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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校高效协同监管机制，全面实现教育政务服务综合管理、调

度和决策能力。

三、行动计划

（一）教育数字化转型标准引领行动

1.探索构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标准体系。强化顶层设计，成

立省教育数字化转型标准研制专家机构，建立覆盖信息网络、平

台体系、数据资源等方面的标准规范，研制《广东省教育数据管

理办法》《广东省学校数字基座建设标准》等标准规范；研制“以

教育新基建为基础，以数据为核心，以服务为导向，以生态发展

为目标”的《广东省教育数字化建设指南》，为有序推进教育数字

化转型行动提供政策指引。

2.探索创新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施模式。坚持应用为王，创

新数智科技支撑与数据驱动的教育数字化应用场景，促进形成

“政府定标准、搭平台、强监管，企业做产品、保运维、强支撑，

学校买服务、建资源、强应用”的教育数字化建设实施模式。建

设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完善省、市、县（市、区）、校一体化数

据标准，优化教育数据的归集、共享，推动实现“一数一源一标

准”数据治理方式转变；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教育行政办公数

字化，实现教育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以数据驱动、数

智赋能推动教育“放管服”改革，完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

教育等一体化的高质量教育服务体系。

（二）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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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教育网络新型基础设施。推动教育专网建设与 5G+云

网融合。加强省市教育网和学校校园网高速衔接，实现网络地址、

域名和用户的统一管理。推动校园局域网升级，按需扩大学校出

口带宽，深入推进 IPv6 等新一代网络技术的规模化部署和应用。

2.建设平台体系新型基础设施。充分利用省数据资源“一网

共享”平台，构建新型教育数据中心，支持通过混合云模式建设

教育云，规划整合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低小散旧”的数据中

心；鼓励市县和高校共享超算资源和人工智能算力资源，提供基

础算力工具；构建面向各级各类学校的开放平台，聚合各类教育

应用；升级建设面向终身学习的网络学习空间。

3.推进数字校园建设全覆盖。推进各级各类学校环境的数字

转型与智能升级，按需建设数字校园、智能校园、智慧校园，实

现基于云服务和云应用的数字校园全覆盖。建设一批推动优质均

衡发展的基础教育数字化示范学校，一批支撑专业数字化升级和

管理服务数字化转型的职业教育数字化标杆学校，一批彰显多元

个性发展的高等教育数字化特色学校。

（三）教育优质数字资源服务普及行动

1.强化数字资源服务体系建设。对接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推

动省、市、县（市、区）、校教育资源平台互通互联；以课程化

资源为抓手，推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精品课程资

源的汇聚共享；实现国家课程融通化、学科课程层级化、地方课

程主题化、校本课程特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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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建立教育数据中心和高等院校数字化预警机制。加强教育大

数据共享，实现教育统计数据的自动上报、智能分析和精准预警。

（九）教育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行动

1.全面构建教育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省-市-校”三级网

络安全态势感知与联控平台，建立健全常态化的网络安全实战演

练机制和教育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持续增强网络安全风险排

查、应急处置和联防联控能力。

2.全面构建教育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围绕数据安全运营和防

护、数据安全监控与审计、数据安全管理与保障等建设数据安全

保障体系，强化教育数据统一安全管控，强化对师生个人信息使

用的监督与约束。依托数字政府整体安全防护资源和能力，强化

教育网络、教育数据安全保障。

3.全面构建教育可信应用体系。有序推动教育数据中心、教

育信息系统和办公终端等国产化改造，推进国产信创生态软硬件

产品使用，建设教育系统密码基础设施和支撑平台，融入全省统

一的身份认证体系。

五、保障措施

（一）统筹推进，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教育数字化工作领导小组和专家咨询委员会、网络安全

与信息化领导小组和专家咨询委员会，明确职责分工，形成主责

部门统筹组织、业务部门应用推动、技术部门支撑保障、专家咨

询指导和社会机构参与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工作体系，确保将各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