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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设网上办事平台是《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对高校智慧校园建设的必然要求. 本文结合实际网上办

事服务平台案例, 从服务多校区一体化管理的视角, 提出了符合多校区管理需求的一体化建模、要素、方法和步

骤, 设计基于工作流引擎的组件体系和服务用户统一交互界面, 通过实际示例分析说明建模方法和设计的有效性,
并在实际业务中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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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ilding an online service platform complies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The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2.0
Action Plan” for the smart campus 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is study,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cases

of online service platforms, the integrated modeling, elements, and step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multi-campus

management are proposed from the view of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multi-campus services. The component system

based on the workflow-as-a-service is developed and a unified service user interface is presented. At las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odeling method and design is illustrated through the practical example which is applied in a practical scen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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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1], 提出分步实施教

育政务数据的共享开放, 做到事项清单标准化、办事

指南规范化、审查工作细则化和业务办理协同化, 实
现“一张表管理”和“一站式服务”, 切实让百姓少跑腿、

数据多跑路,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网上办事大厅、服务流程平台在很多高校都已建

设, 并发挥了实效[2,3]. 例如复旦大学 2015 年上线的网

上办事大厅, 通过服务“碎片化”、管理“平台化”、数据

“集中化”, 再造业务流程、创新服务模式, 打造“一站

式”在线服务. 浙江大学实施的网上办事大厅和与之配

套的“三张清单”制度在高校的网上办事大厅建设方面

具有很好示范作用.
在高校的“双一流”建设中, 面临着多校区办学, 资

源被物理空间分隔的现实情况, 影响制约了高校网上

服务办理和体验. 在已有的网上办事大厅相关方面的

期刊文献中, 林华治等人[4] 在 2012 年提出基于 BPM
(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平台构建网上办事大厅

的建设设想, 并且在浙江大学树人学院进行了探索.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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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琳等人[5] 结合华南农业大学的实际案例提出了一个

网上办事大厅的层次结构体系, 取得了实际成效. 丁洁[6]

提出了高职院校基于微服务架构的一站式办事大厅的

建设系统架构, 实现公文发文申请办理. 王怡丹等人[7]

从网上办事大厅的背景、功能定位和实现策略等给出

了建设网上办事大厅的思路和关键点. 范小春等人[8]

以金陵科技学院为例提出构建基于流程引擎的高校一

站式网上服务体系. 张颖[9] 初步的提出设计基于大数

据的“一站式”服务模型, 破解跨部门业务流程打通难题.
然而, 随着网上办事大厅的建设的深入, 面临流程

服务如何与多校区的管理相适应的问题越发突出, 这
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思考并形成共识:

(1) 网上办事大厅与业务系统的功能边界如何划

分和定位, 未来需进行融合发展有效治理.
(2) 一体化背景下的多校区的服务流程应怎样设

计, 符合校区办学和管理的需要.
本文围绕网上办事大厅的建设, 结合实际案例实践,

就如何服务一体化背景下的网上办事, 提出满足多校区

一体化背景下服务大厅建设的平台化体系设计, 分析提

炼了一体化服务设计模型、要素、步骤、用户交互服

务模型设计和理念, 最后给出了实际服务建设运行效果. 

1   多校区一体化办事服务平台需求 

1.1   一体化办事服务的管理需求

多校区一体化办事服务平台要能够实现多校区资

源要素整合, 提供资源要素的集中优化配置, 发挥资源

集中优势, 为实现资源的集约利用、提升内部治理效

能提供前提条件.
多校区一体化办事服务平台是管理职能和管理方

式从管理为主向服务为主转变的需要, 从师生用户到

多个不同职能部门进行事项审批办理, 转变为到师生

用户到统一的事务办理大厅进行所有事项全过程办理.
多校区一体化办事服务平台是实现师生用户的一

致性办事服务体验, 增强师生的信息化满意度和获得

感的重要途径. 通过办事服务平台, 实现不同校区之

间、不同部门之间的事务服务的线上联通, 消除部门

之间、校区之间、线上和线下的阻隔. 让办事服务从

单一型向全场景、全业务、全过程转变. 

