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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税务信息查询系统是一个提供纳税资料基础信息"并辅助领导进行决策的综合查询平台# 本文详细介绍该

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并且着重分析了系统采用的基于异构数据库的数据抽取和数据更新技术#
关键词!异构数据库 数据抽取

!! 目前!税务系统各个应用系统大多采用不同机

器"不同操作系统!不同的数据库平台!它们存在着重

复劳动"应用程序水平层差不齐"需要手工干预"自动

化程度不高"无法实现数据共享等问题#
随着税务信息化建设的推进!各应用系统之间进

行业务整合和数据集中的要求日益迫切!为此! 充分

图 #

利用现有资源进行系统整合是当前信息化建设的一项

主要任务# 通过税务信息查询系统!一是满足基层税

务机关人员执法的需要!使基层税务机关人员能够全

面"快速和准确地查询出纳税人的全面涉税信息!为基

层执法服务# 二是满足各级税务管理机关管理方面的

需要!使管理层能够对纳税人的涉税活动进行全面的

监控!为领导层提供查询分析并作出决策服务#

#!系统平台

通过数据分析!以及对现有资源的调查了解!决定

采用如下系统平台$
%#& 采用基于浏览器的三%’&层体系结构!应用

服务器采用()*+,-./#
%%& 支持多种数据源!实现跨数据库"跨平台的数

据抽取#
%"& 数据库采用,01/+)23#
%4& 运行环境采用小型机%.*562$&作为数据库

服务器!7/6)08)0%9:;;7<=:>)?@:&作为中间层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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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7/%联想 开天&作为 ,>AB;:C>ADEFA>:DG-AG:H
=AIJ<>6K+6:>L:>服务器#

%!系统设计

%M#系统总体架构

税务信息查询平台从逻辑功能上可分为三部分$

数据抽取"数据存储"数据展现# 如图#所示#
%M% 数据分析

现有综合征收管理系统"增值税管理系统"出口退

税系统是基于不同操作系统"不同数据库平台!对纳税

人涉税行为信息的查询功能是分布在不同的应用系统

中# 具体见表##

表 #

系统 数据库 操作系统 数据分布方式 数据增量周期

综合征收管理系统 6N*16) 6<;A>3E"1.O 为地市级集中 实时

增值税管理系统 ,01/+) P’.O 为地市级集中 实时

出口退税管理系统 6K+6)08)0 (.’9,(6%$$$ 为地市级集中 实时

%M" 数据抽取

由于综合征管系统"增值税管理信息系统"出口退

税系统等税收业务系统采用的数据库"开发平台差异

较大!而且各系统的数据集中程度也不同!数据抽取就

成为税务综合查询系统实现中的关键工作#

数据抽取的方式一般有复制"使用抽取工具"中间

文件或中间库的导出Q传输Q导入"数据操作记录的重

写等# 其中数据操作纪录的重写又有几种方式!包括$

>:?<;<@转为6K+"用触发器记录变化等# 各种方式初

步分析如下$

%#& 数据库复制# 此方法就是对同样的数据库平

台之间使用数据库产品本身自带的复制功能!实现源

到目标的数据抽取# 对于跨数据库平台的数据复制!

可以采用数据库厂商的复制网关或代理产品来实现#

利$可实现增量复制’自动程度较高!实时性强!效

率较高#

弊$不同数据库平台间的复制比较复杂!需要专门

的网关或代理产品’源与目标数据的映射关系简单’需

要较好的网络条件#

%%& 使用数据抽取工具# 此方法是使用现成的数

据抽取工具产品# 一般此类工具都能够定义不同的数

据源和目标"定义源数据到目标数据的复杂的映射关

系%包括计算关系&!并实现定时的自动抽取#

利$可实现复杂的源与目标数据之间的映射关系’

自动程度较高’适用于数据仓库的应用#

弊$自身不能实现增量复制!增量复制有赖于源系

统的结构’需要专门购买产品#

%"& 中间文件或中间库的导出Q传输Q导入# 此方

法是不同系统间数据传递的最普遍的方法# 一般需要

根据目标数据定义一个标准的中间文件或中间库的格

式%此格式一般包含格式规定和数据项的规定&!并以

中间文件作为数据传递的载体实现不同或远程的数据

转入#

利$不受平台和系统的限制!较为通用’可以不用

专门的产品支持’可实现较为复杂的映射关系’对不同

平台间的数据类型转换的实现比较灵活#

弊$实时性较弱’数据转出"数据转入需要专门处

理!抽取质量有赖于编程质量’增量复制有赖于源系统

的结构#

%4& 日志转为 6K+# 此方法即在源系统中将日志

转为6K+文件!然后将此6K+文件传输到目标系统中!

