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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计算机教育 MOOC 联盟

MOOC 教学试点学院建设指南

第一章 引言

第一条 背景和形势

以 MOOC 为代表的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迅速在世界范围兴起，推

动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为我国高等教育教学变革带来

重大机遇。经过多年发展，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 MOOC 推动了教学理

念、教学方法、教学技术、教学方式、教学模式的变革，为我国高校

教学与人才培养改革提供了坚实动力。

在教育部一流课程建设“双万计划”和“金课”建设热潮的带动

与牵引下，利用 MOOC 资源开展包括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在内的教学

改革，打造适合自身实际的 MOOC 教学，通过教师教学质量和学生学

习成效的双重提升，有效带动学生学习成绩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正在

引发高校进行更大深度的改革。

第二条 目的和意义

旨在充分利用 MOOC 优质教学资源，更新教学内容、优化教学设

计、创新教学方法，发挥“以学生为中心”的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

结合的融合性效应，促进教学革命与学习革命，推动智慧教学发展，

积极探索 MOOC 在高校落地和直接服务于教师课程教学与人才培养改

革的新渠道，形成一批典型教学案例和教学管理改革配套政策，促进

信息化教学对教学改革和教学质量的提升作用。

开展 MOOC 教学试点学院建设，集中探索以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为核心的教学改革，是制度性推进 MOOC 教学的重要尝试，对于切实

有效地推动 CMOOC 联盟获得的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跨区域跨校

在线开放课程“1+M+N”协同教学模式创新与实践》在更多高校学院

教学中应用将发挥出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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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试点学院为有力抓手，对于不断丰富优质教学资源、重塑教学

流程、改革教学模式、创新教育形态、深化教学体制机制改革具有重

要的时代意义，将发挥出先行先试的重要示范作用。

第三条 对象和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 CMOOC 联盟成员高校计算机类学院成建制开展基

