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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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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基于 MS. NET、J2EE和 XML技术, 设计并实现了一个通用的与平台无关的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平台能把不同部门、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格式的政务信息数据整合共享, 各种异构性的电子政务系统可

通过这个平台进行政务数据共享和信息集成.

关键词: 区域政务信息资源; 共享平台; 信息交换; 信息共享

中图分类号: TP311 文献标识码: A

Design and implem entation of the regional governm ent

inform ation resource sharing platform

TU Ping, LIGui- ping, CHEN N an

( K ey Lab for DataM in ing and In fo rm ation Sharing o fM inistry, Spatial Inform ation Research C ente r,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 Ch ina)

Abstract: Prov ide a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g iona l government info rmation resource sha-

ring p latform based onM S. NET, J2EE andXML. Based on the system, d ifferent e- government sys-

tems can share and integ rate governm ent information w ith each other e ff ic i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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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子政务的大力发展, 区域内的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建立了各自的政务信息管理系统, 数据

格式多种多样. 但是, 由于缺少统一的数据标准、规范和格式, 信息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受到限制. 因此,

解决区域内不同政务信息资源之间的汇集与共享成为迫切问题. 国外相关机构已经对区域政务信息资源

交换与共享展开了研究. 如美国的 /政府信息交换 0 ( Government Informat ion eXchange, G IX )、/政府信息
定位服务0 ( G ILS) [ 1] ; 欧盟的 /政府数据交换0 ( Interchange of Data betw een Adm in istrations, IDA ) ; 英国的

/政府信息资源目录0 ( GCL)、电子政务元数据标准 ( e- GMS )和信息资产登记表 ( IAR ) ; 法国的 /地方公

共信息服务平台 0等.

我国也有很多学者对区域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做深入研究, 张德平于 2002年比较全面地描述了我国推

行电子政务共享的基本障碍
[ 2]
. 程建华

[ 3]
、韩胜菊

[ 4]
、肖延松

[ 5]
等于 2006年提出了政务信息共享平台的

设计方法; 侯卫真
[ 6 ]
、张维迎

[ 7]
等于 2003年研究了在政务信息管理过程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的方法; 朱

翊
[ 8]
于 2007年提出了基于空间数据的政务信息共享策略. 为加强电子政务标准化工作, 2005年由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和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共同组建了国家电子政务标准化总体组, 以负责国家电子政

务标准化工作的总体协调.

目前为止, 对政务信息资源交换与共享方面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多成果, 但是大量数据的快速交换

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缺乏实用的基于空间数据库和关系数据库的数据交换解决方案. 本文基

于此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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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台设计

政务信息和数据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公文 /文件 (文件型 )、地理参考空间数据 (空间型 )、属性 /图表

数据 (关系型 )、声、像数据 (流媒体型 ) 4大类. 共享服务平台需要实现以上 4类数据之间的共享交换.

1. 1 平台设计目标
首先, 数据交换标准和接口技术规范必须能够兼容各种类型的地理空间数据库和关系型数据库; 通

过交换标准和接口技术规范, 区域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将提供统一交换和集成跨部门、跨地域、跨

行业、跨类型共享数据的应用基础设施.

其次, 能够适应大量数据的快速交换, 区域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需要对数据传输处理机制进

行精心的设计. 在数据传输过程中, 需要对数据进行高效的分块压缩处理和传输, 并通过 PK I/CA和数据

缓冲池技术, 保证数据高效、安全传输.

然后, 针对目前数据存储方式不同和数据转换格式的现状, 区域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需要研

究实现基于空间数据转换和关系数据转换的工具.

最后, 面向多领域、跨部门的应用整合和业务协同要求, 区域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需要研究基

于分布式、异构应用系统的信息集成关键技术. 通过对跨部门业务流程的梳理, 提供应用整合工作流和开

放式W eb Serv ices接口, 共享服务平台可以完成分布在不同网络节点上的数据库和业务系统之间的数据

交换和流程重组, 以达到多领域、跨部门业务协同和联合监管的目的.

1. 2 平台的体系结构
区域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立在省 -地 (市 ) -县政务宽带网络之上, 链接各级政府部门分布

式的政务信息资源库及业务办公数据. 区域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包括 3个子平台, 分别是: 政务信

息资源交换协作子平台、电子政务引擎子平台和应用支撑子平台.

3个子平台之间相辅相成: 政务信息资源交换协作子平台架构于数字区域网络基础设施之上, 为区域

电子政务引擎子平台和区域电子政务应用支撑子平台提供基础的数据交换和应用整合能力, 满足支持以

业务协同为目标的应用基础服务; 区域电子政务引擎子平台为区域电子政务应用支撑子平台提供了大量

的电子政务应用开发所需要的中间件服务组件, 组件主要包括适用于快速构建电子政务应用所需要的业

务功能; 区域电子政务应用支撑子平台是面向电子政务业务应用, 基于政务信息交换协作子平台和电子

政务引擎子平台之上, 提供以业务为导向、快速构建应用系统的软件开发支撑平台. 区域政务信息资源共

享服务平台体系结构见图 1.

图 1 区域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体系结构

F ig. 1 The structure o f reg iona l governm ent inform ation resource sha ring platfo 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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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信息资源交换协作子平台是架构于数字区域网络基础设施之上的分布式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服务

平台, 它为数字区域的共享数据发布、数据查询、数据交换、数据整合、应用集成提供统一的底层构架.

