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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化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浪潮迅猛发展。高校信

息化携带信息时代先进科技的优势，在促进高校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管理、

教育手段和教育方法等发生根本变革的同时，有力地促进了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和

高校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不断深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信息化水平已经成为衡

量高校综合实力的一项重要指标。为了引导高校信息化健康、快速的发展，必须

对高校教育信息化水平进行准确、合理的评价。必须综合运用科学实用的评价方

法，使评价结果真实反映各个高校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实际水平，从而通过评价促

进高校信息化的发展。同时也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提供辅助工具，为培养新世纪

的合格人才和为学生全面服务奠定基础。

进行本项Ig的研究，旨在了解国内外信息化评价的现状，比较我国与发达国

家高校教育信息亿方面的差距，借鉴国外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中的成果，力图运

用多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进行高校教育信息化发展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研究，结合我国高校教育信息化的特点研究高等教育信息化指标体系，通过分析

比较各种常用的综合评价方法，拟采用因子分柝法提出的一套高校信息化评价指

标体系及与之配套的测度与评价方法来对不同高校教育信息化水平进行定量化

处理，运用模型运算，以期为高校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与决策提供参考。

本文首先阐述了高校教育信息化的现状，介绍了几种信息化指标体系及信息

化水平测度和评价方法的相关研究情况与本质特征。在比较研究现有高校教育信

息化评价方法的基础上，分析高校信息化的概念和特性，结合我国高校的实际情

况构建了高校教育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以该指标体系为依据，采用框架分析与

重点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理论运用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

法，结合实际以国内的十几所高校的数据为依据，运用因子分析法进行了实证研

究，得出了各高校信息化的综合评价得分。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

认真查阅相关文献和对专家进行访谈、调查构建了高校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估指标

体系，并应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评判模型对高校信息化水平的综合评判进行了

探讨；在文章的最后，对高校高校化系统在学生管理中的应用进行了较深入的探

讨。首先分析了现阶段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特点和局限性，然后结合笔者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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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探讨了在信息化环境下学生管理工作的重点。

在本研究中，通过对比国内外信息化评价的现状，比较与发达国家高校教育

信息化方面的差距，借鉴国外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中的成果，并且运用多学科的

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结合我国高校教育的特点，提出的高校信息化评价指标体

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对高校教育信息化水平进行评价是本文的创新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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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tidal wave of ne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mbolized with informatizafion has

surged forward since 1990's．Informalization of universities，with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its advantage,on one hand,enhances the fundamental transform of

education ideas，education system，education management，education means and

methods；On the other hand,promotes modemiza．tiOil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m ofuniversities．

Along with education informatJonization unceasingly thorough,the knowledge

economy time arrival，the informationization level has bt，come the weight university

to synthesize the strength强important target．抽order to guide the university

informationization health，the fast development,must educate the informationization

level to the university to carry on accurately,the reasonable appraisal．Must

synthesize the utilization science practical assessment method,causes the appraisal

result really to reflect each university educates the informationiza吐on development

the actual level，thus through appraisal promotion university informationization

development．

．j。The
aim of this research，is for the purpose of understanding the domestic and

fordlgn informationization appraisal the present situation， educates the

infurmafionization aspect compared with Our country and Developed country

UnivcTsity the disparity,in the model ov粥eas lagher education informationization

development achievement，tries hard to utilize the multi-disciplinary rationale and the

research technique carries On the university to educate jn the／nformationiza矗on

development the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question research,unifies Our country

University to educate the informationization the characteristic research higher

education informationization target system,compares each commonly used quality

synthetic evaluation method through the analysis，plans a set of university

informationization appraisal value target system and with it necessary moasnr：e and

the assessment method which USeS the factor analytic method to propose comes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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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university to educate the informationization level to carry on quantitative

processing，the utilization model operationEducates the informationization take the

time as the university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decision—making provides the

reference．

From the beginning of looking into the origin of university informationization

theory,analyzing and researching a mass of literatures and theory,the writer

integrates the definition of university informationization；and then，combining the

reality in china universities，sets up the index system of evaluating the university

informationization on the basis of aH the exiting evaluating methods to the university

informationization；according to the index system．Datum from several universities in

education fireld is analyzed as a demonstration．And proposed the devise of how to

establish and defense university informationization．By factor analysis，we calculated

the z-score of each university,then established the standard of the university

informationization．At the end of the paper,we bring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found and improve the university informationiz撕on．This article elaborated

the university educates the informationization the present situation，introduced several

kind ofinformationization target system and the informationizafion level measure and

the assessment method correlation research situation,in the model correlation

research results foundation,through consulted the correlation literature earnestly and

garries On the interview,the investigation to the expert conslnlcts the university to

educate the informationizafion level appra砌target system,and the application factor

analysis and the cluster觚alysis judgment model carded on the univearsity

informationizafion level the synthesisjudgm蜘t to carry on the discussion．In the final

part of this article，firstly analyzes the present stage university student supervisory

work in terms of the ch盈曙lc幢ds6c and the limitation．then unifies author's practical

work discussion nndcrf the inlonnationization environment the student supervisory

work key point．

In this research，companied with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informationization

appraisal the present situation，educates the infollrmtionization aspect compared with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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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eveloped COUnU'y University the disparity,in the model oVerseas higher

education informationization development achievement, and utilizes the

multi-disciplinary rationale and the research technique，unifies characteristic which

01．11"COIln廿y university educates，proposed university informationization appraisal

value target system．Uses the factor analytic method to educate the informationization

level to the university to carry on the appraisal is innovation of this article．

Key words：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Informationalization；remark index

system；establish；study

Classified mumber：(诲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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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和意义

人类进入2l世纪，以网络通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迅猛

发展在许多领域引发了各种深层的变革，加速了人类迈向信息社会的步伐。面

对信息化浪潮所提供的机遇，我国政府明确提出要信息化、工业化并重，以信

息化推进工业化，实现跨越式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如何迎接

信息化所提出的新挑战；如何充分利用新技术所提供的巨大潜力，构建2l世纪

的高等教育模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课题。

教育信息化是人类社会自文字产生、印刷术发明以来的又一次巨大变革，

是当今世赛各国教育应对知识经济挑战，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目前，

我国高等教育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巨交。一方面，飞速发展的现代信息社会

对人才培养的模式、人才素质的要求等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需要高等学校

培养出更多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人才。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本身需要以变革求

生存，以创新求发展，突破传统教育模式的束缚，走向教育现代化。这两方面

都需要以教育信息化作为支撑。所以，教育信息化是我国高等学校进一步发展

的必经之路。

以教育信息化推动的整体教育改革与发展是我国当前教育发展的重要方

向，高校信息化是教育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医此，开展高等教育信息化的

评价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高等教育信息化指标体系研究是教育信息化系统运行规律盼需要。高等教

育信息化是社会信息化的一个子系统，是一个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

指标体系应是反映该有机整体的外部特征和内部变化的标尺。由于不同的指标反

映着不同的状况和表现，因面要全面考察高等教育信息化系统各构成部分及各要

素的整体运行状况和发展变化的情况，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指标体系。

商等教育信息化评份指标体系是推动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现实要求。社会要迈

向信息化，教育信息化是基础和推进器，也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随着

教育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及已取得的成绩，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与发达国家的

信息化建设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并且在东西部高校之间、重点高校和普通高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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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国家高校和民办高校之间，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水平也相差很大。同时各类

高校在信息化建设方面的投入很多，也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是在教育信息化的

建设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闯题，如资源浪费，应用水平不高、盲目追求新技术

等，为解决问题，急需进行相关研究。因此，如何通过可靠地评价和比较高校的

信息化水平与成就，为高校信息化建设投资决策和具体实施提供重要参考，提高

我国高校信息化水平是现阶段高校信息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我国高等教育信息

化的研究刚刚起步，关于高等教育信息化指标体系与评价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比较

少，缺乏科学和系统的量化数据，现有的研究较为零散。因而，需要建立我国教

育信息化评价与比较信息化水平及发展状况的技术方法。对我国各地高等教育信

息化水平的发展进程、存在问题进行量化反映与评价，便于更清楚地了解高等教

育信息化的现状，研究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规律。

高校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既是衡量高校信息化水平的准绳，又是指导高校信

息化建设的指南。建立统一、系统、科学的高校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及与之

相配套的测度与评价方法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正确和客观地评价高校信息化水

平，为国家有关部门了解高校信息化状况和制定相关决策提供服务；另一方面是

为了引导高校信息化建设在求真务实、统筹规划的基础上进行。高校信息化评价

指标体系从宏观上可以指导高校信息化整体水平的提高，在微观上它使高校能够

更准确地把握信息化的内涵，明确信息化的目的，从而制定出正确、高效的信息

化笈展战略，为高校信息化的具体实旌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

高校教育信息化评价研究对发展我国高校教育信息化事业，发挥高校教育信

息化的作用，缓解高等教育供求矛盾，培养创新型人才，实现建立学习化社会的

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对高校教育信息化状况进行综合评价，通常采用的是简单的加权合成

法。这种方法的突出阿题是主观赋权，人为地给定权数，会导致对某一个因素过

高或过低的估计，使评价结果不能反映高校信息化的真实情况。

在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的评价具有官方性质，评价方案是由政府和教育行

政部门统一规定的：评价的执行者通常包括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全国

高等学校评审委员会、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价协调小组等，这也促进了信

息化评价制度的进步——向定量化方向发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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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本研究的目的之一。

在教育信息化的环境中，学生在“虚拟”的数字化校园中，依托丰富的网络

信息资源，可以拓展学生自己的自主学习空间，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资源型学习、

研究式学习等新教学模式；借助于通畅的信息交流渠道，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

力和综合素质，强调能力的个性化发展；通过硬件集群、数据集中以及应用和服

务的集成，可以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必须推进高校信息化建设。由于我所从事的具体工作

是学生管理工作，对学生信息掌握得比较全蔼，可以判断出在信息化教育中，哪

些是学生能接受和乐意学习的，通过做学生工作也可以得到对教育信息化效果的

反馈。在本研究中，我从高校高校信息化系统在工作中应用的角度，对信息化环

境下的学生管理工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作为高校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学生管理工作，一方面由于传统的管理模式存

在诸多弊端，如，管理系统结构不尽合理，信息传递渠道不够畅通，以事务为中

心的管理理念不利于学生主体性发挥，管理重心错位，学生参与管理的渠道不够

畅通，教学、思想教育、管理和服务相互分离无法形成育人合力等缺陷和不足；

另一方面，在这股信息化狂潮的影响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也以最快的速度进入

了这个跑道，然而，其现状并不令人满意，甚至可以说有太多的不足之处，集中

体现在缺乏正确的理念作指导、信息系统不够完善、数据共享度很低、低水平重

复建设严重等几个方面。为了进一步完善和推进高校学生信息化管理，我们试图

探索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推进高校教育信息化管理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

性。

学生管理工作的本质是以培养人才为中心，按照教育方针的要求，遵循教育

规律，围绕学生的成长成才进行的一系列有组织、有计划的工作，使学生在德、

智、体、美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学生管理工作肩负着任重而道远。

互联网己经与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密不可分。缤纷的网络，给“象牙塔”中

的大学生架起一座联系社会和外部世界的桥梁，大学生习惯予通过互联网便捷地

获取资讯，鼠标轻轻一点，世界就在眼前，大学生们通过虚拟的网络拥有了比较

宽广的国际视野，他们身处校园却能了解到全球化背景下发展着的世界。互联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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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高校内的迅速普及，使高校内开始形成一种网络校园文化，使网络时代的

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着更多的变数，迫使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改革向更深的层次发

展。

高等教育信息化评价指标是推动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现实要求，对发展我国高

校教育信息化事业，发挥高校教育信息化的作用，缓解高等教育供求矛盾，培养

创新型人才，实现建立学习化社会的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构建适应信息时代要求的教育技术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现代教育技术的发

展，如同一股锐不可挡的巨濑，席卷世界，波及到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为更新

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改革课程教学手段和方法，展现信息技术的艺术魅力，

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观察能力，提高他们的科学素养，

提供了新的天地。现代教育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有利于学

生更直观、更全面地获取知识，充分发挥他们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是教育

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

本文对高校信息化水平进行了研究，找出不足和优势，进而提高高校的信息

化水平，从整体上促进学校的信息化教育能力，建立适应信息化时代要求的教学

育人环境，为培养合格的人才服务。

1．2研究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我国高校的信息化建设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具体表

现为各自为政，缺乏统筹规划等等，这些问题已经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并

于2002年开始了教育信息化标准体系的建设工作，但那只是针对信息化系统和

资源建设，具体对高校信息化水平的评价还缺乏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导致各个

学校在进行信息化建设时往往不能抓住重点，造成极大的人力、物力浪费。鉴于

此，进行教育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已经追在眉睫。本文将在借鉴国家信息

化指标体系、企业信息化指标体系、STaR评估量表及其它各种指标体系的相关

研究成果基础上，运用咨询专家问卷调查等方法构建一个比较合理的高校信息化

评估指标体系，并应用因子分析法来建立评价模型，对高校信息化水平进行定量

计算，以便于进行正确和客观的评价。⋯

在评价方法的选择上，本论文利用因子分析法。因子分析方法通过分析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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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在关系，抓住主要矛盾，找出主要因素，使多变量的复杂问题变得易于研究

和分析。它不需要人为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而是通过对大量数据内部结构的分析，

得出评价结果，客观性较强。另外，因子分析法不仅可以给出排名顺序，还可以

探索影响排名次序的因素，从而迸一步改善努力的方向，这是其它综合评价方法

所不具备的。正是基于以上的优点，本文选择用因子分析方法作为高校信息化评

价的方法。该方法的应用是研究的关键，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结合已经建立的评

价指标体系构建评价模型，综合全面地评价。

1．3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教育信息化评估一直都显得比较困难，主要因为：第一，这个领域缺乏理论

