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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行政服务的政务智能系统研究与设计① 
郑雄锋  侯济恭 (华侨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21) 

摘  要： 针对行政服务中心中不断增加的数据量，如何处理这些海量的数据已成为一个关键问题。由此，引入

了商业智能及其相关技术，并以行政服务中心中的实际数据为背景，提出基于行政服务的政务智能系

统体系结构、系统框架、功能模块，并做了较详细的说明。最后分析了数据仓库的创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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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amount of dat a in Administrative Service Center, how to handle these vast dat a has  

become a key issue. Thu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usiness Intelligence and its related technologies, taking  

the actual data in Administrative Service Center as background. It proposes the E-Government Intelligence 

System architecture, system framework, functional module, and explains in detail. Finally, it analyzes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data ware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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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行政服务中心是市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推进网上审批而创立的。市行政服务中心通过几年的

运行，积累了庞大数据，如何才能够把这些数据财产

转换为可靠的、有用的知识来辅助政府提高决策效率

与准确性？综合了数据仓库、OLAP、数据挖掘的商业

智能的引入成为必然。 
商业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简称 BI)又称商务

智能，其核心技术包括数据仓库、联机分析处理、数据挖

掘。数据仓库能够有效地存储和管理各类数据信息，以提

供一个集成的、可靠的和一致的统一视图[1]。联机分析处

理是一种分析技术，具有汇总、合并和聚集功能，以及从

不同的角度观察信息的能力。数据挖掘是从大量的、无规

律的、有噪声的数据集中提取或“挖掘”出有效的、可理

解的、潜在有用的知识[2]。其数据流程如下图 1所示。 
 
1  基于行政服务的政务智能系统体系结构 

基于行政服务的政务智能系统就是利用商业智能 
 

 
 
 
 

 
 

图 1  数据流程图 
 

的一系列方法、工具与技术来“加工、提炼”行政服

务中心的数据的系统。该系统具有以下几个特点:①所

处理数据的海量、多样性与分散性。②较多人员的参

与。该系统需要相关部门专业人员与技术人员进行协

同合作。③服务对象的多样化与多层次：服务对象包

括政府领导、普通政府工作人员、分析人员以及群众。 
基于行政服务的政务智能系统体系结构如图 2，

包含数据源层、数据存储层、数据分析层、表示层。

数据源层中的数据主要来自：①行政服务中心的一系

列数据，如网上行政审批一系列数据、监察数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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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外部数据，包括各种文档(如 Word，Excel 等)、书

面材料等。数据存储层中存储的是经过抽取、转换装载

后的数据。可以根据具体需要，细化各个主题，形成多

个主题表，据此从数据仓库中选出多个数据子集，形成

数据集市[3]。数据集市的是面向特定部门（如工商局、

建设局等）的特定功能需求而建立的，只面向某个特定

的主题，如工商局关注的是各类企业投资情况等主题，

而建设局关注的则是土地开发使用等一些主题。数据分

析层是面向决策应用的，是在数据仓库基础上进行即时

查询、报表生成、OLAP、数据挖掘等一系列操作。表

现层是将数据分析层的结果通过政府信息门户网站等

方式向公众、分析人员、政府人员展现。 
 
 
 
 
 
 
 
 
 
 
 
 

图 2  基于行政服务的政务智能系统体系结构 
 
2  行政服务的政务智能系统框架与功能模块 

政务智能系统框架如图 3 所示。系统框架主要分

为信息发布管理、数据仓库管理、数据分析管理、数

据挖掘管理、系统管理。 
 
 
 
 
 
 
 
 
 

 
图 3  基于行政服务的政务智能系统框架 

基于行政服务的政务智能系统功能模块如图 4，
包括数据仓库管理模块、数据分析管理模块、数据挖

掘管理模块、信息发布模块、系统管理模块。 
 
 
 
 
 
 
 
 
 
 
 

