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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21世纪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信息时代，人类正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
，社会信息化已经成为世界发展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信息化水平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体现了一个国家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
。
大力推进信息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项战略举措，党的十七大报告将“信息化”与“工业化
、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并称为“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大战略任务，信息化在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大力推进信息化已成为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
设创新型国家、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瓶颈问题、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
　　教育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教育科学发展的关键环节，正推动着教育思想
、观念、模式、内容和方法的全面创新和深刻变革，影响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全局和走向。
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是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形成学习型社会、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促进社会公
平的内在要求和必由之路。
高等学校作为推进教育信息化的主体，其自身的信息化水平已经成为教育信息化水平的重要指标。
　　高校信息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非简单拼凑、一蹴而就，需要科学规划、合理设计、规范实施，只
有这样才能建成一个技术先进、功能完善、架构合理、信息标准、数据安全的数字化校园环境。
　　本书编者依据《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紧密结合东北大学、沈阳农业大学、辽宁石
油化工大学的信息化建设实际，借鉴国内外教育信息化优秀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对高校信息化现
状进行认真的调研和详细的分析；以建立高质量和高标准的高校数字化校园环境为目标，对高校数字
化校园的发展现状、网络基础平台设计、基本网络服务设计、大学资源计划、校园信息系统建设规划
、运行服务和网络安全体系建设规划进行了精辟的论述，提出了切实可行的高校数字化校园建设整体
规划和实施方案；对加强高校信息资源建设与管理。
提高高校的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现代化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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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化校园建设与实践》编者依据《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紧密结合东北大学、
沈阳农业大学、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的信息化建设实际，借鉴国内外教育信息化优秀的理论成果和实践
经验，对高校信息化现状进行认真的调研和详细的分析；以建立高质量和高标准的高校数字化校园环
境为目标，对高校数字化校园的发展现状、网络基础平台设计、基本网络服务设计、大学资源计划、
校园信息系统建设规划、运行服务和网络安全体系建设规划进行了精辟的论述，提出了切实可行的高
校数字化校园建设整体规划和实施方案；对加强高校信息资源建设与管理。
提高高校的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现代化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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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l.3.2网络基础平台的设计原则　　数字化校园建设对网络基础设施的要求主要是建设安全的、可
管理的、可扩展的、高可用性的、可审计的计算机网络传输平台。
网络基础平台除包括服务器、网络设备、存储设备等硬件设备外，也包括诸如Web服务、FTP服务、
电子邮件服务等基本的网络服务。
　　在设计和实施网络基础平台的时候，需要关注以下一些问题。
　　①建立和完善基本服务环境。
这包括实现网络拓扑中主要传输线路的连通和冗余，提供安全可靠的电子邮件、Web、FTP等基
本Internet服务，提供良好的机房环境（包括大功率UPS不间断电源，专业机房空调，良好的消防、监
控系统和安保设施），学校提供集中的信息中心为各个院（系）及处（室）的服务器提供集中托管或
空间租用（包括存储空间和备份）服务。
　　②建立高可用性的网络通信平台。
这包括校园网提供对教育网和公众网的多个出口，提供对CERNET2的IPv6出口，实现出口链路的自动
切换，实现核心层、汇聚层的双链接冗余和快速收敛，实现核心层、汇聚层的路由冗余和快速收敛等
。
　　③实现对用户接入和传输服务的透明性。
这包括使用DHCP服务加强网络的访问控制，架设高性能的代理服务器，提供对移动网络的支持，控
制网络的并发数量，提供防病毒和防垃圾邮件的专门机制，提供类似MRTG的流量监控服务，使
用ACI。
访问控制列表和VLAN来提高网络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支持无线接入扩展等。
　　④规范对用户的各类服务流程。
为用户提供完善的安全解决方案，实现用户业务受理、服务支持、业务反馈、业务优化、审计等流程
的规范，简化基本网络服务的操作难度等。
　　⑤实现对用户业务服务的可视化。
提供各种有效的可视化途径反映各类服务的运行状态，如提供对MRTG、Net flow等的支持，进行全面
的安全审计，保存和分析各个网络设备、服务器、应用系统的日志，提供日志的分级管理和报警机制
，并对分析后的数据进行图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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