指导；第二，缺乏经过证实的可靠测量工具；第三，这个领域变化太快，总结的

经验还未铺开，技术又向前发展了：第四，这个领域的实践时间较短。为避免以

上因素的干扰，使本文的研究结果更有现实意义，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坚持理论与

实际结合的原则。既注重理论的研究，也注重方法的应用，既注重国内的发展历

程，也注意吸收国外的成功经验。本课题研究除了注重理论层面的分析，还力争

做到把分析做在科学准确的数据基础上，对问题的分析力求资料翔实、有理有据。

本文采用了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研究

方法。在指标体系及其权重的确定时采用了因子分析法，力求使指标体系及其权

重科学合理，在对高校信息化水平进行评估时以定量研究为主，考虑到教育信息

化的复杂性和多目标性，采用了因子分析法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考虑影响高校

信息化成功的多个因素。并在文章的最后以一个高校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证明

本文设计的高校信息化评估指标体系和因子分析法评判模型行之有效。

研究方法具体如下；

(1)访问调研：为研究高校的信息化建设水平，笔者对很多相关部门进行了

访问研究。

(2)比较研究：通过到省内外几所高校的调查，了解高等教育信息化的现状与

存在的问题，总结探讨了高校教育信息化的推广应用方法和策略，并针对教育信

息化实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寻求对策。

(3)经验交流：总结既往从事教育技术工作的经验和与其他高校相关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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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体会。

(4)闷卷调查：检索和查阅国内外关于教育信息化和远程网络教学研究和运

用的发展动态；并进行问卷调查。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分析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及挑战，探求信息化教育理论

与高等教育改革的契合点，进一步研究教育信息化的先进理念与高等教育的整合

关系。通过对教育信息化推广与实旖过程中的指标评价，探究教育信息化评价的

最优方案，寻求高等教育信息化推广与实施的管理对策。

1．4研究思路和文章结构安排

本文对已有的几种指标体系及其评判方法进行了阐述，分析了常用的评估方

法，在借鉴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指标体系，并通过构

建因子分析法的综合评判模型来对高校应用水平进行评估，并进行了实证分析。

首先，对目前被广泛应用的模糊评价法、层次分析评价法、综合指数评价法

等三种被广泛应用的信息化评价方法进行了分析，这些评价方法虽然在高等教育

信息化评价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着严重的不足。本文分别揭示了它们

各自的基本原理、优点和缺陷。在此基础上重点对高等教育信息化评价现状进行

研究，阐明了目前高等学校教育信息化评价内容和方法，指出其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进而提出了符合我国高等学校教育信息化评价客观实际的因子分析评价方法：

建立了因子分析评价体系，构建了因子分析评价模型及其求解方法。论文最后结

合某高校实际情况为样本，对因子分析评价法在高等学校教育信息化评价中的应

用进行了实证分析，揭示了该方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本课题研究的过程框架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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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中数字表示章节安捧

图1-1课题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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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构安排上，全文共6章，分布如下：

第1章绪论，介绍本文选题的背景及意义，对本文的研究内容及研究思路

进行了说明。

第2章高校教育信息化发展和评价体系现状，介绍高校教育信息化的概念

和内容、特征、目标和任务，阐述国内外高校教育信息化研究现状及水平，分析

了评估常用的几种方法，论述了因子分析法的基本理论。

第3章高校教育信息化因子分析评价模型的设计，对高校信息化相关的指

标及计算方法进行了重点说明。高校信息化水平评估指标体系设计，在参考国家

信息化指标体系和企业信息化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因子分析法工具，对高校

信息化应用水平主体指标进行了界定。

第4章实证分析，结合某高校实际情况为样本，对因子分析评价法在高等

学校教育信息化评价中的应用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该方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应用设计的高校信息化指标体系对其信息化水平进行了合理评估。

第5章信息化环境下的学生管理工作，首先对高校学生管理进行综述，分

析现行的高校学生管理模式的特征和不足，分析信息化环境下学生工作的主要目

的和内容一为学生成才服务，探讨信息化环境下学生管理工作遇到的挑战和工作

思路探讨。

第6章结语，对本文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归纳了本文的创新之处，并提出

了今后研究的几个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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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高校教育信息化发展和评价体系现状

2．1高校教育信息化的理论分析

2．1．1高校教育信息化的概念和内容

万新恒在《信息化校园：大学的革命》中提出了“信息化校园”的概念。他

指出：信息化校园是“以高度发达的计算机网络为其核心技术支撑，以信息和知

识资源的充分共享为其手段，以培养善于获取、加工、处理和利用信息与知识的

学生为其主要目标，以校园成为整个社会知识、信息的创新与传播中枢为其主要

社会效应”。”1

有学者认为，高校信息化是指将现代计算机技术、信息通讯技术、网络技术

等充分整合并应用在高校教育系统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教育教学、组织管理、

校园生活服务等活动的数字化、网络化、自动化，从而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最

终形成适应信息社会要求的全新的教育和管理模式。

赵国栋则直接提出了“高校信息化”的概念。他认为：所谓“高校信息化”，

是以信息通讯技术(IcTs)作为工具和手段，以数字化校园为技术构建基础，将信

息技术充分应用于蔚校的管理、教学、科研和图书资源等方面，从而促进高校的

管理、教学及科研的水平和效率，最终达到培养出能够适应信息社会要求的人才

’翱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系统建设工程。”

笔者认为，正如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一样，“高校信息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

过程，其本身并无一个予置的固定框架和模式，需要教育者在实践过程中不断研

究和探索。

高校信息化是一个历史范畴，与社会信息化、国家信息化、教育信息化一脉

相承，是高等教育信息化的实体表现。高校信息化有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内涵，

具有以下一些突出特征，即：教育恶想观念现代化、教育时间终生化、教育空间

网络化、教学交互化、教育内容数字化、教育技术智能化、教育资源共享化、教

育个性化、教育对象全民化，等等。高校信息化是整个教育和社会现代化的一个

有机组成部分，必然受到高等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并且是与后者大

致同步、相生相伴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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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高效教育信息化的性质和特征

高校信息化的实质，“就是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实现高校校

园网络化、管理科学化和信息资源数字化。”其中，校园网络化是信息化的基础，

管理科学化是信息化的保证，信息资源数字化是信息化的核心。

高校信息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对传统教育观念、教育模式、管

理体制、组织结构及业务流程等不断改革和优化的过程，有利于提升教学、科研、

管理、服务等活动的效率和质量。同时，其本身也在这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得到

不断健全和完善，并注入新的内涵。

从静态的组织结构形态来看，高校信息化具有系统属性，有其自身的体系结

构。从其表现形式来看，是一个观念信息化、组织信息化、管理信息化、事务信

息化、工具信息化等有机结合的整体；从其体系结构来看，是由网络平台体系、

信息资源与数据库体系、信息化应用与服务体系、信息化规范与标准体系、组织

管理体系、技术与安全保障体系等构成的完整体系。

2。1。3高校教育信息化的目标和任务

高校信息化是“以全面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和综合素质，创建与信息社会和

知识经济相适应的新型教育形态为目的”，“将为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奠定基

础，使高等教育打破传统的时空限制，突破高校的围墙，超越国界、区域的樊篱，

为拇建全球化终身教育体系奠定基础。”“”也就是说，高校信息化的终极目的是
≥

为高校人才培养服务的。

2．2高校教育信息化研究现状

2．2．1国外高校教育信息化研究现状及水平

信息化始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技术革命，世界信息化的迅速发展不仅对各

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教育作

为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的主阵地，世界各国在社会信息化过程中，都把教育信息

化放在主要的地位，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革传统教育，与之互相联系的理论研究也

得到长足发展。世界各国为了推进教育信息化进程，纷纷采取各具特色的教育信

息化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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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的概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兴建而提出来

的。美国克林顿政府于1993年9月正式提出建设“国家信息基础设旖”(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简称Nil)，俗称“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Superhighway)的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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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中应用作为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改革的重要途径。“1美国的这

一举动引起世界各国的积极响应，许多国家的政府相继制定了推进本国教育信息

化的计划。。1

美国EI)UCAUSE联合AACRAO、NACAC提出的The Student Guide to Evaluat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Campus论述分析了高等学校信息化的四个方面：学

术经验(Academic Experience)，管理经验(administrative Experience)，学

生生活(Student life)，服务和费用(Services and Fees)，现在不仅作为学

生评价学校信息化水平和选择学校的依据，也是高等学校信息化发展的方向。啪

美国教育技术CEO论坛(CEO Forum On Educat ion and Technology)成立于

1996年，是美国商界和教育领域领导人联合成立的5年期的合作型组织，致力于

评估和监控美国学校信息技术和课程整合的进展状况，他们开发出了著名的

STaR(School Technology and Readiness)评估量表，从四个方面来衡量地区和

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该表已经被美国的许多州和学校普遍使用。

在英国：评价方案的制定是由政府与高校构成的双重评估体系，建立了高校

自评与外部评估有机结合的运行机制；执行者是有中介性质的，包括政府、社会

公众、专门职业团体、行业协会、大学自身等；而评价方案的制定没有统一规定

(仅提出若干评估判据)，由评仪组自行决定，由专家组综合打分。

在美国：成立了高等教育机构委员会，评价的执行者具有民闻性质的团体，

包括民间组织，高等教育评估理事会、高等教育机构委员会等。评价方案的制定

是由各专业鉴定委员会拟定的。

2．2．2国内高校教育信息化水平的测度和评价

我国对教育信息化的系统研究起步较晚。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技术在

教育中的应用、信息化的含义、特征、信息素养、校园网建设等方面。

据统计，截至2003年底，全国己经有超过70％的高等院校建立了不同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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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校园网。而且此次调查结果表明我国高校教育信息化的发展状况呈现以下

几个特点：

1．硬件基础设施建设达到了一定水平

在被调查商校中，校园信息化发展都比较快，硬件基础设旌建设都已达到了

一定水平。调查数据显示，在被调查高校中，教师办公室联网率已达到76．6％，

学生宿舍联网率已达到49．4％，教室联网率达到48．2％，安装有固定投影设备教

室的平均比例也达到31．2％。同时，调查结果也显示，目前己经有13．7％的高校

建成了无线局域网。在师生计算机装备方面，教师每人拥有l台计算机的平均比

例已达到35．4％，2—5人拥有1台的平均比例则达到48．5％；在学生中，平均2-8

人拥有1台计算机的比例为34．4％， 6一lO人拥有1台的比例为35．9％。上述这

些情况说明，在被调查高校中，己经基本上具备了在教学、科研和管理等方面运

用信息技术的基本条件。

2．校园管理信息化发展速度快于教学信息亿

调查数据显示，有41．7％的高校目前己开始使用网络教学系统，平均已有

58．3％的被调查高校已使用校园信息管理系统，有65．2％的高校专门设立了“教

育技术中心”或“电教中心”等机构，但只有46．8％的学校制订了将信息技术与

课程融合的正式计划，44．6％的高校建立了供教师在教学中使用的教学资源库。

此外，在网络教学方面，目前仅有16．7％的被调查高校为全日制学生(包括本科

生和旃究生)提供计算学分的在线课程；只有8％的高校制订了关于承认本校学生

通过INTERNET在国内外高校所获得的学分政策。上述这种情况说明，高校的教

学信息化工作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3．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教师的应用情况要落后于学生

调查数据表明，目前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经常使用PPT的比例最高(96．8％)

其次为计算机课件(69．O％)，电子邮件(65．5％)和使用网络资源(55．1％)；比例较

低的有网络教学(30．5％)和BBS讨论(19．7％)。这说明，教师使用信息技术目前仍

处于初期阶段，未能充分发挥出信息技术的教学效能。而调查同时显示，目前高

达73％的大学生经常利用网络搜索引擎查找各种学习资料；32．8，5的学生经常利

用在BBS上发帖的方式来向其他同学请教疑难问题；19．5％的学生经常利用电子

邮件向教师或同学请教和进行交流；还有4．8％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一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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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难题时会通过电子邮件向校外的专家请教。

4．校园信息化经费预算总体呈增长趋势，但硬件投资比例仍然过高

调查结果显示，在各类高校信息化经费预算中，硬件经费预算是37．5％，其

次为软件经费预算(18．O％)，网络服务和技术维护经费预算(13．3％)，人员类经费

预算(11．o％)；校园两用户支持经费预算(8．9％)。这种情况说明，“重硬件轻软件，

重技术轻应用”的现象仍然存在。例如，74．8％的高校认为，在教学中应用信息

技术所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是“缺乏足够的教学资源”：64．7％的高校认为，技术

支持和服务人员不足，导致教师无法有效在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针对大学生的

调查也说明，学生对目前校园网服务意见比较多。例如，76．4％的学生指出，网

络连接不稳定，经常出现网络中断现象；52．1％的学生指出，校园网内网络安全

措施不完善，严重地影响了网络在教学、科研中的正常使用。这种情况也说明高

校对技术维护和用户支持方面的重视程度不够。

5．学校在校园信息化相关管理政策和规章制度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

调查结果显示，只有12．996的被调查高校制订了针对教师开发的电子课程资

源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只有8．饿的高校设置了专人或部门来负责解决师生在

使用电子资源时所遇到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另外，对大学生调查的结果显示，

只有30．1％的学生知道学校有关校园网内禁止商业音像资源的下载及传播的规

定；52．1％的大学生了解校内各种版权资料的合理使用规定；另有24．隔的学生

刚根本不知道学校在上述方面是否有明确规定。

在我国的教育信息化建设过程中还存在许多不足的地方，如资源浪费、资金

不足、技术人才缺乏等问题，导致信息化建设的整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较低。

尤其是许多高校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盲目追求新技术、新设备的现象，导致资源的

极大浪费，还有许多学校虽然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并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这些

都与缺乏科学的高校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有着一定关系，因为缺乏科学的评估体

系和方法，许多高校无法对学校信息化建设的水平进行有效评估，不能就信息化

是否对学校提高其管理服务水平、更好地完成教学科研任务等方面进行准确的评

价，导致许多高校无法正确认识自身信息化建设所处的阶段，不能有的放矢、对

症下药，因而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些已经极大的影响了我国高校下一步的

信息化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加快高校信息化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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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信息化建设的实践。“。