于 MOOC 教学的需要，其使用对象为学院、教师及教学管理者，以及

与之相关的MOOC平台等机构，也可供他学院开展MOOC教学作为参照。

第二章 基本概念

第四条 基本概念

1.MOOC 教学试点学院。在满足一定基本要求的约束条件下开展基于

MOOC 教学的高校内部教学单位（院系部）。

2.基于 MOOC 的教学。指将 MOOC 应用于在校生的课程教学中，学生通

过课程学习并考核后，获得课程学分，包括纯线上 MOOC 教学、基于

MOOC 的多种混合式教学，以及其他方式等。

3.学分课。指 MOOC 教学试点学院认定的 MOOC 平台上用于服务于校内

课程教学的 MOOC，学生进行线上学习通过 MOOC 考核或线下考核后获

得相应的课程学分。

注 1：这里主要指基于 MOOC 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

式。

第三章 基本要求

第五条 基本要求

1.课程类型与数量。针对计算机类专业，要开展至少不低于 4门课程

的基于 MOOC 的教学，其中专业核心课程不低于 2 门，每门课程学习

人数通常不少于 30人。

2.试点周期要求。以学年学期为单位，至少持续开展三轮次及以上，

形成稳定的教学模式。

3.教师参与要求。每门课程建立稳定的教学团队，按照责任教师、主

讲教师、助讲教师（非助教）不低于 1:2:1 的比例进行配备，有明确



- 3 -

的任务分工；特别是要有专门教师组织开展线上 MOOC 教学，在课程

通知、内容发布、互动与答疑、测试、作业、考试等管理上进行负责，

保障线上教学秩序正常有序运行；

4.学生参与要求。应届学生应 100%进行选课并参与线上自主式与协

作式学习，按照任课教师要求完成 MOOC/SPOC 各个环节的学习任务，

平均在线学习时间(包括视频学习、讨论、测验、作业、考试等)不低

于课程总视频时间的 120—150%。

5.制度要求。见第六章。

第四章 教学改革

以学院为单位开展基于 MOOC 的教学是新事物，需要以问题破解

为导向、以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改革创新为重点，以教学质量和学习

效果提高为目标、以制度体制建设为保障，坚持持续改进和完善的原

则，不断深化信息化教学改革进程。

试点学院与课程团队要勇于进行教学改革，在教学理念、教学模

式、教学方法、教学技术、教学手段、教学方式等方面进行大胆探索，

积极参加 CMOOC 联盟试点相关的培训及研讨交流活动，不断提升基于

MOOC 的教学改革水平、能力与质量。

第六条 教学方法改革

试点教学团队要重新进行课程设计，充分发挥课程思政的立德树

人与铸魂育人时代作用，注重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新型教与学关系，

开展多轮次混合式教学实践，并定期整理数据和总结经验，最终完成

新的教学模式探索。

课程教学团队要基于重构的教学设计，开展基于 MOOC 的混合式

教学实践，着重探索线上与线下教学有机结合、有效促进的教学方法

改革，特别是要在实体课堂教学中大胆尝试开展翻转课堂教学，创新

与丰富翻转课堂教学方法的形式与要领，并有效融合启发式、研讨式、

探究式、参与式、案例式等教学方法，及时总结经验、定期分析成效，

不断形成各具特色的混合式教学改革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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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可以参看联盟《基于 MOOC 的 SPOC 课程实施指南》、《基

于 MOOC+SPOC+翻转课堂实施指南》等文件。

第七条 考核方式改革

在课程成绩管理上，探索规范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考试改革，

线上成绩占比采用多段累加的方式，按时提醒学生参加测验、作业、

讨论、考试等环节，线下成绩中突出翻转课堂成绩。这种线上与线下

相互配合的考核方式，保障更高比例的学生获得课程学分，促进具有

愿意学习和探索学习精神的主动学习者获得更好的成绩。图 1 展示了

这种多过程分阶段累加式考核构成。

课程考核

线下考核线上考核
(MOOC 成绩)

期末考核
(纸质试卷成绩)

平时考核

实验考核 互动课堂考核 翻转课堂考核

图 1多过程分阶段累加式考核

①线上考核与成绩：依靠 MOOC 平台，按时提醒学生自主式观看

视频、参加测验、作业、讨论、考试等环节，并由 MOOC 平台自动计

算成绩。

②线下考核包括平时考核与期末笔试考核：平时考核包括三个子

过程，即线下课堂教学中的互动环节和翻转课堂两个子过程，以及实

验；期末笔试考核采用传统答卷的方式进行。

每个子过程考核都要更加注重考查学生学习的水平、能力、创新，

把注重素质教育落实放在首位。

第八条 学习成绩评定及学分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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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程成绩管理上，探索规范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多来源成绩

构成机制，线上成绩采用多段累加的方式，突出测验、作业、讨论、

考试等环节，线下成绩中突出翻转课堂成绩。

典型地，在“MOOC+SPOC+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带动下，课程总

成绩更加天然地倾向于分阶段多重累加式获得。表 1给出了一门具有

线上、线下和实验多个环节课程成绩的评定办法。

表 1 课程成绩计算办法

成绩构成 包含的子项 占比 要点

期末笔试 期末笔试 60% 60%
尽量避免与 MOOC 在线考试内容

的重复

平时作业
课后作业 5%

15%

尽量考虑与课堂讨论及测验的

相关度

翻转课堂 10% 准备情况、展示情况、互动情况

MOOC/SPOC

观看视频、作业、测试、

互动讨论等

线上考试等

15% MOOC 平台自动获取成绩

课程实践 机房实验 10% 实验成绩+报告成绩

第九条 压力评估

开展基于 MOOC 的教学，符合学生获取知识的时代性，改善学习

环境和学习体验，塑造新型教与学关系，提升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互

动性，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研讨与探究能力，但相比于传

统教学带来师生双方时间与精力的增加性付出。

（1）教师教学压力——作为开展 MOOC/SPOC/翻转课堂教学的教师，

需要进行在线教学组织并提供服务，完成与线上教学相配合的教学设

计，并组织课堂教学，特别是翻转课堂教学。

教师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不仅是体力上的超额付出，更主

要是对教学内容的重新设计而耗费大量精力，这种付出要进行压力评

估，确保持续进行。

（2）学生学习压力——作为接受与参与上述过程的学生，相比于以

往单一的课堂学习，增加了网络学习环节、课下为翻转课堂准备、课

上展示与讲解和参与讨论等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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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通过线上学习接触到了优质课程资源，提高了课程内容学习