再执行相应的 6K+命令!从而实现源与目标数据的一

致# 实际上数据库复制就是采取此方法# 此方法平时

并不常用#

利$可实现增量复制#

弊$实时性弱’不是每个数据库平台都支持!需要

工具’需要操作人员有较强的能力#

%R& 触发器记录变化!在目标端重现# 此方法其

实是对使用中间文件和中间库转数据的一个改进# 它

可以实现增量数据转入!即在源系统中加入触发器!将

数据库中的变化记录在中间库中# 根据中间库的记录

在目标数据库重现数据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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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可实现增量复制#
弊$需要修改源系统!并对源系统的性能有影响#
影响抽取效率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抽取的方

式!尤其是面对综合征管系统这样数据量较 大 的 系

统!每次抽取采用全面抽取!数据量 巨 大!一 次 抽 取

的时间必然很长!对于间隔较短的抽取!应采取增量

抽取的方式# 增量抽取最直接的技术就是复制!对于

跨平台的抽取来说!最适宜的方式则是增量数据的导

出# 这就需要考虑影响抽取效率因素之二即源系统

本身的结构是否支持增量抽取# 增量数据导出需要

源系统中的标有明确操作时间字段并且无物理数据

删除操作!或者在源系统中增加触发器记录增量数据

或操作#
对各数据抽取方式的综合比较!就通用性"效率"

灵活性"实时性而言!数据库复制方式实现了增量数据

抽取的工作自动化!而且效率较高!保证了系统运行的

实时性!应该是首选# 具体针对各不同数据库应用系

统决定采用抽取方式如下表%$

表 %

系统 数据库 抽取工具与方式 抽取周期

综合征管系统 6N*16)
#M通过6N*16)复制网关服务器93>:BG/<DD:G实现数据库复制

%M通过,01/+)网关服务器-AG:(AI调用存储过程进行数据抽取
实时或定时

增值税管理系统 ,01/+) ,01/+)数据库复制%快照& 实时

出口退税系统 6K+6)08)0 通过,01/+)网关服务器-AG:(AI调用存储过程进行数据抽取 实时或定时

%M4 数据存储

由于税务信息查询系统是从各种数据采集系统中

抽取数据!所抽取和存储的数据都是不断变化着的!在

逻辑存储上不采用数据仓库的存储方式!而采用一般

的数据库存储方式’同时!与数据采集系统不同!平台

所实现的功能仅限于对数据的查询!没有对数据的更

新与修改!并且要对抽取到的明细数据进行汇总加工!
因此数据又具有一定的历史性#

数据的结构以综合征收管理系统的数据库表结构

和设计原则作为主要参照标准!并结合其他需要抽取

的数据!确定规范的主题数据表# 按照税务信息查询

系统的需要确定统一标准#
%MR 数据展现

数据展现实现税务信息查询系统所要求的查询和

分析的功能# 其功能是在从不同的数据采集系统中抽

取数据并整理存储后!实现查询分析的应用逻辑!并将

结果在浏览器端展现出来# 技术上采用符合 S%))标

准的三层体系结构!通过 S67TSALA*:AD实现# 无需

安装客户端软件!可直接实现上级对下级的监控#

"!具体实现

下面以出口退税系统为例具体阐述数据抽取及更

新的实现#

由于源数据库与目标数据库异构!因此需采用数

据库网关或自行编程实现# 安装数据库网关$使用 ,>H
AB;:C>ADEFA>:DG-AG:=AIJ<>6K+6:>L:>在源和目标数

据库间建立9*+.’U!可以实现数据库级的直连# 其优点

是对应用透明!编程量小’缺点是安装及配置较复杂#
%#& 透明网关参数配置

在/$V,>A-AG:=AIVG@4WEX;V195.’V下复制原有

的3D3GG@4WEX;M<>A文件到新文件3D3GBYGEM<>A# 修改;3EH
G:D:>M<>A文件增加监听!文件路径是 /$V,>A-AG:=AI
VD:G=<>YV195.’V;3EG:D:>M<>A!增加下面黑体的部分#
Z+.6C)’)0M,01’:G=<>Y/<DJ3@[>AG3<D\3;:$B$V,>H