2．3高校教育信息化评价体系现状

2。3．1国内高校教育信息化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综述

1．高校教育信息化评价指标的建立

我国第一位教育技术博士生导师何克抗教授1990年对现代教学媒体的特征

进行研究，提出了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现代教学媒体作为学习者的认知工具和理想

的教学环境，具有多媒体计算机的交互性：提供外部刺激的多样性：多媒体系统

的超文本性；计算机网络特征及超文本与网络化特征的结合等。华东师范大学祝

智庭教授的《现代教育技术一走向信息化教育》(2002)论述了教育技术的含义及

在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作用，利用信息技术对教学系统设计、对媒体的使用

技能、途径等作了详尽的研究，同时也把信息素养作为信息教育的目的和核心内

容。

2003年9月8日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管理信息系统专业委员会与高校信息化

研究会筹委会合并而成的学术组织一一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信息化分会成立。嘲

丁玉国等在《高等教育信息化的运作机制研究》(2003)一文中从管理体制、科学

运作、资金投入、人才培养等几个方面对高等教育建设中存在的领导体制及管理

模式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提出了建立良好运行机制的几个基本原则。

张成洪等人在《高校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思路探讨》(2003)一文中，参

考国外高校信息化建设现状和趋势，首次建立了一个高校信息化指标体系的基本

框架，设计了包括战略地位、基础建设、应用情况、信息资源、人力资源、组织

机构和管理六个大类的指标。安宝生教授则在《我国高校信息化体系的四大支柱》

(2004)一文中强调高校信息化应该从组织体系、政策体系、技术体系及培训体系

四大方面来开展评估。徐目利(南京大学信息化办公室)在他的‘高校信息化评

价体系研究》中，将高等学校信息化评价指标分为三个等级，包括基础设施、信

息资源、人才资源和信息服务等七个一级指标和21个二级指标，若干三级指标。

2003年，广东省教育厅信息中心组织成立了工作小组，2005年1月《关于进一

步加快我省高校教育信息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广东高校信息化建设参考标准》

作为该文件附件同时公布执行。

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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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的张成洪在《中国高校信息化指标体系研究》(2006年)一文中，

详细介绍了将原来的指标体系调整后的指标体系，他指出新的指标体系有5个一

级指标，18个二级指标和72个三级指标。一级指标包括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

化基础应用、教学科研信息化、管理信息化以及信息化保障体系5个方面。。3

我国教育信息化指标体系的制定还有很多需要研究的地方，但是大体上根据

教育信息化的有关理论和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我国教育信息化指标体系基本上

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信息技术的利用、

信息化人才、信息化政策法规、教育事业发展。

2．高校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方法

赵全超，赵国杰在(2004年)应用定性和定量指标上，建立了8个一级指标

和32个二级指标在内的模糊矩阵，对信息化水平进行测度。刘军跃、饶慧等(2005

年)提出了一套基于模糊综合评判模型的高校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

六个一级指标和32个二级指标，并以实例进行应用分析，

李涛(2005年)考虑到高校信息化评估的多因素、多目标及复杂性，作者选

取了模糊综合评判模型来对高校信息化水平进行评估，同时应用了专家打分法和

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各级指标的权重，以使其尽可能符合实际工作的需要。

李勇，刘文云(2006年)应用综合分析进行统计分析，来测算我国高等教育

信息化的水平。余丽华，石青，费军(2004年)应用层次分析法确定高校信息

他评价指标的权重运用层次分析法，提出了高校信息化评价指标权重确定的一条

有效途径。

余丽华等人(2004)提出运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高校信息化评价指标权重。

闰慧(2004)设计了由教育化基础建设指数、教育信息资源指数、教育网站建设

指数、教育信息化主题水平指数和教育信息消费水平指数构成的教育信息化测试

指标体系，并运用二次球面函数来计算教育信息化指数，以克服算术平均法的弱

点。

综上所述，目前高校信息化评价常用的综合评价方法有加权平均法、功效系

数法、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等。评价方法的选择可依评

价内容、评价对象的性质、类型、评价本身的时闻和精度要求、评价方法的特点、

评价结果的吻合度等而定。在一定程度上，上述方法可以满足高等学校信息化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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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目的。但是还存在很多不足，例如：在模糊评价中权重值的确定是有很大的

人为性，使得评价结果不统一，进而导致高等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的意义受到质

疑。

因子分析方法作为一种最新的数据统计方法，是根据评价指标中存在着一定

相关性的特点，用较少的指标来代替原来较多的指标，并使这些较少的指标尽可

能地反映原来指标的信息，从根本上解决了指标间的信息重叠问题，又大大简化

了原指标体系的指标结构。

在因子分析法中，各综合因子的权重不是人为确定的，而是根据综合因子的

贡献率大小确定。所用权数属于信息量权数，它从指标所含区分样本的信息量多

少来确定指标的重要程度，是伴随数学变换过程内在生成的，并随着样本集合的

变化而变化，这种信息量权数有助于客观地反映样本间的现实关系。这也就克服

了评价方法中人为确定权数的缺陷，使得综合评价结果唯一，而且客观合理。

2．3．2基于层次分析法的评价体系

AHP方法的主要步骤是：①确定比较判断矩阵：请专家对指标两两比较其相

对于上一层所从属指标的重要性之比，由比值构成比较判断矩阵；②层次单排序：

用方根法(可参见文献[4])计算每个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及相应特征向量，将特征

向量归一化，并对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③层次总排序：自上而下分别用每一层

的每个指标相应的归一化特征分量作权，乘以下一层其支配的每一个指标的特征

分量，便得到下一层指标的组合权重，最下一层的缀合权重即为所求。在总排序

的过程中，还要进行组合的一致性检验。“71

1．对有关数据的收集

指标体系的评价必须建立在详实、准确的数据基础之上。

2．定性指标的量化处理

在这一指标体系中，有一些指标适合用定性方法评估，需要对评估后的结果

进行量化打分，实现指标的具体数字量化。如对决策信息化水平进行评估时，分

为：低级水平A：信息化对高校决策基本没有支持；初级水平B：通过信息资源的

开发利用，能为企业决策提供初级支持；中级水平C：能开展数据分析处理，对各

种决策方案进行优选，为企业决策提供有力的辅助支持；高级水平D：采用人工

智能专家系统，进入管理决策智能化。打分分别为：O分，5分，8分，10分。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数据的无量纲化

由以上指标体系中可以看出，从不同角度反映企业信息化的指标不仅数量

多，而且属性不同，量纲不一，要使众多的指标能够构成一个数值，对企业信息

化程度进行评估，就要对多指标进行综合评价。为消除量纲的影响，需对评价指

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无量纲化处理，即对评价指标数据的标准化、正规化

处理，是通过一定数学变化来消除指标量纲影响的方法，即把量纲各异的指标转

化为可以进行综合的相对量化值。

借用模糊集合论中隶属函数的思路，对各个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在模糊

数学中，把某事物隶属于某一标准的程度，用[0，1]区间内的一个实数来表示。

“0”表示完全不隶属，“l”表示完全隶属。模糊隶属度函数用于描述这一渐变

过程。为了计算方便，选择线性模糊隶属度函数进行量化。

4．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在多项指标的综合评价中，权重的确定是一项晟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工作，权

重值的确定直接影响到综合评价的结果。AHP法就是把阿题的内在层次与联系判

断量化，并做出方案排序的一种多目标、多层次的综合评价分析方法；是定性、

定量相结合的一种简便有效方法。

齐二石，王慧明在《制造业信息化评价体系的研究》(工业工程，2004年9

月第7卷第5期)中将制造业的信息化分为六个方面若干个二级指标来进行评价。

模型如下：

扛6讧1

z。=∑匹^凡溉
／=l i，1

z。代表制造业信息化指数的得分，乙。越大信息化程度越高。j为信息化

水平构成的要素个数，i为信息化水平第J个构成要素的指标个数，A为第j个构

成要素的第i项指标的权重，蜘为第j个构成要素的第i项指标的得分值，％为第

j个构成要素的权重。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ess简称AHP)是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

TlSaaty在20世纪7哞代中期提出的。它是将复杂问题分解为多个组成因素，并
将这些因素按支配关系进一步分解，按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排列起来，形成

一个多目标、多层次的模型，形成有序的递阶层次结构。通过两两比较的方式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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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层次中诸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然后综合评估整体判断，确定诸因素相对重要性

的总顺序。层次分析法的基本思想就是将组成复杂问题的多个元素权重的整体判

断转变为对这些元素进行“两两比较”，然后再转为对这些元素的整体权重进行

排序判断，最后确立各元素的权重。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是一个具有多层次、

多指标的复合体系，在这个复合体系中，各层次、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各不相同，

难以科学确定，常用的经验估值法、专家确定法等方法难以奏效甚至一筹莫展。

层次分析法通过构造判断矩阵，先对单层指标进行权重计算，然后再进行层次问

的指标总排序，来确定所有指标因素相对于总指标的相对权重，为确定类似指标

体系权重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解决途径。利用层次分析法，不仅可以降低工作难度，

提高指标权重的精确度和科学性，并且通过采取对判断矩阵迸行一致性检验等措

施，有利于提高权重确定的信度和效度。同时，计算矩阵特征向量时，可以利用

和积法、幂法和方根法等多种思路，并可以应用计算枫来处理数据，具有较强的

可操作性。

毋庸置疑，将层次分析法引入高校信息化建设评估，以确定高校信息化建设

评估指标的权重，是定量方法在高校信息化评估中运用的有益尝试。但是，层次

分析法本身存在二个致命的问题：其一，是层次分析法本身已经注意到的问题，

就是用两两比较法来给多个指标确定相对权重时，容易破坏捧序的传递性，导致

不一致，为此层次分析法本身要进行一致性检验。～旦这个检验通不过，就要重

新进符两两比较，调整权重，直到一致性检验得到通过为止。这种调整，当指标

数较少时，尚不困难，但一旦指标很多，这种调整将会十分费时费力，而且还会

使得最后确定的权重，既不主观也不客观，而是观判断屈从于层次分析法的需要

而确定的。其二，层次分析法的应用需要一套确定的指标体系，因为指标体系的

选取本身就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因而使得层次分析法豹应用很可能只是

在并非科学的指标体系之上进行量化。其三，由于高校信息化指标之间存在很强

的相关性，层次分析法无法处理指标之间的相关度，使得具有相关性的绩效指标

存在重复计算权重的可能性。因此，层次分析法作为一种量化指标权重的方法，

在对高校信息化评估研究的应用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基于此，本文采用因子分

析法在高校信息化评估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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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基于模糊数学的评价体系

数学模型为：

B=AOR

式中R=“)⋯为模糊矩阵：
A一权数矩阵或加权矩阵；

B一综合决策矩阵：

“O”为模糊算子。

先确定权数分配矩阵A，再根据单因素评价矩阵R，得出综合决策矩阵B。

这是一个简单的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模型，作为单因素评价所进行的综合，

任何一个综合判断矩阵，都可以归结为上述步骤。

然而，在复杂的技术系统中，由于需要考虑的因素往往很多，且各因素间具

有并列关系、因果关系及包含关系。人们在遇到这类情况时，往往把因素集合按

某些属性分成几类，按照不同的层次对每一类(因素较少)综合评价，再对评判

结果进行类之间的高层次的综合，为此，应用多层次综合评价模型。

决策程序：

I．选取因素集u，并确定各个因素的加权矩阵

在决策中，一般应考虑的因素很多。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将上述各因素制

定为一个统计表，再确定各个因素加权矩阵，在确定各因素“权数”的过程中，

由熟悉这项工作的专家加以评分，填写权数。再将所有专家的关于同一项目的权

数合计、平均，便可得出该项目单因素的权数矩阵。

这种评分常用数理统计方法，采用模糊统计的方法，似乎“模糊”而实则精

确。

2．确定决断集v_{v。，v2⋯vI)

在决策中使用六个等级来评价决策的程度。即：很优，优，良，中，差，很差。

故取v={很优，优，良，中，差，很差}

3．确定单因素评判矩阵A

4．计算综合评判矩阵B

5．评价高校教学信息化水平

模糊评价方法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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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高等教育信息化综合评价时，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具有一些独特的

优点，主要表现在：模糊综合评价结果本身是一个向量，而不是一个点值，并且

这个向量是一个模糊子集，较为准确地刻画顾客满意度的模糊状况。模糊综合评

价结果的迸一步加工又可提供一系列的参考信息。模糊综合评价从层次性角度分

析复杂事物，利于最大限度地客观描述服务质量水平，结构层次多的事物，应用

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

缺点：首先，模糊综合评价过程本身不能解决评价项目间相关造成的评价信

息重复问题，评价项目也并非越多越好，关键在于评价项目在评价过程中所起的

作用大小。一般原则是以尽量少的主要指标应用于实际评价过程中。因此，评价

前指标的预选处理特另Ⅱ重要，必要时要实际调查，以保证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其

次，在模糊综合评价中，指标权数不是评价过程中伴随产生的，而是人为定权，

由于人的主观性，权数不一定能充分反映实际；另外，权数的调整往往容易破坏

同一被评对象不同评价结果间的可比性。

上述两种方法都有共同的缺陷；在确定指标权重时运用的是德尔菲法，容易

受到专家主观判断的影响，特别是当专家对企业的实际情况不是非常了解时，其

确定的权重可能会使评价者做出错误的决策。

2．3．4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评价体系

主成分分析法也是一种赋权法。主成分分析法作为一种较为成熟的多元统计

分析方法，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高度发展和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以其具有综合

分析和研究多个指标的经济现象的显著特点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要评价某

一对象的综合水平时，不能单独地用某一个指标为依据，而需要分析这些因素之

间的相互关系，根据它们的不同作用，按一定的顺序，进行综合评价。由于影响

客观事物发展的各个因素之间都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就可以对众多的因素进行

简化，使简化后的因素既能综合反映原始因素的信息，它们之间又是互不相关的。

主成分分析正是处理这一类问题的方法之一，其计算步骤简述如下：

1．原始数据的标准化；

2．计算指标量的相关矩阵R；

3．求相关矩阵R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确定主成分；

4．求方差贡献率，确定主成分的个数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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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k个主成分进行综合评价。

主成分分析法需要在一定的数据环境中实现，选取能够反映实际的标准数据

环境便成为进行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指标权重的首要准备工作。权重分析的标

准数据环境必须具备如下特征：真实性，即标准数据环境中所有的数据都应该是

通过实际统计调查所得的，而不应该是虚构的，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分析才有意义，

分析结果才能够为各种决策提供参考；代表性，即标准数据环境应该能够代表我

国信息化的平均水平，过高或过低的数据环境都不具备一般性；可用性，即标准

数据环境应该包含较为完整的指标体系计算所需的所有数据，而且数据质量较

高，关键数据项不应该存在空项、错项等情况。这样的数据环境是很难实现的。

2．3．5因子分析法

因子分析是从研究相关矩阵内部的依赖关系出发，把一些具有错综复杂关系

的变量归结为少数几个综合因子，以再现原始变量与因子之间相关关系的一种多

变量统计分析方法。“”因子分析的出发点是用较少的互相独立的因子变量来代替

原有变量的绝大部分信息。

关于因子分析法介绍：因子分析方法通过分析事件的内在关系，抓住主要矛

盾，找出主要因素，使多变量的复杂问题变得易于研究和分析。它不需要人为确

定各指标的权重，而是通过对大量数据内部结构的分析，得出评价结果，客观性

较强。另外，因子分析法不仅可以给出捧名顺序，还可以探索影响捧名次序的因

素，从而进一步改善努力的方向，这是其它综合评价方法所不具备的。因此，本

文选择用因子分析方法作为高校信息化评价的方法。

因子分析是对主成分分析的推广和发展。与主成分分析相比，因子分析较为

灵活(体现在因子旋转上)，这种灵活性使得变量在降维之后更容易解释，这是

因子分析比主成分分析有更广泛应用的一个重要原因。主成分分析与因子分析有

很多相似之处，因子分析和主成分分析具有相同的评价思想(提取少数综合性指

标)，相同的数学基础(在求解过程中二者都是从一个协方差矩阵或相关系数阵

出发)，两者最终评价的结果本质上是一致的。主成分分析可以看作是因子分析

的一个特例。另外这两种方法都属于相对评价方法，都要求评价对象集中的单位

个数足够多，都可以将“权数”过程从整个综合评价过程中剥离出来，成为一种

独立的权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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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两种方法是有差别的，主成分分析模型实质上只是一种变量变换，是可

观测的原始变量的线性组合：而因子分析需要构造一个因子模型，公因子一般不

能表示为原始变量的线性组合。另外，主成分分析中每个主成分相对应的系数都

是唯一确定的，与此相反，在因子分析中，每个因子的相应系数不是唯一的，即

因子载荷矩阵具有不唯一性，这也是使因子具有鲜明意义的原因。一般来说，主

成分评价主要应用于排序评价，因子分析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可以对指标或样品

进行分类，并给出较为明显的意义。

因子分析法适不适合评价高校信息化水平?