的质量，课下通过翻转课堂提高了创新学习能力与成效，但新时代学

生面临着其他课程、实验、课程设计、学生社团、科技竞赛、创新创

业等方面的大量任务，这种付出要进行压力评估，确保持续进行。建

议有条件的高校，学院可以在发挥书院制的育人上进行探索。

大面积开展这种新型教学模式，必须要对课时分配、教师工作量

计算、学生学习付出（包括线上和线下两个部分）、考试设计与成绩

计算等方面进行深度调研考虑，为教与学两个方面长期开展基于MOOC

的教学建立保障机制，逐步制定出有效的策略来实施。

第五章 过程管理

第十条 教师端过程管理

网络改变教学的时代已经到来，开展基于 MOOC/SPOC/翻转课堂

的教学是“互联网+”时代对高等学校提出的必然要求。

（1）教师要积极适应和主动作为，将优质网络教学资源引入到

自身的教学中，创新实施形式，提高教学效果。

（2）教师要引导学生逐步适应网络学习环境，组织开展网络教

学，帮助学生掌握网络在线学习技术，推动网络教学与实体课堂教学

的深度融合。

（3）教师要进行混合式教学设计，利用 MOOC 资源开展在线教学，

基于重构的内容实施线下实体课堂的特色教学。

（4）教师要充分利用线上教学环境与资源，开辟网络在线课堂

教学，充分利用线下包括智慧教室在内的教学环境与资源，开展以翻

转课堂为创新的参与式、互动式实体课堂教学改革。

（5）教师要与 MOOC 负责教师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及时进行课

程内容、服务等方面的交流。

第十一条 学生端过程管理

（1）学生要主动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学会利用 MOOC 平台进行自主式

与协作式的网络学习，拓展学习空间，实现自定义节奏的个性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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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要认真完成任课教师与 MOOC 平台对网络在线学习的要求，

完成在线学习任务；

（3）学生要充分利用网络在线学习环境与资源、线下包括智慧教室

在内的教学环境与资源，提高自学能力、问题解决能力与创新能力；

（4）学生要积极配合教师教学改革，在课前预习、课中学习和课后

总结各个环节做好提前准备、互动参与和梳理提高等工作。

第十二条 学院教学管理人员端过程管理

（1）学院要有专门教务管理人员(教学秘书等人员)负责基于 MOOC 教

学的过程化管理；

（2）配合教师做好与学校教学主管部门的组织对接(教务处），与

MOOC 平台做好选课至结课过程的对接工作；

（3）做好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逐步形成规范、有序的基于 MOOC 教

学的全流程组织工作，包括人员（教师、学生等）、流程、机制的管

理。

（4）要做好任课教师、学院、学校教学管理部门、MOOC 平台、学生

之间的协调工作。

第六章 制度保障

为保障 MOOC 教学的健康、有序与规范发展，要在制度层面做好

适应与保障支撑，包括政策、机制、组织、经费、评价等方面的必要

条件，推进 MOOC 教学的大学教学管理机制与政策上的创新。

《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

见》（教高[2015]3 号）中明确要求“根据本校实际建立在线开放课

程教学与学习的管理、激励和评价机制”。

第十三条 政策保障

学院要依据自身实际，出台 MOOC 教学试点学院的政策文件，以

学院文件的形式进行固化，直接指导与有效管理基于 MOOC 的教学，

确保“有法可依”。

特别要在奖励激励政策方面制定文件（见第十六条），专门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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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已有《学院教师岗位分类设置实施办法》、《学院绩效考核与岗