图 4  基于行政服务的政务智能系统功能模块图 
 
(1) 数据仓库管理模块。该模块是系统的核心模块,

包括数据的 ETL(抽取、转换、装载)、数据质量控制、数

据粒度控制、元数据管理等。主要实现将大量异构数据

源通过有效可靠的抽取、转换、集成、装载等操作形成

统一的信息存储在数据仓库中。数据仓库中可以使用表

分区(如时间分区、列表分区、散列分区)、位图索引等技

术来存储这些信息，以提高其访问查询效率。 
 (2) 数据分析模块。由于行政服务中心拥有现成

大量的历史业务数据，因此该模块就以行政服务中心

的数据平台为基础 ,结合各种分析领域的实际需求抽

取出包含有各自独立的逻辑内涵的主题,并且确定每

一个主题所应该包含的数据内容 ,将其对应为一个分

析对象。比如，业务事项分析、投诉情况分析、企业

投资规模分析等。然后对每个主题利用 OLAP 技术生

成不同模型，并可以根据需要，对不同模型进行组合

从多角度、多层次深入分析生成另外的分析模型。 
(3) 数据挖掘模块。该模块通过利用数据挖掘技

术对不同的主题多方面进行深入分析，比如，可以利

用 Oracle Data Mining(ODM)工具中的关联规则、决

策树、聚类算法等数据挖掘方法，实现对如行业的发

展变化趋势、各地区的产业变化趋势及分布情况、服

务群体行为模式分析、服务群体需求趋势分析等。从

而能够辅助政府从多方位了解某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

况、大众的需求趋势等。 
(4) 信息发布模块。该模块将一些基本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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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AP 分析结果信息、数据挖掘结果信息以多种表现

方式向公众、分析人员、政府人员展现，并提供预定

义的查询功能和报表生成功能。比如通过将建立好的

元 数 据 导 入 到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enterprise edition(OBIEE)中，利用 OBIEE 中的 BI 
Answers 来实现[4]：完全的即席查询分析；以多种方

式展现——图形，报表，交叉表等；交互式生成报表；

可保存和共享个人报表。然后利用 Interactive 
Dashboards(简称仪表盘)设计合理简洁的页面来显

示各种各样的信息，比如表格、图片、图表、文字、

文件等等。用户可通过访问 Web 站点，经过身份安全、

权限认证后访问该数据和进行各种分析、查询操作，

同时预留与应用系统的接口，实现各种功能的无缝连

接，并提供集成化的认证、信息发布和管理环境，是

系统使用人员无需关心具体的技术实现途径，即可实

现对系统数据的访问和分析[5]。 
  (5) 系统管理模块。主要包括对用户一些信息的

管理、系统的一些设置、日志管理等。 
 
3  基于行政服务的数据仓库的设计 

数据仓库已成为数据分析和联机数据分析处理日

趋重要的平台，并将为数据挖掘提供有效地平台。因

此，创建高效合理的数据仓库显得至关重要。 
3.1 数据仓库逻辑模型设计  

(1) 确定主题。事实表用于存放大量的事实数据，

通常都很大，而且非规范化程度很高；维度表用于存

放描述性数据，它是围绕事实表建立的较小的表。事

实表中的数据是不允许修改的，新数据只是简单地增

加进去。维度表的数据可以改变，每一个维度表通过

一个关键字直接与事实表关联[6]。根据行政服务中心

拥有现成大量的历史业务数据，结合各种分析领域的

实际需求抽取出包含有各自独立的逻辑内涵的主题。

比如，业务事项分析主题即对行政服务中心各部门的

行政审批事项的各种情况，包括受理数、受理成功率、

正常办结数、超期办结数、正常办结率等情况做出分

析，并与上年该时间段作对比分析 [7]。业务事项

(WorkEvent)事实表如图 5 所示。 
基于行政服务的主题共细化为 7 个，包括业务事

项主题、特殊事项主题、投诉情况主题、企业投资信

息主题、企业财务信息主题、服务收费情况主题、绩

效分析主题。其星型模型汇总如图 6。 

 
 
 
 
 
 
 

 
  

图 5  业务事项事实表 
 
 
 
 
 
 
 
 
   
 
 

