数据分类分级指南或标准
B、数据采集安全规范
C、数据清洗、转换和加载操作安全规范
D、数据传输、加密安全规范
E、数据存储访问和使用安全规范
F、数据备份和恢复安全规范



G、数据脱敏安全规范
H、数据分析安全规范
I、数据接口安全规范
J、数据共享审核流程和安全规范
K、数据发布审核流程和安全规范
L、数据销毁安全规范
M、其它
N、无

【填空】 46.学校完成等级保护备案的的信息系统和网站数量有（）个，完成测评的数量
有（）个。
*备注：多个系统合并备案，按合并前系统数计算，如 5个系统合并以 1个系统完成等保备
案，此处填写实际系统数应为 5。
*约束条件：
（1）完成备案的数量<=（信息系统总数（参照第24题）+网站总数（参照第 24题））；
（2）完成测评的数量<=完成备案的数量。

【单选】 47.系统灾备方式（）。
A、同楼灾备
B、跨楼灾备
C、同城异地灾备
D、异城灾备
E、无

【48-52 为新技术应用类】
【多选】 48.物联网技术在学校的应用场景有（）。
A、门禁系统
B、校园节能管控
C、一卡通
D、安防监控
E、设备管理
F、环境监测
G、车辆识别
H、其他
I、无

【多选】 49.大数据技术在学校的应用场景有（）。
A、校情分析
B、教学诊改、教学分析、质量分析、教学评价等
C、学情分析、学习评价、学业预警、学生画像等
D、精准资助、资助育人、网贷预警、消费分析等
E、网络安全态势感知



F、用户行为感知
G、产业、就业岗位需求分析
H、其他
I、无

【多选】 50.虚拟现实技术在学校的应用场景有（）。
A、教学活动
B、实习实训
C、科研仿真
D、安全培训
E、科普体验
F、校园文化
G、其他
H、无

【多选】 51.5G 技术在学校的应用场景有（）。
A、5G网络通信覆盖
B、5G+互动教学
C、5G+智能考试
D、5G+综合评价
E、5G+智慧校园
F、5G虚拟校园专网
G、其他
H、无

【多选】 52.人工智能技术在学校的应用场景有（）。
A、教学活动
B、实习实训
C、科研活动
D、后勤服务
E、管理服务
F、文化宣传
G、就业创业
H、其他
I、无

【简答】 53.学校本年度的主要信息化建设方向有哪些（）。
*备注：只列最关注的 5个词条，每个词条不超过 20字，如：无线网全覆盖、基于生成式
人工智能的一张表服务等。
———————、——————、——————、——————、———————

【简答】54.您预测 2024 年度教育数字化发展的新趋势有：

*备注：请列出不超过 5个预测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