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

信息网络与大数据中心建设规划

有关复杂系统的深入、全面、细致的数据是开展科学研

究、获得重要进展的基础。学院决定成立非建制性机构“信

息网络与大数据中心”，围绕学院的重点科研方向，开展数

据和高性能计算能力建设，服务于学院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

养，为凝练学科研究方向、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培养全能型

人才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为推动此基础性工作，特制订

本规划。

一、 指导思想

推动和促进以数据为驱动的科学研究模式，培养学生在

数据分析和高性能计算方面的技能，为学院实现“十四五”

规划目标提供数据保障和技术支持。

二、 基本原则

1、坚持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原则。围绕着认知与教育系

统和地球系统两个研究方向展开工作，收集和整理包括人口、

教育、经济、认知神经科学以及环境、气候、地理信息等相

关系统的数据资源。

2、坚持为人才培养服务的原则。通过课程和培训，提

高学生在数据分析和计算机应用等方面的能力，使其成为适

应新时代社会发展的人才。

3、坚持为学院建设服务的原则。为学院师生提供必要



的网络服务、技术服务、存储服务和计算支持，不断改善学

院的信息化办公环境。

三、 现有基础

1、学院师生现有工作中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来自各个领

域的数据，但还只限于在研究组内使用，利用率较低。

2、学院和部分教师前期已经购置了部分计算服务器和

存储设备，在珠海校区已有一批计算和存储设备，已经具有

了一定的高性能计算和数据存储与共享的基础。但整体能力

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四、 建设目标

1、促进相关机构数据共享进程，持续推进领域数据汇

聚与集成。积极与各级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科研机构开展

调研与合作，重点围绕认知教育系统和地球环境系统研究中

的关键问题，汇聚与集成各类别、各层次、各领域的相关数

据，持续为模型模拟计算与数据深度挖掘提供强大的数据支

撑和技术支持，并不断提升中心共享服务的能力。

2、积极响应国家重大突发事件应急。针对气候变化、

粮食危机、环境污染等方面的突发灾害事件快速响应，提供

救灾相关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生态环境、预警预报、灾后

重建等相关数据产品，为国家调度、指挥、决策等方面提供

技术保障。

3、培养数据高端人才。依托大数据中心的共享数据和

计算资源，培养在数据挖掘、高性能计算方面的高端人才，

并鼓励学生参加和获得相关国际及国内认证。



五、 任务分解

1、2021 年，组建核心工作团队；完成大数据共享平台

的框架搭建，能够存储并在平台上查阅已经共享的数据信息；

完成典型数据库的收集和处理，同时形成数据处理和共享的

规范性文档；在调研的基础上，组织 2-3 次有针对性的技术

培训。

2、2022 年，搭建并行计算平台，用于实现大规模并行

计算任务；将学院现有数据全部纳入到平台之中；购置存储

设备，完成学院云盘搭建，并为大规模数据存储准备存储空

间；组织 4-6 次培训。

3、2023 年，根据需要寻找合作单位和数据源，拓展数

据获取渠道；培训 4-6 次；完成一门课程内容的建设；获取

国内外数据分析认证并组织学生参与；根据需要决定是否扩

展机房和运算能力。

4、2024 年，完成数据中心的基本建设任务，并形成良

好的运行机制，满足学院研究所需的算力和存储空间，让大

数据共享平台成为教学科研的有力支撑。

5、2025 年，完善制度建设和队伍建设，制订下一个五

年计划。

六、 措施与保障

1、组织保障：本建设规划由学院党政联席会审核、批

准，并依据本规划与当年的实际情况制订年度工作计划，计

划执行情况接受学院党政联席会的监督和指导。



2、经费保障：学院五年拨付总计 300 万元经费支持信

息网络与大数据中心建设，其中软硬件的升级和购置费约 40

万/年，其他办公经费（含上网费、服务费、维修费、培训

费等）20 万/年，该标准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3、人员和办公条件保障：中心一共需要 3 名工作人员，

并配备相应的工位、设备间等办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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