图 6  基于行政服务的星型模型汇总 
 

 (2) 粒度选择。粒度是数据仓库中数据单元的

细节程度或综合程度的级别。粒度问题是设计数据仓

库的最重要的方面，对数据仓库环境所处的整个体系

结构都有影响[8]。而基与数据仓库的多维分析一个显

著优点是可以对维度进行任意细化 (下钻)和汇总 (上
钻)操作。因此，维度的粒度直接影响多维数据集的

浏览层次。但是，实际应用中粒度也不能无意识的细

化，而要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处理。行政服务中心中的

数据仓库包括两种类型的数据：当前细节数据和轻度

综合数据。当前细节数据是来自操作系统的细节数

据，行政服务中心的每一条审批记录、每一条投诉信

息都被放入数据仓库中，其数据量相对轻度综合数据

大的多。轻度综合数据是经过一定程度综合的细节数

据，比如对审批数据可以按周进行汇总审批量，对投

诉信息、企业注册信息按月进行汇总，而对企业财务

信息的时间维粒度则只能确定到“年”，因为企业的

一些有关财务信息是表示一个会计年度的信息。根据

主题应用之分析目的，以上划分按概化到细化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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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需进行适当调整。因此对数据仓库采用双重粒度

级别进行设计。 
(3) 数据分割策略。选择正确的数据仓库分割策

略可以极大的提高数据仓库的访问查询效率。由于行

政服务中心的数据量较大，可以使用表分区技术(如范

围分区、列表分区、散列分区等)对数据进行分割存储，

并可结合使用合适的索引技术(如 B 树索引、位图索引

等)，同时将表基础数据与索引数据分别存放到不同的

表空间上。 
3.2 数据仓库物理模型设计  
3.2.1 ETL 处理 

ETL(Extract、Transform、Load)主要负责对行

政服务中心中大量分布广泛的、异构的数据进行抽取，

对数据按照统一制定的转换规则进行转换、集成，并

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数据清洗，最后把经过转换、清

洗的高质量数据按计划增量或全量装载到数据仓库。

ETL 步骤如下：①明确数据源中数据的结构和含义。

首先需要了解行政服务中心中数据源的详细情况，包

括所在计算机平台、拥有者、数据的结构、语义、内

容和异常，然后评估数据的质量以及数据需要清理和

转换到的程度。②数据抽取。根据已确定好的主题，

从异构数据源中抽取出相关数据到数据仓库中。③数

据转换。主要包括数据的转化(数据的合并、汇总、过

滤等)、数据的重新格式化和计算、关键数据的重新构

建和数据总结、数据定位[9]。④数据清洗。行政服务

中心中的原始数据可能存在错误类型，这些类型包括

单个数据源中的错误和不一致，以及多个数据源中的

模式冲突，语义定义不一致等，所有这些数据都必须

处理，若系统不能自动处理，还必须借助手工操作来

完成[10]。⑤数据装载。数据经过清洗、转换、一致性

等操作后，就可以按预先定义好的维度粒度装入到数

据仓库中。 
3.2.2 数据仓库的创建 
  主要包括确定数据的存储结构、确定索引策略、

确定数据存放位置和确定存储分配。如以创建业务事

项(WorkEvent)事实表及其维表为例。可以采用本地

管理的表空间(自动段空间管理)，索引与表放在各自不

同的磁盘上。对于业务事项事实表上的外键列的索引

使用位图索引，因为他们的基数较小，其他表上的主

键列则使用 B*索引。严格按照如下步骤建表：①创建

事实表及其维表，表中主键、外键等一些约束先不创

建。②创建事实表及其维表各主键索引。③创建事实

表上的外键位图索引。④为事实表和维表添加主键约

束。⑤为事实表添加外键约束。 
 
4  结语 

基与行政服务的政务智能系统具备了强大的数据

管理、处理、分析能力，并为政府决策者提供了科学

可靠的决策支持。虽然基于行政服务的政务智能系统

的创建是一项长期的过程，尤其是数据仓库，需要以

反复迭代的方式进行建造，根据实际的应用和实践经

验不断进行调整，以最大限度满足需求。但随着政府

在电子政务智能化方面资金投入的加大，相关技术人

才培养与引进，在不久的将来，基于政服务的政务智

能系统将更加成熟与完善，并极大地影响着政府的办

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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