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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前　　　言言言

　　研究生教育是当今社会高等教育的最高学位授予层次，也是

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人才储备来源之一。随着研究生招生规

模的扩大，尤其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人才和发展成为世界永恒的

主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越来越引起社会企业的高度重视，研究

生学位授予质量更是一所高等学校面向社会、面向世界的学术窗

口。在研究生教育研究的方法、理论不断深化的同时，研究生教

育管理的质量也逐步引起各界的重视，同时各级各类的研究生教

育管理工作者通过学习高等教育理论知识、掌握基础统计方法、

广泛进行管理技术的交流等手段，也在积极地进行管理理念、管

理方法的更新与提高。这对提高研究生以及研究生教育管理干

部、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更好地从事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都有

重要意义。

为了满足不同层次、不同人员管理及研究需要，我们在积累

多年研究生教育管理软件研制的经验基础上编写了本书，全书共

分八章及附录，内容包括研究生教育系统的沿革、结构及特点，研

究生教育管理系统的设计以及作者部分应用研究成果等。本书

读者对象为教育硕士、各专业研究生、教育行政管理干部及管理

工作者等。如作为教材使用，可根据教学大纲或系统的软硬件配

置情况予以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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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数字地大二期资助项目成果，本

书的顺利完成，离不开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研究生院的大力支

持。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多种书籍，吸取了一些好的经验和

方法，引用了一些数据和资料，在此谨向各位作者表示诚挚的感

谢。由于我们经验不足，水平有限，书中不妥及错误之处在所难

免，恳切希望专家及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２０１３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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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１１１　　　绪绪绪　　　论论论

１．１　问题的由来

信息化的思想最初来源于冯·诺依曼（Ｖｏｎ　Ｎｕｅｍａｎ）（任晓明，

２０１１）和图灵（Ｔｕｒｉｎ）（宋勇刚，２０１１）的工作。一般认为，他们进行相
关研究的动力来自于寻找一种解放人类双手、提高生产效率的方法
的初衷。他们的工作直接导致了电子计算机的发明，通过信息技术
的介入，使得原本认为过于复杂的问题得以解决。梅田忠夫（Ｔａｄａｏ
Ｕｍｅｓａｏ）发展了上述二人的观点，他将信息化的思想带入到工业化
进程（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任河，２００９）中去，从产业发展原因的视角
研究了日本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Ｔａｄａｏ　Ｕｍｅｓａｏ，１９６３）。这篇论文
最早引入了信息化的概念，但对于具体如何将信息化思想嵌入管理
过程的问题，该文并未提及。马克鲁普（Ｍａｃｈｌｕｐ）也在这方面进行
了卓越的工作，在他的著作《美国知识的生产》一书中，将信息服务与
信息设备定义为知识产业，并度量了其产值（Ｍａｃｈｌｕｐ，１９６２）。他还
进一步证明了信息业的独立地位并揭示了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并提出了一套测算经济规模的方法（屈超，２００９）。马克·尤里·波
拉特（Ｍａｃ　Ｕｒｉ　Ｐｏｒａｔ）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马克鲁普的思想，他第一
次将信息产业定义为“第四产业”，并划分了第一、第二信息部门。同
马克鲁普一样，他也提出了一套测算信息经济的方法，并通过此法发
现美国的信息业发展速度远超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是最有发展潜
力的新行业（Ｍａｃ　Ｕｒｉ　Ｐｏｒａｔ，１９７７）。

到了今天，无人再怀疑信息化的重要性，信息化已经开始改变了

１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化的理论与实践

我们的生活，颠覆了我们对传统管理模式的看法。诚如埃尔文·托
夫勒（Ａ　Ｔｏｆｆｌｅｒ）在《第三次浪潮》中所描述的那样，在信息化的大潮
面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处于同一起跑线，信息化的思想
比信息化的技术更为重要。我们的生活中信息化的“幽灵”无处不
在，从我们身边的储藏间（电子商务）、办公桌（互联网）、地铁（移动通
信设备）……林林总总，难以尽述。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份子，我们正
在享受着信息化带给我们的便捷，将信息化的思想带入管理过程，大
大降低了企业的人力成本，提高了企业的工作效率。

将目光转向教育领域，众所周知，教育发展历经了三个阶段：①
由家庭教育转向专业教育；②由书面文字代替口头传授；③印刷技术
和使用教科书。对于此，埃里克·阿什比（Ｅｒｉｃ　Ａｓｈｂｙ）有新的看法，
他认为我们正经历一场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教育革命（Ｅｒｉｃ
Ａｓｈｂｙ，１９８１）。考虑到教育及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各国无不把教育
管理的信息化放在信息化建设的首位，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改革已
有的教育管理制度，并且与之相配套的理论也相继而出。研究生教
育作为高等教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研
究生培养质量，进而会影响国家科技发展的水平。研究生教育管理
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并且极易受到外界的干扰而变得难以控制。
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提高管理过程的标准化程度，提高管理过
程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信息化的手段则是实现这两个目标最有效和
直接的方案。

