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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计是一个决策问题，系统目标、系统约束、系统范围是工程设计

决策问题的 3 个要素，以“健康码”大数据系统作为案例，润物无声地将

思政内容融于系统目标（民生）、系统约束（个人隐私）、系统范围（不做

任何功能外延，尤其是不可有任何商业化外延）的分析过程。在案例分析中，

自然而然地让学生深刻理解思政目标。 

教学内容 

1）确定系统目标 

系统目标是用来指导系统设计与实现的高层准则。目标常是相互冲突的，

因此我们要对系统目标划分优先级，以确保核心目标达成。  

系统目标包括以下几类：①高级目标：系统设计的指导方针；②市场目

标：成本、收益、优于竞争对手等目标；③技术目标：性能、功能、界面友

好、可复用 / 一次性、可靠性等目标。 

“健康码”大数据系统的高级目标是为防疫提供数据支撑。在这个系统

建设中，政府以民生为重，系统目标是全面获取交通、健康、防疫等一切与

防疫相关的数据，以保证一旦发现感染病例可以及时获取感染者出行轨迹

及密接人员等信息，做到及时防控，避免扩散。因此，围绕系统高级目标会

衍生出如下具体目标：①高级目标：民生安全；②市场目标：公益；③技术

目标：系统可靠，数亿人使用不能宕机，数据采集实时，数据完整（手机、

飞机、火车、长途车、医院、药店、核酸检测中心、酒店、商场等全方位系

统数据接口对接、现场数据实时采集），数据上传实时，数据融合实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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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响应实时，简单易用，面向各种人群，受教育程度差异大，手机使用能力

差异大，系统必须简单。 

此外，目标要求正确、完整、一致、清晰、现实、可验证、可追溯。  

通过“健康码”大数据系统确定系统目标活动的案例分析，完成如下思

政目标：①软件设计始终以系统目标为核心，设计过程中的所有设计决策的

均衡取舍都应始终不忘初心；②软件是为国计民生、民族复兴服务的，软件

有如文学作品，技术只是辞藻与版式，灵魂是系统高层目标及业务目标；③  

14 亿人健康、行程大数据系统建设、跨行业协作、运维复杂度与难度很大，

我们国家健康数据能够做到实时统计与展示，充分体现了制度优势。  

2）确定系统约束 

软件系统约束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网络带宽、系统平台、接口、

兼容旧系统等；②用户习惯；③价格、时间、质量；④用户的配合度；⑤现

有状况(人力 \ 资金 \ 销售 \ 开发平台 \ 业务领域等等)；⑥其他非功能

性需求。 

“健康码”大数据系统最重要的系统约束是保证个人隐私。“健康码”

大数据系统涉及个人身份信息、出行信息、就医及健康状态信息等个人信息，

个人隐私保护是该类系统建设的基线约束，因此而衍生出的相关系统约束

如下：①信息安全（目的是保护个人隐私）：数据存储安全、数据传输安全、

数据展示安全（如关键信息加 *** ）、数据接口安全，严格限制（对接系

统、对接单位资质严格审查）等；②跨平台：公民使用的终端是手机，手机

的软硬件平台多样，比如 Android、iOS 或 Blackberry 等；③用户使用

能力下限：手机操作能力最弱的人群。 



通过“健康码”大数据系统确定系统约束活动的案例分析，完成如下思

政目标：支撑防疫的同时严格保护个人隐私，充分体现了制度优势。  

3）确定系统范围 

在系统初步需求定义中，主要通过确定以下 3 个方面的系统边界，层

层递进地确定系统范围：①确定应用域——环境与系统的边界；②确定应用

域的边界；③确定系统的边界。 

围绕系统目标，“健康码”大数据系统的范围如下：①功能：仅实现防

疫所需功能（健康状态、行程状态），功能绝对不外延，尤其不可有任何商

业化功能外延，即不可做广告等，不可破坏政府形象及政府公信力；②接口：

提供外部系统调用接口（严格审核资质、用途），如支付宝可以对接该接口，

便于公民查看自己的健康码状态。 

通过“健康码”大数据系统确定系统范围活动的案例分析，完成如下思

政目标：当下中国政府在努力转变为管理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相结合的新

型政府，因此，政府建设“健康码”大数据系统依然要坚持自身的定位，从

该系统让学生对中国政府充满信心，相信我们国家未来会越来越强大的同

时，人民的生存环境与幸福感会不断提升。  

国务院“国康码”系统与陕西西安“一码通”系统对比分析  

疫情初起时，全国各个省陆续自建了本省健康码大数据系统，随后国务

院建设了可以面向全国人民的“国康码”系统，该系统需要支撑的用户数量

远远大于各省的“健康码”大数据系统，但是系统运行平稳，而陕西西安“一

码通”健康码大数据系统却在 2021 年年底西安疫情严重时系统多次故障，

影响市民出行、工作等日常活动。 



对比“国康码”大数据系统与陕西西安“一码通”健康码大数据系统，

学生在了解系统设计的重要性的同时，认识到我们国家软件设计水平参差

不齐，除了头部软件企业具有高水平的软件设计能力，大多数软件企业不具

备复杂大系统设计能力，由此激发学生的使命感。  

通过国务院“国康码”系统与陕西西安“一码通”系统对比分析达成思

政目标：我们国家的整体软件设计水平还较弱，需要更多优秀软件设计人才

提升行业整体水平，激发学生的使命感。  

教学方法 

采用问答式案例教学方法，问答式案例教学，可以让学生参与其中，引

导学生深入思考。在案例分析的每个环节，都会先提问学生，比如让学生给

出系统的目标、约束、范围，然后分析学生的答案，指出学生分析的亮点与

缺陷，并拓展分析，最后通过总结给出完善、正确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