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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持续提升、互联网

和智能技术的发展应用、高等教育服务对象的扩大化和需求的多

样化,必将对高校后勤服务的管理理念、运行模式的改革创新与

发展形成强大的压力和动力。在面对新科技手段快速融入校园服

务业态的时代背景下，就如何促进高校后勤服务包容多样化、满

足差异化、管理精细化等问题，亟待共同深入探讨和研究。6月

27 日—30 日，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信息化建设专业委员会（以

下简称“信专会”）主任赵建带领一届理事会成员单位赴广东省

对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广东工业大学的

智慧后勤的运行管理新模式、智能后勤建设涵盖领域、师生服务

需求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进行了调研，现将调研的主要收获总结

如下： 

一、三所高校后勤在新一轮社会化改革后的基本情况 

广东省对于高校后勤的社会化改革起步较早，率先进行了

“传统后勤”向“管理后勤”的转变和探索，在调研的三所高校

中，均不同程度地引进了社会化专业管理团队进行后勤保障服务，



且运行情况良好，其优势在于：一是后勤资源和服务实体的不断

整合，使得后勤运行和用工成本逐年降低；二是引入适当的社会

化服务竞争更有利于后勤服务质量的提高，能更好应对师生多元

化的服务需求；三是充分利用 BOT 投资模式的优势缓解学校经费

投入的压力，为学校节约了大量资金。 

例如：本次调研的中山大学总务部在 2016 年撤销“后勤集

团”回归学校后，通过整体引入专业服务团队进行后勤服务保障。

目前中山大学总务处后勤管理人员共计 76 人（一线职工全部社

会化，只有保留了后勤管理人员），采用延伸服务模式分别对广

州南校园、广州北校园、广州东校园、珠海校区以及深圳校区五

个校园进行管理，服务师生 8 万多人。总务部的工作职能重点在

于代表学校履行对外包服务企业的监管、成本核算和服务质量考

核。 

此外在沟通交流过程中也从中了解到中山大学在食堂运行

管理、物资采购、工程维修等方面的做法也值得学习和借鉴： 

1.食堂运行管理方面：一是中山大学学生食堂交由学校产业

集团进行归口管理，食堂按照公益性的原则并未全部对外承包经

营，中山大学总务部主要职责在于负责对食堂食品安全的监督管

理以及成本核算；二是学校对外包食堂不收取管理费，大型装修

和设备的投入均由学校投入；三是学校产业集团属于企业，在食



堂大宗物资采购时有效地规避了高校大宗物资采购纳入政府采

购的弊端。 

2.物资采购方面：中山大学的采购全部由学校的政府采购与

招投标管理中心负责，其单位自主研发了一套成熟的采购平台系

统应对全校各部门各种物资的采买；学校需求部门只需按照“采

购物品参数填报—有关单位技术论证—招投标管理中心审核”流

程报送采购需求，剩余的招标采购环节均有政府采购与招投标管

理中心负责实施。 



本次调研的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后勤处，其在 2022 年由

原来的后勤保卫处细化拆分成保卫处和后勤处，拆分后的后勤处

全面负责学校基本服务保障工作，整个后勤处共 187人。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在智慧后勤建设和信息化使用领域

