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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职工住房管理信息化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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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校职工住房管理包括住房货币化补贴、住房租赁、住房维修、住房公积金、公房出售等几个方面。

针对目前复杂的管理流程,借助计算机和网络通信技术,对住房管理工作进行业务流程再造,提出了基于混合模

式(C/S,B/S相结合)的数据访问模型和基于IIS与SQL的角色访问控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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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usingmanagement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includemonetizationofhousingsubsi-
dies,housingleasing,housingmaintenance,housingfundandpublichousingforsaleetc.Basedonthe
currentcomplexmanagementprocess,thispaper,usingcomputerandnetworktechnology,reengineers
thehousingmanagementprocessandputsforwardadataaccessingmodelbasedonmixedmode(c/sand
b/sincombination)andacontrollingmodelbasedonIISandSQLserver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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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高校教职工住房管理信息化概
述

  1.高校职工住房管理的基本内容

目前不同的高校针对教职工住房管理采用不同

的管理方法,但基本上都是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工作[1-2]:
(1)公房出售。公房出售是高校住房制度改革

的核心工作,不同学校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在政策执

行方面有细微差别,具体体现在住房性质的认定、房
改年限的规定等方面。公房出售一般包含政策制

定、住房清查、购房资质审定、购房资料审查、房款核

定、合同签署、产权证办理等几个程序。

(2)货币化补贴。货币化补贴作为高校住房制

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实现了住房实物分配向货币化

分配的转变。货币补贴由一次性补贴和逐月补贴组

成,补贴金额涉及职工住房面积、达标面积、职称、工
龄、校龄、工资等诸多因素,政策性强,数据量大,管
理难度高。

(3)住房租赁。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和公

房出售工作的结束,周转房租赁成为高校解决无房

教职工住房问题的重要手段,是住房货币化分配改

革的配套措施之一。周转房租赁面向学校职工,采
取合同租赁的形式,按照不同建筑结构以成本租金

标准向住户收取租金。
(4)住房维修。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对于高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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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周转房,住户仅通过租赁的方式获得居住权,其
所交纳租金里包含部分维修基金。公房维修管理就

是通过适当的机制,合理使用公用维修资金对周转

房公共部位进行维护。
(5)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是职工个人和所

在单位共同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储备金,属于职工个

人所有,其实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管理,银行专户

存储,用于职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高

校负责职工住房公积金的测算、上报,受理职工提取

住房公积金的申请。

2.高校职工住房信息化管理的现状

高校作为一个知识密集型单位,信息技术的传

播和发展比较迅速。目前大部分高校住房已经实现

计算机管理,各种基础资料基本电子化,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1)基本实现日常办公“电脑化”。随着信息科

技的发展,各高校住房管理部门基本上都实现了电

脑自动化办公,住房资料、职工货币补贴资料等基本

上都实现微机管理,管理水平和效率有了很大程度

的提高。
(2)基本实现数据资料电子化。与前些年高校

住房管理“一张图、一个脑、一支笔”,靠笔画图、靠脑

子回忆的状况相比,高校住房管理在信息资料处理

上有了根本性转变。目前几乎所有高校住房管理基

础资料都实现电子化,数据延续性和准确性得到保

障。
(3)基本实现信息发布网络化。大部分高校都

建立了住房管理的相关网站,住房管理政策发布比

较及时,涉及教职工利益的重要工作也能适时发布,
不少高校还建立BBS,广泛听取职工对住房管理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信息沟通渠道畅通。

3.高校职工住房信息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数据安全性差。随着纸质文档的电子化,高
校住房管理出现了方便快捷与数据安全的矛盾。比