因子分析法是适合评价高校信息化水平的，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

1．对主要矛盾的把握

因子分析法用较少的综合指标进行分析评价，容易抓住主要矛盾，找出主要

因素，使复杂的问题简化。同时利用因子分析法可以对初始载荷因子进行旋转，

更为明确的辫释各主因子的含义，从面找出影响高等教育信息化的主要方面及提

高高等教育信息化。当然，因子分析法也存在以下不足：它是根据样本指标来进

行综合评价的，所以评价的结果跟样本量的规模有关系；它假设指标之间的关系

都为线性关系，但在实际应用时，若指标之间的关系并非为线性关系，那么就有

可能导致评价结果的偏差；另外因子分析法对主因子的选取也会造成部分信息的

损失。虽然因子分析法还存在一些缺点，但是不可否认它在综合评价中的重要作

用，君前已有不少文献研究用因子分析法来解决综合评价问题。

2．其它领域的应用经验

因子分析法在其它的领域已经有应用，并且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些有益

的经验是可以借鉴的，例如：

因子分析在股票投资价值评价方面的应用：2001年S Ganesalingam，

Kuldeep Kumar利用因子分析法，通过对1986年到1991年美国证券市场中部分

公司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了因子分析适合于股票市场的结论。

任福匀在《因子分析法在我国股票市场行业投资价值评价中的应用》(中南

大学2005年11月)中设计了一套能够综合反映两大方面(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

行业背景)状况的指标体系，并且把因子分析法引入评价指标体系之中，所有的

指标都设计为定量化的指标，提高了分析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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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罗曼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在抽样调查数据中的应用》(2003一年5月)

中从数学的角度详细分析了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在抽样调查数据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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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高校教育信息化因子分析评价模型的设计

3．1高校教育信息化因子分析评价的指导思想

本文在设计高校信息化水平评估体系时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1．科学性原则

科学性原则是指对高校教育信息化水平进行评价要有相关的科学依据，不能

想当然，也不能只凭以往的经验去运作。通过该指标体系提供的基本数据资料，

应当能够客观全面地评价高校教育信息化的现状、发展水平及发展潜力，并可分

析、诊断教育信息化建设及其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高高校信息化建设质量，

避免建设与应用过程中的盲目性和任意性，为制定有关政策和规划服务。

2．可比性原则

一方面，构建高校信息化指标体系，要考虑国情，要与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

的方针政策一致，符合国家统计法规，通过评价能综合反映高校教育信息化的水

平及发展趋势。另一方面，构建高校信息化指标体系，要与国际上比较通行的评

价指标和方法相适应，便于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之间进行比较。

3．全面性原则

全面性原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高校教育信息化评价对象具有复杂性。教

育信息化系统是由多因素构成的系统，这些因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在教

育觜患化评价标准中必须树立整体性观念，处理好各因素之间的关系，通过评价

对高校信息化水平有一个整体的、全面的判断。二是指教育信息化的目的具有多

元性，高校信息化不仅应能提高教学和科研的效率、质量，而且还应能促进学校

管理等方面的高效运行，应当从多个方面来评价高校的教育信息化。

4．可操作性原则

在考虑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全面性的基础上，必须考虑到该体系的可操作性，

应尽量选取较少的指标反映较全面的情况，为此，所选指标要具有一定的综合性，

指标之间的逻辑关联要强。而且，所选取的指标应该尽量与高校现有数据衔接，

必要的新指标应定义明确，以便于数据采集。同时，设计指标体系时还应考虑到

教育信息化是一个动态过程，有些指标是与时俱进的，应留有一定余地，以适应

其变化趋势与发展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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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高校教育信息化因子分析评价体系的构成

世界信息化的迅速发展，不仅对各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信

息化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信息化发展水平分析方法的研究显得尤

为重要。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高校信息化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可以从数量上揭示

不同高校信息化发展的状况，以及同一高校不同时期信息化发展的程度。从统计

规律角度总结教育信息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趋势，为进一步的理论和政策分析创

造基础条件，可以提高政府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使相关

部门能够有效地指导和促进教育信息化工作，为研究制定教育信息化发展计划提

供量化、科学的依据，进而推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总之，随着我国信息化建设的日益深入和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建立既适

合中国国情、又能够与国际接轨的高校信息化水平评估指标体系，已经变得十分

迫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3．2．1评价指标的选取原则

高等教育信息化评价指标的建立需要符合一定的要求：

首先，高等教育信息化评价指标的设计要具有一定的目的，实现其导向性。

要综合反映高等教育信息化建设和发展的现状，便于制定和出台必要的政策和制

度，整体推进各高校的教育信息化建设和发展，根据国家信息化建设的方针政策

确定指标权重及统计方法，以反映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趋势，使整个高等教育

信息化能够顺应发展趋势，实现良性发展。

其次，指标体系的建立，要具有科学性。要遵循高等教育信息化的科学概念

和理论体系，借鉴和吸收教育理论和信息理论最新的研究成果，使指标体系建立

在科学规范的基础上。要对每个具体指标进行必要的相关分析，既要全面、系统，

又要避免重复。

最后，指标体系的设立要具有综合性和可操作性。一方面既能以尽量少的指

标完成综合评价任务，又能按单项指标，对各高校、各省市进行统计，方便数据

的收集及处理；另一方面在具体指标的确定上，既要考虑某一指标的必要性，又

要考虑这一指标数据取得的可能性，要与现有的统计数字相衔接，以便能充分利

用现有统计渠道和统计数据，准确、及时地收集到相应的信息资料。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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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以上的要求，本论文提出的高等教育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是以教育主管

部门或社会中介组织制定的评价指标体系为主要参照，结合实际调研情况提出的

具有可操作性和针对性的体系。根据本文所提出的高校信息化体系结构，结合高

校信息化水平测度和评价的一般方法与内容，笔者认为高校信息化系统的评价指

标体系可由以下几方面构成：

表3-I高校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成方案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A1年度运营维护投入(万元)

l 战略地位 A2近三年的信息化资金投入占学校总投入的比例(％)

A3经费增长率(％)

A4个人电脑拥有率(％)

A5多媒体教室比率(％)
2 基础设施

A6校园网出口带宽(MB)

A7校园网覆盖率(％)

A8其中最主要的网络(辅助)教学平台上已注册的教

师总数

A9注册的学生总数

A10网络(辅助)教学平台上的课程门数

3 应用状况 All最近一学年采用多媒体教学的课程占总课程的比

例(％)

A12最近一学年实现网上教学的课程总数

A13最近一学年参加网上课程的学生总数

A14学校主页平均每日访问次数

4 信息资源 A15图书馆能提供的各类文献数据库的数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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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6学校或院系统一建设的为学科研究服务的学科资

源库数量

A17每日图书馆电子资源的浏览次数

18每日图书馆电子资源被下载的次数

A19最近一学年正式参加学校组织的信息化培训的人

次

5 人力资源
A20信息化建设部门规模C人数)

A21学校在编的技术支持和运行维护队伍规模(人数)

组织机构 A22在信息化建设中应用教育部的行业标准程度
6

和管理 A23执行明确的信息化安全相关规范程度

3．2．2评估指标体系的内容说明

1．战略地位评价指标

战略地位是高校信息化的前提，它决定了信息化工作在学校工作中所处的地

位，保证了信息化工作的资金来源。本文选取了年度运营维护投入、近三年的信

息化资金投入占学校总投入的比例、经费增长率等3项。

年度运营维护投入反映了学校对信息化的投入力度，有投入才会有产出，要

想信息化取得成功，必须有明确的信息化规划和充足的预算资金。近三年的信息

化资金投入占学校总投入的比例和经费增长率则从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来考察

学校对信息化的实际投入情况，教育信息化年度投入包括机房建设、网络建设、

教育资源开发与应用、管理信息系统开发与应用、网站建设等诸多信息化建设相

关方面的资金投入总额。

2．基础设旄评价指标

基础设旌为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应用提供了直接的平台，是反映高校信息化水

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本文采用了校园网出口带宽及其利用率、校园网覆盖率、个

人电脑拥有率、多媒体教室比率等4个指标。

其中校园网出口带宽是指网络设备的规格、性能等，它是信息传输、交换和

资源熬享的必要手段，反映了学校通过网络与外界交换信息资源的快慢，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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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学校的出口带宽，现在比较先进的学校一般都在1000MBPS以上，个别学校己

经达到lG。这两个指标应该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而调整其评估标准。校园

网覆盖率则表明学校内部网络的建设、推广情况。个人电脑拥有率为教职员工和

学生拥有电脑占人口总数的比例。多媒体教室便于教师利用课件教学，能激发教

师开发教学信息资源的热情，便于大班教学，满足现代教学的需要。

3．应用状况评价指标

应用是高校信息化的重点，主要有基于网络的综合办公系统及教务、科研、

学生以及招生就业等各种管理信息系统，通过这些系统的应用能极大的方便学校

的教学、科研以及行政等各方面的工作，能集中体现高校信息化建设的成果和效

益。本文选用了其中最主要的网络(辅助)教学平台上已注册的教师总数、最主

要的网络(辅助)教学平台上已注册的学生总数、最近一学年实现网上教学的课

程总数、最近一学年参加网上课程的学生总数、最近一学年采用多媒体教学的课

程占总课程的比例、学校主页平均每日访问次数，其它管理信息系统等7个指标，

其中教育部对高校使用的系统一般都进行了指定或是相关的认证，否则就有可能

不能完全达到要求。教务管理系统同样也应该通过教育主管部门的认证，并根据

t学校使用的实际情况进行二次开发，只有能符合学校实际情况的系统才能更好的

为学校服务。其它管理信息系统则包括科研、招生就业、图书馆、机房、校园一

卡通等管理信息系统。
}，

、。4．信息资源评价指标

教育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应用是高校信息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教育信息化有

“路、车、货”的说法，如果说把校园物理网络比作路，各种信息管理系统比作

车，那各种信息资源就是货，高校信息化仅仅建设物理网络，应用各种信息管理

系统还远远没有达到目的，只有将各种教学资源、公用信息、内部信息都收集整

理成库，并在允许范围内供大家共享才是高校信息化的目标。本文选取了图书馆

能提供的各类文献数据库的数量、学校或院系统一建设的为学科研究服务的学科

资源库数量、每日图书馆电予资源的浏览次数、每日图书馆电子资源被下载的次

数4个指标。其中各类文献数据库主要衡量校内公用和特定信息的收集、整理以

及数据库的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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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力资源评价指标

人才是高校信息化取得成功的根本，主要通过最近一学年正式参加学校组织

的信息化培训的人次、信息化建设部门规模(人数)、学校在编的技术支持和运行

维护队伍规模(人数)等3个指标来衡量。信息技术年培训人次及措施反映学校

对教职员工信息素养的培训情况，学校在编的技术支持和运行维护队伍规模(人

数)则反映教职员工对信息技术的实际掌握情况，可通过主管部门举办的各种认

证合格率来衡量，如面向教职工的各种计算机等级考试、多媒体制作认证等等。

6．组织机构和管理评价指标

组织机构和管理评价指标体现高校信息化工作的组织、管理水平，从在信息

化建设中应用教育部的行业标准程度、执行明确的信息化安全相关规范程度2

个方面来考察。机构设置主要是考察信息化主管部门的职能及实际的动作情况，

这与战略地位中的组织地位相辅相承，前面考察是否建立相关的机构，这里着重

考察其是否发挥应有作用。规章制度财主要考察其网络管理、信息管理、安全管

理等方面措施的制定及实旌情况。安全管理着重考察网络信息系统安全的响应机

制和解决机制，高校是各种网络信息人才高度密集的地方，也是各种网络安全事

故的高发地，必须充分考虑网络安全问题的响应和解决。

3．3高校教育信息化因子分析评价模型

3．3．1因子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

在对实际问题的分析过程中，人们总是希望尽可能多地收集关于分析对象的

资料，进而能够对问题有比较全面、完整的把握和认识。但是在收集到的资料中，

一般包括被评价对象的多个评价指标，每个评价指标对评价结果的影响是不同

的，每一个指标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所研究闯题的某些信息，因此指标的权重

就不会相等。而且各个指标之间往往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造成相当多的信息重叠，

不利于对分析对象进行综合评价。因子分析就是从研究多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

关系入手，寻找潜藏的少量能够起决定作用、控制所有变量的公因子，将每个变

量表示成公共因子的线性组合，再现原始变量与公共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最后

计算主要指标的合理权重，依照公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对每个样本对象进行综合

评价。公共因子变量能够反映原始指标变量的绝大部分信息，不会产生重要信息

丢失，并且由于它比原始指标变量的数量大为减少，所以含义也更为明确，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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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事物的本质，利于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最后可以应用聚类分析方法比较高