1.2   多校区一体化办事服务平台概述

多校区一体化办事服务平台基于工作流引擎平台

进行构建是业内共识. 工作流建模技术主流包括 11种,
陈广智等人进行了梳理和分类[10]. 林佳等人[11] 提出传

统的工作流的建模技术是面向过程的建模技术, 基于

ECA (Event-Condition-Action)、业务流程建模语言

(Business Process Execution Language, BPEL)、另一种

工作流语言 (Yet Another Workflow Language, YAWL)
都是面向过程的建模技术, 同时列出了以对象和数据

为中心的其他文献建模方法.
工作流即服务 (workflow as a service)[12] 是一种能

适应于云计算的工作流中间件技术, 可以获得更好的

扩展弹性和利于共享, 实现工作流与面向服务架构的

无缝融合. 文献 [13] 提出面向服务架构的基于 JBPM
(Java 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和 Spring MVC框

架组合的工作流管理系统, 实现组织内各类信息统一

集成平台.
多校区一体化办事服务平台以事项办理为主线,

融合线上和线下的两个场景, 面向师生用户提供各类

校园事项服务. 其总体模型如图 1所示, 线上的部分是

服务事项的申请和办理, 参与者是需要办理事项的普

通师生、服务事项办理的各类工作人员以及技术人员;
线下的部分包括位于不同校区的现场集中的服务大

厅、自助打印设备、物流自助设备、现场用户咨询等,
参与者是现场服务办理和咨询人员. 融合办事大厅体

系覆盖多校区、融合线上和线下、面向师生用户提供

统一、全过程的办事服务.
 

线下办理服务 Offline—物理流转
线上办理服务 Offline—线上审批

打印

归档

快递自助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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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办理 流程角色

师生用户

服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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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

网上办事大厅

反馈

线上审批

现场办理

现场办理

校区 B

校区 C

 
图 1    线上线下融合办事大厅体系模型

  

2   一体化服务流程建模

定义 1. 面向一体化业务流程的工作流业务模型可

以表示为一个四元组, Model=<Data, Roles, Flow,
Business>, 其中, Data 表示业务模型对应的数据集,
Roles 表示业务对象涉及的相关人员角色集, Flow 表

示业务模型对应的流程, Business表示业务模型提供用

户的表单界面, 通过抽象和封装, 实现一个工作流业务

模型对应一个具体的网上服务流程. 文献 [14] 类似提

出了一种面向服务的工作流设计模型 ,  包括人员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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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服务信息、结构信息 3个要素. 

2.1   统一数据模型 Data
数据模型是信息通过线上进行流转的基本对象单

元, 实现多校区一体化的设计首先要在数据模型上采

用统一的数据标准, 例如数据标准中的楼宇、教室、

设备、学生、教职工、课程等, 通过引入校区的数据

标准属性, 实现基本的资源要素对象, 关联实现资源要

素数据的多校区可识别. 数据的校区属性的引用表示

如图 2.
 

校区编码 (PK) 资源对象/所属校区

 
图 2    资源的校区属性引用示意

  

2.2   统一人员权限 Roles
人员角色集 Roles 是对应关联流程模型各环节的

人员岗位分组; 即 Roles={Posti, i=1 to n}每个角色集可

以被看作一个权限三元组 Triple, Triple=<U 人员、

D 部门、P 岗位>, 表示哪个部门的哪些人具有该岗位

的权限, 通过权限三元组实现岗位和流程节点的绑定,
从而实现人员访问的授权, 在人员角色集的三元组权

限中覆盖多校区属性, 从而支持跨校区的权限融合. 其
中权限三元组 OccupyTriple的结构定义如下:

OccupyTriple:{
"account": {string}, // not null, 账号

"postCode": {string}, // not null, 岗位编码

"deptCode": {string}, // not null, 人员部门编码

"userCode": {string}, // nullable, 人员身份

"timestamp": {long},
"disabled": {boolean}
} 

2.3   统一流程设计 Flow
BPMN (Business Process Model and Notation)是通

用的工作流建模语言, 模型驱动是工作流建模的主要

方法之一. 文献 [15]定义 BPMN2.0模型对象为一个四

元组<活动, 网关, 事件, 流向>, 本文参考其采用通用工

作流语言 BPMN 进行流程设计建模, 其主要元素事

件、活动、网关、流向的图例表示及教室申请的流图

举例如图 3 所示. 文献 [16] 描述面向服务工作流过程

模型为活动、流和消息的集合. 文献 [17] 通过模型驱

动方法实现云环境下 BPMN 规范、转换和执行的工

作流模型弹性. 文献 [18] 提出一种基于工作流模式的

流程语言来表示工作流的业务需求, 实现工作流程建

模的规范性. 