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一是后勤处建设了宿舍管理信息系统、门

禁管理系统、校园一卡通平台、宿舍水电系统、校园直饮水管理

系统、智慧取餐系统、校园节能平台、明厨亮灶平台（与市里管

理平台直接对接）等多个信息化系统，其整体信息化投入建设经

费一方面来源于学校自主投入，另一方面采用硬件设备租赁方式

共同建设；二是校园直饮水对师生实行免费，同时为避免水资源

的浪费，结合师生直饮水的使用数据分析对直饮水进行限量使用



（8L/天/人）；三是学生公寓的洗浴热水采用太阳能制热设备的

BOT合作模式进行（学校占比 16%），学生的水费为 23元/吨（水

费价格相比四川省内高校便宜很多）；四是学校的空调限温节能

管理系统硬件设备由当地高兴区科技局进行投资建设，学生食堂

的明厨亮灶硬件设由珠海市教育局投资进行建设，有效减轻了学

校经费的压力，而且有关政府领导对于节能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使

得学校后勤处能够在能耗定额管理方面管出效益；五是食堂的智

慧取餐系统能够将食堂菜品从采购、出品、到售卖进行精准的记

录，配载食堂前端后厨的信息平台，能有效地集合各端口的数据

对师生喜爱的菜品进行分析。 



本次调研的广东工业大学总务部是在 2022 年 11 月由学校

的后勤管理处与基建处合并成立的正处级单位，主要负责全校后

勤管理、服务和保障工作，承担校园建设总体规划和基础建设工

作，总务部下设：物业监管办公室、基建修缮办公室、膳食办公

室、能源管理办公室、采购核算办公室、综合科、商务科、住房

科、交通科和食品与生产安全管理科等科室，总体在岗人数 294

人，其中正式编制 88 人、聘用制职员 10人、返聘 2人，工勤岗

人数 194 人（包含合同工 28 人、劳务派遣 162 人、劳务协议 4

人）。 

在调研交流中得知广东工业大学后勤部分业务也引入了社

会化专业服务团队进行保障。其后勤在信息化建设使用方面学校

的《智能化宿舍管理系统》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授权，总务处网

页信息化升级改版后每天点击量超过 500人次；在整个学校节能

工作中，总务处通过采用太阳能路灯进一步严格控制空调使用时

间和重点加强对图书馆、教学楼空调管理等各种举措，使得学校

2022 年空调整体用能较 2021 年下降了 12.24%。在食堂管理方

面，广东工业大学食堂部分实施了对外承包管理，其中 13 间食

堂被评为“A 级食堂”、5 间食堂被评为广东省“食品安全示范

学校食堂”。 



 

二、参观横琴智慧城市公共管理 

横琴作为全国智慧城市综合管廊建设运维领域的“排头

兵”，其在信息化技术应用方面大胆的探索,主动的创新,把一座

城市当作一个“小区”,将“小区”内所有公共区域和各类资源

从整体上作为一个"大物业"借助"专业服务+智慧平台+行政力量

"融合的方式,对城市实行"管理+服务+运营"全流程管理,不断推

动城市治理模式由"政府全包"向"市民治理"方向转变。一是城市

将大数据作为建设的核心准则，现已建成使用云计算中心、100%

光纤主干网以及免费 WIFI 网络全覆盖；二是城市整体将给水、

通信、电力电缆、真空垃圾管等多功能集于一体修建综合管廊；

三是城市运用多种技术手段构建了数字化、智能化、多层次、多

种检测技术叠加的“闭合式电子围网”，充分利用摄像头、雷达、

电子跟踪仪、AIS等设备以及结合海关监管的业务模式和知识库，



识别车、船、人以及行为进行预警分析，有效取代了传统的物理

围网；四是运用万物云智慧城市业务构建了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平

台，有效推进生活垃圾分类“一网统管”，不断使得传统环卫行

业向科技智慧型转型升级。 

 

 

 

 

 

 



 

三、对标学习后发现的不足和差距 

对标学习广东省三所高校的后勤运行情况后，结合现阶段我

省高校在新一轮后勤改革中的问题主要在于：一是目前对于学校

后勤社会化道路模式的选择，是坚持走社会化改革道路，逐步将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团队进行服务保障，还是“走回头路”由

学校全部包办，各校后勤都持“视具体情况而定”的态度；二是

后勤职能定位模糊，发展矛盾性问题突出。新一轮改革之后，后

勤的职能定位不清晰，出现了职能定位、决策边界、财务管理、

物资采购等方面的矛盾性问题；三是后勤人才队伍“三多三少”

（老年人多、年轻人少、普通工作人、专业技术人才少、低学历

多、高学历少）的问题成为了后勤深化改革发展的“瓶颈”，后

勤引进人才难，留住人才更难，人才发展难上加难。 

四、下一步工作思考 

后勤改革的核心在于后勤体制的创新，高校应充分认识后勤



的角色定位，应从学校战略发展的高度认识后勤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意义，因此对于下一阶段后勤改革工作建议如下：一是需要学

校高层从学校战略发展的角度对后勤改革的顶层设计进行谋篇

布局；二是需要上级有关部门出台高校后勤改相关法规与政策规

定，更好指导后勤改革向纵深推进；三是需要打通后勤专业技术

人员的晋升渠道，力争在薪酬待遇、职位晋升、工作环境等方面

给予良好发展空间，避免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的现象一直存

在；四是要稳步推进后勤自办服务与购买专业服务的并重转变，

在满足师生多元化服务需求的同时促进内部良性竞争，变被动服

务变为主动服务；五是在学校招标采购制度上要进行优化和完善，

要解决现有招标采购模式与后勤物资实际需求不相适应的现状。

要明白高校实行政府采购并不意味着所有物资采购项目都适用

于政府采购的相关条款和限制性要求，不能片面地理解“政府采

购就是公开招标”，应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基础

上，充分考虑采购项目的专业、技术、时效、通用性等问题，自

主选择灵活多样的采购形式（如：邀请招标、单一来源谈判、询

价采购等），从而降低采购成本，提高采购效率和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