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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J2EE 的综合管理信息系统① 
袁 翔 

(福建省气象信息中心, 福州 350001) 

摘 要: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 为提高我局政务办公的水平, 实现电子政务办公与政务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撑, 

本文介绍了一个基于 J2EE 的福建省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实现原理, 并对系统中的关键技术进行了

详细说明. 实践证明, 基于该 J2EE 的综合管理系统, 可靠性高, 稳定性强, 极大地提高了我省气象部门综合政务

管理能力与信息共享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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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Based on J2EE 

YUAN Xiang 

(Fujian Provincial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Center, Fuzhou 3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Web Information Extraction and Knowledge Presentation System is proposed to extract information from 

data intensive web pages. It downloads dynamic web pages, based on a knowledge database, changes them to XML 

documents after preprocessing, finds repeated patterns from them, by using a PAT-array based Pattern Discovery 

Algorithm, recognizes their data display structure models, automatically based on the repeated patterns and an 

ontology-based keyword library, and then extracts the data and stores them in the knowledge database with the 

object-relational mapping technology of XML. Through these steps, web data is extracted automatically, and the 

knowledge database is also expanded automatically. Experiments on the traffic information auto-extraction and mixed 

traffic travel schemes auto-creation system showed that the system has high precision and is adaptive to web pages in 

different domains with different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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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开发技术的迅猛发

展,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开拓了电子政务领域. 近来

年无论从国家还是各级政府都对电子提出了更高层

次、更多要求、更完备体系、更完善的顶层设计等诸

多诉求. 虽然省局在电子政务系统的发展起步较晚, 

但是省气象部门的通信网络已经具备覆盖“省-地-县”

三级的成熟规模, 为实现全省电子政务网络办公提供

了基础支撑. 由于原有的信息系统存在设计上欠缺架

构、技术手段相对落后、可扩展性较差, 导致了福建

省气象部门在电子政务应用方面信息化的水平不高, 

电子政务流程冗长, 宏观管理与决策较难建立在准确

的客观信息下. 所以需要一个能基于跨平台、开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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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扩展、高效的电子政务系统就显得极为必要, 福建

省气象局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简称: 综合管理系统)的

设计目标是采用 J2EE 架构, 该架构是一个开放的、基

于标准的开发和部署的平台, 使用 Java、Struts[1]、

Spring、WebSphere 中间件等先进技术, 依据我省气象

部门的政务流程, 管理与业务需求, 以提高全省气象

部门的电子政务管理与处理能力, 改善传统政务处理

的工作效率, 保证政务流程的安全性, 实现政务信息

共享化, 全方位地向全省各级气象部门提供质优、规

范、透明的服务, 这是省局政务管理手段的变革. 本文

主要讨论一个基于 J2EE架构的综合管理信息系统, 并

对其关键之处加以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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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平台体系 
综合管理系统采用了先进的三层体系结构, 即客

户层、智能中间层、应用服务层. 这种三层的体系结

构保证了系统的高效运行, 可以对资源和用户进行集

中性管理. 随着全省气象部门的专用通信网络带宽的

进一步扩大 , 业务对系统的不断扩展 , 采用先进的

B/S(Browser/Server)结构成为现实. 在综合管理系统

的三层体系结构[2]下, 使用 B/S 方式访问, 系统将表示

用户展示、业务处理、业务数据分别抽象在表示层

(Presentation)、功能层(Business Logic)、数据层(Data 

Service), 并将其分割成三个相对独立的单元, 实现了

层与层之间的低耦合, 层内数据处理的高内聚. 即方

便后期开发的功能模块都是基于 B/S 结构, 又能兼容

原有 C/S(Client/Server)结构的系统能平滑地移植到

B/S 结构中. 综合管理系统基于 J2EE 架构, 该架构拥

有标准的数据库开放接口, 可以很好地与其他系统进

行交互, 也非常容易扩展系统功能, 具有良好的跨平

台运行性能, 具有很强的灵活性. 在该架构下的综合

管理系统充分体现了是利用管理思想建立, 以计算机

为基本信息处理手段, 以现代通讯设施为基本传输工

具, 且能为管理决策提供信息服务的人机系统, 采用

适合 J2EE 架构的软件体系来设计、开发、装配和部署

企业级应用程序, 该架构充分的利用了面向对象的软

件复用技术解决了 Web 应用领域的特定问题, 具有很

强的复用性, 为快速开发与设计气象部门的企业级应

用提供了整体框架.  

