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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智慧党建架构模型与实践
应用探析

杨乾龙， 魏群义
（重庆大学 a.党委巡视办；b.党委组织部，重庆    400044）

摘要：通过梳理我国高校党建信息化发展历程，探索高校智慧党建平台的建设路径和发展策略，为

高校智慧党建平台的搭建提供理论基础。结合对高校智慧党建定位与目标的分析研究，构建高校智慧

党建架构模型，开发以智慧管理、智慧育人、智慧监督、智慧宣传、智慧服务为核心的党建平台，为提高党

建工作效率、提升党建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

关键词：高校智慧党建；党建信息化；高校党建工作

中图分类号：TP399；D2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2909（2023）04-0148-08

近年来，信息技术融入高校党建业务，深刻影响基层党建工作的模式和机制变革，推进高校智

慧党建发展，成为信息化时代党的建设的内在要求。开展智慧党建的现状研究，研究信息化发展对

党的建设的影响，是高校智慧党建理论研究的需求，是系统构架资源共享、交互高效、感应及时和分

析智慧的智慧党建平台的基础，对改进党建工作、提高党建工作效率、破除党建工作瓶颈、增强吸引

力和感染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高校党建信息化发展阶段分析

我国党建信息化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

理工作条例》中将党员教育管理信息化作为独立章节，提出推进基层党建传统优势与信息技术深度

融合，不断提高党员教育管理现代化水平［1］。概括说来，我国党建信息化的时间探索可分为四个

阶段。

（一） 初步起步阶段（20世纪90年代）

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与鼓励下，借助电脑进行自动化办公，利用电子邮件等计算机网络技术

在党建工作中逐步进行应用，199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信息中心设立［2］，1995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全

国组织干部人事信息系统信息结构体系》［3］。这一时期，高校信息化技术稳步发展，高校党建工作也

开始向信息化、自动化、无纸化方向发展。1998年青海大学使用中国共产党信息管理系统建成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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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党内信息库［4］，1999年清华大学研发第一家民办红色网站［3］。

（二） 探索发展阶段（21世纪前十年）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党建信息化逐渐朝着网络化发展，高校党建信息化也进入数字校园阶

段。2000年，北京市委组织部开通了全国第一个组织工作专业网站——北京网站。2002年，在《国

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党的工作业务系统建设”。2003
年，天津大学党校建设专题网站，设置“党建资料室”“党建交流室”“专题学习”“网上课堂”“视频点

播”等版块［5］。2006年，“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正式上线。

（三） 全面提高阶段（21世纪20年代）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党建信息及时化时代开启，网上党校、党员博客、手机报等业务系

统陆续出现，党建信息化的功能快速拓展，全国范围内的党建网络体系逐步形成，“互联网+党建”开

始慢慢实现。2010年“全国基层党建工作手机信息系统”正式开通，2014年开通的“全国党建云平

台”实现党建网站、手机、视频多媒体等各平台间的互联互通，2017年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开通，

有力促进了党员教育管理服务迈向信息化、智能化、精准化、高效化，提高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

（四） 走进智慧党建

随着汇聚电子党务、宣传等于一体的党建平台逐步完善，党组织管理、党员教育、教育培训、党

员考评、党内交流和舆情控制等功能不断融合，智慧党建应运而生。201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

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推进智慧党建［6］，同年中宣部推出“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全国上线［7］，

极大地满足了互联网条件下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多样化、自主化、便捷化的学习需求。

这一阶段高校信息化逐步由数字校园转向智慧校园建设，党建工作信息化也逐步由党建网站、

党校学习系统、党务工作系统、党费交纳系统等单一分散平台，向以云计算、大数据等为基础的智慧

党建方向转化。近年，许多高校结合自身管理需求，建设了党务、党校、干部、宣传等党建工作平台，

为党建数字化智慧化打好了坚实基础。清华大学 2018年上线的新版党组织党员管理信息系统，涵

盖了党组织管理、党员管理、组织生活纪实、党员发展管理等业务。复旦大学 2020年向“互联网+”
党建转型创新，为党支部提供网上教育和管理阵地，为党员提供网上学习和服务窗口，实现党务工

作“一网通办”［8］。同济大学的“同济党建 e家”信息管理系统，构建了党组织、支部书记和党员的动

态数据库，实现组织生活记录、支部换届、党组织书记述职等信息化管理［9］。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已