2.4   统一用户表单 Business
对某一个服务而言, 用户交互或操作时可见的是

服务用户的表单, 即业务服务用户操作界面. 业务界面

对应于某一具体业务服务, 提供用户填报必需数据、

获知服务内容、提交下一环节、打印、退回等操作功

能, 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与业务数据模型关联的用

户侧界面展示, 用户表单对应工作流模型中的不同环

节节点, 根据各节点对应的统一授权人员, 可有权限进

行表单中授权操作的字段和区域, 实现用户操作表单

的权限控制, 从而实现了业务服务在不同节点的用户

界面的“差异化”.
 

元素

事件

活动

网关

流向

审核通过

提交申请

审核
通过

单位审核

通过

退回

校区 A 审核

校区 B 审核

分支1

图示 距离：教室申请审批

 
图 3    工作流元素建模图示

  

3   服务平台的技术实现 

3.1   分层体系设计

文献 [5]提出了一种“一站式网上办事大厅的层次

体系结构”, 服务构建、服务封装、数据管理和消息服

务. 文献 [6]提出微服务概念下的一站式办事大厅系统

设计架构. 本文的服务平台体系采用类似的分层体系

设计, 如图 4所示. 平台基于面向服务的分层体系设计,
能够实现较好的功能方面的扩展性. 其中流程服务层

就是实现一体化服务流程建模的主要功能组件层.
用户层: 用户访问服务的场景, 包括用户使用的终

端设备, 以及具体使用手机端的 APP、微信、手机浏

览器等, 还包括线下的自助打印、物流设备等.
服务展示层: 服务平台的用户界面, 提供用户方便

的服务的检索、分类查找, 服务办理进度以及待办事

项的查阅.
流程服务层: 构建服务平台的各个组件包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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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设计组件、三元组角色权限控制、服务的表单编辑

器、服务字段数据绑定、服务业务数据模型.
数据持久化层: 包括平台本地化的存储数据和集

成共享数据的接口数据.
 

用户
访问

手机 APP 微信 手机浏览器 终端设备 PC 手机 笔记本 自助设备 打印机 物流柜

平台
服务
展示

服务检索 服务多维度分类 服务进度 服务状态标签 服务消息待办

流程
服务
组件

Work flow

service

Triple-roles Service sheet

editor

Fields-data Service business

data model

数据
持久
化层

Engine_DB Business_DB

access

Data_interface_VIEWData_interface_API

binding

 

图 4    网上办事服务平台分层组件结构
 
 

3.2   平台部署环境

服务平台的部署环境基于虚拟化云资源构建, 部
署 Linux CentOS6 和Windows 2008服务器环境, 配置

2台数据库MySQL节点、1台流程引擎节点、1台消

息节点、1 台服务 API 节点、1 台授权配置节点、

1台办事服务平台节点. 

4   服务的用户交互设计 

4.1   面向用户服务设计要素

面向用户的服务设计, 应当突出服务用户的功能

属性, 一般而言可以有 4部分组成, 即服务名称、服务

描述 (办理指南)、服务办理、服务评价.
服务名称是在服务发布平台上显示该服务的准确

名字, 一般是以“xx 服务申请”、“xx 办理”等用户直观

明了的名称; 服务描述 (办理指南) 是指该服务使用时

的注意事项、发布部门、咨询电话以及服务受理材料

等需要用户办理前知晓的内容, 通过办理指南文字加以

说明; 服务办理过程即服务的具体使用方式和内容呈

现, 如在线提交申请的表单页面及后续步骤. 服务评价

是服务完成后用户可以对服务进行评价反馈, 可以依据

服务评价进行服务质量比较和服务完善. 通过设计可以

规范化面向用户的服务属性, 也可便于后续的服务评估. 

4.2   服务的分类维度

为了提升用户获取和使用服务的办理体验, 可以

对服务进行多维度的分类, 方便用户检索平台上已经

发布的服务, 一般而言, 分类维度有: 服务类别、服务

场景、服务对象、服务部门等. 具体内容是:
服务类别, 按照校园业务领域进行服务分类, 可划

分为人事服务、财务服务、资产服务、教务服务等;
服务场景, 按照服务的办理方式进行分类, 可划分为查

询类、申请类、自助打印类、预约类、咨询类等; 服
务对象, 按照服务面向校园的各类人员进行服务对象

的划分, 可划分为教职工、学生、留学生、访客等; 服
务部门, 是服务的归属或责任业务部门也是服务的受

理部门, 一般有人事处、教务处、后勤处、网信办等;
一般而言, 服务维度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计, 可以是上

述一个或几个维度的组合. 以上服务划分维度是面向

用户的服务设计要素的延伸, 主要目的是为了用户获

取服务更加方便, 平台进行服务的管理更加高效, 也能

够有利于服务的优化和迭代. 