位津贴发放办法》和《学院岗位聘任》等政策文件中，增加 MOOC 建

设与应用相关条款,以激发教师转变教学观念和采用 MOOC/SPOC 教学

方法的积极性。

第十四条 机制保障

（1）因地制宜创新机制：要结合专业实际，对课程教学进行重

构性设计，逐步探索出适合自身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和实体课堂教学方

法等改革；

（2）持续改进创新机制：采用“逐步推进，反复迭代”的策略

来实施包括“MOOC+SPOC+翻转课堂”在内的教学模式，在翻转课堂教

学上渐进加大改革力度，积累经验，稳步开展更高程度的翻转教学；

（3）问题分析创新机制：对于连续多次教学评价过低的课程与

教师，要找准原因、精准失策，切实进行有效帮扶提高。

试点周期结束要进行问题梳理、数据统计、成效分析，至少提交

一份试点总结报告。

第十五条 组织保障

为适应 MOOC 教学需要，学院要建立有效的组织保障，建立 MOOC

建设与应用推进组织体系，成立三级管理结构：MOOC 教学领导小组、

MOOC 教学指导工作组以及课程组三级组织，推动、指导和实施基于

MOOC 的课程教学与改革。

（1）领导小组对 MOOC 教学教师进行认定、指导，并重点对 MOOC

教学质量实施评价；

（2）学院要建立相应的指导机构（工作组或委员会）对开展混

合式教学的课程教学计划进行把关，定期开展教学指导、教学督导。

第十六条 奖励激励保障

创造有利的投入条件，提供奖励激励保障，激发教师探索 MOOC

在课程教学中的多模式应用，鼓励教师开展 MOOC 教学与实践，推动

课程改革、教学改革提质升级，提高教学质量和学习成效。

建立教师付出的保障性激励机制及政策，制定 MOOC/SPOC 教学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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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机制与政策，在工作总量核算、教学优秀奖励、专项津贴发放、项

目立项支持、教学岗位聘任、专业职称晋升等方面向 MOOC/SPOC 任课

教师进行倾斜。

下面给出若干奖励激励性措施。

（1）在教学工作量核算上，建立补偿教师开展 MOOC 教学的工作付出

办法，如表 2 所示

表 2 MOOC 教学工作量权重

课程类型 权重系数

自建 MOOC（开放）

3*相应课程系数（第一年）

2.0*相应课程系数（第二年）

1.5*相应课程系数（第三年及以后）

独立（异步）SPOC（非开放）

2*相应课程系数（第一年）

1.5*相应课程系数（第二年）

1.3*相应课程系数（第三年及以后）

同步 SPOC

1.5*相应课程系数（第一年）

1.3*相应课程系数（第二年）

1.2*相应课程系数（第三年及以后）

上述核算过程由 MOOC 教学领导小组或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

认定，并向全院进行公开；

（2）对 MOOC 教学进行表彰，设立教学优秀奖，对开展基于 MOOC 的

教学，且综合评教成绩在 B 及以上的教师进行表彰；

（3）建立 MOOC 教师教学优秀专项津贴奖励，用于向开展 MOOC 教学

且同时受到学生欢迎和教学质量评价符合要求的教师发放；

（4）在“学院绩效考核与岗位津贴发放办法”中，建立优秀/精品

MOOC 认定机制：

对于学院教师建设的 MOOC/SPOC，如果认定为国家精品课程（视

频公开课、资源共享课、在线开放课程）、省级精品课程/优秀课程、

校级优秀课程，则给予相应级别的教学业绩分值（算作教学成果）；

（5）在“学院教师岗位分类设置实施办法”中，建立岗位职责与上

岗条件认定机制：

对于上述三种课程认定负责人（含重要参与人员）、国内主要 MO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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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认定的优秀 MOOC 负责人（含重要参与人员），在岗位职责与上