A-AG:=AIVD:G=<>YVA?W3DV;3EG:D:>M<>A
Z-:D:>AG:?]I,>AB;:B<DJ3@[>AG3<DG<<;EM
+.6C)’)0^
%9)6/0.7C.,’_+.6C^
!%9)6/0.7C.,’^
! %1990)66_+.6C^
!!%1990)66^%70,C,/,+^C/7&%‘,6C^

.7_1990)66&%7,0C^#R%#&&
! &
! %1990)66_+.6C^
!! %1990)66^ %70,C,/,+^.7/& %U)N ^

)OC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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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6.9_+.6C_+.6C)’)0^
%6.9_+.6C^
!%6.9_9)6/^
! %6.9_’15)^7+6)aG7><B&
! %,01/+)_‘,5)^B$V,>A-AG:=AI&
! %70,-015 ^:aGF><B&
!&
!%6.9_9)6/^
! %6.9_’15)^BYGE&
! %,01/+)_‘,5)^B$V,>A-AG:=AI&
! %70,-015 ^G@4WEX;&
!&
&
.7_1990)66为税务信息系统数据库所在主机的.7

地址#
修改完毕后在 (3D?<=E服务列表中重新启动监

听服务$,>AB;:,>A‘<W:-AG:=AIC’6+3EG:D:>
%%& 目标数据库的GDEDAW:EM<>A配置# 在目标数

据库增加访问出口退税审核系统数据库的 GDEDAW:!
按以下步骤操作%以 P’.O平台为准!(3D?<=E平台参

照进行&$

! 以<>AB;:用户登录数据库服务器’

" 修 改 b,01/+)_ ‘,5)QD:G=<>YQA?W3DQ
GDEDAW:EM<>A文件!在最后增加以下代码!加入出口

退税审核系统的C’6$
BYGE^
%9)6/0.7C.,’^
!%1990)66_+.6C^
! %1990)66^%70,C,/,+^C/7&%‘,6C^.7

_1990)66_,\_/UC6&%7,0C^#R%#&&
&
%/,’’)/C_91C1^
! %6)08./)_’15)^6.9&
!&
&

其中黑体字为GDEDAW:E!.7_1990)66_,\_/UC6为

出口退税数据库的 .7地址"#R%#为监听端口号"6.9为

数据库网关所配置的6.9_’15)#
# 使用GDEF3D@BYGE命令测试GDEDAW:E配置是否

正确!如果返回信息中包括类似以下的内容!表示配置

成功$
1GG:WFG3D@G<B<DGABG%1990)66 %̂70,C,/,+̂

C/7&%‘,6Ĉ #M#M#M#&%7,0Ĉ #R%#&&
,U%%$WE:B&
%"& 在目标数据库上建立9*+.’U
建立指向(出口退税审核系统)的 9*+.’U!名称为

(/UC6)$
/0)1C)91C1*16)+.’U/UC6
!/,’’)/CC,P6)0_’15)
!.9)’C.\.)9*N 7166(,09
P6.’-*BYGE+
!其中的P6)0_’15)和 7166(,09是出口退税

审核系统为税务信息系统数据抽取建立的用户#
在出口退税审核系统数据库中给税务信息系统建

立的用户赋权后!测试通过 9*+.’U是否能够正确访问

数据!执行命令 E:;:BGB<[DG%!& J><WC1*+)_’15)c
BYGE!如果能够返回查询结果表明配置成功#

4!总结

在技术发展上!数据抽取所涉及的单个技术环节

都已相对成熟!其中有一些是躲不开编程的!但整体的

集成度还很不够# 目前市场上所提供的大多是数据抽

取工具# 这些工具通过用户选定源数据和目标数据的

对应关系!会自动生成数据抽取的代码# 但数据抽取

工具支持的数据种类是有限的’同时数据抽取过程涉

及数据的转换!它是一个与实际应用密切相关的部分!
其复杂性使得不可嵌入用户编程的抽取工具往往不能

满足要求# 因此!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往往不一定使用

抽取工具# 整个抽取过程能否因工具的使用而纳入有

效的管理"调度和维护则更为重要#
在我们这个税务信息系统中较好的解决了源数据

库和目标数据库之间的数据抽取问题!利用成熟的数

据库网关产品实现了异构数据之间的数据共享!为以

后更深层次的数据利用"数据挖掘从技术上开辟了一

条可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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