较而言,电子文档更易修改、复制和传播,而由于高

校住房管理涉及人事、财务等工作,与广大职工切身

利益密切相关,敏感度很高,因此对电子文档的管理

和使用控制显得尤为重要。
(2)数据冗余度高。由于高校住房管理中同一

职工涉及的数据多,每一套住房涉及的居住及维修

信息也多,电子文档式管理就导致大量的重复性资

料存在。例如职工逐月补贴,每个职工每年就有十

二条记录;逐月补贴表保存了职工姓名、工号等基本

资料,而职工住房登记表仍会保存这些字段。
(3)数据一致性低。在目前的管理模式下,管理

部门的多台计算机或者不同部门的计算机上很可能

都有住房管理基础资料副本,在发现数据错误时,工
作人员可能就其使用的计算机进行修改而很难做到

更正所有数据副本,这样就导致在数据使用时工作

人员之间很难保持一致,数据准确性大大降低。
(4)管理实用性差。目前高校利用网络开展的

信息化管理仅仅局限于发布信息、了解职工想法,而
没有解决职工实际问题。职工不能自主测算自己的

购房款,不能方便查询与自身相关的住房信息,不能

自主测算货币补贴。
以上有关数据安全性差、数据冗余、数据一致性

和实用性差等方面的问题,在集成的数据库管理模

式下就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二、高校职工住房信息化管理解决
方案

  高校职工住房信息化管理就是要实现住房管理

操作流程的信息化再造。通过基本信息收集,采用

电子化解决方案制定不同业务的信息化管理流程。

1.采集基础数据

信息化过程中,数据是中心。高校住房管理信

息化的过程就是要实现数据共享,同时保证数据安

全。其要获取的基础数据(其他数据从基础数据中

组合生成)主要包括[3]:
职工信息:职工编号,姓名,性别,工作单位,工

龄,校龄,职称(职务),出生年月;
住房信息:编号,地址,户型,面积,属性,使用状

态;
工资信息:职工编号,姓名,岗位工资,薪级工

资,发放月份;
政策参数:房改工龄计算起点,年补贴额,职称

住房面积标准等涉及货币补贴测算和公房出售房款

测算的相关政策参数。

2.统一数据规范

基础数据获取后的存储方式和用户提取方式就

是数据规范的内容。数据规范又分为三个部分,即
外部规范、内部规范、业务规范[4]。

外部规范:规定教职工可以访问的数据。如个

人补贴情况,公积金交纳情况,个人住房状况,个人

维修情况等。
内部规范:数据在数据库中的组织方式。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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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信息表和职工信息表是数据库最核心的两个

表,调用这两个表中的相关信息可以组成职工住

房信息、住房维修信息、住房租赁信息、货币补贴

信息等。
业务规范:规定用户在信息管理过程中拥有的

权限。如住户无权修改任何数据;一般工作人员只

能实现数据录入,在授权的情况下进行业务受理;高
级管理员可以进行权限设定、数据查询、统计等多项

业务;系统管理员则可以对数据库进行维护,对操作

日志等记录进行处理。

3.再造业务流程

(1)住房货币化补贴。住房货币化补贴流程已

非常清晰,并有相应的计算公式[5]。一次性补贴测

算需要职称、工龄、校龄、实际住房面积、应有住房面

积等相关数据,套用公式计算即可;逐月补贴则只需

调用职工工资便可以生成。关键在于把相应的工作

映射到计算机中,如图1、图2:

图1 原货币补贴业务流程

图2 信息化管理货币补贴业务流程

  (2)住房租赁。实行教职工网上找房,网上申

请,流程改变为房管部门审核申请,通知相关用户,
用户到管理部门签定协议,领取钥匙。在租金收取

方面有两种思路:一是直接整合原采用的租金收取

子模块,构建一个数据交换通道;二是直接与计财部

门交换数据,租金在工资里面扣取,并打印收费凭

据。从图3、图4中可见两种业务流程的差别。

图3 原住房租赁业务流程

图4 信息化管理住房租赁业务流程

  (3)住房维修。教职工网上申请,房管部门审

核受理,集中打印维修单通知维修中心,维修完毕

教职工确认签字,房管部门确认业务,年终一并结

算。原流程与实现信息化管理后的流程区别从图

5、图6中可见。
(4)住房公积金。由于公积金是由各级政府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房管部门只需负责基础资