基本构建起由党员信息数据管理、“智慧党校”综合管理、主流价值观念传播、党支部智能化服务、大

数据整合分析等组成的“智慧党建”平台［10］。在高校基层党建管理中涉及多层级党组织和多个党群

管理机构，党务、宣传、档案等平台不断出现，基于 PC端、手机 App、微信等开发的党建平台不断涌

现，碎片化应用越来越多。如何一体化推进智慧党建平台建设，打通数据共享断点，通过大数据技

术挖掘分析党建发展规律，以智慧型管理决策规范基础业务工作，提高党建工作效率，成为党建信

息化中亟须思考解决的具体问题。

二、高校智慧党建的定位与目标

智慧党建的概念源于智慧地球，2011年夏行［11］等率先提出“智慧党建”概念，随着信息化技术的

不断发展，关于智慧党建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应用日趋丰富［12-20］，感知化、互联化、智能化、决策化、安

全化的智慧党建思维框架逐步完善。随着高校智慧党建的发展，2017年后高校智慧党建相关的文

献资料也逐渐丰富［21-25］，方海洋［26］等学者结合高校党建工作特点，对高校“智慧党建”体系的内涵、

体系构成、逻辑架构等进行了探索研究，赵雪［27］提出高校“智慧党建”主要体现在“智慧”感知与记

忆、“智慧”分析与思考、“智慧”决策与执行、“智慧”交往与互动。高校智慧党建是新时代高校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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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一种新理念，是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的基础上，以面向高校师生党员服

务为理念，全面整合党建信息系统，融入智慧校园，全面感知党员个体学习环境，识别党员个体特

征，有效支撑党员学习教育过程分析、评价和职能管理的智慧化党建运行体系。

（一） 定位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社交网络、虚拟现实等新兴信息技术在高校的

广泛应用，信息技术与党建工作融合越来越深入，结合学校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智能识别师生党

员的学习、工作情景和特征，将学校党建信息化由管理信息化发展为党的建设全面信息化，融合创

新信息技术与党的建设，将党的制度融入信息化工作中，融入党员教育管理等人的工作中去。在高

校党建管理中涉及多个党群管理机构和多层级党组织，党务、宣传、档案等平台不断出现，基于 PC
端、手机App、微信等开发的党建平台不断涌现，碎片化应用越来越多，党建信息化的技术、业务、管

理方式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原有的解决方案和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当前高校党建信息化的现实需求，

智慧党建的新思路、新方法在此时应运而生，成为当前高校党建信息化发展的方向。

（二） 目标

高校智慧党建是高校党建信息化发展融合创新阶段的产物，是高校应对“互联网+党建”挑战的

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建设智慧党建，是在数字党建的基础上，通过引入新技术，为师生提供智慧型

的党建业务，推动学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在AI支持下的模式创新，实现党建智慧运行，支撑党对

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高校智慧党建的建设目标是支持高校党的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开展。

（1）智慧化管理，促进党建管理服务流程的不断优化或再造，创新党建管理服务模式，实现学

校、院（系）党组织、党支部间和党群部门间的业务协同和一站式服务；通过大数据技术挖掘分析新

时代学校党建发展规律，实现智慧型管理决策。

（2）智慧化育人，推进线上线下融合党员教育和基于大数据的党性评价，开展实现广泛的因人

施教和针对性的党性教育培养。

（3）智慧化监督，依托大数据等手段构建智慧党组织、党员评价，推进党组织规范化建设、党员

监督管理常态化。

（4）智慧化宣传，智能整理国内外新闻动态，实现手机端、PC端等多平台同步接收，结合云计算

及时获取师生党员的关注数据信息，为宣传工作提供决策支持。

（5）智慧化服务，利用互联网的时空关联性，为高校党建工作提供更多的手段，增强上级党组织

服务下级党组织、党组织服务党员、党员服务群众的工作时效。

通过建设应用智慧党建，促进高校党建工作制度体系、组织设置、思想政治工作方式等创新，促

进高校党建工作质量全面提高，不断推进党的现代化建设。

三、高校智慧党建平台的探索与实践

高校智慧党建是融管理和服务于一体的重要措施，在智慧性设计过程中涉及智慧服务理念、智

慧环境、智慧应用和服务、智慧文化和体验、智慧设计等［28］，但根本在于如何应用信息技术实现两个

服务的理念。一是在高校党建管理“顶层设计”中融合，促进信息化与决策管理的深度融合；二是以

师生用户体验为根本，从生活、学习的外部环境和内在需求出发，平衡用户、技术和管理需求。

（一） 高校智慧党建架构模型

智慧党建关键在于融合，在智能感知、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的支撑下，

合理利用资源快速获取用户信息，科学分析数据提供精准管理服务，实现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的融