4.3   服务的一体化设计原则

服务的一体化设计, 是指以服务的闭环为特征、

以服务用户的满意度为目标进行服务设计的原则. 闭
环设计原则主要考虑 3个方面因素,

线上线下闭环原则: 线上与线下是一个服务的两

个部分, 因办理服务不同而有所区别. 服务的闭环思想

即实现服务的全过程完成, 通过线上服务与线下的物

流信息衔接、自助服务衔接、物理位置设备衔接, 既
能从线上跟踪线下, 又能从线下追溯到线上, 实现服务

的全过程跟踪和闭环设计, 服务外再无可办.
服务敏捷交付原则: 服务敏捷交付包括敏捷化服

务设计、规范化服务实施. 可以快速满足业务服务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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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并且最小化影响或调整现有系统, 从而实现快速支

撑业务需求的目的. 一体化服务流程模型是包括上述

4个方面即数据、权限、流程、表单的一体化建模. 通
过一体化建模能够快速构建和设计业务服务流程. 设
计过程可参考文献 [19], 一个服务流程的敏捷化开发

步骤可以分为如下 6 个步骤, 即服务流程提出、服务

流程设计、服务流程评估、服务流程实施、服务流程

优化、服务流程交付.
服务规范融合原则: 基于校园存在多异构业务系

统及服务不规范的情况, 服务规范融合是解决这一问

题的有效途径. 一方面是办事服务平台依据规范化服

务维度进行服务的管理和发布, 二是对业务系统的服

务进行统一规范的服务集成和服务封装后, 在统一的

服务平台上为用户提供使用, 平台融合异构的用户服

务, 提供较为一致的服务使用体验. 

5   应用成效与分析

论文依托项目案例部署一体化办事服务平台, 已
完成了 39 个在线服务流程 (包括教室借用申请服

务) 的运行上线. 以教室借用申请服务为例, 通过一体

化数据建模和表单设计, 实现覆盖不同使用场景的申

请表 ,  包括申请人基本信息、申请人类型、申请用

途、申请使用时间段 (通过课表数据接口获取空闲教

室信息), 申请流程的逻辑如图 5 所示, 如图中背景填

充矩形表示有 9 类三元组角色, 其绑定不同分支节点

实现节点审核和表单访问的权限控制, 通过不同校区

管理员实现与线下场景的衔接, 满足多校区场景需求

和不同申请用途的教室借用申请.
 

活动类型

学生类型

通过

本科生

部门活动

招聘

研究生 辅导员 副书记

教学秘书

团委人员

就业指导人员

审核

审核

审核

部门负责人

审核

审核

审核 所属校区审核 审核

线下教室管理站

填写申请

上课、考试

校级、社团活动

校区 B 管理员

校区 C

管理员

校区 A 管理员

申请人
确认

 

图 5    教室借用申请流程逻辑设计

 

教室借用申请服务是较为典型的包括多个校区的

一体化使用, 同时也涉及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业务, 覆
盖面广, 使用较为频繁. 该服务的运行数据如下: 共计

服务 13 719 次, 服务次数界面和服务使用数据如图 6
所示. 其中 2019 年 6 月以来完成受理借用申请 7298
次, 按照申请对象和活动用途分析如表 1所示.

 

 

图 6    教室借用服务记录和次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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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教室借用服务申请分析
 

申请用途 申请统计 申请对象 对象统计

招聘 1383 教职工 2597
上课 324 本科生 3921
考试 1262 研究生 464

学生社团活动 430 未分类 316
部门申请 425 — —
其他类型 3206 — —

 
  

6   总结

面向服务一体化网上办事平台, 在分层的面向服

务平台架构 (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 SOA)下, 进
行一体化建模和面向服务的交互设计, 遵循敏捷化原

则、服务闭环原则实现快速交付, 满足师生多校区、

多业务系统的办事服务的需要. 特别是平台能够与业

务系统服务规范融合, 从而更好发挥网上办事服务平

台的服务师生用户功能, 有助于提升师生对校园信息

服务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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