区域政务信息资源交换协作子平台需要具备分布式异构数据库整合能力, 能将分布在各单位、各行业的

多源、异构共享数据库, 通过政务宽带网络实现全网范围内的统一交换服务. 还需要具有电子政务应用系

统整合能力, 通过将各单位、各行业的应用系统重新进行运行流程编排和制定信息交换规则, 实现应用系

统间的信息交换和流程整合. 此外, 区域政务信息资源交换协作平台也需要具备将共享数据库与应用系

统进行整合的能力.

区域电子政务引擎子平台是针对各种电子政务应用系统访问的业务逻辑中间件等, 通过与各种政务

信息资源库的连接, 建立支撑电子政务中的业务审批、监管监察等功能的电子政务应用运行引擎. 采用面

向服务架构的应用框架, 将电子政务系统中各核心组件抽象成服务, 实现通过引擎组件搭建电子政务应

用系统. 电子政务应用服务中间件包括: 统一用户管理组件、单点登录认证 SSO组件、流程引擎组件、搜

索引擎组件、消息中心组件、智能业务表单组件、内容管理引擎组件、领导办公引擎、电子印章引擎、业

务功能扩展组件等.

1. 3 平台的物理架构
把数字区域内各级政府部门的政务系统称为节点, 如图 2中的节点 1和节点 2. 在各个节点上需要部

署一个前置系统, 负责抽取本部门政务系统能用于共享的数据. 同时通过前置系统与数据交换中心、业务

协同中心以及兄弟节点的通信. 此外, 还需部署一个信息协作系统, 此系统包括数据交换中心和业务协同

中心, 信息协作系统具有用户管理、安全管理、数据目录管理、异构数据共享、数据发布和交换、应用集

成、信息服务等功能.

图 2 区域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物理架构

F ig. 2 The phy sica l structure o f reg iona l gove rnm en t inform ation resource sha ring platfo 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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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在节点上的前置系统抽取节点上的数据后, 转换为 XML文件后再进行数据压缩和加密, 并将数

据请求功能封闭为W eb Serv ice接口, 注册到 UDD I服务器, 实现地理空间数据 (矢量地图和栅格影像 )、

关系型数据库、电子文件和多媒体数据等不同格式数据间的整合共享. 节点上的业务系统通过接口和前

置系统连接, 并通过前置系统获得兄弟节点上的数据, 实现了某一业务对跨部门、跨地域、跨行业、跨类

型数据的需求.

2 平台实现

采用 MS. NET和 J2EE技术体系、XMLW eb Serv ices核心技术, 以及基于面向服务 ( SOA)的复合应用

程序架构来构建区域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 NET和 J2EE是在世界上被广泛支持的技术体系, 为

网络应用系统提供了良好的应用功能和网络性能, 它们提供了强大的工作流引擎和 XML格式化数据的交

换、处理能力, 用于创建和管理基于 XML的跨应用程序和服务的业务过程编排.

数据库采用 O racle 9,i O rac le 9 i大型数据库软件提供了方便、实用的数据存储和数据仓库处理能力,

提供一系列数据挖掘和分析工具.

图 3是区域电子政务应用引擎界面, 基于应用引擎, 能开发各种跨部门的业务系统. 图 4是区域电子

政务应用支撑平台界面, 可以完成用户的管理. 图 5是区域政务信息资源交换共享平台业务协同设计器

界面, 通过它能完成跨部门业务的设计. 图 6是在应用区域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时的界面, 正在完

成空间数据数据和非空间数据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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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区域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已应用于福建省政务信息共享, 该平台是建立于福建省 /省 -设区市

-县 (市、区 ) 0政务信息宽带网络之上信息共享服务枢纽. 进入 /十一五 0, 我国数字区域的建设重点将逐

步从基础设施建设过渡到高层次信息化应用系统的建设. 即从建设单个部门的应用系统到建设跨部门综

合应用系统; 从满足简单的业务需求到完成复杂的业务协同和高层决策. 随着人口、法人、自然资源和地

理空间等基础数据库的建设, 对信息共享的需求会更加迫切. 而要满足这些多部门参与的协同办公、协同

审批、综合应急指挥等信息化应用工程的需求, 区域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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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超级计算中心在福州大学隆重揭牌

福建省超级计算中心揭牌暨首批应用单位合作签约仪式最近在福州大学旗山

校区隆重举行。

福建省超级计算中心是 /数字福建 0公共基础服务平台建设的重大专项项目。

该项目于 2008年 1月经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立项建设 , 项目总投资概算

1 641万元, 以福州大学为主体建设, 结合厦门大学已自建的高性能计算中心的计

算资源, 旨在搭建高性能计算公共服务平台, 完善相应的配套设施和环境条件; 完

成首批具有带动和示范作用的计算平台应用项目; 培养高性能计算人才, 建立高性

能计算研发、管理和服务队伍等, 为全省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事业

单位提供大型的科学计算服务。该中心采用美国 SUN公司的最新刀片服务器, 运

算能力理论峰值达到 13. 58万亿次 / s, 按照中国计算能力 TOP100 2007年的排名,

中心建设系统的计算能力可位居全国第 3名。

该中心将面向重要行业或主干产业, 通过项目带动积极开展相关领域的高性

能计算服务, 为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技术支撑, 切实把省级公

共服务平台的建设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结合, 对加快提升全省科技创新能力,

促进气象预报、防震减灾、环保监测、市政设计等公益事业服务能力的提高, 电子

信息、机械制造、石油化工、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结构调整,

现代科学研究和大型工程应用水平提升, 加速高性能计算专业技术人才培养, 以及

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摘自科技处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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