校的信息化程度。

运用因子分析法评价的一般步骤：

1．对样本数据同向化、标准化、无量纲化

由于各个指标会随着经济意义和表现形式的不同而不具有可比性，因此，为

了进行科学的综合评价，有必要对各个指标予以标准化处理。所谓标准化处理，

也就是对评价指标数值的无量纲化、正规化处理，它主要是通过一定的数学交换

方法，把性质、量纲各异的指标转化为可以进行综合的一个相对数——量化值，

以此来消除量纲的影响，并使其保持方向上的一致性。

2．求样本相关系数矩阵

3．求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计算特征值贡献率

4．确定因子个数

5．求因子负荷矩阵。

因子负荷矩阵不是唯一的，用不同的方法可求出不同的负荷矩阵。在本文中

采用主成分方法。

6．对因子负荷矩阵进行旋转交换，使其结构简化，以利于对因子更好地进

行解释。本文采用方差最大化法进行变换。

’马皂立因子分析模型的目的不仅是找出主因子，更重要的是知道每个主因子的

意义，以便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由因子模型矩阵得到的初始因子载荷矩阵，如

果因子负荷的大小相差不大，对因子的解释可能有困难，因此，为得出较明确的

分析结果，往往要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通过旋转坐标轴，使每个因子负荷

在新的坐标系中能按列向量0或1两极分化，同时也包含按行向两极分化。旋转

的方法有正交旋转和斜交旋转两种，由于选择的旋转方法不同，结果也就不同，

一般以能得到明确的分析结果为最终计算结果。

7．根据主成分贡献率，计算各变量的系数矩阵，并将其转化为线性方程式，

即因子数学模型。

．8．根据主成分贡献率的大小，建立因子分析的综合评价模型。

通过旋转和计算，得到新的较为理想的因子载荷矩阵Al和因子得分系数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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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B

3．3．2构建高校教育信息化因子分析评价模型

评价步骤的实施：

1．计算原始指标数据矩阵x

假设有m个待评的高校样本，评价指标为n个，在实际评价时，选取1"1个高

校信息化建设有代表性的指标，分别记为x；j=1．2⋯n。，从而得到原始数据矩阵

为

x=(嘞)m。。
2．将原始数据矩阵标准化

记标准化数据矩阵为y=(％L．，则标准化变换公式为：

蜘：至互(i=1，2⋯，m：j=1，2⋯，n)

其中，，j，。；分别为第j个指标的样本均值与样本标准差，即：

诘擎‘：丽
经标准化变换后，各样本数据的均值和方差分别为0和1。

3．确定初始因子载荷矩阵

根据样本数据矩阵估算因子载荷矩阵A是求解因子模型的关键步骤。有很多

方法可以用来求解，比如主成分法、主轴因子法、最小二乘法、极大似然法等。

本文选取的是常用的主成分法。

现从相关阵出发求解主成分，也就是说标准数据矩阵的特征值一般可以通过

相关矩阵或者协方差矩阵来计算，在这里采用的是相关矩阵。

根据模型，现有n个变量，则必然可以找出相应的r1个主成分(原始数据经

线性组合形成的综合指标)，现将这n个主成分按由大到小的顺序排列，记为

zt，z2⋯，zn，z与zj相互无关，则主成分与标准数据向量Y之间存在如下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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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一，I+^2K+⋯+^．E

z2=旋1葛+勉艺+⋯+儿。艺

z。=以1墨+以2K+⋯+‰K

(3一1)

式(3一1)中，)，{f为标准数据矩阵y的相关矩阵R的特征值所对应的特征向量

的分量。评价所需的相关矩阵R=(％)⋯为一对角线上元素均为1的对称矩阵，

其计算公式为

～2击善y∞且有咯5"r。1。
由特征方程IR—Xl[----O可解出相关矩阵R的n个非负特征值。

A≥五≥五-··≥^≥0。

对应于^的标准正交化特征向量分别为：^，心一以，其中^=(‰，以，．以；)a

由于特征向量之阐彼此正交，从z到Y的线性转换关系是可逆的，很容
易得出由Y到z的转换关系：

Yl=^lzl+托122+⋯+以，乙

Y2=^2zI+如z2+⋯+以2乙

YN2‰Zl+‰Z2+⋯+‰z。
在实际评价中，通常只选取其中p(p<n)个方差贡献率大的主因子，以减

少指标的数目，且又能反映原指标的最大信息量。而把后面的方差贡献率很小的

间距只反映指标极少信息、不影响评价结果的部分用岛代替。则上式变为

Y12^1Zl+如122+⋯+一l乙+岛

Y2=^2zl+，笠z2+⋯+以2zp+乞

YN2^。Zl+％乞+．．‘+‰乙+矗

式(3-2)

式(3—2)在形式上与因子模型一致，将互转化为方差为1的变量即可符合

模型假设条件，转化的方法为将互除以其标准差。由(3-1)式可得，

v鲫(zi)v砥五y)：五：所以五的标准差为√石在。令耳=互／√互，气=√砜，
则式(3-2)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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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ql‘+n2l五+⋯+咋lC+毛

Y22q2五十％‘+⋯+％2‘+岛

YN2‰最+n2。最+⋯+‰‘+‘

这与因子模型就完全一致了，F就是主公因子，它反映的是在信息化中起支

配作用的第1个因素。这样就可以得至U初始因子载荷A矩阵和一组初始化公共因

子(未旋转)。

(上文中提捌公因子数目P的值是根据选取的公因子信息量的和达到原始

指标提供的信息量的一个合适比例为止来确定的。)则第i个公共因子保持原始

数据信息总量的比熏为q 2衫∑4，q即zi的对原始数据的贡献率。对于这n
个特征值必然存在着某一正数p使得累积贡献率≥口、一其中口为事先选定的某

个信息量标准，通常取值为80％，85％或90％。这就意味着只需抽取P个公共因子

转化为主因子，它们所保持的原始数据的总信息量的比重就会不低于80％，85％

或90％。

4．因子旋转

建立因子分析模型的目的不仅在于找到公共因子，更重要的是知道每个公共

因子的含义，以便对各高校信息化建设进行评价分析。而不管用何种方法确定的

初始因子载荷矩阵A，都不是唯一的，只是一个初始值。如果从每个初始因子能

较好地找出所代表的原始指标，就可以赋予这些因子合理的经济解释，进行下一

步分析。但如果因子载荷量较为平均，难以判别哪些指标与哪个因子联系较为密

切，由初始因子载荷矩阵和得到的初始因子解来看各主公因子的典型代表变量不

是很突出，容易使公因子的意义含糊不清，无法从原始指标中寻求评价对象在各

个因子上得分差异的原因，不利于问题的分析。这时就需要进行因子旋转，也就

是为了便于解释公共因子的含义，须对初始主公因子重新进行线性组合，使得每

个变量仅在一个公共因子上有较大的载荷，而在其余的公共因子上的载荷较小，

或者中等大小，以期找到经济含义更明确的公因子。即可以建立如下线性组合得

到新的一组公共因子E’，巧，⋯，‘’，使得E’，《，⋯，‘’彼此相互独立，同时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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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地解释原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互’=d。，最+吐2E+⋯+dI，0

E’=畋l最+d22E+⋯+d2pe

FP’=吒。E+吒：五+⋯+d0C

经过旋转后，公因子对Yi的贡献并不改变，但由于载荷矩阵发生变换，每

一个公因子对原始指标的贡献不再与原来相同，从而经过适当的旋转就可以寻找

到令人满意的公因子。实际上因子分析中的所谓“旋转”是对变量信息的再一次

分配，这好比是调节显微镜的焦点，以便看清事物的细微之处，它的特点是不增

加也不减少事物的信息量，只是通过适当的调整使得事物的本来面目更清楚。

因子旋转的方法有正交旋转、斜交旋轴等，本文选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

正交旋转就是由初始载荷矩阵A左乘一个正交阵而得到。如果公共因子有m个，

则需要逐次对每两个公共因子进行旋转，使旋转所得到的因子载荷阵的总方差达

到最大值。根据最终因子载荷矩阵，选取因子载荷较大的一个或多个指标对各主

因子进行解释。

5．单个因子得分

当关于高校信息化的因子模型建立起来之后，此时希望知道每个学校的信息

化优劣，如哪些学校的信息化优良，哪些高校信息化一般，哪些高校信息化较差，

从而对备高校的信息化有个总体认识，这就需要进行因子得分分析。因子得分即

为公共因子Fl，F2⋯Fp在每一个样品点上(即每个高校)的得分。这需要建立公共

因子用原始变量表达的线性表达式，然后把原始变量的取值代入到表达式中就可

以求出各因子的得分值。建立以公因子为因变量、原变量为自变量的回归方程：

‘=局，x1+岛：x：+I-．+以邑

在最小二乘意义下，可以得到F的估计值。式中A为因子载荷矩阵，A’为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的转置，R为原始变量的相关矩阵，R。为R的逆矩阵，x

为原始变量向量。

6．综合评价得分

假设各高校的综合评价锝分W。(i=1，2⋯．，m)，则由各因子得分加权汇总得

到高校信息化建设的评价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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彤=口lE+口2E+⋯+口P‘

式中必为各个因子的权重，等于各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P个公因子总方差的贡

，

献率的比重，即啦=<L。
y丑
冒’

有了高校信息化水平评价模型公因子的合理解释，根据因子模型求解得各高

校的因子得分值和综合得分值，就可以对其进行信息化水平进行评价分析。还可

以进一步根据得分对所有高校进行单因子得分排名和综合得分排名，从排名上可

以看出高校的总体信息化在整个样本高校所占的地位，由每个因子体现出来的单

项信息化指标在整体中所占的地位。这样高校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学校在哪方面做

得较好，在哪方面做得较差，并作出相应的改进措施，对学校的管理和发展及总

体战略的制定都大有裨益。

总之，建立因子分析评价模型的目的就是利用降维的思想，通过采用因子分

析法来客观地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浓缩数据，提取关键特征信息。它通过众多

变量之间的内在相关关系，探求观测数据中的基本结构，并用少数几个假想变量

来表示基本的数据结构。这些假想变量能够反映原来众多的观测变量所代表的主

要信息，并解释这些观测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把这些假想变量称之为基础

变量，即主因子(Factors)。也就是要研究如何以最少的信息丢失把众多的相关

观测指标浓缩为少数几个不相关主因子。由于多个变量的内部依赖关系表现了评

价指标之间对评价对象的相互影响及其对评价对象的相对贡献，因而可利用这种

方法求得各指标的权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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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高校信息化评价实践研究

4．1高校的选取

在这里我们应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分会2005年高等教育信息化

研究课题的数据对部分高校进行评价，并通过实际调研高校的实际情况，综合比

较。

根据2005年12月份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分会会议所确定的指标体

系及考察细目，课题组以学会名义下发了修改后的问卷。一共回收了13份。这

13所学校包含：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延边大

学、中国农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深圳大学、南京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在这13份问卷里，每个学校基本上都做

了准确填写，数据基本上符合实际情况。通过借用这些数据，应用我们前面建立

的基于因子分析法的评价模型，可以知道这13所学校的信息化工作进展情况。

4．2调查问卷的设计

问卷是市场调查的基本工具，问卷设计的质量直接影响到调查的质量。设计

闻卷时应注意问卷中的项目繁简得当。闯卷提出的问题既要全面深入，又要切实

可行。问卷数量要合适，要便于调查结果的统计和处理。否则，问卷调查结果会

很不理想，甚至徒劳无功。根据调查指标设计初步调查问卷，调查问卷设计出来

之后，先对少数单位进行试调查，并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剔除不合适的项目，

反复修改，最终确定正式评价体系和正式问卷。采用结构性问卷，问卷调查表设

计成选择题和简答题相结合的形式。

4．3数据的整理

4．3。1原始指标数据

这13所高校的23个指标的原始数据来源见附件2。

4．3．2原始指标值的处理

通过电子计算机，运用SPSS软件求其协方差矩阵，及协方差矩阵的特征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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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特征向量。

因子分析的基本目的是用少数几个变量去描述多个变量间的协方差关系。其

思路是将观测变量分类，将相关性较高即联系比较紧密的变量分在同一类中，每

一类的变量实际上就代表了一个本质因子，从而可将原观测变量表示为新因子的

线性组合。本案例运用因子分析的主要目的是简化观测系统，将已知的23个变

量减少为几个新因子，以再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因子分析的结果不仅给出因

子模型，还得出变量和因子问的相关系数，这些相关系数构成因子结构。一个完
●

全的因子解包括因子模型和因子结构两个方面，因子结构反映变量与因子阃的相

关关系，而因子模型则是以回归方程的形式将变量表为因子的线性组合。本案例

中的因子分析主要经过以下几个步骤：

1．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记标准化数据矩阵为y=(％L。．，则标准化变换公式为

靠：芏立 (i=l，2⋯，m：j=l，2⋯，n)
Jj

其中，工，，s；分别为第j个指标的样本均值与样本标准差，即

诘娶～：踊--Xj)而2々～2、『志善嘛2
进行因子分析，首先要进行取样适宜性检验，即检验观测变量是否适宜做因

子分析。在SPSS软件中，提供的因子分析适宜度检测的指标是K舯测度。该测

度值的变化范围从0到1。如果KMO值较小，表明观测变量不适合做因子分析；

反之，如果KMO值较大，表明观测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通常按以下标准解释

该指标值的大小：0．9以上，非常好；0．8-0．9以上，好；0．7-0．8，一般；0．6-0．7

差；0．5-0．6，很差；0．5以下，不能接受。本研究的KMO检测值如下表所示：

表4-1：IG'VIO值检验

I]92VIO德 ．898 l
I I

I 显蓿性 ．000 l
KMO=O．898，说明本研究中的观测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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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子提取

利用相关系数矩阵R进行因子提取。可通过研究公共因子在变量总方差中所

占的累计百分数(一般为85％以上)确定所需要的公共因子数。

图4-2陡崖图

Scree Plot

指定以分析变量的协方差矩阵作为提取因子的依据。计算出的主成分特征值

及其贡献率(见下表)。可以看出前六个主成分己经包含了原始变量87．58％的信

息量，因此选择前6个主成分作为综合评价的公共因子。

表4-1主成分特征值及贡献率

T吐■％-■'∞日■■r-d

■■■日口■■■晡 ∞●c■m‰f自ⅧLa_口 船h■m＆J陌时窘啊I■d岫抽
TcCa# ■时怕r‘啊。朋L鼬％ TO锚 ％啊ⅥI岫a佣山呐％ T砌 ％ofⅥI岫onU枷％

‘．7呻
4*
3．●a口

Z7挎
2．薹l
21*

自ht抽n■_口●畦A呻■a_■F_嚏^■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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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子旋转