料的核对和对职工提供公积金查询接口。

4.基本框架的构建

(1)信息系统采用B/S与C/S相结合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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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原住房维修业务流程

图6 信息化管理住房维修业务流程

C/S(Client/Server)结构,即客户机和服务器结构。
它是软件系统体系结构,通过它可以充分利用两端

硬件环境的优势,将任务合理分配到 Client端和

Server端来实现,降低了系统的通讯 开 销。B/S
(Browser/Server)结构,即浏览器和服务器结构。
它是随着Internet技术的兴起,对C/S结构的一种

变化或者改进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下,用户工作界

面是通过 WWW浏览器来实现,极少部分事务逻辑

在前端(Browser)实现,这样就大大简化了客户端

电脑载荷,减轻了系统维护与升级的成本和工作

量[6]。
教职工对住房数据的访问很大程度上只限于查

询,使用范围广,地点灵活,对安全性、互动性要求不

高,Web应对这些需求具有很大优势,如图7所示。

图7 系统数据访问模型

  在房管部门内部对数据的访问则交互复杂,且
对数据的安全要求高,采用C/S模式可以有效分担

服务器负担,表示逻辑和业务逻辑的实现都在客户

端进行,服务器实现全部的数据逻辑和部分业务逻

辑,如用户身份的认证和授权,实时的监控以及数据

备份、数据优化和数据挖掘等。
(2)Web端。从图8可见,不管是表示逻辑还

是业务逻辑在web端都是相当简单的。教职工拥

有的权限就是住房申请数据表和住房维修数据表的

查询与插入,对于用户表和货币补贴表则仅有查询

权限。

图8 Web端功能分布图

  (3)客户端。如图9所示,工作人员可以对基础

信息进行录入,对职工住房、补贴、公积金、维修等信

息进行查询;可以在高级管理员授权下进行租金收

图9 B/S端功能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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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住房申请受理,住房维修受理等业务。
管理人员能对基础信息进行修改,能对住房公

积金、住房货币化补贴进行测算,能对职工资料或住

房状况进行综合查询,能在高级管理员监督下进行

系统参数的设置。
如图10所示,高级管理员能进行系统权限分

配,能开展数据挖掘,数据备份等工作,能进行日志

管理,了解到各个用户的工作情况,保证工作的透明

开展。

图10 服务器端数据访问模型

  (4)服务器端。由于认证与授权都是基于角色

定义的,数据访问则在认证与授权的基础上进行,而
调用存储过程比通过中间数据访问层进行数据备份

与数据优化速度更快,因此系统管理员的业务逻辑

定义在服务器端,表示逻辑则显示在客户端,系统管

理进行的角色定义、数据备份、数据优化都是直接与

数据库交互的,而不通过数据访问层[7]。

5.安全保障

系统安全包括信息系统物理安全以及软件和数

据的安全,存在技术原因和人为因素引起的安全隐

患。这里从软件和数据的安全出发,采取相关措施

保证系统的信息不会被人非法读取或修改、系统不

会被人非法控制。

图11 系统数据安全控制模型

  实现基于角色的认证与授权机制,在windows
下实现IIS与SQLServer2000双层认证与授权,使
得不同人员只能进行权限内的相关操作,所有帐号

及密码在Internet或Intranet上传输均采用SSL加

密[8],如图11所示。
安全性保证的另外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定期开展

数据备份,其主要方案有:双机容错,防止单台计算

机的物理故障,当一台计算机发生故障时,系统仍然

可以运行;远程存储,应对电力波动,自然灾害,爆炸

等意外事故;光盘备份,把误操作、人为破坏的损失

减到最小。

  三、结语

本文采用B/S和C/S结合的混合模式实现了

高校职工住房资料、住房租赁、住房维修的网络流程

化处理,对高校后勤管理信息化及数字校园建设有

一定的参考作用。但如何实现系统数据与数字校园

数据平台的共享,如何实现GIS技术与高校职工住

房管理的结合仍需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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