岗条件中给予相应级别的认可；

（6）积极争取学校层面的教学改革、教学研究、课程建设等方面的

立项支持，在学校的教学改革立项中，对于与 MOOC 教学紧密相关的

项目得到优先支持；

（7）积极向学校争取专项经费用于投入 MOOC 教学保障。

第十七条 评价保障

开展定向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建立科学合理、客观有效的评价

标准，实施有别于传统课程课堂教学评价的新举措，在观测点、评测

点上进行精准评价。

要定期做好评价，形成历史评价数据，进行必要的统计分析，积

累经验、找出不足，逐步建立起“教学评价反馈改进”的闭环

质量保障体系。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八条 附则

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公开，由 CMOOC 联盟秘书处负责解释。

中国高校计算机教育 MOOC 联盟

2019 年 10 月 14 日



附件 1：

中国高校计算机教育 MOOC 联盟推荐课程目录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
负责人 所在学校 联盟

优秀课程
国家

精品课程

1 C 语言程序设计 李凤霞 北京理工大学

2 IT 行业职场英语 王宇 大连理工大学

3 JAVA 程序设计 郑莉 清华大学 √ √

4 操作系统 李治军 哈尔滨工业大学 √

5 大学计算机 王志强 深圳大学 √

6 大学计算机基础 刘越 国防科技大学

7 大学计算机基础 张莉 中国农业大学 √

8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王志强 深圳大学 √ √

9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陈焕东 海南师范大学

10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陈娟 吉林大学

11 基于 Linux 的 C++ 乔林 清华大学

12 计算概论 李戈 北京大学

13 计算机科学导论 董荣胜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14 计算机原理 唐玉华 国防科技大学

15 软件测试 陈振宇 南京大学

16 软件测试方法和技术 朱少民 同济大学

17 数据结构 陈卫卫 解放军理工大学 √ √

18 数据结构 邓俊辉 清华大学

19 数据结构 魏振刚 中国海洋大学

20 数据库系统概论 王珊 中国人民大学 √

21 数字健康医疗（eHealth）导论 安宁 合肥工业大学

22 算法分析与设计 屈婉玲 北京大学

23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吴宁 西安交通大学 √ √

24 医用计算机基础 卢虹冰 第四军医大学

25 组合数学 马昱春 清华大学 √

26 C++语言程序设计（基础、进阶） 郑莉 清华大学 √

27 C 语言程序设计 翁恺 浙江大学 √ √

28 操作系统 骆斌 南京大学 √ √

29 大学计算机 王移芝 北京交通大学 √ √

30 大学计算机 李凤霞 北京理工大学 √ √

31 大学计算机基础 杨志强 同济大学 √ √

32 大学计算机基础 战德臣 哈尔滨工业大学 √ √

33 计算机网络实验 张力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
负责人 所在学校 联盟

优秀课程
国家

精品课程

34 软件工程 刘强 清华大学 √ √

35 数据结构与算法 张铭 北京大学 √

36 C 语言程序设计精髓 苏小红 哈尔滨工业大学 √ √

37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 嵩天 北京理工大学 √ √

38 VC++面向对象与可视化程序设计 黄维通 清华大学 √ √

39 VisualBasic.NET 程序设计 龚沛曾 同济大学 √ √

40 程序设计实习 刘家瑛 北京大学 √ √

41 大学计算机 吴宁、崔舒宁 西安交通大学 √

42 计算机图形学 赵明 中国农业大学 √ √

43 计算机组成 陆俊林 北京大学 √ √

44 计算机组成原理 刘宏伟 哈尔滨工业大学 √ √

45 软件工程专业导论 徐晓飞 哈尔滨工业大学 √ √

46 数据结构 耿国华 西北大学 √ √

47 数据结构 陈越 浙江大学 √ √

48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李雁翎 东北师范大学 √ √

49 C 程序设计 姜学锋 西北工业大学 √ √

50 C 程序设计案例教程 张莉 中国农业大学 √ √

51 操作系统 陈向群 北京大学 √

52 操作系统 向勇 清华大学 √ √

53 计算机程序设计（C++） 赵英良 西安交通大学 √

54 计算机文化基础 李秀 清华大学 √ √

55 网络技术与应用 杨庚 南京邮电大学 √ √

56 数据库系统概论 杜小勇 中国人民大学 √ √

57 大学计算机基础 于春燕 滁州学院

58 新编大学计算机基础 杜春涛 北方工业大学

59 电路分析 朱虹 首都师范大学

60 高级数据库系统 杜金莲 北京工业大学

61 《网络空间安全概论》 郭文忠 福州大学

62 编译原理 陈鄞 哈尔滨工业大学

63 数字逻辑设计 张彦航 哈尔滨工业大学

64 软件质量保证与测试 王智钢 金陵科技学院

65 大学计算机一－Python 算法实践 李金双 东北大学

66 大学计算机 朱鸣华 大连理工大学

67 C 语言程序设计 朱鸣华 大连理工大学

68 嵌入式系统设计与实践 张策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

69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迟庆云 枣庄学院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
负责人 所在学校 联盟