1.1 系统硬件组成 

基于 J2EE 结构的综合管理系统是一个综合公文

流转为核心, 逐步连接各个业务应用子系统, 为省局

各职能部门和各级领导提供跨部门的综合信息服务与

宏观决策信息支持. 系统硬件的组成如图 1 所示, 本

系统硬件部署采用双机热备与访问负载均衡的方式, 

部署了 Web 应用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短信服务器、

备份存储服务器. Web 服务器主要承担省-市-区三级用

户的 Web 页面请求, 数据库服务器用于存储系统所有

涉及的所有数据包括文字、图片、数据流等信息, 短

信服务器承担系统向用户收发短信, 备份服务器用于

备份数据库数据, 防止系统因数据库服务器问题导致

不能正常使用.  

1.2 系统体系结构 

综合管理信息系统采用 J2EE 技术架构, 结合了

Struts、Spring 和 Hibernate 的技术特点, 结合省局电

子政务系统业务结构和流程, 满足常规、可变和常变 

的动态业务重组的需求, 解决全省电子政务系统日益

增加的应用复杂度和快速开发、实施之间的矛盾. 同

时满足不断变化和创新的管理模式和管理信息化对技

术满意度的要求. 系统体系结构如图 2 所示, 技术框

架从上至下由表示层、业务逻辑层、持久层、数据层

和网络系统层[3]构成.  

 

 

 

 

 

 

 

 

 

 

图 1 系统硬件组成结构 

 

(1) 表示层提供用户界面的显示与交互操作, 用

Struts 的完整框架来实现, 它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视

图查看(View 层)实现, 位于设计的页面中; 另一部分

是控制器, 将具体形式抽象成 Action 类的继承者实现

用户输入数据格式封装成对象提交至后台处理.  

(2) 业务逻辑层进行系统核心业务的逻辑处理, 

在 Struts 架构中包括了业务模块层(Model 层)和控制层

(Control 层). 实现业务层逻辑时保持好两个层次之间

的松散耦合, 该层是整个平台的消息处理中心, 它负

责接收各应用子系统发送来的消息、在消息中心内向

各应用子系统发送消息, 同时它还负责记录通信日

志、性能监控.  

(3) 数据访问层包括数据层和数据持久化层, 数

据层主要实现对系统中所有数据资源管理; 数据持久

化层主要是屏蔽与关系型数据库的细节 , 通过

Hibernate 技术将结果从数据库中进行存取, 基于对象

配置及相应表间的映射关系, 对数据库进行存储、查

询、更新等操作, 对关系型数据库数据进行持久化对

象封装.  

(4) 网络系统层主要包括一系列硬件与软件的基

本网络协议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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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系统体系结构 

 

1.3 系统体系结构 

电子政务不是简单地将现有的业务、办公、办事

程序原封不动地搬上计算机, 或者按照传统的行政管

理方式, 将电子手段加入其中, 不仅仅是“政务的电子

化”, “政务网络化”. 而是按照电子政务的规范要求, 

对现行的行政职能、行政组织以及行政流程进行必要

的调整和改革. 综合管理系统依据“统筹规划、统一标

准、技术先进、信息共享”的指导思想, 遵循“先进、实

用、可靠、安全、可扩展”的技术目标, 建立的真正实

用的应用系统, 它更是对传统的管理理念、管理模式、

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的创新.  