因子分析的目的不仅是要找出主因子，更重要的是知道每个主因子的意义，

为便于对主因子进行解释，一般须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以达到结构简化的

目的。由于代表高效信息化的各变量之间不可能是彼此无关的，故这里作了正交

旋转。

表4_2因子载荷矩阵

Camponent b11atrixa

Coml：x]n∞t
1 2 3 4 5 6

^1 ．7日6 -．1∞ -．271 -．369 ．．ilD -．21l

舱 -．堋 ．S7i -．11哼 ．期 一．2∞
A3 ．3帖 ．170 ．761 ．473

A4 ．56啐 ．5噜6 ．543 -．a5i

艏 ．179 ．．囝2 ．190 一．斗啐哼 ．192 。497

^6 ．埘 ．2日1 ．瑚 -．272 -．∞3
^7 ．3∞ ．嘲 ．Z描 ．．220 ．2=M ．拍7
柏 ．762 ．．加2 ．446 -．1署9

舶 ．陀4 -．孤7 ．115 -。4D5 ．1噜7

^加 。666 ．．d47 ．3D1 ．449 -．124 ．16l

^11 -．葛石 ．691 ．Z32 ．W日
^12 ．603 -．湖 ．a邑2 -．133

^13 ．743 -．啐32 -．21D

^1珥 ．461 ．527 ．“拉 -．546 。3∞
^15 ．d叠 -．7∞ ．1坩
^坫 ．479 ．2醴 ．i49 ．．Z建 -．拥 ．5D1

^17 ．Ⅸ五 ．啤76 ．翻
A1日 ．572 ．啐日2 ．2畔5 ．啐23 -．364 ．137

^19 ．602 -．行7 -．锄 一．29B ．孤7 ．．塔7
A加 ．7∞ ．．429 ．3i3 ．444

^21 ．4田 ．611 -．珂7 ．3口1 ．X弪 ．132

^趋 ．761 一．丘强

^23 ．6斟 ．2啐7 -．316 ．．6啐7

E，由ac恤n ILleth口d：pr呻_(口呷a翻t山啊叶蠕．
a·6[嘣n口d—BrTB extraL-t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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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Rotated 0啊q帕n阶t H剐脚
Ccfr∞'mrlt

1 2 3 畸 5 6

A1 ．284 ．854 ．i73 一．17日 ．1舶 ．175

Az 一．217 一．276 ．蔫17 ．514

A3 ．驻5 ．919

A4 ．Z|7 ．，}0 ．171 ．Z召 ．7圃
A5 ．3了7 ．156 ．333 一．佃 一．g}3 ．．萄B
柏 ．979

A7 一．1弱 ．日13 ．刁2 ．1E耵

^日 ．7日2 ．签9 ．瑚 一．211 ．312

^目 ．499 ．574 ．519 -．2如
AlD ．972

All ．S31 -．珥32 一．翻 ．1【B

A12 ．7弱 ．420 -．2朗 ．1二石

A13 ．爱捆 。707

^14 一．1酗 ．2日1 ．Z撑 一．1羽 。曼五

^15 ．日31 ．319 ．i明 -．孤6
^16 ．194 ．7I旧 -．蛆巳 ．捌 -．iD5

A17 ．2l珥 ．4帕 ．5啐7 ．筠2 ．2D9 ．218

^lB ．啤35 一．121 ．3叮 ．3锄 ．6筠 ．190

^19 ．944 ．1二蛋 -．1朝
脚 。946 ．1朋 。199

A2l ．荔H ．4i7 ．7日5 ．2*
^盈 ．410 ．湖 ．翻 ．1S园 ．坶6
^盈 。Z墅 ．4珀 ．Z望 ．B帕

Extraction IM6thod：PrkTJpal[口TII卫rBnt^l啊畸出．
Pa，tatmn Mb廿1倒：Va钿1甜鼬Ka茜er Normalization

a．e∞tatlon 0Ⅸw目．删in 14 ReratJorm．

4．4评价结果的分析

4．4．1主因子解释

因子Fl包含的指标有：A5多媒体教室比率(％)，A8其中最主要的网络(辅

助)教学平台上已注册的教师总数，A10网络(辅助)教学平台上的课程门数，

AI!最近一学年采用多媒体教学的课程占总课程的比例(％)，A12最近一学年实

现网上教学的课程总数，以上指标可以归结为信息化教学实际使用状况。

因子F2包含的指标有：A1年度运营维护投入(万元)，A9注册的学生总数，

A13最近一学年参加网上课程的学生总数，A15图书馆能提供的各类文献数据库

的数量个，A19最近一学年正式参加学校组织的信息化培训的人次，A22在信息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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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中应用教育部的行业标准程度，以上指标可以归结为信息化建设情况。

因子F3包含A7校园网覆盖率(％)，h14学校主页平均每日访问次数，h16

学校或院系统一建设的为学科研究服务的学科资源库数量，以上指标可以归结为

信息化资源潜在应用能力。

因子F4包含A3经费增长率(％)，A17每日图书馆电子资源的浏览次数，A21

学校在编的技术支持和运行维护队伍规模(人数)，以上指标可以归结为信息化

建设增长能力。

因子F5包含A2近三年的信息化投入资金投入占学校总投入的比例(％)，t8

每曰图书馆电子资源被下载的次数，h23执行明确的信息化安全相关规范程度，

以上指标可以归结为信息化建设投入维护情况。

因子F6包含：A4个人电脑拥有率(％)，A6校园网出口带宽，以上指标可以

归结为信息资源可使用基础条件。

计算因子综会得分，例如第一个因子得分计算公式：

FI=O．284A1+(-0．217^2)+O．325A3+0．237A4+0．337A5+(-0．156A7)+O．782A8+

0．499A9+0．972A10+0．531A1 1+0．756A12+0．538A13+(-0．168A14)+0．194h16+0．21

4A17+0．435A18+0．946A20+0．410A22+0．222A23

4．4．2综合因子分析

计算学校信息化建设综合得分和排名，一个学校的总因子得分可如下计算：

Zi=O．20852．Si 1+0．19933．Si2+0．1495．Si3+0．12084．Si4+0．10223．Si3+0．0

9538．Si6

其中S；，是第i个学校相对于第J个因子的得分。由此可得每个样本相对于

六个主要因子的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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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学校信息化建设总因子得分表

擘棱名称· 园子得丹．】 总因 排
千得 名‘
分一

F1一 F2．) F3p F4一 F扣 F6p — p

复曼夫荤．， 1．54 1．592一 一Ⅱ．228孓 D．365— 1．223‘ 2．45B．】 1．研一 Bp

25．】

北童太举。 2．右1 1．8232． 口．314．】 0．哇6E婶 D．5晒‘ 2．489— 2．D3 哇一

4孽．】 7T一

北掌憧喜 2．78 1．845如 一D．5661． D．56一 D．35p 2．2lp 2．DTT． 3．，

辩挂太擘．， 1石p

涪堆太军， 5。D2 2．1943． 一口．15lT． 2．12孔 1．356‘ 1．5韶p 了．5B l一

31— 44一

越边大学， 1．题 D．5336． 1．舯OB． 0．332‘ 口．8明 一1．102一 1．14 9p

2T— 譬．】 84—

中巨毫止 1．T7· 0．4BM· D．97∞· D。332‘ 0．5嚣■ 口．3635一 1．加 5p

大擘．， Eg妒

华束加毫 -0．3 一1．1921q 0．酐15√ o．331 一8．20 D．了D3一 ～O．3 13·

大掌．， TBBp 2一 2扣 614一

中山大肇， 3．34j 1．TT89． 口．2824． 2．365 D．3髓 Ⅱ．2暖4p 2．5占 即
4p 5．了 且6p

串匿辩植 1-22 0．1483． D．髓031． 0．145 一n 23 口．236p 1． 9p

太拳．， 3￡阳 砷 85事 0466p

上矗交誓 D．a2 0．1159． 1．瑾M默 0．1船‘ 口。32I O．23lt— D．2l 12-

大拳．， B4— 哇一 4I—

舞垧大肇．， 0．43 1．013孔 1．DT驰 Ⅱ．1韪 0．3蟹 D．1236一 Ⅱ．6哇 114

01— dp l— 08,0

庸麝大拳．， lI 53 1．4l母畦· 0．485卧 D．59B 0．265 一乳朗5“ l-飘 即
M— l-】 砷 62．】

叠强撼市 1．458 l，36550 0．49p DJ98暑一 D．田以‘ 1．筠扣 1．345 T一

太擘．， l— 9．】

从最后的排序结果结合原始数据可以分析，清华大学位列第一，信息化教学

实际使用状况与信息化建设情况得分比较高，这说明了在信息化建设中投资的重

要性，投资高信息化建设才能得到保证。中山大学的捧名很靠前，是因为其学校

的资金投入和学生的使用状况较好所至。香港科技大学的排名没有在前列，是因

为在信息化建设的一些概念上与内地存在一定的偏差，譬如说在信息化人员培训

上的投入，香港科技大学的教师应用信息化手段的频率是很多的，已经融入到日

常的事务中，不被计入信息化年培训次数内。

信息化建设的技术支持和服务队伍目前还有待加强。据美国一家著名的信息

产业研究和咨询机构(GArtner Group)的研究表明，对于各行业局域网基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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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运行来说，技术支持人员与用户之间的最适当数量比例为1：50一75。这13

所高校平均每校仅拥有46名技术支持人员。而实际情况是，目前国内此类高校

的师生人数一般都在近万名左右，这种情况很难保证各高校高质量的网络信息技

术支持服务。

总之，高校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因素较

多，本文仅作抛砖引玉式的探索，希望有更多专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早日建立

统一的高校信息化水平评估指标体系，以指导其具体实践。

在本案例中，因子得分还作为进一步聚类分析的原始数据。

4．5聚类分析

4．5．1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将一批样品或变量，按其性质的亲疏程度进行分类。聚类分析是

对样本和指标进行分类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样本进行聚类的方法称为0

型聚类，它使具有共同特点的样本聚集在一起，以便对不同类的样本进行分析；

对指标进行聚类的方法称为R型聚类，它使具有相似特征的指标聚为一类，以便

从不同类的指标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指标进行分析，达到减少指标个数的目的。

为了对因子分析的结果进行验证，本文采用R型聚类法。聚类分析所选用的样本

和指标与因子分析相同，但由于各指标的量纲不同，在计算前需要对原始数据进

行标准化。SPSS软件提供了多种标准化的方法。由于要对23个指标进行聚类，

在标准化时应按行进行标准化。

记标准化数据矩阵为y=(％)一，则标准化变换公式为

v一垃
6J (i=l，2⋯，m：j=1，2⋯，n)

其中，“，5，分别为第J个指标的样本均值与样本标准差，即

诘擎‘：痧
标准化后，变量Y；，的平均值为0，标准差为l。在进行指标和指标之间的聚

类时，选用相关系数R，来反映指标之间的亲疏程度。相关系数越接近1，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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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之间的关系越密切，可以聚为一类。在进行指标与小类、小类与小类之间的

聚类时，选用的是重心法，即将两小类间的距离定义成两小类重心间的距离，每

一小类的重心就是该类中所有样本在各个变量上的均值代表点．

由于在因子分析中得到了6个因子变量，所以在进行聚类分析时，指定的聚

类个数也是6，以验证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的结果(见下表)是否一致。

表4—5聚类分析的结果

指标 所属类

A1年度运营维护投入(万元) 、2

A2班=年的信恳化教人贾金投入占学校总 5

投入的比例(％)

A3经费增长率(％) 4

A4个人电脑拥有率(％) 6

A5多媒体教室比率(％) 1

A6校园网出口带宽 6

A7校园阉覆盖率(％) 3

A8其中最主要的飚络(辅助)教学平台上已 l

注册的教师总数

A9注册时学生总数 2

A10网络(辅助)教学平台上的课程门数 l

All最近一学年采用多媒体教学的课程占总 l

课程的比例(％)

A12最近一学年实现网上教学的课程总数 l

A13最近一学年参加网上课程的学生总数 2

A14学校主页平均每日访问次数 3

A15图书馆能提供的各类文献数据库的数量 2

A16学校或院系统一建设的为学科研究服务 3

的学科资源库数量

A17每日图书馆电子资源的浏览次数 4

A 18每日图书馆电子资源被下载的次数 5

A19最近一学年正式参加学校组织的信息化 2

培硼的人次

A20信息化建设部门规模C人数) 1

A21学校在编的技术支持和运行维护队伍规 4

模(人数)

A22在信息化建设中应用教育部的行业标准 2

程度
A23执行明确的信息化安全相关规范程度 5

从聚类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指标A5，A8，A10，All，A12，A20同属一

类；指标A1，A9，A13，A15，A19，A22同属一类；指标A7 A14 A16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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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一类；A3，A17，A21同属一类；指标A2，A18，A23同属一类；指标A4，

A6同属一类；与因子分析的结果基本一致，证实了因子分析的合理性。

4．5．2因子分析及其评价

用因子分析法对高校信息化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没有直接对指标采用权

重，所得的权数是伴随数学变换自动生成的，具有客观性，从而减少了主观性同

时又不失科学性、合理性。因此，因子分析法不仅能消除评价指标间相关关系的

影响，而且减少了指标选择的工作量。

通过对构建的高校信息化评价模型进行分析，可以得如参与评价的高校信息

化水平的综合排名。其结果表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信息化开展

的比较好，各高校的技术人员的投入和经费的投入亟待加强。事实上，这一结果

也基本符合实际的状况。

高校在“组织机构和管理”方面做得较好，得分最高：其次，在“信息化人

才”和“战略地位”方面处在一般水平；从中可以看出，高校在今后的信息化建

设，在继续抓好基础设旌建设和信息化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的同时，应加强对信息

资源的建设和信息化应用工作，重视后续配套的应用软件、网络教学系统开发、

教育资源的建设。其实，信息资源的缺乏和信息化应用的不足是我国高校在信息

化建设方面存在的普遍问题，随着高等教育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信息化应用和资

源建设更成为影响信息化建设的关键问题，它们螅质量和数量将直接决定高校信

息化建设工作的成败，对此各高等院校应给予极大重视。

为了实现高等教育信息化的全面发展，具体的做法是：准确选择重点发展区

域，重点地区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要突出先进性、示范性、标准化，既保证教育信

息化的水平，又要保持发展的速度，在政策、投资等方面加以倾斜：在重点地区

的发展中强调城市教育信息化，通过全国若干大中城市率先提高其教育信息化水

平，加强网络化；非重点地区教育信息化不能一概而论，要认真学习、借鉴先进

地区教育信息化的经验与教训，步伐不要求过快，但总体要求不能降低，尽量避

免与世界先进国家与地区在新一轮教育信息化水平实施过程中的差距进一步加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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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某高校信息化建设的研究