优秀课程
国家

精品课程

70 计算机组成原理 刘三荣 枣庄学院

71 信息系统与数据库技术 刘晓强 东华大学

72 数据结构与算法 戴波 电子科技大学

73 离散数学 王丽杰 电子科技大学 √

74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邢建川 电子科技大学 √

75
大学计算机—计算思维与网络素

养
普运伟 昆明理工大学

76 Web 设计与应用 潘晟旻 昆明理工大学

77 智能控制导论 刘辉 昆明理工大学

78 《C语言程序设计》 顾国松 嘉兴学院

79 数据结构 秦锋 安徽工业大学

80 Python 网络爬虫与数据分析 嵩天 北京理工大学 √

81 软件项目管理 韩万江 北京邮电大学

82 计算机组成课程设计 高小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83 Python 科学计算三维可视化 黄天羽 北京理工大学 √

84 大学信息技术基础 陈琼 福建农林大学

85
互联网思维赢利模式分析与实践

---电商创业
田翠华 厦门理工学院

86 “数据库系统”系列课程 战德臣 哈尔滨工业大学 √

87 信息安全技术 孙建国 哈尔滨工程大学 √

88 C 语言程序设计 张亚玲 西安理工大学

89 多媒体技术与应用 李湘梅 同济大学

90 C 君带你玩编程 方娇莉 昆明理工大学 √

91 C 语言程序设计 韩建平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92 办公自动化软件 郭艳华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93 数据库原理及其应用 陆慧娟 中国计量大学

94 大学计算机基础 郭艳华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

95 大学计算机基础 齐晖 中原工学院

96 科学计算与 MATLAB 语言 刘卫国 中南大学 √

97 零基础学 JAVA 语言 翁恺 浙江大学 √

98
AppInventor-零基础 Android 移

动应用开发
吴明晖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

99 算法设计与分析 王宏志 哈尔滨工业大学 √

100 大学计算机实验 郝兴伟 山东大学

101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Python） 车万翔 哈尔滨工业大学 √ √

102 程序设计基础（C&C++） 戴波 电子科技大学 √ √

103 大学计算机——计算思维的视角 郝兴伟 山东大学 √ √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
负责人 所在学校 联盟

优秀课程
国家

精品课程

104 C 程序设计基础 黄洪艺 厦门大学 √ √

105 C++语言程序设计 阚道宏 中国农业大学 √ √

106 计算机网络 李全龙 哈尔滨工业大学 √ √

107 人群与网络 李晓明 北京大学 √ √

108 Linux 操作系统分析 孟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

109 操作系统与虚拟化安全 沈晴霓 北京大学 √ √

110 大数据算法 王宏志 哈尔滨工业大学 √ √

111 C++程序设计 魏英 西北工业大学 √ √

112 大数据平台核心技术 武永卫 清华大学 √ √

113 计算机系统基础（一） 袁春风 南京大学 √ √

114 用 Python 玩转数据 张莉 南京大学 √ √

115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张长海 吉林大学 √

116 大学计算机基础 周海芳 国防科技大学 √ √



附件 2：

中国高校计算机教育 MOOC 联盟

“计算机相关专业 MOOC 教学试点学院”申报表

一、基本信息

高校名称 院系名称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通信地址 邮 编

电子邮箱

（拟）选用的课程 本校负责教师 试点学期 学生人数

二、参与试点工作的计划

（可自行加行）

三、所在院系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请填写完成之后加盖院系公章，将扫描件发送给 CMOOC 联盟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