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一身份认证管理系统建设方案

一、项目背景
在当今数字化校园建设中，高校内存在着众多的信息系统，如学工管理系统、教务管理系统、邮件系
统、图书馆系统等。师生在使用这些系统时，需要频繁地输入不同的用户名和密码，操作繁琐且容易
遗忘密码，影响工作和学习效率。同时，各系统身份认证方式和权限管理规则不统一，存在安全漏洞
和管理混乱的问题。因此，建设一套统一身份认证管理系统迫在眉睫，它能够整合校内分散的身份信
息，实现 “一次登录，全网通行”，提高师生使用信息系统的便捷性，同时加强校园信息安全管理。

二、建设目标
1. 实现统一身份管理：集中管理师生的身份信息，包括属性管理（如姓名、性别、年龄等）、类型管理

（学生、教师、教职工等）、角色管理（普通学生、班干部、教师、管理员等）和口令管理，确保身
份信息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2. 提供统一身份认证：采用先进的身份识别技术，实现单点登录，使师生只需登录一次，即可访问校内
所有授权的信息系统。同时，通过严格的身份校验机制，保障用户身份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3. 进行统一授权管理：建立分级模型和权限策略，根据用户的角色和职责，分配不同的权限级别，确保
用户只能访问其有权限使用的资源和功能，实现精细化的权限管理。

4. 强化安全审计：对用户的访问日志进行详细记录和分析，实时监控系统的运行状态，及时发现和处理
安全隐患，保障校园信息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三、系统架构设计
1. 用户层：涵盖学校内的所有用户，包括学生、教师、教职工、访客等。不同类型的用户通过各种终端

设备（如电脑、手机、平板等）访问统一身份认证管理系统。

2. 认证层：采用多种身份认证方式，如用户名密码认证、一卡通认证、银行卡认证、生物特征认证（指
纹、面部识别等）等，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和使用场景。同时，支持多因素认证，提高认证的安全
性。

3. 管理层：负责统一身份管理、统一授权管理和安全审计等核心功能。具体包括身份信息的录入、修改
、删除，角色和权限的配置，访问日志的记录和分析，系统监控和报警等操作。

4.



应用层：与校内的各个信息系统进行无缝集成，如学工管理系统、教务管理系统、邮件系统、图书馆
系统等，实现单点登录和统一授权访问。通过开放标准的接口，方便未来新系统的接入和现有系统的
升级改造。

四、系统功能模块
1. 统一身份管理模块

• 属性管理：对用户的基本属性信息进行增、删、改、查操作，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支持
批量导入和导出用户属性信息，方便数据的迁移和更新。

• 类型管理：根据用户的身份类型（学生、教师、教职工等）进行分类管理，为不同类型的用户设
置不同的默认权限和操作流程。

• 角色管理：定义不同的角色（如普通学生、班干部、教师、管理员等），并为每个角色分配相应
的权限。支持角色的创建、修改、删除和权限调整，以适应学校组织架构和业务需求的变化。

• 口令管理：提供用户密码的设置、修改、找回等功能。支持密码强度检测，确保用户密码的安全
性。同时，可设置密码的有效期和复杂度要求，提高系统的安全性。

2. 统一身份认证模块

• 身份识别：支持多种身份识别方式，如用户名密码、一卡通、银行卡、生物特征等。采用先进的
加密算法对用户的身份信息进行保护，防止身份信息泄露。

• 单点登录：实现用户在一次登录后，无需再次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即可访问校内所有授权的信息
系统。通过 Cookie、Token 等技术手段，实现不同系统之间的身份验证和会话管理。

• 身份校验：对用户的身份信息进行严格校验，包括用户名和密码的正确性、身份类型的匹配性、
权限的有效性等。同时，支持多因素认证，如短信验证码、动态口令等，提高身份认证的安全性
。

3. 统一授权管理模块

• 分级模型：建立基于角色的分级授权模型，根据用户的角色和职责，分配不同的权限级别。例如
，普通学生只能访问与学习相关的系统和资源，教师可以访问教学管理系统和科研资源，管理员
则拥有最高的管理权限。

• 权限策略：制定详细的权限策略，明确用户对不同资源和功能的访问权限。支持按功能模块、数
据对象、操作类型等维度进行权限配置，实现精细化的权限管理。

• 权限级别：定义不同的权限级别，如只读、读写、完全控制等。根据用户的角色和业务需求，为
用户分配相应的权限级别，确保用户只能访问其有权限使用的资源和功能。

4. 安全审计模块



• 访问日志：详细记录用户的访问行为，包括登录时间、登录地点、访问的系统和资源、操作内容
等。通过对访问日志的分析，可及时发现异常访问行为和安全隐患。

• 运行审计：对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实时审计，包括系统性能指标、资源使用情况、错误日志等。
通过对运行审计数据的分析，可及时发现系统故障和性能瓶颈，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优化和修复
。

• 系统监控：对系统的安全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包括网络流量、用户登录情况、权限变更等。当发
现安全异常时，及时发出报警信息，并提供相应的处理建议。

五、数据流程设计
1. 注册流程

• 用户在注册时，填写个人基本信息（如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等），选择身份类型（学生、教师
、教职工等）和服务选项（如是否需要使用邮件系统、图书馆系统等）。

• 系统根据用户填写的信息，生成唯一的 ID，并发放相应的凭证（如一卡通、用户名密码等）。

• 系统对用户的权限进行初始化设置，根据用户的身份类型和服务选项，分配相应的默认权限。

2. 变更流程

• 用户在身份信息发生变更时（如密码修改、人员调动、职位变更等），向系统提交变更申请。

• 系统对变更申请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更新用户的身份信息和权限设置。

• 系统通知相关的信息系统，同步更新用户的身份信息和权限设置。

3. 支持流程

• 当有新系统接入或旧系统推出时，系统管理员对系统进行配置和管理。

• 系统根据新系统的需求和安全策略，为新系统分配相应的权限和接口。

• 系统对旧系统的用户信息和权限进行回收和清理，确保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4. 转化流程