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实现的功能是, 对机构业务信

息和办公信息加以收集与处理、交换与共享, 以及和

上级部门管理系统整合. 以公文流转为核心, 逐步连

接现有各业务应用子系统, 建立一个互联、互通的办

公平台, 通过该平台实现内部的公文流转与办理、信

息交流与共享、网络考核与填报、网络请求与审批、

重要事情督办与督查、领导决策与分析, 为最终的“无

纸化管理”打下扎实的基础. 系统的主要功能有公文

管理、信息发布、目标管理、出差管理、督查督办、

要情管理、档案管理、创新评比、系统管理等一系列

功能, 其组成结构如图 3 所示.  

  (1)公文管理. 实现了无纸化办公, 将传统的文件

处理转为轻松的计算机联网办公, 它不仅作为一个单

独的模块独立存在, 还可以与档案管理、短消息平台、

个人信息模块等进行紧密集成, 为用户建立全方位的

解决方案.  

  (2)信息发布. 实现包含省局各处室、各直属单位、

各市、县气象局的日常政务信息的发布与共享, 综合

展现各单位的实际工作情况与自我风采, 增加政务信

息工作的透明度.  

  (3)目标管理. 实现对单位与部门的考核定制填

报、审核展示、数据统计、目标完成统计、得分评比. 

具体细化、量化各单位的年度工作, 完成情况, 为宏观

管理提供客观的数据支持.  

  (4)出差管理. 实现出差申请的网络审批流程、记

录审批出差记录、自动更新出差备案查询记录表, 体

现政务办公网络审批制度与流程.  

  (5)督察督办. 实现督办立项审批流转, 图示各单

位督办办理情况, 查看督办事项作进展情况, 体现省

局支持, 重视省局年度重点工作与基层工作.  

  (6)要情管理. 实现生成要情摘报、审批要情摘报、

最后发布要情的过程.  

 

 

 

 

 

图 3 系统功能结构 

 

2 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的关键技术 
2.1 应用支撑平台设计 

我局在建设初期就详细地进行规划, 要求保证所

有的政务工作能在顺畅的流程下高效的运转, 即符合

当前省局的管理模式又能体现管办分离, 进一步通过

科学化的流程管理更好的规范和改进现有管理中存在

的不足. 综合管理系统的整体特色就是在实现电子政

务基本功能下, 结合整个气象部门发展的实际要求在

形式、内容和功能上进行创新. 其实质就是福建气象

部门在气象政务信息化和管理科学化上的创新.  

电子政务是政务管理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产物, 

是引领政府管理创新的工程. 虽然基础信息现代化设

备建设充分, 但信息化建设没有一个统筹的规划, 这是

造成大量信息孤岛的主要问题之一. 因此要把省局电

子政务的应用支撑平台作为关键技术进行实施、建设与

开发. 应用支撑平台的主要思想是从省局业务流程中

提炼出各相关职能部门公用的数据以及相应的数据处

理服务, 从而构建一个以业务为中心的系统, 实现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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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存储和访问机制、同样的数据仅采集一次、提供

集成的服务访问接口等. 应用支撑平台的建设不仅缩

短开发周期, 而且使应用系统的完善和扩展始终遵循

统一标准, 在源头上最大程度地消除信息孤岛. 省局设

计的应用支撑平台包含了应用开发、扩展支撑平台、应

用框架构成, 提供了面向服务层、应用层和展示层三个

层面的服务. 如图 4 所示, 该应用支撑平台的优点在于:  

(1) 基于 J2EE 技术架构, 支持跨平台、跨区域、跨

网络运行, 平台应能够适应多种主流主机平台、数据库

平台、中间件平台, 具有较强的跨系统平台的能力.  

(2) 平台采用多层体系结构, 使用 XML 规范作为

信息交互的标准, 支持 WebService、SOAP、XML、

WFMC 等标准. 

(3) 提供灵活的二次开发手段, 在面向构件的应

用框架上, 能够在不影响系统情况下快速开发新业

务、增加新功能, 同时提供方便地对业务进行修改和

动态加载的支持支持新业务、新功能的快速开发能力. 

