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岗区 2015—2023 年度智慧龙岗—数字教育
项目（二、三、四期）绩效评价报告

深圳市龙岗区财政局组建绩效评价小组，对深圳市龙岗区教

育局（以下简称“区教育局”）负责的智慧龙岗—数字教育项目

（二、三、四期）开展绩效评价，绩效评级为“低”。具体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为推动龙岗区教育信息化，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

合，深入推进“三通两平台”建设，2014 年龙岗区印发《深圳

市龙岗区智慧城区规划纲要（2014—2020 年）》，数字教育项目

作为龙岗区智慧城区建设项目子项立项实施。2015—2023 年累

计投入财政资金 4.54 亿元，完成建设数字教育系统设备、数字

教育应用软件、数字视讯会议系统、数字教育网络改造、数字资

源内容及定制服务、数字教育教学功能室、数字绿色校园等工程

内容。

二、主要成效

一是有效加强龙岗区数字教育硬件和资源建设。数字教育二、

三、四期完成教育局中心机房云中心级网络建设，有效提升学校

网络环境，包括计算、存储、交换机、无线网络、有线网络、无

线 AP 等设备改造升级；实现数字教育班级配备一台班级主机，

师生人手配备一台教学终端（PAD）。同时，项目引入大量国内外

优质学科资源，涵盖语文拓展阅读、牛津英语分级阅读、英语 1



对 1 看学说、科学实验视频、培生 STEM 课程等课程资源。同时，

区教育局组织优质课堂资源征集活动，开发校本特色课程，如凤

凰山小学的英语绘本阅读、南湾学校的国学思品校本课程、坪地

第二小学的民乐校本课程。

二是提升龙岗区教育信息化影响力。项目建设以来，共有印

度尼西亚、南非、泰国、荷兰等 30 多个国家教育部长前来参观

访问，共迎接国内 20 多个省市，近 2 万人次来访交流。根据《关

于公布广东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示范区、示

范校评选结果的通知》，广东省共评选出 12 个示范区，龙岗区是

深圳市各区中唯一入选示范区。2021 年、2023 年广东省电化教

育馆分别公布2018年至2020年间广东省教育信息化应用融合创

新立项课题拟结题名单，龙岗区共 12 个研究课题结项，结项数

量位居深圳市各区第一。

三、存在问题

（一）项目立项论证不充分，实施缺乏统筹规划

1.项目立项论证不充分。数字教育项目经龙岗区智慧城区工

作领导小组审议决定纳入龙岗区智慧城区规划。本次评价暂未见

项目立项前相关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实施计划等

立项论证材料。

2.区教育局未参与项目决策过程。一是区教育局作为数字教

育项目主管部门和使用单位，未能有效参与项目需求论证、立项

决策与方案设计过程中。二是项目实施未总结前期经验，未能有



效纠偏。

3.项目统筹方案不明确，配套制度不健全。一是区教育局未

有专门的内设机构负责统筹管理教育信息化相关工作，部门内部

管理职责未归口管理。二是数字教育项目开展缺少统一工作指引，

整体建设目标、阶段性绩效目标、阶段性措施、组织架构等缺失。

三是项目实施配套制度未健全，如设备使用制度、使用激励机制

等。

（二）硬件设施和平台软件使用效益不佳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教育网络改造、教学设备配置、教育

云平台建设、数字资源建设和应用软件开发等。根据现场座谈和

满意度调查反馈，受外部环境、使用便捷性、教师信息素养等内

外部因素影响，部分硬件设备和平台软件使用率不高、效益不佳。

（三）项目实施可持续性不足

1.项目成果使用可持续性不足。截至本次评价，部分硬件收

回仓库待处置，项目成果活化利用可能性不高。同时，部分平台

后续运营维护成本高，且自建系统对数字教育需求变化的响应灵

活性不足。

2.项目重设备投入，轻创新应用。项目实施以设备购置、平

台建设、资源投入为主，对教学模式创新、软件应用场景、教师

培训和使用推广、资源更新管理等方面的探索和投入较少，主要

依靠信息素养能力突出的个别教师自行探索，个性化数字教研成

果主要在校内宣传推广，对优秀实践案例和标准化经验，未形成



全区推广机制。

（四）项目固定资产管理混乱

区投控在项目完工后将资产直接交付各学校使用，长期未完

成项目投资转固工作，各学校无法直接办理资产登记入账手续，

直至 2020 年，资产才纳入数字教育项目学校固定资产管理。现

场核查学校固定资产管理台账发现，存在未贴标签、账面登记使

用状态与实际不符、存在实际存放位置与台账不一致等问题。

四、下一步建议

数字教育项目完工七年以来，龙岗区教育信息化进程加快，

项目学校校园网络基础设施有效改善，但项目实施和后续管理中

存在一系列问题。为优化龙岗区教育信息化发展路径，加强项目

管理规范性，建议主管部门结合本次评价结果，尽快梳理区内数

字教育资产清单，调研总结发展现状，探索教育信息化下一步发

展路径。

（一）组织现状调研

组织龙岗区教育信息化发展现状调研。建议区教育局和各学

校重点对数字教育项目及智慧校园2.0项目建设成果使用效益进

行总结分析，全面总结项目实施成效，不回避项目实施存在问题，

为优化教育信息化实施方案提供指引。

（二）加强数字教育顶层规划

建议区教育局结合国家教育信息化规划和相关政策，在数字

教育项目建设成效的基础上，创新并制定成型的数字教育新制度



和新措施，明确数字教育发展目标、阶段性策略、实施任务、主

体职责等，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和保障措施。同时，充分发

挥教育管理部门、高校、学校、企业等多方力量在制定顶层规划

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做好数字教育顶层设计。

（三）完善配套制度保障和组织保障

一是完善教育信息化实施配套机制，创新适应数字教育发展

的体制、机制，简化教育教学、行政管理、教学评价等工作流程，

提高教师参与数字教育的主动性，定期反馈数字教育实施成效。

二是优化教育信息化管理工作机制。建议相关职能部门建立

覆盖教育管理信息化工作各要素的工作制度。同时，建议规范信

息资产的新增购置、日常运维和更新替代，形成信息系统名录、

数据资源目录、服务事项目录和信息基础设施清单。定期开展信

息系统普查，更新信息系统名录和基础设施清单，清理业务应用

脱节、资源长期闲置、运维停止更新的“僵尸”系统，处置待报

废设备。

三是建议明确教育信息化职能部门，成立教育信息化工作专

门管理机构，形成职能部门归口管理，加强教育信息化组织保障。

（四）补办产权批复，统一处置项目资产

建议区教育局和各学校先自行盘点梳理各类固定资产数量、

资产编号、资产状态、存放地址，对无标签设备补贴标签，对难

以补贴设备、丢失设备作特殊记录，统一汇总至区教育局，由区

教育局制定资产处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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