合，架构模型如图1所示，具体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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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源获取层：通过构建电脑、手机、网页、手机APP等互通互联软硬件感应设施，实时采集用

户活动状态、党组织和管理机构需求、党员活动室使用情况、图书借阅等数据，为用户提供及时的信

息反馈，为智慧校园的数据采集和信息反馈提供物质基础。

（2）网络通信层：通过无线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网络技术，及时传输各类数据，保证师生随

时随地使用，数据快速存取等智慧应用为智慧党建提供坚实的网络基础。

（3）数据分析层：包含数据库、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两大部分，数据库是整个系统的存储核心，

存放了所有的用户数据、业务数据等，为用户提供所需的存储支撑；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主要是对

收集的数据进行管理、分析和挖掘，为智慧党建的各类应用提供全面、科学的数据支撑。

（4）智慧党建应用层：智慧党建应用层是智慧党建发挥作用的关键，基于数据分析层对高校党

建的运行管理、资源调度、业务活动等作出决策，通过管理、育人、监督、宣传、服务等各类应用，为党

员群众的学习工作和党组织的管理提供全面、贴切的服务，从而为智慧党建提供全面、个性化的应

用支撑。

（二） 智慧党建的应用实现

围绕学校党委、院（系）党组织、党支部、党员“四位一体”组织架构，以发挥党支部教育、管理、监

督党员和组织、宣传、凝聚、服务师生为突破点，以党务管理系统、党员教育服务系统等党建工作平

台为数据来源，以数据分析为决策核心，在数据共享下提供党建预警功能，从而实现智慧管理、智慧

育人、智慧监督、智慧宣传和智慧服务。

党建工作平台是基本的功能平台，涵盖党组织管理、组织生活管理、组织关系转接、党校培训、

数据报送、发展党员、干部管理、党建宣传等功能模块，构建线上线下联动平台，全方位覆盖高校党

建工作，形成“大党建”工作局面，全面发挥高校党组织育人功能。例如：数据管理系统实现党员、党

组织、行政机构等数据的无缝对接，在保证基础党务模块面向全体党员、党校教育模块面向全体师

图1　高校智慧党建架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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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干部管理模块面向全体干部应用的同时，打破组织工作、干部工作和党校工作数据共享壁垒，为

数据分析应用打牢基础。又如：组织生活管理模块，通过开发相互融合的移动端和PC端平台，实现

组织生活的计划上报、审核、签到、纪要等功能，推动组织生活基本制度的落实，结合组织生活督查

反馈等功能，建立组织生活督察人员库，为随机选派督察人员、随机督察支部组织生活、定期反馈督

导结果的工作机制提供技术支撑，推动党内组织生活质量提升。再如，打通发展党员系统、党校学

习平台和党员管理数据信息壁垒，实现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培训记录与发展党员流程节点相匹

配，推动发展党员、学习培训、党员管理的一体化融合，加快发展党员和党员培训的工作流程化管

理，完善自动适配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预备党员、正式党员等不同用户功能；将党校学习教育

与纪检、保密、统战等培训相融合，推动资源共享，实现高校党员培训的统一管理，减少工作过程的

低水平重复劳动，加强工作协作，提高工作水平与效率。

数据分析作为“智慧党建”平台的核心功能，是智慧管理、智慧育人、智慧监督、智慧宣传、智慧

服务等智慧党建应用的基础。例如：党组织管理功能，在学校党委、院（系）党组织、党支部基本架构

下，将党建工作的标准融入党建系统建设，即 3名以上正式党员可成立党支部、7名正式党员以上可

设立支委会、党支部人数一般不超过50人等党组织基本要求融入党支部管理中［29］，实现构建党组织

建立基础信息智慧判别，为基层工作人员提供判断良好决策；结合党组织任期要求，形成定期换届

提醒，为党建工作长期有序开展提供支撑。又如：党员管理功能，综合分析党员党校学习、组织生活

出勤率和质量等，结合党员每年集中学习培训时间一般不少于 32学时等要求［1］，给出客观性指标，

为民主评议党员等提供客观的数据支撑。再如，深入研究党组织基本状况指数、凝聚力指数、吸引

力指数等，构建党建运行状态矩阵图，通过对基层党支部状况分析、党员学习状况分析、党校培训执

行情况、党员发展情况分析等形成院（系）党组织基础数据评价，自动形成党组织体检报告，为各级

党组织查摆问题、改进工作提供决策依据，为党建科学化提供有益参考。

高校党建信息化平台以用户为导向，切实发挥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形成以 PC端和微信公众号