(4) 工具化设计, 提供丰富的可视化定制工具和

引擎, 使得平台可以支持未来不断变化的特征. 

(5) 提供高级程序员级的丰富的应用构件和应用

模块,能够实现快速开发/重组、业务参数配置、业务功

能二次开发等.  

(6) 极具个性化、人性化的界面及操作方式. 

(7) 基于开放性构架设计, 提供丰富的接口方式, 

方便与第三方系统的全面整合. 

(8) 支持 Oracle、SQLServer、DB2、Sybase、MySql

等主流数据库平台, 很好地屏蔽上层应用系统与底层

数据库的复杂连结.  

 

 

 

 

 

 

 

 

 

 

 

 

图 4 应用支撑平台结构 

2.2 工作流系统设计 

基于电子政务系统的工作特色是按照流程化处理, 

所以特别依赖于工作流技术. 而工作流技术是建设流

程类业务应用系统的核心技术. 综合管理系统设计开

发的工作流系统具备了图形化工作流定义工具、工作

流引擎、工作流监督和管理工具、工作列表等必备模

块, 支持子工作流、应用集成、超时处理、工作流变

量等基本功能, 具有较高的性能、可靠性、事务处理

能力和失效恢复能力, 具备清晰的 API 接口, 既能够

用于支持办公流程的开发, 也能够支持业务流程的开

发和集成, 形成各应用系统的流程支撑平台. 如图 5

所示, 工作流的可视化配置软件把工作流表示成计算

机能够处理的形式, 参与的用户之间传递信息、脚本

或一组路由指令. 它的配置信息包含了流程的开始和

结束条件、流程包含的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交接规则

(如"与"、"或"、"异或"等)与条件、事件驱动和流转条

件控制、时间控制、可能调用的应用程序、所需的工

作流相关数据定义. 工作流程应用就能非常轻松的与

应用支撑平台进行交互, 重构, 快速开发部署新的业

务应用, 大大缩短了系统的二次开发周期.  

 

 

 

 

 

 

 

 

 

图 5 工作流配置系统 

 

2.3 系统安全设计 

电子政务系统数据的往来都关乎政务工作的较敏

感信息, 所以系统的安全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 所以

在综合管理系统的安全措施上采用了基于统一用户管

理、政府公钥技术设施、策略管理系统, 提供单一认

证机制、权限管理、加密管理和审计机制. 首先基于

LDAP 的目录、策略管理和 PKI 体系为实现的依据. 其

次对现存应用系统、新的应用系统, 实现模式保持一

致. 最后系统在统一的位置存放用户信息、访问控制

列表和数字证书. 同时通过目录服务访问接口保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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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局目录服务的同步. 对于每种资源都定义了可以执

行的权限, ACL 表里记录了用户对每个资源的访问权

限. 用户在访问系统的时候要提供凭证, 该凭证可以

是传统口令, 也可以是数字证书. 认证系统通过 ACL

检查对某种资源的访问权限. 对资源的所有操作需要

通过审计子系统记录安全审计信息. 所有应用系统都

通过该模块获得认证和全局的权限信息, 并对其行为

进行审计. 用户/密码验证、严格的权限控制系统等安

全保证措施, 做到了系统数据不被非法用户篡改, 确

保非法用户不能随意闯入系统.  

 

3 结语 
基于 J2EE的福建省气象局综合管理信息系统, 实

现高可用性、安全性、可扩展性和可靠性, 实现了一

个计算模型和运行环境的多层体系结构的复杂系统. 

首先在技术上它实现了多种技术的, 多种不同应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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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功能集合, 在行政上实现了福建气象部门电子政

务的大统一、信息共享大集中、政务管理流程规范化、

网上办公科学化、行政事务电子化、行政事务反馈快

速化、评审体系可量化, 在管理上实现了对政务工作、

事务的宏观管理, 与评价体系的客观化, 真正实现了

福建电子政务的飞跃式发展, 为政务系统进一步整合

气象业务数据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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