研究生教育作为国家人才培养的最高层次，其核心在于创新。

２０００年以来，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招生规模逐年扩大，培养类型
多种多样。目前，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的工作量成倍增加而且越显
复杂化，对于各类信息数据的了解、分析、综合以及随之而来的管理
决策等都产生了很大困难。面对研究生教育状况的突变，原有管理
方式已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管理革新势在必行。大规模
条件下的研究生教育管理犹如一张大网，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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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内部各相关单位、任课教师与指导教师、研究生等多方面；规模
的量变引发管理难度的质变，而且现代社会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
注程度日渐增强，评价指标体系日趋综合。综合而言，实现研究生教
育的科学管理、创新管理，需部署一套先进的系统平台来支撑处理复
杂量大的研究生信息资源。因此，构建研究生教育信息管理体系，对
保证正常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加强培养质量监控、推动研究生创新
教育、实现管理工作规范化和科学化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以上分析，研究网络环境下的研究生教育管理实践，对于优
化研究生教育管理方式，进而以信息化管理的新模式思考、改进研究
生教育管理的工作与体制，有着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１．２　技术背景

回顾信息技术的发展，标志是美国１９４６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
问世和１９６９年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创建。第一代信息技术主要为军方使用，
它的优点是集中控制、并行操作、管理方便，其缺点是系统命令繁杂、
难以操作，这方面以美国的大型机为代表。个人计算机由于价格相
对低廉、操作简单而广受欢迎，个人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结合，成为
第二代信息技术的主流，也即客户机－服务器管理模式（戴国峰，

２０１１）。Ｃ／Ｓ（Ｃｌｉｅｎｔ／Ｓｅｒｖｅｒ）结构具有很强的数据操控和事务处理能
力，以及数据的安全性和完整性约束，它解决了主机系统执行效率及
容量不足等问题，使政府、企业等各类行业的信息系统网络化成为了
现实（任晓明，２０１１）。但是随着业务系统复杂性的提高，Ｃ／Ｓ模式逐
渐暴露出许多问题，已不能适应不断增长的多方面的要求。主要体
现在：开发维护复杂，成本高；用户界面风格不统一，不利于推广使
用；移植困难，升级麻烦。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广泛应用的 ＷＥＢ技
术为Ｃ／Ｓ结构技术的“瓶颈”提供了切实有效的方案。Ｉｎｔｒａｎｅｔ模型
是基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 ＷＥＢ模型，它以 ＷＥＢ为中心，采用 ＴＣＰ／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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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传输协议，客户端通过浏览器访问数据中心服务器，因此简
称为Ｂ／Ｓ（Ｂｒｏｗｓｅｒ／Ｓｅｒｖｅｒ）模式。其实本质上Ｃ／Ｓ与Ｂ／Ｓ属于同一
结构体系，Ｂ／Ｓ是Ｃ／Ｓ结构的进一步发展。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伴随着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兴建出现了教育
信息化的概念。１９９３年９月，美国克林顿政府正式提出建设“国家
信息基础设施”（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简称 ＮＩＩ），俗
称“信息高速公路”（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ｕｐｅｒｈｉｇｈｗａｙ）的计划（祝智庭，

２０１１；钟志贤，２００２），其核心是发展以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为核心的综合化信息
服务体系和推进信息技术（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简称ＩＴ）在社会
各领域的广泛应用，特别是把ＩＴ在教育中的应用作为实施面向２１
世纪教育改革的重要途径。美国的这一举动引起世界各国的的积极
反应，许多国家的政府相继制定了推进本国教育信息化的计划。“信
息化”这一概念基本上是东方语言思维的产物，西方国家的文献中极
少使用“信息化”之类的说法，而在许多东方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韩
国、俄罗斯等，则大量使用“信息化”的概念（祝智庭，２０１１）。从技术
上看，教育信息化的基本特点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多媒体化。
相应地，教育管理的信息化也包含以上特点，但更明显的是在逐渐向
着数据共享与信息集成的方向发展，以便于获取、操纵、分析相关的
教育信息数据，服务于高等教育管理者。

国外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从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发展
（梁红霞，２０１１），现在已经比较成熟。因为世界各国研究生培养制度
和培养方式的不同，各国研究生管理方面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欧
美国家及英联邦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研究生培养比较规范化，在
管理信息系统的使用上通常使用通用产品，但这些通用产品往往不
能满足国内研究生培养单位的需要，就目前收集到的资料范围看，尚
未见到介绍国外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方面的文章。