• 当用户的身份发生转化时（如高校学生休学、退休等），系统根据用户的新身份，调整用户的权
限设置。

• 系统通知相关的信息系统，同步更新用户的身份信息和权限设置。

5. 注销流程

• 用户在离开学校或不再需要使用系统时，向系统提交注销申请。

• 系统对注销申请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删除用户的账号和相关信息，清除用户的所有权限。



• 系统通知相关的信息系统，同步删除用户的账号和权限设置。

六、系统实施计划
1. 需求调研阶段（第 1 - 2 周）

• 成立项目调研小组，成员包括学校信息化管理部门人员、各信息系统管理员、教师代表、学生代
表等。

• 对学校现有的信息系统和用户需求进行全面调研，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实地考察等方式，收集
用户对统一身份认证管理系统的功能需求、性能要求、安全需求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 分析学校现有的身份认证和权限管理方式，找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系统设计提供依据。

2. 方案设计阶段（第 3 - 4 周）

• 根据需求调研结果，制定统一身份认证管理系统的总体设计方案，包括系统架构设计、功能模块
设计、数据流程设计、安全策略设计等。

• 组织专家对设计方案进行评审，听取各方意见，对方案进行优化和完善。

• 确定系统的技术选型和开发工具，制定详细的技术方案和开发计划。

3. 系统开发阶段（第 5 - 12 周）

• 按照设计方案和技术方案，进行系统的开发和编码工作。采用敏捷开发方法，分阶段进行系统开
发，每个阶段进行严格的测试和评审。

• 开发过程中，与各信息系统的管理员保持密切沟通，确保系统与现有信息系统的兼容性和集成性
。

• 定期向学校信息化管理部门汇报项目进展情况，及时解决开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4. 系统测试阶段（第 13 - 14 周）

• 对系统进行全面的测试，包括功能测试、性能测试、安全测试、兼容性测试等。

• 邀请学校内的部分用户进行试用，收集用户的反馈意见，对系统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和完善。

• 对测试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记录和跟踪，及时修复和解决问题，确保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

5. 系统部署和上线阶段（第 15 - 16 周）

• 制定系统部署方案，包括服务器配置、网络拓扑结构、数据迁移方案等。

• 在学校的测试环境中进行系统部署和调试，确保系统能够正常运行。

• 进行数据迁移工作，将学校现有的用户身份信息和权限数据迁移到新系统中。



• 在学校的生产环境中进行系统上线，同时制定应急预案，确保系统上线过程中不影响学校正常的
教学和管理工作。

6. 系统运维阶段（长期）

• 建立系统运维团队，负责系统的日常维护、管理和优化工作。

• 制定系统运维管理制度，包括系统监控、故障处理、数据备份、安全审计等方面的规定。

• 定期对系统进行性能优化和功能升级，根据学校的发展和用户的需求，不断完善系统的功能和性
能。

七、安全保障措施
1. 数据安全

• 采用加密技术对用户的身份信息、密码等敏感数据进行加密存储，防止数据泄露。

• 定期对数据进行备份，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可恢复性。备份数据存储在异地的存储设备中，防止
因本地存储设备故障或自然灾害导致数据丢失。

• 对数据的访问进行严格控制，只有授权的用户才能访问和修改数据。通过权限管理和审计日志，
对数据访问行为进行监控和记录。

2. 网络安全

• 部署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IDS）、入侵防范系统（IPS）等网络安全设备，对网络流量进行监
控和过滤，防止外部网络攻击和恶意入侵。

• 采用虚拟专用网络（VPN）技术，对远程用户的访问进行安全加密，确保远程访问的安全性。

• 定期对网络设备进行安全漏洞扫描和修复，及时更新网络设备的固件和安全策略，提高网络的安
全性。

3. 应用安全

• 对系统的代码进行安全审计，确保代码中不存在安全漏洞和隐患。采用安全的编码规范和技术，
防止代码注入、跨站脚本攻击（XSS）、跨站请求伪造（CSRF）等安全问题。

• 对系统的用户界面进行安全设计，防止用户误操作和恶意操作。例如，对重要的操作进行二次确
认，对敏感信息进行屏蔽显示等。

• 定期对系统进行安全评估和漏洞扫描，及时发现和修复系统中的安全漏洞。

八、培训与支持
1. 用户培训



• 为学校师生提供统一身份认证管理系统的使用培训，包括系统的功能介绍、操作流程、注意事项
等。培训方式可以采用线上培训、线下培训、视频教程等多种形式，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 为学校的信息系统管理员提供系统的管理培训，包括系统的安装、配置、维护、升级等方面的内
容。通过培训，提高信息系统管理员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

2. 技术支持

• 建立技术支持团队，为学校师生和信息系统管理员提供技术支持服务。技术支持团队可以通过电
话、邮件、在线客服等多种方式，及时解答用户的问题和解决用户遇到的技术难题。

• 定期对系统进行巡检和维护，及时发现和解决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同时，根据用户的反馈和需求
，对系统进行功能优化和升级，不断提高系统的性能和用户体验。

九、结语
统一身份认证管理系统的建设是数字化校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提高学校信息系统的安全性
、便捷性和管理效率，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通过本方案的实施，我们将
建设一套功能完善、安全可靠、易于使用的统一身份认证管理系统，满足学校未来发展的需求。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我们将严格按照计划进行，确保项目的顺利推进和高质量完成。同时，我们也将不断
关注技术的发展和用户的需求变化，对系统进行持续的优化和升级，为学校师生提供更好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