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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启动学科智慧平台建设 赋能学科高质量发展 

发规处（双一流办）  张玲 
 

一、问题分析 

重庆大学在学科越来越离不开数据支撑。但对数据信息

的强烈需求与落后的数据收集统计手段之间的冲突已经严

重制约了学科发展。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填表任务频繁但数据采集手段传统 

重庆大学每年围绕大学与学科建设要报出高基报表、双

一流动态监测等教育部要求的数据，重庆市“十四五”重点

学科、第二轮“人工智能+学科群”等重庆市要求的数据，

泰晤士大学排名数据、软科大学排名数据、软科学科排名等

三方排名数据。但学科数据分散在教学、科研、人事等多个

业务部门，学校经常是在工作需要时请相关部门或院系填报

数据，且由于未经标准化处理的数据可重复利用率低，面对

指标各异的各类外部评估还需要教师反复填写各类表格，既

繁琐又低效。 

（二）决策需要及时性但数据获取效率低 

学校常常需要在短时间内做出决策，但数据时效性低、

不完整、需要从之前被填报的 excel 或 word 中人工寻找，严

重制约数据转化为信息再升级为知识最后形成智慧的速度。 

（三）学科项目管理需要精细化但治理方式传统 

目前学校采购了标准化学科信息平台，但难以支撑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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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分析和个性化需求。传统的治理方式已经严重制约学科重

点项目申报、论证、立项、建设速度，并影响经费执行效率。 

二、解决方案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创新，

正在成为重塑学科治理模式的关键力量。经过对 36 所“双一

流”建设 A 类高校的网站浏览、电话咨询及对北京大学、天

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南大学、西安交

通大学等高校的实地考察发现，有 16 所高校尚无学科信息平

台、有 1 所高校正在筹建学科信息平台、有 5 所高校正在建

设学科信息平台、有 14 所高校已建立学科信息平台。构建强

大的集数据储存、集成、挖掘、分析和汇报为一体的学科信

息系统已经迫在眉睫。 

学科信息系统的整体框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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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填报报送管理子系统 

支持双一流评估指标体系、学科评估指标体系构建以及

学校自定义指标体系等评估体系，支持灵活创建、组合新的

指标体系。该部分重点在于整合学科数据，打破数据孤岛，

实现资源分级授权管理，推动数据共享共治。 

（二）学科日常监测子系统 

支持学科数据多维度的展示、查询、统计、对比、筛选、

导出等功能，方便各院系、机构随时随地获取本单位的详实

学科数据。从不同维度分析高校在学科排名、师资队伍与资

源、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国际交流等方面的现状。根据学

校需求，抽取最核心的指标，如学科、院系、教师水平的关

键定量指标，以及研究前沿与热点、学科建设情报等信息，

以可视化面板的方式呈现，供学科建设职能部门和校领导及

时了解本校最新指标状态和学科建设成效。 

（三）学科考核分析管理子系统 

支持学校对本校学科建设情况进行考核及自评估，供学

校及时了解本校学科发展的现状、趋势、建设目标/任务完成

度、绩效，为本校的学科发展评价及资源配置决策提供数据

支持，辅助高校优化学科建设策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子

平台支持按学科、院系、项目等多维度进行绩效考核和计划

/目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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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科项目综合管理子系统 

针对学校学科重点项目进行全流程管理，从项目申报评

审、项目立项、进度管理到项目评价、结项管理、经费管理

等。保证项目计划与执行不脱节，学科项目计划与执行同步，

动态反映学科项目最新的进展，并支持保存多个学科项目基

线以作对比。针对经费管理、预算管理、到账支出管理，提

供预算模板，支持预算信息编制；可以选择对接学校财务系

统或定期批量导入的方式管理到账支出。预算超支自动预

警，系统会自动预警学科项目进度逾期、超支、资源超负荷

等情况，尽可能早地发现和解决问题。 

（五）学科交叉信息平台 

学科交叉信息平台拟整合校内学术资源，统一存储和管

理能够精准匹配到人的科研数据，为学者和科研团队提供各

种有效科研信息服务，为重庆大学学者快速寻找潜在合作伙

伴，进行重大科研课题攻关、解决现实科学问题提供协助。

平台主要包括合作意向交互、交叉研究地图两大模块。 

三、预期效果 

建立一个标准统一、操作灵活、体系结构开放、易扩充、

易维护、安全、稳定、可靠的学科信息平台, 满足学校对学

科数据管理、分析、展示、应用的平台化支撑。 

学科信息平台不仅能帮助学校高效应对“双一流”动态

监测、学科评估、重庆市重点学科评估、各类第三方排名等



5 
 

各项数据填报工作，减轻学院教师负担，更能为高校学科布

局优化、学科规划、项目管理、绩效评价、资源分配提供及

时的事实数据支撑，从而加速“基础数据-信息挖掘-知识创

新-智慧凝聚”的数据升华过程，提升各类学科重点建设项目

管理效率，构建数据驱动型学科治理模式，提升学科治理的

专业化、科学化水平。 

具体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目标： 

（一）建设标准化数据仓储 

通过采集内外部标准化数据、细颗粒度数据切分、精细

化数据清洗、关联模型数据仓储等数据处理流程，建成标准

化学科数据仓储。 

（二）学科数据便捷填报 

平台通过多渠道采集数据并将其清理后推送到平台，管

理员用户可一键认领，实现学科数据获取的自动化与智能

化。所有的学科指标都可以在前台进行便捷编辑，新指标通

过简单设置和字段定义即可添加，旧指标可以从体系中抽出

或修改即可完善。 

（三）学校数据高效分析 

     平台能够对学科建设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并提供更强

大、人性化的查询、统计、汇总等功能，满足现有内部数据

学科建设业务需求。将管理者所关心的有助于辅助决策的数

据，以柱状图、饼状图、折线图等形式，直观地展现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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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面前。 

（四）学校学科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 

平台可实现对学校学科项目从项目的申报评审、项目立

项、项目进度管理、项目评价、项目结项等进行全流程的管

理。通过接口打通财务系统，实时掌握项目经费使用情况并

进行管理。 

 

一直以来，学校积极应答“教育强国，高校何为”的时

代命题，以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加速推动

学科建设。学科信息平台将进一步赋能学科高质量发展，助

力学校一路披荆斩棘、砥砺前行，奋力谱写“百年新重大”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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