基于以上对高校信息化的认识，通过对木丰高校的调研， 我们认为料高校应

以“条件、资源、人才三大工程”为重点，结合校情启动校园信息化工程，全面

实施高校信息化战略。

1．实施条件工程

加快信息网络基础设旌建设，积极创造一流的信息服务公共环境实施条件工

程就是要借助信息技术，把原先物理状态上独立分布的各级管理部门、学科(科

室)、教研室、档案室、图书馆、教学场所等信息资源单元，在逻辑上实现双向

链接，在外延上加以拓展，在资源上进行重组加工，形成结构合理、便于综合利

用的信息资源集成服务系统(环境)，为院校教育、科研等各项业务活动提供信

息支持。

立足校情，分期实施。为稳妥起见，把工程设为三个阶段，分期实施，逐渐

放大，逐步完成：第一步，用一年的时间，建成了校园信息网络中心和覆盖全校

的校园信息网络，支持全校计算机用户的入网，实现与CERNET、ChinaNet等网

络的高速、便捷互联；第二步，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重点建设了多个二级网络中

心，加强对各部、院(系)网络系统的开发与管理；建成全校性教学、科研及管

理等专门的信息服务系统；进一步完善校园网络的功能，实现校内和国内外数据、

图形及语音等多媒体信息的快速传输；第三步，再用三年左右的时间，进一步规

范网络资源，进行网络化教学的建设实践，基本实现远程信息服务和远程教育服

务功能。

首先建成的集信息、网管、IT工程与培训于一体的学校信息网络中心和各

部、院(系)信息网络中心，通过发挥两级网络中心的辐射效应，推进全校信息

网络的建设和管理。随后，以两级网络中心为依托进行全校综合布线，分期分片

进行学校的网线建设，先后连接校内22栋大楼4500多个信息网络点，成功开通

专线和拨号上网功能，使校内管理、教学、科研、医疗部门及其它公共场所全部

实现专线联网。接着，以学校机关各职能部门为单元，建设分属于教学、人事、

后勤、科研等5个综合性管理网站和专门化运作平台，并以各部、系的网管中心

为节点，启动各单位专属的子网项目，进一步加强公共管理体系的信息化建设，

目前己形成了一套涵盖全校的高性能校园信息网络系统，并拥有1个接近国际水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平的信息网络中心和8个二级分中心，开通了3条通向学校外的网络高速通道，

实现了同CERNET、ChinaNet和Internet等网络互联，总出口速度超过160兆位，

平均每日进出学校的网络流量达到20GB，全校各网站访问量每天约1万人次，

电子邮件收发量每天约9千份，推动了学校教学科研工作的发展和与国内外的学

术交流。

有意识地向本科教学倾斜。在条件建设中，学校尤其重视面向本科教育的基

础设施信息化问题，力求同步发展，争取先为本科教学所用。为此，学校不仅建

成了9个一流的具有网络功能的语音教室、2个总量超过200台计算机的网络教

室、一批多媒体网络教室和信息化程度很高的实验室，而且抓住教学指挥中心这

个专门负责本科教学组织协调的教学管理机构，于2001年7月进行信息化升级

改造，形成了基于校园网的教学组织指挥和质量监控系统，实现了“在线教学直

播与教学回放(点播)”、“教师在线辅导答疑与讨论”、“实时在线查(听)课和

评教”等多项功能，提高了常规教学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2．实施资源工程

加强资源的开发应用，不断充实校内的网络信息资源。实施资源工程，主要

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传统概念上的教育教学资源，促进传统专业学科间的交

叉渗透和整合，增加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信息技术含量，提高知识传播、理解

与应用的效率。

按照“自发建设与重点资助”相结合的原则，鼓励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和

有条件的教研室开展专业信息建设，建成各具特色的专业信息网站，学校同时在

资金、人员和技术等方面给与大力支持，使校内各专业的网络信息建设得到快速

发展，网上自行开发的网络资源量成指数地增长。从1998年至今， 14个专业

信息网、1个大型综合网站、3个专业网站和多个教学资源库。这些专业信息网

站和资源库均集教学、科研、服务于一体，信息量大、更新速度快、与国内外重

要信息源链接十分方便。

以网络中心、图书馆、教育技术中心等网络资源公共服务单位为母体，立项

筹建信息技术、文献检索和现代教育技术等专门的信息服务网站，形成了文献信

息数据库检索系统、教学视频点播系统和多媒体教学课件(St件)库。

从2000年起实施随络课程和网络教学素材建设，用三年时间建成35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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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及若干教学素材库，使网络课程或素材库建设的范围涵盖全部专业的主干学

科主要课程，以满足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需要。

3．实施人才工程，努力增强信息化所需的智力支撑

实施人才工程，加强信息技术的教育培训，核心是转变教与学人员的思想观

念，普遍提高信息化意识，增强遵循现代信息技术规范提高自身知识、能力和素

质的技能。实际上，提高师生的信息素养既是实施院校信息网络工程的关键所在，

更是推进信息化的重要前提和智力保障。

实施信息素养教育计划。参照唇外高校信息亿发展的经验，围绕“两个增强”

(即增强教师利用信息技术组织教学的能力和增强学生运用信息技术进行自我

学习与发现创新的能力)，制订和实旌了信息素养教育计划，在广大教师和全体

学生中开展信息技术教育，组织信息化培训，明确提出经过一段时间，要使全校

95％以上的师生普遍了解信息技术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90％以上的教师和80％

以上的教学管理干部熟悉并掌握基本的现代教育技术，并能自觉运用现代教育技

术进行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100％的本科学生系统学习和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的

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并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进行独立学习。为了保证该计

划落到实处，针对不同的培训对象，教师采取了不同的教育形式。例如，对于教

师与教管人员，主要通过继续教育和专题培训来完成；针对学生，主要依托专业

教育，将教育培训的要求和内容纳入到专业教育的课程及内容中，加快信息意识

和信息能力养成。目前，“两个增强”的培训目标基本实现，而且在全校范围内

逐步形成了一支既懂得现代教育教学规律、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又能较好地掌

握现代教育技术的教师队伍。

加强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培养。在普遍加强教师、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的同时，

学校十分重视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建设，采取多种措旌精心培育信息技术人才梯

队。例如，积极引进，注意选择人品好、有悟性的信息网络相关专业人员或基础

好、技术能力强的人员充实到网络建设队伍中；又如，拓宽交流渠道，鼓励和选

派技术人员参加各种网络技术培训；再如，坚持自主培养，鼓励在职深造或攻读

研究生。形成了一支素质高、能力强、朝气蓬勃、极富责任心的校园信息网络建

设、维护和管理专业技术力量。

根据调研可以看出：信息化建设是当前高校建设发展的新课题，也是院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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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从传统格局向现代化转变的一次巨变和系统工程。高等院校在立足自身实际情

况的前提下，对高校信息化工程建设应积极改革大胆创新，统筹规划，周密部署，

抓住关键环节，有重点地建设推进，就一定能取得良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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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信息化环境下的学生管理工作

5．1现行高校学生管理模式

现行高等学校管理模式仍然是一种以事务为中心，以稳定、有序为目标的管

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的基本情况如下：

1．管理系统结构是“金宇塔”型的

与很多传统的组织结构一样，高等学校学生管理的系统结构也是“金字塔”

型的，位于塔尖是校级领导，更具体一点是分管学生工作的校级领导；第二层是

学校与学生管理有关的各职能部门、直属单位、群团组织，具体包括学生工作部、

教务处(研究生处)、党委组织部、党校、党委宣传部、后勤管理处、后勤集团、

学校团委等等。处于第三层的是各院系的学生工作办公室和院系团委，第四层(也

是最底层)是学生年级、班级等。

2．信息传递是直线型的

高等学校现行管理模式的信息传递方式仍然是直线型的，即：“校级领导、

学校有关部门一院系学生工作办公室(或团委)一学生年级(辅导员或年级学生干

部)一学生气其传递媒介主要还是人，利用口头或纸张：其传递的主要方式也是

主要通过会议传达的方式。虽然有时也通过网络发布一些通知，但该开的会还是

照开，纸制的文件照印。

3．管理理念以事务为中心

高等学校现行管理模式的管理理念的最高要求仍是“把事做好”，其典型的

“座右铭”就是“多琢磨事，少琢磨人”。在具体的学生管理工作中，学生管理

工作者以各项事务或活动为主线展开，所有的事情都完成了就等于把工作做好

了，并把事情完成的多少、质量高低作为绩效评价的标准。

4．绩效评价方式是以评促管

在高等学校现行管理模式下，上一层级对下一层级的积极性的调动主要是利

用年终考评或年度目标考核的方式进行，考核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指挥棒，如果在

考核中成绩很差的话，做再多的工作也没有成绩可言。

5．激励机制的变迁

高等学校传统管理模式下对学生参与有关活动的积极性的调动，经历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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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的过程，最早是以精神鼓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高校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其激励机制也逐渐演变为以物质奖励为主，以

精神奖励为辅。

6．管理的重心是学校有关职能部门，而事务处理中心在院系

在现行管理模式下，管理的重心在学校有关职能部门，职能部门牢牢抓住了

“考核”这个大棒，“引导”各院系围绕他们开展工作，因此，有关职能部门成

了实际上的管理重心。然而，大量的事务性工作却要由院系来具体完成，这样又

使院系成了事务处理中心。

7．按院系划分管理权限

高等学校多数采用按院系划分管理权限的方式，即学生以院系为单位，院系

按专业划分班级，然后再分配寝室。学校关于学生工作的有关事宜全部经过院系

传递。

8．“三权”分离

目前，学校主要有三支队伍，即教师队伍、党政管理干部队伍、后勤服务队

伍。虽然各高校都明确了三支队伍均有育人的权利和义务，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形

成了“三张皮”的现象。对于专业课教师来说，上好课就是完成了任务，认为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是辅导员的事；丽对于包括辅导员在内的党政干部队伍来说，由

于忙于日常管理事务，而无暇从事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样，在一定程度

上弱化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对于后勤服务队伍来说，更是“管不着”

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工作了，他们认为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服务，而且在有些院校，

这种服务也是不讲求质量的。

5．2现行高校学生管理模式的局限性

现行高校学生管理模式在我国高校的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和正在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具有很多值得坚持和发扬的优点，但这并不表示它是完美无缺的，它也

具有其本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管理系统结构不尽合理

在组织结构方面，虽然在总体上看来是一个金字塔形的，但从院系的角度来

看，它又是葫芦形的，这种系统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辅导员整日忙于应付事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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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性工作的现状，使他们没有充分的时间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没有时间为

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和自身整体素质、提高学历水平等而从事学习活动。

2．一信息传递受到限制

从实际的学生管理工作可以看出，高校学生管理系统结构决定了其信息传递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信息下达过程虽然比

较畅通，但信息失真情况比较严重，这是因为信息经过的层级过多的缘故。第二，

信息在上传的过程中很容易被阻断，任何一层为了不让上级知道某些事情，都可

以将其随时扣留。第三，缺乏横向盼信息流通渠道，包括部门与部门之间、院(系)

与院(系)之间等。

3．学生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受限

以事务为中心的管理理念不利于学生主体性作用的发挥，不利于充分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因为这种管理理念很难从学生成长、

成人、成才和全面发展的需要出发考虑问题。

4．管理重心错位

一方面，重心错位不利于学生积极性的调动，另一方面，院(系)为了应付上

级的各种活动任务，加之选课制带来的学生课余时间的不统一，使院(系)和有关

学生组织很难有机会自主开展具有本院(系)特色的活动。要将管理重心下移，充

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高校管理工作者应着力于对学生进行自

我管理的指导工作。

5．学生、专业教师与服务部门参与学生管理不便

虽然高校提倡学生参与学校的管理，但是学生参与管理的途径是有限的，集

中表现为：其一，对学校重大事件的了解不够及时，甚至完全不了解；其二，如

果学校有关部门不邀请学生参加有关会议，他们没有其它的途径可以表达自己的

意见。

专业课教师、后勤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缺乏方便地参与学生管理的平台，与

学生之问的信息交流也很难实现。

6．信息化程度极低

在高校现行的学生管理模式中，虽然有了信息化的踪迹，但是程度很低，基

本没有能够撼动传统模式的管理机制、管理系统结构等，信息传递方式也只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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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与信息化的方式兼用。

5．3推进高校信息化建设提升学生管理水平

当今社会的网络化趋势己经成为时代潮流，高等学校学生管理的方法与模式

也应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改变，为了确保高校学生管理在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

中有效运行，必须根据新的技术环境和社会需求进行信息化建设，设计、构建现

代高校学生管理信息系统的结构体系和运行模式，实现学生管理工作有关信息资

源的共享。因此，推进高校学生信息化管理是高校学生管理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

I．是全面提升高校学生管理水平的需要

学生管理工作中要处理大量信息，采用传统手工方式进行数据的收集、统计、

加工和传递，重复劳动多，效率低，时效性差，误差大，易出错，常常造成信息

滞后，特别在学生经常性工作的信息更新中往往显得系统性不强，各院系与学校

职能部门信息常不能统一起来。在学生管理过程中引入信息技术，实行信息化、

电子化、系统化建设，提高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克服传统方式下所存在不足。

利用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对各类信息进行自动处理，把处理结果置于互联网上，

全校师生可根据自己的权限进行查询和处理等相关操作，能快速准确的传输信

息、更新信息，使学校职能部门和各院(系)之间、管理工作者与学生之间数据保

持实时一致，从而大大提高工作效率，显著改善高校的学生管理水平。同时工作

效率的提高便于克服重心错位，造成各部门忙于应付具体事物性的工作，而无暇

对整个学生工作进行协调与把握等的不足，有利于工作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以

提高管理水平，使整个工作群体形成团队意识、协作精神。

对于日常工作信息的处理，特别是危机信息的处理，高校的学生管理信息系

统能够克服传统高校学生管理模式的不足，帮助我们及时准确的获得信息，争取

工作的主动权。

2．是优化学生工作事务管理流程的需要

高校学生工作包含大量的事务性工作内容，如，国家助学贷款、评优评先、

勤工助学、临时困难补助等。这些事务工作在传统工作流程中一般通过学校学工

部或其他职能部门向院(系)布置，由院系向学生传达后再进行反馈。该工作流程

呈现一种线性形态。而信息化管理平台就是要优化这种流程，使学校有关职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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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院(系)、学生三者之间通过管理平台实现交互，实现发布信息、接收、反馈