为基础，集党务管理、党校学习、党员监督于一体的党建信息化平台，实现学校党委、院（系）党组织、

党支部、党员“四位一体”的信息化平台架构，以党组织、党员信息为基础，融合组织生活管理、组织

关系转接、党费管理、党员学习、发展党员、数据报送等功能，结合数据综合分析应用，推动实现对党

员学习教育的智慧监督，如图2所示。

图2　高校党建信息化平台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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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础数据模块

平台以全校师生为基础，融合党员和非党员数据，形成以人员身份为基准的系统，为党员管理、

发展党员管理、党内外学习管理数据融合奠定基础，群众、民主党派、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预备

党员、党员、干部等角色，形成与角色对应的功能应用，保证平台应用的全面性，保证平台的扩展开

发性能，为后期宣传、纪检、统战、思政等工作平台融合奠定基础。实现对党组织信息、党员信息的

智慧管理，减少工作过程的低水平重复劳动，加强协作，提高工作水平与效率。

2. 组织生活管理模块

组织生活管理模块实现了党组织会议统计、组织生活计划申报、内容审核、督导检查和会议纪

要等全过程信息化管理。利用参会人员统计、督查情况反馈等功能，全面监管每名党员参加主题党

日活动的情况，及时了解党员领导干部讲授党课、落实双重组织生活情况，量化分析党支部开展组

织生活制度情况等，切实提高基层党建工作的精准化、科学化、高效化水平。

3. 组织关系转接模块

组织关系转接模块实现了校内组织关系转接、省（市）内组织关系网上转接记录、全国组织关系

转接的记录和组织关系介绍信打印功能，实现从个人、组织审批、组织关系落地回执的无纸化记录，

保证了数据的长期有效性。

4. 党费交纳模块

交纳模块实现党费自动计算、自动提醒催缴、学校党委、院（系）党组织和党支部自动对账核实

等功能，保证了交款和捐款的精细化管理。

5. 党员学习模块

党员学习模块实现党员学习教育、随堂测试等功能，建立了学校的党校学习库，为入党积极分

子、发展对象、党员学习、干部学习提供基础。

6. 发展党员模块

发展党员模块在发展党员流程化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实现了发展党员流程的全过程管理，保证

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预备党员各个环节的高质量发展和培养。

7. 数据报送模块

数据报送模块实现下级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数据的交流统计，实现各个党组织数据的自动汇

总，保证学校各类数据的快速有效汇总。

8. 应用展示模块

以党员、党组织日常学习工作数据为基础，形成党员评价、党组织的评价指标和数据，定期综合

分析组织生活模块、党员学习模块、党员学习情况等数据，为党员评议提供基础数据支撑；结合所属

党组织党员评价数据、数据报送模块、发展党员模块等数据综合分析党组织情况，为党组织考核提

供数据支撑。

四、高校智慧党建平台建设策略探索

（一） 建设推广智慧党建标准规范

在高校党建信息化建设早期，因缺乏相应的标准规范，出现了许多孤岛系统，为避免智慧党建

建设重蹈覆辙，必须加强智慧党建的标准建设，特别是要尽早确立高校智慧党建的技术架构框架标

准，用好高校智慧校园联盟等途径，加强推广应用，促进高校智慧党建的健康有序发展。高校智慧

党建技术架构框架标准制定过程中，要注重与学校人事、财务、入学、毕业等系统建设标准相融合，

强化资源数据共享；要注重与上级主管部门相关数据平台数据标准对接，推动实现中央、地方、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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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等各层次、各类别党建平台的数据互通对接，解决基层重复维护基础数据问题。

（二） 注重与思政工作协同育人

智慧党建系统不只是党务工作，要综合学校组织、宣传、统战、纪检和共青团等相关部门工作实

际，推动推优入党、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发展对象培养、预备党员培养、党员教育、党员管理、党内宣

传等一体化融合，切实推动党校、保密、纪检等网络培训统一管理，推动党建工作和思政工作数据融

合应用，创新协同育人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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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framework model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Party 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YANG Qianlong， WEI Qunyi
(a. Inspection Office of Party Committee；b.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Party Committee，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P.  R.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pat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intelligent Party 

construction platfor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rough comb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Party construction 
informationization in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building of the 
intelligent Party construction platform of schools. Combined with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positioning 
and objectives of intelligent Party 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proposes a model of intelligent 
Party construction framework in schools, and develops a Party construction platform with the core of intelligent 
management, intelligent education, intelligent supervision, intelligent publicity and intelligent services, which 
provides a strong guarantee for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Part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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