我国自从１９７８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后，全国各培养单位顺应研究
生教育发展的需要，积极采用计算机技术辅助教学与管理，各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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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积极倡导、发起各培养单位间计算机管理的协作，有力地促
进了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信息化进程（袁本涛，２０１１）。与我国经济发
展和信息化进程相适应，我国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大致
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至１９８６年。１９７８年恢复研究生招
生以后，清华大学等一些高校开始采用计算机进行辅助管理，先后开
发了招生管理、学籍管理、成绩管理等一些单项业务管理系统。这些
业务管理系统缺乏统一规划，基本上是单机运行，数据的一致性、完
善性差，无法支持网络运行，数据不能共享。

第二阶段：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２年。１９８６年底，在国家教育部的指导
下，由天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发起，在天
津大学召开了由２３所高校参加的研究生工作计算机管理研讨会，与
会代表认为，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已发展到一定规模，迫切需要实现管
理科学化、现代化，因此应成立一个全国性协作组织。１９８７年５月，
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的倡导下，正式成立了“全国研究生教育
和计算机管理研究协作组”，该协作组于１９８７年推出“硕士学位研究
生管理数据库信息标准”（试行）（赵桂荣，２０１１）。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６日
国家教委办公会议通过《国家教育管理信息系统总体发展纲要》，其
中指出：建立、健全国家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对于高等教育决策的现代
化、科学化是非常重要的，今后一定要作为大事，花大力气抓好。

第三阶段：１９９３年至今的集成发展阶段。性价比更高的微机系
统相继问世，网络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尤其是１９９５年底ＣＥＲＮＥＴ
开通以来，高校校园网建设取得明显进展，技术上趋于成熟，资金投
入有较大改观，既懂管理又懂计算机应用技术的人才队伍开始形成，
高校教育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开始有重点地逐步向综合化、集成化
过渡。在此期间，建立了全国性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工作站，相
继成立了“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信息工作委员会”等一批全国
性学术组织，推出了一些面向各培养单位的公共数据库和标准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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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信息管理软件，逐步形成了一支既懂管理又懂计算机应用技术的
管理队伍。同时，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也经历了两个阶段。①
局域网管理阶段：面向管理内部的系统设计。此阶段部署了基于小
型局域网的客户机／服务器软件，根据管理机构的划分模块化处理研
究生教育管理内部的各个子功能，数据得到了部门内部共享，但尚未
建立基于互联网的信息窗口，一度成为管理中的“信息孤岛”。②基
于校园网的研究生综合数据管理阶段：面向全校的数据集成设计。
此阶段以校园网络为基础，面向与研究生教育相关的各级用户，在重
组业务流的基础上进行数据流的统筹设计，应用Ｃ／Ｓ与Ｂ／Ｓ混合模
式或是纯Ｂ／Ｓ模式并行处理多级用户的相关数据信息，为目前较为
普遍的信息化建设模式。此模式下，以模块化分层设计的原则，多级
安全性的策略，分别处理管理者操作与使用者操作。管理者操作包
括系统管理操作与研究生院内部管理人员操作；使用者操作包括学
生、教师、导师、院系管理员操作。

信息系统的建模是一个综合性的交叉研究课题，其发展依赖于
其他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对其他研究学科与领域有着促进
作用，如制造业中的企业建模方法、仿真技术等与管理理念的结合，
促进了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的形成与发展。１９７４年，约瑟夫·哈林
顿博士提出了计算机集成制造（ＣＩＭ）的先进哲理（冯娟，２０１１），揭开
了现代企业集成制造技术的序幕。ＣＩＭ 的哲理与观点基本上是针
对制造型企业的生产环节、加工处理过程而构建的，它对以后产生的
企业集成化信息系统（如 ＭＰＲⅡ、ＥＲＰ）、集成化企业建模理论等管
理理论与方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欧洲开始
了数个致力于企业模型开发的项目，并产生了几个著名的企业参考
体系结构（如ＧＲＡＩ－ＧＩＭ，ＣＩＭ－ＯＳＡ）。９０年代，市场上出现了许多
商业化企业建模工具或业务过程建模工具（张国生，２０１２），如 ＡＲＩｓ－
Ｔｏｏｌｓｅｔ，Ｆｉｒｓｔｓｔｅｐ，ＭＥＴＩＳ，Ｅｎｔｅｐｒｉｓｅ　Ｍｏｄｅｌｌｅｒ，ＫＢｓｌｔｏｏｌｓ，ＣＩＭ－
Ｔｏｏｌ，ＭＯＯＧＯ，ＩＭＡＧＩＭ 等，以及大量的工作流系统、软件构件技

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