的便利、快捷，有关单位(部门)和个人按照相应职能完成工作流程中的事务，而

且，在网站模式下这种流程管理超越了时间和空闻的限制，赋予了各主体最大的

自主权和灵活性。

3．是推进学生管理方式民主化的需要

每位同学在思想、学习、活动中的表现都应在公平、公正、合理的评价体系

下得到体现，信息化可以有效避免管理中可能存在的不一致等问题。高校学生信

息化管理在科学的学生管理理念指导下，能有效体现出对评价对象的客观性。我

们可以通过电子化综合铡评系统，使综合测评基本分输入自动化、加分申报和成

绩输入电子化、加分项目认证及公示过程网络化，能够为管理者减少大量的重复

性劳动和不必要的人为因素的干扰。对被评价对象一学生而言，能及时了解到自

己学习、生活与活动情况，能够得到公正的评价，并公开进行评比，其积极意义

是不言而喻的。高校学生信息化管理过程本身，必然对高校学生管理的民主化、

公开化、规范化等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4．是为学校、学生及其家长提供增值服务的需要

一方面，学校有关部门可以随时获取学生的信息，方便及时准确地了解学生：

另一方面，学生可以获得必要的在线服务，如提供在线心理测试、在线职业倾向

测评等；结合学生学费缴纳，是否缺课等情况开展在线诚信评估；提供就业指导

信息、社会实践基地信息、各类培训信息、勤工助学信息和大型招聘会信息等。

同时，学生家长也可虬通过学生管理信息系统，查询有关信息，及时了解学校有

关情况，掌握学生的基本动态，参与学生的管理。为学生、家长和学校三方沟通

交流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途径。

5．是高校实现全员育人的需要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

(中发(2004)16号)明确指出：“广大教职员工都负有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的重要责任”，高等学校学生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能够为全员育人提供。

个良好的互动平台，从而增强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以及教师之间，教师与各级各

类学生管理工作人员之间的良性互动，以达到全员育人的目的。

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高科技成果及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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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世界各国都在抓紧制订面向新世纪的发展战略，争

先抢占科技、产业和经济的制高点。面对这个态势，我们必须顺应潮流，趁势而

上。一个新的发展时代正在到来，有人称之为第三次浪潮，也有人称之为信息时

代。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机遇

和挑战，要么跟上这次伟大的变革，要么被淘汰，别无选择。

因此，高校必须首先加强自身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1)高校学生

数据管理的信息化；(2)高校学生管理基本工作流程和事务处理的信息化；(3)

高校学生工作部门内部管理过程的信息化；(4)学生管理行为规范等基础管理信

息化工程。由此确保高校在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和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内容迅速发展

的过程中保持坚实的管理基础，促进高校学生管理良性发展。高校学生工作管理

信息化是高校管理信息化的核心，高校管理信息化建设必须首先从高校学生管理

工作信息化开始。从中国高校开展学生管理信息化现状看，对于大多数高校而言，

普遍存在自身的管理水平不高，信息化程度较低等问题。因此，用信息化手段解

决高校管理，将是中国高校开展高校学生管理信息化，迈向信息时代的基本策略。

5．4信息化环境下学生工作思路探讨

目前，世界经济正处在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型时期，信息技术的发展不

仅加快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对高等学校的管理和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严

峻的挑战，信息化浪潮在一定程度上为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变

革提供良好的契机，作为高等学校管理的中心任务的学生管理工作，也应抓住机

遇，建立顺应信息时代的信息化管理模式，最大限度地提高管理水平，尽早实现

学生管理的信息化。加快推进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化管理的进程，应采取如下措旌：

领导重视是前提。主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是实施学生管理工作信息化的关键。“一

把手负责”原则并不是要求学校领导“从操作、编程方而去懂计算机．而是从计

算机代表一种先进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工具的认识上去懂计算机，从计算机代表

资源共享的观念上去懂计算机。”它不是要求主管领导必须学习计算机信息技术，

掌握复杂具体的计算机信急技术知识而是指领导应该充分重视信息化建设的重

要性，有提高学生管理工作水平的设想和运用现代管理科学的设想，统一指挥相

关的职能部门，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学生管理工作的信息化建设。受传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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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有些管理人员对学生工作信息化的必要性认识还不够，信息管理意识淡

薄．要改变这种现象，则要加大信息化建设方面的宣传力度，做好计算机信息技

术知识的宣传普及工作，进一步提高全体管理人员对信息化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自觉学习计算机信息技术知识，主动适应信息技

术的发展，并将其应用于日常管理工作中，推进学生管理工作信息化建设的进程。

规划合理是先导。发展高等学校学生管理的信息化，必须进行合理规划，只

有在合理规划的基础上，有效防止各部门、各单位在信息化建设中各自为政、低

水平重复建设的现象发生，同时避免由于备部门、各单位由于采取不同平台和不

同标准而造成的信息交流与沟通上的困难和矛盾，从而引起不同部门、不同单位

之间的条块利益之争。所以，合理统一规划高等学校学生管理的信息化工程，可

以促进不同部门、不同单位之间的信息沟通，便于学校指导和协调各部门、各单

位协同工作，形成管理和育人合力。

资源整合为重点。高等学校学生管理信息化要求有关信息的共享，要实现信

息资源的共享，就必须打破各个部门和各个单位对信息的垄断和封锁，整合相关

的信息资源，建设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化管理数据中心。信息资源的共享不仅仅是

指校内各部门、各单位之间的共享，还应在一定程度上将信息资源向校外有关单

位和个人开放，比如，负责为贫困学生提供贷款的银行，社会用人单位，学生家

长等。另外，我们还应当重视对信息资源的再开发，将有关文件、相关信息关联

起来，构成一个存储信息资源的知识仓库，以提高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效率。

队伍培养是关键。高等学校学生管理信息化是信息技术和管理工作的有机结

合，要求每一个管理人员都必须具备一定的信息技术素质，并且学校要有一支具

有较高业务素质的信息化人才队伍。因为学生管理信息化的开发和维护工作需要

他们参与或承担，学生管理的信息化的运作要靠他们来执行。然而，从整体看，

当前高校管理人员的信息化素质与信息化管理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专业技术

人员也比较缺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化管理的快速发展。

制度建设是保障。信息化的建设过程及其建成后运行的过程中，都需要遵循

一定的规范，以保证其能够安全、有效地进行，这就要求学校在整个建设和使用

过程中必须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这些制度既包括对有关程序的约束制度，也应

包含对工作人员的要求和约束，比如，网络安全制度，保密制度等，以保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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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和使用的过程规范、有序和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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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结语

高等教育信息化问题现己成为教育管理、经济管理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

本文在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多种方法，对高等教育信息化过程中

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对高等教育信息化的内涵、特征及构成要素

进行了分析；重点研究应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我国高校信息化建设进行评价，以期

为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分析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信

息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努力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与创新点是：对比国内外信息化评价的现状，比较与发

达国家高校教育信息化方面的差距，借鉴国外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中的成果，运

用多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进行高校教育信息化发展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研究，结合我国高校教育信息化的特点研究高等教育信息化指标体系，对比分析

各种常用的综合评价方法，提出一套高校信息化评价值指标体系。然后，采用因

子分析法对不同高校教育信息化水平进行定量化处理，运用模型运算，为高校教

育信息化的发展与决策提供参考。利用因子分析法建立评价模型对高校信息化水

平进行评价是本文的核心内容也是文章的创新所在。

高校教育信息化是在高等学校教育领域内全面深入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促

进教育信息资源的开发、整合和利用，全面推进教育改革和发展以及教育现代他

的重要方向和举措。这一过程涉及到教育教学及管理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和各

个层次。通过建立一套系统、科学的高校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及与之

相配套的测度与评价方法，来对不同高校教育信息化水平进行测度和评价，同时

也为制定高校教育发展战略和政策提供必要的信息和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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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问卷调查表

您好!

在参考《国家信息化指标体系构成方案》、《企业信息化基本指标构成方案》

和信息化水平测度及相关指标体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定了高校信息化水平评

估指标体系的初步构成方案，请您对下表中所列6个一级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和二

级指标的重要性发表您的个人意见。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配合!

填表说明：

1．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2、如果您认为下表中罗列的二级指标不全面，或有其它意见，请在空白处

进行补充。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A1年度运营维护投入(万元)
．

1 战略地位 A2近三年的信息化投入资金投入占学校总投入的比例(％)

A3经费增长率(％)

A4个人电脑拥有率(％)

A5多媒体教室比率(％)
2 基础设旖

A6校园网出口带宽CMB)

A7校园网覆盖率(％)

A8其中最主要的网络(辅助)教学平台上已注册的教师总数

A9注册的学生总数

A10网络(辅助)教学平台上的谭程门数

3 应用状况 All最近一学年采用多媒体教学的课程占总课程的比例(％)

A12最近一学年实现网上教学的课程总数

A13展近一学年参加网上课程的学生总数

A14学校主页平均每日访问次数

A15图书馆能提供的各类文献数据库的数量(个)

A16学校或院系统一建设的为学科研究服务的学科资源库数量
4 信息资源

A17每日图书馆电子资源的浏览次数

18每日图书馆电子资源被下载的次数

A19最近一学年正式参加学校组织的信息化培训的人次

5 人力资源 A20信息化建设部门规模(人数)

A21学校在编的技术支持和运行维护队伍规模(人数)

组织机构 A22在信息化建设中应用教育部的行业标准程度(吾分制)
6

和管理 A23执行明确的信息化安全相关规范程度(百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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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原始数据表

附表2-1高校信息化原始数据收集表

学校名称 Al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10 All

复旦大学 400 O，05 10 18咖 95 1440 80 2300 28900 8加 O．25

北京大学 3∞ 0，09 70 24S75 20．4 2∞O 90 175 10873 271 0．294

北京信息 300 O．11 20 6∞0 30 10舢 85 2∞ 2∞O 150 O．25

科技大学

清华大学 7∞ O．05 60 17000 90 2D48 100 3咖 25咖 3∞0 O．9

延边大学 175 0．03 50 5100 23 400 83 l∞ 10∞ 31 n26

中田农业 50 0．06 40 9咖 10 428 70 2∞ S0∞ 1∞ 0．98

大学

华东师范 1∞ 0．08 30 ，啪 50 130 80 4∞ IO∞ l∞ O．6

大学

中山大学 600 0．10 10 17鲫 65．37 219 90 751 7915 350 O．75

中国科技 100 n07 20 l翻m 51 9(100 l∞ 12D 870 l嘴 0．379

大学

上海交通 500 OJ06 23 39664 38 10800000 90 2咖 150∞ 300 0．7

大学

深圳大学 10 O舾 20 箴∞ 95 67 80 80 40∞ 80 06l

南京大学 200 0．ol 10 1∞∞ 65 枷 85 8130 150∞ 340 0．6

香港城市 12DO O舟B5 15 9∞O 10 800000 ％ 蝴 2蜘∞ 5 n2

大学

附表2-2高校信息化原始数据收集袁(续表)

学投名嚣 A12 A13 A14 ^15 A16 A17 A18 A19 ^20 ^2l A22 ^23

复旦大学 800 4000 8姗 2∞ 10 12000 Ⅸ哪 瑚 43 3l 80 90

北京大学 202 8064 750∞ 370 9 2舢 13∞0 314 27 18l 80 90

北京信息 l∞ 6000 娜 150 6 5∞O 60∞ 瑚 12 14 50 90

科技大学

清华大学 30∞ Z咖 螂 332 9 16呻O 120∞ 3∞ 130 50 90 90



延边大学 姗 20呻 8舫 瑚 5 l，∞ 舢 3∞ 30 28 80 77

中国农业 l∞ 狮 70000 lO 10 5000 20∞ 2∞ 20 20 60 65

大学

华东师范 150 6∞0 lO∞D 彻 7 5DOO 200 300 20 20 70 77

大学

中山大学 3晒 7915 W∞D 220 9 1铷r36 蜘蝴 250 101 70 70 60

5 O

中国科技 112 砑如 3哪 60 12 2500 12300 24 6 27 80 90

大学

上海交通 3∞ 8∞O 90000 55 8 14000 8500 2∞ 40 28 80 80

大学

深圳大学 50 4000 100∞ 20 3 1500 1∞0 100 20 20 70 70

南京太学 340 100∞ 1000 58 8 3伽 姗 2∞ 15 15 60 80

香港城市 l咖 25c∞ 8∞∞ 5∞ 10 14咖 2500 550 17 50 90 90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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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发表情况

l、高萍，《论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 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4)

2、高萍，《加强高校教风学风建设问题的思考》 校长阅刊

3、高萍，《新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探析》 沧州师范专科学校 2006，(2)

4、高萍，《由毕业生求职谈对大学生的素质教育》中国教育研究与创新2006，

(4)

5、高萍，《加强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的思考》 枣庄学院学报 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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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本文的完成受益于导师张从善教授的悉心指导。

掩卷沉思，我每入困境时导师的谆谆教诲时常浮现在我的面前。从论

文的选题到撰写提纲的准备阶段，以及三易其稿的过程，张老师给予我极

大的耐心、细致指导。张老师的严格要求使我深刻感受到他治学的严谨。

由于论文本身的难度和我本人理论水平以及学、识、才的不足，在写作中

经常遇到思想、理论与表达上的困难。如果没有张老师的指导与帮助，我

将无法顺利完成本文的写作。张老师学识渊博、平易近人，攻读硕士几年

来张老师的言传身教令我终身受益。对于这一切，学生将铭记在心并在此

表达深深的谢意!

同时感谢枣庄学院教育技术与传播系的徐虹教授，想想几年来每当我

无力坚持下去的时候，是徐教授耐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使我顺利完成学业并

完成本文的写作。徐教授的指导和帮助令我终生铭记。另外，我氆她机会

感谢我的同事及家人，是他们在精神和物质上给予我莫大的支持和鼓励，

使我能专心于论文的写作!

最后，向给予我关心和帮助的传播学院的所有老师和领导表示衷心的

感谢!向所有的评委老师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而这一切的一切又企能是用“感谢”两字所能表达的，唯有不懈努力，

才能回报人生路上给予我支持鼓励和帮助我的人们。

高萍

2006年lO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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